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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近，笔者看到由文化部主管的大型文化类核心期刊
《文化月刊》五月上半月号，里边的一篇文章引起笔者的注
意。标题为《贾湖文化与太昊伏羲文化关联性研究》，作者是
我市的文化学者张杰民。此期用六个页码刊登该文，篇幅最
长，显见编辑对此文的重视。

杰民君作为长期工作在舞阳文化行业的老同志，多年从
事贾湖文化的发掘整理和考据，是贾湖遗址发掘者张居中教
授的编外“弟子”。张居中说：“你们要了解贾湖文化，不用找
我，直接问张杰民就行。”正是由于长期致力于对贾湖文化的
研究，杰民君才发现一个历史、传说中的有趣现象：太昊伏羲
与贾湖的关系。此文正是他在这方面研究成果的集中展示。

我们知道，作为远古文化遗存，贾湖遗址自 1983 年到
2013年，先后经历过八次发掘，出土的骨笛、陶器、碳化的稻
壳、牲畜骨骼、殡葬方式等都震惊中外。专家们通过对贾湖
遗存的研究，得出如下结论：世界上最早的音乐起源地、最早
的稻作农业、最早的酿酒技术、最早的纺织、最早的牲畜养
殖、最早的鱼类养殖、最早的甲骨契刻符号、最早的同群不婚
习俗、最早的原始崇拜等。

这是一个距今7500年到9000年的新石器早期淮河流域
上游的文化遗存。

那是一个年降雨量1200毫米到1400毫米的雨量丰沛的
历史时期，差不多是现代当地降雨量的两倍。

从贾湖遗址往东，大约150公里的淮阳县城有座人文始
祖太昊伏羲陵，传说里边埋葬着太昊伏羲的灵骨。

传说中的太昊伏羲是太古三皇中的天皇，生活在距今约
8000年前，即贾湖文化核心时期。他教民稼穑、结网捕鱼、驯
化牲畜、栽植农作物、制定历法、制作八卦、创制文字、发明音
乐、制定婚姻制度等，是父系制度的开创者，是人类从原始部
族走向文明的领导者。传说中的太昊伏羲生于甘肃天水、葬
于淮阳。

远古的传说大多都有历史的印记，只是缺乏文字的印
证，被后人解读成民间文学作品中的内容。太昊伏羲的故事
见诸文字最早在春秋战国时期。那时候距离贾湖文化时期
已经过去了6000年左右，在当时也已经是“远古的传说”了。

太昊伏羲生前所做的一切与贾湖遗存中呈现出来的文
化现象高度契合，淮阳与贾湖又处于同一纬度线上，同属于
淮河流域，同属于雨量丰沛的地区。假如说太昊伏羲和贾湖
有联系，那么首先要弄清楚他的出生地天水和安葬地淮阳与
贾湖是否有关联。

唐代诗人李白有句诗“君不见，黄河之水天上来”。1200
多年前的李白认为，黄河的水是从天上来的。怎么来的？集
雨成河。在科学知识十分有限的古代，人们认为风雨雷电都
是有各路神明主宰的，神明们都在天上。雨水来自天上，自
然叫天水。由是可知，天水本意就是指的下雨这种自然现
象。至于作为地名的甘肃天水，应该是很后期的事情，而且，
被一部分考古学家作为太昊伏羲出生地证据的天水地区大
地湾遗址，属于新时期中晚期文化，要比传说中的太昊伏羲
生活的年代也就是贾湖文化晚一千多年；“巧合”的是，根据
考古发掘，证明在7500年前，贾湖地区发生过一次千年一遇
的洪水。这在当时的生产力条件下，人们根本无法抗拒，但
当时的贾湖人已经能渔猎，水中逃生完全不必臆测，而贾湖
下游150公里处就是淮阳。洪灾来临，贾湖人在首领的带领
下顺水而下，到达淮阳，落地定居当在情理之中。

