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考古发现超大型城址

晋南地区，中华文明的重要发祥地之一。

古史记载，晋南是上古时期尧舜禹三

代圣王都城所在，“中国”之名由此而来。

这片古老的土地保留有7000年前到2000

余年前的文化传统，被中国考古学泰斗苏

秉琦先生誉为中华民族总根系中的“直

根”，是中华文明探源不可或缺的一域。

20世纪50年代末，考古工作者在晋南地

区寻找夏墟时，有了一个意外的发现。

“在临汾市襄汾县陶寺乡一带，文物普

查人员先是发现了大量类型一致的灰色陶

片。陶片的分布区域很大，涉及多个村，引

起考古工作者的注意。”中国社会科学院考

古研究所研究员、陶寺遗址第五任考古领

队高江涛说。

从陶片等残存的蛛丝马迹中，考古工

作者抽丝剥茧、顺藤摸瓜，初步确定这是一

处龙山文化时期重要遗址。此后，随着考

古不断深入，陶寺遗址的规模、性质等相继

获突破，并被确定为晋南地区首选发掘对

象，为下一步考古打下基础。

1978年，陶寺遗址科学考古发掘和研

究工作正式启动。经过近半个世纪的重点

考古发掘和多学科综合研究，一个史前时

期的重大遗址渐渐浮出水面。

在这处面积达400多万平方米的遗址

中，考古人员发现了一座面积至少为280万

平方米的巨型城址，掩埋于黄土之下。大城

之内有面积近13万平方米的宫城，宫城内又

现面积达6500平方米的宫殿基址和近600

平方米的夯土基址。其面积之大、规模之宏

伟，轰动海内外。“4000多年前，能够修建

这么大一座城池，意味着陶寺聚集着数量

众多的人群，已经拥有强大的组织和动员

能力。”高江涛说。

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中华文

明探源工程首席专家王巍认为，这是首

次在中原地区发现夏王朝之前的超大型

城址，考古学上把它称为王权形成的一

个重要标志。

在这座神秘的大城里，文明早期都

城初创时的“空间样本”清晰可见。从废

弃的城址上，考古人员陆续发掘出大城

城墙、宫城、宫殿建筑、仓储区、大型墓地、

统一管理的手工业作坊区和普通居民区

等，表明大城的功能曾十分完备。此外，

考古还发现了具有观象授时功能的大型

建筑，以及地位凸显的宫殿区、等级分化

明显的墓葬、标志身份的礼器群等，点点

簇簇，诉说着此处不同寻常的过往。

“‘古观象台’等公共设施精准管理

时空并服务于王权与社会，是陶寺作为

早期国家科技与制度文明的重要组成部

分，标志着中华文明经天纬地的肇端。”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研究员、陶

寺遗址第四任考古领队何努说。

出土宫廷庙堂乐器

世界四大古文明中，为何唯有中华

文明延续至今？

塔儿山下，汾水之畔。陶寺遗址的作

答润物无声。4300多年前，中华文明的图

景发生变化。长江中下游良渚文化、石家

河文化等相继衰落，中原崛起，兴盛于黄河

中游晋南盆地的陶寺文明脱颖而出。

“陶寺遗址考古发现了数量较多的、并

非属于晋南地区文化系统的文化因素，其

兼容并蓄、海纳百川的文化品质十分鲜

明。”高江涛说，若把史前文化格局比作“重
瓣花朵”，无论地理位置还是核心实力，陶
寺遗址都是当之无愧的“花蕊”所在。

在陶寺遗址出土的5500余件各类文

物中，由东南西北、四面八方汇聚而来的

文化因素在汾河岸边的陶寺经历了扬弃

融合创新。良渚文化的玉琮玉璧、海岱

地区的部分彩绘陶器、后石家河文化的

玉兽面、甘青地区齐家文化风格的大双

耳罐，从历史穿越到今天，共同描绘出陶

寺文化的开放胸怀、多元面貌。

鼍鼓逢逢，回响古今。
在陶寺遗址出土的7大类29件古乐

器中，包括两种仅见于古代文献的宫廷
庙堂乐器——鼍鼓与特磬。相较于20世
纪30年代在河南安阳殷墟商王陵发掘中
的首次出土，陶寺的发现又把鼍鼓与特
磬组合使用的历史提早了约千年。

