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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日济南

乐活·地理

大辛庄遗址堪称“国宝”

33000000年年前前商商王王朝朝的的““东东方方之之都都””

本报记者 陈玮
实习生 刘婷婷

出土多件罕见商代器物

甲骨文的发现堪称奇迹

在奥体中路的大辛庄遗址，
成片的植物像是一条绿毯覆盖
在上面。在遗址西南侧，屹立的
大辛庄遗址石碑在树丛的摇曳
中若隐若现，上面镌刻着“山东
省革命委员会一九七七年十二
月二十三日公布”。1977年，大辛
庄被公布为山东省第一批重点
文物保护单位。

正对着石碑，有一条由东南
斜向西北的沟壑，看守遗址的工
作人员介绍，许多商代文物曾在
这里出土。1970年，济南市博物馆
在此收集到一批历年出土的青铜
器，戈、镞等兵器及斧、锛、刀、车
具等。1984年，又收集到一批器
物，有鼎、觚、爵、戈等。最重要的
一次发掘是2010年，这一年发现
了重要的墓葬区，出土大量青铜
器、玉器等，其中出土的铜鼎堪与
郑州商城出土的同期大鼎相媲
美。器物规格之高、组合之全，在
全国也属少见，此次挖掘被评为
全国十大考古发现。

值得一提的是在2003年的
挖掘中出土了甲骨文，经过拼合
之后，总共有4片，其中一片最大
的有34个字，为龟甲卜辞。济南
市考古所所长李铭说，除安阳、
郑州出土的甲骨文外，很少再见
正规出土的甲骨文，这也正是大
辛庄甲骨文出土研究价值高的
原因之一。

“大辛庄遗址的几次挖掘，文
化含量越来越重，其社会地位越
来越突显。”

墓葬区规模之大罕见

挖掘出大量贵族器物

放眼望去，空旷的遗址了无
人烟，然而几千年前，这里或许
有华丽的车驾迎来送往，或许有
商代王室成员常常驻此。说明一
个地区的社会经济发展，文字和
器物一个也不能少，在等级制度
森严的商代，这些都成为显赫繁
荣的标志，2003年，甲骨文的出
土，诉说了曾经的繁荣和文明。
甲骨文是最高领导人群行事的
物证，是当时社会发展最高层次
的体现，只有王室成员和都城的
高等贵族才有使用文字的权利。

“能使用甲骨文，肯定不是一般
的地方。”文字的阶级性，说明大
辛庄当时在全国的重要性。

“大辛庄出土了大量的青铜

器，而青铜器是受最高领导掌握
的。”李铭说。2010年，大辛庄出
土的青铜器，器型前所未见，显
示了很高的青铜铸造技术。其中
一个铜器在其口沿下还有两个
环，十分少见。青铜器分量之重，
显示大辛庄墓主人为当时的高
等贵族，当时的大辛庄与商王朝
无论在政治上还是经济上都有
密切的联系。

与此同时，同年发现的墓葬
区，规模之大为历次发现中所未
有。挖掘出的商代金箔、大鼎等贵
族器物，是早期商代文化中显赫
的象征，只有王室才有。“这就说
明了这个地区和中央机构关系密
切。”李铭说。有专家因此推测，大
辛庄遗址应该是在商王朝取代夏
王朝在中原立足之后，在扩张过
程中到达山东后的第一站，是商
王朝经略东方的统治中心。

遗址应得到重视和保护

研究有待于进一步深化

作为“国宝级”的遗址，很多
市民对大辛庄遗址还比较陌生。
在轨道交通近期建设规划环评公
示中，R2线西周家庄站至工业北
路站区间穿越历城区大辛庄遗址
国家级文物保护范围。文物保护
专家认为，轨道穿越会在一定程
度上造成遗址的不完整，不应在
主要部分施工，不少人也担心轨
道的建设会对遗址造成破坏。

李铭说，作为重要遗址，大
辛庄应得到应有的重视和保护。
现在很多遗址都设立了公园和
保护区，我们也应该有意识地规
划和建设，在潜移默化中让人接
受。比如把大量出土的东西做成
产品、标牌、路标、公园，提高知
名度。“不能只把遗址当做一片
土，它对人的影响和教育远远超
出人们的想象。”

而同时，目前对于大辛庄遗
址的研究只是刚刚开始，大辛庄
遗址的重要性和文化含量，还没
有得到足够的认识，不少还只是
个例的研究，大辛庄遗址对于整
体的研究，特别是对于山东整个
地区的影响以及对全国的影响，
还有待于进一步深化。“我们现
在对小范围的研究较多，缺乏的
是整体的研究，如遗址范围的大
小、遗址区域的划分、区域的变
化都做得还不够。”

李铭认为，以后对大辛庄的
研究趋势应是整体性的，而不只
是简单的研究几件器物。“对大辛
庄有重新的认识，就要重新确立
其范围。”李铭说，大辛庄遗址至
今没有发现它的城墙，这是一个
缺陷。

“大辛庄商代遗址，绝对是国宝级的。”每当考古学家谈到济南大辛庄遗址时，都流露出赞叹与惊喜。不仅是遗址出土土的商
代青铜器、圆鼎在全国都属少见，它所代表的文明与繁荣，已经成为济南市为之自豪的丰碑。

大辛庄遗址挖掘现场。 (资料片)

大辛庄遗址出土的部分文物。 (资料片)

1977年设立的大辛庄遗址碑被掩盖在荒草丛中。 本报记者 邱志强 摄


	C22-PDF 版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