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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现霸国》

前言

知识、道德、科学、真理是博物馆教育永恒的主题，探索、发现、研究、展示是实现这一主题的重要
途径，这也是学者与专家应该担当的社会责任。    山西蕴藏着丰富的文化遗产资源，无论在地上还是
地下。作为田野考古的主力团队，山西省考古研究所几乎每年都会给公众带来惊喜，仅新世纪以来就
有8项荣获“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16项入选“国家年度重要考古发现”。    考古学是集诸多人文、
自然科学于一体的综合类学科，考古学家像是掌握多门类知识与技能的优秀侦探，在神秘而朦胧的废
墟中细细查寻古人生活的系统行为信息，而不只是关注侠客的佩剑或帝王的金冠。    霸国考古是2010
年“中国十大考古新发现”之一，又因其田野工作的科学和严谨而被考古学权威专家评选为年度“田
野考古一等奖”。    今年是山西省考古研究所建所60周年，我们联合推出特别展览“发现霸国”以致
庆贺。同时特邀考古课题主持人谢尧亭博士撰写同名著作，与大家分享其扑朔迷离的发现经过、激动
人心的考古瞬间和探索解谜的心路历程。    朴实而优美的文笔，纪实且珍贵的图片，最新的研究成果
汇总，第一次系统完整的展示。《发现霸国》为我们揭开了大约3000年前，一个西周诸侯王国的神秘
面纱。    山西博物院院长石金鸣    2012年8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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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朴实而优美的文笔，纪实且珍贵的图片，最新的研究成果汇总，第一次系统完整的展示。《发现霸国
：讲述大河口墓地考古发掘的故事》为我们揭开了大约3000年前，一个西周诸侯王国的神秘面纱。
    《发现霸国：讲述大河口墓地考古发掘的故事》由谢尧亭编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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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西周墓地一般都选择在背山面水的向阳坡地，大多位于居住区的北面，这与古人长期积累的风水观念
和信仰习俗有关。当时的人们认为人的灵魂一般归宿于北方幽冥之地，向阳的坡地不仅适宜于活人的
居住，也是死者灵魂安息的理想居所。    大河口墓地处于两河交汇之地。从以往的考古经验可知，地
处河流附近，特别是处于两河交汇的三角洲地域的遗址或墓地一般都是比较重要的聚落，再加上背山
面水的地势，这里作为一处墓地从风水观念上来讲还是比较理想的。但是现存的地貌整体上并不甚佳
，虽然墓地所在的台地比较平整，但面积不大，其外则非沟即坡，现多辟为层层梯田。与曲沃县曲村
墓地和绛县横水墓地的地貌几乎不能相提并论。绛县横水墓地面积和大河口墓地相近，但其所处地域
整体开阔，作为遗址和墓地都比较理想。推想大河口墓地之所以选在这么一个比较局促的地方，可能
古人是从风水和防御两方面的角度来选的吧。西周时期，这里的地貌比现在应该要好很多，至少不像
现在这样沟壑纵横。况且在其周围似乎也找不到比这里还好的风水宝地了。    当我第一次到大河口墓
地勘探现场以后，就意识到这里可能是一处西周墓地。西周墓葬一般都聚群而葬，但凡发现有一座西
周墓葬的地方，一般都有很多的西周墓葬，几乎没有发现墓葬独处的现象。1号墓发现大量壁龛后，
更加肯定了这个墓地的重要性。突然一个想法在大脑中闪过：这里会不会就是学术界尚无定论的古唐
