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溯源中華文明 陶寺遺址博物館震撼開放
地處我國新石器時代晚期的大型聚落遺址 展出230件（套）珍貴文物

該館位於山西省臨汾市襄汾縣陶寺村，坐落於
陶寺考古遺址公園內，與天文考古館、文物本體
保護展示工程珠聯璧合、遙相呼應，共同構成陶
寺遺址的三大核心景觀。
4300年前的都邑是怎樣的？從這座博物館裡，
你可以找到答案。

陶寺遺址博物館揭開面紗
陶寺遺址，是我國新石器時代晚期的大型聚落
遺址，年代距今約4300年至3900年。遺址1958
年被發現，1978年正式發掘，1988年被國務院公
佈為第三批全國重點文物保護單位，是「中華文
明探源工程」四大都邑性遺址之一。2017年陶寺
遺址公園被國家文物局列入第三批國家考古遺址
公園立項名單。
陶寺遺址博物館是依托陶寺文化建設的一所專
題性遺址博物館，佔地74.4畝，建築面積9998平
米，總投資約 3.3 億元，是遺址公園的「總導
覽」。建設內容主要包括：博物館主體、南北廣
場、展陳工程、智能化工程及其他設施配套工程
等。博物館分上下兩層，展陳面積約5000平米。
一層包括「文明蘊化」「煌煌都邑」「早期國
家」等展廳及沉浸式數字廳、文物庫房等，二層
包括考古大事記、陶寺考古、臨時展覽等展廳及
文創商店、觀影廳等。
展陳主題以代表自然與文明之「光」為核心理

念，展出陶寺出土的陶器、玉器等文物 230件
（套），全面展示距今4300年至3900年陶寺文化
的考古發掘與研究成果，展現陶寺先民經天緯地
的時空經略，築城建宮、敬授民時、以禮治國的
都城圖景，充分解讀陶寺文明「光被四表 協和萬
邦」精神品質，深入闡釋陶寺遺址展露出的一個
早期國家都城的盛大氣象和在「中華文明探源」
重要貢獻。
博物館外觀設計呈「中」字，整個建築立足於

「陶寺文化」獨特元素符號的基礎上，利用數字
復原現代化展陳與實物展示等多種手段，突出遺
址考古發現和研究成果，講述考古發掘與研究的
歷程，向世人展示陶寺文明的獨特內涵。

陶寺遺址發掘碩果集中呈現
國家文物局考古司司長閆亞林在11月6日的發

佈會上介紹，陶寺遺址博物館是集中呈現陶寺遺
址考古研究成果的重要平台。陶寺考古研究由中
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山西省文物部門聯合
開展系統的考古調查、發掘工作，完成遺址分佈
範圍內約400萬平方米的考古調查，發掘面積近3
萬平方米。
考古發現城牆、大型建築基址、祭祀遺跡、
手工業作坊區和墓葬區，出土了銅器、玉器和
朱書陶壺、彩繪蟠龍紋陶盤等珍貴文物，來源
十分廣泛，元素匯聚四方，還有部分學者推測
可能與天文觀測、記時等有關的遺跡和遺物，
反映出距今4000多年前後以陶寺為代表的中原
地區，在廣泛吸收各地文明要素的基礎上創造
發展、迅速崛起、走向一體，引領中華文明發
展新格局。
近年來，考古工作者在陶寺內城取得一系列重

要發現，其中，內城1號建築基址面積達6500平
方米，是迄今發現的新石器時代最大的單體夯土
建築基礎之一，內城被判斷為類似後世都城中
「宮城」性質。在內外城之間還有多處墓地，大

型墓葬集中分佈，墓中往往隨葬大量文物，且出
現鼉鼓、土鼓、石磬等固定組合、固定數量、固
定位置的現象，反映「禮樂制度」很可能初步形
成；許多小型墓葬沒有任何隨葬品，說明當時不
同群體之間社會地位差異顯著，階級分化嚴重。
這些發現生動表明，中華文明形成與發展進入新
的重要階段，陶寺早、中期聚落已經初步具備早
期國家特徵。

230件（套）珍貴文物講述中國故事
陶寺遺址博物館的建成，讓陶寺遺址擁有了高

質量展示中心，集中展出230件（套）
珍貴文物，多璜聯璧、彩繪蟠龍紋陶
盤、銅蟾蜍片飾、綠松石鑲嵌腕飾、彩
繪漆木器、骨質口簧等集中亮相，結合
光影、數字化等技術，全景式展示陶寺
遺址在城址規劃營建、手工業製造、藝
術創造等方面的突出成就。遺址博物館
特設考古歷程展廳，致敬陶寺發現以來
60餘年的豐碩考古成果和一代又一代的

考古工作者，讓觀眾直觀瞭解考古學科。
閆亞林介紹，遺址博物館的建成開放提升了陶

寺考古遺址公園建設水平，同時有助於在創造性
轉化和創新性發展中賡續中華文脈。開館後，依
托正在持續開展的考古發掘和多學科研究，將不
斷充實展品和成果，持續改進展陳內容，充分體
現「考古味」。與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考
古工作站、陶寺遺址現場展示、考古研學中心等
形成功能互補，更加立體全面闡釋燦爛輝煌的陶
寺文化及其對中華文明多元一體形成與發展的重
要影響，向全世界講好中國故事。

