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46 47

学史·文化

河南省古代文化与矿业开发之
新石器时代

文图 / 张  宇

旧石器时代经过 200 万 ~ 300 万年的缓慢发

展，到大约 1 万年前，开始进入一个新的历史时

期——新石器时代，并一直持续到 3 500 年前，地

质时代上已经跨入全新世。新石器时代可大致与

中国古代史知识体系中的三皇五帝时期部分对应，

三皇是指燧人、伏羲、神农，五帝是指黄帝、颛

顼、帝喾、尧、舜（[ 西汉 ] 司马迁《史记》）。

虽然三皇五帝并没有出土文物支撑，被认为是神

话故事，但其年代框架在历史长河中已基本定位，

“一部河南史，半部中国史”。河南省在中国古代历史中占据了非常重要的地位，

本系列文章以矿业发展为线索，回顾河南省古代文明的发展，从矿产地质的角度阐述

深厚的古代中原文化。承接上篇旧石器时代，本文聚焦中原文化最神秘的新石器时代，

                 通过对主要考古文化出土文物的总结，了解新石器时期古人对矿产资

                       源的开发利用情况，反映古代矿业文化。

作者简介   张宇，博士，高级工程师，从事

矿产地质勘查与综合研究工作，《中国矿产

地质志·河南卷·贵金属 - 三稀矿产》《河

南省矿产地质——中国矿产地质志·河南

卷·普及本》主编。

可与考古学进行对应。燧人、伏羲代表旧石器时代，

对应人类刚开始使用工具、利用自然的最初阶段；神

农代表新石器时代早期、中期，已经有初级的农业诞

生，如贾湖文化；黄帝、颛顼、帝喾已进入仰韶文化，

尧、舜最晚，相当于龙山文化，已属于中国氏族社会

末期，即将迈入文明的门槛。在丰富多彩的神话故事

背后，是新石器时代古人利用自然和改造自然的决心

和智慧，在这个时代里，原始人类在石料的采集、利

用和加工技术方面都有了很大进步，已经能够制造出

形制准确合用且有锋利刀口的磨制石器，与旧石器时

代的打制石器形成鲜明对比。不仅如此，还能利用黏

土来烧制各种实用的陶器，从而创造了我国丰富多彩

的彩陶文化（王根元等，2011）。

河南省发现的新石器时代原始聚落遗址有数百

处，其中仅新郑市就有 146 处。中原地区新石器时代

古人首先经历了李家沟文化，从旧石器时代过渡到新

石器时代，又从裴李岗文化、仰韶文化到中原龙山文

化，经历了从农业起源到确立以农为本、手工业独立并分化

出专门的手工业作坊，由此带来了由平等社会逐渐向社会阶

层分化的改变，这些是最初文明产生的社会基础。围绕中心

聚落产生的多层级聚落结构，具有都邑性质的大聚落、大城

址的出现，到最后城邦林立态势的形成，是中原地区文明起

源的历史进程。在这一过程中，仰韶文化庙底沟期所形成的

早期中国文化圈结构，奠定了整个先秦时期中原王朝对外辐

射的总体面貌。距今五千多年的具有都邑性质的双槐树遗址，

被称为“河洛古国”，实证了中华五千年文明史。

在此期间，矿业也相对于旧石器时代有了明显的进步，

黏土矿、赤铁矿、锰矿、石灰岩、瓷土矿、铜矿、绿松石、

独山玉开始得到开发利用。

李家沟文化

李家沟遗址位于河南省新密市岳村镇岗坡村李家沟自然

村西约 200 米处，椿板河（溱水河上游）东岸。2009 年 8 月

至 10 月，北京大学考古

文博学院与郑州市文物

考古研究院联合考古队

对该遗址分南、北两区进

行了抢救性发掘。2010

年，联合考古队对南、

北两区再次进行了系统

发掘，发掘面积约 85 平

方米。遗址内出土了石

片、细石器、早期陶器、

石磨盘和人工搬运石块

等重要遗存。石器原料

主要是石英、燧石和石

