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郝家台遗址：穿越4000年沧桑岁月
在郾城区孙庄乡有一座不起眼的村庄——石槽赵村。在村子的东北角，有一块椭圆形台

地，茂密的杨树林将其拥在怀中，大片的玉米地覆盖其上，如果不是一旁矗立的石碑，很难注
意到这里就是著名的郝家台遗址。穿过4000多年历史的云烟，曾经的古城早已沧海桑田，只有
考古发掘出的大量遗迹和文物，见证着古文明的光辉。

我们生活的这片土地青春蓬勃，又古韵犹
存。一座桥、一条街、一块墙、一棵树……这些
斑驳的历史标记可能承载着一座城市深厚的文化
记忆。本版征集展现漯河地域特色的文化线索，
如文物古迹、历史人文、民间手工艺、文化现
象、文化事件、文化人物等。如果您身边有这样
的线索，请告诉我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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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图 本报记者 王 培 杨 旭

石槽赵村东北角的沃野，阡陌
纵横，玉米茁壮成长，微风吹来，
杨树林沙沙作响，仿佛带来了几公
里外沙河的温润水汽，令人心旷神
怡；鸟语应和着蝉鸣，一派田园趣
味。不远处的京广线上，不时有列
车呼啸而过，打破田间的宁静，也
昭示着现代文明的发展，将记者的
思绪从对4000多年前拉回现实。

这里一片寂静，少有行人。漫
步在田间小路上，静谧的氛围中，
仿佛时光都放慢了脚步，令记者担
心自己这位贸然闯入者是否会惊扰
沉睡于此的先民的清梦。

走着走着，面前出现一座石
碑。石碑正面“郝家台遗址”五个
大字很醒目，并有“全国重点文物

保护单位”的标注。背面的铭文记
载了郝家台遗址的简介，据碑文显
示：郝家台遗址是一处原始社会晚
期河南龙山文化至二里头文化时期
遗址，遗址年代距今约 4100 年~
4700年之间。在此发现的龙山文化
时期的城址，是我国目前发现的几
处早期古代城址之一。它的发现，
标志着古老的氏族社会的结束，新
的文明时代的开始，对研究我国古
代国家的起源具有重要价值。

阅读碑文，记者惊叹于如此平
凡的田间，竟有如此厚重的文化，
也燃起了对它进一步探寻的好奇
心。被黄土掩盖的城址是何时走入
人们视野的？这里又出土了哪些珍
贵的文物呢？

农田里埋藏的古文明

1986年，一队文物考察人员的
脚步打破了石槽赵村的平静，他们
的目的地是村东北的一块椭圆形台
地。

这是一次为配合基本建设而进
行的大面积考古发掘，历时两年，
先后发掘面积为3000多平方米。遗
址内西南部发现有城堡遗迹，大面
积成排房基，并有木板地面遗痕。
另有窖穴、墓葬、灰坑、陶窑等遗
迹以及城墙基和外围防御沟。城址
平面呈长方形，南北长 222 米，东
西宽 148 米，面积近 3.3 万平方米。
现存城墙宽5米，高0.8米。东城墙
中部有一个宽8.8米的缺口，可能与
城门有关。东墙、北墙和四个城角
保存尚好，南墙和西墙分别被破
坏。城内发现为数不少的房基、窑
穴、瓮棺葬等。该城址据碳14测定
并经树轮校正为 4606±121 年，相

当于龙山文化中晚期。
遗址中发掘出很多墓葬，出土

了大量精美文物。墓葬中，成人为
长方竖穴土坑墓，无葬具，也多无
随葬品，以仰身直肢葬为主，也有
少量的屈肢葬。幼儿为瓮棺，以
鼎、罐为葬具，用盆和碗扣合。文
物出土有陶、石、骨、蚌器数千
件，陶器以灰陶为主，黑陶次之，
有少量蛋壳黑陶和红陶。纹饰以篮
纹为主，其次是绳纹、方格纹。器
纹以矮足鼎、深腹罐、瓶、觚形器
为特色，此外还有甗、甑、盆、
体、圈足盘、刻槽盆、豆等。陶
色、纹饰、器形也因其时代早晚而
变化。

