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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平陵城：

两两千千年年前前的的济济南南国国都都
本报记者 乔显佳

编者

的话 可能再过不久，考古部门将再次对位于章丘龙

山的东平陵城遗址进行大规模发掘。这座汉代济南

国的都城，被考古专家认为是济南的“根”。

今年已45岁的历山宾馆曾是很多“老济南”心中的记忆，如今其拆

迁已进入倒计时，当年的地标即将成为历史。 本期策划 朱頔

这里曾是汉代济南国都城

日前，记者来到东平陵城，看

到城内是大面积的农田。此外，几

条南北、东西走向的生产路和几间

机井房，都基本维持着历史原貌。

考古证明，东平陵城遗址就

是汉代济南国都城，又是汉代济

南郡、东平陵县治所。城址战国时

开始建设，两汉时期进入繁荣期，

之后一直沿用到唐代。

据了解，研究东平陵城具有特
殊意义，它既是国内罕见的一座战

国故城，规模大、保存较好，又是济

南市这座历史文化

名城的“根”。但就

是这么一座故城，

文献记载却很少，

以至于人们对该城

当时的性质搞不清。

城内曾存在钱币铸造基地

省文物考古研究所专业人士

介绍，东平陵城内发现的宫殿(或

官署建筑)遗址令人充满好奇。其

留下夯土基址东西长约50米，南

北宽30米，周围发现铺地地砖，瓦

片、瓦当、钱纹空心砖堆积不少。

此外城内还发现了西汉中晚

期的冶铁工场，如熔铁炉、残房

基、藏铁坑、石灰坑等，还有稍晚

的烘范窑、储泥池、水井及含多件

“大四”铁器铸范的灰坑等。

东平陵城以前曾发现“大山

二”铁锤铸范。据介绍，“大山”即

“泰山”，“大山二”就是泰山郡

第二号冶铁作坊。那么，“大四”

应当是泰山郡第四号冶铁作

坊。考古人员表示，这一发
现为研究汉代铁器生产和流

通，提供了新的资料。同时发
现 的 大 量 铸 造 陶 器 范
具，则说明东平陵城

内曾存在陶器手工

业作坊和古代钱币

铸造基地。

考古部门有意再次发掘

唐代时，东平陵城历史戛然而

止。此后1000多年中，这一遗址上

再未出现过居民区，甚至连一个村

庄都没有出现过，成了一座“死城”。

正因为如此，这里成了今天的考古

工作者非常难得的“考古圣地”。

目前，考古队对东平陵城的

普探工作才完成1/3，不久后，省

考古部门有意再次对其发起大规

模发掘。山东省文物考古研究所

副所长王守功认为，发掘东平陵

城意义重大，以往国内考古界对

中央都城的考古发掘较多，对地

方城市重视不够。东平陵故城考

古将推动地方城市史研究。

尽管之前的东平陵故城遗址

考古发掘未能更

深入，但已经有

若干重要收获。可

以相信，伴随考古

发掘工作的推进，一
定会有更大的发现，对

研究济南乃至山东的历

史都将起到重要作用。

在章丘龙山镇阎家村北，一座规模庞大的古代城池遗址让每个经过这里的人都感到震
惊。然而，很多人可能还不知道，这座始建于战国时期的城池，就是汉代济南国的都城，也是济
南这座历史古城的“根”，它的名字叫东平陵城。

可能再过不久，考古部门将再次对这座故城进行发掘，而对它的考古调查，至今已持
续了80余年。

格相关链接

东平陵城考古调查

已进行80余年

最早对东平陵故城遗址
进行考古调查的，是中国第一
代考古学家吴金鼎先生。1928

年，他先后两次对东平陵城进
行了考古调查，并写成了《平
陵访古记》，发表在《国立中央
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

上。随后，考古专家董作宾与
吴金鼎先生在城子崖遗址发
掘，其间又多次对该城址进行

详细的勘察。

在此后长达80余年中，考
古工作人员对东平陵城址的
考古调查和考证几乎没有间
断，采集、征集到一大批陶器、

铁器、铜器、钱币、石器以及
砖、瓦、瓦当、空心砖、花纹铺
地砖等建筑材料和构件，其中
铁器就有近400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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