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磁 山 文 化 ， 是 目

前我国新石器时代考

古中，唯一一处以我

省地名命名的考古学

文化。

1972 年，位于邯

郸武安磁山村的磁山

遗址的发现，为我国

半个世纪以来的新石

器时代考古找到了突

破口。其中炭化粟的

出土，一度把我国黄

河流域植粟的记录刷

新到距今八千年前。

1988 年，磁山遗

址被国务院定为全国

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目 前 ， 在 省 文 物

研究所，专家正对磁

山遗址出土文物进行

再整理。

记 者 采 访 了 曾 先

后参与考古发掘的三

位考古工作者，希望

在武安南洺河北岸这

块 17 万平方米的遗址

台地上，捕捉到北方

农耕文明透过历史幕

布依旧闪烁的光亮。

磁山遗址考古磁山遗址考古

：：捕捉北方农耕文明的光亮捕捉北方农耕文明的光亮

□记者

李冬云

临漳供电：开展冬季安全用电宣传
国网临漳县供电公司组织各供电所员

工、青年志愿者走进农户家中，检查用电线
路、排查安全隐患，并向农户发放宣传资料，
讲解安全用电、节约用电知识。 （饶敬兰)

饶阳供电：营造浓厚学习氛围
近日，国网饶阳县供电公司通过开设

专题网页、集中学习讨论、微信群等多种
形式，组织全体党员干部职工认真学习宣
传贯彻党的十九大精神。 （刘海霞）

蠡县供电：开展法治宣传日活动
近日，国网蠡县供电公司开展了法治

宣传日活动，活动中该公司通过发放宣传材
料、悬挂横幅、展出图版等形式，提高群众对
依法用电、节约用电的电力认识。 （未丹）

雄县供电：积极备战迎峰度冬
国网雄县供电公司组织人员对辖区

线路及设备进行夜巡，并利用红外测温仪
对设备引线接头及设备外壳进行认真测
量，确保迎峰度冬期间电网设备安全稳定
运行。 （李欣）

临漳供电：积极开展学习活动
国网临漳县供电公司积极开展党的

十九大精神学习活动，该公司以优质供电
服务为平台、以更大服务热情投身到为用
户服务工作当中来。 （饶敬兰、袁志勇）

饶阳供电：开展隐患排查活动
近日，国网饶阳县供电公司组织开展

供暖设备隐患排查活动。该公司对供暖
电网负荷大，电锅炉、电暖气多的区域，进
行重点巡视和巡查。 （刘海霞、赵琼）

临漳供电：圆满完成全年培训计划
近日，随着第十期业务培训班的结

束，国网临漳县供电公司圆满完成了全
年培训任务计划，全体员工培训通过率
达到了 100%。 (饶敬兰、安首企)

