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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子崖的发掘：

中国学者证明

文化本土性的一次努力

百年来，几代中国考古人兢兢
业业、上下求索，踏遍华夏河山，不
断编织着古代文化和社会的经纬蓝
图。作为中国考古的重要组成部分，
山东考古也走过了同样历程。

山东考古肇始于1928年城子崖
遗址的发现。当年“中央研究院史语
所”对山东考古工作的开展是早有
打算的，殷墟发掘期间即派人到山
东做了实地调查。后来中原地区局
势动荡，“史语所”计划暂停殷墟发
掘，将工作转到山东。但为什么选择
城子崖作为第一个发掘地点呢？当
年李济先生在山东古迹研究会成立
新闻发布会上的发言，可作为回答。
他说到探索中国文化的原始问题，
城子崖是一个合适的地点。这是因
为当时随着仰韶文化的发现，中国
文化西来说似乎找到了考古证据。
但傅斯年、李济等认识到仰韶文化
分布只在中国西部一侧，他们深信
东部沿海地区应该存在与夏商周三
代文化有源流关系的新石器文化，
那才是中国文化的直接渊薮。而城
子崖以黑陶为特征的发现与以彩陶
为特征的仰韶文化完全不同，且看
起来与商、周文化关系更密切直接，
这让傅斯年、李济等相信城子崖就
是他们一直寻找的那个新石器文
化，是追索中国文化原始的当然选
择。

城子崖的发掘是中国学者寻找
和证明中国文化本土性的一次努
力，也为后来夷夏东西历史命题的
提出，从而破除了长久以来统治中
国学术界的中原中心论和王朝史观
提供了最初的突破口。这次发掘不
仅首次发现了一种崭新的考古学文
化——— 龙山文化，在田野工作中第
一次发现了古城址，编撰出版了中
国第一部田野考古报告集，而且在
田野考古工作方法上，也向科学和
正规化迈出了重要一步。考古地层
学原理开始运用到实际田野操作
中，首次绘制了探沟地层剖面图，从
而为中国考古学的发展，尤其是田
野考古和新石器考古的发展铺垫了
重要基石。

城子崖的发掘首先是1933年董
作宾领队对滕县安上村和曹王墓发
掘，再之后是1936年尹达、王献唐等
对两城镇遗址的发掘。可以看出来，
这些工作实际上基本都是城子崖发
掘的延伸，以更加深入了解龙山文
化。需提及的是，滕县安上村的发
掘，在时任山东图书馆馆长王献唐
先生的斡旋下，山东大学师生第一
次参加了田野考古实习。后来吴金
鼎转投齐鲁大学教授考古课程，山
东的大学里终于有了考古专业出身
的学者，山东考古在学科层面开始
了艰难的建设。可惜吴先生过早去
世，这个良好的开端并没有延续下
来。

新中国成立后：

考古工作重新开展

诸多遗址发掘收获很大

20世纪30年代之后由于战争，
除了日本人对齐鲁故城等遗址做过
不成系统的调查和试掘外，山东考
古中断了十多年，直到新中国成立
后，工作才重新开展起来。其中上世
纪50年代主要有两城镇遗址、沂南
北寨汉墓、安丘景芝遗址、梁山青堌
堆遗址、大汶口遗址等的发掘。这些
发掘收获很大，尤其是大汶口文化
的发现，拉长了山东新石器文化的
轴线。同时，早在1957年即组织了第
一次全省文物普查，1958年在齐故
城举办了文物训练班，都是着手谋

划全局打基础的工作。这一时期中
科院考古研究所成立山东队，加入山
东考古的工作中。其中上世纪60年代
初西夏侯遗址的发掘，为认识大汶口
文化、龙山文化关系首次提供了直接
地层证据。1964年在国家文物局支持
下，山东省组织文物工作队对临淄齐
故城进行全面勘察、钻探和试掘，并
进行了全省文物干部培训。然而这么
好的势头没能持续，直到上世纪70年
代初随着明鲁王墓、野店、尹家城等
遗址的发掘，才将山东考古的引擎重
新启动，随后王因、呈子、大汶口、陵
阳河等遗址的发掘，让这刚刚启动的
时代之车又挂上了新的挡位。

1972年刘敦愿先生等创立山东
大学考古专业，通过对尹家城等遗
址系统发掘，不仅开始为本地培养
了大量专业人才，还带动了山东文
物事业发展，通过该遗址奠定了龙
山文化、岳石文化的分期编年，从而
正式成为山东考古研究的支柱之
一。上世纪70年代，考古专家张学海
主持的对曲阜鲁故城遗址大规模的
勘探试掘，既是城市考古的典范，也
是大遗址考古的重要实践，从现在
来看这次工作也具有聚落考古早期
实践的意义。在此理念下，一套发端
于齐故城，经鲁故城验证丰富的以

勘探试掘方式为特点的大遗址保护
方法论逐渐成熟，并在以后的工作
中得到应用推广。这一时期考古成
果在历史研究中也开始发挥更大作
用，1974年《大汶口》考古报告的出
版以及一系列大汶口文化的考古发
现，引发了考古、历史两界学者关于
中国古代社会性质的大讨论，唐兰
先生1977年在《光明日报》上发表