“象征王权的礼乐器组合在这里诞
生，逐渐演变为夏商周时期的礼乐器。”
何努说，陶寺已有了早期王权国家和礼
制制度的出现，这些因素被夏商周和后
世所继承发扬，也是人们普遍认可的中

华文明的显著特征之一。

考古发现表明，陶寺社会作风务实，

致力于礼制的建立、实力的积蓄和可持

续发展，有较为先进的政治文明形态，

却无十分明显的文化强势扩张之态。

从一些墓葬细节，可以看出陶寺先

民以礼治国、协和万邦的大政之道：各

地常作为武器而存在的斧钺，在陶寺大

墓中出现时尖刃向下、镂空雕漆，作为

一种仪仗用具成排地沿墙摆放。大墓

中还出土了拔掉獠牙的野猪下颌骨，以

及两张折断的弓。

中华文明从起源阶段就具有“和合

共生”的基因，在陶寺处处闪耀。

陶寺遗址为中华文明探源开辟了

新天地，二十四节气、后世青铜时代的

范铸技术、古代都城的规划理念都能在

此得到追根溯源。

“陶寺宫城是我国目前发现的明确

带有围垣的最早宫城，其‘城郭之制’完

备，成为我国古代重要都城制度内涵的

重要源头。”陶寺考古遗址公园规划师、

西安建筑科技大学文物保护科技研究

院副院长王璐说，陶寺遗址的主体建筑

居于核心区域，这种建筑理念一直延续

到明清故宫。类似“东厨”的房址位于

宫城主殿东侧，推测后世“东厨”的宫室

制度由此开创而来。陶寺宫城南墙上

的“阙楼”式门址，也与隋唐时期洛阳城

应天门阙楼大体相近。

文明的进程，在陶寺踏出了坚实的

一步。“陶寺的兴起，成为夏商周文明的

直接前身，是中华文明从多元走向一体

的重要开端。”高江涛说，它所呈现出的

一种空前的文化延伸到了今天，奠定了

中华文明绵延不绝的基础。

尧可能代表一个时代

“尧可能不仅仅是一个人，也可能
是以尧为代表的一个时代，代表着一个
非常强大的族群、一个协和万邦的时
代。”持有这一观点的高江涛等人认为，
陶寺遗址应是以“尧或尧舜为代表”的
那个时代的都城。

