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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第一龙”生于八千年前阜新查海

辽河流域发现我国北方最早村落

查海遗址，因村得名。
这个地处辽宁西北部的史前重要

考古遗址，三面环山，宁静平和，一条裹
挟着晶莹冰碴的清澈小河宛如银链，从
遗址附近穿流而过，蜿蜒向前。

距今8000年前，在这处平坦的台
地上，生活着一群史前先民，学者称之
为“查海人”。查海人聚合成“村”，繁衍
生息，耕作劳动，在丰富的想象与虔诚
的祈求中，他们用石头塑造了原始龙的
形象，至此，“龙出辽河源”有了考古学
上的支撑。

龙，作为中华民族的精神图腾，很
多专家学者对其起源进行过多角度解
读。闻一多在他所著的《伏羲考》中指
出：“所谓龙者，只是一种大蛇，这大蛇
的名字便叫作‘龙’，后来有一个以这种
大蛇为图腾的团族，兼并了、吸收了许
多别的形形色色的图腾团族，大蛇这才
接受了兽类的脚，马的头，鬣的尾，鹿的
角，狗的爪，鱼的鳞和须……于是便成
为我们现在所知道的龙了。”闻一多的
这段论述，对后来学者研究龙的起源起
到了指向性作用。

蛇是龙的原型这一说法，在查海遗
址中可以找到痕迹。

查海遗址位于阜新蒙古族自治县
沙拉镇查海村西南，是辽西地区一处
重要的新石器时代遗址。1986年，考
古工作队进行了首次试掘，此后，又进
行了6次发掘，查海遗址面貌逐渐清晰
起来：村子外围有壕沟环绕，防止野兽
的侵袭；村子内部，密集分布着大小不
一的房子。已经发现的55座房址规则
排列，大体是东西成排、南北成行，错
落有致。经考古专家确认，查海遗址
是辽河流域乃至我国北方目前发现的
最早的史前聚落遗址，被誉为“辽河第
一村”。

在“查海村”，除了房子是半地下式
外，这里的生者与逝者同居一村，甚至
有些逝者埋在了房屋内部。对此，辽宁
省文物考古研究院名誉院长郭大顺将
其总结为“居址葬”与“居室葬”。“居址
葬”指的是逝者埋在房子周边；而“居室
葬”则是将逝者埋在屋内。

在查海遗址已经发现的6座居室
葬中，其中4座埋葬的是儿童，另两座
居室葬里埋的极大可能也是儿童。这
种在现代人看来有些匪夷所思的埋葬
方式，在考古学家的研究报告中反映的
却是查海人的精神世界。

对此，郭大顺表示，“居室葬”这种

特殊的埋葬方式，体现了生者对逝者深
切的怀念，也表现了查海人基于亲情产
生了灵魂的概念，进而产生了信仰与崇
拜，从而产生了龙图腾。

“中华第一龙”位于“查海村”中央

这条长19.7米的堆塑龙横卧在山
坡之上，位于“查海村”的中央。为了严
格保护，当年发掘出土的石堆龙已在原
址填埋，考古人员用相似的石块在原
地、按原状重新堆塑出一条龙。

站在山坡上，放眼打量这条巨龙：龙
头朝向西南，昂扬向上，尾部朝着东北方
向甩去，摆出了欲腾空飞舞的姿态。由
于石块为红褐色，在阳光照耀下，巨龙仿
佛嵌上红褐色鳞片，在蓝色天空的映衬
下，愈加栩栩如生，呼之欲出。

查海遗址的这条石堆龙为中华民
族龙文化提供了更为具象的外形。石

堆龙居于村落中央位置、下方有中心墓
区和祭祀坑等重要遗迹。种种迹象表
明，龙形堆石是“查海村”中最为重要的
崇拜性祭祀遗迹，应该是查海人集合、
祭祀之所，充分体现了以龙的非凡神形
为代表的原始宗教的观念已经在8000
年前查海人的心中形成。

