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寻
味
荆
州沙市周梁玉桥——

3000 年前这里曾一片繁华
□ 梁静

风物寻踪

上世纪八十年代笔者尚幼，了解沙
市甚少，更不知周梁玉桥，四十年如白驹
过隙，人至暮年常忆旧，乡土岁月如今留
存的种种事物，总觉得美好！溯源探究，
便起寻访周梁玉桥遗址之意。

周梁玉桥遗址具体在哪里？根据沙
市市志简介，周梁玉桥（沙市市志为周良
玉桥）商代遗址位于市财贸干校，纸箱厂
一带，遗址面积在 150000平方米以上。
可如今距上世纪八十年代已过去四十多
年，财校、纸箱厂早已不存在，周梁玉桥
虽时有耳闻，遗址现况实不知矣！

于是试着在高德地图上搜寻周梁玉
桥遗址，显示出来的却是周梁玉桥公交
站，下翻显示有周梁玉桥路，思索片刻后
导向周梁玉桥路，沿长港路一路向东骑
行，十几分钟后到达周梁玉桥路口。

周梁玉桥路南北贯通，连结长港路
和西干渠，周边俱为小区住宅并没有什
么特别之处，询问路人商户皆不知周梁
玉桥遗址，于是变换思路专门寻找上了
年龄的老同志询问，果然遇到一位老者
说自己一直居住在这个地方，几十年前
看见过考古工作者发掘，就在长港路东
边邻近豉湖路一带，于是绕长港路东边
和豉湖路北边骑行了一段，没有发现想
象中的遗址碑或相关简介、标记，第一次
寻访无功而还。

但还是总觉得应有迹可寻，过了一
段时间，又分别探访了周梁玉桥车站周
边及荆超粮油贸易有限公司附近。

根据周梁玉桥社区工作人员和周边
住户提供的信息，结合荆州知名自媒体
拍摄的关于周梁玉桥视频，遗址大致范
围在心里有了底，也找到传说中的一个
发掘点。

为进一步证实周梁玉桥遗址范围和
了解当时发掘情况，笔者寻访到当年发
掘周梁玉桥遗址亲历者之一，原沙市博
物馆副馆长彭锦华先生。

但彭锦华先生年事已高，参与遗址
发掘的过程已难以言语描述，唯将当初
发表各考古专刊所有文章及其他学者专
论推荐给笔者，阅读之后周梁玉桥遗址
发掘研究情况一一呈现，3000多年前先
民真实存在的文明，就在与我们共同生
活的这片土地上,。时光千年穿越古今，
深为感慨，故摘录部分内容分享给大家：

一、发现及研究情况：（摘录王宏发
表《江汉考古》1996 年 03 期《论周梁玉桥
文化》）

1.1979 年，沙市市博物馆在沙市
财贸干校一带采集到商周时期的文化
遗物。

2.1981 年，湖北省博物馆和沙市市
博物馆首次在此试掘周梁玉桥遗址，出
土大量形制独特的陶器和卜甲。

3.1982年以来，北京大学、湖北省博
物馆、沙市博物馆等单位又对该遗址进
行了连续揭露。

4.1984 年，湖北省博物馆试掘了沙
市官堤遗址。同年，荆州地区博物馆和
江陵县文物局联合进行文物普查，在荆
州城西15公里处发现江陵梅槐桥遗址。

5.1987 年春，北京大学考古系与荆
州博物馆试掘了该遗址。

荆州博物馆 1984-1992 年对江陵
荆南寺遗址的连续发掘也发现了这一时
期的文化遗址。另有几批出土的铜器，
1987年元月，沙市郊区东岳村出土一件
商代晚期青铜尊。

1992 年 11 月，江陵岑河庙兴村又
出土两件属殷墟阶段的大型青铜尊。调
查中还在附近发现与此同时的江陵八姑
台遗址。

1994年初，荆州博物馆在岑河镇又
征集到于数年前在河滩上出土、与庙兴
铜尊形制相同的青铜尊一件。

与周梁玉桥遗址文化面貌一致的遗
址，目前只发现于江陵、沙市两地。最西
的江陵梅槐桥遗址与最东的江陵八姑台
遗址相距不过四十余公里。遗址分布多
在地势低凹的河流滩地。

