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冬日斷想
楊曉昌

 
今晚的月光
最最悠長
歲月的篝火
燃燒著
曾經的過往
 
那跳躍的青春蕩漾
那閃爍的奮鬥榮光
見證過孜孜追求
經歷過飽經風霜
 
冬日將至
雖然有嚴寒和凍傷
但依然有溫暖和陽光
溫熱陳年的老酒
把團圓的餃兒品嚐
邁著堅實的鏗鏘
懷揣熱情和奔放
致遠四方
一路向陽

尋夢錢江源
徐仁河

十八畝段是一個地名，被人稱之為

「德興的墨脫」，大意是藏於深山，交通

不便之地。頭天，文干兄打電話給我說，

明天去爬十八畝段不？

我心下是拒絕的，但迫於顏面應承了

下來。因為我知道爬山對我而言，的確是

一件很為艱難的事情。

早上八點多鐘，文干開車來接我。

上車之前，我打了個電話給蔣節明，我知

道他對十八畝段很熟悉，且有些情結。就

是他當初和幾個小夥伴動議要開發十八畝

段，志氣滿滿要將其打造成旅遊勝地。可

是蔣今天抽不出時間，而後我問他上山線

路是怎樣的？他說從占才爬山去要三四個

小時，從開化毛坦那邊上山只要半個小

時。聽到這話，我心裡似乎有了些底氣，

於是二人驅車前往毛坦。

大概車子開了四十多分鐘，過了占

才就到了浙江開化地界。由於路況不熟，

一路走一路問，說是走古田山到洪坑就可

以。

說真，這一路景色優美，尤其是古田

山一帶，不愧為「錢江源」，溪流深澗在

公路一側蜿蜒，另一側是蔥蔥山嶺，初冬

季節，山上黃葉披覆，如夢如幻，高大的

水杉、銀杏、火楓、烏桕，到處可見，俱

是如金似銀、如火如煙，將那香樟翠柏在

氣勢上狠狠拿捏。

到了洪坑村口，看到一棵杉樹上綴滿

相思之豆，不禁怪問這是什麼樹？文干見

識頗多，告訴我說這是紅豆杉，果子很紅

也可以吃。我摘下一粒，放嘴裡品了品，

入口有點微甜，但之後就有一股濃烈的怪

味，於是不得不吐將出來。

十八畝段的入口就在村中間的民舍後

面，很不起眼，一不小心就會錯過。山路

崎嶇，多是那石頭壘就的尺把寬的羊場小

道。隨著山勢忽隱忽現在山壟間。初不覺

得累，兩人邊攀邊走，一路看山玩水甚是

愜意。中途，還碰到一男一女兩個背包客

從山上走下來，我們問他們是從十八畝段

來嗎？他們說是。問他們是不是遊客，他

們說是山上的山民，下山來採購物品的。

大概走了二十餘分鐘，我漸漸有些

吃不消了，周文干比我體力強些。於是陪

著我在山道上走一段休息四五分鐘。越接

近山頂越難爬，感覺呼吸困難，腦瓜子有

些嗡嗡作響。半個小時後，我們好不容易

到了山頂，在一個涼亭坐下休息。我想著

十八畝段就該到了，於是起身再走，果然

路隨山走，降 級而下，行不數里，幾處土

屋老宅就豁然眼前。

而後「敲門試問野人家」，疏疏落

落十餘戶人家皆隱匿在半山腰間，大多數

都是關門落鎖，只有一戶門口有一位八十

餘歲的老爺子在孵日頭。問他哪裡有賣飯

的所在？老人指了指他房子腳下的一戶人

家。待我們去看，也是人影絕無。好在它

旁邊有一戶女主人正在門口洗涮蘿蔔，聽

我們說要吃飯，表示可以招待我們。而後

給我們兩人燒了三個菜，一個是炒白菇，

一個是炒冬筍，另一個是炒青菜，味道說

不上很好，但我們飢腸轆轆，食之覺得實

在是世間美味。

吃完飯，小憩片刻，立刻原路下山。

所幸下山不似上山那麼累，二十餘分鐘便

回到了洪坑村口。

返回的路上，不禁感慨所謂世間路，

都是磕磕絆絆，有上山路，也有下山路，

