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紅山文化的主要元素之一，牛河梁遺址曾出
土的「玉豬龍」被看成是最早龍的雛形。紅山
文化專家郭大順從上世紀九十年代就多次撰
文，力求揭開「玉龍」謎團。他在接受香港文
匯報記者採訪時表示，越來越多的考古發現與
研究顯示，紅山文化與「熊」存在千絲萬縷的
聯繫，故而「玉豬龍」的原型與「熊」聯絡更
緊密，因此應更名為「玉熊龍」更為貼切。

熊崇拜傳承更清晰
「我們最早時曾一度推定，紅山文化的玉雕龍
其原型來自於與人類生活關係最為密切的動
物——豬。」直到上世紀九十年代，牛河梁遺址出土了完整的熊下顎
骨，有學者提出「紅山文化有熊崇拜」，並與黃帝「號曰有熊氏」相
聯繫。「我們聯想到以各類神化動物為主要題材的紅山文化玉器中
是否也有熊的形象呢？」郭大順從熊崇拜與動物合體玉器兩個視角
的考古發現，提出了將「玉豬龍」修正為「玉熊龍」的歷史依據。
在目前全球可考證的紅山文化遺存中，已出土有玉石質熊、泥
塑熊和熊的遺骨。郭大順認為其中兩件玉雕的熊形象最為重要，一
件為1979年出土於牛河梁遺址的雙熊首三孔梳背飾，其兩端為圓雕
熊首，選用了紅山文化中極為罕見的灰白色間大塊黑斑玉料。另一件為
英國劍橋大學飛茲威廉博物館收藏的玉熊人，是一坐立人頭頂一「高
冠」，冠形如前肢向上舉起、頭向上仰的「熊」。作為紅山文化中唯一
可見的人與動物合雕玉器，顯出紅山先民信奉的人與熊合體神以及熊的
特殊地位。

玉雕龍為單一墓葬的最高葬器
「熊題材在紅山文化的至尊地位，在牛河梁女神廟遺址內也得到充分驗

證。」郭大順提到曾於牛河梁遺址女神廟中出土過泥塑熊的下顎殘件，最
近在對一個塗有白彩的獠牙泥塑加固時，意外發現其中就包着一顆真的熊

獠牙。「雖然是作為陪襯祖先神的動物神，但仍被先人作為祭祀對象來供奉。」再向前
追溯，與紅山文化淵源頗深的查海－興隆窪文化已有熊題材出現。出土於內蒙古自治區
赤峰市林西縣白音長漢遺址的一件距今7,000年的石熊首，則與出有玉玦的墓葬比鄰，
「這都顯示出原始信仰已具一定進步性，而熊崇拜為其中重要組成部分。」
將豬與熊的特徵作細緻對比——「豬耳寬而扁薄，耳尖，而熊耳短而肥厚，直
立，耳圓或尖圓。豬眼睛都為梭形，而熊眼圓。」郭大順認為，紅山文化出土玉龍
的首部大多符合熊的特徵。他同時認為，這類玉龍不少為外緣切開，內緣相連，稱
「環體龍」較為合適。
環體玉龍，是紅山文化玉器中發現數量較多的造型之一。玉是紅山文化中禮制與

權力的最高象徵。而從目前對墓葬的發掘考證中看，玉雕龍是懸掛在胸前的。「在
紅山文化墓葬中，位置在胸部的玉器往往是級別最高的。」且功能也不僅是裝飾，
更具有「神器」性質。特別是在目前已知的20餘件環形玉龍中，都採用了圓雕技
法，突出頭部而全身光素，呈現出驚人的一致。郭大順由此判斷，它們應是紅山文
化玉器的一種定制，並對其他紅山文化玉器有所影響。

「黃河以北，列祖列宗。」這是在上
世紀五十年代著名考古學家李濟提出的論
斷，紅山文化或更好地詮釋了這個預言。郭
大順認為，作為黃帝部族的紅山先民在高峰
期南下，與炎帝部族相遇交匯，並由此建立
了華夏民族。
紅山文化所在的遼西地區，地處環太平洋
與歐亞大陸兩種文化傳播的交匯處。郭大順
提出，其吸收了黃河流域仰韶文化和地中海
發達的彩陶技藝，特別是以彩陶之路為前身
的「草原絲綢之路」為這種文化交融提供了
可能。同時向東的環太平洋文化區域，紅山
文化的玉器禮制和技藝影響了包括中南美洲
瑪雅文明在內的古文明。「玉是紅山的原生
文化，但它對外來文化不排斥，在創新中吸
收了彩陶等技藝，讓這兩種技法完全不同的
文化載體在紅山融為一體。」
正是以這種「天下觀」解釋了紅山文化如
何在世界文明相互影響中誕生，才能揭示
其又是如何在發展的高峰期南下的內
在邏輯。「這是紅山先祖的一次定
向的、主動的南下，他們越過燕
山，來到河北北部桑干河流域，並
在之後參與和引領了中國歷史上的
第一次民族大融合。」而最近在河
北宣化的新考古發現正印證了這一觀

