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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日，晴转多云，西南风3～4级增强至4～5级阵风6～7级，15～30℃
11日，阴有雷雨或阵雨，东北风4～5级阵风7～9级，6～25℃
12日，多云转晴，北风3～4级转西北风4～5级阵风7～8级，2～10℃

淄博发现一处龙山时期遗址
对史前基层聚落研究有重要意义

淄博3月9日讯 近日，在淄博人民
路一处建设工地，考古工作者发现一处史
前遗址，根据现场出土的陶器等物品，确
认该处遗址为4000多年前的龙山时期基
层聚落遗址。目前，对遗址的科学发掘与
保护工作正在进行。

3月9日下午，在这处建设工地的考
古现场，记者看到，在围挡内的东片区域，
均匀分布着20个长方形土坑——— 这是考
古的“探方”。数名考古工作者正蹲在探
方里，观察地层剖面土质土色的变化。几
名工作人员正用工具小心翼翼地剥土。
泥土里不断有陶瓷碎片暴露出来。

“看，这个陶鬶就是龙山时期的典型
器。”在现场，山东省文物考古研究院助理
馆员房书玉一边说着一边向记者展示着
手中的一个陶器。据介绍，经过国家文物
局批准，山东省文物考古研究院和淄博市
文物考古研究院考古人员于2月14日正
式进场开始清表工作，2月20日开始发
掘。目前，考古工作者已经发掘到龙山层
面，正在清理部分遗迹。

通过勘探，该处遗址南北长约144
米，东西宽约134米，分布面积为2万平方
米左右，由于位于张店区房镇镇原高南
村，所以被命名为高南遗址。

“通过目前的发掘，我们可以断定这
是一个龙山时期的面积比较小的基层聚
落。此前基层聚落的发掘比较少，此次发
掘，对于探索了解龙山时期基层聚落的基
本结构有着重要的学术意义。目前我们
正在发掘的过程中，广大市民可能对这项
发掘比较感兴趣，我们也会通过权威渠道
及时发布相关信息。”房书玉说，由于目前
考古工作正值关键阶段，希望大家不要到
考古现场航拍、探访等。后期将会开展一
些公众考古活动，也会开放考古现场的科
研视频以便市民了解。

大众日报淄博融媒体中心记者 王
莉莉 高钊

挖掘出土的陶鬶是龙山时期的典型器。

3月9日下午，考古现场，考古工作者正在忙碌中。

赵家徐姚遗址

淄博近期发现的
重要遗址

2023年1月8日，考古界一个
“石破天惊”的消息传来，山东省文
物考古研究院工作人员在淄博市
临淄区赵家徐姚村西发现了一处
距今约1.32万年的旧新石器时代
过渡阶段的人类遗址，出土了包括
100余件陶塑制品在内的1000余件
早期人类遗物。

山东省文化和旅游厅3月1日公
布2022年度山东省五大考古新发
现，淄博临淄赵家徐姚遗址入围。
该遗址是中国北方地区出土陶器年
代最早的遗址之一，也是东亚地区
出土早期陶片数量最多的遗址。

除了赵家徐姚遗址，临淄还有
著名的后李遗址。后李遗址位于
临淄区齐陵街道后李官庄村西北
约500米处，在淄河东岸一片呈半
岛状外凸的二级台地上，距今约
7500年～8500年，是山东地区目前
已知最早的新石器时代文化遗址，
其时代延续之长、内涵之丰富，全
国罕见。

2022年2月24日，经过近五年
的考古发掘，淄博市临淄区齐都镇
小徐村西的齐故城小城西门外建
筑基址群，被认定为稷下学宫
遗址。

稷下学宫始建于田齐桓公田
午时期，因其近齐国都城临淄西边
的稷门而得名，它基本与田齐政权
相始终，随着秦灭齐统一中国而消
亡，历时150年左右。稷下学宫是
世界上第一所由官方举办、私家主
持的特殊形式的高等学府，是一个
同时具有研究院、大学堂、施政咨
询等多种性质的机构，促成了天下
学术“百家争鸣”局面的形成，是中
国思想文化发展史上的一座丰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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稷下学宫遗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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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古工作者确认该处遗址为4000多年前的龙山时期基层聚落遗址。

赵家徐姚遗址出土的原始
陶塑、动物骨骼

稷下学宫遗址发掘现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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