以上发现于荆沙一带的几处遗址，
文化面貌较为独特，即陶质以夹砂红陶、
红褐陶为主；纹饰以方格纹、绳纹、篮纹
最常见；形制独特的鼎、釜、瓮为主要器
形，年代为商代晚期前后。关于周梁玉
桥这类遗址的文化性质，《官堤简报》作
者杨权喜、陈振裕先生称是“江汉地区一
种有别于同期中原文化的文化”。《周梁
玉桥简报》作者认为：“就总体而言，陶器
风格不同于商周文化，可能属于一种新
发现的土著文化”。《梅槐桥简报》作者亦
认为周梁玉桥、官堤、梅槐桥遗址的文化
面貌“共性大于差异”，而且还提出了“梅
槐桥类型”的称谓。

学者认为，周梁玉桥遗址最早被发
现和发掘，迄今工作亦做得最多，收获最
丰，而且该遗址还位于目前所发现的这
一类遗存的中心地带，其文化面貌足以

作为该类遗存的代表，按考古学文化命
名的一般原则，建议称之为“周梁玉桥
文化”

二、周梁玉桥遗址位置及发掘区域
分布：（摘录彭锦华发表《考古》2004 年
09 期《湖北沙市周梁玉桥遗址 1987 年的
发掘》）

周梁玉桥遗址位于湖北省荆州市沙
市区的城区东部偏北，呈东西方向的长
带状分布，跨越豉湖路。

1981年秋，沙市市博物馆在遗址西
部进行了试掘；1982 年秋，北京大学考
古专业、湖北省博物馆和沙市市博物馆
又共同在遗址中部进行了发掘。1987
年 5月 30日至 7月 2日，沙市市博物馆
为配合当地开展的基本建设工程，在遗
址东部进行发掘。

三、三千多年前周梁玉桥一带自然
环境、气候及自然经济状况：（摘录彭锦
华《农业考古》1988 年 02 期《沙市周梁玉
桥商代遗址动物骨骸的鉴定与研究》）

周梁玉桥遗址在每次考古发掘工作
中都出土了动物骸骨，数量之多，引人瞩
目。出土的动物骨骸中计有哺乳类、爬
行类、鱼类和软体动物类共 20种，标本
属于哺乳类的动物有狗、鼬类、水牛、家
猪、野猪、鹿、兔、豪猪，其中鹿的出土骨
骼最多；标本属于爬行类的动物有扬子
鳄、龟、鼋；标本属于鱼类的有鲤鱼、青鱼
和南方大口鲶、鳜鱼等；标本属于软体动
物类动物种类有背瘤丽蚌、扭蚌、背角无
齿蚌、河蚬、铜锈环棱螺等。

出土的动物骸骨广泛地分布在周梁
玉桥遗址各文化地层中，出土的骨骼一
般都比较零碎，不少骨骼上面有烧焦痕
迹，可能是当时人们敲碎烧烤食用后抛
弃的。研究这批出土骨骼的动物种类及
生态环境，对了解周梁玉桥遗址的自然
条件和经济情况具有一定意义。

例如，出土哺乳类动物标本反映当
时周梁玉桥一带分布的野生哺乳动物有
野猪、梅花鹿、兔、豪猪等。野猪多生活
在水草较多的地带和密林中；梅花鹿一
般栖息在有稀树的丘陵地区，常在开阔
的草地上活动；兔喜欢在灌木丛中生活；
豪猪则穴居山脚或山坡上。

从这组野生动物的生活习性推测，
当时的周梁玉桥一带有开阔的灌木草
丛。其间有较多湖泊和洼地，在丘陵地
区分布较多的树林或茂密森林。至今，
在周梁玉桥地区，仍有不少低洼地带生
长着芦苇和水草，所不同是，位于遗址西
北方向的丘陵地区已经不见茂密的树
林，这应是历史的变迁。

在出土的动物骨骸中，两栖爬行动
物、软体动物和鱼等水生动物所占比重
较大，其种，鱼类要占总数的 60％左
右。爬行类的扬子鳄、鼋以及某些鱼类
的个体都相当大，它们的生活需要有宽
阔的水域。软体类的铜锈环棱螺等常生
活在小河和水塘中。这表明当时遗址的
位置既频临长江，又靠近湖区，能使这类
动物的生活有着充足的水源。同时在开
阔的平原上，河流纵横交织，湖泊星罗棋
布，给动物生活造就了良好的环境。