《从大汶口文化的陶器文字看我国
最早文化的年代》一文可算是相关
讨论的代表。

上世纪80年代以来：

进入了山东考古的

黄金时期

承接上世纪70年代良好势头，上
世纪80年代可说是开始进入了山东
考古的黄金时期，并持续到现在。
1981年山东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成
立，标志着山东考古迈上了专业、正
规的道路。从上世纪80年代开始，配
合国家基本经济建设的考古工作逐
渐成为山东考古的主要任务，并逐
渐扩展到地方性的工程和城市建
设，如今随着考古前置的展开，配合
基建的任务更是大大增加。伴随着
这类工作，重要发现层出不穷，多次
获得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许多发
现在学术上也都填补了山东考古的
多项空白，有些甚至扭转了我们的
既有认识。

真正奠定山东考古基础的还是
以科研为目的的主动性工作。从上
世纪30年代的城子崖，到中华人民
共和国成立初期的北寨汉墓，再到
上世纪70年代野店，以及上世纪八
九十年代引领学界的考古领队培训
班和城子崖等遗址的聚落考古尝
试，以科研为目的的主动性工作始
终是山东考古的中心线。到上世纪
90年代，主要依托尹家城、大汶口、
北辛、后李等遗址的发掘，以栾丰实

《海岱地区考古研究》为标志，山东
地区建立起了最为完善的新石
器——— 早期青铜时代考古学文化体
系。得益于此，本地区古代社会研究
很早就引起了学界关注，山东省文
物考古研究所、北大、山大、社科院
考古所纷纷投入其中，聚落考古成
了大家共同的选择，工作也各具特
色。

山东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的工作
可以城子崖为代表，称得上聚落考
古本土实践的典型案例。借着“四
有”保护工作的契机，张学海先生利
用“大遗址探掘”方法对城子崖遗址
进行了全面钻探和试掘，工作中不
仅注意对遗址全局和不同阶段地层
关系的把握，以及不同功能区之间
的组合这些常规操作，作为聚落考
古的一次实践，这次探掘工作还注
意到了中心聚落与区域之间的关
系。张学海在《城子崖与中国文明》
中提到的“章丘古文化小区”很接近
如今聚落考古中通行的“区域”概
念，这表明当时已经开始把聚落群

纳入地理单元中考察，将聚落群看
作一个社会实体，并提出“都———
邑——— 聚”的聚落分级模式以分析
概括其聚落和社会的结构，突破了
过去主要靠单个聚落的形态来研究
古代社会的局限，具有很大示范意
义。

中外合作的典范：

山大与芝大围绕两城镇

进行的考古工作

山东省考古研究所和北大的工
作，代表了本土学者在聚落考古理
论和方法上的探索，虽有外来影响，
但那种学术上的清醒和自觉是极其
难能可贵的。而山大与美方合作围
绕两城镇进行的考古工作，则可算
是中外合作的典范。

从1995年起，山东大学与美国
芝加哥大学等合作，在以两城镇为
中心的鲁东南沿海地区进行了近30
年、至今也未结束的工作。这项工作
以区域系统调查为基础，调查面积
已逾3000平方公里，基本摸清了该
地区龙山文化时期聚落的布局，同
时发掘了两城镇和苏家村遗址，加
上丹土、尧王城的发掘，大家对本地
区不同级别聚落也有了系统比较。
这大大突破了学界以往的认识局
限，使得我们第一次能够对特定区
域内的龙山聚落和社会的变迁过程
做出具体的分析描述，不仅可以探
讨聚落、社会演变的一般规律，也已
经触及演变的具体细节，总结出真
正符合中国实际的早期国家理论和
方法。

中国社科院考古所的田野实践
主要是对教场铺和尧王城遗址进行
了勘探和发掘，分别展示了不同区域
龙山聚落的整体和内部结构。特别是
尧王城，发现了山东龙山文化最大的
环壕聚落，显示了与相邻的两城镇不
一样的聚落结构，暗示两者在区域社
会治理方面采取的策略可能也是不
一样。这为我们理解山东龙山社会的
形态，增添了新的内容。

进入21世纪以来，随着社会的
发展，考古工作也迈上了新台阶，除
了日益繁重的基建中的考古工作以
外，国家也前所未有地加大了对文
物保护和科研的投入，主动性考古
项目大增，山东考古除积极参与“中
华文明探源工程”之外，主要开始以

“考古中国”为契机筹划本地区科研
的整体布局，目前以山东省文物考
古研究院为主跨鲁苏皖三省的《海
岱地区古代文明化进程研究(2021-
2025)》正在稳步推进，弥河流域调查
和焦家、岗上、垓下、花厅等遗址考
古发掘已经启动，并有重要收获。同
时关于本地区早期新石器文化、商
周考古、齐鲁文化考古学研究等也
准备申请“考古中国”项目，目前正
在积极筹划中。同时山东考古在“国
家考古遗址公园”建设和“大遗址保
护规划”中也发挥了主导作用，真正
成了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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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望山东考古百年历程

城子崖拉开序幕
探寻5000年文明华章

2021年是中国考古学诞
生100周年。10月28日，山东省
文化和旅游厅召开“山东百
年百项重要考古发现”新闻
发布会，公布了100项重要考
古发现，反映了山东考古在
探寻中华文明起源、还原历
史发展脉络、展示中华文明
灿烂成就中的重要贡献。自
1928年吴金鼎先生发现城子
崖遗址以来，一代又一代山
东考古人筚路蓝缕、兢兢业
业。考古工作体系建立健全，
工作规模不断扩大，重要发
现层出不穷，学术研究和技
术发展水平不断提高，许多
考古工作走在全国前列。

临淄故城车马坑

城子崖遗址发掘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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