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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土青铜器铭文
发现北京建城史最早记载
2019 年起，在房山区琉璃河镇大石河北

岸，北京市考古研究院联合北京大学等高校

和科研院所在这里扎根，重启琉璃河遗址考

古与研究工作，收获了诸多重要成果。

在梳理上世纪七八十年代发掘资料基

础上，对琉璃河遗址进行了系统勘探，大致

可以辨识出至少四代燕侯家族的墓葬，不仅

证明琉璃河遗址的延续时间，而且为文献缺

失的燕侯世系填补空白。目前，仅考古发掘

了一座燕侯墓。但是，考古人员在燕侯墓地

东侧，新发掘出 5 座贵族墓葬。其中，一座

编号为 M1902 的墓葬，成为考古人员复原历

史的一块关键拼图。

北京市考古研究院馆员王晶是琉璃河

遗址考古发掘项目负责人，她对这座墓葬初

现时的场景记忆犹新：长方形的墓葬内，墓

主人身上遍布朱砂，身旁和头顶错落摆放着

大大小小的器物……

“随着出土文物被清理出来，我们收获

了意外的惊喜。”王晶说，M1902 号墓葬中出

土了青铜尊、卣、爵、鼎、戈、短剑等一批重要

文物，其中 5 件青铜器刻有相同铭文：“太保

墉燕，延宛燕侯宫。”这是关于北京建城史的

最早记载，记录了 3000 余年前，周初三公之

一的召公亲自主持燕都营建的重要史实。

青铜器上的铭文，成为解开燕国都城营

建谜团的突破口。王晶解释，近年来，琉璃

河遗址外城墙和外城壕的发现，明确了西周

燕国两重城垣结构，将城址规模由之前认为

的 约 60 万 平 方 米 ，扩 大 至 百 万 平 方 米 以

上。“铭文中的‘墉’字，是筑城之意，与新发

现的外城遗迹互为印证。铭文还提到，召公

曾在燕侯宫举行建城仪式，说明召公来这里

建城之前，燕侯宫已经存在了。召公当时建

的城，很有可能就是新发现的外城。”

随 着 多 学 科 研 究 手 段 的 不 断 引 入 ，

M1902 号墓葬主人的身份也逐渐浮出水面。

“姓名‘奂’，职业‘作册’，即书记员，性

别男，年龄 40 岁至 45 岁，非‘土著’，是迁入

燕国的，生活习惯为荤素搭配、饮食稳定，

死 亡 年 月 在 公 元 前 1045 年 至 1010 年 左

右。”在最近举行的一场考古成果评议会

上，王晶展示墓主人的名片，将“作册奂”的

生平娓娓道来。

考古人员利用同位素分析手段，让人物

形象更加饱满。“根据锶同位素分析，我们判

断作册奂是移民到燕国的。”王晶解释，作为

一名掌握书写技能的殷商贵族，作册奂随周

初分封迁入燕都，在饮食、用度、葬俗等方面

仍延续着殷商传统和贵族待遇。

“我们还发现了一个很有意思的现象：

作为一位小贵族，作册奂和其他贵族的食谱

明显比普通平民吃得要好。可以明显地看

出来，贵族们吃肉更多。”王晶说，作为殷商

移民，作册奂“北漂”到西周燕都后，生活水

平并未下降，依然摄入大量肉食，还找到了

新工作，作为史官见证了“太保墉燕”的全过

程，并记录在了青铜器上。

借助超级计算机
给 3000 年前的“老北京人”

