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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明山：壮族文明的重要发源地

发布日期：2007-12-27  作者：黄世杰

【打印文章】

摘要：在《山海经•大荒南经》关于大明山古为“氾天之山”和《淮南子•地形训》把赤水（红水河）视为帝之神泉的记载，透

露了大明山在壮族先民心目中可能是一座神山天梯的信息。考古发掘也印证了大明山周围一带是壮族文明的重要发源地。而大明

山所处的特殊地理位置也有条件成为壮族文明的重要发源地。 

    处于广西壮族自治区中部偏西南宁东北部、红水河和右江之间的大明山峰高坡陡，沟谷幽深，林木茂盛，郁郁葱葱，自然景观独特

秀丽又兼得厚重的历史底蕴。几千年岁月悠悠，俦成这宝蕴天成之地，人文景观十分丰富。 

布洛陀文化遗址发现者之一的广西著名的壮族文艺家古笛先生在拜访大明山后，不禁为大明山的雄伟而为之感叹：“如果说那长流乳汁

的红水河是我壮人的母亲河，这雄姿崛起的大明山不就是我们民族的父亲山吗”(古笛，2000)。在古笛75岁生日时，面对记者的采访，

古笛说，有生之年，他还打算进一步探索广西大明山的“日月同辉”天象这一千古之谜，力争揭示这一天象奇观（王宗骏，2007-03-

20）。让人遗憾的是，古笛先生只是为之感叹而已，并没有去具体论证大明山为什么是壮族的父亲山。 

笔者自幼生长在大明山脚下，对大明山的自然地理条件、文化氛围和文化脉承，以及社会人文背景有着比较深入的了解。本文拟就这个

问题进行初步的科学探讨，以就教于方家。 

一、文献记载透露了大明山在壮族先民心目中是神山天梯 

    大明山有厚重的历史底蕴，《山海经•大荒南经》卷一五记载有“氾天之山”，据笔者考证，《山海经•大荒南经》中的“氾天之

山”指的就是现在的大明山： 

“有阿山者。南海之中，有氾天之山，赤水穷焉。赤水之东，有苍梧之野，舜与叔均之所葬也。” 

这条文献记载的“氾天”与同书《山海经•西山经》卷二“赤水出焉，而东南流注于氾天之水”的“氾天”为同一地方，为山名。 

    上古传说中所谓的“苍梧之野”在今广西东北、湖南南部与广东西北部，那里有一座大山即九嶷山，相传舜葬于此。《淮南子•修务

训》卷一九说，舜“南征三苗，道死苍梧”。《史记•五帝本纪》也说舜“代尧践帝位三十九年，南巡狩，崩于苍梧之野。葬于江南九

疑，是为零陵。” 