世界上較早時期的觀象台、空前龐大的城址、氣勢恢宏的宮牆……都源自於一片古老

的都城遺址——陶寺遺址。2024年11月12日，歷時近3年，集中呈現陶寺遺址考古研

究成果的陶寺遺址博物館正式對外開放！ 文：楊奇霖

黃河流域史前第二大城址
陶寺遺址是目前發現的黃河流域史前第二大城址陶寺遺址是目前發現的黃河流域史前第二大城址。。城址城址
東西寬約東西寬約20002000米米，，南北長約南北長約15001500米米，，總面積總面積300300萬平方萬平方
米以上米以上。。

比較成熟的測日影天文觀測系統
陶寺古觀象台與圭表共同組成了當時世界上先進的陶寺古觀象台與圭表共同組成了當時世界上先進的「「測測
日出方位日出方位」、「」、「觀正午日影觀正午日影」」的天文觀測系統的天文觀測系統。。20092009年年66
月月2121日日（（夏至日夏至日），），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山西隊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山西隊
與中國科學院自然科學史研究所和中國國家天文台的專家與中國科學院自然科學史研究所和中國國家天文台的專家
用陶寺圭表在該遺址測定夏至日日影長度用陶寺圭表在該遺址測定夏至日日影長度，，證明陶寺圭尺證明陶寺圭尺
第第1212刻度刻度4242..2525厘米折合陶寺厘米折合陶寺11..6969尺為陶寺當地夏至影尺為陶寺當地夏至影
長長。。陶寺圭尺功能推測成立陶寺圭尺功能推測成立。。陶寺圭尺也是迄今國內考古發現最早的陶寺圭尺也是迄今國內考古發現最早的
圭尺實物圭尺實物。。

與甲骨文一脈相承的「文字」
陶寺遺址曾發現一隻殘破的灰陶扁壺陶寺遺址曾發現一隻殘破的灰陶扁壺，，在壺的鼓腹部上發現了兩個在壺的鼓腹部上發現了兩個
用毛筆朱書的字符用毛筆朱書的字符，，形似甲骨文形似甲骨文「「文文」」字字，，與其對應的一端也有一個與其對應的一端也有一個
字字，，為上下結構為上下結構，，上為菱形的上為菱形的「「◇◇」，」，下部好似下部好似
「「」」字的篆體字的篆體，，中間有個中間有個「「一一」。」。對於前者形似對於前者形似
「「文文」」字的字符字的字符，，專家們沒有爭議專家們沒有爭議，，對後者有人認對後者有人認
為是為是「「昜昜」」字字，，也有人認為是也有人認為是「「命命」」或或「「邑邑」。」。中中
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研究員何努和北京大學考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研究員何努和北京大學考
古文博學院教授葛英會則認為是古文博學院教授葛英會則認為是「「堯堯」」字字。。這兩個這兩個
朱書文字的存在和發現朱書文字的存在和發現，，將中國文字至少推進到將中國文字至少推進到
40004000年前年前，，比甲骨文早比甲骨文早700700多年多年，，這是探索漢字的這是探索漢字的
起源有着十分重要的意義起源有着十分重要的意義。。

中國最老的禮樂樂器組合、金屬樂器
陶鼓鼉鼓和特磬組合是迄今所知同類樂器中最早陶鼓鼉鼓和特磬組合是迄今所知同類樂器中最早
的的，，這也使鼉鼓與特磬以及陶鼓配組的歷史從殷商這也使鼉鼓與特磬以及陶鼓配組的歷史從殷商
上溯上溯10001000多年多年。。陶寺出土的銅鈴陶寺出土的銅鈴，，是我國目前發現是我國目前發現
最早的金屬樂器最早的金屬樂器。。

中原地區的龍崇拜主脈
已發掘的彩繪龍盤中已發掘的彩繪龍盤中，，最大的一件高最大的一件高1111厘米厘米，，口口

徑徑4040..99厘米厘米，，底徑底徑1212..66厘米厘米。。有專家認為龍盤應屬有專家認為龍盤應屬
部落聯盟的盟徽族徽部落聯盟的盟徽族徽。。多數學者認為陶寺文化中的多數學者認為陶寺文化中的
彩繪龍盤彩繪龍盤，，應是中原龍文化的先河應是中原龍文化的先河。。該時期該時期，，龍被龍被

作為集團君權與神權結合的象徵圖示提上了作為集團君權與神權結合的象徵圖示提上了「「政治舞台政治舞台」，」，
成為代表成為代表「「國家國家」」意志的意志的「「國徽國徽」，」，從而使之成為民族精神從而使之成為民族精神
凝聚的象徵凝聚的象徵。。

