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申办“史学奥林匹克”
8000岁陶猪立大功

第21届荷兰阿姆斯特丹国际历史科学大
会上，确认了中国申办2015年国际历史大会
获得成功。中国的申办材料中，一件出土于
章丘西河遗址、距今8000多年的陶猪引起见
多识广的各国学者的浓厚兴趣，大家对古人
的审美观以及精湛的制陶工艺感到十分惊
叹，也对神秘的西河遗址充满了期待。等到
第22届国际历史科学大会举办的时候，组委
会专门在章丘安排了龙山文化卫星会议，会
议期间，章丘当地为参会的国内外学者送上
这件陶猪模型工艺品，令学者们爱不释手。

一件小小的陶猪，不仅参与了申办国
际学术盛会的过程，而且成为中外文化交
流的使者，它究竟有何特殊之处呢？这还
得从它的老家西河遗址说起。

西河遗址属于后李文化遗址。后李文
化最初发现于临淄后李遗址，距今有7500
到8500年历史。目前，全省各地后李文化遗
存近20处，而西河遗址是其中最大、最有代
表性的，据此，有学者甚至提出后李文化
应该更名为西河文化。

西河是章丘龙山境内巨野河的一条
小支流，西河遗址就在河东岸的一块平原
上。西河遗址东西约500米，南北约350米，
面积约15万平方米，文化堆积厚约2到3米。

西河遗址是新石器时代早期的文化
遗址，当时是繁荣的母系氏族社会时期。
该遗址经过1991年、1993年、1997年三次勘
探和发掘，发现大量后李文化时期的房
址、灰坑和灰沟等，出土了大量完整的陶
器。西河遗址是山东境内新石器时代早期
文化中一处保存较好、面积较大的典型聚
落遗址，为研究黄河下游地区新石器时代
早期考古学文化的面貌特征、年代与分
期、经济生活、社会性质以及聚落形态等
学术课题提供了重要的科学资料。

1997年，西河遗址发掘成果被评为“全
国十大考古新发现”之一，并获得国家文
物局颁发的田野考古三等奖。2001年6月，
经国务院批准，西河遗址被公布为第五批
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散步意外发现遗址
竟是先民“宅基地”

西河遗址和著名的城子崖遗址是“邻
居”，相距不过1公里，西河遗址的发现正是
沾了晚辈城子崖遗址的光。

1991年，对城子崖遗址的发掘正在如
火如荼地进行中。一天傍晚，几名考古工
作者吃完晚饭后到西河附近散步。当他们
走到龙山三村一个砖窑厂时，意外发现一

个大窑坑的沿壁上
的土质有清晰的文
化层，随后又在附近
捡到了些碎陶片。工
作人员仔细打量了
手中的陶片，发现与
城子崖遗址有明显
区别，意识到这或许
是一个重大发现，立
即向时任城子崖考
古队队长的张学海
进行汇报。

然而，此时的文化层即将面临灭顶之
灾。这里是砖窑厂的取土点，砖窑厂正在大
面积灌水，以便取土。考古队上门去做工
作，砖窑厂负责人却满不在乎，无奈之下，
考古队联系了当地政府，这才叫停了取土
行为。在随后展开的抢救性发掘中，正是在
这块土地上，发现了震惊世人的山东地区
第一座完整的新石器时代早期房址。

1997年夏天，一条从济南到章丘的公路
省道102线破土动工，按照规划，这条公路要
穿过西河遗址。当山东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工
作人员闻讯火速赶到现场时，推土机正在推
去地表的耕土，危在旦夕。在这千钧一发之
际，经协调后，施工队停工。考古工作者得以
赶在公路动工之前，对西河遗址进行第二次
抢救性发掘。这次发掘面积有1350平方米，成
功清理出了19座房址以及灰坑等，“文化大
使”陶猪就是在这时重见天日的。

在配合公路施工进行紧急发掘之后，为
了保护遗址，考古工作者又对遗址进行了回
填：在考古现场铺盖塑料布，扬撒河沙，用黄
黏土夯打，逐层恢复至原地面。这样的回填，
是为了更好保护遗址，以便日后有条件做遗
址公园时，让遗址得以原样呈现。

