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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前遗址鸡叫城

记者：请您介绍一下鸡叫城遗址。经
过初步发掘整理，考古学家目前对其有哪
些认识？

郭伟民：从上世纪五六十年代开始，鸡
叫城遗址所在的澧阳平原一直是湖南省考
古工作的重点，这个地方有丰富的新石器
时代遗址，从彭头山文化到肖家屋脊文化，
跨越了6000多年。鸡叫城遗址及其周边
在8000年前（彭头山文化时期）就有人类
定居，到5000多年前的油子岭文化时期，
鸡叫城出现了稳定的环壕聚落。在此基础
上，鸡叫城修建了城墙、护城河，进一步扩
大，并一直使用到距今3800多年前。我们
可以看出，这里的社会文化呈现出非常稳
定持续的发展过程。

记者：鸡叫城遗址被评为2021年度全
国十大考古新发现，有哪些重大发现？

郭伟民：鸡叫城遗址的考古工作从上
世纪90年代开始，最初主要是外围调查勘
探和试掘，从2018年开始作为“中华文明
探源工程”重点项目进行全面钻探、发掘。

对于鸡叫城遗址的重大发现，首先是
聚落演变过程，不同时期的人类文化会留
下相应的物质遗存，通过类型学研究，我们
可以对考古标本的文化性质和相对年代作
出判断，到目前为止，澧阳平原考古学的文
化序列已经非常清楚。

随着聚落发展建立起三重环壕，二重
环壕内住人，环壕外是平行排列的灌溉水
渠，这是目前为止中国唯一能在现地表观
察到的规模宏大的史前灌溉系统，从4000
多年前保留至今，仍发挥着作用。

其次，还发掘出大型木构建筑遗存
F63，该建筑的体量、结构、建筑方式都是前
所未见。我们还发现了一节抬木板的竹
绳，通过检测得出了比较准确的年代，距今
大约4700年，属于屈家岭文化时期。

除此之外还发现了体量较大的谷糠堆
积、水稻田，通过考古证实，是农业的进步
支撑着社会和聚落发展。从一般的水稻田
发展到大型水利灌溉农田系统，展现了长
江流域农业文明的发达，也体现出中华文
明形成过程中所具有的持续性和稳定性。

记者：这种连续不断、稳定的特点在发
掘中是如何体现的？

郭伟民：考古发掘借鉴了地质学的地
层理论，也就是说从地表往下发掘，遗存是
从晚到早，埋在最下面的是最早的。

通过考古发掘，可以得到一个地层剖
面，每一个堆积单元包含的文物是不一样
的。地层的剖面和古人的活动不是完全对
应的，中间可能有若干年没有留下东西。
在大的空间范围内，他们可能生活在另一
个地方，所以要通过多个不同点位的发掘，
才能有全面的了解。鸡叫城遗址发掘出大
量陶片，四川大学考古文博学院的同学们
就在根据陶片的形制做分类整理。通过对
这些器物的组合、形态特点、演变关系等进
行分类，我们能够排出一个序列，使用这一

种东西的可能是某一群人、某一社群。此
外还可以推断当时人类的行为方式、精神
文化、信仰，去了解古代、了解历史。

依靠考古“透物见人”

记者：通过考古工作我们了解到了什
么？史前时代的人类是如何生活的？

郭伟民：首先，我们能了解到当时的技
术、工艺水平，比如陶器是怎么烧制的、石
器是怎么打制的，这些技艺代表着当时的
生产力水平。其次，我们可以通过技术手
段，对石器表面的微痕进行观察，不同的痕
迹代表不同的使用方式，比如用小石片剥
动物皮，用磨棒加工食物。还有，他们是如
何选择陶土，制陶时是掺杂了沙还是蚌壳，
可能还加一些稻草，这些东西能够增加陶
器的耐热性、韧性。同时，我们还可以对陶
器中的一些残留物进行检测鉴别。通过墓
葬发掘，我们发现里面的随葬品已出现了
标准化生产，显然有一批人专门生产这一
类东西，并且这些随葬品有的简单、有的精
致，社会身份的不平等也在生与死上体现
出来。

