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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月 8 日至 10 日，“2023 年度山西
考古项目汇报会”与“第四届山西考
古新发现论坛”将在太原召开。从市
文保中心获悉，我市 7 个考古项目入
围考古新发现，数量位居全省第一。

“2023 年度山西考古项目汇报会”
由山西省考古研究院、山西大学考古
文博学院、山西考古文博研究院联合
举办；“第四届山西考古新发现论坛”
由山西省考古学会、山西晚报社联合
举办。

汇报会和论坛将采取学术汇报的
形式，邀请 21 个考古项目的负责人报
告考古发现与收获。我市负责报告的 7
个项目分别是：绛县西吴壁夏商时期
遗址、闻喜上郭—邱家庄东周遗址、
芮城坡头新石器时代遗址、夏县辕村
新石器至夏商时期遗址、垣曲北白鹅
周代墓地、平陆良庄夏时期遗址、夏
县东下冯夏商时期遗址。

绛县西吴壁遗址位于绛县古绛镇
西吴壁村，地处涑水河北岸的黄土台
地上，南距中条山约 6 千米。为配合开
展国家文物局重大项目“考古中国·
夏文化研究”、国家重点研发计划“中
华文明起源过程中的生业、资源与技
术研究”、国家社科一般项目“晋南地
区商代聚落考古研究”等学术课题，
2018 年以来，开展了持续发掘和勘探
工 作 。 2023 年 的 发 现 丰 富 了 遗 址 内
涵，对于厘清不同区域的聚落功能、
深入了解遗址的聚落结构提供了重要
的实物资料。IE4 区手工业生产遗存的
发现，说明西吴壁夏时期手工业生产
可能是在周密规划之下进行的。陶、
石范的发现，说明西吴壁遗址在夏时
期具备铸造礼兵器的能力。以往我们
认为，西吴壁夏代聚落仅能铸造小件
工具，礼兵器需在王朝中心都邑的铸
铜作坊方能铸造。本年度的发现突破
了这一认识。

垣曲北白鹅墓地位于垣曲县英言
镇北白鹅村东，属于北白 （鹅） 遗址
的一部分。自 2020 年至 2023 年 12 月，
已对该遗址进行了 4次发掘。考古勘探
表明，遗址分布面积为 20 万平方米，
发现有新石器、商周时期文化层和灰
坑等遗存。共勘探出墓葬 217 座、灰坑
241 座、车马坑 5 座、陶窑 2 座。综合
墓葬形制和出土遗物，垣曲北白鹅墓
地是一处非常重要的大型高等级贵族
墓葬群，墓地时代应为春秋早期至战
国早期。其中，贵族墓葬时代早至春
秋早期，下限不晚于晋文公得南阳之
时 （公 元 前 635 年）。 结 合 铭 文 和 文
献，此地应为召公家族分宗“太保匽
仲”氏在成周畿内的采邑。北白鹅墓
地 为 研 究 晋 南 地 区 两 周 时 期 丧 葬 制
度、人群族属、社会生活等提供了新
的资料，对于探索周代的采邑制度、
晋南与成周的关系以及探讨晋南在整
个中原地区文明化进程中的地位与作
用都具有重要意义。本次发掘，深化
了对垣曲北白鹅墓地的布局、大型墓
葬棺椁结构、随葬器物及其包裹物品
等信息的了解。地下方舱发掘模式的
实践和探索也对进一步深入推进多学
科合作的考古学研究提供了新的解决
方案。

闻喜上郭城址—邱家庄墓群，位
于闻喜县城东南约 3公里处的鸣条岗东
端，西邻涑水河，面积约 6 平方公里，
于 1959 年 发 现 。 1973 年 至 2013 年 ，
省、市文物部门先后 9 次发掘两周墓
葬 ， 曾 出 土 过 “ 贾 子 ” 匜 、“ 荀 侯 ”
匜、申五矩甗、陈信父壶、“刖人守
囿”挽车等铜器；据传上个世纪 90 年
代盗掘的“子犯鬲”“子犯编钟”，也
出自这里。2006 年 5 月 25 日，被国务
院公布为第六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
位。2023 年度的工作进一步证明上郭
古城就是“古曲沃”，上郭古城以北考
古 勘 探 即 邱 家 庄 墓 群 勘 探 发 现 晋 国
中、晚期“公墓”和“邦墓”。