冬暖夏凉防野兽
农耕狩猎稻粟香

西河遗址发现了许多完整的住房遗
址，从中可以直观了解到，8000多年前生活
在这里的东夷先民到底过着怎样的生活。

这里的居民住着50多平方米的房子，
和现在两室一厅的住房面积差不多，经济
实用。不过，和现在的房子不太一样，当时
的房子是半地穴式的，就是先从地面挖一
个大约45厘米深的坑，然后再在地面上建
起房子的上半部，房子一半在地下，一半
在地上，有点像现在带窗户的地下室。

北方地区冬季寒冷干燥，这种半地穴
式的房子取材方便，构造简易，不仅冬暖
夏凉而且能抵御野兽的侵袭，在原始社会
曾经被中国北方居民长期使用，与窑洞有
着异曲同工之妙。

今人的住宅大多讲究坐北朝南，南北通
透，其实在8000多年前，东夷先民们的房子就
已经坐北朝南选址，这说明当时的人们对太
阳从东方升起从西方落下的规律有了清楚
的认识。

从房门进去后，正对着的不是客厅，而
是炊饮区，也就是厨房。厨房位于房子的中
间位置，除了做饭方便以外，还能够给房子
取暖，把整个房子都烧得暖烘烘的。

既然有厨房，那么当时的人们伙食究
竟如何呢？考古工作者曾在厨房里发现了
一些残留在陶釜底部的东西，这些东西很
像是因为做饭煳了而留下的，山东大学考
古系植物考古实验室从残留的东西里发现
了粟的成分。粟就是小米，如今龙山小米蜚
声海内外，看来，这确实是有历史渊源的。

在发掘过程中，考古工作者还发现
了炭化稻米，但是不是人工培育稻，还需
要进一步的研究。但至少可以说明，在当
时，小米粥、大米饭已经走进了寻常百姓
家。

厨房的西面是居住区，也就是卧室
了，大约20平方米，从面积上看，可以容纳
10个人同时居住。因为房子是半地下结构，
难免会有潮湿的情况，为此，先民们在卧
室的墙面上抹了一层黄泥膏，再用火将其
烤硬。这样，就好像是在墙壁上涂了层水
泥，不仅整洁美观，而且有效隔绝了潮气，
可以让住在其中的人们更加舒适。

厨房的东面是活动区。这片区域可不
是会客、品茗、看电视用的客厅，而是一处
手艺人工作室。先民们在这里加工石磨
盘、石镰等工具，进行劳动创造。

在对西河遗址进行的三次考古发掘中，
先后发现了近30座房屋遗址，房子成排而
建，有门和门柱。内部构造和朝向都基本一
致，既有三四十平方米的小房子，也有70多
平方米的大房子，可以看出，当时房屋建筑
技术已经很成熟。此外，整个聚落布局秩序
井然，显然是经过统一规划，一次性布局，可
见古人智慧不容小觑。

在临沂市临沭县西南部的曹庄镇境
内，有个村子叫朱村。村子之所以叫这个名
字，并不是因为这个村里姓朱的人多，而是
因为这里的历代村民都崇尚朱子儒学，加
之村子河流纵横、溪水汇流，如玉带缠绕，
呈“九龙戏珠”格局，由此得名“朱村”。

这个村子有个习俗，每年除夕，朱村家
家户户盛出来的第一碗水饺，都要端到村
头的烈士纪念碑前，祭奠深埋在碑下的八
路军烈士，整个仪式虔诚而庄重。

为什么有这样的习俗？故事还要从75年
前，也就是1943年的春节说起。

1943年，抗日战争马上就要转入反攻阶
段，抗日根据地的节节胜利，让这一年的春
节显得格外喜庆。身为抗战模范村的朱村
人更是杀猪宰羊，舂米做糕，贴春联，放鞭
炮，一派喜乐融融的景象。

