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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该书中，解答了诸多有
趣、有滋味的好问题。

譬如，最早的滨州人出现
在哪？

该书介绍，是在邹平山前
丘陵地带，孙家遗址是滨州发
现最早的古人类遗址，属后李
文化范畴，距今大概 8500 余
年。那时，先民既狩猎，又有
原始农业。他们的房屋面积
较大，大的甚至超过 50 平方
米。有了原始手工业门类，主

要有制陶、制石和制骨、制蚌
业。其时，贫富分化尚不明
显，还处在母系氏族社会，人
们共同劳动、平均分配。

再如，滨州地区第一次文
化大繁荣时期是何时？

该书介绍，这是距今约
4600 年～4000 年的龙山文化
时期，相关遗址发现 34 处且
面积较大，说明人口持续增
加，活动区域有了较大扩展，
以蛋壳陶为代表的陶器制作

技术达到了历史顶峰。礼器
的出现、文明的发展、龙山城
址的发现，尤其是龙山文化刻
字陶文的发现，都是明证。

第二次文化大繁荣时期
则是商代，原因是商人要在这
片土地上获取战略物资——
食盐。随着商移民的东进，让
滨州境内聚落遗址骤然增多。
商周时期，滨州盐业遗址特别
多，比如杨家盐业遗址群、侯
家遗址等。

书中，此类滨州最早、滨
州第一次的线索有很多，被逐
一梳理出来。同时，细数滨州
馆藏珍贵文物，从而让读者在
趣味探寻中对滨州历史有了
结构性认识。

篇幅有限，本文对该书的
精彩之处不能一一道来。有
兴趣的读者，请到市博物馆、
市图书馆借阅。

□晚报记者 刘清春 宋敏敏

    “滨州是退海之地，哪有

什么重要的历史遗存、文物遗
迹？更无古可考！”
    即便建好了博物馆，即便
作了诸多宣传，但有些外地人
甚至部分滨州人还存在上述
误解、疑问。
    对此，张卡著《滨州出土

文物发现与研究》摆出了详实
的文物、文献、数据等资料，破
除这一臆想，深描滨州历史文
化的大框架。
    最早的滨州史前人类出
现在哪？黄河泛滥、黄土淤积
下究竟埋藏了多少宝贝？滨

州渔盐对国家历史究竟有何
影响？滨州历史上有几次文
化大繁荣？滨州市博物馆有
哪些镇馆之宝……
    上述问题的答案，您都可
以去《滨州出土文物发现与研
究》中一探究竟！

    本书简介：“滨州市博
物馆学术文库”之一，山东
大学出版社于 2022 年 9 月
第一版。该书是我市从文
物角度研究历史的拓荒之
作、探源之作、增信之作和
典范之作。

作者简介：张卡，滨州
市博物馆研究馆员，市政
协委员。1999 年毕业于山
东大学历史文化学院考古
系。先后被聘为市政协首
批特聘文史专家及文化文
史专员，山东航空学院人
文学院理事、特聘教授，滨
州市政府新型智库专家库
成员，滨州十佳文化英才，
山东省文化、旅游、文物科
技专家库专家，山东省考
古学会理事，山东省博物
馆学会理事，山东省文物
修复与鉴定中心文物鉴定
专家等。

>>>天下“四渎”滨州独占其二，这里是中原王朝最早接触海洋的地方

    如果有一本书，可以让你
足不出户全方位了解滨州的
历史文化，何其珍贵；如果有
一本书，可以让你触摸到滨州
的“三星堆”，何其有幸。

《滨州出土文物发现与研
究》，正是这样一本书。

退海之地、黄河淤积，究
竟是好事还是坏事？

作者张卡认为，这种历史
地理更有效保护了文物遗存。

各类古代遗址大多被黄沙埋
藏于地下较深之处，而滨州地
下水位又相对较高，所以暴露
于外的遗址看起来相对较少，
反倒使当地的文物遗存更好
地封存于地下。

诚然，滨州历史遗存丰
厚，李文化、北辛文化、大汶口
文化、龙山文化遗址等先后被
发现，史前文化发展序列极为
清晰。武圣孙子、《尚书》再造

伏生、孝子董永、唐画之祖展
子虔、北宋名相范仲淹、咸丰
帝师杜受田、金文大家吴式芬
等曾在滨州出生或成长。滨
州市博物馆馆藏众多，不仅有
佛教造像、碑碣、墓志、石刻，
还有陶瓷、玉石、字画、碑拓、
古籍和青铜器。

那么，跳出滨州看，这方
水土人文历史的根本特点究
竟是啥？

该书认为，滨州因水而
生，伴水而兴，北有黄河、南有
济水，天下“四渎”滨州独占其
二。因为临河靠海、古盐业历
史雄厚，滨州是中原王朝最早
接触海洋的地方，也是中原王
朝最早的海洋经济起源之地。
而如此独特的地理位置，造就
了其独特的文化遗产、文物遗
存。

>>>填补了黄河三角洲地区出土文物研究的空白

    《滨州出土文物发现与研
究》是多年来滨州考古积累而
成的硕果。尤其近年，滨州在
考古发掘和项目施工中屡有
重大收获。如 1991 年山东大
学考古系师生在邹平丁公遗
址发现了龙山文化城址和刻
字陶文，前者被评为“1991 年
中国十大考古新发现”，后者
比甲骨文早了 800 余年；博兴
龙华寺遗址出土大量铜石造

像，且多有铭文题记，被称为
“中国佛教考古的重大收获”；
滨城兰家遗址、惠民大郭遗址
等众多遗址都出土有精美的
青铜器，证明其为当时中原王
朝管理渤海盐业生产的重要
机构。

山东大学博物馆原馆长、
山东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教授、
博士生导师于海广在该书序
言中写到：在学术层面看，该

书很有价值。一是填补了黄
河三角洲地区出土文物研究
的空白，二为黄河三角洲地区
出土文物的研究增添了新视
角、开拓了新方向。其三，该
书利用考古学研究方法，并结
合历史文献学、社会学、民族
学、艺术学、文化人类学、自然
科学等材料，进行系统研究，
具有学术前瞻性。再就是，张
卡对专业内容尽可能地通俗

化表述，对诸多问题有了深入
浅出、合情合理的解答，让更
多读者看得懂、读得进去。

借古喻今，取传统之精
髓，为当今输送古文化中的正
能量，是《滨州出土文物发现
与研究》的另一追求。如书中
谈及战国时代的陈仲子鄙视
贿赂、倡导自律的品格，深入
分析滨州盐业对当地经济的
推动等。

>>>诸多的滨州最早、滨州第一次被梳理出来

《滨州出土文物发现与研究》:

深描滨州文脉 精绘历史星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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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卡在野外从事考古工作张卡在野外从事考古工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