    赤水在《山海经》中是一个重要的地理分界河流。按张国光先生考证，赤水的关系位置为发源于昆仑高原，东南流而归入南海的纵

流大川，其东有三苗国（《山海经•海外南经》卷六：三苗国在赤水东，其为人相随。一曰三毛国）及舜葬之野，其西有厌火国，其滨海

处，产有三珠树（《山海经•海外南经》卷六：三株树在厌火北，生赤水上，其为树如柏，叶皆为珠。一曰其为树若彗）。从这些条件看

来……古代赤水下游即为盘江（张国光，1986），另外，《皇朝通志》记载说：“南盘江亦名红水……北盘江出其北……联合总名红水

河。”可见，红水河之名，显然是古代赤水之遗影。现在盘江的下游就是红水河。 

    从地理分布来看，九嶷山确实在红水河的东部。而所谓“赤水穷焉”，就是“赤水流极于此山也”，由于《山海经》所述的是大荒

之南，地域已确定在南方。翻开中国地形图不难发现，在中国的南方由西部流入南海的大河，又在苍梧之野的西面，只能是今珠江。珠

江是西江、北江、东江的合称，源于云南沾益县马雄山，流经云、贵、桂、粤，全长2129公里，其支流众多，含沙量少，汛期达半年之

久，流量大。流域面积达4250~ 平方公里。北回归线横贯整个珠江流域，属于三冬无雪，四季常绿的亚热带气候，农作物一年可二、三

熟，是地球北回归线上少有的一块绿洲。珠江在贵州省望谟县蔗香村与北盘江汇合起至柳江流入珠江这一段，古称红水河。如清爱必达

《黔南识略•贞丰》说：“（南）盘江即红水河，其水四时皆赤，故曰红江。”同书《兴义府》又说：“（南盘江）经郡（兴义府——今

安龙县）城南谓之红水江，亦曰巴皓河。经册亨亦曰八渡河，划黔粤界，会北盘江入粤达于海”（杜文铎，1992）。流经云贵高原的珠

江流域西江水系干流——红水河呈东北—西南走向，流经广西的西林、隆林、田林和贵州的兴义、安龙、册亨、望漠以及乐业、凌云、

天峨、南丹、凤山、东兰、巴马、河池、都安、大化、马山、宜州、忻城、合山、来宾至武宣、象州县西南石龙镇三江口，与北来的柳

江汇合后称黔江。在苍梧之野的西面，红水河流经的是广西的都安、大化、马山、忻城、合山、来宾至象州等县，在这一带附近符合上

述条件的大山只有一座，那就是桂中南的最高峰——广西大明山。 

    大明山的地理位置处于桂中地区。从地理上考察，桂中地区是一个陆内张裂的沉积盆地，具有主要发育碳酸盐岩地层、地形起伏不



大、植被发育程度中等、断裂构造部分为隐伏性质的特点, 而控制桂中晚古生代盆地发育的断裂主要为盆地北部的河池—宜州—柳州北

边的东泉—鹿寨断裂带（呈近东西向展布）； 东部的永福—柳州— 来宾断裂带（呈北北东向延伸）、桐木—妙皇—东乡断裂带（呈北

北东—北东向展布）； 西部的大新—大明山—忻城—融水—三江断裂带（地表由系列断层面倾向南东东或北西西的逆冲断层和轴面倾

向北西或南东的不对称线状褶皱构造组成）、南丹—河池—都安—马山—武鸣—上林—宾阳断裂带（呈北西向东南展布）； 中部的大

明山—来宾— 象州隐伏断裂带（呈北东东向展布）等。这些不同方向的断裂组成了桂中地区基底构造的基本格架（张明华，2007）。

在这些不同方向的断裂带中，以南丹—河池—都安—马山—武鸣—上林—宾阳断裂带为桂中南地区地势最高的地方（大明山主峰龙头山

海拔1760米），此即大明山所在的山脉。在桂中盆地里，大明山的相对高差达1563米，从远处看去，大明山高崇入云天。由此可证，

《山海经•大荒南经》中记载的“氾天之山”就是指桂中南的最高峰——广西的大明山。 

    天这个名词，在中国上古是极为神圣的专门名称，所谓氾天，就是漫天的意思，大概是指大明山山体高大，耸入云天，并与天相连

了。这样的大山，在古代常被人视为圣山。 

    另一方面，赤水在古代被古人视为帝之神泉，如《淮南子•地形训》： 

“河水出昆仑东北陬，贯渤海，入禹所导积石山。赤水出其东南陬，西南注南海，丹泽之东。赤水之东，弱水出自穷石，至于合黎，余

波入于流沙，绝流沙南至于海。洋水出其西北陬，入于南海羽民之南——凡此四水者帝之神泉，以和百药，以润万物。” 

