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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位于山西省临汾市襄汾县的

陶寺遗址，是“中华文明探源工程”重要遗

址之一。经过 46 年的考古历程，陶寺文化

所见证的中华文明源头，令世人惊艳！今

年 11 月 12 日建成的陶寺遗址博物馆，开

馆一个多月来参观者络绎不绝，更让华夏

儿女对源远流长的中华文明无比自豪。习

近平总书记指出，“泱泱中华，历史何其悠

久，文明何其博大，这是我们的自信之基、

力量之源。”本报《文化中国行》专栏，今天

推出陶寺文化专题，聚焦陶寺文化中的科

技智慧，敬请读者关注。

陶寺遗址出土的彩绘双耳罐

陶寺遗址出土的朱书文字扁壶

1978 年，在山西省临汾市襄汾县的陶寺

村，考古工作者用手中的探铲和手铲，翻开了厚

重的黄土地，也开启了一段事关中华文明起源

的重大考古发现。

陶寺遗址，我国新石器时代晚期的大型聚

落遗址，年代距今约 4300 年至 3900 年，是“陶

寺文化”的命名地。从寻找“夏墟”开始，到“中华

文明探源”，四十多年来，经过几代考古人的呕

心沥血，随着一系列考古重大收获和研究成果

的发布，陶寺———这个黄土塬上汾河之滨的普

通村庄，一次次吸引了全世界的目光。

在中国文明起源的历程中，作为帝尧陶唐

氏文化遗存的陶寺文化，是中国正式踏进文明

社会的界碑石。作为“中华文明探源工程”中的

重要遗址，在陶寺古国发现了中国最早的汉字、

最早的阙门、最早的建筑材料板瓦、最早的礼乐

器制度性组合群、最早的圭尺、最早的观象台，

揭示了中华文明早期形态的先进的科学技术。

陶寺古国科学技术的发达，首先体现在天

文气象的观测上。

陶寺观象台位于城址的东南部祭天遗址

内，其最重要的职能就是观天测日以授农时。

2009 年，考古人员和天文学工作者曾在原

址复制模型进行模拟实测，从第 2 个缝隙看到

的日出为冬至日，第 12 个缝隙看到的日出为夏

至日，第 7 个缝隙看到的日出为春分和秋分日。

通过实地观测，考古工作者发现陶寺观象台能

观测到可以指导大豆、黍、粟等农作物播种和收

获的 20 个时令节气。虽然这 20 个节气和后世

传统农历的 24 个节气不属于一个天文系统，但

它无疑是传统农历 24 节气的滥觞。

不仅如此，考古人员还发现陶寺遗址出土

的圭表有天文大地幅员的测量功能，铜朔望小

月轮即铜齿轮形器有观测月亮阴阳变化，以确

定阴历，甚至将阴历与阳历配合成阴阳合历等

功能。这表明，陶寺古国的天文观测技术已经处

在相当完备的配套技术水平上了，不仅在同时

代的中国大地上，即便放在彼时的世界范围内，

也处于遥遥领先的地位。

其次，体现在陶寺夯土建筑技术上。

黄河中游是湿陷性黄土分布地带，土质松

散、压缩性高，湿陷性能不均，这容易导致沉降，

危及地面建筑。古人的建筑方法主要有灰土垫

层、重锤夯实、灰土挤密桩等。史前黄河流域的

夯筑技术，是应对湿陷性黄土的利器。它的优势

在于既应对了黄土湿陷性的缺陷，同时也充分

利用了黄土直立性、可塑性的特点，采用夹板成

形、夯打砸实，以增强人工土的密度和实度。

陶寺文化时期，这种夯土技术已经发展到

了很成熟、精湛的阶段。经调查，陶寺遗址的城

墙以及所有大型基址，均采用了夯土技术。夯土

处理的深度达到了 1耀3 米，个别沟槽内夯土处

理的深度甚至达到 6耀8 米，其密度多在 1.4耀1.5
吨/立方米，基本达到了人工建筑基础处理的强