因为查海遗址的龙形堆石是迄今
为止我国发现的年代最早、形体最大的
龙形象，因此，这条石堆龙被称为“中华
第一龙”。

1991年，我国考古学泰斗苏秉琦
针对查海遗址出土了中华第一龙和世
界第一真玉，欣然写了“玉龙故乡，文明
发端”的题字。这8个字通俗易懂，内
涵丰富。在苏秉琦看来，查海遗址在中
华文明的演进与发展进程中占据着十
分重要的地位。

值得一提的是，考古人员还在查海
遗址中发现过带龙纹的陶片和一个十
分特殊的筒形陶罐，在陶罐的下半部有
一个浮雕：一条蛇死死咬住一只蟾蜍的
后腿。这条蛇，验证了闻一多在《伏羲
考》中所讲的“龙的原型是蛇”这一推
断，与陶片上的龙纹和遗址中发现的石
堆龙相呼应。

石堆龙、蚌壳龙、石龙……千余年
里龙的形象不断变化

龙出辽河源，并非偶然。
首先，研究发现，查海时代的气候

要比现在温暖、湿润。适宜的气候、良
好的生态环境引导先民的生活由原来
的采集、渔猎逐渐过渡到以原始农业和
原始畜牧业为主的生产模式。

在这种靠天吃饭的生产模式下，先
民会祈求风调雨顺、丰收增产，加之先
民对自然的理解处于原始阶段，于是就
诞生了龙崇拜，这也是龙形象在诞生之
初即被塑造、神化的过程。

其次，查海时代原始农业定居生活
加快了人们精神和思想的进一步交流，

“查海村”的选址、葬式、葬俗和随葬品
足以表明人们的精神生活中普遍存在

着灵魂崇拜、祖先崇拜现象。研究专家
认为，这一时期占据人类文化统治地位
的是原始宗教，龙、蛇和蟾蜍崇拜实际
上是一种造神的过程。崇拜需要借助
艺术形式和审美情感，让崇拜对象更加
高大完美才能满足崇拜者的心理需求，
同时也大大促进了审美意识在龙崇拜
过程中被强化、被升华，后被凝结成我
们今天看到的龙、蛇和蟾蜍三位一体的
独特龙崇拜现象。

有意思的是，除查海遗址外，国内
多地出土过史前时期的堆塑龙，只不
过，这些龙的堆塑时间比查海石堆龙的
时间晚。

1987年6月，河南濮阳仰韶文化遗
址区发现一处距今6500年的史前遗
址，在第一组45号墓穴中，出土了用蚌
壳精心摆塑的龙虎图案：龙和虎分别位
于墓室中部男性骨架的左右两侧。其
中，龙图案身长1.78米，昂首、弓身、长

尾，前爪扒、后爪蹬，作腾飞状。
这座墓中的蚌壳龙虎图被专家认

定为是我国最早的“四象”构图：青龙白
虎。蚌塑龙也被认为是迄今为止发现
的最早蚌塑龙形。

从查海遗址出土的距今8000年的
石堆龙到从河南濮阳出土的距今6500
年的蚌壳龙，堆形龙的形象不断被塑
造。除这两处遗址外，湖北省黄梅县焦
墩遗址出土了用卵石摆出来的龙，距今
5000年至6000年，只不过，这条龙的
堆塑形象愈加生动，被称为“长江流域
第一龙”。

1993年6月底，考古人员在焦墩遗
址的西北部发现了一条用大小不一、颜色
不同的鹅卵石堆砌而成的、仿佛腾云驾雾
般跃动的石龙。研究发现，对于这条石龙
的堆塑，先民经过了精心设计——在预
先铺好的红烧土台面上，先民勾画出图
案，然后根据图案将鹅卵石摆放好。

同查海堆塑龙方向差不多，这条石
龙的头朝西，尾朝东，龙身全长7米。龙
首高昂，张口吐舌，单角上扬，尾端上卷，
背部有立鳍，腹部有四足。如闻一多所
描述，这条石龙集合了多个动物造型，
鹿头、鱼尾、蛇身、兽爪，它身上的卵石
仿佛一片片鳞片，疏密结合，布局合理。
龙背上方还有3堆斜向排列的卵石，专家
分析，可能代表星座。在石龙四周，还
用卵石有序地摆塑出鱼、龟、蛇等水生
动物图案，它们以石龙为中心，忠心守护
在周围。

