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血池遗址

秦公镈
春秋时期秦国铜乐器，国家一级文物。

1978 年 1 月出土于宝鸡市宝鸡县（今陈仓区）
杨家沟太公庙村窖藏，现藏宝鸡青铜器博物院。

秦公镈共出土三件，大小不同，形制纹
饰相同，鼓部有四条扉棱，两侧扉棱由九条
盘曲的飞龙组成，前后两个扉棱则由五条
飞龙和一只凤鸟盘曲而成 ；舞部各有一龙
一凤相背回首，形象生动。

每件秦公镈刻有铭文一篇，与同时出
土的五件秦公钟铭文记载了秦襄公、秦文
公、秦静公、秦宪公四代世系的业绩，以及
秦襄公被赏宅受国之事。秦公镈、秦公钟
作为先秦乐器，形体高大厚重，纹饰雍容华
丽，铭文书法为春秋初期秦篆的典范，更是
一组珍贵的先秦史料。

血池遗址位于宝鸡市凤翔区柳林镇，
总面积 470 万平方米。考古工作中在此发现
了由坛、壝、场、道路、建筑、祭祀坑等各类
遗迹组合而成的“畤”文化遗存。这与古文
献记载吻合，是时代最早、规模最大、持续
时间最长且功能结构趋于完整的秦汉时期
国家大型祭祀遗址。

此次考古发现，填充了既往在雍城遗
址布局中唯缺郊外以畤祭天相关遗存的空
白，印证了秦汉时期国家举行最高祭天礼
仪的历史事实。

血池遗址入选 2016 年全国十大考古
新发现，2018 年荣获田野考古奖一等奖，
2019 年被国务院公布为第八批全国重点文
物保护单位。

●日前，市文物局抽调局系统干部职工毛斌、

尚澎阳、陈海宁、刘新、伍威5名同志组成工作组，

赴扶风县参加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工作。工作组协

助开展测温、扫码、登记，以及做好防疫宣传、人员

排查等工作，积极引导群众做好自我防护。

●近期，受新冠肺炎疫情影响，我市各博

物院馆临时闭馆。为持续做好文物展示、讲好

宝鸡故事，宝鸡青铜器博物院、法门寺博物馆

等院馆闭馆不闭展，纷纷在微博、微信、抖音等

线上平台推出微课堂、云展览，目前已吸引 10

万余人次学习、参观。

●近日，黄河流域博物馆联盟换届会议召

开，会上新增宝鸡青铜器博物院等 27 家博物馆

为联盟成员单位。黄河流域博物馆联盟由黄河

流域九省（区）九家省级博物馆联合发起成立，

旨在推动黄河文化的保护、传承、弘扬。

●近日，周原遗址召陈建筑基址保护展示及

环境整治项目举行签约及开工仪式。该项目是周

原国家考古遗址公园建设的重点项目，对于周原

遗址申报世界文化遗产具有重要的促进作用。

●日前，岐山县召开县政府常务会议，听取了

2021年文物保护工作情况汇报。会议研究审定了

加强文物工作的意见，决定给各镇拨付一定的文

物保护工作经费，并将经费纳入县财政预算。

●日前，市文物局为宝鸡青铜器博物院、宝

鸡周原博物院、宝鸡先秦陵园博物馆等单位及

重点县区文物古建筑配发灭火器材、烟感报警

器等消防设施设备，有效提升基层单位消防预

警处置能力。                本报记者 祝嘉

宝鸡之宝

2021 年是中国现代考古学

诞生 100 周年。1921 年，河南渑

池仰韶遗址的发掘，揭开了中国

现代考古学的大幕。20 世纪 30

年代以来，以戴家湾周秦墓地发

掘为起点，宝鸡考古在百年考古

中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刻度——周

原遗址、秦雍城遗址、法门寺遗址

入选“百年百大考古发现”，麟游

隋仁寿宫·唐九成宫 37 号殿址、

扶风周原李家西周铸铜作坊遗

址、眉县杨家村西周青铜器窖藏、

岐山周公庙遗址、石鼓山商周墓

地、周原遗址、凤翔雍山血池秦汉

祭祀遗址入选年度全国十大考古

新发现，北首岭遗址、弓鱼国墓地、

董家窖藏、李茂贞夫妇墓、关桃园

遗址、吴山遗址、旭光墓地、下站

秦汉祭祀遗址等的发掘，不断拓

展着我们的历史认知维度……

三大遗址入选
“百年百大考古发现”

