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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明探源系列

瀍河人与三皇的传说
□郑贞富

■ 编者按 河洛大地，作为中
华文明起源、形成与发展的核心区
域，是中华文明探源研究重要的基
点之一。龙泉洞遗址、苏羊遗址、王
湾遗址、灰嘴遗址、二里头遗址……
洛阳境内伊、洛、瀍、涧等河流的台
地上，分布着从裴李岗、仰韶、龙山到
二里头文化时期的古代遗址 370 余
处，考古证实河洛地区在新石器时代
已成为史前文化繁衍、交流、碰撞的
中心区域。几十年来，几代文物考古
工作者在河洛大地发掘文明之光，
用手铲见证着我国百万年的人类
史、一万年的文化史、五千多年的文
明史，进一步勾勒中华文明起源、形
成和多元一体发展的历史图景。自
即日起，本报陆续推出文明探源系
列文章，带您一同探寻文明的足迹，
破译文明的密码，感受河洛地区源
远流长的文明。敬请关注。

瀍河是一条文化之河，她与洛
河、伊河、涧河一起，哺育了最早的

“中国人”，碧溪清流间首先产生了
华夏文明的烁烁灵光。北窑旧石器
遗址（简称北窑遗址），位于瀍河区
北窑西北，分属距今 20 万年至 2 万
年的连续文化层。我们把北窑遗址
的主人，称为瀍河人，他们是中国人
的祖先。

我国古代有三皇的传说。《白虎
通德论·号》云：“三皇者何谓也，谓
伏羲、神农、燧人也。”燧人、伏羲、神
农时期被称为三皇时代，也包括三
皇时代的许多远古帝王，在瀍河流
域都留下了他们筚路蓝缕、以启山

林的身影。

山水之名和地名有很强的稳定性，自古至
今，只有洛阳的一条河叫瀍河。因此，“瀍”又具
有地域的专一性。瀍，最早见于《尚书·禹贡》，
其文曰：“荆河惟豫州，伊、洛、瀍、涧既入于河，
荥波既潴。”是说大禹治水时，治理了伊、洛、瀍、
涧四河，将其水引入黄河而东流，聚积为荥泽。

瀍字源于“廛”。瀍河，上古称廛河。廛字
何意？郑玄说：“廛，城邑之居。廛里者，若今云
邑居。廛，民居之区域也。”意思是说，廛河所在
的廛地是最早有人类居住的地方，也是最早出
现城邑、市场的地方。

《水经·瀍水注》说：“瀍水出河南谷城县北
山，县北有朁亭，瀍水出其北梓泽中……水历泽
东南流……东与千金渠合……瀍水又东南流，
注于谷。谷水自千金堨东注，谓之千金渠也。
又东过洛阳县南，又东过偃师县，又东入于洛。”

这是北魏时期瀍河的大致流向。瀍河的源
头，在朁亭山梓泽。朁亭山，又名潜亭山、潜
山、宜苏山、谷城山、平逢山等，位于今孟津横

水镇东。瀍河有三源，汇于今会瀍村的梓泽，
然后东南流，在汉魏洛阳故城西北与千金渠汇
合。千金渠是一条人工运河，渠的中心是堵截
谷水形成的千金堨，这是个人工湖。瀍河东过
洛阳县南和偃师，最后汇入洛河。

隋朝时期，对瀍河进行了改道。在瀍河南
侧修建了回洛仓城，在回洛仓城西北，截断瀍
河，向南修了一条人工渠，直通洛河，名为瀍
渠。这就形成了目前的瀍河流向格局。

今瀍河在孟津境内全长约 18.5 公里，流
域面积约 142 平方公里。瀍河由孟津后李
村进入洛阳主城区，长约 9 公里，流域面积
约 40 平方公里。

瀍河流域作为人类最早居住的地方、城邑
最早出现的地方，是一方有历史厚度、文化深
度、情怀温度的土地，山水里流淌的是文化、积
淀的是历史、涵养的是精神。瀍河流域众多的
文化遗址、历史名胜，及众多的非物质文化遗
产，组成瀍河文化遗产的巍巍方阵。

人类社会的演进是和人类体质的发展相一
致的。到了距今二三十万年前，进入人类学上
的古人阶段。古人又称早期智人，这一阶段相
当于考古学上的旧石器时代中期。这一时期延
续到距今四五万年前。其最大特点是猿人体质
上遗留下来的原始特征逐渐趋于消失，石器制
作方面也有较明显的进步。距今5万年左右，古
人进化为新人，新人又称晚期智人，在考古学上
属旧石器时代的晚期阶段。这时，人类的猿人
特征完全消失，现代人开始形成。

