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考古有时能改变历史，这话放
在邿国身上最贴切不过了。如果没
有1995年在济南长清仙人台那次意
外的考古发现，也许很少有人会关
注或者知道国小位卑的邿国，也许
邿国会带着它的满身秘密继续走进
新的千年。因考古爆红，在众多小国
里，邿国是幸运的。

仙人台遗址位于济南长清区东
南二十公里的五峰山之阳，南大沙
河上游北岸的河旁高台上，北距济
南市区二十五公里，早在1975年，这
里就被考古专家“盯上”。当时，仙人
台还是一片庄稼地。北黄村村民张
建新为了抄近道，从南大沙河里游
泳到仙人台准备收割，打算用镰刀
钩住崖土借力上岸时，却听见了砸
到金属的声音，发现是青铜器，随后
张建新将土里的宝贝挖出来交到了
文物部门手里。

仙人台发现文物后，1978年秋
济南市文物部门曾做过调查，1987
年秋又进行了较全面和深入的复
查，出于文物保护需要，并未进行大
规模发掘。因此，直到1995年，山东大
学考古系师生的到来才最终揭开了
仙人台遗址神秘的面纱，同时，也从
遗址中刨出了更多的历史谜题。

考古专业一直是山大的“金字
招牌”，但是因学校经费有限，很长
一段时间里，山大考古系里各种“瓶
瓶罐罐”不少，却没有青铜器教学研
究的实物标本。抱着碰运气的想法，
任相宏教授把田野考古实习课搬进
了长清仙人台，希望能发现几件青
铜器。

没想到耕土层刚刚挖下去，就
出现了明显的墓葬迹象，而且并没
有找到盗洞的痕迹，这对考古工作
者来说可是最大的惊喜和礼物。一
座、两座、三座……经过两个月的挖
掘，六座基本保存完好的周代古墓
呈现在大家面前。自东向西、先左后
右，按年代先后顺序看，墓葬分布有
着明显的规律，整块墓地应是按一
定的葬制布局的。

墓葬规格如此之高，随葬品自
然也非常丰富，出土文物共计320多
件(套)，包括了青铜器、玉石器、陶
器、骨角器、海贝等。青铜器方面，仙
人台遗址果然不负众望，仅礼、乐器
数量就达110件，而且器形硕大，铸
造精美。一号墓中出土了利用失蜡
法铸造并镶嵌宝石的双龙镂孔圆柄
短剑，是我国目前所见到的最早的
蜡模铜铸件。

更重要的是，七件青铜器铸有
铭文，墓葬算是有了“身份证”。根据
随葬品的时代特征和铭文，并参考
相关文献，最终推断这是一处自西
周晚期至春秋时期的邿国贵族墓
地，并且六号墓应为邿国国君之墓。

关于邿国的位置，历来存在争
议，但古人并未提到过长清。一种说
法认为在今济宁任城。《左传》杜预

《注》称：“邿，小国也，任城亢父县有
邿亭。”《汉书》《后汉书》《水经注》等

都沿袭了这种观点，任城邿国的说
法最为流行。

另一种说法认为在今济南平阴
县境。如今平阴东阿镇小屯村西有
处邿邑故城遗址，西近济水古道，东
紧靠亭山，处于依山傍水的险要地
带。同时，也是古代水陆交通枢纽，
群雄争战之地。从新石器时代晚期
到战国，这里都有先人生活的印记。
这里原属省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因遭受人为破坏，1973年文物普查
中，改定为县级文物保护单位。

小国无史，通常是在挨大国打
的时候，才“有幸”被记上一笔。关于
邿国，直到灭国的时候，鲁国的史官
才轻描淡写地留下了一句话：公元
前560年夏，邿国发生内乱，分裂为
三，三方力量各异，政治立场也不
同，鲁国出兵救援邿国，并乘机吞并
了邿国。

综合考古和文献来看，邿国最
初是在平阴的，何时何人建国不得
而知，但是存在的时间应当不短。当
时，邿国是交好齐国的，两国曾有联
姻。可由于邿国所在的位置战略价
值非常高，随着齐国势力的壮大，军
事西进成为齐国的主旋律，拿下邿
地势在必行。

邿国没有更多的选择，要么依
附齐国，继续在故地生存，要么乖乖
让出地盘，另谋生路。最终，春秋中
期邿国举国南迁，在任城重新立国，
平阴故地也就顺理成章成为了齐之
邿邑，变成齐国西南边境的军事防

御重镇。仙人台遗址距离平阴邿邑
故城不远，应该就是没“搬家”之前
的邿国贵族留下的墓地。

任城在鲁国的眼皮子底下，南
迁后的邿国自然沦为鲁国的附庸，
过上了寄人篱下的日子，国力大为
削弱。公元前560年，邿国因内部分
裂，被鲁国用不到2500名士兵就给
吞并了。这种趁火打劫的行为恨得
邿国人牙痒痒，没办法，一部分贵族
又回到了平阴故地投靠齐国。因此，
鲁取之邿并非平阴邿国，而应是南
迁后的任城邿国。

