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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现 距今约4000年的陕西石峁遗址曾存大型骨器作坊

探寻了不起的长城

骉羌钟:最早记录长城的青铜乐器
■ 闻 文

珍贵文物
佐证齐长城年代之谜

先秦两汉典籍中，齐国的长城屡
见记载，足以说明齐长城久已名扬于
世。《左传》提到齐长城西端的巨防，
《竹书纪年》《史记》等书中都提到齐
国长城，为考证齐长城始建年代提供
了线索。

骉羌钟铭文表明，早在齐威王、
齐宣王之前的姜齐时期，齐国就已经
有长城了。最近发布的清华简中有
关记载则将齐长城的修建提前到了
姜齐时代的齐宣公时期。这一时间
早于文献中记载的所有战国长城修
建年代，足以证明齐长城是华夏大地
上修建最早的古长城。

从春秋末年开始，随着周王朝的
衰落和诸侯势力的上升，战争发生根
本变化，传统的车战战术被新兴的骑
战和步战所代替，战争的目的也由“攻
城”转变为“略地”。为了保护国土，各
诸侯国纷纷在国境修筑长城。秦始皇
灭六国之后，战国诸雄之间的长城失
去了军事作用，只有北方的长城作为
中原农耕区与北方游牧区的分界线，
继续作为边境防御工事而延续下来，
并被不断重修、加固，中国境内的其他
长城则几乎全部荡然无存、难觅旧踪
了。但是，横贯齐鲁大地、逶迤于鲁中
山脉、绵延600多公里的齐国长城却
幸运地保留下大量的遗址。这些古长
城遗址尽管没有八达岭、嘉峪关的明
长城那般雄伟壮丽，但却保存了长城
修建最初的原始面貌，具有弥足珍贵
的历史和文化价值。骉羌钟，让我们
真切感受到齐长城的魅力。

流失海外
最早出现“长城”二字

这套著名的骉羌钟是泉屋博古馆
最重要的藏品之一，出土后原为上海
著名收藏家刘体智所得，后转归住友
氏。泉屋收藏的这十二枚编钟并非完
璧，整套钟应有十四枚，其中另外两枚
为加拿大传教士怀履光所得，现藏于
加拿大皇家安大略博物馆。

泉屋博古馆是日本大财团住友
家族名下的博物馆，于昭和三十五年
（1960年）创建，但其最主要的藏品则
来源于住友家族第十五代家主住友
春翠（1864—1926年）的收藏。住友
春翠于明治中期开始收藏中国商周
青铜器，其时中国正值清末动乱，大
量珍贵文物流散海外；凭借住友家族
雄厚的财力，短短几年间春翠的青铜
器收藏就已经闻名遐迩，初步奠定了
后来泉屋博古馆藏品的基本架构。

这套骉羌钟每枚均铸有铭文，其
中5枚铸有61字的长篇铭文，九枚铸
有四字短铭。长篇铭文为：唯廿又再
祀，骉羌作戎，厥辟韩宗，彻率征秦迮
齐，入长城，先会于平阴。武侄寺力，
言敓楚京。赏于韩宗，令于晋公，昭
于天子，用明则之于铭，武文咸烈，永
世勿忘。短铭为：骉氏之钟。

这套编钟铭文的亮点在于记载
了春秋战国之际关于齐国长城的史
料，也是最早出现有“长城”二字的青
铜器。根据目前已知的文献记载，齐
长城是我国修建时间最早的一条长
城，但其年代、位置、目的都不是很确
定。通过骉羌钟的铭文我们可以知
道，早在春秋战国之交，齐国就已经
在边境平阴一带修筑长城，用以防御
来自西方的晋国入侵。地下材料可
补地上史料之阙漏，骉羌钟正是印证
史料的珍贵文物。

