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风采独具
刘台子遗址是华北平原南端发现的一处重要西周的聚

落遗址，年代跨度大，文化堆积保存完整、连续，文化面貌独
特，尤以磨光黑陶和青铜器、玉器特征鲜明，填补了商周古国

“逄国”迁徙的历史轨迹。
遗址所处位置为华北平原南端，东邻黄河13公里，南邻

泰山山脉50公里，是河流纵横交错的的平原地形地貌。周边
黄河、徒骇河、小清河（大清河于1855年被黄河夺道）、牧马
河、大寺河、古漯河（已消失）纵横交错，四季分明，适合人类
生产、生活。出土文物尤其是玉器中大量的玉蚕、玉鱼、玉鱼
鹰等对于华北平原南部地区古代人类生产、生活的方式研究
有典型的意义，反映的华北地区南部早期农业经济形态是以
农耕（原始纺织业）和海洋渔业相结合的代表性遗址，“作为
特定时期或特定地域内人群生产、生活遗留下的物质遗存，
能为延续至今或业已消逝的文化或文明提供特殊的佐证”。

遗址出土的玉器材料种类繁多，来源不一，对见证古代
山东地区人类生存活动、迁徙演变及人群互动交流等具有重
要的意义，“作为多元文化接触、碰撞、融合的产物，能够反映

在一定时空范围内人群之间不同形式的重要交流或影响”。
遗址出土的原始瓷器是目前山东地区古代瓷器的最早

发现发现之一，为探讨山东地区原始制瓷业来源问题提供了
重要的考古实物证据和线索，属于“在某学科或领域具有重
大意义的物质遗存”。

不论在遗址构成方面还是文化内涵方面，刘台遗址都独
具特色，遗址出土文物对于探讨山东地区古代人类生存活
动、方国迁徙演变、人群互动交流等具有重要意义。

刘台遗址，风采独具！
时光荏苒！遗址自1956年文物普查中被发现确认至今

已经63年了。多年来县区党委、政府一直在不断加强对遗址
的管护工作，一直在小心翼翼的呵护着济阳人民的宝贝：遗
址于1981年公布为县级文保单位；1992年6月公布为山东省
第二批重点文物保护单位；2016年8-12月，区文化和旅游局
对遗址进行周边环境及监控综合整治，进一步强化了安全措
施；2019年10月公布为国家第八批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而今迈步从头越。相信在区委、区政府的坚强领导下，
区文化和旅游局将不忘初心，牢记使命，积极作为，一定会绘
制出更美的“文化济阳”画卷！

赫赫西周话刘台
——记全国第八批重点文物保护单位济阳刘台子遗址

不忘初心 牢记使命
党的十八大以来，党中央国务院高度重视文物保护工作，习近平总书记对文物保护作出重要指示批示100多次，出席或见证文物领域重要活动20多次，考察调研

文博单位40多处。中办、国办连续出台《关于实施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发展工程的意见》《关于加强文物保护利用改革的若干意见》等重要文件，文物领域顶层设计
力度明显加大，文物工作迎来了改革发展的历史性机遇。新时代，新济阳，新发展，区文化和旅游局牢牢把握文物安全与保护主线，不忘初心，积极作为，卢氏旧居修
缮、三官庙汉墓发掘……一个个工作突破与创新…… 人民网、中央电视台…… 一系列高规格报道与宣传，济阳文化、济阳文物工作正阔步前行。

汗水不会白流，惊喜持续降临—9月26日，国务院常务会议核定了第八批国保单位，10月16日，国务院印发《关于核定并公布第八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的通
知》——济阳刘台子遗址榜上有名！这是我区文物保护工作的一次历史性飞跃！

