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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青陈庄西周城址重大发现国际学术研讨会召开

张忠利 张曰广 刘恒波 杨洪永

2012-8-13 14:26:18  来源：人民网 2012-08-13 

  8月8日至10日，“中国·高青甲骨学暨高青陈庄西周城址重大发现国际学术研讨会”在山东省高青县召开。包括台湾在内的

全国部分高校、研究所、中国社会科学院、各地博物馆及来自美国、韩国、日本、法国等百余名中外学者专家齐聚高青,对陈庄

西周遗址展开学术研讨。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所研究员杜金鹏向与会专家展示了陈庄遗址出土铜器的最新修复成果，山东省博物馆研究员王恩田、山

东省文物考古所研究员王树明、日本福冈国际关系学院教授海村惟一等7名中外专家代表发表了对陈庄西周遗址和甲骨学相关论

题的最新论断。 

  与会专家实地踏查和观摩了陈庄西周城址发现的重要遗迹和出土文物，通过再次对陈庄西周城址的重大发现进行了深入研究

探讨，一致认为：列为中国社科院“2009年中国考古六大新发现”和国家文物局“2009年中国考古十大新发现”之一的陈庄西周

城址最重要的发现为西周早期城址、大中型墓葬群、车马坑、多件“齐公”铭文和70余字的铜器以及西周甲骨文和“祭坛”等，

为研究齐国早期都邑提供了重要线索。 

  在研讨会上，最让人们关注的齐国初建都城营丘所在地之争有了初步的定论。由王宇信、王震中、王恩田等10位资深与会专

家联合签名的“高青陈庄西周城址论证意见”中初步认为：高青当是姜太公始封之地，陈庄西周城址早期考古成果表明，这里曾

作为一处齐国政治文化中心城邑使用，西周中晚期以后，此地则成为姜氏齐国诸侯的墓葬陵区。因此，以上种种考古现象结合古

代文献的考证，初步认定陈庄西周城址当为姜太公所建齐国初都营丘，或营丘故城就在这一带。 

  同时，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所研究员、中国殷商文化学会会长王震中表示，虽然学界还有种种说法，但陈庄城址的重大发现

为困扰学术界多年的齐国初都营丘所在指出了明确的方向，具有坐标意义。 

  “齐公就是姜太公” 

  陈庄西周城址的发现，确认了姜太公的存在，让姜太公这个传说中的人物走下了神坛。 

  高青陈庄西周城址出土的带有“丰啓厥作文祖甲齐公”字样的铜觥，这是考古界第一次发现有关姜太公的准确记载，也是有

关这位传说中呼风唤雨的齐国第一代国君的最早文字记载。据了解，有关姜太公的记载一般出自文献的记载，陈庄西周城址的发

现，确认了姜太公的存在，让姜太公这个传说中的人物走下了神坛。 

  何以认定铭文中的“齐公”就是姜太公？北京大学原考古文博学院院长、夏商周断代工程首席科学家李伯谦认为，“贵族墓

葬出土的铜器铭文中的‘齐公’即是文献记载封于‘营丘’的姜太公，一定是姜太公本人，是齐国的第一代君王。两座带墓道的

甲字形大墓，不论墓主是齐国早期国君还是有学者推测的土著‘豊’国的后裔，都将由此揭开齐国开国的秘密，复原山东商周之

际这段扑朔迷离的历史。” 