洛阳出土
共有61字铭文

洛阳两周时期青铜乐器的重要
变化，是大量甬钟的出现。20世纪
30年代初，洛阳城东金村太仓古墓
出土大宗战国时期的青铜器，其中
有一组14件编钟最为引人注目。这
组名为骉羌钟的青铜器，每件钟上
都刻有一段内容相同、长达61字的
铭文。商代末期青铜器上开始出现
纪事形式长铭文，最多三四十字，而
骉羌钟上的铭文却多达61个字，这
在当时的金石学和考古学界引起了
巨大的轰动。那这段铭文讲的是什
么呢？这实际是记录了一场韩国将
领骉羌统率的征伐齐国的战争，其
中就提到“入长城，先会于平阴”，即
起于平阴东至黄海的齐国长城。而
铭文中的“唯廿又再祀”，学者们一
致认为是指周威烈王二十二年，即
公元前404年。骉羌钟铭文表明，早
在齐威王、齐宣王之前的姜齐时期，
齐国就已经有长城了。因骉羌此次
战争中作战勇猛，攻入了齐国的长
城，受到了韩君、晋公和周天子的奖
赏，特此铸器作为纪念。

最近大火的综艺节目《了
不起的长城》完美收官，其中除
了突出节目的综艺效果外，最
令人深刻的就是给大家普及了
不少关于长城的冷知识。其
中，最令人深刻的就是骉羌
钟。据了解，真正为齐长城的
始建年代提供可靠依据的正是
骉羌钟的发现。

陕西石峁遗址皇城台大台基南护
墙出土的石雕。 新华社 发

新华社西安电（记者 杨一苗）记
者近日从陕西省考古研究院了解到，
近几年在石峁遗址核心区域皇城台出
土了大量骨器及骨器制作工具，考古
工作者推测这里曾存大型骨器作坊。

石峁遗址位于陕西省神木市高家
堡镇，地处黄土高原北部的黄河西岸，
毛乌素沙地南缘，坐落在黄河一级支
流——秃尾河北岸的黄土梁峁上。自
2011年开始的系统考古工作表明，石峁
遗址的主体内涵为距今4000年左右的
石砌城址，城内面积逾400万平方米，
是中国北方地区龙山时代晚期至夏代
早期的超大型中心聚落。

石峁城址由“皇城台”、内城和外
城三部分构成，其中，皇城台是当地百
姓对石峁遗址内一处石砌台地的称

呼，它位于石峁城址内城偏西居中部，
是一处相对独立的山峁，底大顶小。
顶部平坦开阔、面积约8万平方米，底
部面积约24万平方米，四围筑有护坡
石墙，石墙自下而上逐阶内收，阶阶相
叠，形成台阶覆斗状之势。目前考古
资料显示，皇城台为石峁城址的最核
心区域。

据陕西省考古研究院院长孙周勇
介绍，从2016年开始，皇城台系统考古
工作正式启动，目前已在皇城台东护
墙北段上部清理出数量巨大的各类遗
物。初步统计，在东护墙北段上部弃
置堆积内出土各类文物标本不下4万
件，主要包括骨（牙、角）、石、陶、玉、铜
等遗物，还有一些纺织品和漆皮残片。

在这些出土遗物中，骨器为大宗，

数量巨大，多见针、镞、锥等小件工具
类器物，其中骨针数量达1万余枚。孙
周勇说，结合这一区域骨料、坯料、废
品、石刀（锯）、砺石等骨器“制作链”工
具的出土，推测皇城台台顶应存在大
型骨器作坊。

此外，骨器中还有20余件制作规
整的口簧，这些口簧呈窄条状，中间有
细薄簧舌，一般长约8～9厘米、宽1厘
米左右，厚度仅1～2毫米。石峁骨制
口簧是目前世界范围内年代最早的口
簧实物，是世界音乐史的重大发现。
另外，皇城台东北角护墙墙顶上还集
中出土了 100 余片卜骨，这说明皇城
台具有信仰或宗教功能，为考古工作
者在对应位置寻找高等级建筑提供了
重要线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