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2 月 17 日上午，位于莘县县城
东南约 5 公里处，即是莘县东鲁街
道办曹庄村，村北一条宽阔的刚修
葺的土路是德商高速施工现场。“这
里就是遗址发掘现场。”曹庄村任先
生指了指距村北侧约 30 米处，除了
南侧临近村子外，周边几乎全是蔬
菜大棚，这处遗址就处于其间。

任先生说，前段时间，高速路施
工方已经夯实了地基，过了没多久
有文物部门的人到这里勘察，发现
部分路段地下存有文物。“在村里住
了几十年了，村民陆续在周边种上
了大棚菜，以前从来没听说过这里
挖出过宝贝，一听说下面有文物，很
多村里人都过去看。”

莘县文物管理所所长仲崇辉介
绍，发现遗址的地势与周围地面相
比略高，遗址南北约 130 米、东西约
150 米，遗址西南部为德商公路莘县
互通路口，遗址西侧和北侧紧邻田
间生产路，南部被村庄建房和挖沟
破坏，地表建筑物有蔬菜大棚，农作
物主要为玉米。

为深入了解该遗址文化层的分
布情况，莘县文物管理所经省市文
物局授权，由市文物专家指导，开始
对该遗址进行考古发掘。

遗址西部被建蔬菜大棚时取土
破坏，遗址地表已因修路基被夯实，
较为纯净。仲崇辉介绍，按照考古发
掘规程，在遗址的中心及北部分别
布置了 5 个探坑。经发掘显示，5 个
探坑文化堆积较为简单，共分为四
层。耕土层为灰褐粘土，厚 30 厘米，
地表散落少量近现代陶片、瓷片等。
二层为浅灰褐色粘土，包含红烧土
粒、草木灰、少量陶片、瓷片；三层为
灰褐色粘土，层面距地表约 70 厘
米，厚 67 厘米，包含较多的陶片、烧
土粒，属于自然淤积层；四层为浅灰
色粉砂土，层面距地表约 133 厘米，
厚 30 厘米，有大量的陶片、瓦片等
遗物，层下是黄色粉砂淤积层。

“由此可以推断，该处遗址应该
是大水冲击造成的，和古时期常发
的洪灾有一定关系。”仲崇辉说，遗
址位于曹庄村北 30 米，因此称“曹
庄遗址”，这也是莘县最近经过勘探
新发现的古遗址。经专家初步鉴定，
这是一处宋元至明清时期的人类活
动遗址，遗址是金代人的生活村落。

高速路施工现场现金代遗址
与曹庄相邻故称“曹庄遗址”，初步鉴定为金代人生活村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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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月 18 日至 12 月 7 日，莘县文物管理所历时 19 天，在曹庄村北挖掘探方 240 多平方米，出土较完
整瓷器三件，陶瓷碎片一大宗。经专家初步考证，该遗址应为金代文化遗存，三件瓷器中的两件可定为国
家三级文物。曹庄遗址的发掘，对于研究莘县人文传承具有重大意义。

发掘出的两件瓷器

可定为国家三级文物
经过 20 多天的发掘，遗址现场发掘了少

量的瓷器及碎片，另有猪骨、兽骨，据推断可能
是祭祀用品。其中发掘出的三件瓷器中，有两
件可定为国家三级文物。仲崇辉说，遗址发掘
对于研究莘县人文传承有重要意义。

曹庄遗址发掘时，只离着地面土层有 1 米
左右。其中，在 1 号探坑北部中间残留 1 处窑
址，距离地表 1.3 米，为半椭圆形，青砖错缝垒
砌，残高 0 .12 米，长 1 .3 米，宽 1 .2 米，窑址东
部留有少量的灰烬；在 2 号探坑距离地表 1 .2
米的淤胶土中出土了三件较为完整的瓷器，从
器形及胎质分析，应该是宋、金时期的。

其中，乳白釉六边花口灯盏瓷质为白灰
胎，内满釉，外釉至下腹处，内弧形青砖，长方
形一侧为内弧形长 30 厘米，宽 14 厘米，厚 4
厘米。乳白釉高柄炉高 6 .2 厘米，瓷质为乳白
釉龙胎。另一个乳白绿彩高柄炉高 6 .9 厘米，
器弄微斜，瓷质乳白釉灰白胎口沿处有三处釉
下绿彩。仲崇辉说：“可以看出这一个高柄炉做
工还是比较复杂的。”

莘县文物管理所副所长马鲁华拿着刚刚
黏粘整理的一个瓦盆状文物说，采集的标本还
有小盏、碗各 1 件，目前已经开始对部分碎片
进行细致处理。

仲崇辉介绍，莘县县址原来在现在的相庄
村，唐代以后迁移到现在的位置，曹庄遗址的
发掘对于研究莘县人文传承具有重大意义。

根据史料记载，莘县春秋时为卫国莘邑。
秦设立阳平县，属东郡。后齐改为乐平县。县北
有莘亭城，后周设立莘亭县。隋开皇六年(586
年)复称阳平县，隋开皇八年改称清邑。大业二
年(606 年)始称莘县。宋代先后属河北东路大
名府和中书省南部东昌路。明清属东昌府。民
国初年属山东省东临道，1928 年直属山东省。

发掘出土的文物多数是破碎的，考古人员在整理文物碎片。

工作人员在清理发掘现场。

发掘出的较为完整的乳白釉六边花口灯盏。

发掘出的两件较为完整的高柄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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