英砂岩，石片石器均是

锤击或砸击技术的产品，

反映旧石器时代晚期的

特征；细石器的剥片痕

迹则十分规整，反映出

高超成熟的技术特点。

李家沟遗址还出现与典

型的细石器组合共存的陶片以及磨刃石

锛。陶器与磨制石器是新石器时代的典

型文化特征。在中原地区距今 1 万年以前

的新石器文化遗存中，发现有陶片以及局

部磨制石器的新情况，清楚地说明本地区

新石器文化的发生并非偶然，而是根植于

旧石器时代晚期的新石器文化（王幼平等，

2013），李家沟文化反映的是旧石器时代

向新石器时代过渡的阶段。

遗址出土的所有陶片均为夹砂陶，掺

杂有大小不等的石英、云母、长石、方

解石、灰岩块，等等。不同陶片成分不

同，反映其制陶原料为就地取土，未进

行进一步的原料筛选。由于陶土所含矿

物质的不同，陶片较厚，且烧制时火候

不均，陶片的外壁、内壁和陶胎的颜色

> 中原地区石器时代简表及其与三皇五帝古代史知识体系对应关系

http://www.mafengwo.cn/travel-scenic-spot/mafengwo/21536.html


48 49

学史·文化

都不尽相同，有褐色、红褐色、

黄褐色、灰褐色、灰白色、橘

红色、灰黑色，等等（王幼平等，

2018）。虽然这一时期制陶工

业较为原始，但这是人类利用

热化学变化制造器物的尝试，

它使原始人的饮、食、居住条

件发生了较大的变化，大大提

高了原始人的生活质量。这是

制陶的起始阶段，也是对黏土

矿利用的起始阶段。

裴李岗文化

裴李岗文化是指分布于黄

河中游的一种新石器时代文化，

是中原地区最早发现的新石器

时代文化之一，因最初在河南

新郑裴李岗村发掘并认定而得

名，也包括其南侧同时期著名

的贾湖文化。裴李岗文化是仰

韶文化的源头之一，它的分布

范围以新郑为中心，东至河南

东部，西至河南西部，南至大

别山，北至太行山。笔者综合

前人对遗址内木炭、人骨、草

木灰等样品的 14C 测定的年代结

果（蔡金英，2020），推断裴

李岗文化年代约为距今 8 670 年

至 7 200 年之间，为新石器时代

早期的文化。

约 7 000 年前，先民们已经

离开洞穴，从山林走向河谷和平

原，建造房屋，改迁徙无常的生

活为定居生活，形成了稳定聚落。

从裴李岗遗址中发现的房基、陶

窑、氏族公共墓地等，可充分证

明这一点。这一时期的主要经济

活动以农业为主，生产工具是先

打制后磨制的石器，刃部已相当

锋利。裴李岗遗址的发现填补了

我国仰韶文化以前新石器时代早

期的一段历史空白。

裴李岗遗存中发现的石器基

本上都是磨制的，通体磨制精细

的并不多，大部分石器是在表面

石饰品、绿松石石坠等各式绿松石制品，尤以贾湖遗址出土为多；其

他还有少量的玉质、水晶、萤石饰品和石制饰品。贾湖遗址中出土的

绿松石是中国古代历史中第一次大规模出现绿松石，表明在距今大约

7 000 年前，中原地区的古人就开始从事宝玉石矿床开采工作，比二里

头文化早了约 5 000 年。

仰韶文化

1921 年，瑞典地质学家安特生在河南省渑池县仰韶村采集石器

时，意外发现了陶器碎片，距今 7 000 年到 5 000 年的中国新石器

时代仰韶文化就此呈现于世人

面前。仰韶文化是中国近现代

考古学史上出现的第一个考古

学文化名称，中国现代考古学

发轫于斯。仰韶文化主要分布

于黄河中下游一带，河南地区

属仰韶文化的中心区域。仰韶

文化处于平等社会向阶层分化

转变的重要时期，中心聚落、

> 裴李岗时期用玉组合 ( 曹芳芳，2021)

> 新郑裴李岗遗址Ⅱ区 M1 出土的石器和陶器 ( 李永强等，2020)

