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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北阜城发现
一唐代中晚期古墓

新华社石家庄电（记者 王民）河北省阜城县
文物部门日前发现一座唐代中晚期古墓，距今已
有1000多年。古墓有主室和侧室各一座，两室相
连，均为砖质结构，穹隆顶。主室为夫妻合葬墓，
侧室为一女子墓，均有木质棺椁，因年代久远已腐
烂，只发现长锈的铁钉。

古墓主室结构为正圆形，直径5米，南北方向，
墓室正南入口有一牌楼，两侧有放置长明灯的耳
室，墓室内有一假窗和放置长明灯的灯台，灯台下
放有香炉和黑釉瓷罐，陪葬贵重金属器较少，墓室
北侧有被破坏迹象，疑似早年被盗。侧室长2.5
米、宽1.3米，陪葬物品丰富。两墓室共出土文物20
余件和唐开元通宝上百枚，以及一组用楷书墨色
书写的砖质砚式墓志铭。

河北邯郸发现
“角石古生物化石”

新华社石家庄电（记者 白明山）河北省邯郸
市丛台区日前发现了“角石古生物化石”，这是距
今4.38亿至5.1亿年奥陶纪的角石古生物化石，对
研究古地理有重要意义。

这一化石嵌在丛台区龙湖公园的一块石灰岩
内，残片长约6厘米、宽约3厘米，灰褐色，体管、横
纹等结构较为清晰。

河北省地矿局第一地质大队正高级矿产地质
工程师孔令海介绍说，角石是无脊椎动物，属软体
动物门，具坚硬外壳，是在奥陶纪海洋中分布广泛
的头足类生物。此古生物化石在北方早古生代奥
陶纪中统马家沟组地层中广泛出现，可作为奥陶
纪的一个标准化石，对划分地层时代及研究古地
理有重要意义。

山东临沂发现一处
新石器时代环壕聚落

新华社济南电（记者 孙晓辉）记者近日从
山东省文物考古研究院获悉，考古人员在对临沂
市沂南县里宏遗址进行考古发掘时，发现了一处
新石器时代北辛文化环壕聚落遗存，这处遗存是
目前整个临沂地区时代最早的新石器时代遗存
之一。

考古人员此次共清理出1段北辛文化小型环
壕，3处房址，1条灰沟以及若干个灰坑。其中，环
壕内面积约4000平方米，壕沟剖面非常规整，近倒
三角形。沟内填土的上层出土了较多泥质及夹砂
陶片，可辨器型以乳头形三足釜、三足钵、红顶钵、
小口双耳罐和鼎为主，还发现了大型支脚及蒜头
壶等。

海南首次发现红腹异蜻
新华社海口电（记者 罗江）记者从海口畓榃

湿地研究所获悉，该研究所日前在海口五源河国
家湿地公园实施两栖及爬行类动物监测项目时，
发现了红腹异蜻。这是海南省首次发现蜻蜓新物
种。中国科学院昆虫学博士张浩淼介绍，短腹异
蜻目前已改名为红腹异蜻。红腹异蜻主要分布在
东南亚，此前我国科研人员在云南和香港也发现
过该物种，此次红腹异蜻的发现，有可能是气候变
化或自然迁移的结果。

海口畓榃湿地研究所所长卢刚说，蜻蜓的种
类和数量是反映湿地健康状况的一个重要指标，
本次监测发现的蜻蜓新物种红腹异蜻，反映出五
源河有着良好的湿地生态环境，能够给多种动植
物提供栖息地。

白草坡遗址：

埋藏在地下的青铜王国
■ 阳 飏

灵台自有文字记载以来，有着久远的文明和发
展史，是中国古文化的发祥地之一。境内已发现仰
韶、齐家文化等古遗迹。其中被称为“埋藏在地下
的青铜王国”的白草坡遗址，先后发掘出了9座西周
墓葬，1座车马坑，共出土各种青铜器300多件，属国
家一级文物的就达27件之多。这些青铜器充满神
秘色彩，有些还带着异域风情。那么西周墓葬中，
为何出土了商代青铜器呢？

西周墓葬现世

1967年9月的一天，灵台西屯公社白草坡大队
两个放羊的社员，躲进山坡一处坍塌了的山洞避雨
时，无意中用镰刀在地下刨出了一些“废铜烂铁”，
消息传出后，一些村民们也在山坡上四处挖掘，挖
出的青铜器、箭头等都被当作废品卖给了收购站。