芮城坡头遗址地处芮城县陌南镇
坡头村与西陌镇东升村的交界处，该
遗址发现于 1955 年，是一处新石器时
代遗址，涵盖仰韶、庙二、龙山等阶
段 的 遗 存 ， 此 外 还 有 部 分 二 里 头 、
周 、 汉 代 等 阶 段 的 堆 积 。 2003 年 —

2005 年，对遗址范围内的清凉寺墓地
进行了三个年度的考古发掘，发掘清
理墓葬 355 座。2020 年—2023 年，在

“考古中国·夏文化研究”“晋南在中
华文明进程中的地位与作用研究”等
课题规划下，重点开展了遗址及周边
区域的系统勘察、内外环壕的解剖及
重点区域的发掘。考古发现证实，在
石峁、陶寺进入巅峰期的公元前 2100
年前后，坡头先民不仅修建了庞大的
聚落外壕，财富空前聚集，等级分化
达到峰值，证实其社会发展也进入鼎
盛期。同时，聚落中还出现了类似河
套城防设施的半圆形生土“墩台”，加
之大量具有东方风格的钺、刀、璧、
琮等玉器因素涌入，表明这一时期，
从东方到中条山，从中条山到大青山
下，有着一条贯穿东西、连接南北的
接力式文化传播大通道，基于此，坡
头遗址也成为以中原为中心历史趋势
形成前夕的一个重要文化枢纽。

夏县辕村遗址位于夏县裴介镇辕
村南侧，是一处以新石器和夏商时期
遗存为主体的古代聚落遗址。本次考
古工作自 2023 年 8 月初开始，发掘面
积约 1500 平方米。2023 年发掘区位于
辕村遗址的东部居中，靠近环壕，地

势西高东低，文化堆积西薄东厚。整
个遗址目前大致可划分 2 层。其中，
第一层浅黄褐色砂质黏土，为近现代
耕土层，第二层红褐色砂质黏土，为
宋金时期文化层。本年度的发掘进一
步明确了辕村遗址的分布范围、文化
性质和遗存特征。其中，辕村遗址庙
底沟文化遗存是近年来发掘的距离盐
池最近、规模最大的仰韶时代中期环
壕聚落遗址，在考古学文化谱系研究
上，对于研究晋南地区新石器时代考
古学文化序列具有重要启示。在聚落
考古研究方面，为研究陕晋豫地区以
及黄河流域仰韶中期聚落形态提供了
重要材料。随葬青铜器和玉器的两座
墓葬属二里岗下层二期，为研究晋南
地区夏商时期遗存提供了重要的实物
资料。

平陆良庄遗址于 2022 年在平陆县
良庄村南建设用地范围内勘探发现，
初 步 判 断 为 东 周 时 期 。 2023 年 7 月
底，山西省考古研究院与运城市考古
研究所组成联合考古队对该遗址进行
复探并进行试掘，明确良庄遗址为夏
时期。从陶器特征来看，良庄遗址具
有浓厚的二里头文化因素，其文化面
貌与中条山北麓的东下冯文化差别明

显，应属二里头文化，其时代可早至
二里头二期。此次良庄遗址的考古发
掘是中条山南麓平陆、芮城两县第一
次正式发掘夏时期遗址，遗址现存面
积虽小，但出土的绿松石、铜器等遗
物显示该遗址非普通聚落。良庄遗址
南依黄河、北靠中条山，翻过中条山
即运城盐池，恰好处在沟通晋南与豫
西地区交通要道——虞坂古道的要塞
处。以往调查在良庄遗址附近还发现
有东太、前柳树凹等夏时期遗址，这
三者或许可构成中条山南麓夏时期的
聚落群。良庄遗址的发掘对我们探讨
晋南夏时期的文化格局、夏时期晋南
与豫西的关系、深入研究早期王朝国
家对晋南地区的管理与控制等问题提
供了关键信息和线索，是填补空白的
重大发现。

