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牺”，他结网罟、取火种、养牺牲。

也就是说，伏羲将野麻晒干搓成绳

子，编成网，教人们捕兽、捕鱼、捕鸟。

而为了解决人们吃生肉生病的问题，

他又教人们用火把鸟、鱼烤熟了吃。

霍志军表示，天水是中国烹饪

文化的发源地，有着悠久的烹饪历

史。相传伏羲氏“结网罟以教佃渔，

养牺牲以充庖厨”，这使得中华先

民第一次吃上了卫生、可口的熟食。

从“吃货”的角度看，同时得

到两条母亲河——黄河支流渭河与

长江支流西汉水垂青的天水，孕育

出了“兼容南北”，兼而取之的独

特美食风味。

天水就是这样一方水土。雍际

春表示，上古时期，天水地区可农、

可牧、可狩猎，是一片农牧交错、

华戎杂处的宝地。也因此，1978 年

以来秦安县大地湾遗址历经两次较

大规模发掘后的发现绝非偶然，“天

水自古就是一个宜居的城市”。

在大地湾，考古学家发现了少

量黍的遗存和为数众多的兽骨，将

华夏文明推进到接近起源的一刻。

长期发掘和研究大地湾遗址的考古

专家郎树德曾表示，大地湾六项考

古之最包括中国最早的旱作农作物

标本、中国最早的彩陶、中国文字

最早的雏形、中国最早的宫殿式建

筑、中国最早的“混凝土”地面、

中国最早的绘画。

雍际春告诉记者，大地湾遗址

一期出土的农作物黍，是我国北方

地区发现的最早谷物之一，这一发

现将北方旱作农业的起源时间向前

推进了1000年，即距今8000年左右。

在先民的食物构成中，动物性食品

占有相当的比例。在大地湾遗址出

土的动物骨骼中，以猪和鹿科动物

最多，猪的年龄大多在1岁左右，“天

水先民在农牧交错的环境中，探索

出农牧结合的生产生活方式，极有

可能率先饲养家畜”。

而在霍志军看来，天水大地湾

遗址出土了中国最早的彩陶，彩陶

的重要功能之一便是煮制食物。由

于彩陶的出现，早在 7800 年前，人

类的饮食由烧烤食物转入烧烤、烧

煮并行，“第一次喝上烧开的水，

第一次有了储存开水的陶器，卫生

健康水平得到极大提升，无疑是中

华文明的一大跃升”。

继大地湾之后，渭河流域以及

邻近地区相继发现了一批同类遗存。

其中，师赵村、西山坪遗址所揭示

文化最早为距今 8220 年的大地湾一

期文化，最晚为距今 3600 年的齐家

文化，是连续 5000 年完整考古层位

的新石器遗址。

值得一提的是，西山坪马家窑文

化层不仅出土了精确年代在5000年

前的我国新石器时代位置最西的稻

作遗迹，而且发现了在距今4650至

4300年期间种植有粟、黍、小麦、燕麦、

水稻、大豆、青稞、荞麦等8种农作物。

“一方面，这种作物组合囊括

了东亚与西亚两个农业起源中心的

重要类型，天水因此被看作中国最

早的农业多样化生产基地；另一方

面，人们公认最早驯化麦类作物的

是西亚居民，距今 4600 年前后西亚

小麦与燕麦的传入，反映了东亚和

西亚两个原始农业文明中心之间很

早就已开始了文化交流。”用雍际

春的话来说，包括天水在内的陇右

地区“五谷齐全，六畜咸备”，“天

水是中华文明的重要起源地之一”。

近年来，在大地湾遗址又发现

6 万年以来人类连续不断活动的文化

层，呈现出由旧石器时代到新石器

时代人类原始农业生成的完整过程。

有了适合远古文明发展的自然

生存条件，再结合现代考古学发现，

天水工业博物馆名誉馆长、天水市

博物馆原馆长李宁民认为，在远古

时期，出现伏羲或一个类似于他这

样的伟大人物带领先民进行劳作、

上 图： 每 年 6 月 22

日公祭中华人文始祖

伏羲大典在天水市伏

羲广场隆重举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