在这组动物群体中，有不少物种本
地现在已经绝灭了。绝灭的原因，主要
应是农田垦殖面积日益增大，自然植被
遭到严重破坏，使动物的生活条件和生
态环境发生很大变化。但是，如果从物
候学的观点来加以分析，就可以看出还
存在着气候方面的原因，这就是说，气候
条件发生变化，也会影响到动物的生存
和繁殖。

例如，扬子鳄生活史的变迁，就与气
温变化有密切关系。古代扬子鳄生活的
地域不限于长江流域，可达黄河流域。
考古材料也曾证实，位于北纬 35°33'、
东径 116°50的山东兖州王因新石器时
代遗址，北纬 36°、东径 117°1'的山东
大汶口及同一纬度上的河南安阳殷墟也
都发现了扬子鳄骨骸，说明3000年来扬
子鳄自然分布范围，至少由北纬 36°向
南移到北纬 30°31'地区。即向南退缩
了5一 6°。

竺可桢先生研究中国五千年来气候
变迁时曾明确指出：“近五千年时期，可
以说仰韶和殷墟时代是中国的温和气
候时代”并推断：“当时西安和安阳地区
有十分丰富的亚热带植物种类和动物
种类。”同时强调指出：“近五千年中的
最初二千年即从仰韶文化到安阳殷墟，
大部分时间的年平均温度高于现在二度
左右。

周梁玉桥遗址南临长江，位于北纬
30°17'、东径 112°16'属于扬子鳄生
活的北纬线以内地区，尽管在遗址范围
内目前还只发现了一扬子鳄左下颌骨的
遗骸，但可以认定，它所代表的扬子鳄个
体为本地所产。据此，可以推断周梁玉
桥遗址在 3000年前的气候应该是温暖

潮湿、雨量充沛的亚热带气候，气候较现
在温和，年平均气温比现在高出2-3度。

周梁玉桥遗址的自然环境和气候条
件适宜各种农作物生长，各种陶制生活
器皿和各式纺轮的广泛使用，说明农业
生产已经成为遗址的重要经济发展形
式。遗骸中的水牛是当时人们饲养的家
畜，也是农业生产中的主要畜力。在商
代甲骨文字中已经出现了象牛拉犁发土
的字形，证明早在商代之前，农业生产上
已广泛使用了牛耕。牛在农业生产上广
泛使用即标志我国古代的农业生产进入
了一个新的历史时期，这说明周梁玉桥
遗址的农业生产有较大发展。

定居生活给人们从事农业生产准备
了必要的条件。1982 年冬曾在遗址乙
区发掘出一座半地穴式式木构建筑的房
屋基址。基址平面呈“吕”字形。有前室
和后室之分，前、后室之间有过道。室内
室外，有柱础痕迹，附近有大量灰坑分
布。这种房屋基址和灰坑都是当时原始
村落的残迹，表明周梁玉桥的先民们在
这里居住历史久远，活动频繁，为多种经
济形式的发展提供了有利条件。

周梁玉桥遗址的狩猎业占有相当重
要的地位，其狩猎对象也比较广泛。鹿
骨标本在野生兽骨标本中占 80％以上，
可以肯定鹿是当时主要狩猎对象，推测
这一带应该生活着鹿群。遗址出土的
铜箭簇有可能是作为猎狩用的。此外，
狗是由狼驯养而来的，饲养它除了食肉
之外，主要还是利用它在狩猎中的助手
作用。

遗址一带分布的水产动物比较丰
富。除鱼类外，还有扬子鳄、龟、鼋及各
种软体动物，因之，捕捞业也有其相应的
发展。在遗址的灰坑中遗存着大量的鱼
骨和龟、鼋及软体动物的甲壳。在乙区
曾发现过软体动物介壳的堆积层厚达 2
厘米以上，这无疑是属于一种专业性的
捕捞才能获得的。遗址出土的铜鱼钩和
石网坠是当时主要的捕捞工具。

遗址中饲养的家畜动物除水牛和狗
以外，还有猪。当然在鹿、兔等野生动物
捕捞较多的情况下，也必要进行饲养。
由此，我们推断，周梁玉桥遗址的先民们
曾进行过家畜动物的饲养。遗址中猪的
骨骸主要发现在灰坑中，表明猪是当时
人们主要的肉食动物之一。猪、鹿、牛等
动物骨骸中被火烧过的占有一定的数
量，说明生活在这里的人们有生肉烤食
的习惯。