在白草坡社员挖掘出的文物中，一只青铜筒形
提梁卣被撬开盖后，发现里面盛有液体，据说还散
发着淡淡的酒香。遗憾的是，这一卣内所盛液体，
后被考古专家断定为国内除已发现的汉代酒之外
存世最久的酒，当时却被倒掉了。

白草坡遗址位于灵台县城西北30里的西屯乡，
白草坡村南两道沟壑之间的山嘴梯田里，墓地西侧
紧邻断崖深涧。据推测，这一墓地原来规模应该比
较大，其西半部因沟壑不断崩塌而毁坏，潶伯墓就
是因崖土塌落而暴露出来的，潶伯墓和伯墓相距约
17米，有一座车马坑在两座墓之间。

白草坡遗址铜器数量和种类最为丰富，鼎、簋、
尊、爵、卣、斗、啄锤、玉人俑、青铜镂空鞘短剑、人
头形銎戟等一批文物震惊国内，在发掘出的青铜器
中，有铭文的器物就有24件。

神秘的冷兵器

潶伯墓、伯墓出土的青铜器皿等大量陪葬品，
足以证明墓主人的特殊地位。各种青铜器就有
300多件，涵盖了当时人们生活的诸多方面，堪称

“青铜王国”。伯为一邦之长，随分封而调动，他们
多半是作战将领，受周王朝或高一级诸侯节制，镇
守一方。

潶伯墓中出土的虎钺由青铜铍头、长柄构成，
铍头尖锋直刃、扁茎，穿透力很强，很可能是由扁茎
短剑发展而来。斧钺后来逐渐衍变用于仪仗、装

饰，以及军权的象征。
镂空鞘罩短剑是一种近战短兵器。同类型剑

在潶伯墓、伯墓中各出土2件。这些镂空鞘罩短
剑合鞘通长24.3厘米、宽 10厘米。其中有一件造
型奇特的人头形銎戟引起了人们的注意。戈、钺、
戟等均是盛行于殷、商、西周乃至春秋战国时期的
主要兵器，戟是戈、矛合体，兼有矛用于刺，戈用
于钩或击的作用。人头形銎戟的刺锋为一人头，
头顶为刃。西周人头形銎戟人像浓眉深目，披发
鬈须，高耳耸鼻，吻部突出，颧骨处有嘴唇形状的
线条纹饰。有专家考证这个形象是阿尔泰语系的
北方游牧民族人种。可能是曾经对周朝北方边境
构成严重军事威胁的猃狁部族。甲骨卜辞记载：

“高宗伐鬼方，三年克之。”高宗就是殷王武丁，周
当时是殷商的附属国，参与了对“鬼方”这场旷日
持久的战争。商周时代盛行一种尚武风习，不仅
用异族战俘祭祖，还喜用异族战俘的形象来装饰
武器，以此炫耀战功，震慑敌人。至于嘴唇形状的
线条纹饰，或文面之俗，或对战俘施行的烙面印
记。冷兵器时代的兵器，为后人提供了研究、考证
和想象的空间。

青铜器的来源

那么，西周墓葬中到底为何出土了商代青铜
器呢？

专家推测潶曾作为商代的军事贵族，长期驻守
灵台一带。西周从约前11世纪周武王灭商朝起至前
771年周幽王被杀为止，大约历经275年。从周朝开
始，境内各个部落不断融合，这也是华夏民族逐步
形成的过程。

周克商后，把商奴隶主及其所占有的奴隶分赐
给周人自己的大贵族，商人的许多宝器亦被分赐给
周奴隶主贵族，而通过战争，还可以进行各种掠
夺。因而有大量商人青铜器，落到周人手中。至今
周初墓中仍可发现一部分商器，其原因即在此。

在白草坡遗址出土的商代青铜器，还有另外一
个特点，不仅具有商代青铜器的造型特点，还有他
们的族徽。父辛铜斝的铭文的最后一个字，应该是
他们的族徽。和上海博物馆所藏传出于安阳殷墟
的一个鼎的族徽极其相似。

这些青铜器的主人可能是从晚商时期就驻防
在这里的。那些带有他们族徽的青铜器，就是他
们身份的标志和象征。父辛铜斝出土的底部还有
烟熏的黑色，这更加证明它的作用。古人将酒倒
入铜斝，然后把酒糟和水搅散了，慢慢加热后注入
杯中。或许，他们也上演过一幕温酒斩敌酋的精
彩片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