度要求。

除夯土主流技术外，陶寺人还擅长小版块

错缝版筑技术。其主要特点是用小版块拼接咬

合，加强了夯筑基础的整体牢固度。

第三，体现在先进的建筑材料上。

陶寺宫殿区晚期堆积层里，出土了一些板

瓦。专业人员对此进行测验，结果表明，板瓦的

膨胀系数在 25耀50 度之间，接近现代瓦，具有较

高的承受外界热胀冷缩的能力。

陶寺遗址中，无论是宫殿建筑，还是普通民

宅，大都使用白灰墙与地面装饰技术。其主要是

利用当地的石灰矿石烧制而成。陶寺宫殿区出

土了一块“白灰面”，经鉴定，其成分主要为二水

硫酸钙，也就是现在还在普遍使用的石膏。

陶寺宫殿区晚期堆积里还出土了一块白

灰皮蓝彩，疑为宫殿内墙裙装饰涂料，出土时，

颜色如蓝墨水。有关专家将其化学成分做光谱

分析测试后，确定为碱式碳酸铜原料，即俗称

的蓝铜矿。这说明，我们现在还在使用的蓝铜

矿颜料，早在 4000 多年前，陶寺人就已经开始

使用了。

第四，体现在先进的冶金技术上。

陶寺遗址中期核心宫殿建筑夯土地基内曾

出土了铜盆口沿，晚期地层单位出土了铜铃、铜

齿轮、铜环、铜盆口残片和铜蟾蜍片饰 5 件器

物。这 5 件铜器，均系红铜铸造。这暗示着，中国

冶金史上可能存在一个红铜铸造阶段，其为数

百年后二里头青铜时代的兴起奠定了坚实的基

础。虽然不能否认陶寺的红铜制造技术受到中

亚，乃至西亚的影响，但陶寺人成功地把这种技

术提升而用于礼器的制造，不能不说是红铜铸

造技术本土化的一个创举。

第五，体现在朱砂染料技术的运用上。

在陶寺遗址的考古发掘中发现，陶寺早中

期的陶器、木漆外表装饰，以及朱书文字的颜料

中，红色都首当其冲，占有重要地位。李乃胜博

士等曾对这些红色颜料进行化学分析，结果表

明，这些颜料是我们至今还在使用的朱砂。

总而言之，在 4000 多年前的陶寺文化时

期，从天文气象的观测到夯土建筑技术的运用，

从建筑材料合成到冶金技术、朱砂染料技术的

使用，陶寺古国都处在引领世界科学技术的前

沿阵地上。 李琳之

文明蕴化看陶寺

陶寺遗址出土的彩绘龙纹陶盘

陶寺遗址出土的铜朔望小月轮形器

陶寺遗址出土的铜铃

陶寺古城复原沙盘（局部）

陶寺遗址复原的观象台

陶寺遗址出土的彩绘龙纹圭尺

陶寺遗址博物馆内陶寺人制作陶器情景的模型

-文化短评 -

中华瑰宝缤纷多彩，有物质的，也有精

神的，有精美文物，也有重要遗址。这些遗址

既是中国珍贵的历史文化遗产，又是中华优

秀传统文化的瑰宝。山西襄汾陶寺遗址，便

是中华文明璀璨的瑰宝之一。

习近平总书记在今年的新年贺词中说，

“泱泱中华，历史何其悠久，文明何其博大，

这是我们的自信之基、力量之源。”

赓续历史，需要守护文明之光。陶寺遗

址是“中华文明探源工程”的重要遗址之一，

是中华文明多元一体、兼收并蓄、连绵不绝

特质的有力实证和生动写照。陶寺遗址年代

距今约 4300 年至 3900 年，光被四表、协和

万邦，悠远而深厚的文明，弦歌不辍，赓续不

绝，传承了我们厚重文脉，坚定了我们文化

自信。

开启未来，需要传承中华文脉。46 年的

考古历程，几代考古人艰辛付出，文明、文化

的神秘符号得以解锁展露真容。彩绘龙盘、

从未公开展示的圭尺、山西史前时期第一件

牙璋，沧桑历史铸就中华瑰宝，这些文明之

光饱含着先人的智慧，流淌着“何以中国”的

基因密码。

旧邦新命，中华文明赋予中国式现代化

以深厚底蕴。坚持保护、传承，中华文明必将

重焕荣光。 林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