文献记载，夏代之前，存在一个中
华文明早期历史阶段。“百年中国考古
学实践证明，那个时代确实存在，并且
已经进入文明社会。”高江涛说。

从地理位置看，陶寺所处地带，正
是古史记载的“唐地”“尧墟”所在，而
“陶唐氏”正是指“尧”。

陶寺遗址考古发现了史前时期的早

期文字或符号。对于其中一个字符的辨

识，学界有共识，也有争议。晋南地方志

资料显示，临汾市下辖的襄汾、曲沃两县

方言称太阳为“窑窝”，与“尧王”发音相

同。这一称谓极为特殊的方言，使用地

域十分有限，与陶寺文化最核心区域即

陶寺城址及其周边地区大致吻合。

何努等人据此推断，“窑窝”可能是

“尧王”的音转，“尧王”来自陶寺先民对

太阳的崇拜。另外，加之临汾古称“尧

都平阳”，“陶唐氏”正是指“尧”，因此，

“尧”字可能性较大。

古史记载，尧很重要的功绩便是

观天测象、推算历法。如，《尚书·尧

典》“历象日月星辰”“敬授人时”，《史

记·五帝本纪》帝尧“乃命羲、和，敬顺

昊天，数法日月星辰，敬授民时”。考

古工作者表示，这在陶寺遗址都有重

要的物证发现和相关研究，能够与传

统文献的记载相互印证。

苏秉琦先生对于陶寺遗址的历

史定位是这样表述的，“大致距今

4500年左右，最先进的历史舞台转移

到了晋南。在中原、北方、河套地区

文化以及东方、东南方古文化的交汇

撞击之下，晋南兴起了陶寺文化……

它相当于古史上的尧舜时代，出现了

最初的‘中国’概念。这时的‘中国概

念’也可以说是‘共识中的中国’。”

中国考古学泰斗严文明先生也曾

说，“最早的中国是在什么时候呢？是

在传说中的尧舜时代。现在从考古来

看，可能尧都就在山西的陶寺”。

尧，创造了伟大的文明，时至今

日已经成为中华民族共同认同的一

个文化符号、精神标识。

“族群认同和历史记忆是中华民

族凝聚发展的一个关键，也是中华文

明探源的意义之一。”王巍说，从考古

年代和地理位置、遗址性质、等级和

内涵上判断，陶寺是同“尧都”最吻合

的遗址。

作为尧的继承者，舜的故事在晋

南也广为流传。

临汾向南，便来到黄河之东留有

舜帝犁沟、舜帝陵等诸多名胜的运城

市。今天，人们在沉醉于历山脚下舜

王坪那崇山峻岭、树木茂盛的自然风

光之时，也重新吟诵起那首脍炙人口

的南风歌。据《礼记·乐记》记载“昔

者舜作五弦之琴以歌《南风》”：南风

之薰兮，可以解吾民之愠兮；南风之

时兮，可以阜吾民之财兮。

也许，我们今天很难想象，禹和

舜之间经历着怎样的一种转承关

系。但是，禹的儿子启创立的我国第

一个奴隶制王朝——夏朝，以它命名

的“夏县”就坐落于今天的运城市。

夏县，古文献中记载的“禹都安

邑”所在。考古证实，这方面积1300

余平方公里的土地与“夏朝”有着千

丝万缕的关联。20世纪 70年代以

来，考古工作者在夏县东下冯村发现

了现存面积约110万平方米的夏时期

遗址，这是目前晋南地区发现面积最

大的夏商时期聚落之一，为解读晋南

“夏墟”的历史内涵、阐释晋南地区在

中华文明进程中的重要地位与作用

提供考古实证。类似惊人的发现，还

在不断问世和揭秘中。

尧舜禹不是传说——随着越来

越多考古发现的实证，我们将更多地

触摸到那个时代的空谷足音。

据《瞭望》新闻周刊

2025年7月23日 星期三 主编 杨莉 编辑 张海 版式吕燕 校对 汪智博人文历史

走近陶寺 寻迹尧舜

微风徐来，历史的尘息在旷野中飘散。
城墙、宫殿、龙盘，王族大墓、朱书文

字、“古观象台”……行走于脚下这片黄
土地，一处处遗迹如同阿拉丁神灯般，擦
亮中华文明的早期进程。

这里是陶寺遗址，向世界展示了一个
以政治文明为中心的国家都城遗址的范
例。坐落于山西省襄汾县塔儿山向汾河
谷地过渡的黄土塬上的陶寺遗址，与浙江
良渚、陕西石峁和河南二里头一起，并列
为中华文明探源工程四处都邑性遗址。

既然陶寺是一座都城，那它是谁的
都城？与此相关，尧是历史上怎样一位
人物？

几代考古人通过“考古—文献—人类
学”证实，陶寺社会至少历经400多年的历
程，它所呈现出来的文化现象、精神标识，与
“尧”“尧都”有着密切的印证关系。

近日，记者走进陶寺遗址，从历史的
回响中，触摸中华文明起源的脉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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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于山西省临汾市襄汾县的陶寺遗
址博物馆。 新华社发