从周梁玉桥遗址考古调查提供的资
料可以看出，周梁玉桥遗址的手工业已
经有了专门的生产作坊。1979年夏，沙
市纸箱厂在遗址范围内平整土地时，曾
暴露出大面积的红烧土地面，其范围东
西长 80米，南北宽 50-60米，厚 0.6-0.8
米，并在烧土地面上发现了许多大小相
近的小圆坑。坑壁全为泥土焙烧而成，
坑内残留有经火烧过的红色细粉沫土，
每四、五个小圆坑为一组，排列具有一定
的规律，并有少量鼎足发现。这无疑是
专门烧制陶器的场所。小圆坑为窑址中
的火膛。遗址出土的各式陶纺轮，也表
明民间纺织手工业有了普遍地发展。

周梁玉桥遗址的动物骨骸为制骨手
工业提供了天然的原料。遗址出土的骨
器有簪、锥、针、钻和装饰品。还有一些
未加工完毕的半成品。装饰品采用鱼脊
椎骨等制成。其它则利用兽类的肢骨加
工制作的。这些加工细腻、制作精良的
骨器，无疑也是专门手工业作坊进行生
产的。由此可以看出周梁玉桥遗址的手
工业已经从农业中分离出来，走上了独
立发展的道路。

周梁玉桥遗址这种与自然环境、地
理条件密切联系的经济发展形式，具有
我国古代南方经济发展的特点，与同一
历史时期南方地区台形遗址的经济生活
十分接近。

以上均为笔者非常感兴趣部分所以
从资料中摘录分享，关于周梁玉桥其他
情况，有兴趣的读者可以查阅相关资料
深入研究。

至此，寻访周梁玉桥遗址告一段落，
从年初访查实地到询问知情人士、查找
资料接近半年时间，了解的情况基本解
答了笔者寻访初时所持疑问。只是，在
寻访过程中还是有着深深的遗憾，可能
是没有寻到当时定为省重点文物保护
单位时树立的遗址石碑，没能看到当时
发掘出的文物（周梁玉桥遗址博物馆已
合并到沙市万寿宝塔文物管理中心，发
掘出的文物已移交荆州市博物馆），又
或者是在如今的周梁玉桥周边没有找
到遗址相关的宣传介绍，这些遗憾也
许只有到周梁玉桥遗址作为“让文物
和文化都活起来”创新文物保护和文化
传承的实例展现出来的那一天，才会释
然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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荆沙方言

荆沙方言例释
□ 黄大荣

172.不打时务 不通皮
不近人情，不知变通，不知时务；有些苕犟、二黄。
173.寡淡 别叽寡淡 清汤寡水
没有一点味道，淡而无味。
174.齁巴
有气喘病的人。巴，读音bao。
175.摆子 打摆子
疟疾，得了疟疾。
176.搣 搉 捥
把东西折弯折断。读音 mie。搉，意思相近，读音

que。
捥 读音yu。把东西折弯。
177.劈甘蔗 豁皮
一种民间博弈游戏。用一把刀子，把甘蔗立起来，不

准用手触碰甘蔗，一刀劈下去，看谁劈下来的甘蔗皮更
长。被劈下来的，叫做豁皮。豁皮，引申义是无足轻重的
部分。相当于古汉语里的“杮”字，杮，读音 bei。右边是
一竖下来，不是柿子的柿，柿的上面是一点。

178.没得 没得哒
没有。最常用的荆沙口语。没得哒，就是没有了，用

完了，吃光了，说完了。
179.闹游儿 闹豁子
豁子，指嘴巴长得有毛病的人。这两个方言，意思是

随便闹了一下，开玩笑似的，相当于普通话里的瞎闹了一
下，糊弄了一下。

180.无不无聊
无聊。反问。有时也说：“你无聊不无聊？”
181.吐苦水 倒苦水
倾诉苦衷，把憋在心里的委屈、苦难说出来。
182.拉胯
拉，读音 lia第三声。很脏，很不整洁。
183.龌龊
意思与普通话同。肮脏的意思。
184.接二连三
意思同普通话。荆沙方言还有类似的说法：例如，赶

赶神。
185.赶人情 赶情
送人情。送分子钱。
186.还席 乡里亲家现还席
回请，回礼物。后面的俗语，意思是急着回应人情。
187. 现过现
马上，很快，当面，不拖延时间把事情了结。湖北有