夏县东下冯遗址位于夏县埝掌镇
东下冯村北，是目前晋南地区发现面
积最大的夏商聚落之一，是探索夏文
化、研究早期国家形成与发展的关键
遗址。在“考古中国·夏文化研究”
等 国 家 重 大 课 题 安 排 下 ， 2020 年 —
2022 年，持续对该遗址进行系统调查
和勘探工作，了解了遗址现存范围和
文化内涵，掌握了遗址地下遗存的分
布情况。在此基础上，2022 年 6 月至
2023 年 11 月，对重点区域开展考古发
掘。夏县东下冯遗址近年来的持续考
古工作，了解了遗址的现存范围和文
化内涵，探明了东下冯商城的平面布
局，揭露出夏时期以“地坑式”窑洞
院落为特色的居址区且兼具有冶铜功
能，丰富了我们对遗址聚落结构的认
识。I 区“地坑式”窑洞院落的使用、
废弃及夏商时期连续的地层堆积，为
了解遗址的聚落变迁提供了新材料，
有助于构建东下冯遗址夏商时期的年
代体系。发现的大量冶铜遗存，对研
究我国早期青铜时代冶铜产业格式意
义重大，进而为解读晋南“夏墟”的
历史内涵，阐释晋南地区在中华文明
进程中的重要地位与作用提供考古实
证。

本栏目图片均由市文保中心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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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来一段时间，文友之间争相传阅两本书：
《我的运城·鹳雀楼卷》和《我的运城·大河湾
卷》，朋友圈和文学群里，也尽是晒书、致谢和讨
论。我感受着文友们的喜悦和兴奋，觉得与有
荣焉，对其充满阅读的期待。

这两本书是运城日报社文艺副刊作品选，
以“我的运城”为主题，分别辑印了《运城日报》
文艺副刊“鹳雀楼”79 篇作品、《运城晚报》文艺
副刊“大河湾”132 篇作品。恰如两个副刊的名
字一样，211 篇散文，或登高抒怀，或临水寄情，
或追远慕德，或且行且歌，皆是河东大地的深情
咏唱，皆是河东百姓的款款心曲。读罢掩卷，我
的嘴角扬起浅浅的笑，眼角盈着闪闪的泪，《我
的运城》，我们的精气神儿！

我似乎很能感受主编团队为这套书起名为
“我的运城”之初心。如果说报纸上的时效性新
闻是一首歌的主歌，那么副刊上的文章则是副
歌部分。它不仅可以增强一份报纸的旋律美
感，而且经常能够调动读者的心绪，唤起共鸣，
引发深思，令人难以忘怀。总体上，副刊传递给
读者的，常常是浓郁的文化气息、高尚的人文情
怀，以及鲜明的写作风格。“我的运城”旨在以

“我”的视角观察运城，以“我”的方式言说运城，
以“我”的理解阐释运城，我将之理解为运城日
报社的副刊特色，我认为它充分地给予了写作
者“我手写我心”的尊重与支持。

从书籍的封面设计上，我也仿佛读懂了这
两本书浓浓的“运城”味儿。封面“我的运城”四
个字，每个字旁边配以一幅小沙画，“我”字配的
是舜帝雕塑，“的”字配的是关公雕塑，“运”字配
的是鹳雀楼建筑，“城”字配的是“凤舞”雕塑。
每一幅图案都是运城的标识，都有着浓烈的象
征和寓意，全然地吻合“运城”二字所言、所指、
所寄。而“沙画”的表现形式，就像是一粒粒细
沙，随南风而飘至眼前，成画、成字。那一粒粒
或显现、或没有显现在封面上的细沙，是所有写
作者的一滴滴情思、一寸寸衷肠，也是副刊上的
一篇篇文章、一步步履痕。所有这一切，因缘际
会、聚沙成塔，变成我眼前的这两本浓缩的精
华。

我于深夜读“大河湾卷”，时而感受盐湖岸畔的浓浓诗意，时而感念
亲情友情的细腻与珍贵；我于清晨读“鹳雀楼卷”，时而聆听历史琴弦上
的跌宕，时而品尝岁月长河里的馨香。我不由得想到，新年伊始，运城
市委宣传部推出“运城精神”——“崇文、厚德、敬业、拓新”，而《我的运
城》，毫无疑问地为“运城精神”作了适逢其时和恰到好处的文艺注解。
从内容到形式，从创作到编辑，从维度到角度，我都真切而且深切地感
受到这两本书籍所承载和彰显的“运城精神”。

当代散文评论家刘振凯说：“一个副刊版面，总是浮游着郁郁葱葱
的文化氤氲。文化人视之为精神家园，可以自由自在地在那里驻足、盘
桓、休憩、赏景、放歌，乐在其中。假如有幸从中觅到了与自己情投意合
的上好之作，就会心旌摇荡，以至从灵魂之井深处汩汩渗出些许感喟、
顿悟，此刻，实际上是一个灵魂对另一个灵魂的拜谒。在诗意日渐消解
的今天，在夜阑人静、心灵空明之时，我们在灯下展读副刊美文，静听心
灵的问候，好不舒坦。”这段话写出了热爱副刊的阅读者的心声，同时也
形象化地对副刊编辑提出了标准和要求，我认为运城日报社的副刊定
位与追求，正与此一致。