不管是哪種路，都有點費腿。區別在於，

有的費的是膝蓋，有的費的是腿肚子，總

體而言，廢棄的都是青蔥歲月。

另今天有一景不得不說，當時我們驅

車看到一叢松楓林，驚喜莫名下車拍照，

我感慨說此行是尋找桃花源，結果半個小

時後就到了古田山口，上面有一個穿山

洞，彷彿就是桃花源一般的所在，旁書五

個大字「尋夢桃花源」。

冬至閒談
譚水艷

俗話說：「冬至大如年」也，這不無道理。

雖然，我們的傳統習慣以一年中最後一個月的最後一天作為

跨年，但從起源的追溯和季節氣候的變化來看，冬至似乎更具有劃

分新年伊始的特徵。

人類文化發展之初，但凡重大事件和節日，人們總免不了舉

行隆重的祭祀活動。大約在五六千年前的古代大汶口文化、良渚文

化時期?，就可以追溯到冬至祭祀的起源。《周禮春官‧神仕》記

載，周代就有冬至祭祖的習俗，人們祭祀天神和祖先，來表達對自

然界的敬畏和對祖先的懷念。而年末祭祀的時間則沒有冬至祭祀那

麼早。

記得小時候上學，我最害怕的就是起床的那一刻。夏天還

好，可以一覺睡到太陽曬屁股都不會遲到不會挨罵。到了冬天，總

是天還沒亮，就要被大人從床上拽起來，吃完早餐人還迷糊著就要

摸黑往學校趕。

起初不懂四時節氣變化，怎麼也搞不明白，為什麼到了冬天

就得起早，就算天不亮就起床趕路，還總是遲到。

《漢書》記載：「冬至陽氣起，君道長，故賀。」從天文學

角度來說，因為太陽的自轉與公轉的原因，冬至這一天，是一年中

白晝最短，黑夜最長的一天。所以，冬至之前，早上7點天都還沒

有大亮。而冬至過後，白天時間變長，夜晚時間變短，天也就亮得

越來越早了。

冬至還是數九寒天的開始。冬天的寒冷，在冬至之前真不算

啥，只有冬至過後，一年中最冷的時刻才真正來臨。

「一九、二九不出手，三九、四九冰上走，五九、六九沿河

看柳，七九河開，八九燕來，九九加一九耕牛遍地走。」數九，是

從冬至這一天開始九天為一個九，再往後九天是二九。三九四九是

一年中最冷的日子。就如同黎明前的黑暗，最冷的日子熬過去，春

天將緩步而來。九九八十一天，「九盡桃花開」，第九個九過完，

春暖寒消，萬物復甦，又是一年村耕農忙的開始。

冬至如此重要的日子，自然也有許多重要的風土習俗。

在我的記憶裡，我們過年的準備總是要提前一兩個月。現在

想想，其實真正忙起來都是從冬至前後開始的。我的家鄉有種說

法，冬至豆腐是最好吃的，所以每到冬至的前後幾天裡，幾乎全村

家家戶戶都要做豆腐。

我看著母親一粒一粒挑選出最好的黃豆用水泡開；看著父親

推著石磨，母親把黃豆和水加進石磨裡，白色的豆漿從石磨的縫

裡溢出來；爺爺奶奶拿來紗布把豆渣過濾出來；然後上鍋煮。爺爺

說，後面的環節是成敗的關鍵容不得半點閃失，於是把在邊上瘋跑

搗亂的我們這幫小娃兒趕到了外面去玩。

等我們回來時，豆漿已神奇的變成了豆腐塊。當然，母親總

不會忘記給我留一碗豆花解讒。

做豆腐那兩天全家人都特別忙，常常沒有人顧得上按時做

飯，總是隨便整幾個紅薯或剩飯應付了事。那天晚上，天都黑了，

全家都還在忙著做豆腐，沒有一個人管我，心想今天又得餓肚子

了。這時母親卻盛了一大塊豆腐拿回家，說要給全家燒豆腐吃。我

開心壞了，以為大家都忙完了。飯做好後，母親讓我去叫父親和爺

爺奶奶回家吃飯。全家人高興的吃著自己做的第一餐豆腐，告訴我

說今天是冬至，不管多忙，全家人都要一起吃個團圓飯。冬至吃上

冬至豆腐，是我最幸福最難忘的記憶。

在家鄉，冬至做臘肉和冬至做豆腐是同樣重要的事。據說，