饶阳供电：加大冬季安全用电宣传
为确保冬季用电安全，国网饶阳县供

电公司组织各台区经理，深入乡村集市、

学校及各村人口密集的活动区域，进行安
全用电宣传工作。 （刘海霞）

魏县国税:精心服务纳税人
近日，魏县国税局青年志愿者走进县

工业园区，为纳税人送去党的十九大读本
和税法宣传资料 1000 余份，并就涉税问
题进行辅导和答疑。 （封俊飞、赵志强）

迁安国税：精心服务小微企业
迁安市国税局以纳税人学堂为主阵

地，通过定期 开 设 小 微 企 业 专 题 培 训
班，有针对性地对税收优惠政策进行讲
解，积极帮助小微企业提高税收政策应
用水平。 （胡小伟、邢玉佳）

馆陶国税：国地税联合办税效率高
馆陶县国税局联合县地税局，通过采

取一窗通办、“一人一窗一机”联合办税服务
厅办税模式，深入开展国地税合作工作，让
纳税人得实惠，省时间。 （郭俊龙、谭聚强）

大名国税：大力加强青年干部培养
大名县国税局为新录用员工量身定

制“青年干部成长计划”，并组织业务骨干
与新进青年干部结成“一对一”帮扶对子，
全面提升青年干部的综合素质。（张小娟）

迁安国税：开展集中学习活动
迁安市国税局将党的十九大报告与

“放管服”体制改革和便民办税服务等工作
相结合，通过学习会、支部会议、党课等形
式，有的放矢、学以致用。（胡小伟、邢玉佳）

深泽地税：举行“开放式党课”活动
近日，深泽县地税局紧密结合税收工

作实际，以“开放式党课”的形式，认真学习
宣传贯彻党的十九大精神，激励税务干部增
强“比学赶超”的意识。 （张玉娜）

馆陶国税:落实小微企业优惠政策
馆陶县国税局严格落实小微企业税

收优惠政策，确保符合条件的小微企业
100%受惠。并通过举办小微企业专题纳
税辅导班，提高小微企业办税能力。

（郭俊龙、谭聚强）

塑造窗口服务品牌

乔登云（左）和高建强在研究交流。记者 赵 杰摄陶盂和支脚。记者 赵 杰摄

修复后的文物。
记者 赵 杰摄

▲廊坊市公安局东方大学城
分局治安大队民警马超警官证（警
号：077343）丢失，声明作废。

▲河北经贸大学经济管理学
院 2016 级文法系英语 2 班学生王
胜 甲 学 生 证 丢 失 ，学 号 ：
201692420072，声明作废。

▲沧州边防支队民警牛红昌
警 官 证 丢 失 ，编 号 ：公 现 役 字 第
0883275号，声明作废。

▲河北化工医药职业技术学
院 2017 级电气自动化专业 1703
班 学 生 刘 聪 学 生 证 丢 失 ，证 号 ：
1404170323，声明作废。

▲河北经贸大学经济管理学
院 2016 级国贸专业 2 班学生杜昕
怡 学 生 证 丢 失 ， 学 号 ：
201692610056，声明作废。

▲承德医学院 2009 届护理专

业（成人、脱产）三年制专科毕业生
韩 少 令 毕 业 证 书 丢 失 ，编 号 ：
100935200906000788，声 明 作
废。

▲河北医科大学基础医学院
2015 级临床专业二班学生张建楠
学生证丢失，学号：15011010256，
声明作废。

▲河北医科大学继续教育学院
2008届护理专业（脱产、专升本）二
年制本科毕业生贾玉翠毕业证书丢
失，编号：100895200805211045，
声明作废。

▲赵志强不慎将一级建造师
执业资格证书（通信广电专业）丢
失 ，编 号 ：34051303567，声 明 作
废。

▲刘影不慎将护士专业技术
资格证书丢失，编号：13063533，
声明作废。

▲姜鑫颖不慎将护士专业技
术 资 格 证 书 丢 失 ，编 号 ：
16018482，声明作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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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石器时代考古的突破口

“来，来，带你看看我们的‘宝贝’！”
2017年11月15日，省文研所磁山遗

址出土文物保管室，一间不足 30 平方米
的屋子。曾参加第二、三次磁山遗址考古
发掘的省文研所研究馆员高建强推开门，
带记者见到了他所说的“宝贝”——石块、
石板、石棒、陶盆、陶罐和一些尚不知其名
的石质、陶质器物。只见它们散置在靠墙
的铁架和屋子中央的大木桌上，大小各
异，有数百件。

然而，许多人想不到，40 多年前，就
是这些不起眼的“石头疙瘩、陶片子”，曾
震惊整个考古界。

因为它们的发现，在当时为我国半个
世纪以来的新石器时代考古找到了突破
口，填补了新石器时代早期代表遗址的空
白。

故事要从武安一个小村庄——磁山
村讲起。

磁山村，坐落在武安最大的河流南洺
河北岸的河湾处。

1972 年秋末冬初，磁山第二生产大
队（今磁山二街）兴修水利、开挖沟渠时，
在耕土下 1 米左右深处，挖出许多破碎的
陶片和石质板状物、圆柱形石棒，而且越
挖越多。这个消息辗转传到了当时的省
文物管理处（今省文物研究所）。

