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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原遗址是周王朝最
早的京城所在地，以出土大
量卜骨、卜甲以及珍贵的国
宝青铜器而闻名于世。其
中心在今宝鸡扶风、岐山
一带，东西长约 70 千米，南
北宽约 20 千米。周原遗址
内涵丰富，文物遗存数量繁
多。从 1976 年开始，陕西省

文物管理委员会、北京大
学考古系、西北大学历史系
考古专业联合对遗址进行
了大规模的考古发掘，取得
了轰动史学界的丰硕成果。
1982 年 2 月 23 日，国务院
公布周原遗址为第二批全
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属古
文化遗址类。

周原遗址

西周铜器，中国首批
禁止出国（境）展览文物，
因作器者“墙”在周朝做
史官，又被称作“史墙盘”，
1976 年出土于扶风县庄白
一号窖藏，现藏于宝鸡周
原博物院。

通高 16.2 厘米，口径
47.3 厘米，盘深 7.3 厘米，
重 12.5 公斤。圆形、圈足、
双附耳。腹部饰垂冠凤鸟

纹，圈足饰窃曲纹，均以
云雷纹衬底。盘内铸有铭
文 18 行 284 字，分前后两
段。前半段记述了西周前
期文、武、成、康、昭、穆六
位王的主要史迹，颂扬了
当时在位的共王 ；后半段
记载了微氏家族五代人的
事业功绩。铭文具有非常
重要的历史、文化、艺术价
值，被誉为“青铜史书”。

