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水经注》载“尧都平阳”，传说在今山
西临汾一带。

冯九生告诉记者，经过几十年的发掘，
考古队员发现了规模空前的城址。陶寺城
址平面呈圆角长方形，它由早期小城、中期
大城和中期小城三部分组成，呈现出一个
大城套小城的格局。小城里有宏伟的宫
殿，宫殿核心建筑区出现大块装饰戳印纹
白灰墙皮、蓝彩白灰墙皮、陶板瓦、大玉石
璜等普通居住区难得一见到的器物，显示

出居住者的等级是最高的。
都城考古判定都城遗址标准有城墙、

宫殿区、大型宗教礼制建筑（天坛、观象台、
地坛）、王陵区、工官管理手工业作坊区、政
府掌控的大型仓储区和普通居民区。这些
要素陶寺遗址基本都具备，学者又将考古
发现与经典文献、地方文献、民间口传资料
等四重证据相互印证分析，提出陶寺遗址
就是帝尧都城所在。

种种证据表明，陶寺统治者已有能力

调 动 大 规 模 的 人 力 和 物 力 来 修 筑 城 池 ，
并且拥有足够的军事力量来保卫它。可
以判定当时已形成了国家，而气势宏大
的陶寺城址就是其“王都”，即帝尧建都
地平阳。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所长王巍
曾表示，尧都平阳几成定论，陶寺遗址的性
质为不断获得的新考古资料逐渐证实，陶
寺作为尧的都城这一点在考古学界获得了
很大程度的共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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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文化源远流长，中华文明博大精深。只有全面深入了解

中华文明的历史，才能更有效地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
化、创新性发展，更有力地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建设
中华民族现代文明。 ——习近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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夏代的雕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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夏代的雕塑，既有圆雕作品也
有浮雕作品。我国古籍中也有夏
代雕塑品的记载，如《左传·宣公三
年》云：“昔夏之方有德也，远方图
物，贡金九牧，铸鼎象物，百物为之
备，使民知神奸故。”这里所说的

“铸鼎象物”，已明确指出夏代有铜
鼎，已被考古学实物——二里头文
化青铜鼎所证实。

在相当于夏代早期的山西襄
汾陶寺遗址出土有铜蟾蜍雕塑作
品。在河南禹州瓦店遗址出土有
陶鸟作品，编号为 IVT1H14:2，泥
质褐陶，手制，鸟嘴和尾稍残，有双
翅，残长 3 厘米，最宽 2.5 厘米，高 3
厘米。瓦店玉蝉（报告称为玉鸟），
编 号 为 IVT4W1:4，墨 绿 色 玉 ，圆
雕，头、嘴写实雕刻，双翅用线刻纹
表 示 ，圆 锥 形 尾 部 钻 一 圆 孔 ，长
6.3、直 径 1.5、孔 径 0.1~0.4 厘 米 。
新砦遗址出土的彩绘陶鸟，可能是
权杖头，而猪首形陶器盖则可能是
一件祭祀用品。

二里头遗址的陶塑仍以陶器
盖钮或把手的装饰为主，用圆雕
或 半 圆 雕 方 式 表 现 羊 头 、 狗 、
鸟、鱼、龟、蛤蟆等动物形象。
如一件环耳把手上雕刻出一个独
立的羊头，突出表现了羊的嘴和
角，造型小巧，生动有趣。鱼是
小型圆雕作品，龟和蛤蟆是半圆
雕作品，蛤蟆塑造的形态肥胖，
背部还戳印着密集的小圆圈，给
人一种真实感。

二里头遗址晚期发现的陶器
和陶片上的刻画花纹有龙纹、蛇
纹、鱼纹、蝌蚪纹和人像等。龙纹
有的周身有鳞，头上有眼睛，身下
有利爪；有的是一头二身的形式，
龙头下饰有云雷纹，龙身下画着一
只小兔，线条内还涂有朱砂，龙眼
内填有绿色颜料。蛇纹有蜷曲的，
也有两头一身的形式。刻画的线
条流畅，手法熟练，表现了较成熟
的装饰技巧。

驻 马 店 杨 庄 遗 址 出 土 一 件
“龙”纹陶雕塑。山西夏县东下冯
遗址中发现的陶器上所刻画的圆
圈、圆点、涡纹等图案装饰，也可以
算作雕塑艺术品之一。

石雕发现不多，主要是用于小
件装饰品。如一件羊头石杵形饰，
在上端用浅浮雕形式雕出一个羊
头，突出表现了羊的弯角，省略了
眼、耳、鼻等细部，造型简练。

在与夏代年代相当的一些边
远地区考古文化遗存中，还常见雕
塑艺术品。如卡约文化的铜杖首，
雕塑有两件翘尾、竖耳、圆睛、前伏
的惊觉双犬，形象生动。夏家店下
层文化出土的通体饰满华丽纹饰
的彩绘陶鬲、石峡文化出土的带流
壶等，都是雕塑艺术品。

