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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其实刑侦工
作在一定程度上是和考
古工作相通的，比如两者
所用的工作方法。我这次
对骨雕蚕的研究，其实就
使用了刑侦的实证方法，

而且我是搞痕迹学研究
的，这门学问在这次考古
中对我的帮助很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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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我觉得帮助

是相互的。如果能从三星
村古人类遗骨上找到古
人类的 DNA，也就意味
着取到了江苏先民的遗
传密码，这是把刑侦知识
应用到考古的典型案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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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推断正确，中国养蚕史将推前1000年

其中一个墓葬引起了
考古学家的注意。这个被标

为M38的墓葬主是中年男
性，其随葬器物的级别很
高，标志着墓主不同寻常的
身份。

就在考古学家清理墓
葬的时候，一柄长约53厘
米的石钺出现在了考古学
家的视线中，这柄石钺位于

墓主的右手边，由石钺、骨
质钺帽饰、牙质镦组成，中
部的木柄已经随着时间的
流逝化为腐朽。但整个石钺
表面通体磨光，考古学家认
为，如此精美的石钺，应当

是用于祭祀一类活动的氏
族重器，是标志使用人地位

的权杖！
而石钺上方帽饰的造

型则更是让考古学家连连
惊叹，这是一个动物的造
型，圆头高昂，圆口大张，单
眼圆睁，眼尾上扬，全身有
三组斜横向的圆圈条纹，底

部有四对对称的短足。
这是个什么样的动物呢？

它为什么会被先民敬作为石

钺的帽饰？它出现在标志着
权力和地位的石钺上，又说
明了什么？三星村联合考古
队的报告对此没有论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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果然，进行对比后发

现，石钺帽饰的形象实在是
古人将蚕的特征概括后所
创作的一件完美的艺术形
象：圆圆的头、单眼皮、眼梢
微微上扬；短吻、重唇，而腹
部下的四对足又是那么的
契合。特别是背部的横向条

纹，纹中的细密斑点在帽饰
上也是清晰可见。而它那微
微扬起的头，更是与伏在树
枝上的蚕的形态完全吻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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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且，刘持平认为，将

蚕虔诚地放置在石钺的顶
端，表现了先民的敬畏心
态。可以想见，先民是在祈

祷神奇的蚕多产丝。为了印
证自己的观点，刘持平前后

8次跑到金坛市博物馆，近
距离观察同时期出土的一
批文物。果然，在出土陶纺

轮、陶尊、骨簪上，都出现了
飞蛾的抽象图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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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三星村出土的 97件

骨针也为刘持平的观点提供
了佐证：骨针针孔细如发丝，

麻线根本无法穿越，只有丝
线才是最合适的。有了这些
物证还不够，刘持平仿佛是
在侦破一件疑难案件，这次，
他勘察了金坛周边的山水环

境，发现金坛的地理位置特
别适合桑树等植物的生长，
而这些正是蚕的食物来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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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考古发掘出的文
物也证明了在黄帝时代就有
了丝织技术，在浙江钱山漾

遗址中，曾经发现了距今
4700多年前的麻织物残片，
还发现了至今为止年代最
早的丝绢、丝带和丝线。如
果刘持平推断正确，那么江
苏金坛很有可能就是我国
养蚕的发源地之一，在6000

年前就出现了丝织技术。

��i�L���L�

“如果是根据蚕的形态

设计的，那么说明江苏很早
就养蚕了，而且很早就生产
丝织品了，但在那个古墓现
场并没发现任何丝织品，而
且在江苏境内，也没有发现
6000年前的古墓中有丝织
品。而且据史料记载，蚕是从

蜀地传播到江南一带的，江
苏是从明清时期开始养蚕

的。如果刘持平的推断成立，
就要改写江苏的 养 蚕 史

了。”一位考古专家表示了
质疑。

而至于石钺帽饰究竟是
根据鳄鱼还是蚕来设计的，

当年的考古队长王根富，还
是坚定地认为，是根据鳄鱼
来设计的，至于为什么是鳄
鱼，而不是其他动物，王根富
说：“我不想和刘持平争论，
我保留自己的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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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金坛博物馆副馆长、

当年考古成员之一的李国平
完全赞成刘持平的观点，认为
这是一个重大发现，刘持平的
证据很充足。李国平说，当年
他看到那个石钺的时候，没看
出来帽饰的动物造型到底是
什么，现在一看刘持平的论

文，确实是这么回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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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这是一个案件

的话，那么我所掌握的证据
可谓环环相扣，可以形成一
个证据锁链。从刑侦学角
度，这就叫实证，而我正是
用这实证的刑侦学手段，来
破解了这个考古谜团！”
2006年 8月底，刘持平完

成了 1万多字的论文———
《金坛三星村遗址骨雕蚕
的发现与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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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史料记载，我国丝织
技术最早发明于黄帝时代，

大约距今5000年左右。但
从时间上来看，三星村人距
今约 6500~5500年，且石

钺出土于第四堆积层，年代
应 更 偏 前 些 ， 约 在
6500~6000年左右。所以，

刘持平得出了惊天结论：丝
织技术至少在6000年前就
已经出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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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4年 4月，一本名
为 《金坛三星村———出土

文物精华》 的画册摆在了
常州市公安局副局长刘持
平的案头。

上世纪90年代，三星
村考古开始后，刘持平也多
次勘查过现场，并上书常州
市政府，希望对遗址进行保

护。所以，当三星村这本画
册出版的时候，刘持平很自
然地得到了著作方的赠阅。

当刘持平翻开这本画册
时，被石钺帽饰的动物造型
给吸引住了。在图片下方，有

一行小字写道：“侧视钺
（帽）饰呈扁薄鳄鱼首状。”

鳄鱼？刘持平仔细观察
了一下，怎么看也不像鳄鱼。
鳄鱼是长嘴巴、扁头，眼睛长
在头顶，而更关键的是，鳄鱼
的脚只有两对，但这个帽饰
动物的脚却有四对！

如果不是鳄鱼，那又该

是什么呢？刘持平用笔把帽
饰图案画在了纸上，这时，
一条活生生的虫仿佛在刘
持平面前的白纸上蠕动。
蚕！这应该是一条三星村人
顶礼膜拜的金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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