> 新石器时代李家沟遗址出土的石器、陶片（王幼平等，2016，2018）

细石核

石英 燧石燧石

陶片

磨忍石锛

陶罐
陶壶

三足陶钵

陶鼎
陶钵

石磨棒

玉璜

萤石饰品

绿松石饰品

萤石串饰

上略加打磨。石磨盘、磨棒则是

琢磨兼用。石斧、石镰等多以辉

绿岩为主，小型石器还有大理石

等其他石质，石铲则以含云母较

多的片岩等为主，刀多采用石英

砂岩为原料制成。陶器则以细泥

红陶和夹砂粗红陶为主，均为手

制，烧成温度较低，多素面，有

少量磨光或饰以篦点纹。典型的

器形是三足钵和半月形双耳壶。

陶质根据原料成分不同可分为夹

砂夹云母陶和泥质陶两大类，

泥质陶胎稍厚者，胎心多为灰

色，外部则为黄色或红色，外皮

有陶衣，经打磨显深红色，但极

易脱落。夹砂陶一般都夹云母，

有的所夹云母片还较大、数量多

而密集。夹砂陶多呈褐色，部分

内壁全黑色，可能经过专门渗炭

处理。总体陶色较为单纯，少见

颜色混杂的现象，说明对陶窑的

封闭及温度有了相当的控制，并

非简单的地面堆烧（李永强等，

2020）。

除了生产生活工具以外，裴

李岗文化遗址内还出土了大量艺

术、精神信仰方面的器物，如贾

湖遗址出土的骨笛、内装小石子

的龟甲、绿松石瞑目、绿松石石

坠等，反映出当时人们以艺术的

形式表达对神灵的原始崇拜。大

量的器物上还出现了类似殷墟甲

骨文的契刻符号，具备一定的记

事功能，是人类抽象思维发展的

体现。裴李岗时期的玉器已初具

规模，主要有绿松石石珠、绿松

https://baike.baidu.com/item/%E6%96%B0%E7%9F%B3%E5%99%A8%E6%97%B6%E4%BB%A3%E6%96%87%E5%8C%96/5129347
https://baike.baidu.com/item/%E4%BB%B0%E9%9F%B6%E6%96%87%E5%8C%96/247937
https://baike.baidu.com/item/%E4%BB%B0%E9%9F%B6%E6%96%87%E5%8C%96/247937
https://baike.baidu.com/item/%E6%96%B0%E9%83%91/363391
https://baike.baidu.com/item/%E4%BB%B0%E9%9F%B6%E6%96%87%E5%8C%96/247937
https://baike.baidu.com/item/%E6%96%B0%E7%9F%B3%E5%99%A8%E6%97%B6%E4%BB%A3/21432
http://www.mafengwo.cn/travel-scenic-spot/mafengwo/12967.html
https://baike.baidu.com/item/%E7%BA%A2%E9%99%B6/6963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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围绕中心聚落分布的多层级聚落形态，以及作为