记者：环壕、城墙等大型遗迹能透露出
哪些信息？

郭伟民：这个就是社会形态问题了，鸡
叫城从一般村落发展到环壕聚落，再到大
型城壕聚落，轨迹非常清晰，背后显然是稳
定的稻作农业支撑。因为这里的人多了，
才需要更多居住空间。当时为什么要修一
条环壕？是要突出这群人对空间资源的掌
控，稻作农业民族安土重迁，因为土地是养
活他们和后代最重要的基础。

聚落扩大意味着社会进步，人多了就
要种更多粮食，又养活更多的人，人多的社
会就变复杂了，就要有一套相应的措施来
管理，于是行政组织就出现了。同时，因为
每个人都不一样，有的人可能成为工匠，久
而久之他的子孙就可能继续发展这套技
艺，甚至形成专业的集团，他们会用手工制
品来交换粮食，就有了贸易和交流、社会分
工，逐渐成为一个复杂社会。修建这样大
型的工程，需要大量的人力、物力，还需要
有人把他们组织起来。

到目前为止，我们的考古工作还不足
以有更多研究，比如说鸡叫城具体人口数
量、与外面的交流、社会具体形态和社会管
理运作方式等，这些研究还处于初步阶段。

记者：澧阳平原上的史前遗存，有没有
战争痕迹？

郭伟民：长江中游的古城，战争迹象都
不明显。感觉是像王朝国家的前夜，可能
是古国时代，长江中游所体现的或许是一
种小国寡民的社会。像老子描述的“民重
死而不远徙……安其居，乐其俗。”老百姓
安土重迁，人与人之间阡陌相通，鸡犬之声
相闻，但是老死不相往来。当时，位于长江
中游的这些城，绝大多数都只有几千人，也
有的上万人，这里的土地和资源足够养活
这些人，生产力充足，所以它确实是一种较
为稳定、祥和的美好生活。

记者：史前时代没有文字，考古工作更
加困难，同时意义是否也更加重大？

郭伟民：其实历史学包括了文献史学
和物质史学，通过文献来研究历史，叫文献
史学，考古学是通过文物来研究历史。甲
骨文是中国已发现的古代文字中时代最
早、体系较为完整的文字，但仅仅只有
3000年历史。我们通过考古研究，已实证
了我国近两百万年的人类史、一万年的文
化史、五千多年的文明史，没有文字的历史
占了这么多，完全需要考古学来弥补，所以
它对历史的研究和重建具有其他学科无法
替代的价值和意义。

我们之所以要做考古工作，就是要弄
清楚我们从哪儿来，我们的文明是怎么样
的，有什么特征？中华文明对人类历史有
什么贡献？我们的文化自信就在于几千年
没有断裂的文明。证明这一点，对整个人
类的文明进程都是有意义的。

鸡叫城遗址南区壕沟出土的陶器。
受访者供图

这是2021年10月9日拍摄的湖南常德澧县鸡叫城遗址局部。图据新华社客户端

湖南省考古学会理事长郭伟民：

鸡叫城遗址为中国史前文化研究提供样本

湖南澧阳平原鸡叫
城遗址所在的土地上，今
日仍是一片稻田，4000多
年前的聚落环壕外，平
行排列的灌溉水渠至今
仍在发挥作用。

作为“中华文明探
源工程”和“考古中国”
的重点项目，湖南省文物
考古研究所和四川大学
考古文博学院从2018年
开始对鸡叫城遗址进行
田野考古工作，逐渐明
晰鸡叫城聚落的演变过
程，发现屈家岭文化时
期大型木构建筑遗存，
被评为2021年度全国十
大考古新发现之一。

近日，湖南省考古
学会理事长、鸡叫城遗
址考古发掘项目负责人
郭伟民表示，鸡叫城遗
址为中国史前文化、社
会复杂化进程及文明起
源研究提供了一个难得
的样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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鸡叫城遗址发现的F63木构建筑遗存复原图。受访者供图

湖南省考古学会理事长、鸡叫城遗址
考古发掘项目负责人郭伟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