我在大学期间攻读中国现当代文学，常常于图书馆旧刊室查阅资
料。有一天，我小心翼翼地翻阅泛黄的、薄薄的、有着近百年历史的《晨
报副镌》，看到上面赫然印着巴人（鲁迅的笔名）《阿 Q 正传》。我读着
那竖排的、繁体的“开心话”系列，一股难以名状的电流从指间抵达心
间，我感觉自己仿佛触摸到了真实而鲜活的历史瞬间。鲁迅，这个响当
当的名字，《阿 Q 正传》，这篇不朽的传世经典，原来是在这样的文艺副
刊上诞生的！现在，我轻抚着这选编精心、设计精美的两本副刊作品
集，遐思良多。也许，在很多年之后，人们读《我的运城》，应该也如我当
时一样，有着一种穿越时空的对话与交心吧。

大河湾，让漂泊的心在此靠岸，让远行的船在此蓄力；鹳雀楼，让登
高的脚步更加坚定，让远眺的目光更加深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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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月 1 日，春光明媚，稷山县
下费村村民在文化活动中心观看
临猗县眉户剧团表演的眉户《张
古董借妻》。

为丰富村民文化生活，让百

姓在家门口就能看到家乡戏，下
费村特邀临猗县眉户剧团进行为
期三天共五场的演出，让村民们
美美过了把戏瘾。

特约摄影 史云平 摄

本报讯（记者 赵卓菁）为大
力弘扬雷锋精神，丰富老年人的
精神文化生活，传承中华民族敬
老、尊老、爱老的传统美德，3 月 5
日，夏县文化馆在康养中心开展

“ 汇 聚 青 春 力 量 弘 扬 雷 锋 精
神”学雷锋系列活动，为这里的
老年人献上精彩的文艺表演。

此次活动旨在进一步弘扬雷
锋精神和志愿者精神，传递满满
的正能量。

当天，夏县文化馆的志愿者

们用实际行动传递雷锋精神，把
欢歌笑语送进康养中心。节目在
舞蹈 《学习雷锋好榜样》 中拉开
帷幕，彩带舞 《欢聚一堂》、伞
舞 《好 人 多》、 表 演 唱 《小 拜
年》《人面桃花》《逛新城》、广
场舞 《梅花赋》、八段锦 《健康
美了美》、舞蹈 《火火火起来》、
男声独唱 《敢问路在何方》 等精
心编排的节目逐个上演，为这里
的老人们带来一场精彩的敬老爱
老文艺盛宴。

夏县文化馆开展“汇聚青春力量
弘扬雷锋精神”敬老爱老文艺演出

本版责编 游映霞
美 编 冯潇楠
校 对 李静坤

辕村遗址发掘现场航拍辕村遗址发掘现场航拍。。 东下冯遗址航拍东下冯遗址航拍。。

图图①①20032003 年—年—20052005 年发掘的清凉寺年发掘的清凉寺
墓地墓地。。

图图②②芮城坡头遗址出土的圈足罐芮城坡头遗址出土的圈足罐。。
图图③③平陆良庄夏时期遗址发掘的盆平陆良庄夏时期遗址发掘的盆

形鼎形鼎。。
图图④④东下冯遗址夏时期发掘的绿松东下冯遗址夏时期发掘的绿松

石嵌片石嵌片。。
图图⑤⑤东下冯遗址夏时期东下冯遗址夏时期““地坑式地坑式””窑窑

洞院落正摄影像洞院落正摄影像。。

⑤⑤

①①

②②

③③ ④④

运城垣曲北白鹅周代墓地铜鼎运城垣曲北白鹅周代墓地铜鼎。。

闻喜上郭古城出土的铜鍑闻喜上郭古城出土的铜鍑。。辕村遗址出土的瓷器辕村遗址出土的瓷器。。

◀◀上郭古城内西北部发上郭古城内西北部发
掘鸟瞰图掘鸟瞰图（（上为西上为西））

▼▼绛县西吴壁二里头文绛县西吴壁二里头文
化时期的灰沟化时期的灰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