周原遗址
周原是周人重要发祥地，早

在西汉宣帝神爵四年（公元前 58

年），周原就发现了西周青铜器。

清代道光年间，先后出土了大盂

鼎、大丰簋、毛公鼎等青铜器。自

20 世纪 50 年代后期起，中国科

学院考古研究所、北京大学、西北

大学、陕西省考古研究院等单位

先后在周原遗址调查、试掘。考古

发现表明，周原是西周时期周王

朝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之一，

是全国西周文化遗址考古中面积

最大、出土文物数量最多、现有学

术成果最丰富的代表性遗址。

秦雍城遗址
20 世纪 30 年代，北平研究

院对雍城的调查，引起了学者们

对早期秦文化研究的浓厚兴趣。

新中国成立后，在中国社会科学

院、北京大学、陕西省考古研究

院、陕西省文化遗产研究院、陕西

省文物保护研究院等多家文博单

位的共同参与下，考古学者发现

了规模宏大的城墙、布局完整的

宫殿、制度森严的宗庙、交错纵横

的道路、水流穿城的河道、内涵丰

富的制陶作坊、规模巨大的秦公

陵园和数量众多的中小型国人墓

葬等。

法门寺遗址
1981 年 8 月 24 日，扶风县

法门寺塔半壁坍塌。为重新修塔，

发掘塔基，1987 年 4 月 3 日，沉

睡了 1113 年的唐代地宫重见天

日，出土大批珍宝，其中包括四枚

佛祖释迦牟尼真身指骨及影骨

舍利，唐皇室供奉的 121 件( 组) 

金银器，唐皇室秘色瓷系列、来自

古罗马等地的琉璃器群，金丝绣

裙等服饰，大锡杖等。其数量之

多、品类之繁、等级之高、保存之

完好极为罕见。这是我国一次重

大考古发现，具有极其重要的学

术价值。

七大考古发现入选
年度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

麟游隋仁寿宫·唐九成宫 37 号殿址
1978 年至 1994 年，中国社

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西安唐城发

掘队对麟游县城及其周围进行考

古调查和发掘。其中隋仁寿宫·唐

九成宫 37 号殿址保存完好、规模

宏大、形制独特、纹饰精美、年代

清楚，填补了中国建筑史上隋代

宫殿建筑的空白。入选 1984 年全

国十大考古新发现。

扶风周原李家西周铸铜作坊遗址
遗址位于扶风县法门镇庄白

村李家村西，最重要的发现是，出

土了数以千计的西周陶范，其中

部分陶范上有精美的纹饰。遗址

的发掘，既有助于研究周原遗址

的聚落形态，也有益于对西周铸

铜工艺的认识。入选 2003 年全国

十大考古新发现。

眉县杨家村西周青铜器窖藏
2003 年 1 月 9 日，眉县马家

镇杨家村五位农民在取土时发现

了一个青铜器窖藏，随后，省市文

物部门对该窖藏进行发掘。这批

窖藏青铜器中，逨盘记载的周王

十一代十二位王，对西周青铜器

断代研究和夏商周断代工程都具

有重要的意义。入选 2003 年全国

十大考古新发现。

岐山周公庙遗址
岐山周公庙遗址是目前所

知最高等级的大型西周墓地。

经过历时多年的发掘，迄今发

现了 7 处近千座先周、西周时

期不同等级的墓葬，出土的甲

骨文中，发现了“王季”“文王”