墙盘

赓续人文根脉  彰显时代精神
——宝鸡周原遗址、秦雍城遗址入列国家专项规划解读

本报记者 祝嘉

上月，国家文物局印发《大

遗址保护利用“十四五”规划》

（以下简称《规划》），安排部署了

“十四五”期间大遗址保护利用

工作，并公布了纳入《规划》的大

遗址名单，我市周原遗址、秦雍

城遗址名列其中。

作为周秦文化的重要源

头，我市周原遗址、秦雍城遗址

何以入列国家“盘子”；未来，这

两处遗址又将如何实现有效保

护和合理利用？

提到周、秦，宝鸡绝对是一

个绕不过的地方。从公元前 12

世纪末至公元前 11 世纪初，周

人首领古公亶父率领族人迁至

周原，在此营筑城郭、宫殿、宗

庙、房屋，为周王朝的建立和周

文化的形成奠定了基础。从德公

元年（公元前 677 年）至献公二

年（公元前 383 年），雍城一直是

秦国的政治、经济、军事、文化中

心，在秦人的发展壮大历程中留

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

周原北依岐山、南临渭水、

东起漆水、西到千水，东西长约

70 千米，南北宽约 20 千米，遗

址核心区主要有召陈西周大型

建筑（宫殿）遗址、凤雏甲组宫殿

（宗庙）遗址、云塘大型建筑基址

和制骨作坊遗址、齐家石器作坊

遗址、齐家“四车道”路面遗址、

李家铸铜作坊遗址、刘家墓葬遗

址、流龙嘴制陶作坊遗址、庄白

一号窖藏遗址、董家一号窖藏遗

址等。据初步统计，遗址共出土

各类文物 3.8 万余件，其中鼎、

簋、鬲、觥、尊、盘、豆、罐等器物

3000 多件。

秦雍城遗址北枕岍山、南

临雍水、西倚灵山、东接广袤的

关中平原，总面积近 50 万平方

米。遗址内遗存分布众多、类

型丰富，按照遗存分布和埋藏

规律可大致分为北部城址区、

中部国人墓区和南部秦公陵园

区、城址外其他遗址区四大区

域。其中，宗庙遗址是现已发现

的先秦时期与文献记载相符合

的国君宗庙，市场遗址是目前

所见先秦时期的唯一实例，凌

阴遗址是首次发掘的先秦时期

最早的凌阴遗迹，秦公陵园是

迄今发现的规模最大、布局形

制最完备的先秦时期诸侯国国

君陵园。

上世纪 80 年代，周原遗址、

秦雍城遗址先后被国务院确定

为第二批、第三批全国重点文物

保护单位，今年 10 月，又同时入

选“百年百大考古发现”，此次同

时跻身国家专项规划，充分体现

出两处遗址重要的历史地位。

周原遗址、秦雍城遗址不仅

留下了先民奋进的足迹，更蕴藏

了古人智慧的结晶。

“周监于二代，郁郁乎文

哉！吾从周。”这是孔子对周王

朝和周文化的评价。周原遗址涵

盖了农业立国、西周都城、天文

学开端、华夏姓氏起源、手工业

集聚地、建筑艺术等周文化的核

心要素，特别是出土了数千件西

周青铜器，器型之大、造型之美、

重器之多、铭文之重要均为世界

罕见。这些青铜器不仅集中反映

了西周时期的艺术成就，更铭记

了西周时期的历史事件，为后世

研究这一时期的历史文化提供

了重要依据。

秦献公东迁栎阳后，雍城虽

然逐渐失去政治中心地位，但作

为故都，秦人的陵寝及宗庙仍在

此地，包括始皇加冕在内的许多

重要祭祀典礼也仍在此举行。秦

雍城遗址的发现，印证了《史记》

有关秦人早期历史记载的真实

性，填补了从西周到秦早期历史

研究中的空白，对于探讨、认识

秦文化的渊源、流变具有重大意

义，通过对秦雍城遗址的了解，

可以真切感受到秦文化的内涵

与精神。

此次《规划》的出台，旨在更

好统筹保护与利用、保护与发展

的时代需求，发挥大遗址在传承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的重要作

用。其中提到，让陈列在广阔大

地上的遗产“活起来”。近年来，

我市不断探索创新方式方法，让

包括周原遗址、秦雍城遗址在内

的历史文化资源，成为赓续人文

根脉、彰显时代精神的载体。而

纳入国家“盘子”后，周原遗址、

秦雍城遗址的保护利用综合能

力和整体水平将进一步提升。

围绕周原遗址的保护利

用，我市已编制完成《周原遗址

保护总体规划（2021-2035）》，

在遵从真实性、完整性等原则

基础上，分期进行遗址展示。近

期将展示大型建筑基址，包括

对召陈遗址中规模较大、保存

较好的三处建筑基址，以及凤

雏遗址中的四合院式建筑基址

进行复原展示，在云塘——齐

镇遗址建设保护棚罩和步行回

廊，运用虚拟技术，使真实场景

与虚拟场景相结合，全方位、立

体式再现遗址原貌。中远期还

将围绕齐家、庄白遗址进行手

工作坊遗址展示，围绕刘家遗

址等进行墓葬展示，由点及面

形成周原遗址大格局。