屋頂裝飾材料——板瓦
在陶寺晚期宮殿區廢棄後的大量建築垃圾中在陶寺晚期宮殿區廢棄後的大量建築垃圾中，，出土了大塊出土了大塊

裝飾戳印紋白灰牆皮和一大塊帶藍彩的白灰牆皮裝飾戳印紋白灰牆皮和一大塊帶藍彩的白灰牆皮、、紅硬似磚紅硬似磚
的夯土台基表面殘塊的夯土台基表面殘塊、、建築材料陶板殘片建築材料陶板殘片。。其中陶板瓦其中陶板瓦100100
餘片餘片，，成為中國早期出土較多板瓦的代表性遺址之一成為中國早期出土較多板瓦的代表性遺址之一。。

黃河中游史前最大的墓葬之一
陶寺已發掘的早期王族墓地面積約陶寺已發掘的早期王族墓地面積約44萬平方米萬平方米，，發掘並清理了發掘並清理了13001300
餘座餘座。。中期王族墓地約中期王族墓地約11萬平方米萬平方米，，其中最大的元首墓其中最大的元首墓ⅡMⅡM2222長長55米米、、
寬寬33..7575米米、、自深自深77米米。。

考古發現都城要素最齊備的都城遺址
陶寺遺址除城牆之外陶寺遺址除城牆之外，，具備了功能區劃十分明確的宮城具備了功能區劃十分明確的宮城（（宮殿宮殿

區區）、）、王族墓地王族墓地、、觀象台遺址和禮制建築區觀象台遺址和禮制建築區、、君權控制的倉儲區君權控制的倉儲區、、工工
官管理手工業作坊區官管理手工業作坊區、、普通居民區普通居民區，，甚至早期還有下層貴族居住區甚至早期還有下層貴族居住區
等等，，是中國史前考古發現的功能區劃最為齊備的都城遺址是中國史前考古發現的功能區劃最為齊備的都城遺址，，成為判斷成為判斷
史前都城遺址的考古要素典範史前都城遺址的考古要素典範。。

陶寺遺址博物館打卡攻略：
1、陶寺遺址博物館門票減免：
根據國家有關法律法規，對特定對像實行門票免、減政

策，具體是：人民教師、18週歲以下未成年人以及全日制
大中專學生半價；現役軍人、人民警察、消防救援人員、
革命傷殘軍人，身高1.4米以下兒童，60週歲以上老年
人，殘疾人持相關證件免費入館。
2、陶寺遺址博物館實行預約參觀：
陶寺遺址博物館開通網上預約窗口服務平台，以滿足更

多遊客需求。門票預約提供個人預約和團體預約兩種方
式，均採用實名制。門票可通過官方網站或微信公眾號進
行線上預約。預約成功後憑二維碼或本人身份證，作為入
館檢票憑證。團體預約時，須提供統一社會信用代碼。持
護照、戶口本和身份證以外的證件參訪的遊客，可通過人
工窗口取票。
具體詳情咨詢電話：0357-3535666，0357-3535999。

3、打卡陶寺遺址解鎖臨汾游：
山西省臨汾市圍繞陶寺遺址博物館開館，整合資源，優

化服務，以陶寺遺址博物館為中心節點，推出文化遺產之
旅、堯文化研學之旅、博物館之城之旅、壯美山河之旅4
條主題文化旅遊線路。包括壺口瀑布、大槐樹、雲丘山、
乾坤灣等5A級景區線路游；堯廟、堯陵、小西天、廣勝
寺、汾城古鎮等文物古跡游；以及臨汾市博物館、丁村民
俗博物館、晉國博物館等在內的博物館旅遊線路。
未來，臨汾市還會組織以中華文明探源工程為主題的各

類文物臨展，敬請期待！

陶寺遺址考古的重大發現

北京臨汾企業商會恭賀陶寺遺址博物館盛大開館

●圭尺：陶寺出土的
圭尺和立表，是目前
考古發現最早的圭表
儀器實物。

●玉獸面：陶寺遺
址出土的祭祀神的
禮器，體現了墓主
人尊貴的身份。

●銅鈴：是迄今所知年代最
早的完整復合范銅器。

●陶寺龍盤陶寺龍盤：：出土於出土於
王級大墓王級大墓，，說明在陶說明在陶
寺社會已經將龍作為寺社會已經將龍作為
崇拜的圖騰崇拜的圖騰。。

●陶寺觀象台：比英國的
「巨石陣」還早500多年。

●鼉鼓鼉鼓：：鼓腔呈筒鼓腔呈筒
狀狀，，用天然樹幹刮用天然樹幹刮
去樹皮去樹皮、、掏空內腔掏空內腔
後製成後製成，，外部施以外部施以
彩繪圖案彩繪圖案。。

●朱書扁壺朱書扁壺：：殘片的周圍塗殘片的周圍塗
有紅色有紅色，，殘片上朱書兩個殘片上朱書兩個
字字，，其中一個字符為其中一個字符為「「文文」」
字字，，另一個字符則被釋讀為另一個字符則被釋讀為
「「邑邑」「」「昜昜」」或或「「堯堯」」字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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