臘肉好不好吃，除了肉質和製作手法外，做臘肉的時節非常重要。

所以，從冬至前後這段時間，殺豬，醃肉，熏臘肉，大人們忙得不

亦樂乎。

而我，這段時間最是自由，便趁亂作怪，開心並快樂著。

甑皮巖遺址見證了華南古人類怎樣的生活圖景？
——專訪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史前考古研究室副主任、副研究員付永旭

中新社桂林1月5日電　中國華南地區，
文獻對其史前文化鮮有記載。甑皮巖遺址的
發現，揭開了華南史前文化的面貌。

甑皮巖遺址見證了萬年前古人類怎樣的
生活智慧？其考古成果能讓人們對迥異于黃
河、長江流域史前文化發展的華南模式產生
怎樣的認知？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史
前考古研究室副主任、副研究員付永旭就此
接受中新社「東西問」專訪。

現將訪談實錄摘要如下：
 中新社記者：甑皮巖遺址是如何發現

的？出土了哪些重要文物？
付永旭：甑皮巖遺址位于廣西桂林南郊

的獨山。1965年，甑皮巖遺址由廣西壯族自
治區文物管理委員會和桂林市文物管理委員
會聯合在桂林地區組織的文物普查中發現。
1973年桂林市文物管理委員會組織對遺址進
行搶救性考古發掘。由于出土文化遺物豐
富、地層堆積複雜，大規模的發掘工作持續
到1975年。

 1973年至1975年的首次發掘，確認了
甑皮巖屬於距今一萬年左右的新石器時代早
期遺址，引起考古學界、體質人類學界、古
生物學界、古動物學界以及巖溶地質學界的
關注。1978年，桂林市在原址建立「甑皮巖
洞穴遺址陳列館」，該遺址先後被公佈為區
（省級）文物保護單位和國家級重點文物保
護單位，成為在華南地區史前考古學研究中
佔有重要地位的洞穴遺址。

受時代局限，甑皮巖遺址的首次發掘未
能很好判明地層疊壓關係，早年的發掘也未
能形成完整的發掘報告，限制了一些重要學
術課題的研究。

為瞭解華南史前文化，解決遺址面臨
的諸多難題，經國家文物局批准，2001年，
由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等單位組成聯
合考古隊，對甑皮巖遺址進行了第二次正式
考古發掘。此次發掘帶有明確的學術目的和
課題意識，課題實施之初，有關方面積極組
織陶器研究、石器研究、實驗考古、動物考
古、植物考古、體質人類學等各科技考古領
域專家參與發掘研究，在當時被認為是考古
學界多學科合作研究的典範。

第二次發掘出土了石器加工場、用火遺
跡和墓葬等遺跡，以及石器、骨（角）器、
蚌器、陶器和大量動植物遺存。石器主要是
各類型打制石器，包括石錘、砍砸器、切割
器、尖狀器等；骨（角）器包括骨（角）
錐、骨鏟、骨魚鏢、骨針；蚌器為穿孔蚌
刀。

 中新社記者：甑皮巖遺址還原了萬年前
古人類怎樣的生活圖景？

付永旭：據不完全統計，在對甑皮巖
遺址的歷次考古發掘中，共出土各類型文物
10000餘件，其中最令國內外考古界矚目的是
距今約12000年前的素面夾砂陶器，這也是目
前中國發現的製作方法最原始的陶器之一。

遺址中發掘出的大量螺蚌等軟體動物
的介殼，構成了甑皮巖遺址地層堆積的主要
組成部分，足見甑皮巖人對螺蚌等的大規模
利用。同時，遺址中還發現大量野生動物遺
骸，其中包括兩種已經滅絕的動物——秀麗
漓江鹿和桂林廣西鳥，還有全國最早的桂花
種子——距今約10000年已經炭化的桂花籽
核。