點，或將揭開與黃帝有關的古史傳說的
謎團，「為考證黃帝的足跡提供幫助。」根

據今年1月中旬河北省文物考古研究院2023
年考古成果交流會的公開資料顯示，2023
年度宣化區發現大規模紅山文化積石塚，其
中的鄭家溝遺址發掘中，出土器物150餘
件，其中包含玉豬龍、三聯璧、玉鴞、玉
環、玉斧等紅山文化典型器物，同時初步判
斷該遺址為一處紅山文化晚期積石塚遺存。
「關於紅山文化南下的研究早在蘇秉琦先
生提出『三岔口』概念時就已經提出。」郭
大順回憶，早在上世紀八十年代蘇秉琦就提
出由紅山文化南下、仰韶文化北上、內蒙古
新石器文化東進，在河北西北部交匯形成了
考古學界著名的「三岔口」。郭大順用「歷
史的使命感」來形容紅山先祖們的驟然南
下，他曾在出版於香港的著作《追尋五帝》
一書中提出紅山文化先民南下與炎帝等部族
相遇交匯，形成華夏民族的主體。
那麼現在的科學技術是否能檢測到現代人
與紅山先人的聯繫？對此遼寧省文物考古研
究院研究館員郭明說，「由於古DNA保存通
常不夠完整，目前尚無法將獲取的局部序列
精確地梳理出大家想像中的如家族樹狀圖一
般的族群關係。」她同時表示，「但目前我
們的考古工作仍偏向傳統考古學，DNA技術
的應用聚焦在分析人群遷徙、地域族群變遷
等方面，希望隨着技術手段的提高，未來的
研究中或許能透過技術手段 獲取關於人群自
身結構變化等方面更為豐富的信息。」

在現代科學考古技術的加在現代科學考古技術的加
持下持下，，一代代考古人抽絲剝一代代考古人抽絲剝
繭探尋人類起源繭探尋人類起源，，而神秘的而神秘的
紅山文化也逐漸被揭開面紅山文化也逐漸被揭開面
紗紗。。就在最近就在最近，，遼寧省文物遼寧省文物
考古研究院對香港文匯報獨考古研究院對香港文匯報獨
家披露了一項剛剛獲得階段家披露了一項剛剛獲得階段
性成果的科技考古項目性成果的科技考古項目，，他他
們運用三維技術首次根據出們運用三維技術首次根據出
土頭骨復原出了一尊男性紅土頭骨復原出了一尊男性紅
山先人的容貌山先人的容貌。。穿越數千穿越數千
年年，，這一突破將讓人們一睹這一突破將讓人們一睹
紅山先人最接近真實狀態的紅山先人最接近真實狀態的
樣貌樣貌。。而隨着考古人員不懈而隨着考古人員不懈
地研究和發現地研究和發現，，紅山文明是紅山文明是
什麼什麼？？它來自哪裏它來自哪裏，，去向了去向了
何方何方？？三大終極哲學問題的三大終極哲學問題的
答案也逐漸清晰了起來答案也逐漸清晰了起來。。
◆◆香港文匯報香港文匯報記者記者 于珈琳于珈琳

遼寧報道遼寧報道

從一塊保存尚好的紅山先人頭骨，到科學地復原一個容貌細節豐富的
古人類頭像——計算機顱骨面貌復原技術是當下考古界研究應用的

熱點。遼寧省文物考古研究院考古研究部負責人李海波作為牽頭人，全程
參與了自2023年以來該院與吉林大學考古學院共同開展的紅山先人頭骨復
原項目。他告訴香港文匯報記者，經過近2個月加班加點的技術處理，這
尊紅山先民頭像的復原效果可謂「達到最接近真實」。與此前廣為人知的
根據紅山女神像而復原的紅山女性形象不同，此次披露的復原像是第一次
在真實紅山先民頭骨基礎上進行的復原。「由於年代久遠，能夠得到像這
個男性頭骨保存不錯的情況實屬萬幸。」