  著名历史学家、夏商周断代工程专家组组长、中国社科院原历史研究所所长李学勤介绍，铭文中提到的“齐公”即为姜太

公，70多个字的铭文揭示了齐胡公被烹这一重要历史事件，陈庄西周城址与营丘关系密切。铜簋铭文大意是：“正月壬申日，周



王召见引，引到周太室，周王如是说：‘引，过去我已任命你继承你先祖的官职，管理齐国的军队。现在我再任命你，赐你彤弓

(红色的弓)一件，彤矢百枚，马四匹，望恪尽职守，不要打败仗。’引叩谢王恩，用追击敌军缴获的兵器，铸造了这个宝簋，子

子孙孙永宝用之。”“引”这个人是谁呢？经专家进一步研究，发现“引”应为“申”字，极有可能是齐献公山。 

  山东省考古专家王恩田认为，“齐公”就是姜太公，根据金文通例，凡是公前加国名的，都应该是这个国家的第一任国君。

例如，鲁国的国君是侯爵，在金文中一律称鲁侯，不称鲁公。“鲁侯熙鬲”是鲁侯熙为“文孝鲁公”铸造的祭器。鲁侯熙是鲁国

第一代国君伯禽的儿子鲁炀公熙，炀公是死后的谥称，“文孝”是对亡父的尊称。“文孝鲁公”就只能是鲁炀公的父亲，鲁国第

一国君伯禽。同理，“齐公”当然是齐国的第一代国君姜太公。 

  “墓主身份为诸侯” 

  西周城址的建设时间与史料吻合，城中墓主人为齐诸侯。 

  营丘，是姜尚始受封地。关于营丘的地点，由于史书无明确记载，所以古来多有争论。此次学术研讨会，最大的焦点就是陈

庄西周城址到底是什么性质的城邑？是普通城邑还是都城营丘？在研讨会上，与会代表展开了激烈的论证。 

  山东省考古专家、文字学家王恩田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高青陈庄城址的重大发现之一，就是发现了两座一条墓道的甲

字形大墓，两墓墓主的身份无疑都是诸侯。根据论证，陈庄西周城址应是都城而不是‘都城以下的邑’，M18出土的铜器铭文有

‘齐公’二字，说明墓主人是齐国人士，高青陈庄城址应是齐国都城，而不是齐国以外的其他小国的都城。” 

  淄博市文物局研究员、齐文化研究专家张光明认为，陈庄西周城址发掘的资料证明城址始建于西周早期晚段，废弃于西周中

期晚段，是一座新建城址，此与史载齐献公迁都临淄（公元前851年）的时间相吻合。按西周初年齐地情形，太公初封齐地，原

为夷人（莱夷），商朝薄姑国旧址，反周势力强盛，有莱夷与其争国的记载。太公初都所建营丘，应选其莱夷、薄姑势力薄弱之

地建一军事城堡性质的城定居。故《孟子》有周初齐地方圆百里的记载是正确的，此方圆百里即约指今临淄、广饶、博兴、高青

一带。“这为我们推断陈庄西周城址是齐国西周早期政治文化中心提供了强有力的证据。”张光明说。 

 “肯定是齐国的初都” 

  还有与会代表认为，此次的陈庄西周城址的面积只有4万平方米，面积相对都城来说有些小了点，“一般我们认为，一个都

城的面积应该在十几万甚至几十万上百万平方米。但在这一城址处，出土了相当多高规格的青铜器等文物，甚至还首次发现铭文

中‘齐公’字样。说明这一带肯定是齐国初都营丘里的一部分。”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所研究员、中国殷商文化学会会长王震中

在接受采访时表示。 

  在陈庄西周城址还发现了14座大中型墓葬，因此有与会专家认为它是营丘的陵邑，也就是守陵人居住的地方，“墓葬里不仅

首次发现了‘直立跪伏’陪葬车马，而且配饰精美，规格较高。因为有这样大的墓葬群，因此，有专家认定，这个城邑是守陵人

居住的地方，这就补充了为什么面积比较小的问题。”王震中说。 

  如此高规格的陈庄西周城址遗存的发现，当与齐国早期都城营丘关系密切。考古发现不仅证明该城址应与姜太公有着直接相

关，而且对确定齐国初都营丘具有坐标意义，证明齐国初都营丘城应就在此或周边。可以毫不夸大地说，考古学家的科学发掘和

研究，使我们距寻觅多年的营丘求证愈来愈近了。 

  文化遗产是不可再生、不可替代的珍贵资源，保护与弘扬工作任重道远。因此，与会专家学者强烈呼吁并一致建议：建设高

青陈庄考古遗址公园和遗址博物馆，采取切实有效措施保护好这一中华民族的重要文化遗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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