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湖南的“两河流域” 解开百年水稻起源之谜

常德前传：

两万年生生不息的神奇与辉煌

◆下期预报

都说湖南是“鱼米之乡”，

它的历史到底有多远？距今约

10000年到 5000多年的澧阳

人，到底过着一种什么样的家

常生活？请和我们一起坐上时

光机器，去史前一万年的澧阳

平原看一看。

阴和阳，原指日光向背，向日为阳，背

日为阴。中国位于北半球，山水一般呈东西

走向，山之南与水之北为阳，反之为阴。我

国带有“阴”或“阳”的地名，都体现了地理

方位，比如“衡阳”，就是在衡山之南。

澧水是湖南的第四大河，在《水经》里

就有记载。澧阳平原在澧水之北，由澧水及

其支流涔水、澹水冲积而成，包括今天常德

澧县大部分和临澧县一部分， 还有石门县

和津市的少部分地区。

在古典诗词中， 我们能找到澧阳平原

的美丽身影，如屈原的诗句“沅有芷兮澧有

兰，思公子兮未敢言”、“望涔阳兮极浦，横

大江兮扬灵。”唐代诗人李群玉的家乡就在

澧阳平原的涔阳镇，在《长沙春望寄涔阳故

人》中，他写下“依微水戍闻疏鼓，掩映河桥

见酒旗。”寄托对故乡的思念。 明代有三位

姓袁的兄弟， 是文学史上很有名的“公安

派”的核心人物。他们住在湖北公安，离澧

阳平原不远，特别喜欢到这里游玩，认为这

里胜过陶渊明笔下的桃花源。 大哥袁宗道

很想隐居到这里,弟弟袁宏道死后，就葬在

离今天澧县不远的白鹤山。 最小的袁中道

还写过一篇3000多字的《澧游记》，留下了

1610年春季澧阳平原的历史画卷。他还把

自己最钟爱的女儿，嫁到了涔水边上。

为什么说澧阳平原还是世界水稻向外传

播的中心呢？世界最早的人工栽培稻、水稻田、

稻作农业灌溉系统都在这里，其他地区都比它

晚， 这里自然成为稻作农业的发源地和播散

地。另外还有两大旁证。

一是白陶。湖南玉蟾岩发现了目前世界上

最古老的陶片。 陶是重要的农耕生活用具，也

是考古学上的绝佳证据。目前考古发现，从长

江中游一直到岭南珠江三角洲地区及福建沿

海和台湾，有一条清晰的白陶传播路线。这种

白陶正是经由澧阳平原汤家岗等一批遗存向

四面八方强力辐射，形成极富特色的中国史前

白陶文化传播圈。

另一个线索是语言。欧美学术界新兴的热

门理论“农作／语言扩散假说”认为，当代不同

语系的分布是与农业的扩散和农作者的迁徙

相关的。这个学说的代表人物，是世界著名考

古学家、农业文化传播研究的权威、澳大利亚

国立大学Peter�Bellwood教授。他发现，稻作

农业由长江流域向东南沿海的传播，造成了东

南沿海地区人口的膨胀，并最终促使原南岛语

族在距今约六千年左右，向太平洋岛屿迁徙。

我们根据澧阳平原多年的考古研究及一

些权威专家发表的论文及地图制作了一幅水

稻传播路线图，大致说明了澧阳平原水稻传播

的八大路线。

我的家乡在常德汉寿的一个小村庄，距

澧阳平原也不远。小时候皮影戏很流行，戏

中大多是历史人物，我很喜欢，常常窜到各

个乡村，一遍又一遍地看，乐此不疲。中学时

代我最喜欢历史，几乎整本书都能背下来。

大学毕业后， 我分配到湖南省文物考

古研究所，1992年参加了澧县城头山遗址

发掘。我第一次发现，这片土地有太多秘密值

得我花一辈子去探究。同时，向大众解读澧阳

平原的源远流长也是考古工作者的一种使

命。因为这片土地是今天常德、今天湖南的一

部前传，它的神奇与辉煌，足以令每一个常德

人、每一个湖南人为之骄傲与自豪。

澧阳平原大约有630平方公里。 到目

前为止已有566个重要的史前和商周时期

的遗址，平均每平方公里就有0.9个，这个密

度是很罕见的。 绵延30多公里的数千座九

里———八根楚墓群，更是无法一一统计，很

多墓比长沙马王堆汉墓还要大。

这里是湖南目前最密集、 文化序列最

清楚的遗址古迹群落。距今约40万到50万

年，这里就有人类活动，湖南目前最早的旧

石器遗址津市虎爪山就在这里。 这里发现

的湖南人老祖宗“石门人”的燕儿洞等一系

列史前遗址清晰表明， 在绵延不绝的近两

万年的时间里， 湖南的先人们一直在这片

土地上繁衍生息。 在距今四五千年前建起

的古城里， 居民的人口密度就与现在差不

多了， 是当时湖湘大地上最繁华与辉煌的

中心，等于是今天的省会长沙。

◆本期主讲/郭伟民 采访整理/肖欣 摄影/田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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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近年重要系列文化报道：