注销公告
广元市金融学会（统一社会

信用代码：5151080050452529
X7），经学会第六次会员大会
决议，拟向登记机关申请注
销。学会已成立清算组，清算
组成员由母淑琴、蹇贵德、蒋
娟、杨树奎、余春燕组成，请债
权债务人自本公告见报之日起
45日内，向我单位清算组申报
债权债务，特此公告。联系人：
杨树奎 电话：18980160837

广元市金融学会
2025年 7月 23日

■成都中航领航电力能源有限
公司营业执照正副本（统一社
会信用代码 91510100MA61T
GL39N）及公章（编号：510105
5061196）遗失，声明作废

通 知
成都市汇兴典当有限责任公司
（曾用名成都市泰利典当有限
责任公司）：

成都汇发置业有限公司
（下称债务人）于 2024年 2月 4
日进入破产清算程序，经初步
核查，贵司疑似对债务人存在
未清偿债权，因你公司下落不
明，管理人就债权申报事宜公
告如下：请贵司于 2025年 8月
8 日前联系管理人（谈律师：
18683250447）申报债权。逾
期未申报，视为贵司放弃债权
或债权已经清偿完毕。

特此通知！
成 都汇发置业有限公司管理人

2025年 7月 23日

■成都杏花春建筑装饰工程有
限公司公章（编号：510106998
6035）遗失，声明作废
■成都壹叁玖思殡葬礼仪服务
有限公司廖晓鸥法人章（编号：
5101135130555）遗失作废
■成都市艾得利斯门窗有限公
司法人章王毅（编号：5101840
024707）遗失，声明作废。
■成都尊府装饰设计有限公司
财务专用章（编号：510182010
2712），法人章邓成俊 (编号：
5101820104808)遗失作废
■四川伍壹捌文化传播有限公
司公章（印章编码：510109688
4815）遗失，声明作废。
■成都橄榄枝网络科技有限公
司营业执照正、副本（统一社会
信用代码：91510100MA62L8
YK61）遗失，声明作废。

■四川国绿通环保工程有限公
司陈波法人章（印章编码：5101
135077672）遗失，声明作废。
■广元市利州区跳跳幼儿园公
章(编号：5108025094782)遗失
作废。
■四川国彭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营业执照（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510105MAC95UR67Y）正副
本、公章编号：510105551578
3、财务专用章编号：5101055
515784、发票专用章编号：51
01055515786、刘易法人章编
号：5101055515788遗失作废
■成都耳遇成声传媒有限公司
公章（编号：5101076218235）、
财务专用章（编号：510107621
8237）、张 霞 法 人 章（编 号 ：
5101076218241）遗失作废

■四川锦城蓝鲸篮球俱乐部有
限公司公章（印章编号：5101
150175652）遗失作废
■四川卓天建设工程管理服务
有限公司成都分公司财务专用
章（编码：5101076001465）；发
票专用章（编码：51010760014
67）均不慎遗失，声明作废。

■成都新津博雅种植有限公司
朱建私章(编号:51013260260
98)遗失,声明作废。
■成都君信记账代理有限公司
刘桂君法人章（编码：5101003
019474）遗失，声明作废。

生活服务广告028-86969860 律师提醒：本刊仅为信息提供和使用的双方搭桥，所有信息均为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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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公告、声明等登报办理。收费标准:70元/行/天，每行13个字。

公 告
锦悦天曜小区项目的业主：

我公司在龙泉驿区柏合街道龙华路以东、黄角树路以南建
设的 锦悦天曜小区项目已进入规划土地核实公示阶段，公示
内容张贴于 锦悦天曜小区售楼部，公示时间为2025年7月23
日至2025年7月30日。特此公告

成都驿都悦合文旅科技有限公司
2025 年 7 月 23 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