春秋时期的邿国国力究竟如
何，从仙人台遗址的六号墓可以略
见一斑。六号墓被认定为邿国国君
之墓，是六座墓中规格最高的。它东
西长4 . 6米、南北宽4 . 5米，随葬着拆
散的马车车舆、车轮和各种铜车马
器。在二层台上有殉葬的犬，形体高
大，四蹄捆扎，做挣扎状。墓主随身
佩戴玉冠、玉项链、玉璧、玉琥等礼
器。此外，陪葬着铜礼器、陶器、铜编
钟、石磬、铜剑、铜戟、盾牌和盔甲等
物品共计数十件。

虽然实力远逊于齐鲁等大国，
但是在视死如生的观念影响下，邿
国国君的“排场”并不小，在列鼎的
使用上尤为明显。“列鼎制度”是周
代标志身份的制度，天子、诸侯、卿、
大夫、士享用铜鼎的数量有一定限
制，即周天子用九鼎，诸侯七鼎，大
夫用五鼎，士用三鼎或一鼎。墓中随
葬十五件鼎。除一件特大者外，其他
十四件都是两两相同，双套列鼎尽
显自己的诸侯之尊。

墓中出土的一对铜方壶，高63
厘米，通体装饰华丽纹饰，器腹四面
均饰高浮雕蟠龙纹，双耳为立体兽
首形，铸造工艺极为高超。目前所
知，春秋时期这类方壶一般都是诸
侯王所拥有，如著名的秦公壶和陈
侯壶等。其他出土文物像车马器、玉
器、乐器和兵器等，也显示出该墓的
规格要远远高于其他各墓。

仙人台遗址墓葬虽然数量不
多，但持续时间长久，从西周晚期一
直延续到春秋晚期的偏早阶段。从
墓葬流行的器物箱、腰坑、独木棺、
棺床、殉犬、铺撒朱砂和随葬品讲究
成双成对等葬俗来看，具有深厚的
地域特色。这一发现，在山东乃至中
国考古学史上都是罕见的，对中国
考古学及中国古史研究都具有重大
意义，因而被评为1995年中国十大
考古新发现。

王国维有言：“吾辈生于今日，
幸于纸上之材料外，更得地下之新
材料。由此种材料，我辈固得据以补
正纸上之材料。”这便是“二重证据
法”的来历。考古发现的历史信息不
仅能验证传统史书记载的真实性，
而且能够弥补许多缺失和不足。比
如邿国这样的一众小国，博弈于大
国纷争之间，自己只是历史的牺牲
品，为史官所不屑，但借助今人考古
得以重见天日，何尝不是一种幸运？

这是一张三十多年前在天安门广场拍摄的黑白照片，后排
站着的是妈妈、奶奶、爷爷和爸爸，前排站着的是四岁的我。当
时，我天真地认为，只要到了北京，就会看到毛主席站在天安门
城楼上。其实那时候，毛主席已经逝世三年了。

听父母讲，我刚上幼儿园时，小朋友们唱得最多的歌就是
《我爱北京天安门》，老师也经常讲毛主席就站在天安门上。于
是我天天哭闹着要去北京，看天安门看毛主席。三十岁左右的
父母在“文革”期间曾经多次去过北京，并且受到过领袖接见。
父母拗不过我，就在1979年国庆节，带着我和老家的爷爷奶奶，一行五人去了北京。

10月2日一大早，全家人首先来到了天安门，走过金水桥，爸爸将我扛到肩膀上，让我近距离地看到毛主席的巨
幅画像，我一直往城楼上看，不断地问毛主席怎么还不来，爷爷骗我说，毛主席吃完饭就来了。随后我们一块进了故
宫，此时我已经困倦了，时睡时醒，由父母轮流背着我。什么三大殿、珍宝馆、御花园，我一点也不知道。等我醒了，，已
经走到了故宫后门，爸妈说带爷爷奶奶去景山和北海玩一玩。正要走出去，我又哭闹起来，吵着要去天安门看毛主
席。无奈，六十多岁的爷爷奶奶又只好从北往南走。走出故宫，仍然没有见到毛主席，还是爷爷说，“我们在这里照张张
相吧，毛主席来了就会看到我们的。”如果仔细留意，会发现照片上的我脸上还挂着两行泪水。

国庆后回到幼儿园，我兴奋地对小伙伴讲，我看到天安门了，看到毛主席了，他们个个都非常羡慕我，只有老师
在旁边抿嘴乐，感谢她没有当众戳穿我。三十年多过去了，当时老百姓对领袖的那份真挚朴素的感情，仍然在深深
地影响着许多人，特别是父母亲他们那一代人。

我爱北京天安门

【老照片】

□晓舟

它用224块巨型石材修建而成，其中103
块雕刻有精美画像，是我国考古史上规模
最大、建筑石材最多的汉画像石墓之一；它
的画像题材丰富、构图复杂、形象生动、技
法多样，集汉画像石之大成，被誉为“罕见
的汉代艺术杰作”……它就是整体拆迁并
复原于安丘市博物馆的汉画像石墓。