曾参与磁山遗址第一次考古发掘、今
年 86 岁高龄的刘勇，当时正在邯郸市文
物保管所工作。接到所里通知，他陪同省
文物管理处的胡仁瑞到磁山第二生产大
队观看收存的器物。

“印象最深的有两件，一个是‘鞋底
儿’状的石板，长大概 40 多厘米，宽约 20
厘米，一面还有 4 个约 2 厘米长的‘短腿
儿’；另一个是圆柱形的石棒，中间粗，两
头细。”刘勇回忆说，“当时也搞不清是什
么时代，胡仁瑞就挑了几件作为研究标本
带了回去。”

如今，当年胡仁瑞带回的石棒和“鞋
底儿”状石器，就摆放在省文研所磁山遗
址出土文物保管室的一角。

这是什么器物？出自什么年代？又
是什么用途？

“考古是一门靠材料不断累积做判断
的学科，材料、信息太少的话，即便最厉害
的考古专家，也答不上来。”高建强说。

时间转眼到了 1976 年 11 月，此前因
种种原因被搁置的磁山遗址考古终于迎
来转机。

经报请国家文物主管部门同意，省文
物管理处委托邯郸市文物保管所对磁山
遗址进行了第一次正式发掘，由省文物管
理处的孙德海任领队，刘勇负责田野
工作。

考古队清理了不到两个月，出土了
陶、石、骨、蚌器等文物上
百件。

断代，这个最初的
问号仍然摆在考古队面
前——从出土文物的形
制看，似乎不属于任何
已知的新石器文化类型。

“老孙和我都忍不住
了，心想别埋头挖啦，先
去北京找专家鉴定鉴定
吧。”刘勇说。

提起与已故老友孙

德海的这趟北京之行，刘勇显得很兴奋。
“我们把标本拿给当时中国社会科学院考
古研究所的苏秉琦和安志敏两位专家看，
他们也感觉很新奇，说这批文物既‘早’又

‘新’，很可能是我国半个世纪以来新石器
时代考古的突破口。”

为何说是“突破口”呢？
高建强解释，就当时新石器时代考古

发现来看，最早的仰韶文化半坡类型，年
代不早于距今 6500 年，这与最晚的旧石
器时代遗存之间，仍有数千年的文化缺环
无法衔接，属于空白和未知。

而这批文物，很可能就来自这个空白
阶段。

特别是与仰韶文化器物相比，它从外
观看更“早”，也更“原始”。

随手拿起保管室里一件陶器，高建强
细数其与仰韶文化出土陶器的差别。“前
者器物类型少、器物色块杂、以粗制的加
砂陶居多，没有彩陶，而后者器物类型多、
用途分工细、色泽更纯，代表性的彩陶特
别漂亮，且多是手感细腻的泥制陶。”

事实证明，两位专家的观点极富预见
性。

时隔不久，经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
究所 C14 实验室测定，磁山文化遗存的
年代距今 7335±105 年，加上树轮校正
值，实际年代可达8000年以上，时间跨度
约为五六百年。

消息一出，震惊了整个考古界。
此后，河南新郑裴李岗文化、内蒙古

赤峰兴隆洼文化等新石器时代较早阶段
的文化遗存陆续涌现出来，磁山文化的发
现真正成为了我国新石器时代考古工作
的突破口。

1988 年，磁山遗址被国务院定为全
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出土我国最早人工植粟物证