太昊伏羲生于雨量充沛的贾湖、葬于下游的淮阳！
郭沫若生前也曾就太昊伏羲的出生地发表观点：山东南

部，或者河南南部的淮水流域。
大胆假设、小心求证。杰民君借鉴了胡适先生的治学方

法。
正是基于这样的思路，杰民君在文中展开了一系列的论

证。最后，作者以一位文化学者的身份，抱着对社会负责的
态度，站在家乡文化建设的角度，提出自己的设想：将贾湖文
化与太昊伏羲文化关联起来，建设太昊伏羲朝圣文化园！

如果说该文还有遗憾的话，笔者看到，作者在论述贾湖
时代同群不婚，即“别婚姻”的时候，说专家通过对尸骨的鉴
定，认为有的女性属于外来族群，而且随葬品中的绿松石在
贾湖周边300公里范围内没有出产。事实上，贾湖往南，400
公里处的十堰就是我国最大的绿松石出产地。这也从另外
一个侧面说明，无论是通婚还是贸易，当时的贾湖人活动范
围已经远远超出我们的想象，其审美观也“潮”得很呢。

贾湖文化研究的
又一积极探索

——读《贾湖文化与太昊伏羲文化关联性研究》
■一人

近年来，对贾湖遗址出土遗物的研
究，一次又一次震惊世界。一支编号为
Ｍ282：20的骨笛，今天依然能吹响现代
乐曲，是世界上最早的七声音阶乐器。
贾湖还是世界上最早的家畜驯养起源地
之一、世界上最早的龟灵崇拜与卜筮起
源地之一，并出现了人类所知最早的甲
骨契刻符号。近年来，贾湖考古又发现
了酒的残留物，这表明，早在 9000 多年
前，贾湖先民就已经掌握了酿酒方法，酿
造了世界上迄今发现的最早的“酒”，成
为世界酿酒历史文化中不可复制的璀璨
瑰宝。

贾湖遗址载入义务教育历史教科书

贾湖遗址位于舞阳县北舞渡镇西南
1公里的贾湖村，核心保护区面积5.5万
平方米，是一处规模较大、保存完整、文
化积淀极为丰厚、距今7500至9000年的
新石器时代重要早期遗存，被评为20世
纪100项中国考古大发现之一，2001年6
月贾湖遗址被国务院公布为第五批全国
重点文物保护单位。贾湖遗址作为中国
新石器时代早期的重要遗址，其丰富的
文化内涵为中国乃至世界音乐起源、稻
作起源、酿酒起源、纺织起源、家畜养殖、
鱼类养殖、甲骨契刻及原始宗教崇拜等
领域的研究提供了珍贵资料。

2004年12月9日，新华社转发了《美
国科学院院报》刊登“中国舞阳贾湖人九
千年前已经开始酿酒”学术文章的消息，
这是中国科技大学张居中教授和美国宾
夕法尼亚大学博物馆分子生物学实验室
主任帕特里克·麦考文博士联合研究的
学术成果，2007 年 10 月初，这一成果在
德国海德堡市举行的一次学术研究会议
上得到了进一步确认。

贾湖遗址的酿酒遗留物将世界造酒
史向前推进了3000多年，传承贾湖古酒
手工酿造技艺对研究中国白酒的酿造历
史、工艺演化以及文化现象等，都具有十
分重要的价值。舞阳县委、县政府高度
重视贾湖古酒传统手工酿造技艺保护工
作。贾湖酒业集团作为此技艺的保护单
位，近年来与国内知名科研单位强强联
手，投入大量资金，用于此项技艺的保护
和发扬。一是建造贾湖酒文化园，通过
多种形式展示贾湖酒文化的丰富内涵；
二是由技艺传承人王永亮选拔并培养优
秀酿酒人才，将贾湖传统手工酿酒技艺
发扬光大。通过几代传人的不懈努力与
探索实践，贾湖古酒手工酿造技艺已经
从一个纯粹的技法升华为一个创造性的
文化表现，在中国白酒领域彰显出独特
的文化价值，对推动白酒传统酿造技艺
发展有着非凡的意义。

近几年来，国家有关部门对贾湖遗

址的重大发现越来越重视，先后批复建
设了贾湖遗址保护展示工程和贾湖遗址
环境整治工程，贾湖遗址先后入选了河
南省委、省政府印发的《华夏历史文明传
承创新区建设方案》和国家文物《“十三
五”期间重要大遗址名录》。2016 年 7
月，贾湖遗址正式载入教育部审定组织
编写、人民教育出版社出版的义务教科
书《中国历史》（七年级上册），这是贾湖
遗址有关重大考古学术发现在普及教育
方面的取得的重大突破。