“

二00四-二00五

”寻找家园深处的珍藏

“

二00五-二00六

”寻找民间灵性之光

“

二00七-二00八

”根与源

———湖南历史文化名人之旅

本

期

主

讲

每次踏上这片土地，心底总

涌起一股说不清楚的情感。养育

了无数生灵的家园，早已沉积在

厚厚的粘土之中。或许在地下某

个幽黑的墓穴里，埋葬着与我有

共同基因的某位祖先。

我永远弄不清我的祖先，正

如我无法从家谱中去回溯过去一

样。 当我站立在六千年前的城头

上仰望苍穹，心中茫然一片。惟有

俯下身来，发掘每一寸土地，检视

每一块陶片， 才能将历史的碎片

慢慢拼合， 复原出一个大致的轮

廓，形成时空的坐标。尽管它还不

那么完善， 却已足够让我备感荣

光：它如此强力地孕育并辐射过

人类农耕文明的光芒。

屈原曾问天，我却要问地。当

考古作为一种人生的情感目标而

不仅仅是一项谋生的职业， 我才

发现它原来负有的重任， 是要创

造生命不朽的传奇。

◆澧阳平原稻作文明传播八大路线

第一条路线：距今约7000年，经长江中游越过南岭，抵珠江三角洲，以深圳大鹏湾的咸头岭

遗址为代表

第二条路线：距今约7000多年，经长江中游至下游，代表性遗址为浙江萧山的跨湖桥

第三条路线：距今约6000年，由珠江三角洲进入台湾海峡，以金门岛富国墩遗址为代表

第四条路线：距今约5000到6000年，遍及台湾本岛，以大坌坑文化为代表

第五条路线：距今约4000年，到菲律宾东南亚地区，南中国海周边，代表为泰国Nong�Nor遗

址及 Khok�phonom�Di遗址

第六条路线：距今约3400年到2800年，传播至波利尼西亚、印度尼西亚岛屿

第七条路线：距今约1200多年，越太平洋往东，至复活节岛。

第八条路线：距今约500年，向西，越印度洋，到达马达加斯加。

1988年，在中国最早的新石

器时代早期环壕围墙聚落遗址

彭头山，发现大量掺杂在陶片里

的稻壳，距今约9000年。

1996年，在中国最早的新石

器时代壕沟与土围聚落遗址八

十垱，发现了距今8000多年的近万

粒炭化水稻， 出土时甚至新鲜如

初，还可以看见近1厘米长的芒。

1997年，在中国最早的古城

城头山遗址，发现了世界最早的

古稻田，距今约6000多年。稻田里

甚至还有田螺壳，看得到稻兜，和

今天的稻田几乎没有多少差别。

2007年，在比城头山还大一

倍、距今约4000多年的鸡叫城遗

址，发现了堆积如山的炭化谷糠，

和非常好的灌溉系统。

世界三大农作物的起源与传播，是百多年

来的热门课题。玉米最早破解，起源于美洲安

第斯山麓的狭长地带。小麦近几年也基本弄清

楚，源于西亚黎凡特地区一个小山谷。揭开这

个秘密的，是国际著名考古学家、哈佛大学人

类学终身教授奥佛先生，他在那里工作了近30

年，这个发现使他享誉全球。他现在特别想要

弄清楚的，就是水稻的起源。

奥佛和助手们在中国考察了不少地方，最后

把目光锁定在湖南。 因为玉蟾岩发现了目前全世