国之地呢？    唐在何方    我们知道，唐是一个商代古国。文献记载，唐在晚商时期就存在，考古发现
的甲骨文中也多次提到唐，而且有唐和先这两个小国家在同一版甲骨上的文例。周武王灭商以后，曾
经对商王朝分封的诸侯国及其联邦国都进行了重新分封，以确立周王的统治地位和新的领导权。但商
纣王的儿子武庚(字禄父)联合管叔和蔡叔发动叛乱，唐国也趁机作乱。《史记》记载“唐有乱。周公
诛灭唐”，其实是唐也参与了这次叛乱。周公诛灭的唐当然是被周王朝重新分封任命过的唐国，当然
还是晚商时期唐国的原班人马。所谓诛灭实际上是把它的君主和顽民迁移到其他地方了，一般听命的
贵族和普通老百姓是不会全部被迁徙的，同时仍然保留其国号和祭祀。姬姓的叔虞被分封到这里来续
其祭祀，沿袭其旧国号唐，因此称唐叔虞。唐叔虞之子晋侯燮父迁都到晋地，建立了晋国的第一个都
城。20世纪七八十年代，著名考古学家邹衡先生在晋南一带做了大量的调查工作，发现了著名的天马
一曲村遗址，通过发掘证实这里是晋国都城所在地。    那么唐在何处？历史文献记载有太原(晋阳)说
、平阳说、翼城说、永安说、安邑说、乡宁说等6种。    特别是太原说自晋代的杜预注以来，影响巨大
，数千年来一直是学术界的主流说法，直到明末清初的顾炎武先生才提出异议，认为古来之说是不对
的，因为晋国自从春秋晚期的晋悼公以后才在今天的霍州以北地区“始开县邑”，也就是说势力才到
达这里，此前晋国势力并未到达今霍州以北地区，现代的考古发现也证实了这一说法。至于今人盛传
的介休绵山乃介子推背其老母退隐之地，是后人的牵强附会之说。介休古时写作界休，与介子推的故
事本来无涉。古代文献中所谓的绵山应该是今翼城县的绵山或万荣县的介山才是。特别是到了21世纪
初，仍有个别学者认为唐在今太原晋阳，真有些让人难以理解！地域情结人所共有，但学术是一种客
观中正的研究，必抱其为现实服务之决心终将走向沼泽泥淖，以至越陷越深终究不能自拔！太原原来
传为唐叔虞的墓葬，早年经山西省考古研究所发掘证实那是汉代以后的墓葬，与西周晋国始祖唐叔虞
无关。在今太原地区之所以有唐叔虞墓、晋祠、晋阳、晋水等等这些水名、地名和文化痕迹，是有历
史原因的。这些地名和水名原本都在晋南，后来随着赵国在今太原晋阳一带建都，将这些历史信息都
迁移而去。赵氏在春秋晚期曾经长期把持晋国朝政，所谓“赵名晋卿，实专晋权”。三家分晋，赵将
自己视为晋国正宗的继承者，将这些地名带到今太原晋阳一带，本不奇怪。在东周文献中记载的晋国
“大原”，当时也在晋南一带，今“太原”一名直到战国后期才被用来作为行政地域名称使用。从今
天的考古发现来看，天马一曲村遗址南面的滏河，应当就是古文献中所谓的晋水。邹衡先生就曾有此
说，晋水之北的天马一曲村遗址一带就是所谓的晋阳，晋之所以称晋与水名有关。近年在香港某收藏
家处发现的觉公簋，其中有“唐伯侯于晋”的铭文，晋就是地名。王立新教授指出，天马一曲村遗址
就是燮父所迁徙的晋。晋是晋国所建立的第一个都城所在地，此前唐叔虞被分封的居住地是在唐都。 
  P96-98

Page 5



《发现霸国》

编辑推荐

《发现霸国：讲述大河口墓地考古发掘的故事》是一本由谢尧亭先生撰写的科普读物。本书以霸国的
发现和发掘为线索，依序铺陈，融考古学者的视角与公众的兴趣于一体，铸考古学知识与大河口墓地
发掘过程于一炉，使公众得以认识考古、感知历史，与公众分享山西的这项“2010年全国十大考古新
发现”及其研究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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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短评

1、好详细！好牛逼！！！
2、融知识性和趣味性于一身，文字感情真挚，图片精美，值得阅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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