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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宫等7家文博机构联手
凌家滩出土文物首次“大团圆”

举炊烹饮
凌家滩人物质生活富足

5000多年前的凌家滩是长江中下

游首先走上文明化道路的先锋队，凌家

滩人的生活也非常丰富多彩。

鸡形陶壶、陶碗、陶钵、陶盘、陶豆、扁

足陶鼎……展览中，五花八门的饮食用具

反映了凌家滩人餐桌的丰富。据介绍，为

了满足生活需要，凌家滩先民已经发展了

种植、养殖、打猎、渔猎等多种经济。展览

还根据考古发现，为观众整理了凌家滩先

民的日常“食谱”。“粮食包括水稻、菱角、

莲藕、薏苡属、栎属等。肉类包括猪肉、狗

肉、野猪肉、鹿肉、虎肉、鸟肉，一般通过狩

猎获得。”凌家滩人还喜欢吃“水产”，鱼

肉、蚌肉都在他们的“食谱”中出现过。

作为史前三大玉文化中心，凌家滩

玉器制作技艺精湛，造型别具匠心。大

量具有地方特色的精美玉器以及玉芯、

玉料、治玉工具的发现，表明凌家滩已经

出现治玉工匠及生产玉器的手工业作

坊。展览中，凌家滩玉璧、玉镯、玉璜、玉

冠饰等精美玉器集中展示，美轮美奂，

5000多年前工匠的精湛技艺令人惊叹。

其中一件兔形玉梳背表面光滑，上

部被精心雕琢成了一只玲珑可爱的小兔

子，下部是带有四个圆孔的长条形凹

边。展览策展人、安徽博物院副研究馆

员孟倩介绍，这件器物可能是梳子的组

合件——梳背，插在头发上作为装饰品。

“凌家滩出土的动物形玉器除了玉兔外，

还有玉龙、玉鹰、玉龟、玉凤、玉蝉等等，

形象逼真又不夸张，基本都出现在高规

格墓里，或体现了某种原始宗教信仰。”

