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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4年，在南水北調工程動工前的一次
考古勘探中，考古人員在山東高青縣陳莊
發現一處商周時期遺址。從2008年起該城
址開始正式發掘，陸續出土了一大批珍貴
文物。這些文物一經公佈，便在學術界引
起巨大的震動。在編號為M18的墓葬中，
考古人員發現了包括銅觥、銅簋在內的9
件青銅器。在考古界，是否帶有銘文可令
一件青銅器的價值相差懸殊。令人振奮的
是，這組青銅器上，共有7件帶有8到11個
字不等的銘文，內容大體一致。而一件青
銅觥上的字跡最為清晰。經過山東省內的
專家釋讀，認為這件青銅觥上的銘文內容
為「豐磐作文祖甲齊公寶尊彝」，其他6件
青銅器銘文字樣大體相似，「齊公」二字
為各器通有。 2010年4月份，隨 銘文內
容及照片的正式公佈，北京大學原考古文
博學院院長、夏商周斷代工程首席科學
家李伯謙等多位國內權威專家一致認
定，這些銘文中的「齊公」正是齊國的
開國之君—「姜太公」，而墓主人的身
份應該是姜太公的一個孫輩。

姜太公歷史地位首獲確認
在2012年8月舉行的「高青陳莊西周城

址重大發現國際學術研討會」上，專家對
這一釋讀並無爭議。山東省博物館研究員
王恩田對香港文匯報記者稱，按照金文通
例，凡是公前加國名的，都是這個國家的
第一任君主。他稱，齊國首位國君太公呂
尚，姜姓，呂氏。俗稱「姜太公」，在史
書中被稱為「師尚父」。諸多史書中都記
載，齊太公在幫助周武王伐紂的過程中發
揮了重要的作用，最後被封在齊國。《史
記》中「齊太公世家」被排在「世家」的
第二位，足見其地位。
但在嚴肅的歷史研究中，姜太公的歷史

地位卻一直未得到學術界的公認。與他同
時代的周文王、周武王、周公等著名人
物，都曾在發掘的青銅器銘文中出現過，
唯有齊太公從未出現。在現代史學研究

中，只有文獻典籍與考古發現相互印證才
能稱為信史。有人就曾推測，歷史上真實
的齊太公其地位並沒有史書中記錄的那麼
高。否則不會不出現在記錄當時重大事件
的青銅器銘文中。而陳莊西周遺址銘文的
發現，則徹底澄清了齊太公姜尚的身份之
謎。

齊國初都之謎初步確定
而在此次陳莊遺址國際學術會議上，爭

論最多的是陳莊遺址究竟是否是齊國的第
一個首都「營丘」。據史書記載，周武王
克商以後將姜太公分封到齊國，國都定於
營丘。後因戰亂，先後曾遷都薄姑、臨
淄。在學術界，關於營丘的具體位置，歷
來有爭論。有人認為在山東昌樂、有人認
為即是臨淄。但這些說法目前都無考古發
現來證實。而此次陳莊考古，發現了和齊
國始祖齊太公有關的文物，有專家就推測
高青陳莊即是齊國初都營丘。
山東省博物館研究員王恩田即是該觀點

的堅定支持者，他的證據之一是遺址中發
現的九層夯土祭壇。這一祭壇內圓外方、
方外又有圓，環環相套疊。同屈原在《天
問》中所描寫的「圜則九重，孰營度之？」
相暗合。王恩田認為這是當時齊國國君祭
祀的祭壇，是北京天壇的前身。「國之大
事，在祀與戎」，祭祀是國家的大事，為
天子或諸侯王所壟斷，這為他的推斷提供
了有力證據。但持反對意見的專家就認
為，按照周禮，祭祀上天是周天子的特
權，諸侯不可能私祭。對此，王恩田稱，
任何制度都有一個產生、演變和最終確定
的過程，周天子祭天的制度是周穆王後才
最終確立的，此前這一制度並沒有得到完
全的貫徹。他還大膽推測，屈原作為楚懷
王使者到齊國時，應該能夠看到天壇。所
以，才有屈原《天問》之作。
根據出土的「豐磐作文祖甲齊公寶尊彝」

