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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规划、这引水——

瞧，5000年前的
石家河古城有多先进！

记者从2022年新疆考古工作汇报会上了解
到，新疆尼勒克吉仁台沟口遗址高台遗存出土
木质车轮及构件两组共 40余件，该发现是国内
迄今为止年代最早、数量最多、保存最完整的木
质车轮实物资料。同时，遗址中出土的骨质冰
鞋也为国内首次发现。

吉仁台沟口遗址由居址区和高台遗存组
成，地处伊犁河谷，位于尼勒克县科蒙乡恰勒格
尔村。高台遗存在吉仁台沟口遗址南部，北距
居址区约1000米，依山面水，高台本体为120米
见方的石构建筑，四周以石板砌筑围墙。

2019年至 2022年，考古工作者通过清理、
解剖高台遗存的局部及中心墓室，确定其为目
前新疆乃至欧亚草原发现的青铜时代面积最
大、规格最高、保存最完整的石构墓葬建筑遗
存。经测定，高台遗存年代在公元前 16世纪至
公元前15世纪。

尼勒克吉仁台沟口遗址考古项目领队阮秋
荣介绍，木质车辆构件发现于高台遗存东北部，
40余件组的木质车辆构件中，有实心木车轮 11
件，车辕、车轴、车厢等木构件 30余件。“我们初
步判断是营建高台坟冢过程中使用的，被废弃
后进行了拆卸并有意识地集中掩埋，测年数据
显示其年代距今3500年。”

高台遗存出土的木质车辆是中国车辆史上
的重要发现，为研究早期车辆使用和东西方技术
交流提供了重要实物。同时，遗址中出土的骨质
冰鞋也是国内首次发现，经测定，冰鞋由黄牛骨
和马骨制成，形制与欧洲早期骨质冰鞋几乎一
致，为青铜时代欧亚大陆东西方交流提供了新证
据，也是研究中国滑冰起源难得的实物资料。

此外，考古工作者还对高台遗存的中心墓
室等重要遗迹进行了发掘清理，出土各类文物
500余件（组），主要为陶片、石器、兽骨、少量铜
器等。

阮秋荣认为，通过4年的发掘可以明确高台
遗存是一处高等级的大型墓葬，可能是王陵级
别的早期畜牧人群的墓葬，对于研究欧亚草原
青铜时代晚期墓葬形制、丧葬思想、社会结构等
方面有重要作用。 据《华西都市报》

位于湖北天门的石家河古城遗址
新华社记者余国庆摄

300多万平方米的古城因山势而建，南北
相连、独具匠心；3条水系充分利用自然地形，
可防洪蓄水、灌溉农田。记者近日从湖北省
文物考古研究院获悉，湖北天门石家河古城
遗址考古发掘取得最新成果，新发现的大型
城址及城内水利系统，将进一步深化对石家
河古城以及长江文明的认识。

上世纪90年代初，考古界前辈严文明、赵
辉、张弛等在石家河开展系统考古发掘，随后
公布该遗址为一处120万平方米的大型城址，
推断为距今约5000年的长江中游规模最大的
聚落。此后的 30年间，对于石家河古城遗址
的研究从未中断。

2022年，经国家文物局批准，湖北省文物
考古研究院、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和天门
市博物馆联合组队对石家河古城遗址再次进
行发掘。其间，当地遭逢大旱，石家河古城的
护城河以及遗址范围内的稻田、水渠等基本
干涸，考古队对石家河古城布局以及城壕、外
郭城和水利系统等进行了全面调查和勘探。

考古发掘项目负责人、湖北省文物考古研
究院院长方勤介绍，最新考古发现确认的石家河
古城东、北城墙与1992年公布的西、南城墙可以
基本衔接起来。城墙宽80米至100米，宽而坚实
的城墙，可应对南方雨水多的防护需求，并具备
了一定的规制。城墙依自然岗地与山势而建，体
现了城市规划的匠心。保存较好的一段京山坡
城墙朝北向的坡度较陡，具有明确的防卫目的。

史前大型城址一般由内城、城壕、外郭城
组成，石家河古城是否存在外郭城？作为上
世纪 90年代初石家河考古发掘的参与者，方
勤带领新团队寻求答案。

2022年 9月以来，经大量实地调查、勘探

及局部试掘，考古队发现，沿城壕外侧分布着
一些高岗，连起来大体绕城壕一圈，且与石家
河古城属于同时期文化遗址，由此认定为石
家河古城的外郭。“外郭是古城的附属设施，
和城壕一样，有拱卫古城内城的功能，是石家
河古城的重要组成部分。”方勤说。

考古队据此确认，石家河古城城壕内面
积为 224.8万平方米，包括新确认的内城面积
177.5万平方米，加上外郭城总面积为348.5万
平方米，在 1992年发现的 120万平方米城址
的基础上，提升了一个量级。石家河遗址确
认为长江中游同期最大城，与长江下游的良
渚古城规模相当。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考古工作者在对北
城墙严家山段进行考古发掘时，发现了堆筑
的土方含有石块，石块大小不一，直径在20厘
米至 40厘米左右。石块以含硅质岩、石英碎
屑的灰白色白云岩为主，部分石块有明显的
取料切割和加工痕迹。这与浙江良渚筑城时
铺石头类似，是长江流域平原地带筑城时为
了加固墙体采用的做法。

石家河古城位于岗地上，地势较高，用水如
何解决？考古队探明，从大洪山南麓到石家河
古城北部有3条水系、2座拦水坝，并初步厘清
了其水利系统——引河流进入护城河、外郭城
上修建堤坝以缓冲抗洪、城内兴建小型水库蓄
水抗旱、引水入内城以满足农业和生活用水。

同时，考古队在西河附近发现一大片低
洼地，与西城壕水源相互利用，推测这一区域
为稻田所在。石家河古城遗址发现大量的水
稻相关遗存，也是发达的农耕文明的佐证。

“这些新发现均反映了距今5000年的长江
流域先民对于水资源的管控与利用，进一步深
化了对长江流域古城城市规划和布局的认识，
是长江水利文明发展高度的体现。”方勤说。

武汉大学水利水电学院教授史良胜曾参
与石家河古城遗址水系的考古工作，他告诉
记者，下一步将着重分析石家河的古水系和
现代水系的泥沙颗粒物，进一步还原石家河
城址古水系的分布及历史年代。

石家河古城是长江中游面积最大、等级
最高、延续时间最长的史前古城，曾发现大型
祭祀遗址、大量精美玉器、大批量生产的红陶
杯等。湖南大学教授郭伟民指出，最新确认
的石家河大型城址，进一步佐证了石家河在
长江中游文明进程中的主导和引领地位，见
证了长江中游不断与其他地区，尤其是黄河
流域交流、融合，最终融入源远流长、博大精
深的中华文明。

（据新华社 喻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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