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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东省文物考古研究院 刘文涛

2018年8月初，省文物局组织专
家对我带队发掘的章丘城子崖考古
体验中心工地进行验收。此次发掘
是山东地区首次发现宋金时期的冶
铸遗址，意义重大。对于发掘成果，
专家们提出了一些意见与建议。其
中王永波先生提出了一条建议———
这个遗址虽距城子崖龙山城西城墙
不远，却是很单纯的宋金时期冶铸
遗址，与龙山文化没有任何关系。建
议我走访当地群众，询问发掘区在
当地叫什么名，重新来给这个冶铸
遗址命名。后来我专门去龙山四村
询问，村中几位老人称这个发掘区，
老辈里叫“刘家坟”“牛家坟”“柳家
坟”，具体哪个名字他们不知道，但
叫“×家坟”是确定的。按这个名称
命名该遗址的话，就应叫刘或牛，或
柳家坟遗址。怎么听都不像冶铸遗
址的名称，倒像个墓地。我再问，得
知在发掘区南侧，也就是该冶铸遗
址的南部，原来种有一片杏树，当地
人俗称杏行地，这个名好。想想杏树
棵棵，杏花蕊破，“绿杨烟外晓寒轻，
红杏枝头春意闹”。冶炉中的火星紫
烟与杏花的乱点碎红动静相应，想
想就美。这个名字好像专为这个遗
址留着的一样。于是这个遗址也就
改为“章丘杏行地冶铸遗址”。

说到古遗址的命名问题，早在
上世纪五十年代夏鼐先生就有专文
论述，即用所在地的最小地名命名。
细思我国有名的古遗址名，有的很
大气，如大汶口、万年洞；有的很典
雅，如三星堆、珍珠门；有的很有诗
意，如金沙、丹土。但也有的是因为
原名不好听硬改的。听考古院里的
老技工说，山东有名的后李文化西
河类型的最初发掘点——— 西河遗
址，原本没有西河这个地名。上世纪
九十年代发现于章丘龙山村北，原
有以新石器晚期文化命名为龙山文
化了，这个比龙山文化更早几千年的
遗址该叫啥名呢？这个遗址的所在地
因为中间高，四周低，当地人称“鳖盖
子”。到了遗址命名上叫“鳖盖子类
型”或“鳖盖子遗址”显然都不好听，
当时的老领导、著名的考古学家张学
海先生考虑到该遗址在武源河以
西，就给命名为西河遗址，文化类型
也就顺着作为后李文化西河类型。

与此类似的还有吉林通化著名
的新石器、商周、西汉、魏晋，及明代
的连续性遗址——— 万发拨子遗址，因
该地貌西部为寰丘，东接平缓的漫岗
山脊并与连绵的高山相连，形态近似
卧着的乌龟，遗址所在地当地俗称

“王八脖子”。1961年吉林省公布为省
保时就叫“王八脖子遗址”，到新千年
评选国保时，可能是因为不好听，遂
改为了音译“万发拨子遗址”。

从事田野考古，不能说天天走
街串巷，但一年中却六分之五多的
时间是在某个村旁庄从事发掘工
作。若是考古调查勘探，那可能几天
就到一个新地方，有时一天就跑几
个村。我有个习惯，到了每一地，就

和当地村民聊天，问问村中的人口
姓氏、风俗禁忌、村名的由来。往好
听处说是捎带着进行社会调查，了
解地方史；往现实说，总得找个话
题，和村民们聊聊天，拉近感情，好
让他们支持我的工作。世代居住在
此的老百姓们不一定对他们脚下遗
址的文化内涵知道多少，但口传相
授，对于村子里的传说、祖宗先人的
故事基本都知道个大概。记得2020
年8月。我带队在曲阜时庄街道发掘
郑家遗址。这个遗址位于泗河的一
个大回湾处，遗址南面是郑家村，遗
址北就是泗河南岸，发掘时正值当
地葡萄收获季节，村里家家种葡萄，
能来工地干活的农民工寥寥无几。
但工期紧，就把招用农民工的范围
扩大到附近几个村。有几个农民工
来自河北岸的慎言庄，我对这个村
名很好奇，这么文雅的村名，是他们
的老祖宗久沐阙里遗风，要村民们
慎言、知行、敬事？后问村中老者才
知道，其立村先人自明代迁居泗河
北岸，村近河岸堤坝，村名压坝庄。
不知是哪个人讹传成哑巴庄。后来
村中有位先生认为村名不雅，里人
忌讳，借着哑巴之名发挥——— 我们
村的人们不是有口不言的哑巴，而
是在恰当的时候说话，该说的说，不
该说的不说，是“无益世言休着口”，
就这样改为了慎言庄。后来我查《续
修曲阜县志》，确有其事，改名的这
位先生名叫孔继之。这真是周礼仅
在鲁，可能也只有曲阜地界能干出
将讹传变成这么文雅的事来。

