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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场传真

专家确认：山西襄汾陶寺城址为中国最早天文观测点

作者： 熊争艳 孟苗  发布时间： 2005-10-26  文章出处：新华社

    

    中国天文史学家日前论证确认，陶寺城址发现的大型特殊建筑功能与天文观测有关，也是迄今发现的中

国最早的固体天文观测点遗迹。 

    据了解，山西南部襄汾陶寺遗址发现了一个平面呈大半圆形的特殊遗迹。从该半圆的圆心外侧的半圆形

夯土墙的有意留出的几道缝隙中向东望去，恰好是春分、秋分、夏至、冬至时太阳从遗址以东的帽儿山升起

的位置。 

    这个遗迹面积约为１４００平方米，集观测与祭祀功能于一体，是迄今发现的最大的陶寺文化单体建

筑，也是迄今发现的中国最早的固体天文观测点遗迹，印证了《尚书·尧典》中记载的唐尧时代对天文历法

的贡献。 

    近２０名天文学、考古学、历史学等方面专家、学者、院士参加了日前举行的陶寺城址大型特殊建筑功

能及科学意义论证会。 

    中国科学院院士王绶在推荐书中介绍了陶寺城址大型特殊建筑发现后对世界文明史所具有的科学价值和

意义。“中国有着五千年光辉灿烂的文明史，中国天文学在近代以前一直处于世界领先地位。但由于文献记

载的缺失，我们对于商周以前上古天文学的发达水平，知之甚少，考古发掘弥补了这一缺憾。陶寺文化时期

观测点遗迹面世之后，目前重要的工作是作为科学论证和综合研究，使这一重要发现得到学术界及国际同行

们的认同。” 

    陶寺遗址是近年考古人员发现的巨大城址，面积约为３００万平方米，距今约４３００年。有学者认

为，襄汾陶寺遗址的发现让人认识到，中华文明的起源时间比很多人想像的更为久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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