1986年，郝家台遗址被河南省
人民政府公布为省级文物保护单
位，2006 年 5 月又被国务院核定为
第六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精美的出土文物

遗迹的发掘和文物的出土揭开了
郝家台的神秘面纱，也为龙山文化书
写了新的一页。拂去 4000 多年的尘
土，龙山文化也以越来越清晰的面目
浮现在世人面前。

龙山文化泛指中国黄河中、下游
地区约新石器时代晚期的一类文化遗
存，是铜石并用时代的文化，年代为
公元前2500年至公元前2000年，在河
南、山东、山西、陕西等省均有分
布，因首次发现于山东历城龙山镇
（今属章丘） 而得名。1928 年春天，
考古学家吴金鼎在山东省历城县龙山
镇发现了举世闻名的城子崖遗址。
在此之后，考古学家们先后对城子
崖遗址进行多次发掘，取得了一批
以精美的磨光黑陶为显著特征的文化
遗存。根据这些发现，考古学家把这
些以黑陶为主要特征的文化遗存命名
为“龙山文化”。

河南境内的龙山文化遗存分布广
泛，经济生活以农业为主，种植粟类
作物，生产工具多用石、蚌、骨料制
造，常见穿孔石刀、石镰、蚌镰、骨
铲等，也有木耒一类工具。居民饲养
猪、狗、羊、牛等家畜，以养猪最为
普遍。制陶业进步，以表面饰有绳纹
与篮纹的灰色陶器为突出特征。

除郝家台遗址外，在登封王城岗
与淮阳平粮台也发现有城址。河南龙
山文化城址的发现，对探讨中国古
代城市起源及文明起源等问题有重
要的学术意义。纵观中国古代文明
发展历程，可以说，河南龙山文化孕
育发展了中国文明初期的青铜文化，
是探索夏文化的对象并提供了追寻商
文化渊源的线索。

悠久的龙山文化

对龙山文化的了解为我们
认识郝家台遗址提供了清晰的
脉络，也令记者对郝家台遗址
的敬仰之心更加坚定。而对于
世代生长在这里的一些村民来
说，他们虽然对于遗址的文化
背景了解不深，但对当时发掘
的场景却记忆犹新。

56岁的高付立家住附近的
小高庄村，他告诉记者：“小时
候遗址高出四周很多，现在随
着耕种已经差不多平了，一里
地外的一条河现在也没有了。
1986年来了很多专家，在地里
拿着刷子刷，我们也不懂，就
围着看，看到出土了很多马骨
和人骨。感觉那时候的马和人
都比现在的高大。”

在石槽赵村，记者也听了
到类似的说法，不过相对于郝
家台遗址，他们更热衷于向记
者讲述一个当地的传说。村民
们告诉记者，过去遗址这里有
一座庙，曾经香火鼎盛，住着
很多和尚。后来寺庙损毁，和
尚们也各寻生计，只留下庙中

的一个香炉。村民们把香炉拉
到地里耙地，被一个路过的南
蛮子看到了，南蛮子一眼就认
出这个香炉是件古物，便在
村子里住了下来，趁着一个月
黑风高之夜将香炉盗走。这
个传说在村民中世代相传，至
于那座古庙是否存在，又是什
么原因损毁，就有待专家考证
了。

遗址也好，传说也罢，都
为石槽赵村增添了文化魅力。
但令人惋惜的是，村中的年轻
人似乎对这些文化不以为意。
一位25岁的赵姓村民向记者表
示，他对于郝家台遗址并不了
解，因为即便有厚重的文化，
对于今天的村子来说，也没有
带来旅游资源，村民们也没有
因此而受益。年轻人的想法固
然有理，但文化资源的开发和
利用正是以对其的保护和传承
为前提。郝家台遗址经历了数
千年岁月的沧桑之变，又何必
担心其不能闪耀出迷人的文明
之光？

消失的古代寺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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郝家台遗址大部分已被玉米地和
杨树林覆盖。

▲

若不是立在路边的石碑，很难
找到遗址所在。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