界最早的古栽培稻，澧阳平原上发现了彭头山、八

十垱、城头山、鸡叫城四大稻作遗址，世界最早的

人工栽培稻、最早的水稻田、最早的稻作农业灌

溉系统都在这里。这些遗址和考古成果，无论从

年代还是文化谱系上都非常清晰、连续，是目前

解开世界稻作起源之谜的最清晰图谱之一。

奥佛从1997年开始，就与湖南开展了在玉

蟾岩、澧阳平原的一系列联合考古。现在，包括

他在内的国际主流与权威专家们都认为，以澧

阳平原为代表的长江中游地区，是世界水稻的

起源与传播中心之一， 探讨了100多年的水稻

起源之谜，已基本破解。

越来越密集、重大的考古发现，使澧阳平

原成为全国甚至世界考古界关注的焦点。目

前， 澧阳平原史前遗址群正准备申报联合国

世界文化遗产。2006年、2009年，澧阳平原史

前遗址都进入了中华文明探源工程第二期、

第三期，我们将集中5年的时间来重点发掘鸡

叫城遗址。

5年时间实在是太短了。闻名世界的庞贝

古城， 全世界几代考古学家挖了130多年，还

只揭开它的三分之一。 一座城头山就可以挖

上100年，何况大一倍的鸡叫城，更不用说偌

大一个澧阳平原。要揭开它的所有谜底，是一

趟没有终点的考古之旅。

河流孕育了人类的古老文明。 尼罗河

边的古埃及文明，两河流域美索不达米亚平

原上的古巴比伦文明……可以说，澧阳平原

就是湖南的“两河流域”， 是稻作文明的摇

篮。随着考古的深入，这里一定还会有更多

震惊中国甚至世界的发现。 湖南考古人在

这片土地上已经奋斗了将近60年， 最早的

发掘者们已经垂垂老矣。 我们这一代也将

在那片旷野的风中慢慢老去， 等待一代又

一代后来者的跟进。这是我们的命运，更是

我们的光荣。

水之北，澧之阳，屈原笔下的美丽身影

古人说它胜过桃花源

几乎每平方公里就有1个遗址

曾是湖南的中心，古城人口密度与现在差不多

世界最早的人工栽培稻 最早的

古稻田 最早的农业灌溉系统

这里是世界水稻的起源与传播

中心之一

向东、向南……越过太平洋、印度

洋……

八大路线强力传播稻作文化

湖南的“两河流域” 稻作文明的摇篮 没有终点的考古

之旅

澧阳平原史前遗址群正申报联合国世界文化遗产

郭伟民， 湖南省文物考古研

究所研究员、所长。中国考古学会

理事。 1987年7月毕业于南京大

学历史系考古专业；1990年6月

获湘潭大学历史系考古学硕士学

位；2008年7月获北京大学考古

文博学院考古学及博物馆学专业

博士学位。 研究方向为中国新石

器时代考古， 先后参与或主持发

掘了沅陵五强溪库区楚墓与楚城

遗址、澧县城头山遗址、沅陵虎溪

山一号汉墓、澧县鸡叫城遗址等，

其中二个项目获“全国十大考古

发现”和“田野考古优秀工地奖”。

◆相关链接

澧阳平原四大稻作遗址

澧阳平原史前遗址略图 制图/杨诚

图为正在建设中的城头山遗址博物馆一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