歇后语，黄陂到孝感——县过县（谐音现过现）。
188.袖笼子
衣袖。
189.滚衫子
紧身的薄棉衣。
190.袖头子
笼在衣袖上的半截袖套。免得弄脏衣服。
191.紧身衣
同普通话。
192.像打拳的
指穿的衣服短而少，类似戏曲人物短打武生。

“米元子做不赢沙市”

“米元子”，沙市人叫它“豆腐元子”，
是由“米豆腐”转化而成的。

早在 100 多年前的清朝光绪年间，
“米豆腐”就是沙市民间广为食用的一道
素菜，后经一蒋姓道人将方形“米豆腐”改
为圆形“米元子”，并把佐料放锅同煮，改
为佐料放在碗里。这样一改，圆形的、溜
溜滚滚，不易舀烂；佐料不下锅，又不致渗
透元子，败人口味。后来人们都如法炮
制，并在市场上设点摆摊（当然还有“挑
担”的）供应起来。流传到 1942年，有一
个叫曾康成的小贩，在沙市九十铺内大赛
巷口，摆了一个“米元子”摊点。为了创生
意、辟财源，他在原来调配佐料的基础上，
增加了虾米、蜇皮、木耳、紫菜、鹿角菜、酱
萝卜丁、银鱼丝、细粉条、卤水、甜酱、味精
等二十多种佐料（原来只有油、醋、酱油、
辣酱、葱末等）。摊子上，光佐料（酱料），
就琳琅满目，摆了几排。由于他的元子制
作精、佐料全、味道鲜、入口化、吃后开胃，
受到广大群众的喜爱，开创了一项沙市著
名的大众食品并技传全省。

有人在外地也吃过按照沙市方法制作
的“米元子”，但总觉得不如沙市的好吃。

“米元子做不赢沙市”之说，流传至今。

“杂烩头子”遍荆沙

“杂烩头子”，原名“鱼糕头子”，官名
“荆沙鱼糕”还能简称它“头子”。

沙市文人聂绍辅（邵抚：1897-1973）
生前在其《竹枝词》中曾唱道：“蒸合鱼肉
碎成瓤，再切堆盘白玉方。佳味虽难登上
席，齐民宴客首传餐”。这段词中描绘的
就是“杂烩头子”。它说的“难登上席”，是
说难登当时官场的“上席”而不是说不能
上席，因为其下句“齐民宴客首传餐”，就
说明了在民间不但能上席，而且还是“首
传餐”，即每每宴客必捧的“头菜”。“头子”

就是指它比其它菜肴先上，其实“杂烩头子”不但能上席，
在沙市民间还有“无糕不成席”“和”“没有头子不摆酒”的
传说。

明清时期，此菜在荆沙地区即已盛行。清朝咸丰年
间，一位在南京抚台衙门当左衙（即府衙掌厨）的沙市人
朱洪德于1853年回沙，开设了一家“本利生”包席馆。为
适应沙市各帮会“做会”的需要，他将本地传统名菜“鱼糕
头子”，在制作技术上，作了改进、提高，并改名为“杂烩头
子”。此菜特点是：清香滑腻，精细别致；鱼含肉味，肉带
鱼鲜：吃鱼不见鱼，吃肉不见肉。

此后 100多年来，又经过继承者的不断研究、改进，
在“色、香、味、型”等各方向，使这一楚乡名肴，更臻完美。

“荆沙鱼糕”曾在北京作过数次操作汇报表演，均受
到高度好评。1976年出版的《中国菜谱：湖北菜》中，编
进了这道名菜。

（上官永健 整理）

上世纪八十年代沙市周梁玉桥商代文化
遗址保护碑。 （赵楚辉 摄）

沙市，三楚名镇，距今已有 3000 多年历史。上世

纪八十年代，考古工作者在位于沙市城东偏北区域先

后五次发掘周梁玉桥商代文化遗址，出土大量具有独

特风格的卜甲及陶器、铜器和骨器，考古工作者通过

对遗迹及遗物对比分析，印证沙市这片土地在 3000 多

年以前已具备一定的文明条件，当时的土著文化因素

有着强大的生命力。考古工作者从遗址的分布范围、

出土陶器上发现刻划符号及甲骨整治规范化程度、占

卜习俗等推断殷商时期周梁玉桥已有了区别于氏族部

落“群蛮”的独立国家，学者认为遗址遗存所代表的文

化面貌是“江汉地区一种有别于同期中原文化的文

化”，并建议称之为“周梁玉桥文化”。

周梁玉桥遗址位置。

周梁玉桥公交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