河南大学教授李玉洁在《先秦史稿》中说，
我国境内特别是黄河流域的古人化石和遗存、
新人化石和遗存都很丰富。如属于古人的山西
阳高县许家窑人、山西襄汾县丁村人，属于新人
的山西阳朔峙峪人、山东泰安人、北京山顶洞人
等。但是，这些文化遗存其年代层都是孤立的，
特别是没有连续跨越古人、新人两个阶段的文
化遗存。洛阳瀍河北窑遗址的发现则填补了这
个空白。

北窑遗址位于瀍河区北窑，坐落于瀍河西
岸的三级黄土堆积阶地上。该遗址于 1997 年
在文物调查时被发现，1998年由洛阳市文物工
作队对其进行了考古发掘。经调查，该遗址面
积约4万平方米，发掘面积340平方米，获得打

制石器 800 余件，主要器形为刮
削器、尖状器和砍

砸器，并发现少量动物化石及人类用火的遗
迹。根据古土壤序列及石制品的分布推测，该
遗址在距今10万年至3万年间。

2007年、2008年，北京师范大学历史学院、
洛阳市文物工作队再次对北窑遗址进行了考古
发掘。这次考古发掘，在距今3万年左右这个时
段的地层中又发现了一个距今 20 万年左右的
新的文化层，从而将1998年的推断又往前推了
10万年。这说明，在这处旧石器遗迹中连续出
现过三个繁荣发展时期，分别为距今20万年左
右、距今10万年左右和距今3万年至2万年。

实际上，处于这个时间段的旧石器文化遗
存在洛阳城市区不是第一次发现，1978年在西
工区凯旋路东端南侧、南距洛河故道约 550 米
处发现了距今约5万年的文化遗存，考古人员在
此处发现了象牙化石和旧石器近40件，其中石
核 9 件、石片 17 件、刮削器和砍砸器各 1 件。
1993年在涧西区亚世广场发现了一具完整的大
象化石，经鉴定，其年代为距今约5万年。这些
发现虽然没有北窑遗址的发现重要，但是可以
与之相互印证，帮助我们勾勒出这一时期洛阳
的历史脉络和风貌。

李玉洁说，虽然在北窑还没有发现旧石器
时代人骨化石，但是在这个区域发现人骨化石
的可能性极大，因此我们把北窑遗址的主
人称为瀍河人。

通过考古发现和历史文献，我们可初步了解瀍河人的生存环境和
社会生活。

瀍河人生活在伊、洛、瀍、涧四河交汇处的洛阳盆地，其生活的时期，
这里是莽莽的森林和辽阔的草原，河流从林中草原间穿过，气候温暖。瀍
河人在林边草地猎取鹿、马，有时在灌木丛中猎取大象、犀牛和水牛，在水
边捕捞鱼、蚌，到林中采集植物的根、茎、果，过着以采集狩猎为主的生活。

北窑遗址中有用火的遗迹，据考证，他们已掌握人工取火的技术。
他们打制石器时，两石对击冒出火花，或是在砍砸树木时，较长时间的
摩擦生热而引起燃烧，这样就导致了人工取火方法的发明。这种方法，
逐渐应用于实际生活中。瀍河人用火的遗迹和燧人氏“钻燧取火”的传
说正相符合，正是掌握这一人工取火方法的反映。

很早以前，人们还没有学会使用火，还吃生食物，喝生水。可以想
象人们吃了这些生肉、生水，细菌丛生、疾病泛滥。宋代罗泌《路史·因
提纪》注引晋代王嘉《拾遗记》云：“燧明之国，不识昼夜。土有燧木，后
世圣人游于日月之外以食，救物至于南垂，观此燧木有鸟类，鹗啄其枝，
则火出，取以钻火，号燧人氏。”燧人氏发明了火，从此人们开始吃熟食。

火的使用是人类文明史上的大进步，使人们的体质大大地发展，也
促进了人们智力的发展和成熟。《韩非子·五蠹》记载，上古之世，“民食
果蓏蜯蛤，腥臊恶臭，而伤害腹胃，民多疾病，有圣人作，钻燧取火，以化
腥臊，而民说之，使王天下，号之曰燧人氏”。燧人氏钻燧取火，教民熟
食，把火种永远存留在人间，从而使人们告别了茹毛饮血的时代，告别
了自然火的时代。这是人类对自然斗争的伟大胜利。

