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听说苏羊遗址入选第八批“国保”，在钢筋水泥“丛林”
中生活久了的城里人，三三两两驱车前往。从洛阳出发，过
宜阳县城，经安虎路向西，来到张坞镇苏羊村。

在熊耳山（秦岭余脉）的掩映下，一座美丽而静谧的古
寨映入眼帘。顺着考古队租住的房子向北，在一条水泥路
的尽头，是一个半圆形的土门。

“村里老人说，这就是苏羊古寨的北寨门。”市文物考古
研究院考古队员樊志明说。

出了寨门，东西方向的寨墙下，隐约可见红色的苏羊遗
址仰韶文化层。

樊志明介绍，苏羊遗址北临洛河，南望熊耳山，遗址至
山脚之间整体呈缓坡状。整个遗址沿洛河分布，遗址总面
积约63万平方米。

苏羊遗址分为苏羊区、下村区和留召区3部分，各区的
东西两面均有沟壑围绕，下村区和留召区还有人工壕沟，将
每个区域分隔为独立、完整的聚落，3个区域的聚落组合成
一个大型中心聚落。

出了苏羊村，穿越一片绿油油的麦田，记者来到下村遗
址区。用手随便一翻沟沟坎坎的黄土，就能发现红色或灰
色陶器残片。

从2016年8月起，市文物考古研究院在苏羊遗址进行
了系统的文物调查和试掘，发掘面积400平方米，发现了房
址3处、灰坑10余个，发现明清时期墓葬1座。

“有一座房子为半地穴式，地穴内有柱洞；还有一座为
连间地面式房址，房内有灶坑，建筑时应该是先在四周埋房
基石，再平整地面，然后建筑房屋。”苏羊遗址考古发掘负责
人程保增介绍。

在考古队的驻地，考古工作人员正聚精会神地测绘。
陈列架上摆放着一袋袋出土器物。这些文物主要以陶器为
主，分为泥质彩陶、泥质灰陶、泥质黑陶、夹砂灰陶等，器形
有罐、钵、盆、瓶、鼎、斝、杯等。此外还有斧、铲、盘状器等石
器，骨笈、骨锥、骨针等骨器。

程保增说，根据调查与发掘出土文物分析，早期器物
与庙底沟类型器物类似，晚期器物与河南龙山文化遗存
类似，苏羊遗址存续年代应为仰韶文化中期至河南龙山文
化时期。

“以苏羊遗址为代表的洛河流域早期遗址形成的时代，
是我国史前社会复杂化的开始时期。这一时期遗址数量迅
速增多，史前人口激增。中心性聚落与普通聚落可能存在
着贸易、控制或合作等关系。”程保增说。

随着人口的进一步增多，至仰韶文化晚期，这一时期
苏羊遗址扩大到现在的下村和留召两个村落，同时洛河
两岸也增加了10余处遗址。社会复杂化打破了简单社会
的平等关系，社会的分化和不平等也激化了争夺和战争，
下村和留召出现的壕沟是为了防卫而设的。其中，下村
的壕沟宽约18米，深度超过7米，可以与后来的护城河相
提并论了。

苏羊遗址是我国史前社会复杂化、文明化的缩影，对研
究中原地区史前社会复杂化、文明化进程具有重大史料和
学术价值。苏羊遗址废弃后，洛阳地区开始进入二里头文
化阶段。

一个大型遗址的考古发掘，也许需要几十年时间。
该遗址考古发掘工作将继续进行，期待有更多的惊喜公
布于众。

本报记者 常书香 通讯员 肖原 文/图

2011 年，刘琴华遭遇了人生的至暗时刻。
任国栋病逝，她精神几近崩溃，甚至有过极端的
想法。

任国栋走后，她没了生活来源，还要坚持下
去吗？思前想后，刘琴华做出一个决定：再难也
要把自己搜集到的近千篇黄河故事结集出版，
既是对自己多年来辛苦奔波的交代，也圆了丈
夫的心愿。

2012年，在新安县相关领导和新安县职业
高中的大力支持下，《黄河故事》前两卷出版。
2015年，由河南省文学艺术界联合会和河南省
民间文艺家协会联合主办的第二届民间文艺家协会联合主办的第二届““河南省民河南省民
间文艺金鼎奖间文艺金鼎奖··民间文学作品奖民间文学作品奖””评选活动揭评选活动揭
晓晓，，刘琴华的刘琴华的《《黄河故事黄河故事》》是洛阳市唯一获此奖是洛阳市唯一获此奖

项的作品。
2015年，《黄河故事》第三卷出版，2018年

一举获得“河南省第六届文学艺术优秀成果奖
优秀作品奖”。

《大国医》作者孟宪明为《黄河故事》第四卷
作序，序中说：“琴华是一个被唤醒的人，是一个
不仅有勇气而且有毅力的清醒者……千百年来
黄河两岸的百姓生活，精神悲欢，心灵传奇；神
农，伏羲，女娲，黄帝，尧，舜，大禹……还有数不
清的英杰，先哲，次第般飞越高远的苍穹，皆因了
这文字而得以复活，绽放出七彩的斑斓与馨香。”

目前目前，，刘琴华正与新安县职业高中合作刘琴华正与新安县职业高中合作，，推推
动动““黄河故事黄河故事””非遗进校园非遗进校园。。

本报记者本报记者 常书香常书香//文图文图

苏羊遗址：
史前社会开始

复杂化文明化的投影

初中未毕业的新安县农家女刘琴华30多年步行上万里，
搜集黄河故事近千篇，已出版《黄河故事》三卷

《黄河故事》

近日，新安县城关镇芝泉村一民房内，56岁的刘
琴华正一字一字地把搜集来的黄河故事敲进电脑
里。刘琴华现在整理的，是她的《黄河故事》第四
卷。前三卷由白山出版社出版，包括民间故事、药物
故事、民俗故事等20余类500多篇。