做“亲子鉴定”
一边是考古人员在现场用探铲周而复

始地探寻“城之源”，一边是科研工作者在实

验室利用超级计算机研究古 DNA，力图还

原 3000 多年前“老北京人”的生活密码。

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研究员宁超与

琉璃河的缘分始于 2022 年。在琉璃河遗址

城北约 320 米处，考古人员发现了一处西周

平民家族墓，发掘出了一批人骨。王晶找到

宁超，希望一起从遗传学范畴内的古 DNA

研究角度，在古人类化石中寻找更多信息。

“这是我们首次在琉璃河城北地区发现

聚集的人群埋葬现象，为古 DNA 亲缘关系

研究提供了非常好的材料。”宁超说，这项研

究相当于给古人做“亲子鉴定”，利用古人类

的 DNA 来了解当时人群的亲缘关系以及遗

传历史，从而了解当时的人类发生过什么。

“我们希望运用高分辨率古 DNA 亲缘

关系鉴定技术，重建琉璃河遗址古代人群的

家族树。除了收集到合适的人骨样本外，还

要对古 DNA 进行提取、排序，重建古 DNA

的片段、进行序列比对组装等。”

由此，琉璃河城北墓葬的人骨样本被

“打包”送至北大实验室。宁超和同事从每

具人骨上小心翼翼地提取 DNA。“不同于现

代 人 的 DNA，古 人 类 的 DNA 保 存 条 件 很

差，提取难度极大。”宁超解释，由于长期埋

在土里，受到环境中氧化和水解的共同作

用，随着时间的流逝，人骨样本中的有机质

也在流失，DNA 片段在不可逆地逐渐缩短，

古 DNA 的内源含量变得极低，通常仅有 1%

左右，“因此，人骨样本的选择也有讲究。一

般我们会首先选取颞骨和牙齿进行 DNA 提

取，因为这是人骨当中保存 DNA 含量最多、

最好的骨骼。”

为了避免古 DNA 受到现代人“污染”，

从防污染处理，到钻取骨粉、配制试剂，再到

基因文库构建、测序、数据分析……一系列

操作需要在超洁净实验室里完成。操作人

员必须佩戴防护装备，经由风淋室再进入。

“一份样品，在这里经过提取、扩增、测序等

步骤，产出的数据才能供科研人员开展进一

步的研究。”宁超说。

古 DNA 实验室里的超级计算机是个大

块头，需要完成整个研究过程中耗时最长、

最费脑力的基因组大数据分析工作。“每个

人的基因组数据有 3GB 大小。而我们在古

人类样本身上要提取更多数据，才能获取足

够多的内源基因片段，一个样本的数据大概

会 达 到 20GB，一 组 样 本 的 数 据 量 高 达

200GB。”宁超说，借助超级计算机，科研人

员通过编程、大数据建模，将所获样本的基

因组数据与全世界已经发表的古代人和现

代人基因组数据进行对比，进而获得人群迁

徙、演化的可靠证据。

根据第一批样本的“亲子鉴定”结果，科

研人员获取了琉璃河遗址城北家族墓之间

两代人的亲缘关系和家族谱系，初步重建了

琉璃河遗址古代人群的家族树。

通过动植物考古
还原燕国先民生活细节

从 2024 年至今年初，宁超带领团队对琉

璃河遗址城北平民墓地进行了人类全基因

组测序，成功获取了 36 例样本的全基因组

数据。

结果显示，18 个个体构成了一个完整的

拓展家庭——12 名男性个体中，有 9 个个体

的 Y 染色体单倍型一致，表明他们源自同一

个父系祖先。宁超解释：“这 18 个个体共有

9 种不同的线粒体单倍型，表明他们来自不

同的母系祖先。由此推测，该墓地的家族结

构是以父系遗传为纽带。”