等周王称谓，还有“毕公”“叔

郑”“周公”“召公”等重要历史

人物。入选 2008 年全国十大考

古新发现。

石鼓山商周墓地
2012 年至 2014 年，陕西省

考古研究院、宝鸡市考古研究所

及渭滨区博物馆联合，在宝鸡石

鼓山开展考古调查与发掘，发掘

商周时期墓葬 12 座，共清理出土

青铜礼器近百件。该墓地发掘为

西周考古学研究提供了极其重要

的资料。入选 2013 年全国十大考

古新发现。

周原遗址
2014 年至 2015 年，北京大

学考古文博学院、陕西省考古研

究院、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

所三家单位联合，对周原遗址开

展考古发掘教学实习工作。首次

发现西周社祭建筑遗存, 初步判

断，该建筑从西周早期沿用到西

周中期。入选 2015 年全国十大考

古新发现。

凤翔雍山血池秦汉祭祀遗址
2016 年至 2018 年，陕西省

考古研究院、中国国家博物馆

与宝鸡市考古研究所合作，发

现了由坛、壝、场、道路、建筑、

祭祀坑等各类遗迹组合而成的

“畤”文化遗存。这与古文献记

载吻合, 是时代较早、规模最

大、持续时间最长且功能结构

趋于完整的秦汉时期国家大型

祭祀遗址。入选 2016 年全国十

大考古新发现。

历年来考古发现成果斐然
斗鸡台

1934 年，民国北平研究院史

学研究会和陕西省政府联合组建

考古会，对宝鸡斗鸡台墓地进行

考古发掘, 挖下了陕西科学考古

发掘“第一铲”，是陕西考古史上

具有里程碑意义的事件。

北首岭遗址
北首岭遗址是新石器时代

仰韶文化村落遗址。1958 年至

1978 年，共发掘房址 50 座、灰坑

75 个、窑 4 座、排水沟 2 道、灶坑

2个、墓葬 451 座。

弓鱼国墓地
1974 年至 1981 年，宝鸡市

郊区茹家庄、竹园沟、纸坊头相

继发现了西周早期同一方国的

三处墓地。据出土器物铭文显

示，这三处墓地都属于西周弓鱼国

贵族墓地。

董家窖藏
1975 年，岐山县董家村村民

发现了一处西周青铜器窖藏，随

即报告政府开始发掘工作。该窖

藏共出土西周青铜器 37 件，其中

国家一级文物 20 多件。

庄白一号窖藏
1976 年，扶风县庄白村村民

平整土地时意外发现。共出土青

铜器 21 种 103 件，其中 74 件有

铭文，是新中国成立以来出土青

铜器数量最多、史料和学术价值

最高的一次重大发现。

郑家坡遗址
1981 年至 1983 年，宝鸡市

考古工作队对郑家坡遗址进行了

发掘，出土了一大批代表性器物。

该遗址是目前我国发掘面积最大

的先周遗址。

福临堡遗址
1984 年至 1985 年，宝鸡市

考古工作队对福临堡遗址进行了

发掘。该遗址对研究仰韶文化中、

晚期过渡发展等问题提供了宝贵

资料。

蔡家河遗址
1991 年至 1992 年，宝鸡市

考古工作队联合北京大学发掘了

麟游蔡家河遗址。该遗址成为探

索漆水河流域商时期先周文化的

重要遗址。

益门二号墓葬
1992 年，宝鸡市考古工作队

在益门村发现古墓葬两座。其中，

2 号春秋墓出土随葬品数量多、

规格高，为研究春秋时期宝鸡地

区秦人丧葬制度提供了重要的实

物资料。

李茂贞夫妇墓
2001 年，宝鸡市考古研究所

对五代时期李茂贞夫妇墓进行了

抢救性发掘。出土瓷器、陶器、经

幢残片等珍贵文物，为研究五代

史、五代墓葬制度等提供了实物

资料。

关桃园遗址
2001 年至 2002 年，宝鸡市

考古研究所联合陕西省考古研

究所在考古发掘中，发现了大量

八千年前的仰韶文化遗存，为渭

水流域新石器时代文化序列的建

立提供了宝贵资料。

孙家南头遗址
2005 年，宝鸡市考古研究所

与陕西省考古研究所联合，发掘

墓葬 137 座、车马坑和马坑 4座、

大型西汉仓储建筑基址 1座。

      蒋家庙城址
2005 年，宝鸡市考古研究所

与北京大学合作，对宝鸡市区周

围出土青铜器的地点进行考古调

查，最大收获是在金台区金河镇

蒋家庙发现了一座西周早期古城

遗址。

秦家滩遗址
2006 年，宝鸡市考古研究所

与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合作发

掘。厚实的墙体、密布的墙柱、硬

度极高并以染料处理表层的地

面，在关中地区仰韶房址中尚属

首例。

云塘池渠遗址
2009 年、2011 年，宝鸡市考

古研究所与宝鸡市周原博物馆联

合发掘。云塘池渠遗存的发现，开

启了周原水系考古的先河。

尚家岭遗址
2010 年，陕西省考古研究院

与宝鸡市考古研究所、千阳县文化

馆联合发掘。首次出土了大量陶质

柱础，对进一步研究秦汉时期离宫

别馆提供了重要实物资料。

前川陶窑遗址
2018 年，宝鸡市考古研究所

对遗址进行发掘。发现古代遗迹

10 处，其中陶窑 6 座、灰坑 2 个、

灰沟 1条、墓葬 1座，推断该遗址

或为西汉时期隃麋故城的制陶作

坊区。

吴山遗址
2018 年，宝鸡市考古研究所

与国家博物馆、陕西省考古研究

院合作发掘。清理祭祀坑 8座，出

土了作为特殊祭品的铁锸农具，

推断这里或为秦汉时期祭祀炎帝

的“吴阳下畤”。

旭光墓地
2018 年至 2020 年，宝鸡市

考古研究所在此发现并清理墓葬

近 70 座。对研究西周、战国时期

宝鸡一带与周边地区的文化交

流、商业贸易及具有重要的意义。

下站秦汉祭祀遗址
2020 年，由中国国家博物

馆、陕西省考古研究院、宝鸡

市考古研究所、陈仓区博物馆

联合发掘。该遗址是国家探源

工程之一，其考古发现为研究

秦汉时期祭祀文化提供了重要

资料。

秦公一号大墓陪葬车马坑
2021 年，陕西省考古研究

院、宝鸡市考古研究所、宝鸡先秦

陵园博物馆联合开展第三次发

掘。截至目前，发掘面积约 500 平

方米，清理盗洞 97 个，出土各类

遗物 60 余件，其中，纯金器 8件，

玉器 20 余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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石鼓山商周墓地 （资料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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