    而屹立桂中南最高峰的大明山就位于帝之神泉的赤水（红水河）傍边。所以，远古时候居住在广西桂中南地区的西瓯骆越民众最先

把大明山作为圣山加以崇拜，后来随着战争和迁徙等原因，他们把圣山崇拜流播到外地了。 

在《山海经•大荒南经》关于大明山古为“氾天之山”和《淮南子•地形训》把赤水视为帝之神泉的记载，透露了大明山在壮族先民心目

中可能是一座神山天梯的信息，也印证了古笛的“壮族的母亲河是红水河，父亲山是大明山”之语是正确的。 

二、考古发掘表明大明山周围一带是壮族文明的重要发源地 

    从聚落形态上来考察，大明山地区山高林密，是广西中部地势最高的山地和山峰，具有典型的山地森林景观。独特的气候，充足的

雨量，使大明山地区成为广西的暴雨中心区之一，其水系也特别发达，属珠江水系。壮族的先民西瓯骆越族裔就是在这样的地理区域里

告别了原始社会，跨进了文明的门坎。数千年来，大明山周围地区厚重的历史，曾经的辉煌，灿烂的文化，奇异的现象等曾引起了国内

外许多学者的注意，吸引着人们前去揭开她神秘的面纱： 

    1935年中国著名古人类学家裴文中、杨钟键等专家来到武鸣进行古人类考古调查，在一些洞穴中发现一批颇有特色的文化遗物。这

批遗物经他研究，将其时代暂定为中石器时代（二宫淳一郎著，何英德、廖国一译： 1998）。这是岭南地区具有区域特色的史前文化

遗物的最早的记录，说明大明山在旧石器时代与新石器时代间就有古人类在这里生存。到了新石器时代晚期，人类活动的范围不断扩

大，并且从江河附近逐步扩展到丘陵地带。在大明山下的上林发现了多处新石器时代遗址：西燕乡江卢村米江庄古遗址、塘红乡石门村

石南海古遗址、三里镇山河村山背固遗址、白圩镇朝韦村石田庄古遗址（尉富国，2005）。在武鸣发现了多处新石器时代晚期的大石铲

遗存：两江镇三联村伏邦屯附近岩洞遗址、双桥镇伏林村敢汉（山洞名）及潭王坡遗址、太平镇堂斋岭遗址、锣圩镇岜勋山遗址、锣圩

镇淝阳小学校遗址、城厢镇敢风洞遗址、里建圩附近潭勃遗址等，出土的大石铲类型齐全，造型规整，磨制精致（蒋廷瑜，1998），说

明在大明山下的武鸣这块土地上的东、南、西、北、中部，已有人类群落居住、繁衍着。也反映了当时社会生产力水平的提高和经济生

活方式的进步。 

    裴文中之后，学术界的不少专家学者也都把研究的目光投向大明山，深入大明山地区考察。1974年1月19日～20日，广西武鸣县马

头公社全苏大队第一生产队农科组的几位社员在苏罗村全苏勉岭挖出一件铜卣后报告给广西壮族自治区文化厅，之后广西考古专家蒋廷

瑜教授前后三次前往全苏勉岭实地考察，随后在该地还出土有一个铜戈。1981年1月，蒋廷瑜教授和覃义生教授前往宾阳韦坡村考察，

发现有一处西瓯人的战国墓藏遗址，出土有铜鼎和铜钟、剑、斧、钺等计20件。 

1985年11月1日～1986年3月20日，南宁市文物管理委员会会同广西文物工作队、武鸣县文物管理所组成调查组对武鸣马头元龙坡、武鸣

马头安等秧等墓藏遗址进行发掘。之后还发掘了武鸣陆斡镇覃内村岜马山岩洞葬（1988年4月）、武鸣两江独山岩洞葬（1988年4月）、

武鸣县两江镇英俊村岜旺（2001年2～3月）、武鸣仙湖镇邓吉村弄山（2003年6～7月）、武鸣县马头镇那堤“敢猪”岩遗址（2006年8

月）、宾阳县芦圩镇古城村的汉代领方古城遗址（2006年12月）、南宁市上林县智城垌古城垌遗址（覃排乡爱长村石俭屯西北450米处

的智城垌古城址和澄泰乡洋渡村石牛山六合坚固大宅颂碑）等墓藏古城遗址。在发掘的这些遗址中，武鸣县两江镇英俊村岜旺遗址和武

鸣仙湖镇邓吉村弄山遗址属新石器时代晚期的末段。武鸣马头安等秧墓藏遗址和武鸣两江独山岩洞葬遗址的断代时间被定在战国时期，

对于这个断代时间学者们都是认可的。 

    有争议的是武鸣马头元龙坡墓葬的断代时间。1988年发表在《文物》第12期上的发掘简报公布了测试的碳十四年代，最早为距今

2960士100年，树轮校正为距今2580士102年，认为元龙坡墓葬的年代，上限相当于中原地区的西周时期，下限为春秋时期。1994年文物

出版社出版、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编《中国考古学碳十四年代数据集1965～1991》，公布了元龙坡8个测试数据，最早的数据为

距今3230土100年，经树轮校正年代为公元前1520～前1310年，最晚的数据与原报告同。许多学者都采用后来公布的数据，认为武鸣元

龙坡墓葬早期年代已属商代晚期(郑超雄、覃芳，2006：276)。李龙章认为轻易相信这些数据是危险的，因为武鸣地处石灰岩溶地区，

这类地区碳测数据往往偏高（李龙章，1994：93～99）。另外一种是以出土器物作为断代依据认定元龙坡墓葬早期年代属商代晚期，其



 