最新研究将琉璃河古人类家族树拓展

至第四代——城北墓地中存在一组四代家

族关系，能够准确复原兄弟三人及其妻儿的

亲缘关系。该研究重建了中国首个古代家

族树，为研究商周考古所关心的墓葬排列方

式、组织结构提供了新的技术路线，是研究

古代家族关系、社会结构的重大进展。

“我们还发现了一些有意思的社会现

象。”宁超举例，一对夫妻之间存在三级亲缘

关系，可能是表兄妹或堂兄妹，属于近亲结

婚现象。

在墓葬中，考古人员还发现了一具扭曲

成 S 形的骨骼。为何这位约 30 岁早亡的女

性，脊柱会扭曲成这样？是生前遭受过折磨

导致，还是患病造成？有了科技的助力，答

案得以揭晓——这位女性患有严重的脊柱

侧弯。根据 DNA 分析，她的父母是近亲结

婚，属于三代亲缘关系，并且都患有骨关节

病。王晶说：“这也许是造成这位女性生病

并早逝的原因之一。她被埋葬在父系家族

的墓地中，推测她一生未嫁，被父母照料至

去世。”

考古人员还通过动物考古、植物考古等

手段，还原了燕国先民更多的生活细节。其

中，植物考古浮选获得的农作物以粟和黍为

主，辅以大豆和红小豆，少见麦作遗存，证明

琉璃河遗址西周时期的农业结构仍为较典

型的北方旱作农业。动物考古研究显示，燕

国先民食谱中的肉食以猪、牛、羊等哺乳动

物为主，同时发现有鱼、蚌等用作肉食，祭祀

动物则以牛居多，羊、猪、狗次之。

近年来的考古发现、研究成果与“太保

墉燕”等重要出土文献，从不同角度证实了

北京自西周时期开始的城市建设史，见证

了北京逐渐从一隅之地发展为一国之都的

关键转变。眼下，琉璃河遗址的考古发掘

工作还在继续，王晶和同事们仍细心收集

着历史的碎片，一步步勾勒出 3000 年前北

京城的样貌。

李祺瑶/文
北京市考古研究院/供图

从燃起文明星火的史前文化，

到熠熠生辉的金属之路；从楚文

化北上问鼎中原，到明清时期的

“湖广熟天下足”……荆楚大地自

古以来抒写着灿烂历史长河中的

恢弘篇章。

过去一年，湖北中青年考古工

作 者 持 续 加 强 长 江 文 明 溯 源 研

究，深入探寻楚地人类社会的点

滴遗存。在 2024 年“湖北六大考

古新发现”中，荆州楚纪南故城、

荆州龙凤庄遗址、襄阳菜越墓地

等“上榜”，诸多新发现又将人们

的视野带回到荆襄古道上南来北

往、风卷白沙的盛景。

“高堂邃宇，槛层轩些。层台

累榭，临高山些……”屈原笔下关于

楚国宫殿美轮美奂的描述常常令人

遐想万千。楚人筑高台、着奇服，自

由浪漫。楚国最强盛时期的都城遗

址——荆州楚纪南故城的宫殿究竟

有多大、如何布局？这些问题时常

萦绕在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院楚文

化研究所所长闻磊的心头。

扎根楚纪南故城 12 年，闻磊

在 前 辈 们 丰 硕 考 古 成 果 的 基 础

上，致力于进一步厘清城内布局

和功能分区，探寻东周时期长江

中游的人地关系。

行走在楚纪南故城宫城区最

新发现的“环形界沟”，呈南北向

长方形的水沟清晰可辨。长方形

围合面积约 27 万平方米，每侧各

有两处缺口与宫门相对。

闻磊介绍，宫城区分隔为宫殿

区和护卫区，位于宫殿区东南部

的 一 群 三 组 台 基 呈“ 品 ”字 形 分

布，南北向排列，通过连廊两两相