今天，在磁山遗址旁，有一块竖于
1990 年、用小篆书写的石碑，石碑以“粟
发祥地”为题，撰文感念磁山先人培育人
工粟的功绩。

粟，即谷子，也就是我们熟悉的小米，
是我国北方以黄河流域为中心，高纬度、
高海拔地区种植的主要农作物之一，至今
仍有大面积种植。

但 1976 年便开始的磁山遗址考古，
为何到了 1990 年才竖起了这座“粟发祥
地”的纪念碑呢？考古工作者究竟何时发
现、又是如何确认了粟的存在？

众所周知，粮食是有机物。在考古
中，粮食的遗骸出土时通常已腐烂呈粉末
状，难以辨认形态。

“今天我们只能看到炭化粟灰白色的
粉末，但考古刚出土时，它们可不都是这
个样子。”

1985 年 7 月，磁山文化遗址的第二
次考古发掘正式开始。今年 61 岁、参与
发掘并负责田野工作的邯郸市文物研究
所原所长乔登云，清晰记得他在考古现场
第一次见到刚出土粟的情景。

“一个长方形窖穴里，一层层揭去覆
于上层的黄土和先人废弃的生活垃圾，露
出淡淡的绿灰土，但暴露在空气中不一会
儿，土就风干成灰白色了。我凑近了看，
发现一些粉灰当中还能看出作物完整的
颗粒，一粒粒圆鼓鼓的，直径大约2毫米，
和现在的谷粒差不多大。”

当时乔登云已经知道眼前的作物便

是粟的炭化物，但此前，这些粉末是什么，
还没有科学结论。

事实上，在磁山遗址第一次考古发掘
中，考古队发掘出窖穴 300 多个，其中储
藏作物的就有88个。

“我们曾先后把标本送到中国社会科
学院植物研究所古植物研究室、北京农业
大学农史研究室等单位做过鉴定，可惜这
些作物标本出土后辗转到农史专家手中
时，颗粒已经粉化。”刘勇说，限于当时的
技术，没能得出明确结论。

为了获取物质遗存内在的历史材料
信息，考古正越来越依赖多学科的跨界合
作。比如农业考古、植物考古、冶金考古、
陶瓷科技考古等。

1982 年，“灰象分析法”，一种今天考
古界通常用来鉴定炭化植物遗存的方法，
首次被介绍到国内。正是借由这一方法，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鉴定出，磁山
遗址65号窖穴采集的作物样本中有“粟”
的痕迹。

“这一发现在当时是非常惊人的。”乔
登云说。

因为，在此前世界农业史学界，公认
粟自埃及和印度传播而来。磁山遗址中
粟的发现，不仅把我国人工种植粟的历史
追溯到8000多年前，而且进一步证明，我
国是世界上人工种植粟最早的国家。

磁山的先民究竟经历了怎样年复一
年的筛选种植才将野生的狗尾草培育成
了人工粟，今天已经不得而知。但黄河流
域农业的发展，正是以粟的驯化为主体开
始的。

时至今日，邯郸武安至山西长治一带
的黄土丘陵上出产的小米，仍是全国质量
最好的小米之一，太行山东麓仍然是我国
主要的小米种植区。

有粮食便有粮仓。窖穴，就是磁山人
储粮的仓库。

走进磁山遗址的发掘现场，已经被切
割成排列整齐、大小一致的方形探方内，
数量最多、最引人注目的便是大量的长方
形窖穴。窖口一般长 1 米左右，宽 0.5 米
到 1 米，深多在 2 米到 4 米之间，星罗棋
布、密密麻麻。

磁山遗址经历三次发掘，总共清理窖
穴千余个。“我们发现其中八成左右都有
粮食堆积或堆积痕迹，一般厚 10 至 30 厘
米。第一次发掘材料显示，个别较厚的可
达2米以上。”乔登云说。