銘文，有人認為陳莊遺址為西周時期的
「豐國」所在地，而「磐」是器主的姓

名。因為豐國是姜姓國，故而國君做此寶
尊彝，來祭祀他們的先祖齊太公。但王恩
田就表示，在所出土的7件帶有銘文的器
皿中，銘文內容大同小異，但「豐」字是
每件都有的，因此「豐」應該是器主的名
字。而這個人正是齊國的第三任國君齊乙
公姜得，「豐」正是姜得的字。這一墓葬
當為姜得的墓。國君墓葬所在，更加證明
了陳莊遺址應該是齊國的早期國都營丘。
此外，以山東省文物考古所研究員王樹

明為代表的一派學術觀點，則通過陳莊遺
址的面積、出土陶器的年代等，認為該遺
址是齊國的第二個都城薄姑。儘管學界眾
說紛紜，但在此次陳莊遺址國際學術會議
上，與會學者還是達成了諸多共識：

陳莊遺址當為營丘
專家們認為，發掘的資料證明陳莊城址

始建於西周早期晚段，廢棄於西周中期晚
段，與史載齊獻公遷都臨淄（公元前851
年）的時間相吻合。所發掘的甲字形大中
型墓葬中，首次發現的「直立跪伏」陪葬
車馬，規格較高，一、二號車均駕四匹
馬，符合周禮諸侯駕四的葬俗制度。此
外，值得注意的是迄今臨淄齊故城內未發
現西周時期齊國大型貴族墓葬，但陳莊城
址發掘出土青銅器50餘件，其中首次發現
的銘文中的「齊公」字樣以及九層夯土祭
壇等，都為確定該城址的國別、年代提供
了重要證據。
綜上意見，專家們初步認為：高青當是

姜太公始封之地，陳莊西周城址早期考古
成果表明，這裡曾作為一處齊國政治文化
中心城邑使用，西周中晚期以後，此地則
成為姜氏齊國諸侯的墓葬陵區。因此，以
上種種考古現象結合古代文獻的考證，初
步認定陳莊西周城址當為姜太公所建齊國

初都營丘，或營丘故城就在這一帶。雖然
學界還有種種說法，但陳莊城址的重大發
現為困擾學術界多年的齊國初都營丘所在
指出了明確的方向，具有坐標意義。據悉
目前已發掘面積只佔整個遺址面積的
1/8。相信隨 更大範圍的考古發掘，這
一地區還會有更大的發現。

在西周夷王時期，發生了一件震驚列國的大事。齊
國與其鄰國紀國有仇，紀國國君因為國小勢微無法與
齊國抗衡，就跑到周夷王那裡讒言陷害齊國國君齊哀
公，周天子便發兵捉了齊哀公並將他投入沸騰的鼎中
活活烹殺。整個周王朝近800年，周天子誅殺諸侯的
事件也只有兩次。殺死哀公後，周天子立哀公的弟弟
胡公為齊國國君。胡公為防紀國的再次暗算，就將都
城遷到薄姑。未幾，胡公的異母弟率人殺死胡公，將
都城遷到臨淄，即為齊獻公。
這一段歷史事件在周朝是罕見的大事，不但牽扯了

齊國的興衰變故，更引發後來的齊襄公滅掉紀國為祖
先報仇。但這一事件歷史上未有詳細記載，人們不知
道紀國國君究竟說了什麼讒言，也不知道周天子是何
時派何人俘獲齊哀公的。因此成為一件謎案。但此次
陳莊遺址考古發現的一件有七十餘字銘文的青銅器，
或將為解開這一謎案提供線索。據夏商周斷代工程專
家組組長、首席科學家李學勤，中國社科院考古研究