贾湖遗址埋藏多个世界之最

贾湖遗址发现的契刻符号，距今已
有8000多年的历史，将世界文字史向前
推进了4000多年；出土的国宝七音骨笛
将世界音乐文化史向前推进了 3000 多
年；发掘出的碳化稻米及石磨盘、磨棒、
石铲等实物，表明8000年前这里已最早
有了人工栽培水稻。而过去一直被人们
盛传黄帝时期嫘祖发明了丝绸纺织技
术，2016年12月中国科技大学教授龚德
才的研究团队在国际期刊《Plos One》发
表了《8500年前丝织品的分子生物学证
据》，证明最早的丝绸纺织技术也起源于
贾湖遗址。

文化学者张杰民在全国文化类核心
期刊《文化月刊》5 月上半月号《贾湖文
化与太昊伏羲文化关联性研究》一文中
对贾湖遗址及贾湖文化的意义、太昊伏
羲是被圣化的民族符号、太昊伏羲文化

和贾湖文化的契合关系、贾湖遗址的其
他文化现象和伏羲文化的密切关系、贾
湖文化和太昊伏羲文化的地域关系进行
了全方面解读。他认为，贾湖文化基本
完整地涵盖了距今8000年左右“太昊伏
羲”时期的各种文化现象，无论从时间、
空间、规模和影响等方面都是空前的。
因此，贾湖遗址可以说是“太昊伏羲”时
代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长期强大稳
定的社会基础和比较富足的生活环境，
以及相对明确具体的社会化分工才有可
能孕育出璀璨的贾湖文化，可以确认贾
湖遗址是中华民族历史上“太昊伏羲”时
代最重要的中心部落（聚落）遗址，这对
中华民族历史文化传承和发展具有重大
而深远的意义。

“贾湖古酒的发现，也使我们进一步
认识到了远古时期太昊伏羲时代的伟大
所在。”张杰民提出，优秀文化作为一种
精神力量，能够在人们认识世界、改造世
界的过程中转化为强大的力量，对社会
发展产生深刻的影响。这种影响，不仅
表现在个人的成长历程、地域文化的弘
扬和传承中，更表现在民族的历史文化
发展之中。“期盼更多的贾湖文化研究成
果早日写入教科书，让我们的子孙后代
为伟大的中华民族远古文明而自豪；也
期待舞阳贾湖遗址全国青少年爱国主义
教育基地的建设，贾湖古酒、贾湖乐器等
相关文化产业的发展，太昊伏羲朝圣文
化园的建设，以及贾湖遗址所在地、具备
中国历史文化名镇各种要素的北舞渡镇

等当地丰富的旅游资源能够早日科学、
规范、系统化的开发利用。”他坚信内涵
丰富、博大精深的贾湖文化一定会在中
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潮流中像一颗灿
烂明珠绽放光芒。

河南省长称赞“贾湖酒很有特色”

7月11日上午，中共河南省委副书
记、省长陈润儿在漯河调研期间，专程来
到漯河市电商产业园特色品牌展厅，贾
湖酒业集团推出的“中原味道”系列产品
引起了陈省长浓厚的兴趣，称赞“贾湖酒
很有特色”。

在贾湖酒业公司产品馆，随行的漯
河市有关负责人向陈润儿省长介绍说，
这是当地唯一的白酒骨干企业——贾湖
酒业集团。酒厂就建在舞阳县北舞渡镇
贾湖村贾湖遗址附近。贾湖酒业集团在
酿造工艺方面，继承了传统的手工酿造
技艺，严把品质关，经万吨恒温酒窖贮藏
成就酒中珍品。目前贾湖酒业公司一年
有超过万千升的产量，共推出贾湖原香
型、富平春、中原味道三大系列 30 多款
产品。其中“中原味道”系列分为河南
话、农民画、豫剧、武术、胡辣汤、贾湖酒
六种文化产品，品牌特色鲜明。

陈润儿省长对贾湖酒业品牌特色文
化及酿酒工艺给予了充分肯定，称赞贾
湖酒很有特色，鼓励贾湖酒业把“中原味
道”、贾湖、华贵等打造成豫酒的靓丽名
片。

地下酒库。 贾湖美酒银行。

贾湖酒文化馆。

■本报记者 董文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