凭当时的生产能力和农业发展水平，
真的需要数以千计的窖穴存储粮食吗？

“人们常把窖穴的数量与粮食存储量
画等号，得出磁山先人存粟达数十万斤或
更多的结论。但这并不科学。”乔登云认
为必须澄清这个事实，那就是，当时的粮
食存储多是临时性的，主要是为了供当年
至次年粮食收获之前食用，这些窖穴是在
长达五六百年的时间内经过几代人的挖
掘、使用、淘汰累积而成的，每个窖穴使用
2到3年就会因为霉菌过多而淘汰。

“但无论如何，粮食储存，都是农业经
济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据此推测，当
时的农业已经有很大发展。”乔登云说。

生产生活家当折射生产力发展

磁山遗址的考古，目前正在进行一场
“迟来的解读”。

生活在距今七八千年前的磁山先
民，以出土的器物，讲述着他们过往生

活的片段。怎么耕种？怎么做饭？生产
生活中哪些细节可以和今人的生活联系
解读？

这些，只有经过考古工作者耐心细致
地反复推敲和解读，才能逐渐破解其中的
奥秘。

第三次考古发掘止于 1998 年。如
今，考古结束已近二十年，但还没有出
正式的考古发掘报告，这种情况比较少
见。

“前两次遗址考古的主持者孙德海先
生在考古工作还未结束时就去世了，其
他队员又有多项考古工作要承担，就这
样，一直推到了现在。”高建强解释。

2017 年，省文研所申请到一项国
家社会科学基金用于磁山遗址考古报告
的编写。高建强和刚刚退休的乔登云，
预计要用接下来 5 年时间，撰写发掘
报告。

当初磁山第二生产大队发现的那一
类形似靴子底的石磨盘和石磨棒组合器
物，在整个磁山遗址考古中出现了120套
之多，是磁山文化的代表性器物，也是高
建强和乔登云研究的重点之一。

在这些器物上，记者发现了一个细
节：石磨盘不带足的一面和石磨棒一个固
定侧面磨损度很高。

“我们推测，这是一种谷物脱粒工具，
而且磁山先人在使用石磨棒时应该是只
用一个固定侧面与石磨盘接触，通过搓磨
的方式为谷物脱粒，而不是擀动石磨棒。”
乔登云说。

考古中，一些细节要细致观察，另一
些则要通过大量的对比才能发现。

在位于磁山遗址旁的磁山文化博物
馆前，矗立着出土数量最多、最具代表性
的另一类组合器物——陶盂和配套支脚
的仿制品，这套器物占到了出土陶器总数
的70%以上。

盂，是一种盛装液体的器皿，造型像
个大笔筒。三个支脚的形制很奇特，乍一
看像一只倒置的靴子，细一看更像一个仰
起的鸟头。

单看一套陶盂和支脚，没什么稀奇，
但当把大量同类器物放在一起时，差别就
显现了：越晚的地层出土的器物，三只支
脚支撑用的顶面越窄，反之越宽。

这很有意思！“显然，磁山先人挺聪
明，他们改良了支脚，通过减小与盂的支
撑接触面积，增大盂底部加热时的受热面
积，提高了灶具的煮制效率。”乔登云笑笑
说，“而且，一套器物有三个支脚，他们已
经摸索出，三角结构最稳定。”

这套有点类似今天家用燃气灶造型
的器物，可谓现代锅灶的“先祖”。

磁山先人的生活家当在改良，生产工
具也在趋于完备。

磁山遗址出土的农业生产工具，不仅
数量多，而且品种已比较完备，各个环节
都有了分工较明确的专用工具：有土地开
垦挖掘用的石斧，耕种除草用的石铲，切
穗收割用的石镰，脱粒加工用的石磨盘和
石磨棒。

“农业生产工具用途的细分，是反映
生产力发展水平的一个重要标志，可见当
时的农业生产水平已有很大提高。”乔登
云说。

触摸着磁山先人打磨的石器，从器物
简单的线条、粗糙的质感中，记者感觉似
可穿越时间长河，握到磁山先人打磨器物
的双手。那双手坚实而温暖，那器物上闪
烁着北方农耕文明的光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