与这种文雅相比，有些地方则
显得干脆直接了许多。2020年11月，
我到聊城东昌府区发掘唐墓，工地
所在地的村名叫绳张，这个墓地也
顺理成章地叫做绳张墓地。驻地旁
边有个村子叫鸡毛隋，我对这两个
地名同样很感兴趣，我就在农民工
口中和村里打听。绳张村相传是明
代永乐年间张姓始祖自山西迁来，
世代在耕种之余以搓制麻绳为业，
这里的老百姓果然实在，能糊口的
麻绳的重要性超出了“人所生也”的
姓，业在前，姓在后，故名绳张村。鸡
毛隋和绳张又是一个战壕里的战
友，两个来自不同地方的人群到了
一块儿，取村名的思维竟如此一致。
明代初年，一山东栖霞人本欲到山
西为官，途中得病，流落到了该地立
村，初名隋庄，后因村擅产做鸡毛掸
子，改名鸡毛隋。这反映了古代手工
业的重要性，我更觉得反映了一方
水土的地域特色和文化传承。鲁西
人实在、直接，直接得如同起源于这
里的山东快书，月牙板一打，叮当干
脆，不带脱音，开口就是“闲言碎语
不要讲”，没有比这更干脆直接的
了。而曲阜是孔圣人的故里，两千年
来学子仰止洙泗流长的地方，是“千
年礼乐归东鲁，万古衣冠拜素王”的
地方，久沐其风，雅也必然。

我不是地名学者，也没读过地
名学的各种概论，拉杂叙述了一些考
古发掘过程中碰到的有意思的地名，
以后可能还会碰上更多，我期待。

山东博物馆 宋爱平

山东博物馆史前展厅里，陈列
着一件特别俏皮可爱的展品——— 红
陶兽形壶。它通体呈站立的猪形，圆
面耸耳，拱鼻张口，耳穿小孔，四肢
粗壮，短尾上翘，背装弧形提手，尾
部一筒形注水口，嘴可往外倒水，腹
部鼓起，加大了容积，四足立起可供
加热，使用方便，造型美观生动，逗
人喜爱，集实用与仿生艺术于一身，
是大汶口文化独有的器型。红陶兽
形壶通体磨光，遍施红色陶衣，鲜亮
油润，夹砂红陶制成，可用于加热。
该器是站立的动物形象，头部和肥
壮的身体像猪，而四肢和上翘的尾
巴却又像狗，因此统称为兽形。

它从哪里来？

1959年5月，修筑
津浦铁路复线工程时，
在山东泰安大汶河南
岸的堡头村西发现了
部分史前遗物，随后组
织了济南市文物工作
队进行了发掘，揭露面
积达5400平方米，共发
现墓葬133座，出土随
葬品2100余件，属大汶
口文化中期和晚期（距
今约5500-4500年）。这
是大汶口遗址的第一
次发掘，也是迄今为止
大汶口文化最重要的
发现之一。

1959年大汶口墓
地的发现是激动人心
的，墓葬和随葬品向人们展示了一
套全新的文化面貌。133座墓葬中出
土了大量珍贵文物，如精美的彩陶，
洁净的白陶，典雅的黑陶，风格独特
的灰陶等；华丽的象牙雕筒和骨雕
筒，精美绝伦的雕花象牙梳；种类繁
多、工艺上乘的各类骨角牙器；制作
精细的玉、石器和工具。此外，还发
现数量众多的猪头、猪下颌骨、猪
牙、獐牙和其它动物骨骼。红陶兽形
壶就出土于此次发掘的大型墓葬
中，是大汶口文化众多精美器物中
的杰出代表。