我市按照“一体两翼四片

区”的规划，推进秦雍城遗址的

保护和展示。以秦雍城遗址整体

为主体，展示“国家都城”的城市

规划、宫庙建筑和贵族陵园；以

城址区和秦公陵园区为两翼，展

示都城及其组成部分的格局；

同时，打造马家庄宫庙建筑遗址

展示区、水系城防遗址展示区、

姚家岗宫殿建筑展示区、秦公一

号大墓展示区，重点突出构成都

城遗址的各类要素，逐步建成特

色鲜明、主题突出、生态环境良

好的考古遗址公园。 文物保护法律问答
1 .  哪 些 文 物 受 国 家

保 护 ？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文

物保护法》第二条，在中华人民

共和国境内，下列文物受国家

保护：

（一）具有历史、艺术、科

学价值的古文化遗址、古墓葬、

古建筑、石窟寺和石刻、壁画；

（二）与重大历史事件、

革命运动或者著名人物有关

的以及具有重要纪念意义、

教育意义或者史料价值的近

代现代重要史迹、实物、代表

性建筑 ；

（三）历史上各时代珍贵

的艺术品、工艺美术品；

（四）历史上各时代重要

的文献资料以及具有历史、艺

术、科学价值的手稿和图书资

料等；

（五）反映历史上各时代、

各民族社会制度、社会生产、社

会生活的代表性实物。

具有科学价值的古脊椎

动物化石和古人类化石同文

物一样受国家保护。

2. 哪 些 文 物 属 于 国 家
所有？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文

物保护法》第五条，在中华人民

共和国境内，地下、内水和领海

中遗存的一切文物，属于国家

所有。古文化遗址、古墓葬、石

窟寺属于国家所有。国家指定

保护的纪念建筑物、古建筑、石

刻、壁画、近代现代代表性建筑

等不可移动文物，除国家另有

规定的以外，属于国家所有。

下列可移动文物，属于国

家所有：

（一）中国境内出土的文

物，国家另有规定的除外；

（二）国有文物收藏单位

以及其他国家机关、部队和国

有企业、事业组织等收藏、保管

的文物；

（三）国家征集、购买的

文物 ；

（四）公民、法人和其他组

织捐赠给国家的文物；

（五）法律规定属于国家

所有的其他文物。

国有不可移动文物的所

有权不因其所依附的土地所

有权或者使用权的改变而改

变。属于国家所有的可移动文

物的所有权不因其保管、收藏

单位的终止或者变更而改变。

      （未完待续）

宝鸡周原博物院“考古周原”展厅

建设中的秦公一号大墓保护展示大厅

宝鸡青铜器博物院：

安防系统再升级
本报讯 近日，宝鸡青铜

器博物院安防系统升级改造

项目（二期）通过验收。

该项目基于现有系统

平台，在前期提升改造的

基础上，在 5 个重要出入

口增加了门禁系统，在石

鼓阁各层增加了视频复核

系统。此外，还在部分道路

增加了视频监控，在四层

两个展厅增加了报警探头

和视频监控。

该项目的竣工，使宝鸡

青铜器博物院形成了全方

位、多层次、立体式的安防体

系，大大提升了防护能力和

安全系数。

本报记者 祝嘉

宝鸡北首岭博物馆：

文博知识进基层  

本报讯 近日，宝鸡北首

岭博物馆干部职工先后走进

金台区群众路街道北首岭社

区和店子街中学，开展“学党

史办实事——优秀传统文化

进社区、进校园”系列活动。

在北首岭社区，宝鸡北首

岭博物馆干部职工通过悬挂

横幅、设置展板、发放宣传册等

方式，展示了北首岭遗址的历

史文化遗存及北首岭遗址的

发掘与保护历程。在店子街中

学，北首岭博物馆工作人员将

文物复制品搬进教室，向同学

们介绍了六七千年前人类的

生产生活方式，为学生们上了

一堂生动的历史课（见上图）。

北首岭遗址是宝鸡地区

仰韶文化的重要代表，今年

以来，宝鸡北首岭博物馆主

动践行宣教义务，激发了群

众特别是青少年对中华优秀

传统文化的热爱。

本报记者 祝嘉

法门寺博物馆：

文创产品游湘江
本报讯 近日，法门寺博

物馆香用品、琉璃器等文创产

品亮相湖南长沙博物馆。

今年 7 月至 11 月，法门

寺博物馆与长沙博物馆联合

举办《地宫宝藏——法门寺唐

代宫廷文物精粹特展》，其间，

法门寺博物馆与国内多家文

化企业合作推出的香用品、琉

璃器等 4 大类 30 余种文创产

品，在长沙博物馆博衍堂文创

店展出销售，独具特色的文创

产品一经亮相，就吸引了市民

游客的目光。

未来，该馆还将结合馆藏

文物资源，拓展思路、创新方

法，推出更多文创精品。

本报记者 祝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