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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安西周灵台遗址的保护与开发

赵超 

    以西安为中心的陕西关中地区是中国文化的源头，也是中国历史上最为兴旺发达的区域之一。早在距今约100余万年的洪荒时代，就有属于旧石器时代的蓝田猿人在此生

活，其后，又在其他地方相继发现了旧、新石器时代古人类遗址多处，说明西安及其所处的关中地区是中国最早有人类居住、并产生相关文化的地区之一。进入文明社会以

来，周秦汉唐历代均在西安建都，长达三千年的建城史和一千多年的建都史，奠定了西安在中国历史上的重要而独特的地位，也为今天的西安留下了大量的珍贵历史遗产。

秦始皇陵兵马俑、汉阳陵、华清池、大小雁塔、大明宫、钟鼓楼等历史遗迹和建筑精品最让陕西人引以为自豪和津津乐道，同时，它们也是市民散步踏青，发怀古之幽情的

绝佳场所，但作为西安城市历史肇基的西周丰镐遗址，却长期藏在深闺，少为人知。其实，西周丰镐遗址，特别是最为体现西周建筑艺术水平、具有周人宗教祭祀性质的灵

台遗址,具有极其重要的历史文化价值和巨大的开发潜力。而现在人们对它的印象很大一部分却是从电视剧《封神榜》中得到的。  

  中国古典小说《封神演义》中有这样一个片断：周文王姬昌在历经千辛万苦从羑里逃回西岐后,为纪念在朝歌蒙冤的伯邑考、商容、梅伯等忠烈之臣，特意建造了灵台来

祭祀这些忠魂，并对抗建于朝歌用于享乐的露台，也为西岐祈福。其实，这座凝结着文王德政理念的灵台并不是小说作者的虚构，而是真实存在，只不过书中的灵台在西

岐，而历史上真实的灵台就位于西周丰京附近，沣河西畔的长安区灵沼乡阿底村南一公里处。  

  公元前11世纪，活动于今宝鸡岐山县周原遗址附近（古称岐下）的周部落日益强大，其首领姬昌“遵后稷、公刘之业，则古公、公季之法，笃仁、敬老、慈少、礼贤下

者，日中不暇时以待士”（《史记•周本纪》），奠定了西周建国的基础。在伐邘（今河南省沁阳县西北二十里）的第二年，文王平定崇侯虎后，开始建造丰邑，并正式由岐

下迁都于丰。在丰邑，除了修造城垣宫殿外，还建造了灵台、灵囿、灵沼等一系列集祭祀、狩猎、游赏等多种功能于一体的礼制建筑群。在中国最古老的诗歌总集《诗经》

的《大雅》中，有一首题为《灵台》的篇章，最始几句为“经始灵台，经之营之，庶民攻之，不日成之”。表明周文王建造灵台是得到全体百姓拥护的伟业，百姓支持建

台，于是齐心协力在很短时间内就完成了建设。而关于灵台等处的得名，《说文解子》释“灵”字为“巫以玉事神”，言其与祭祀活动的紧密联系。五百年后的孟子则以不

无赞叹的口吻追忆道：“文王以民力为台为沼，而民欢乐之，谓其台曰灵台。”（《孟子•梁惠王上》）文王以仁德治国，建造灵台“观祲象，察氛祥”即观测天文现象，预

示祸福吉凶。因此，灵台可视为中国最早的英雄纪念碑和天文观象台。  

  西周一代，灵台都是天子祭祀、朝聘诸侯之所，平王东迁后，秦尽据原西周故地。鲁僖公十五年，秦获晋侯，也将其关押在灵台，这说明至春秋时，秦国又增设了灵台

的附属建筑，或是对其原有馆舍进行了扩建。其后文献中，对于有关灵台活动的记载越来越少，仅从历史地理学的角度记叙其道里方位。至唐宋时，西周建筑已湮没无闻，

“辟雍灵沼今无复处，惟灵台孤立，高二丈，周围一百二十步也”（宋敏求《长安志》引李泰《括地志》），至此，除了埋藏在地下的墓葬及房屋基址外，西周遗存仅存灵

台残迹，其余的地表建筑景观完全毁灭。再加上随着西安城市中心在三千年中的数次转移，西周丰镐遗址已经偏处于西北一角，其上也已经成为阡陌纵横的农田，往昔面貌

不存。因此，即使有人费力寻找，也难觅其踪影。  

  时光荏苒，千年后的隋唐及再后的明清建筑因基本保存完整而逐渐成为见证盛衰交替的珍贵历史遗产和西安历史风貌的体现。而西周遗址湮灭荒废，使人颇有《黍离》

之悲。其实，西周文化作为中国传统文化的开端与西安地域历史文化精神的起点，更应引起我们的高度重视与深入发掘。周朝为后世中国政治史、文化史的贡献，诸如周代

礼制、敬天保民等社会政治伦理以及人际交往规范，都是在丰镐酝酿实施并推广到全国的。而今天，提炼升华其中的积极因素对我们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伟大实践有着

特殊的借鉴意义。  

  由于西安的汉唐遗迹众多，且品位高、内容丰富，加之这两个朝代在中国历史上的巨大功业，西安市很早就提出了“重振汉唐雄风”的发展战略。而作为西安帝都历史

肇基的西周遗迹却没有得到应有的宣传与开发。目前，在长安区原丰镐区域内的客省庄遗址，特别是大型贵族陪葬车马坑长期藏身不为人知；还有作为中国最早的天文观象

台与英雄纪念碑的灵台，虽然经过小说《封神演义》，尤其是电视剧《封神榜》传播而为世人知晓，但是，其具体地点与真实历史面貌仍不为世人熟知。如果有关部门能够

将长安客省庄遗址、西周车马坑、灵台、灵沼、灵囿等西周遗迹综合开发，在国内外大力宣传，既可以提高西周文化遗存的知名度，又可以为陕西的旅游资源增加新内容。

更重要的是，通过适度的旅游开发而筹措的资金可以为文物保护事业提供更为充裕的经费，从而达到开发——利用——保护的和谐统一。真正发挥其作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

单位的教育意义和作为西安旅游总体规划的重要一环的重大价值。在具体实施上，可以利用车马坑出土的周代战车实物进行复制，在不侵占基本农田的前提下，在原灵囿遗

址上开展西周战车表演以及狩猎活动；在某些不适宜耕种且又距遗址中心区域较远的土地上建造周秦风格的屋舍（模拟西周生活场景），或以农家乐为主要形式为游客提供

食宿服务，发掘特色，创造优势；仿照唐大明宫遗址的保护方法，对灵台遗丘进行抢救性保护，除留有展示窗以供游客观赏外，整体用青砖水泥包裹起来，在其上或是附近

依据历史记录另造灵台，再现周天子祭祀、朝聘等活动的隆重恢弘场面；还可以利用修建在上面的佛教建筑——平等寺文王阁,作为长安地区历年出土的西周文物展览保护场

所。甚至可以招商引资，建设西周文化主题公园——内含考古发掘、文物陈列、场景再现、旅游休闲、餐饮住宿等多种功能为一体的综合设施。  

  总之，我们的目的就是要使西安真正成为周秦汉唐历代文化的荟萃之地，与宝鸡岐山县周原遗址、河南洛阳洛邑王城遗址，形成东西辉映的完整的周文化区域，从而重

塑西周礼乐文化、仁爱精神，为加快地区社会经济发展，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做出应有的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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