辽宁大学文博学院教授、博士生导
师张星德说，研究发现，龙起源于图腾，
最初是人们对图腾的称谓，或者说龙与
图腾是人们对同类事物的两种不同叫
法。在龙的概念之下，是许许多多不同
的动物形象，它们是不同集团的图腾
物。后来，作为一种文化符号，龙随着社
会的发展与人们需求的变化，其内涵也
在不断地发生变化，这也是龙图腾得以
流传千余年的缘故。如今，龙是尊贵吉
祥、威武雄健，以及历经磨难后百折不挠
和积极向上的精神象征。（辽宁日报）

提 要
龙，中华民族的精神图腾。位于

辽宁阜新的查海遗址，不仅出土了

8000多年前的蛇衔蟾蜍筒形罐，还有

龙纹的陶片，更为重要的是，在位于该

聚落址的中心位置出土了一条长19.7

米的用石块堆砌的龙，这条石堆龙是

目前发现的最早最大的龙形象，被称

为“中华第一龙”。这些考古发现，为

“龙出辽河源”做了最佳注脚。此后，

我国各地也相继发现了堆塑龙，这为

研究龙文化的发展形成，提供了充足

的实物资料。
















 

阜新查海遗址出土的石堆龙，长19.7米，是我国发现的年代最早、形体最大的龙形象，被称为“中华

第一龙”，距今8000年。

阜新查海遗址出土的龙纹陶罐残片和龙纹示意图。

在龙腾飞而起的这片土地

2024年，农历甲辰龙年。
龙是中华民族的精神图腾，亦是中

华民族独特的文化标识。这个腾云驾
雾、上天入地、深植于中国人内心的神
物，象征着尊贵吉祥、威武雄健，以及历
经磨难后的百折不挠和积极向上的精
神。

广袤的西辽河流域孕育了中华文
明，也孕育了龙文化元素。在查海遗
址，不仅发现了龙纹陶片，更在先民居
住址中发现了石堆龙。这条昂扬向
上、腾空飞舞的石龙是中华大地上最
早出现的龙形象，实证了“龙出辽河
源”。

辽宁，是一片充满无限魅力的土
地。历史上，渔猎、游牧与农耕文化在
这里深度交织，多元文化与独特地理风
貌给这片土地积淀了厚重的历史文化，
尤其是龙文化与玉文化发端于此，佐证
了这里在中华文明进程中占据着重要
地位。在此后的几千年历史长河里，龙
文化与玉文化两大文化体系沿着时间
轴线扩散，与中原文化积极互动，彼此
影响，为中华文明多元一体的形成贡献
了重要力量。

辽宁不仅孕育出了龙文化，在“见
龙在田，天下文明”的演进中，龙还在
辽宁这片土地上留下深深的足印。从
蜿蜒万里、婉若游龙、横亘在辽宁大地
上不同朝代的长城，到多姿多彩、寓意
深远、内涵丰富的各式文物，再到姿态
万千、巧妙嵌入、特色鲜明的非遗作品
和体裁不同的各式民间文学，龙元素
随处可见。以龙为载体和切口，在龙
文化的视角中再次梳理、挖掘、诠释辽
宁地域文化，这是我们庆祝甲辰年到
来的别有意义的观察、思考。

在为期一个月的采访中，记者深
入基层一线，带着新闻人的热情挖掘
与找寻隐藏在文物上、艺术中、作品与
地名里的龙文化元素；我们还远赴省
外，找寻几千年来辽河流域文化与中
原文化持续不断的交流互鉴中隐藏其
间的龙文化元素，探寻“龙出辽河源”
后延续了几千年的文化影响力。

今年是龙年，也是辽宁全面振兴
新突破三年行动攻坚之年。作为龙的
传人，在这个锐意进取、勇于开拓的时
代，让我们秉持龙马精神，在龙腾虎
跃、虎啸龙吟的气势中奋楫笃行，在飞
龙在天、龙游天下的豪气里砥砺前行，
踔厉奋发，以一往无前的闯劲，以百折
不挠的韧劲，以只争朝夕的干劲勇往
直前，以新气象新担当新作为实现全
面振兴新突破，为了心中的梦想笃行
不怠，为了更加美好的明天拼搏奋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