中心要邑的最早版筑城址的出现，标志着社会组

织结构的巨变，农耕文明在这一时期始终扮演重

要角色，不同地域的原始宗教和精神信仰也成为

新石器时代特殊面貌。

在仰韶文化时期，黄河流域的居民主要从事农

业生产。劳动工具虽然还是石器，但已从过去打制

的粗糙石器变为以磨制为主的较精致石器。当时农

作物以粟为主，并开始种植稻谷和麻，蔬菜栽培也

已开始。家畜饲养和原始手工业有较大发展，特别

是制陶技术已相当发达。

仰韶文化时期的陶器，以氧化焰烧制的红陶为

主，还原焰烧制的灰陶、黑陶次之。这时烧陶器用

的黏土是经过选择的具有一定塑性的黏土。手制的

陶坯表面经慢轮修整，用黑、红、褐、白等色的矿

物颜料在陶器上绘制鸟兽鱼虫、花草树木、日月星

辰和几何图案，等等。以绘画形式表达中原先民的

思想观念和审美情趣，以及对自然万物的认知。所

以，仰韶文化又叫“彩陶文化”。赵灵委等（2018）

利用 X 射线荧光和拉曼激光光谱分析技术对河南

省三门峡市陕县庙底沟遗址出土的彩陶进行研究，

获得彩绘的黑色颜料是赤铁矿和黑锰矿，还掺有石

墨颗粒，同时检测到部分彩绘区还掺有少量的硬石

膏，导致彩陶的黑彩颜色变浅，说明仰韶文化时期

已经开始对赤铁矿、锰矿，甚至石墨矿和石膏矿进

行了开采，并且能够熟练利用矿物的颜色进行颜料

搭配。

除发达的制陶技术外，仰韶文化时期对玉矿的

开采和利用已经初见规模，《越绝书·越绝外传记

宝剑》中也记载有“黄帝之时，以玉为兵”的传说。

在大量新石器时代仰韶文化遗址中都出土了数量不

等的玉器。例如，灵宝西坡遗址中发现了玉钺和玉

环，多数以蛇纹石质玉为主，呈墨绿色、灰白色，

主要成分为蛇纹石，个别为汉白玉，呈白色，主要

成分为方解石。南阳黄山遗址则出土了大量磨制玉

器，器型包括斧、铲、楔、锛、镰、刀、镞，以玉

铲居多，原料均来自遗址西南约 2.5 千米处的独山

玉矿，其颜色一般属于独山玉中的杂独玉，由墨绿、

黑绿、灰绿、淡绿等某一颜色与水白、乌白、乳白、

米白等某一颜色组成云团状或斑点状花斑玉。单一

色调的玉制品，如白独玉、绿独玉、青独玉、褐独玉、

黄独玉则较为少见，而独山玉中的黑独玉（包括墨

黑、墨绿、黑绿、灰绿斑玉）占有一定比例（江富建等，2008）。

1959 年 1 月，原河南省文化局文物工作队为配合焦枝铁路建

设，在南阳黄山遗址西南部和北部进行了第一次发掘，出土 5 件石

器，经鉴定均为独山玉制品，其中一件玉铲被称为“中华第一铲”。

2018 年 5 月开始，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院联合当地对黄山遗址进行

第二次考古发掘，发现 10 座仰韶文化晚期的大型玉石器生产作坊，

将其认定为大型玉石器生产“基地”。出土了全套玉石加工器具，

包括不同大小的钻头、刻刀和石锉等，以及玉石料残次品、陶器、

骨器等遗物。从目前的考古发

现来看，该玉石器生产“基地”

产品以斧、锛、凿、刀等玉石

器为大宗，还有一定数量的礼

器性质的玉钺、玉琮和较多的

璜、环、耳珰、珠等玉器。此

次考古发现填补了中原和长江

中游地区新石器时代玉器作坊

遗存的空白。2022 年

3 月 21 日，河南南阳

黄山遗址入选“2021

年度全国十大考古新

发现”。

河南龙山文化

龙山文化存在的

证据，最初是吴金鼎

于 1928 年春在山东章

丘龙山镇城子涯发现

的，在裸露的文化层内

发掘出大量共存的薄而

黑又有光泽的陶片、石

器和骨器，这批遗存被

送往当时的中央研究院

历史语言研究所考古组

之后，受到了主任李济

的重视，并于 1930 年

和 1931 年先后进行了

两次发掘，证明这批遗

存完全不同于当时已知

的以红陶、彩陶为特色

的仰韶文化，从而提出

了“龙山文化”的命名

（黎家芳等，1979）。

1931 年，梁思永在河

南安阳后冈的发掘，从
> 河南仰韶文化遗址出土的石器、陶器

（石耘，2021；李锋等，2021；靳松安，2010）

> 灵宝西坡遗址和南阳黄山遗址出土的玉器

（马萧林等，2008）

灵宝西坡遗址玉钺

黄山遗址玉璜

蛇纹质玉 汉白玉

石镰 石纺轮

彩陶钵

陶釜形鼎 陶罐形鼎 陶罐

石斧
石镞 石磨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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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河南龙山文化遗址出土的陶器和铜渣（河南省博物院，2020）

灰陶盉 白陶

红陶

灰陶斝

红陶

灰陶执 杯

铜渣（淮阳平粮台出土）

网纹细柄黑陶豆

黑陶高足豆

黑陶
编条纹黑陶甑

陶排水管——最早的城市排水设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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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史·文化