瀍河人活动的中晚期，已排斥了血亲婚配，进入族外婚的婚姻阶
段。所谓族外婚制，即一个氏族的一群青年男子集体到另一个氏族中
与一群青年女子结为婚姻。在这种群婚形态下，由于男女双方关系不
固定，子女只能确认生母而不能确认生父，氏族成员只能按女系的血统
来计算，这样就逐步形成了母系氏族公社。

一个母系氏族公社有一个共同的女祖先，同一始祖母生的若干后
代形成一个氏族公社，若干代后便分离出新的氏族，几个氏族组成胞
族，或直接组成部落。在当时极端低下的生产力水平下，一个氏族成员
离开氏族很难生存，他们必须共同劳动，紧密团结才能勉强抗御大自然
的压力。因此，氏族成员之间人人平等，互相保护。

燧人氏是和华胥氏世代通婚的部族，都活动在瀍河流域。华胥氏
是伟大的部落女首领。清嘉庆《孟津县志·沿革考》云：“宜苏山，上古为
赫苏氏之都。赫苏，是为赫胥。《路史》曰：‘赫苏氏之为治也，光曜赫奕
而隆名。有不居而自况，九洛泰定，爰脱洒于潜山。’今津之西境有潜亭
山，苏山其故墟也。”

赫胥、赫苏，就是华胥。相传她在瀍河边，踩雷神脚印而受孕，生伏
羲和女娲，传嗣炎帝、黄帝，从而成为中华民族的始祖母。“华夏”和“中
华”中的“华”字皆源于华胥。

伏羲氏是最早教人驯服饲养野兽、“以充庖厨”的部族。古代，人们
过着以渔猎为主的生活，但是有时打的野兽多，吃不完坏了；有时又打
不到野兽，没有吃的，也就是说渔猎生活极不稳定。于是，伏羲氏教人
们把野兽圈养起来，驯养野兽成为家畜，人们可以随时宰杀家畜。伏羲
氏还制嫁娶之礼，创鸟兽之文，造书契，画八卦，带领人们迈上通向文明
时代的第一道阶梯。《汉书·律历志》引《世经》云：“易曰：炮牺氏之王天
下也，言炮牺继天而王，为百王先。首德始于木，故为帝。太昊作罔罟，
以田渔，取牺牲，故天下号曰炮牺氏。”伏羲在我国历史上被称为百王之
先。中国文字是伏羲氏根据河图洛书而创造的。《易·系辞》云：“河出
图、洛出书，圣人则之。”这里的圣人就是指的伏羲氏。

神农氏是教民农耕的英雄。农业是中国古代社会重要的生产部门。
神农氏是中国历代祭祀的神灵。神农氏艺五谷，尝百草，教民农耕。《淮南
子·修务训》云：“古者民茹草饮水，采树木之实，食蠃蠬之肉，时多疾病毒
伤之害。于是神农乃始教民播种五谷，相土地宜燥湿肥硗高下，尝百草之
滋味，水泉之甘苦，令民知所避。就当此之时，一日而遇七十毒。”《易·
系辞下》云，神农氏“斫木为耜，揉木为耒。木可以揉曲直，于斯得
之，为象能动木也。其义益之大也。神而化之，得农之道，
是以取诸益”。

燧人、伏羲、神农被称为三皇，他们带
领我们的祖先，在瀍河流域走出了
蒙昧时期，迎来了文明时期
的曙光。

从定鼎门进入隋唐洛阳城天街，
西侧第一坊就是宁人坊。因为紧挨着
定鼎门，所以它作为定鼎门遗址的重
要组成部分，于2013年入选丝绸之路
世界文化遗产。如今的宁人坊内几乎
种满油菜花，每到初春时节，从定鼎门
城楼俯瞰，300余亩金灿灿的花海颇为
壮观。

《唐两京城坊考》里说：“定鼎门街
西，从南第一曰宁人坊。”宁人坊建于
隋，当初称宁民坊，唐代改称为宁人
坊，东侧隔天街与明教坊对称，西侧为
从政坊，北侧为宽政坊，南临隋唐洛阳
城外郭城南墙。考古发掘资料显示，
宁人坊遗址呈南北长方形，南北长530
米，东西宽460米，有四个坊门，西、南
坊门体量较小、门道略窄，坊内有十字
街，可以确认宁人坊应该四面开门，这
与《河南志》“开十字街，四出趋门”的
记载相符。