陶寺居民的部落公共墓地，在居住地
的东南，面积 3 万平方米以上。它的使用
时 间 ，大 致 同 居 住 地 相 始 终 ，发 现 墓 葬
1000 余座，都是长方形土坑竖穴墓。这里
的墓大致可分为三类——

大型墓长 3 米左右、宽 2 米多，随葬品
可达一二百件，有彩绘陶器、彩绘木器、玉
或石制的礼器以及整猪骨架等，已发现 9
座，不及墓葬总数的 1%。中型墓长、宽尺
寸略小，一般随葬成组陶器（包括少量彩

绘陶器）、木器和玉、石器，几件至一二十
件不等，常见猪下颌骨数个至数十个，这
类墓占墓葬总数的近 10%。小型墓墓坑小
而狭长，一般长 2 米、宽 0.5 米左右，大多没
有木质葬具和随葬品，这类墓约占墓葬总
数的 90%。

陶 寺 墓 地 各 类 墓 呈“ 金 字 塔 式 ”的 比
例关系，应是当时社会结构的反映。早期
大 、中 、小 型 墓 在 规 模 和 随 葬 品 有 无 、多
寡 、品 类 、优 劣 等 方 面 ，差 别 已 经 十 分 显

著，显示出氏族成员间的平等关系已被破
坏，贵贱有别、高下依序的等级制度已经
存在。大型墓随葬品丰富、精致，有鼍鼓、
特磬等重要礼器，推测墓主应是掌握祭祀
和军事大权的部落首领人物。

冯九生认为，三种不同规格墓葬墓主
的身份分别为首领人物、贵族和平民，其
数量上的明显差异反映着当时社会统治
阶级和被统治阶级的比例关系，表明当时
贫富分化极为悬殊。

陶寺遗址发掘现场陶寺遗址发掘现场

山西省襄汾县陶
寺村，一个普通的晋南
村庄。

这块“隐姓埋名”
几千年的土地，经过几
代考古工作者接力发
掘，神秘面纱逐渐被揭
开——陶寺遗址目前
已经发现世界上最古
老的观象台、史前中亚
最大的城址、黄河中游
史前最大的墓地……

中 华 文 明 起 源 ，
是 从 “ 禹 传 子 家 天
下”开始绵延，还是
从陶寺埋藏 4000多年
的遗址中寻找线索？
传 说 中 的 尧 都 在 哪
儿？4000多年前是原
始部落，还是有了初
期的国家形态？

8 月 13 日，寻禹·
探源全媒体报道组带
着这些疑问来到陶寺
遗址，拜谒这片隐于广
阔田野中的史前遗迹，
走近远古的故国。

“帝尧都城”之谜

史前古城遗址

墓葬揭示阶级分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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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在陶寺遗址现场看到一处特殊的
“场合”：一座直径约 50 米的半圆形平台，上
面 立 有 13 根 石 柱 ，这 便 是 古 观 象 祭 祀 台
——陶寺文化重要遗址之一。

冯九生告诉记者，陶寺观象台不仅有
祭祀功能，还是缜密的地平历观测制定历
法系统。史前时期，天文学、历法是被王权
垄断的，掌握农时就掌握了全社会生产生
活的命脉。

从复原的台址看，台座顶部有一半圆
形观测台，以观测台为圆心，由西向东，呈

扇 状 辐 射 着 13 根 石 柱（原 址 可 能 是 夯 土
柱），从而形成 12 道缝隙。观测者直立于观
测点核心圆上，透过石柱间缝，观测早上日
切于崇峰山巅时是否在缝正中，如果日切
在某缝正中，则是陶寺历法中某一特定日
子。这 12 道缝中，1 号缝没有观测日出功
能；7 号缝居中，为春分、秋分观测缝；2 号缝
为冬至观测缝；12 号缝为夏至观测缝。除 2
号缝、12 号缝各用一次之外，其余 9 道缝皆
于上半年和下半年各用一次。也就是说，
从观测点可观测到冬至—夏至—冬至一个

太阳回归年的 20个时节。
陶寺观象台有明确标识的观测点，与

夯土柱构成地平历观测仪器系统。依据观
测，可以确定粟、黍、稻、豆的农时和当地四
季冷暖气候变化节点及宗教节日。

陶寺观象台是迄今考古发现的世界上
最早的观象台遗址。史前陶寺人据此制
定的历法，是当时全世界已知最缜密的
太阳历法，代表着当时天文学发展的最
高水平，也是今天中国二十四节气的直
接源头。