考古发掘
在曲堤镇西北部的徒骇河南岸有一处历史悠久

的古代文化遗址——刘台子遗址，这是一处在考古界
赫赫有名的西周遗址，这是一处曾经让孔子亲自驱车
拜谒的圣地。

遗址紧邻刘台村，占地面积约2万余平方米，其
中高出耕地的遗址总面积约6600余平方米。核心土
冢高于地面约2.5米，面积为1000余平方米。

遗址的发现和确认颇具时代戏剧色彩。1950年
代初，一场大雨从刘台子遗址东南角冲出来不少青铜
器和玉器，由于当时村民不知道这些属于文物，就把
青铜器送到废品收购站，结果收购站嫌青铜器的纯度
不够而拒收，于是村民就把青铜器扔到了河沟里。
1956年，我区文物工作的先行者王尔俊从村民手里征
集回来了1件铜鼎、1件残破的原始瓷罐和1件青玉鸟
纹玉刀（国家一级文物）。根据村民讲述当时发现的
情况，初步推断它们出自同一个墓葬，也就是后来被
编为1号的墓葬。自此，刘台遗址开始作为重要的文
物保护单位纳入正规管护。

1979年冬，德州地区文化局文物室联合济阳博物
馆对遗址进行调查勘探，发掘了2号墓。1982年，考
古人员又对3号、4号墓进行了发掘。1985年5月，山
东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和德州地区文化局文物室、济阳
博物馆联合挖掘了6号墓。三次考古发掘出土了大
量铜、陶、玉、石、骨和蚌器。

吉金万年
周代上层社会对青铜器的使用已经较为普遍，同时周

礼对青铜器作为礼器使用的规定也异常严格：天子九鼎八
簋、诸侯七鼎六簋、大夫五鼎四簋、元士三鼎二簋。遗址出
土青铜器 33 件，组合符合诸侯标准。其中带铭文的有 14
件，铭文多为“夆”字（通逄）或与之有关内容，包括“王季作
鼎彝”“季作宝彝”“夆宝尊鼎”“夆彝”等。据周礼分析，墓主
人身份应当属于逄国国君级别。出土青铜器中，象鼻足方
鼎为国内罕见，其设计匠心独具，造型生动，铸造精良，壁口
内壁有一铭文“夆”字，是西周早期青铜礼器中的精品。夏
商周断代工程首席专家、古文字学家李学勤先生看后，赞叹
该鼎“的确很罕见”。6号墓出土的铜鼎中，有一件铸有铭文

“王姜作龏姒宝尊彝”。据金文惯例判断，王姜当是做器者，
龏姒则为使用者。据史，龏姒是昭王（周武王的重孙姬瑕）
的女儿。由墓葬形制，器物组合，及多达近600件的绿松石、
玛瑙串珠等推测，墓主人就是昭王嫁到逄国的女儿龏姒。

遗址出土的众多文物和墓葬的形制对研究当时的政
治、经济、文化、宗教情况具有很高的学术价值。6号墓考古
发掘时，新华社、人民日报等重要媒体均做了大量报道，引
起国内外学术界的极大关注。

遗址出土文物有力的佐证了史料记载。《左传·昭公二

十年》记载：“昔爽鸠氏居之，季则因之，有逄伯陵因之，蒲姑
氏因之，而后大王因之。”《国语·周语》韦昭说：“逄公，伯陵
之后、太姜之侄，殷之诸侯，封于齐地”。杜注“逄伯陵，殷诸
侯，姜姓”。根据这些文献及出土青铜器铭文分析，夏商时
期封地为青州、临朐一带的古逄国，至迟在西周昭王时期就
已西迁到今天的济阳境内来了，现在刘台村的邻村“姜集”
村和周边一带“姜”姓族人的“姜”字，就是由此演化而来，

“姜集”当为姜姓的集聚之地。

琢玉思坚贞
古人以玉喻人，爱玉佩玉。遗址出土玉器多达954件，可见早在西周时期玉器已经大量融入先人们的生产生活了。出土分为

礼器、仪仗、工具、装饰品和杂器五大类，种类多，数量大，制作精美，充分反映了西周时期玉匠们的高超技巧，基本代表了那个时
代的最高玉雕工艺水平。其中，俏色玉雕制品色泽分明，纹饰流畅，是商周时期少见的艺术珍品。俏色玉鱼鹰作为商周时期俏色
玉雕中的代表作品，被收入《中国文物精华大辞典》等多部辞书。

刘台子遗址出土——镂空玉璜 刘台子遗址出土——玉戈

刘台子遗址出土——玉龙 刘台子遗址出土——玉鸟

刘台子遗址出土——玉鱼 刘台子遗址出土——玉鸳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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