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姜太公是商周时期大名

鼎鼎的人物。传说中的他，身
骑瑞兽，鹤发童颜，文韬武略，
协助武王伐纣，立下汗马功
劳。然而长期以来，这位响
当当的历史人物只出现在历
史传说和文字记载中，从未
有实质性物证，曾一度让史
学界怀疑其真实存在。直到
山东省高青县陈庄村西周城
址出土了有关“齐公”的铭
文，考古界才得以确认姜太公
的存在。那段尘封久远、扑朔
迷离的齐国开国史，也随着考
古发现揭开神秘面纱。

南水北调东线工程的开
掘，使花沟镇陈庄村村头的这
块土地不再平凡。陈庄西周城
址的惊人发现，轰动了考古
界。南水北调工程因此绕道而
行，为此多花费2亿多元。

这里埋藏着有关证明姜太

公存在的文物证据，还有那个神
秘的齐国初都“营丘”的线索。
陈庄西周城址因此被评为2009

年全国十大考古发现之一。

陈庄西周城址发掘中，出

土了带有“文祖甲齐公”等铭文
的铜觥。考古界资深学者认
为，这一发现，确认了传说中姜
太公的存在。“齐公”即文献记
载封于“营丘”的齐国第一代国
君姜太公。根据金文通例，

“公”前加国名的，应该是这个
国家的第一任国君。

“周王朝建立之后进行过
大分封，对齐国的考古、齐文化
探索，几十年以来只是围绕着
东周时期的临淄都城来做工
作，西周时期没有太多的线
索。”北京大学夏商周断代首席
科学家李伯谦说，城址内两座
甲字形大墓的发现，不论墓主
是齐国早期国君，还是有学者
推测的土著丰国后裔，都将由
此 揭 开 齐 国
开国的秘密，
复原商周之际
这段不为人知
的历史。

用直钩钓鱼的姜太公
你真的沉睡在这里吗

□新华社济南8月10日电
记者 吕福明

鲁北黄河岸边陈庄东
南，一块芳草萋萋的荒地方
方正正，有足球场大小，四周
是成排的白杨树，地块中夹
杂着绿油油的黄豆秧。8日
至10日，海内外百余名甲骨
学及考古学专家学者聚集此
地，考察、寻觅、论证……

原来，他们脚下的这片
黄土下，考古人员不久前发
现了一座保存完整、距今已
有 3000 多年的西周城址，
这座古城或与传说中声名
显赫的姜太公有密切联系。

作为周王朝开国功臣姜太公的封地，曾
经繁华一时的齐都临淄闻名遐迩。但定都
临淄是距周初始封近200年之后的事，之前
齐国的始封地及早期都城在哪儿，考古界尚
存争议。

对于“营丘”高青说，山东省文物考古所
研究员王树明持反对意见。他说，丘是自然
的，不是人工的，齐国初都应在潍坊市的昌
乐县。目前，昌乐发现的陶片是周朝最早期
的，而陈庄西周城址发现的陶片仅是西周早
期偏晚的。

王恩田则认为，高青陈庄古城就是齐国
初都“营丘”。《齐世家》说，齐胡公静由“营
丘”迁都薄姑，齐献公又由薄姑“都治临淄”，
高青陈庄古城应是胡公静以前的齐国故都

“营丘”。
与会资深学者对陈庄遗址的年代和性

质经认真讨论后认为，发掘资料证明陈庄城
址始建于西周早期晚段，废弃于西周中期晚
段，是一座新建城邑，与齐献公迁都临淄（公

元前851年）的时间相吻合。大家初步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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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晚期
后成为姜氏齐国诸侯的墓葬陵区。因
此，可以初步认定，陈庄西周城址当为姜
太公所建齐国初都“营丘”城，或“营丘”
故城在这一带。

虽然学界有种种说法，但陈庄城址的重
大发现消除了学术界多年来关于“营丘”在
何处的困扰。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所研究
员、中国殷商文化学会名誉会长王宇信认
为，海内外专家学者对齐国初期都城所在地
进行了多年的寻觅与争论。

陈庄遗址的发现、14座大中型墓葬的
发现，为“营丘”在陈庄一带确定了坐标点，
提供了重要线索和努力方向。目前，发掘
面积只占整个遗址面积的 1/8，相信随着
更大范围的考古发掘，这一地区还会有更
多发现。

经过精心发掘，一座奇特的古城址出现
在世人面前。四方形的夯土城墙高约十米，
四周深沟环绕，全城只有一个南门，其防御
性质明显。但城内发掘出的是14座大中型
墓及周代刻辞卜甲等。其中，有两座一条墓
道的甲字形贵族大墓，其墓主应该是诸侯身
份。而两组四马一驾殉葬马车的出土，符合
天子驾六、诸侯驾四的周代葬俗制度。

众所周知，春秋时期齐国诸侯陵墓在临
淄齐故城东北部今河崖头一带，而战国至汉
代齐王陵墓主要分布在齐故城南部及其周
边，迄今临淄故城内未发现西周时期大型贵
族墓葬。专家由此认为，陈庄西周城址或为
西周中晚期齐国姜氏诸侯贵族之陵墓。

这座陈庄西周城址，是山东地区迄今
为止发现最早、最完整的西周城址。考古
人员发现，在靠近南门中轴线上有一处九
层夯土祭坛，内圆外方、方外又有圆，环环
相套叠，在夯土中心有一羔羊般大小动物

遗体。但这个祭坛是诸侯用来祭天的，还
是用来祭包括姜太公在内的齐国祖先的，
考古界颇有争议。

对城址中祭坛这一重要发现，山东省文
物考古所研究员王树明认为，因为周边出土
多为墓葬，所以这明显是一个用来祭祖的祭
坛。李伯谦也认为，祭坛用来祭天的可能性
不大，这是因为类似的东西在河南固守和安
徽等地均有发现，这些地方都不是国家首都
所在地，而祭天只有天子才能祭。另外，从
这个城的规模看，也不是国都的规模。

山东省考古专家、文字学家王恩田则认
为，陈庄西周城址发现的两座甲字形大墓，证
明陈庄遗址应是都城，而不是邑。古代划分都
与邑的标准是宗庙的有无，而不是城墙的有无
和城圈的大小。《左传·襄公二十八年》记载，

“凡邑，有宗庙先君之主曰都，无曰邑”。正因
为没有城墙，所以武王伐纣，于甲子日一个早
晨便攻陷了殷都。

九层祭坛为谁建

齐国故都“营丘”何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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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东省高青县出土有关“齐公”的铭文
专家认为：传说中的姜太公确有其人

姜太公确有其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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姜太公钓鱼相关链接

有一个歇后语，叫“姜太公钓鱼——愿
者上钩”。说的是这样一个故事：商纣暴虐，
周文王决心推翻暴政。太公姜子牙受师傅
之命帮助文王。但姜子牙觉得自己年过半
百，又和文王没有交情，很难获得赏识，于是
在文王回都途中，在一河边用没有鱼饵的直

钩钓鱼。鱼钩是弯的，但是姜子牙却用直钩
钓到了很多鱼。文王见到后，觉得这是一个
奇人，于是主动跟他交谈，发现他果真是个
有用之才，将他招入帐下。后来，姜子牙帮
助文王和他的儿子推翻商纣统治，建立了周
朝。 （据百度百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