最古老的观象台

20 世纪 50 年代，陶寺遗址被发现。陶
寺遗址总面积 280 万平方米，是一处重要
的龙山时代晚期文化遗址，距今 4300 年至
3900 年。

1978 年至 1984 年，考古队进行第一阶
段大规模发掘，发现了大量与传说中的尧、
舜、禹时代相近，可资佐证的遗迹和遗物，
并确定了陶寺文化。

1999 年至 2001 年，考古队发现了陶寺
文化中期城址，确定了城址北、东、南三面
城墙。经过 2002 年进一步调查、发掘，考古
队最终确定了陶寺中期城址之前陶寺文化

早期城址的存在。在近几年的考古发掘
中，考古队在城址内东北部确立了陶寺文
化早期城址（公元前 2300 年至公元前 2100
年），发现了宫殿区、祭祀区等。

记者在陶寺遗址看到，这座 4000 多年
前的古城遗址考古发掘现场已经回填，放
眼望去，除了能看到一些明显的沟壑外，难
以想象几千年前城址的原貌。

在遗址复原沙盘前，中国社会科学院
考古研究所特级技师冯九生向记者详细介
绍了整个陶寺遗址的框架结构，生活区、祭
祀区、手工业作坊区分布清晰，城址的水系

在沙盘中也标注得十分醒目。
1984 年，考古工作者在陶寺遗址中发

现一片扁壶残片，残片断茬周围涂有红色，
残 片 上 朱 书 两 个 文 字 ，其 中 的 一 个 字 为

“文”，另外一个字专家们有“尧”“易”“命”
等多种解释。关于中国文字的起源，大家
公认甲骨文是初步定型成熟的文字系统，
但同时也认为在甲骨文之前还有一段很长
的历史。这个残片上的朱书文字表明，在
比殷墟早七八百年的陶寺时期，人们已经
开始使用文字。这一发现对于研究中国文
字的起源有着重要的意义。

大
禹
像

在陶寺遗址现场，只能看到一片回填
过的田野。为一睹出土文物的“芳容”，记
者一行专程前往临汾市博物馆。

在博物馆展出的物件中，最吸引人的
就是彩绘蟠龙纹陶盘，又称“龙盘”。陶
盘质地为泥质褐陶，着褐色陶衣，外壁
饰隐浅绳纹，内壁磨光，以红彩或白彩
绘 出 蟠 龙 图 案 。 图 案 中 的 龙 蜷 曲 在 盘
中 ， 龙 头 近 盘 口 边 缘 ， 尾 部 位 于 盘 中
央 ， 方 头 蛇 身 ， 身 上 有 鳞 甲 ， 张 巨 口 ，
口 中 伸 出 如 同 麦 穗 的 长 信 子 。 冯九生介
绍，龙盘仅在几座大墓中存在，其他墓葬
中虽然也有彩绘陶盘，但没有龙纹。这足
以说明在陶寺文化早期，龙已成为王权的象
征，成了陶寺王国的“国徽”。

记者在博物馆展柜内看到一根长木棍
和两块有刻度的木片，这是古代帝王在建
国之前确立“天下之中”的工具——圭表，
一套观测日影的天文仪器。陶寺遗址出土
的“圭”，复原长 187.5 厘米，通身漆彩绘绿
黑相间的色段刻度，第 1—11 号色段长约 40
厘米，合 1.6 尺，这是《周髀算经》所载的“地
中”夏至晷影标准。测量时，把高“8 尺之
表”（地表以上 200 厘米）的木杆垂直立于地
面，将有刻度的“圭”平置与“表”垂直，这样
就可以测定“表”影长度了。

“ 玉 神 面 ”是 陶 寺 遗 址 出 土 的 最 为 神
秘的文物。这件造型奇异独特的玉神面
饱含幽远、陌生的气息，无声地注视着我
们，被镂空的眼睛若有所思，目光与周围

时空同步变化。专家解读，这是结合了人
面基本相状、自然物象和族群崇拜力量的

“神”，工匠用蝙蝠、飞鸟之类的形状作为
装饰，又使其眼睛和嘴夸张起来，以表达
先人内心对“神性”的理解。当然，其中不
乏贵族们的旨意，用这种方式代表监看与
命令的权力姿态。

在陶寺遗址出土的文物中，还有大量
的礼乐器，包括炊具、食器、酒器和鼍鼓、
土鼓、特磬、陶铃、铜铃等乐器。据介绍，
整个陶寺遗址中共发现乐器 20 余件，其中
鼍鼓和特磬都是迄今所知同类乐器中最
早的。这些乐器的出土，对于揭示 4000 多
年前的音乐发展水平，探索礼乐制度的起
源与发展，都有着极其重要的意义。

丰富多彩的文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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