考古人员在宁人坊内发现有大型

正方形夯土台基，周围规律分布着不
少夯土，这里出土了板、筒瓦、砖等建
筑构件，还有瓷盏、铜钱、铜佛像、石经
幢残块等。“这处大型夯土台基的形制
特征及分布与唐代长安城的青龙寺遗
址相似，而且，文献记载唐代龙兴寺即
位于宁人坊内，加上出土文物中包含
有不少与佛寺相关文物，我们推测，此
处夯土台基应该就是龙兴寺遗址。”洛
阳市考古研究院隋唐研究室副主任屈
昆杰说，他曾是宁人坊遗址考古现场
的负责人。他介绍，宁人坊是隋唐洛
阳城里坊区的典型代表之一，考古发
掘让沉睡在地下千余年的龙兴寺逐渐
浮出水面。

“顺着夯土台基向北，我们发现了
一处8米宽的条形夯土，很有可能是塔
的回廊；再向北，发现了房址，应该是
僧房；临近东西向十字街的南侧，又发
现了夯土基槽，推测为龙兴寺的北院
墙。夯土台基、房址、院落、道路，整体
构成一个大的建筑群。根据目前考古
发掘掌握的情况，当年的龙兴寺有可
能占据半个宁人坊。”屈昆杰说。

隋唐时期，统治阶层对佛教尤为
重视。随着唐王朝政治、经济、文化日
益繁荣，佛教也迎来了历史上的“高光
时刻”，佛寺的规模不断扩大，数量也
不断增加。唐代洛阳城内佛寺众多，
在洛河以南天街两侧的里坊内就有 8

座寺院。为防止寺院扩张太快，唐朝
统治者决定以赐名给额的方式对寺院
进行严格管制：“盖官赐额者为寺，私
造者为招提，兰若。”也就是说，凡是经
官方赐予指标、词语名字的可以称作
寺院，没有经过官方正式审批和赐名
的，则属于非法寺院，只能叫招提和兰
若。由此也可判断，宁人坊内的龙兴
寺规模相对较大。根据文献记载，到
了唐武宗时期，由于武宗信奉道教，将
全国4万余座佛寺强行废除，龙兴寺也
被烧毁。

此外，宁人坊内还住过不少唐代
高官，如并州大都督府长使赠吏部尚
书、荆州大都督崔日用，工部尚书、东
都留守韦虚心等。考古专家认为，宁
人坊遗址的考古发掘，对天街两侧 12
个里坊区的整体提升、恢复洛阳古都
历史中轴线气象、叫响“盛世隋唐”品
牌具有重要意义。

洛报融媒记者 智慧

宁人坊：一座龙兴寺，占据半个坊

探访隋唐洛阳城里坊区

瀍河人及其生活

盛饭食的器皿

guǐ簋

簋（guǐ）是中国古代用于盛放煮熟饭食的器皿，也
用作礼器，圆口，双耳，流行于商朝至东周，是中国青
铜器时代标志性青铜器具之一。《诗经·秦风·权舆》记
载：“于我乎，每食四簋。”司马迁《史记·太史公自序》
云：“食土簋，啜土刑，粝粱之食,藜藿之羹。”

白懋（mào）父簋（guǐ）于1964年在洛阳北窑西周
墓出土，口径18.9厘米，通高14.1厘米，口沿下饰云雷
纹、涡纹组成的兽面，腹饰竖棱纹，这种纹样是西周早
期较为流行的形式，簋腹底墨书“白懋父”三字，现藏
于洛阳博物馆。白懋父，即卫康叔之子康伯髦，成康
时期人，曾率殷八师“征东夷”“北征”。方座簋是西周
早期出现的一种新形式盛食器，一些方座簋圈足内还
发现有铜铃，并能发出悦耳的铃声。

有专家学者认为，除白懋父簋本身的文物价值
外，其上面“白懋父”墨书的存在，使得进入早期书写
史的材料中，不再只有商代甲骨、周代金文，“除了甲
骨文、金文，商周时期还有另外一种使用毛笔的书法
艺术形式”。

洛报融媒首席记者 王若馨

遍览古籍说瀍河

北窑遗址补空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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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懋父簋白懋父簋
（（资料图片资料图片））

定
鼎
门
西
北
的
油
菜
花
海

定
鼎
门
西
北
的
油
菜
花
海
（（
资
料
图
片

资
料
图
片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