用来温煮酒水？

红陶兽形壶是从大汶口文化的
实足鬶演化而来。山东地区出土的
史前陶鬶残片上偶有残留的水垢，
从中可以看出，陶鬶可能是一种温
煮酒水的器具，温完之后，可以从前
面的流直接斟入饮酒器中。因此，陶
鬶可能具有温酒和斟酒两种功用。
这件红陶兽形壶的用途也应该是如
此，酒水可以从背部的注水口加入，
温完之后，提起背部的把手，将温暖
的酒直接从前部的嘴中缓缓倒出，
看着就是一种享受。而器身用夹砂
陶制成，可耐高温火烧，以便于炊煮
加热之用。

大汶口文化时期，出现了不少
肖形的陶器，均制作精良，模仿惟妙
惟肖，尤其是以猪、狗等与人们的生
活密切相关的动物形象为多。物质
是思想意识的反映，这些动物形陶
鬶的出现既是大汶口人思想与精神
追求的体现，也是当时社会发展水
平、社会风俗的表征。

它为什么能出现？

红陶兽形壶的出现，证明了当时
家畜饲养业（尤其是猪、狗）、酿酒、手
工制造业的发达。大汶口文化时期，

家畜饲养业经过数千年的发展，无论
是家畜的种类还是饲养技术，都已经
达到了一个较高的水平，以猪为代表
的家畜已经升华为财富的象征，所以
在许多遗址的墓葬里才会有大量用
猪来随葬的现象。由此才出现了大量
猪、狗等动物造型的器物。

随着生产水平的提高，粮食已
经有了剩余，酿酒业逐渐产生并得
到了发展。大汶口时期的墓葬中出
土大量的陶鬶、壶、高柄杯等专门用
于温酒、斟酒和饮酒的酒器，这是酿
酒业盛行的重要标志，从一个侧面
反映当时酿酒业发达的程度。莒县
陵阳河遗址的一墓葬中发现了成组
的组合酒器，包括酿造发酵所用的
大陶尊，滤酒所用的漏缸，贮酒所用
的陶瓮，用于煮熟物料所用的炊具
陶鼎，还有各种饮酒器具100多件，
该墓墓主生前可能是一职业酿酒

者。从中我们既
可以窥见大汶口
人尚酒风俗之一
斑，也为研究大
汶口文化酿酒工
艺提供了实物资
料。正因为尚酒
之风兴盛，所以
才出现了红陶兽
形壶这类制作精
致，造型奇特的
温酒斟酒之器。

能制作出如
此色泽艳丽、造
型复杂、精妙别
致的独特器物，
还应归功于当时
发达的手工制造

业。在大汶口文化时期，发达的玉石
制作、精美绝伦的骨角牙器制作和陶
器生产领域，都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
就，达到空前的水平。尤其是制陶业，
在当时更是得到了飞速发展，日益成
熟和发达，为其后龙山文化时期达
到制陶史上的巅峰，制作出后人也
难以模仿和超越的蛋壳黑陶奠定了
基础。

文明的曙光

大汶口文化晚期阶段，其社会
形态已经发生了深刻的变化。农业
和饲养业已成为主要的经济来源，
渔猎业退居次要地位，墓葬随葬品表
明专业化的商品生产日益繁荣，社会
生产力得到了空前发展，社会结构从
母系过渡到父系，所有制形态由氏族
所有制转向家族所有制，社会正处于
大变革时期。尤其是大口尊上象形文
字的出现、贫富分化的加剧、城市的
兴起、殉人的使用等等，这些闪耀着
文明火花的因素，反映出这一时期私
有制已逐渐形成，等级已经出现，这
一切，都意味着社会形态将要发生质
的变化，即原始社会开始向阶级社会
过渡，文明的曙光已经升起，中华民
族已经处在文明时代的前夜，即将跨
入文明社会的门槛。

红陶兽形壶体量不大，却内涵
丰富，不但具有实用价值，而且承载
着当时人们的精神信仰与心理需
求，充满审美与艺术情趣，代表了大
汶口文化时期的社会发展水平，体
现了山东地区新石器时代大汶口文
化的独有特色，而且可谓后世肖形
造型艺术的先驱之作。因其独有的
造型以及丰厚的内涵，被评为山东
博物馆十大镇馆之宝之一，在山东
省史前文明的发展史上具有特殊的
位置。从这件小小的器物身上，我们
感受到了远古艺术的独特魅力，看
到了史前文明的灿烂光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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模样有点怪 俏皮又可爱
——— 山东博物馆镇馆之宝红陶兽形壶

同一遗址有两个名字，十分有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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