通，推断这一群台基的性质或为

朝堂，是楚王召见大臣处理政务

的地方。同时，东北群是寝宫，东

南群是朝堂，符合《考工记·匠人》

所载“前朝后寝”的总格局。

“这种带有环形界沟的宫城布

局一方面体现了南方‘水城’的因

素，另一方面则体现了楚人对周

礼的改革与创新。”闻磊说，新的

发现有利于在更宏观的视野上去

考察楚都、楚城的布局结构和相

关信息。

“楚文化是中华文化多元一体

的真实写照，在中国古代文明发

展的长河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北

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教授高崇文

指出，春秋战国时期，随着楚国向

四周扩张，楚文化不断影响着长

江中游及淮河流域。

在楚纪南故城以南约 7 公里，

考古工作者在荆州古城东南角的

龙凤庄遗址，揭露自唐代以来的 7

个文化层。唐代的青釉瓷，宋代的

茶具、酒器、文房用品，明代的青花

瓷……都在这里逐层出现。遗址

同时揭露一条长约230米的宋代道

路 L3，完整处宽 5.8 米。经对道路

边缘局部解剖发掘，明确L3始建于

北宋并沿用至明代，推测宋代荆州

城东存在“城市主干道”。

一系列新发现为荆州 5000 年

文明悠远写下了生动的注脚。龙

凤庄遗址考古项目负责人、荆州

博物馆馆长杨开勇说，此次发掘

面积 3000 平方米，出土遗物数量

众多、特征明显、价值重大，体现

了唐宋时期荆州城商品经济和物

流交通的发达，彰显了荆州作为

长江中游地区商业中心和交通枢

纽的历史地位。

从南方重镇荆州北上，直抵汉

江中游襄阳，遥想荆襄古道沟通

南北道路的重要枢纽地位。循着

史 料 ，考 古 工 作 者 在 此 探 寻 楚 、

秦、汉多元文化交融的印记。同

时获评“湖北六大考古新发现”的

襄阳宜城王家岗北墓地，出土器

物既有鬲、盂、壶等楚地遗物，也

有 蒜 头 壶 、鍪 等 秦 风 器 物 ，还 见

仓、灶、井等汉墓组合。

来到襄阳市博物馆新馆，“镇

馆 之 宝 ”三 国 青 铜 马 赫 然 矗 立 。

与 2008 年发现这座青铜马的菜越

三 国 一 号 墓 仅 一 路 之 隔 的 区 域

内，去年再次发掘清理 3 座三国时

期大型砖室墓，专家推测应属同

一家族墓地。

该考古项目现场负责人、襄阳

市 文 物 考 古 研 究 所 馆 员 高 顺 利

称，出土文物中罕见的象鼻流提

梁 铜 壶 起 源 于 古 印 度 犍 陀 罗 地

区，多见于广西南部沿海一带以

及越南北部地区，表明这一时期

荆州地区经济繁荣，向南获取资

源的能力增强。

“襄阳自古就是文化交流的重

要通道，不同风格的器物交织在同

一区域，折射了朝代变迁与文化交

流、共融，进一步实证了中华文明

兼容并蓄纳百川的历史进程。”湖

北省文物考古研究院院长方勤说。

以多元为特征，以发展为主

线，一把手铲释古今。后人得以

知晓，那些已经尘封的事件曾在

波澜壮阔的历史长河中发生、围

聚、相协，最终汇流成奔涌不息的

大江大河。

新华/传真

中国神话传说中，有一位绝色

女子，她是水中仙女洛神。洛神

何如模样，没人见过。只知道曹

植的《洛神赋》中这样描绘：“翩若

惊鸿，婉若游龙。荣曜秋菊，华茂

春松……”