綜合已有的各種資料，基本可以推測，
在距今12000年至7000年前，甑皮巖人過著豐
富的漁獵採集生活。說明早在新石器時代早
期，桂林地區就擁有富集的自然資源，適宜
人類繁衍生息。

 中新社記者：甑皮巖遺址在中國史前文
明多元一體進程中有著怎樣的意義？為何說
甑皮巖人屬於南方和部分東南亞人祖先？

付永旭：甑皮巖文化是史前中國多元
一體進程的重要文化源流之一。甑皮巖人所
初創的陶器及由此演化、延伸出輻射整個華
南地區的夾砂繩紋圜
底陶器傳統，以及他
們對塊莖類植物栽培
的探索，代表了華南
地區對早期人類生業
形態、陶器起源及發
展、原始農業培育等
早期文化的探索和思
考，為史前中國多元
一體的文化格局提供
了必要的文化營養及
物質支撐，成為中國
早期文明發生、發展
的基礎之一。

受常年高溫高濕
環境的影響，南方地
區的紅土酸性較高，
地下埋藏的有機質文
物極難保存下來。在
甑皮巖遺址中所發現
的20多具人類遺骸，
為研究華南地區早期
人類演化發展提供了
非常難得的材料。體

質人類學家的研究表明，甑皮巖人屬於蒙古
人種南方亞種，同時甑皮巖人頭骨上也表現
出若干「赤道人種」傾向。這種「赤道人
種」傾向應是受到舊石器時代晚期柳江人的
體質特徵影響而形成的，在體質特徵上有一
定的承襲關係。

體質人類學研究的聚類分析也表明，在
現代華南人和東南亞人的形成過程中，甑皮
巖人的基因起到了重要作用。現代華南人和
部分東南亞人與當地古人類人群之間存在比
較密切的關係，即他們是在當地古人類居民
的直接血緣關係的基礎上不斷發展和融合中
形成的，甑皮巖組古人類居民對他們體質特
徵的形成貢獻了很重要的基因元素。因此可
以說，甑皮巖人是現代華南人和東南亞人的
古老祖先之一。

 中新社記者：遺址發掘發現的陶器如何
佐證中國是陶器發源地之一？

付永旭：陶器的發明是人類最早利用化
學變化改變原料天然性質的開端，是史前人
類最重要的技術發明之一，也是人類社會由
舊石器時代發展到新石器時代的標誌之一。
目前，最古老的陶容器是出現在中國華南地
區的陶容器。

其中，甑皮巖遺址距今12000年前出土的
陶器，製作技術採用原始的捏制而成，陶胎

最厚處達到3.6厘米，羼（chan，意為摻雜）
和料為石英顆粒，其中最大粒徑達到1.1厘米
至1.5厘米，燒成溫度極低，不超過250℃。這
表明這些陶器具有非常原始的特徵，處于陶
器出現的初始階段。

同時甑皮巖遺址地層堆積較厚，地層關
係清楚，陶器演變軌跡清晰，為認識陶器起
源及發展提供了相當完整的素材。此外，在
桂林地區的大巖、廟巖等遺址中，也發現有
原始陶器，證明陶器在本地區出現是一種普
遍現象。

已故著名考古學家嚴文明先生認為，陶
器的起源「有的地方與農業的生產有關係，
有的地方則與相對定居的生活和集約的採集
經濟有關係」。

目前來看，華南地區相當多的洞穴遺址
中，都發現有大量水生軟體動物的遺骸，預
示著史前人類在大量捕撈和食用這些水生軟
體類動物。正是這種大規模資源的利用，才
可能是促使該地區人類發明並使用陶器的重
要或直接原因。

甑皮巖第一期陶器出現後，在此基礎
上，甑皮巖人後來陸續發展技術，並形成敞
口、束頸、溜肩、鼓腹、圜底夾砂繩紋陶這
一標誌性器型，製作上以捏制及貼片工藝為
主，在華南地區廣為流傳。

甑皮岩遺址出土的陶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