而此时，日伪军那边却是另一番景象，
为了摆脱面前的困境，他们把目光投向了
朱村，秘密制定了在除夕血洗朱村的计划，
希冀用无辜百姓的鲜血来瓦解抗日军民的
斗志。

1943年2月4日，农历壬午年的除夕。趁
着朦胧的夜色，从临沂、李庄纠集而来的
日伪军500余人，悄悄地包围了朱村，而此
时的朱村人还沉浸在睡梦中，村子里面一
片寂静。“叭叭”两声枪响突然传来，继而
杀声大作，大家慌忙起身，看到了漫山遍
野的敌人，不由得大惊，赶紧穿上衣服，扶
老携幼，从村南口向东面的沭河跑去。大
伙儿相信，驻扎在河边的八路军115师四团
(滨海军区“老四团”)八连会赶来救乡亲们
的。

而此时，八连连长鄢思甲也听到了枪
声。“枪声就是命令”，他立即集合部队向朱
村赶来。赶到河边，正遇到撤退过来的一部
分老百姓。八路军战士为了让老百姓从桥
上迅速撤走，毅然跳进刺骨的河水，涉水前
去朱村阻击敌人，很多战士双腿被河里结
的冰划破，流出鲜血。

过河后，为了掩护更多的老百姓撤退，
八路军“老四团”的战士们立即向敌人发起
冲锋。连长鄢思甲被子弹打穿了脖颈，呼吸
困难，仍坚持不下火线，高喊“不要放走鬼
子”；投弹手郝红娃腿负了重伤，简单包扎
了一下，就又拖着一条腿冲了上去；一班长
焦锡模的一只胳膊被打断，仍坚持不下火
线，直至流尽了最后一滴血。这时，勇敢的
朱村村民也纷纷赶回来运送弹药，救护伤
员。经过6个多小时激战，军民同心，打得敌
人丢弃几十具尸体仓皇而逃，而八连也有24
名官兵献出了宝贵的生命。

朱村得救了，朱村平安了，可刚刚经历
浴血战斗的八路军战士来不及停留休息，
又悄悄离开执行其他任务去了。

第二天，也就是大年初一，朱村的乡亲
不约而同齐聚村内存放八路军烈士遗体的
王氏祠堂，他们捧来一碗碗热腾腾的饺子，
大声说着：“是八连救了我们，没有八连就
没有我们啊！今天，过年的第一碗饺子不敬
天不敬地，要敬八连牺牲的战士，他们是我
们的亲人哪！”

也就是从这一年开始，每逢过年，朱村
人都用新年的第一碗饺子，祭奠那些为救
朱村而牺牲的战士们，雷打不动，从未更
改，成了朱村的年俗。

如今在朱村纪念馆，珍藏着一面绣着
“钢铁英雄连”的锦旗。这面锦旗是朱村战
斗后第六天，朱村村民送给“老四团”八连
的。1944年8月，在山东军区战斗英模大会
上，政治部主任萧华正式宣布八连为“钢八
连”，从此“钢八连”名扬全国。与此同时，“钢
八连”连长鄢思甲、排长徐乐之、班长郝红
娃被授予“山东军区一级战斗英雄”。

1983年，鄢思甲病逝，按照老人的遗愿，
家人把他的骨灰撒在了他和战友们曾经战
斗过的朱村。

2012年，富裕起来的朱村村民自发捐款
60余万元，建成了由朱村抗日烈士陵园、老
四团钢八连纪念馆、朱村历史文化陈展室
和朱村档案资料馆等四个部分组成的红色
文化教育基地。

2013年11月25日，习近平总书记在朱
村走访调查时了解到谷牧、肖华、铁瑛等
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在朱村战斗、工作
的经历后，连连表示，朱村的红色文化教
育基地办得好，为子孙后代留下了宝贵精
神财富。朱村战斗由此被正式载入《八路
军战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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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0 1 5年，第
22届国际历史科
学大会在山东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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奥林匹克”美誉
的国际历史科学
大会创办115年
以来首次走进亚
洲、在中国举办。
在申办材料中，
一件陶猪引起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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