一个幻想中出现的仙女，就这

样被曹植的华美文字化成了声色

灵动的具体形象。洛神也因这篇

文学名作，成了天下无双的美人。

在曹植离世的一百多年后，东晋画

家顾恺之把《洛神赋》画成一幅绮

丽多彩的长卷，洛神复活在他的笔

下。遗憾的是，原作已经亡佚，《洛

神赋图》以摹本的形式流传下来。

近日，被认为最接近原作的宋

摹本《洛神赋图》在辽宁省博物馆

举办的“丰神有仪——辽宁省博物

馆 藏 中 国 古 代 人 物 画 展 ”展 出 。

前来参观的人们排队一小时，只

为一睹《洛神赋图》的风采。

辽宁省博物馆副馆长董宝厚

说，《洛神赋图》戏剧般地描绘了

曹植于洛水边与洛神相遇，互传

情愫后，又因人神殊途，不得已分

离的故事。辽宁省博物馆在展览

中用现代语言将其分为“五幕”：

邂逅、定情、情变、分别、怅归。

展出的这幅绢本长卷，画面上

布满岁月的烟尘，但画中的人物

情景清晰可见。洛神是长卷的主

角，她一次次出现在画面中，演绎

着曹植《洛神赋》中无望的人神之

爱。洛神从天外飞来，伴随她的

是龙雁祥云，是奇花异草，是群仙

翩跹。画家用柔软飘逸的线条，

细致地勾勒出洛神的形象，画出

她深情惆怅的表情。

曹植也是长卷的主角，他和洛

神遥遥相对，由远而近，又由近而

远。画中的曹植，是被随从簇拥

的王公贵族。他的目光，和周围

人的视线不一致，始终专注地凝

视着洛神。曹植在画中的形象沉

稳端庄，却让人感觉怅然若失。

董宝厚说，这幅画很重视对眼

神的描绘，千愁万绪都在“眼”里：从

曹植与洛神眼神互相对视，到曹植

含情脉脉地看着洛神远去，还有洛

神依依不舍地回眸曹植……通过对

眼神的描绘，将人物内心的情感表

现得淋漓尽致，也使《洛神赋图》成

为真正意义上的“神仙”画作。

《洛神赋图》是将绘画与文学

艺术完美结合的传世经典画作。

画中的鲸鲵、水禽等形象大多取

自《山海经》；人物服饰、车船等描

绘皆符合当时背景，如曹植当时

被封为“陈王”，在画中他的出现

一般会有华盖、仪仗队；在人神的

区别上，曹植的衣服自然下垂，而

洛神的衣服是飘扬的，可以说人

神殊途的基调贯穿全篇。

辽宁省博物馆收藏的《洛神赋

图》，虽是宋代摹本，但在很大程

度上保留了顾恺之原作风貌，反

映了六朝祖本的章法布局，“晋尚

故实”的时代风格。可以说，在原

作不存在的情况下，它被看成是

下真迹一等，是研究以顾恺之为

代表的魏晋时期绘画作品不可绕

开的一幅。

“特别是《洛神赋图》采用图

文结合的连续式布局章法，是目

前所知《洛神赋图》中唯一在画面

中书写有赋文的宋摹本。”董宝厚

说，然而，这一摹本上的文字到底

是谁写的、什么时间写的，学界对

于图中赋文的认识还没有达成一

致。但摹本上的文字可以确定是

宋人所写，相信随着研究的不断

深入，这些疑问终会解开。

新华/传真

鉴定“亲子关系”查明“北漂”身份 多学科助推琉璃河遗址考古新进展

还原3000年前
老北京生活

首次 在 商 周 考 古

中重建古代家族树，找

到燕都居民祖孙四代；

动植物考古、同位素分

析等手段齐上阵，还原

3000 多 年 前 殷 商 移 民

的 生 活 习 俗 …… 被 誉

为“ 北 京 城 之 源 ”的 琉

璃 河 遗 址 考 古 有 了 新

进 展 ，打 开 了 破 译 西

周 燕 都 文 明 密 码 的 新

视角。

一把手铲走荆楚
文明拼图释古今

《洛神赋图》：跨越千年的惊鸿一瞥

3 月 11 日，来自辽

宁省文物考古研究院

的考古人员在辽宁省

朝阳市双塔区调查红

山 文 化 遗 址 。 此 前 ，

考古人员在辽宁省朝

阳市凌源无白丁遗址

群新发现多处红山文

化遗迹。图为考古人

员将碎陶片装袋。

新华/传真

琉璃河遗址的外城墙和外城壕北段。

考古人员在给文物拍照。

襄阳菜越墓地出土铜器组合。 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院/供图

《
洛
神
赋
图
》
局
部
。

辽
宁
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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