所學術委員會主任劉慶柱等多名專家的綜合意見，這
七十多字銘文大意為：正月壬申日，周王召見引，引
到周太室，周王如是說，引，過去我已任命你繼承你
先祖的官職，管理齊國的軍隊。現在我再任命你，賜
你彤弓一件，彤矢百枚，馬四匹，望恪盡職守，不要
打敗仗。引叩謝王恩，用追擊敵軍繳獲的兵器，鑄造
了這件寶簋，子子孫孫永寶用之。
這段銘文沒有說明戰爭的對象是誰，但根據周王的

賞賜，應該是很重要的一場戰爭。王恩田先生等專家
就認為，該銘文記錄的正是周天子派人俘獲齊哀公的
事件，因為周與齊是甥舅之國，外甥打舅舅，是不光
彩的事情，因此要「為親者諱」，故而不明說。他還
認為，如果此次出土的九層祭壇是齊君祭天的天壇的
話，那紀國國君的讒言很可能就是狀告齊哀公超越禮
法規制，以諸侯的身份行天子祭天的特權。而這一銘
文中將這場戰爭所發生的時間、將領的名字等清楚地
揭示出來。 文：于永傑

2004年，山東省考古人員在對南水北調工程沿線進行考古勘察時，在山東高青縣發現了一處距
今約3000多年、面積約十萬平方米的西周時期的文化聚落址。從2008年起，該遺址正式開始考古
發掘。共清理灰坑近千座、祭祀台基1處、墓葬9座、出土青銅器及陶器100餘件、直立跪伏車馬坑
1處。此外，還有房基7座、灶4座、道路1條、水井1眼等重要生活遺跡和遺物。其中在發掘的墓葬
中，兩座甲字形貴族大墓葬最為引人關注，發現的青銅器中有10件帶有銘文。此外出土的周代卜
甲、卜骨中，有一片殘存有刻辭，這是山東地區發現的首例西周刻辭卜甲。高青陳莊西周遺址，
是自北宋宣和五年（1123年）臨淄出土銘文長達500字的叔夷鐘以來，有關齊文化最重大的發現，
該發掘成果入選2009年年度全國十大考古新發現。 文：于永傑

小貼士
齊國是中國歷史上從西周到春秋戰國時期的一個重要諸侯國，疆域面積主要集中於今山東，以

及河北、江蘇的部分地區。齊國的開國之君是姜太公，他在幫助周武王伐商紂的過程中立下大功

而受封。但據專家考證，受封後主要是姜太公的兒子在行使國君職權，而姜太公本人仍留在周王

朝，擔任軍事統帥要職。

春秋戰國時期的齊國尤為強大，前後列於「春秋五霸」、「戰國七雄」中，也是最後一個被秦始

皇滅掉的諸侯大國。齊國不但國力強盛而且文化繁榮、人才輩出，「田忌賽馬」、「管鮑之交」、

「揮汗如雨」、「欲速則不達」等一大批成語典故都發生在齊國。齊桓公、齊威王是歷史上著名的

君主，管仲、晏嬰是史上著名的賢相，田忌、孫臏、田橫是著名的軍事人才。

七十餘字銘文揭千古謎案 山東高青陳莊西周城址發現始末

「姜太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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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國民間傳說中，姜太公是一位呼風喚雨、分封諸神的神話人物；在史書中，他是周武王伐紂的最高軍事

統帥。但長期以來，由於缺乏出土文物的佐證，姜太公的歷史地位和真實性一直未能像周文王、周公等那樣得

到學術界確認。近日召開的高青陳莊西周城址考古學術研討會，與會專家一致認為該城址出土的「齊公」字樣

銘文青銅觥，終於使姜太公的真實歷史地位得以證實。此外 「周天子烹殺齊哀公」的歷史謎團、齊國的首個都

城「營丘」之謎也因這次發掘得到破解。 文、圖：香港文匯報記者于永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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