主要依据是武鸣马头元龙坡遗址M147出土的一件提梁带盖铜卣，提梁作绞索状，提环铸成牛头形，盖及腹部饰夔纹，具有较为明显的西

周早期的风格特征。武鸣马头元龙坡遗址M33出土的铜盘腹部所饰的窃曲纹以及圈足外所饰的云雷纹，其形制为平唇、浅腹、双耳、高

圈足，无论在造型还是纹饰上，都具有西周晚期的风格（黄云忠，2001：139～173）。但仔细分析，情况其实不然，武鸣马头元龙坡遗

址M147出土的提梁带盖铜卣，其铜卣盖上的变形菱纹主要流行于西周中期至春秋，与器形的时代不合，显系后世仿铸器。武鸣马头元龙

坡M33出土的铜盘亦非西周器，其形制和腹部花纹在中原地区春秋早中期仍流行，而圈足所饰的卷云纹则迟至战国时期还见。综合以上

因素，所以李龙章并不赞成这种观点，他认为后世墓出土有前朝遗物乃是屡见不鲜的考古现象，他以共出的II式钺形似变异的扇形钺，

而扇形钺在两广地区主要流行于战国秦汉时朗；共出的陶钵形为直口、圜底，这种很有特色的陶器在时代较晚的安等秧墓葬和独山岩洞

葬也出，说明这种器物连同所在的墓葬的年代不会早（李龙章，1994：93～99）。 

    综合起来，武鸣马头元龙坡墓葬虽出有仿西周式青铜器，但共存的文化因素有不少在春秋战国时期才见，加上与之地理位置邻近，

文化关系上密切相连的武鸣马头安等秧墓葬实际年代处在战国秦汉时期，故武鸣马头元龙坡的年代似应改断在战国时期。另一方面，广

西武鸣县马头苏罗村全苏勉岭遗址出土的兽面纹提梁铜卣的年代为商代，与之共出的铜戈为战国至秦汉时期常用的兵器。武鸣马头元龙

坡古墓群遗址中也多出土有青铜兵器。战国时期出土的器物大概与军事会盟有关，而从这点上来看，笔者断定大明山西南麓区域在战国

秦汉时期是当时壮族先民骆越人的宗教仪式活动区（庞大的公共墓地，排列整齐聚葬，墓葬形制狭小等）和大型的祭祀场所。 

    将大明山西南麓下的武鸣马头两江一带的古墓群遗址的断代时间往后推移至战国秦汉时期并无损于她的魅力，直到如今，大明山下

的武鸣马头元龙坡遗址、武鸣马头安等秧遗址、武鸣马头全苏勉岭遗址等依然是广西历史上最为辉煌的壮族青铜文明时期的重要遗址，

也是迄今广西发现的规模最大、最密集的古墓群，其所出土的大量精美的先秦早期青铜器震惊了历史学界，其学术价值、出土文物的观

赏价值都相当高。改变了先秦时代岭南地区是蛮荒之地的传统观点，不仅使人们对已经湮没的骆越西瓯文明有了真实深切的了解，而且

产生了举世瞩目的影响，在多源一统的中华文明起源和发展进程中写下了神奇的一页，也在人类文明史和世界美术史上谱写了新的重要

篇章。 

    广西民族研究所覃圣敏研究员认为在大明山下的马头一带在远古时代存在有一个“骆越古国”。他将广西武鸣大明山下的两江镇至

马头乡一带的先秦墓藏与广西各地发现的商代到战国时期的器物进行排列的结果，年代最早而且前后连贯、分布相对集中的，是环绕大

明山的几个县：以大明山为中心，可将这几个县分为内外两圈。其中武鸣、宾阳、上林、马山四县紧贴大明山，可视为内圈，忻城、来

宾、横县、邕宁、南宁市、隆安、都安等县市。离大明山稍远，可算外圈。在这内外两圈之中，从商代到战国时期，都有器物和墓葬发

现。其中年代最早、时间延续最长、最集中并有墓葬群的，只有武鸣马头一带(罗世敏、谢寿球，2006)。 

    在武鸣元龙坡一带墓葬出土的随葬器物如提梁铜卣等约一千多件，有陶、铜、玉、石等质料的生活用具、生产工具、兵器、佩饰

等，在武鸣马头全苏勉岭遗址出土的蛇纹牛首提梁卣、铜戈等精美文物。这些器物的出土无不彰显出当时社会的高度文明。笔者深感兴

趣的问题是，为什么在两千多年前的大明山周围会有如此高的文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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