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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什么要把玉藏在墙里？

然而事实不容置疑。考古人
员在石峁外瓮城的墙体里发掘出
了平行“插”在石头缝中间的玉
铲，它和两侧石壁之间都有草拌
泥填充，也就是说，这件玉器是在
外瓮墙的修建过程当中，有意压
在墙体里面的。而且这块玉铲不
是孤例，在后续的考古发掘中，大
量从城墙中发现的玉器也证实了
这一点。

考古学家将这一现象命名为
“藏玉于墙”。在新开放的石峁国家
考古遗址公园里，你可亲眼目睹这
一现象，石峁博物馆内也有专门板
块介绍石峁文化里的这一现象。

在专家们眼里，“藏玉于墙”
这一现象是极其特殊的。

首先，石峁的用玉观念和做
法与其他地区大为不同。由于优
质玉料的稀有性，玉器在古代一直
是顶级奢侈品。譬如说在比石峁更
早的良渚文化中，玉器是占有独特
和突出的历史地位的，集神权、王
权、兵权于一体。良渚先民围绕对
神的崇拜，设计出了以琮、璧、钺为
中心，用以区别阶层、标识身份、反
映等级的玉礼器系统。

如此对比，石峁在城墙中穿
插玉器是十分罕见的。玉多见于
祭祀与高等级贵族墓葬中，后代
很多普通人的墓中都不一定会发
现玉器，而4000年前的石峁人竟
将其大量应用于城建之中。

其次，石峁人会反复改制玉
器。从石峁墙体发掘内的玉器中，
考古人员还发现改制玉器在这里
是一个普遍现象，这导致石峁玉
器体系样式复杂。比较典型的例
子是陕西历史博物馆收藏的一件
玉铲，该玉铲体为扁平长条形,两
边有多处阴刻线,与良渚文化的
多节型玉琮十分相似，明显是从
玉琮改制而来。

玉琮是史前环太湖地区良渚
文化的典型器物,被良渚人视为信
仰，用来敬天礼地——— 如此重器在
石峁竟被切成了薄片。石峁人只取
用玉琮外侧，将内侧弧形部分去
掉，将其改成片状，将其压入墙中。

如果这些被改造的玉琮真的
是良渚来的，那就非常有意思了。

玉琮在良渚文化中心区之外的地
点也多有出土，但在石峁发现的玉
琮却屈指可数。良渚文化与石峁文
化这两种文明是此消彼长的关系，
石峁人这样做，到底是在暴力毁坏
他族信仰，还是仅仅出于对片状玉
器的偏爱呢？

第三，这些玉的来源与加工工
艺也颇为引人注意。现今石峁考古
发掘的区域只是整个石峁城的冰
山一角，就已经出土了上千件玉
器，可想而知，石峁整座城池建设
时所需要的玉材数量非同一般。要
知道，批量产出玉石，要么是就地
取材，要么是外地输入。但目前为
止尚未发现陕北本地有玉矿资源。

如果是外地输入，奢侈品生
产、物资开采、贸易、运输、加工等
一系列事项，放在史前时期会是
一个巨大的工程。“藏玉于墙”的
背后不仅表明石峁王国的雄厚实
力，还暗示着史前文化交流网络
的频繁与通畅。

除此之外，石峁遗址玉器的
加工工艺也远超现代人想象。重

新切割的玉器最薄处仅0 . 03厘
米，从横切面上来看，推测古人采
用了片切割技术，这种工艺即使现
在仍然费时费力。石峁许多大型器
物的器体也很薄，既与玉料的缺乏
有关，也与当时先进的玉器加工技
术密切相连，只可惜石峁遗址考
古暂未发现玉器加工工具。

玉门瑶台、圣物堆砌？

“藏玉于墙”这一现象令人费
解，石峁人这么做到底有何深意
呢？

说到此，那就必须提到石峁
王国的另外两大特色：一是城墙
上颇具辨识度的大型石雕，二是
在墙根和城门下发现人头奠基。
这三种情况放在一起，再加上层
层拱卫、高不可攀的王城格局，表
达了石峁人对他们的城墙有着一
种精神期许。

一些中国古代部族将玉石作
为圣物来崇拜，石峁人可能也是其
中之一。在中国古代神话中，“瑶台”

是神仙居所，而“玉门”是神仙出入
的大门，都是用美玉建造而成。

史书《竹本纪年》中记载，夏
朝最后一个统治者夏桀曾仿照神
仙待遇“筑倾宫、饰瑶台、作琼室、
立玉门”，而现实世界里所谓的玉
质建筑，并非能够完全由玉料所
砌，而是只能如石峁这样将玉质
器物砌入建筑物之内，以期望辟
邪御敌。

除了玉片之外，石峁城墙的
墙体里还有大量的碎羊骨，它们
又会不会只是保护城墙的巫术载
体？我们不得而知，更进一步的结
论需要更多的证物来支持。

另一种可能性则是受北方游
牧民族文化影响，后者有将小部
落的圣物砌入城墙之内，作为精
神寄托的习惯。

有学者对石峁城址外城东门
址祭祀坑和后阳湾地点104具出
土头骨进行了体质人类学分析，
外城东门址祭祀坑中头骨多属壮
年，种族特征与内蒙古长城一带
的土著居民具有高度的一致性。

这些头骨上的创伤表明石峁人群
与该地带人群可能为争夺资源而
战争频繁，而这只是窥探石峁王
国被“群狼环伺”的一扇小小窗
口，石峁或许就是在频繁的战争
中完成了文化的交流与融合。

源远流长的玉文化

中华玉文化源远流长，石峁
文化占有独特的历史地位。我们
不能用今天“玉石翡翠”的观念看
待史前时代的玉器。那个时期，玉
器是中华精神文明甚至制度文明
的物质载体和符号象征，发挥着美
化身体、沟通天地、建构秩序、祭祀
人神、象征权力、昭示地位、代表财
富、蕴含思想等多方面作用。

“夫玉亦神物也，又遇圣主使
然”，其大意是说，被视作神物的
玉，又被黄帝这样的神圣之人使
用，以此展现统治力。在良渚文化
时，玉是反映神权、王权和兵权的
象征物，并且这种含义长远广泛
流传；在石峁文化中，“藏玉于墙”
给玉增添了精神屏障或者其他更
不一样的文化内涵；在后世中，玉
又走下神坛、走出王室，进入百姓
家中，成为中国人的精神标识。

在考古人的不断努力下，玉
所代表的意义也呈现出越来越鲜
活的真实面貌。正如我国著名社
会学家费孝通所言：我们的考古
学界正在以玉器的研究作为切入
点，从更深刻的层面上阐述玉器
在中国文化中所包含的意义，把
考古学的研究同精神文明的研究
深刻结合起来。

据“科普中国”公众号

这座中国古城竟然用玉砌墙？
四千年前的石峁遗址仍有许多未解之谜

在黄河一级支流秃尾河北岸的黄土梁峁（mǎo）上，陕西省神木市高家堡镇，矗立着一座距今4000
年左右，规模宏大的石头城——— 石峁。

在石峁正式考古发掘之前，当地一直流传着一种说法：石峁的玉器是夹在城墙墙缝里的。很多只见
过石峁出土的玉器的人持怀疑态度，因为那里的玉器薄的只有一两毫米，将这么薄的玉夹在墙里，不会
被压碎吗？

石峁博物馆外景

石峁外城城墙被雨水冲刷之后暴露了一件品相非常完整的玉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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