遺存出土紅山先民服飾
從顱骨復原人像是一項以顱骨為基礎，以面部軟組織厚度為依據，結合
人類學、解剖學等相關學科，科學地重現顱骨生前容貌的科研工作。此次
復原的男性頭骨來自於距牛河梁遺址核心區約80公里的遼寧朝陽半拉山紅
山文化墓地。「目前可以確定是男性，年齡在25至30歲之間。」李海波提
出，根據目前復原的容貌形象，這一男性具有典型的北亞蒙古人種特徵，
「扁平後腦勺，眼角內眥，面部平扁，鼻樑不高，鏟形門齒。」他介紹，
項目組是在對顱骨進行體質人類學的測量和形態觀察基礎上，科學得出了
顱骨的人種、性別、年齡的鑒定結果，再結合鑒定結果分析總結出顱骨五
官及容貌上的細節，其中充分考慮了眼睛、皮膚和頭髮等部位的顏色。
「三維技術虛擬復原顱骨的生前容貌，涉及到人類學、解剖學、計算機、

藝術等多方面的知識，與傳統的雕塑復原法相比，具有科學性強、復原效果
好、復原效率高的特點。」李海波介紹，未來將持續致力紅山古人類的容貌
復原工作。記者還從多渠道獲悉，目前遼寧出土的紅山文化遺存中，就有當
年先民使用的服飾，特別是還出土過可分辨出左右腳的靴子殘片等。「下一
步我們想根據復原的紅山先民形象，做成立體式的泥塑文創產品，讓紅山先
民穿上當時的各季節典型服飾，為大家呈現更豐富的紅山文化。」

農耕和漁獵文明並存
早在1985年，考古工作者通過碳十四年代測定就確定了紅山女神頭像的年
代。如今，廣泛運用動植物考古、食性分析、鍶同位素分析、碳14測年、微
痕分析、計算機三維技術等多學科先進手段，從紅山文化遺址的生業模式、
遺蹟絕對年代、遺物製作工藝等考古結果分析，一項旨在走近「紅山生態」
的古人類生活與自然環境研究工作正在遼寧省文物考古研究院進行。
「比如，我們運用技術手段對人與馴化動物的骨骼分析，可以看到當時是農
業文明與漁獵文明並存，但這兩種生存方式的佔比還是未知，有待研究。」遼
寧省文物考古研究院研究館員樊聖英在一項關於馬鞍橋山遺址出土碳化植物遺
存的研究中發現，這些紅山文化早期的遺址遺蹟中，呈現出了鮮明的農業社會
的印記，「通過對111份浮選樣品的研究比對，我們發現這一時期的農作物以
黍為主，也有少量粟的發現。」同時，在對馬鞍橋山遺址出土的22例骨骼的碳
氮同位素分析中得出，其中紅山文化人骨4例、採集的7,000多年的人骨1例，
以及5例紅山時期的豬骨，另有鹿、鳥、草兔等。
「這說明，先民的食物基本以粟類食物為食，家豬的飼養也非常依賴
粟。」由此，樊聖英為我們描繪了一個遠古人類生產生活圖景：在自然環
境優於如今的紅山文化早期，在茂密的溫帶闊葉林中，紅山先民已經能夠
從杏、桃等果樹中獲得食物，同時這一時期社會生產力獲得大發展，農業
生產得到極大提高，社會人群也出現了長期穩定居住、生產和生活的狀
態，證明了紅山文化社會正在經歷複雜化發展過程。
至於網上自媒體稱紅山文化發掘出坩堝，意味着中國先民在新石器時代
便已掌握金屬冶煉技術的傳言，遼寧省文物考古研究院的工作人員表示，
坩堝的發現或許存在遺址疊加的問題，即紅山文化與青銅時期遺址相重
合，「但仍需進一步考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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虛擬三維技術虛擬三維技術
首次解碼首次解碼「「紅山漢紅山漢子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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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學菲茨威
廉博物館館
藏紅山文化
玉熊人。
郭大順供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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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玉雕龍」，
被 看 成 是
「以玉事神」
的器物。
郭大順供圖

◆牛河梁遺
址第二地點
塚 1M23 出
土的龍鳳玉
珮。
郭大順供圖

◀考古工作者在
野外考古期間做
植物種子浮選工
作，為測年等考
古研究做準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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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遼寧省文物考古研究院研究館員樊聖英在遼寧省文物考古研究院研究館員樊聖英在
馬鞍橋山遺址清理遺址遺存馬鞍橋山遺址清理遺址遺存。。 受訪者供圖受訪者供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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