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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能证明禹墟遗址在4000多年前曾举行过大型祭

祀活动迹象的，是出土的陶器。不论是有着20多种样式

的鬼脸式鼎，还是出现比中原地区至少要早1000多年的

假腹簋（gu），以及精美的陶鬶（gu )，都是与生活关系

不大的祭祀用品。

三腿鬼脸鼎在龙山文化时期多被当作避邪之物，很

大程度上体现的是宗教意图。假腹簋杯浅壁薄，根本就

不能盛装东西，绝非正式的生活用品。陶鬹更是吸水性

强器壁极薄的祭祀器皿，多为地位高贵的上等人用来作

为祭祀的用品。这些陶器由于烧制简单粗糙，加之壁体

单薄，有的仅比蛋壳稍厚些，受到磕碰极易破碎而且难

以修复，大多不能在日常生活中使用，完全是祭祀器皿，

往往在祭祀结束就弃之不用。

禹会村遗址出土大量烧制粗糙，胎质不纯，薄如蛋

壳且无法在生活中使用的器皿，其底部往往都有明显火

烧烟熏的燎痕，说明这些器皿就是为大型短期祭祀活动

而烧制的用品。这种迹象从另一种角度证明，在4000多

年前的禹墟遗址上的确曾经举行过一场规模宏大的祭

祀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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涂山之会的传说
大禹建立夏朝后，在以前先王子孙诸侯

国林立的基础上，又分封了很多诸侯国。为

维护夏朝和诸侯国的统属关系，大禹决定开

一次诸侯大会。因这时适值各方诸侯来朝，

夏禹趁机举行郊祀之礼，并提及禅位于皋陶，

惹恼众多诸侯。

大禹郊祭之后，见诸侯不服而去者有三

十三国之多，心中不免纳闷。计算起来，不服

之国以东南两方为多。于是大禹决定在阳城

东南的涂山尽早召开诸侯大会，以检讨自己

的过失。

这次涂山之会一般被认为是中国夏王朝

建立的标志性事件。到了正式大会的日子，

大禹穿了法服，手执玄圭，站在台上，四方诸

侯按着他们国土的方向两面分列，齐向大禹

稽首为礼，大禹在台上亦稽首答礼。礼毕之

后，夏禹大声向诸侯说道：“如果我有骄傲矜

伐之处，请大家当面告知，否则就是教我不仁

啊！对大家的教诲，我将洗耳恭听。”原本对

大禹有意见的诸侯看到大禹这种态度，也都

表示敬重佩服，消除了原先的疑虑。

这次大会，各方诸侯都带来了朝贺的礼

物，大国献玉，小邦献帛，史书记载“禹会诸侯

于涂山，执玉帛者万国”。

为表示敬意，各方诸侯常来阳城献“金”

（青铜），后来，大禹为了纪念涂山大会，准备

将哪一州所贡之金，就拿来铸哪一州的鼎，将

哪一州内的山川形势都铸在上面。即后来的

冀州鼎、兖州鼎、青州鼎、徐州鼎、扬州鼎、荆

州鼎、豫州鼎、梁州鼎、雍州鼎。九鼎象征着

九州，其中豫州鼎为中央大鼎，豫州即为中央

枢纽。九鼎集中到夏王朝都城阳城，借以显

示夏王大禹成了九州之主，天下从此一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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禹墟——

淮河岸边的文明曙光

作为黄河中、下游地区新石器时代晚期的龙山文化

在淮河流域的出现，代表了一种新型的聚落形态，它应

是当时政治、经济和宗教活动的重要区域。禹会村遗址

的文化面貌既有山东龙山文化的特点，又有河南龙山文

化的因素，同时，与良渚文化存在着一定的联系，表现了

我国江淮地区复杂的文化面貌。

禹墟遗址出土的陶器带有明显的黄河中下游的龙

山文化特征，从陶器的演变上使黄河中下游——淮河流

域——长江下游的龙山文化形成关联，从而证明淮河流

域是古代文明传播的一个必经路径，是连接黄河、长江

两大文化传统的纽带和桥梁，也是华夏、东夷、苗蛮三大

集团相互碰撞和融合的地区。

淮河是古代文明传播的必经路径

大禹在涂山会诸侯的时期，正是夏王朝成立的前

期，也是中国古代王朝形成的最关键时期。所以，与大

禹治水有关的禹会村遗址，也就自然成了关键时期的关

键遗址。

在遗址处，有一个面积为2500多平方米的大型祭祀

台基。有近100平方米的烧祭面和之上的沟槽以及数块

磨石，陶甗（yǎn）等遗迹、遗物和排列有序、整齐划一的

35个柱洞，显现出了当时的祭祀规模和复杂的内容。在

相距大型祭祀台基约100米的西南部，除发现埋藏有单

件较完整陶器或磨石的小型灰坑外，还发现了三种经过

人工挖制并且埋藏有别的大型祭祀坑。坑内埋藏着大

量的陶器，并伴随着木炭和兽骨，同时，具有神秘色彩的

圆圈迹象，影射着它内在的含义。禹会村不是一般的人

类居住遗存，应是以祭祀为主要内容的活动场所。

祭祀的重要活动场所

陶器证明4000年前的祭祀

蚌埠市西郊涂山南麓的淮河东岸，有一个淮河流域目前发现最大的龙山文化遗址——禹会村遗址，总面积为50

万平方米。种种迹象表明，禹会遗址年代为距今4000多年。这个时期，正是原始社会末期的龙山文化晚期，也是大

禹生活的年代和中国国家形成的关键时期。

被认为是中国夏朝王朝建立的标志性事件的涂山之会，传说禹建都阳翟（河南禹县）后召集夏和夷的部落首领

于涂山，正是在今蚌埠境内。禹会遗址的发现，表明在大禹时代前后，已有大规模的原始部落群在蚌埠生活，为证实

传说中的“涂山氏国”提供了重要证据。 张亚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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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禹治水图
禹墟遗址的大型祭祀台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