> 南阳黄山遗址玉器生产作坊和制玉工具

（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院，2019）

地层上证明了龙山文化晚于仰韶文化，早于二里头

文化。1932—1936 年又在河南、山东、安徽、浙江

等地，陆续发现了龙山文化遗址 70 多处，并根据

各地遗址之间的差异，分为三区：山东沿海区、豫

北区和杭州湾区（梁思永，1954）。新中国成立后

的最初 10 年，考古工作者配合经济建设做了大量

工作，在山东、河南、陕西、江苏、河北、山西等

地，普遍发现了以灰黑陶为主要特征的、晚于仰韶

文化而早于商文化的遗存，它们统统被称为“龙山

文化”，从而使龙山文化的概念模糊起来（黎家芳

等，1979）。我们现在所说的龙山文化，实际上是

一个非常庞杂的复合体，其中包含着许多具有自己

的特征、文化传统和分布领域的考古学文化，如以

省份开头进行命名，包括“山东龙山文化”“河南

龙山文化”“河北龙山文化”“湖北龙山文化”和“陕

西龙山文化”，等等。我们这里使用的“河南龙山

文化”是指分布于中原地区、继仰韶文化之后在黄

河中游发展起来的一种新石器晚期文化，与沿海地

区的龙山文化有明显区别。河南龙山文化的时代约

为距今 5 000 年至 4 000 年前，其内又进一步划分

为龙山早期（距今 5 000 年 ~  4 500 年前）和龙山

晚期（距今 4 500 年  ~  4 000 年前），其代表文化

分别为庙底沟第二期文化和后冈第二期文化。龙山

文化时期，农业、饲养业和手工业取得了长足发展，

各部落间的战争、结盟、服属、竞争变得激烈，社

会分化加剧。酒器明显增加、房屋奠基出现祭祀

现象，证明当时礼制文化已经发展到一定高度。

筑城、冶铜和凿井技术的出现，大量石制农耕工

具和轮制灰陶器的使用，特别是龙山城垣内密布

的房址、窖穴、陶窑、灰坑、水井、墓葬遗存，

表明人类社会已经出现了新的社会形态，国家已

现雏形。而且青铜器的出现，是国家形态进入更

加高级的历史发展阶段的一个标志。

龙山文化的陶器以砂质灰黑陶和泥质灰黑陶为

主，黑陶、棕陶与红陶次之。这一时期陶器总

体特征是多漆黑而有光泽的陶器，所以龙山文

化又称“黑陶文化”。黑陶在制造方法上有明

显进步，其标志是以轮制为主。所取陶土经过

精细的淘洗，未加强锻料（砂砾）。这种陶器

不施彩绘，颜色纯黑，较为美观。在较晚期的

遗址中还出土有白陶、印纹硬陶与原始瓷器，

这都是以瓷土为原料烧制而成的。在河南龙山

文化遗址和偃师二里头商代早期遗址中，都发

现过绿釉和原始瓷片，说明在距今 4 000 多年

前已经开始利用瓷土了。

龙山文化中晚期，用石灰岩烧制白灰开始得

到广泛应用。从豫西陕县庙底沟、洛阳王湾、豫

北汤阴白营、辉县丰城、长垣苏坟到豫东永城王

油坊等大量遗址中，都发现房基地坪涂有白灰面，

建筑周壁也有涂白灰面的。石灰岩的开发利用进

一步提高了人们居住质量。白灰已经成为其后历

代建筑的必用物品。

在龙山文化中晚期发明了冶铜技术，使我国

迈入铜石并用时代。在郑州市牛砦村（今郑州

市国棉三厂所在地）出土有熔化青铜的残炉壁；

汝州煤山遗址的灰坑内出土有泥质的炼铜炉炉

底残块，炉壁内面有 6 层铜液凝固层，说明此

炉已经经过 6 次停炉维修继续冶炼。这种多次

重复使用，说明已摆脱最初一炉炼一次的原始

状态（李京华，1983）。登封王城岗龙山文化

遗址的灰坑中出土一件青铜残片，略呈圆弧状，

下部有转折，可能是铜鬶的腹底部残片（李先登，

1984）；淮阳平粮台龙山文化遗址发现铜渣一块，

呈铜绿色。对同期出土标本的 14C 测年结果显示

其时代均属龙山文化中晚期，比偃师二里头文

化明显要早，表明在龙山文化中晚期已经开始

开发利用铜矿了。《史记·封禅书》中也有采

铜的记载：“黄帝采首山铜，铸鼎于荆山下”（荆

山即灵宝阳平），“黄帝作宝鼎三，象天地人”。

由此可知，新石器时代晚期已经用青铜器铸造

大型礼器了，可见青铜的生产规模在那时已经

相当大了。

中 原 地 区 新 石 器 时 代 在 约 6 000 年的时间

长河里，历经李家沟文化、裴李岗文化（贾湖文化）、

仰韶文化和龙山文化，从“以石为兵”的旧石器时

代演化到“以玉为兵”的新石器时代，并且已经做

好了向“以铜为兵”的青铜时代过渡的技术储备。

通过考古工作的发现，新石器时期的先民在石器、

陶器的制作方面已经较为成熟，尤其是在陶器方面，

可以选用不同原料来制作不同性质的器物，如彩陶、

红陶、黑陶等，反映了古人对于自然的认识进一步

提升。对于玉器的开采和使用，更能反映技术和文

化的飞跃式提升，而铜矿的开采和冶炼，更说明了

新石器时代晚期先民已有足够的智慧，可以利用自

然并改造自然。这些通过考古工作证实的史实，在

“三皇五帝”的传说中也有相应体现，如“燧人取

火”“女娲炼石补天”“神农尝百草”“大禹治水”

等，科学和神话共同反映了中原文化这一段精彩的

历史。

本文由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面上项目“黄淮西部

贾湖—裴李岗文化绿松石制品产源研究（编号：

D0209）”和中国地质调查局“中国矿产地质志（编号：

DD20221695、DD20190379、DD20160346）”项目联

合资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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