展览中，一件水晶耳珰经过5000多

年岁月的洗礼，依然晶莹剔透。这件水

晶耳珰的球面体在显微镜下放大120倍

观察仍不见磨擦痕，其抛光的净面度很

高，可与现代抛光技术相媲美。

丰富多样
文化交流触角或跨越千里

中华文明多元一体、兼容并蓄、绵延

不断。此次展览专设篇章，对凌家滩文化

与同处于长三角地区的崧泽文化、北阴阳

营文化、薛家岗文化以及同为史前三大治

玉中心的红山文化、良渚文化的相似文化

因素进行类比展示。孟倩介绍，红山、凌

家滩、良渚并称为“史前三大治玉中心”，

其玉器既有勾连，又各具特色，社会形态

也具有极其相似之处。此次展览中，红山

玦形玉龙、红山玉鸟、良渚玉冠形饰等重

量级文物远道而来，与凌家滩玉龙、玉鹰、

玉冠饰等对比展示，令观众耳目一新。

其中，来自辽宁省文物考古研究院

的红山玦形玉龙出土于建平牛河梁遗址

第2地点1号冢4号墓，通体精磨，光泽

圆润，是红山文化玉器中最具代表性的

器类之一，也是玦形玉龙中的第一件正

式考古发掘品，对红山文化玉器时代的

最终确定，起到“一锤定音”的作用。红

山玦形玉龙与凌家滩玉龙都是首尾相

接，都为兽面，都雕有牙齿，都有可穿线

系挂的小孔，器型有颇多相似之初，令人

称奇。孟倩介绍，红山文化与凌家滩文

化虽然从地理位置上看相隔遥远，但不

排除在5000多年前，两地上层社会存在

彼此交往和文化交流。除了红山玦形玉

龙外，位于湖北的后石家河文化玉龙与

凌家滩玉龙也极为相似，这进一步证明

了中华文化多元一体基因源远流长。

据安徽商报图据安徽博物院

玉猪、巨型石钺、三角叶形饰……正在安徽博物院新馆展出的“璀璨星光——
凌家滩文化展”中，194件具有重要考古价值的玉器、石器、陶器等展品与观众

见面。作为凌家滩文化的一次重量级大展，本次展览促成了收藏在故宫博物院的27
件凌家滩文物“回乡”团聚，实现了对凌家滩遗址出土文物的首次集中“亮相”。

7家文博机构联手
凌家滩出土文物首次集中亮相

在安徽博物院新馆五楼，194件

精美文物齐聚展厅，星光璀璨，熠熠

生辉，讲述5000多年前凌家滩的动人

故事。

考古泰斗严文明先生曾说：“在

长江中下游，凌家滩是首先走上文明

化道路的先锋队。”1985年被发现的

凌家滩遗址，位于安徽省含山县铜闸

镇凌家滩村，遗址年代距今5800年至

5300年，总面积约140万平方米，是

迄今发现长江下游巢湖流域面积最

大、保存最完整的新石器时代中心聚

落遗址。凌家滩文化与红山文化、良

渚文化并称史前三大玉文化中心。

1998年，凌家滩遗址被列入全国十大

考古发现、2021年被列为全国“百年

百大考古发现”。

凌家滩文化展策展人、安徽博物

院副研究馆员孟倩介绍，凌家滩文化

展命名为“璀璨星光”，取自苏秉琦先

生的中国新石器时代“满天星斗”说，

“凌家滩无疑是深邃暗夜中最为瞩目

的、散发着璀璨光芒的一颗明星。”

为了全景展示凌家滩文化面貌、

凌家滩与其他史前文化互动交流，本

次展览精心遴选故宫博物院、安徽省

文物考古研究所、浙江省文物考古研

究所、辽宁省文物考古研究院、辽宁

省博物馆、南京博物院、安徽博物院7

家文博机构收藏的凌家滩、红山、良

渚、北阴阳营、崧泽、薛家岗出土的具

有重要考古价值与历史意义的玉器、

石器、陶器等展品，共计194件，其中

不少是首次在安徽展出。

“回家”团圆
故宫馆藏凌家滩文物难得一见

记者在展厅现场看到，玉鹰、玉

人、玉猪、玉龟及玉签组合器等珍贵

文物集体亮相，让不少闻讯赶来的观

众惊喜不已。

一进展厅，安徽观众非常熟悉的

大玉石猪被单独安放在展厅一角。

利用玉料自然形态雕刻而成，这件大

玉石猪是目前我国考古发现的时代

最早、形体最大和最重的猪形玉雕。

玻璃展柜里，玉龟及玉签组合器

安静陈列。玉龟形器巴掌大小，中

空，器壁较薄，内外壁光素无纹，旁边

有一枚扁长条形的玉签，顶部中间单

面有一个小孔。孟倩介绍，玉龟形器

出土时位于墓主腰裆部，玉签位于龟

形器内，共计出土3套。“考古专家推

测，可能是墓主人生前挂在腰间非常

珍视之物。玉龟、玉签组合的出现可

能与占卜密切相关。”

大名鼎鼎的凌家滩玉龙也为了

此次展览专程从含山博物馆“赶来”。

孟倩介绍，龙作为中华文明最具象征

性的形象符号，在史前时期多种文化

中均有体现。凌家滩玉龙呈首尾相衔

的环状，龙身近尾部有一钻孔，应是作系

挂或连缀使用。“在中国史前时期不同文

化中，龙的形象不尽相同，但都是多种生

命体的艺术加工，被赋予巨大力量与无

限功能，折射出先民们对龙的崇拜以及

背后的宗教哲学观念、民族心理等。”

远在故宫博物院的27件凌家滩文

物在此次展览中格外引人注目。其中一

件巨型石钺长34厘米、宽23厘米、厚3

厘米，是名副其实的“重量级”，

重达 4.25 公斤。

凌家滩最近考古发现中，一件长38.3

厘米、上宽24.3厘米、下宽28.5厘米的

石钺亮相，被认为是凌家滩目前发现的

体量最大的石钺。而在此之前，故宫博

物院藏的这件巨型石钺则是凌家滩出

土石钺中最大的。

另一件来自故宫博物院的“三角叶

形饰”长10.3厘米、宽6.1厘米、厚3厘

米，两面精磨，一面琢磨叶脉纹，一面平

整光滑。正面以一条竖阴刻线作为叶

茎，两侧有18组对称阴刻线斜向分布，象

征叶脉。有专家认为，“三角叶形饰”的

性质与圭相同，是象征权力的玉礼器。

红山玦形玉龙
辽宁省文物考古研究院藏

巨型石钺
故宫博物院藏

三角叶形饰
故宫博物院藏

立姿玉人
安徽省文物考古研究所藏

玉龙 安徽省文物考古研究所藏

兔形玉梳背
安徽省文物考古研究所藏 玉鹰 安徽省文物考古研究所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