安丘历史悠久，文化灿烂，春秋时期为
莒国封邑；汉景帝中元二年(前148年)以侯国
名安丘为县名正式置县。

1959年12月，安丘秋冬农田水利基本建
设运动开展得如火如荼，当参战社员在董
家庄村北一处土丘上挖土时，突然间发现
了几块刻制规整、垒砌在一起的大型石条、
石板，他们觉得非同寻常，马上报告给了指
挥部。随即，山东省文物管理处派员前来考
察、发掘，认定这是一座东汉墓葬。为避免
遭到破坏，同时避开库区，遂决定将整座石
墓拆迁至县城保存。1963年，在县城北关果
园内(现安丘市博物馆院内)进行复原，墓葬
入口处增设了保护性前厅，门额题“汉墓”
二字。后经考证，该墓的主人系东汉晚期安
丘人孙嵩。

孙嵩(约135—195年)，字宾硕。博学多
识，重节尚义，因救助东汉末年经学家赵岐
而闻名。孙嵩卒后，归葬故里，诸多文献记
载了孙嵩墓的基本位置。《水经注》载，“山
(牟山)之西南有孙宾硕兄弟墓。碑志并在
也。”明万历《安丘县志》称，“豫州刺史孙宾
硕墓在牟山金沟河西南。”《青州府志》称，

“孙宾硕兄弟墓，在县西南牟山下。”
汉画像石墓被整体拆迁至新址后，在省

文物管理处专家的指导下，完全依照原样和
原方位进行了复原。复原后的石墓坐北朝
南，气势恢宏。整座墓葬占地面积70 . 15平方
米。墓葬除甬道用砖铺地外，其余均用预制
石板、石条建成，共用石材224块，石质大部分
是石灰岩。汉墓在整体设计上参照现实生活
中的建筑式样，体现了当时人们死后也希望
亡灵在阴间“再生”的思想意识。

石墓画像雕刻技法娴熟。墓内石材全
部经过了艺术加工，在224块巨型石材中，有
103块刻有画像。画像面积达147平方米，共
有69幅完整的画像。这些画像分布在甬道封
口石、墓门、墓室四壁及室顶、立柱等处。画
像根据题材需要和所处的部位采用了不同
的雕刻技法，其中绝大多数是凿纹减地浅
浮雕，少数为减地凹面阴线刻，个别画像采
用了高浮雕和透雕技法，有时同一幅画像
也使用了多种雕刻技法。

最具艺术特色的是3个高浮雕和透雕
方、圆形立柱，中间方柱正面和左右雕刻若
干神话人物，大人小孩皆裸体间杂，或跪或
立，有拥抱、微笑、吐舌者，层层相叠，姿态
万千。柱后分为两层，呈半圆状，上刻飞龙
走兽，外层和左右两侧相接，给人以柳暗花
明之感。雕刻最深处11厘米，两面的雕刻多
为透雕，造型奇特诡异、精巧玲珑，已达到
炉火纯青之境界，实为汉画像石中之珍品。

石墓画像题材丰富多样，表达内容气
象万千。既有鲜活的社会生活内容，也有神
奇的民间传说；既有生动的历史故事，也有
神秘的崇拜图腾。

中室室顶北坡的乐舞百戏图描绘了一
幅欢腾的动态景观，画面布局合理，博而不
乱。其中飞剑跳丸一组，一人的右足、左膝、
左臀部位及双手各一球，有六球悬空，次第
落下，共有十一球，另有三把剑同时飞舞在
空中。一人把玩十四件器物，这在所发现的
同类题材的表演中是一个纪录。杆戏一组，
一人曲双臂擎杆，有两人缘杆而上，杆顶一
人仰身舞蹈；上部横杆之上共有六人，其中
四人或足或膝勾住横杆，而身体悬空作舞
动之姿，另两人在横杆之上，双手抚杆做仰
面倒立翻转。杆上九人齐动，姿态各异，虽
各不相顾，绝无惊险之虞。执杆之人踮脚仰
首，轻松自如，这又是所见相同游戏中表演
人数最多的一幅。

后室西间西壁的狩猎图表现场景广
阔，结构紧凑。画面刻画了丰富、传神的生
活场景。车马出行图刻画了身份不同人物、
矫健的马匹、式样繁多的车辆，表现了汉代
森严繁缛的仪卫制度，这在一定程度上体
现了汉墓主人的社会地位。

历史故事主题明确的有泗水升鼎图和
孔子问道图。孔子问道图中，一长列的人
物、车马刻画得细腻酣畅。画像从左起依次
为老子、项橐(tuó)、孔子以及跟随孔子游学
的弟子，反映了孔子贤者为师而师无老少、
不耻下问的思想认识；在前室与中室之间
的方柱和后室北壁中间的方柱上，刻画了
众多的人物、动物，人与人、人与动物之间
的复杂关系处理得非常巧妙，表达了汉代
对生殖繁衍、人伦常理的认识，寓意深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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