说话间，刘琴华翻出两张获奖证书和一张照
片：2015 年第二届“河南省民间文艺金鼎奖·民间
文学作品奖”和去年的“河南省第六届文学艺术优
秀成果奖优秀作品奖”，照片是去郑州领奖时拍的。

“你看，这个是我，出席颁奖典礼的省领导为我
点赞，鼓励我继续努力，传承黄河文化……”刘琴华
指着照片中的人说。

放眼望去，刘琴华家简陋的条几上，放着 2014
年《黄河故事》列入洛阳市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的
相框，床就是她写书的地方，上面堆满了黄河文化
相关的种种书籍和一本磨破了棱角的《新华字典》。

刘琴华出生于渑池县古槐树下的农家。儿时最
大的娱乐，就是听大人们“拍瞎话儿”（方言，意为讲
故事），讲黄河故事。

上了小学，刘琴华把自己听来的黄河故事分享给
小伙伴们听，老师知道后，也加入讲故事的队伍中。

她读初二时，妈妈为了帮她交5元钱的学费，卖
掉了家里仅有的一点粮食，全家顿时闹了饥荒。刘
琴华伤心之余，辍学回村参加劳动。劳动间隙，她总
是缠着邻居的婶子、大娘“拍瞎话儿”。有时，故事听
到一半儿，生产队长喊开工，憋得她晚上敲人家的
门，央求把“瞎话儿”讲完。

受黄河故事熏陶，刘琴华逐渐对文学创作有了
兴趣。她白天像男人一样拉车、扶犁，晚上在煤油灯
下夜读。

“那时农村女孩结婚早，我有自己的理想，我可
不想这样。”刘琴华说。

因为心思在看书上因为心思在看书上，，家人给她介绍对象时家人给她介绍对象时，，她很她很
反感反感，，穿着下地干活时的脏衣服去相亲穿着下地干活时的脏衣服去相亲。。后来后来，，她在她在
村里待不下去了村里待不下去了，，就到新安县机械厂去打工就到新安县机械厂去打工。。

黄河奔流千年而不息，孕育着华夏民族的
信仰。流传于黄河两岸的神话传说故事是最原
始的文学母体，口口相传，生动传神，是劳动人
民的语言艺术。

在传统与现代、中国本土艺术与西方中心
主义艺术的交流与冲突中，1983 年，民间口头
文学三套——《中国民间故事集成》《中国歌谣
集成》《中国谚语集成》调查编纂工作开展。历
经数十年，民间文艺工作者足迹遍及山村田野，
抢救性发掘民间文化瑰宝。

1985年，在新安县城打工的刘琴华认识了
新安县文化馆的专业创作员、作家刘国华，刘国
华让她参与搜集民间故事资料工作。从此，刘
琴华开始了黄河故事寻梦之旅。

从渑池到宜阳，从新安到孟津，为能搜到原汁
原味的黄河故事，刘琴华背着干粮，翻山越岭，穿梭
乡野，寻找黄河文化遗迹，采访村头老人，把这些故
事一一记载下来。一个又一个有关黄河的优美传
说、一处又一处黄河原始文化遗址让她着迷。

在搜集黄河故事的过程中，刘琴华多次遇
险。有一年春天，刘琴华到新安县安里村的峡谷

考察，在荆棘丛中攀崖而上。可下来时，看着波
涛汹涌的黄河水，她害怕了，只好手握藤条，闭着
眼睛往下溜。衣服被荆棘挂破，双腿鲜血直流。

1990 年，刘琴华在搜集黄河故事过程中，
和新安县故事大家、新安县原农牧局高级园艺
师任国栋相遇，因志趣相投，二人结为连理。

1995年，刘琴华与任国栋合作的民间文学
作品《烂柯山的传说》由中州古籍出版社出版发
行，荣获中国北方民间文学三等奖。

2002年，在刘琴华努力下，新安县成立了黄
河文化研究会。2003年，在新安县文化、旅游等
部门的支持下，刘琴华和任国栋创办《黄河文化》
民间刊物，出版14期百万字。

刘琴华翻开《黄河文化》合订本（下卷），讲
述了首篇《桃花女与民间婚俗文化》的搜集经
过。“小时候听过‘桃花姑姑’的故事，我一直想
完善它，就去宜阳县走访调查，一天时间走完
90 多里路，傍晚时已走得筋疲力尽。周公和
桃花女的故事是中国婚俗礼仪的渊源，后来结
婚盖‘红盖头’等习俗都是从这儿来的。”刘琴
华说。

黄河文化是中华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中华民
族的根和魂。习近平总书记在河南主持召开黄河流
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座谈会时强调，要保护、传
承、弘扬黄河文化。

在新安县，有这样一位农村女子，痴痴地做着“文
化人”的活儿——30多年来，她步行上万里，搜寻黄
河故事近千篇，并自筹资金整理成书。目前，前三卷
已由白山出版社出版，所讲述的故事包括民间故事、
药物故事、民俗故事等20余类。

背后的故事

《黄河故事》屡获奖

搜集黄河故事多次遇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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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不仅有勇气而且有毅力的清醒者”

《《黄河故事黄河故事》》及获奖证书及获奖证书

（（资料图片资料图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