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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州晚报

文化是民族兴起的渊源。
尼罗河畔有埃及文化，幼发拉底河、底格里斯河

畔有巴比伦文化，印度河、恒河流域有印度文化。而
中国的主体文化则是以农耕文化为代表、沿黄河流
域发展起来的。与世界各国的古流域文化相比，黄
河流域文化的涵盖范围更广泛，以至于黄河与每一
支流相交汇的三角洲地区，都是中国文化的摇篮。

黄河以它的博大精深，在它的流域范
围内孕育出了一座座历史文化名城。洛
阳九朝古都，开封七朝古都，安阳五朝古
都，黄河沿岸每座城市都有着深厚的文化
底蕴。

城市和文化如影随形，城市是文化的载
体，一个国家一个民族一个地区，文化最高表
现形式都是集中在城市里面，特别是国都城
市里面，所以中华民族的文化可以定性为大
河文化。

大概正是得利于大河文化的滋养，才
使得盛唐时的古都长安，将我们民族的文
化经典强劲有力地辐射到了海内外，有利
地推进了世界文化的进程，至今在世界各
地留下了“唐人”、“唐字”、“唐言”、“唐家”
等字样。“隋唐盛世”规模空前的统一和强
盛，气派空前的宽容和摄取，造就了唐人烈
烈腾腾的生活情调以及丰富浓烈的社会风
采。士子们充满了前所未有的时代豪迈
感。李白激情吟咏：“天地皆得一，澹然四
海清，一百四十年，国容何赫然。”隋唐盛世
是中国古代史上发展的高潮时期。究其缘
由，依然是水的滋养。

黄河集沿途各支流三角洲文化于大成，
一路奔来，在入海口与渤海相汇，使源远流长
的黄河文化与博大雄浑的海洋文化融为一
体。在这块既古老又年轻的土地上创造出了
独具特色的黄河三角洲文化体系。

1983年 10月，位于黄河三角洲的东营建
市后，其所辖的广饶县在续修新的《广饶县
志》时，发现前人于 1918年和 1936年纂修的
旧志《乐安县志》与《续修广饶县志》中均有孙
武“或邑人”和“以功赐姓，食采乐安”的记载。

邑，就是地名，“赐姓”是说齐景公为了表
彰田书的功绩给他赐了个孙姓，“食采乐安”
的意思就是划了一块地方作为采邑之地，去
那里收租来养活自己的家族。

这一发现引起了史学界的高度关注，抱
着对历史负责的态度，1990年冬，广饶县成立
了“孙子故里考证组”。

考证组根据旧县志中提供的线索，分头
赴省内外向有关专家、学者咨询请教，实施论
证。其间，他们围绕孙武的姓氏出处、家世门
第、郡望里籍，从历史学、地理学以及碑帖学
等领域，收集相关历史文献资料。在掌握大
量史料的基础上，1991年 1月广饶县举办了

“孙武故里考证研讨会”。来自全国的 300多
位专家学者，根据广饶在历史上曾有 1500年
被称“乐安”的记载，以中国历史地图为线索，

实地踏勘了广饶县境内的时水、济水、淄水故
道和柏寝台、草桥遗址，并参照清康熙年间胡
渭《禹贡锥指·导沇图》中所示“乐安北25里之
济水北岸有‘故乐安’以及济水经博昌、利县、
乐安、琅槐入海”的明确记载，最后将目光聚
焦在了今广饶县花官乡草桥村。

孙武故里，初见端倪。
孙武的祖先原是陈国厉公之子陈完，在

公元前672年因内乱逃往齐国，齐桓公赐他姓
田，封他为卿。孙武的祖父田书是田完的六
世孙，在齐国为大夫，因领兵伐莒有功，齐景
公赐他姓孙，并“食采于乐安”，就是说他的封
地在乐安。大约在公元前 512年，因为齐国
田、鲍、栾、高四族围绕齐国政权斗争引发了
一场大的社会变革，孙武为避开这场斗争，离
开齐国投奔吴国。以上这些记载源于宋代欧
阳修撰写的《新唐书·宰相世系表》。

《新唐书·宰相世系表》编撰的原因就是
因为唐朝当时出了个差错，山东有个人和河
北的一个人重名了，结果中央政府在下命令
时就搞错了，所以当时的唐朝就下了道命令，
对宰相以上的家族进行考证，把他们的家谱
续起来。唐朝孙武的后代有两个宰相，所以
《新唐书·宰相世系表》经过严格的考证，把孙
武的家谱都延续下来了，现在专家考证孙武
家世的史料依据就是这本书。

黄河入海流（三）

大河上下

唐虞文化发源于山西境内的汾水两
岸，夏文化发源于河南伊水、洛水沿岸，
殷商文化发源于安阳漳水、洹水流域，周
文化发源于陕西西部渭水河畔。

大河文化

中华民族文化的特质、它的根本精神
是和水的精神有很大关系的，所以一定程
度上讲，没有这些河流，就没有中华民族
的文化。

孙子故里

笔墨官司打了 2000多年，直到 1972年在
银雀山出土了《孙子兵法》和《孙膑兵法》汉简
之后，史学界才对孙武其人和由他所著《孙子
兵法》十三篇有了肯定的答案。至于孙武故里
在何处仍是个悬案。最终是一块出土于山东
泰安、晋代孙武后人的墓碑，名曰《孙夫人碑》
的墓志铭才初解了这个谜。铭文中道出了孙
氏家族由田到孙赐姓的缘由，并记载了孙氏祖
先从故居迁出迁入的历史渊源。

墓志铭的出现，为学者寻找孙武故里提供
了线索。之后，他们对照欧阳修《新唐书·宰相
世系表》中孙氏家族在唐代曾出的两任宰相孙
处约、孙偓的谱牒记述顺藤摸瓜、追根溯源，并
结合古籍中有关历史地貌的记载，孙武的故居
古乐安城——草桥遗址逐渐浮出水面。

1991年 4月，由国家文物局中国社会科学
院考古研究所以及山东省考古研究所组成考古
队，对草桥遗址进行了考古勘探和实地发掘。发
掘结果显示，这是一座东西长400米、南北宽380

米，总面积为15万平方米的古城。在对古城的
发掘中，还出土了一批龙山、商周时期的珍贵文
物。据此，专家得出结论，草桥遗址极有可能是
古乐安城，孙武的故里应当是这里。

孙武的诞生年代——春秋时期正处在我国
古代文明史上一个百家争鸣的繁荣之时，世界上
几位最伟大的思想创始人几乎都生活于这一时
期。人类文明的几大思想支柱也同样创立于这
一时期，欧洲人称此为轴心时代。正是这样一个
时代孕育出了我国古代第一个形成战略思想的
伟大人物——孙武。同在一个时代，从西边往
东看，西边的古希腊出现了著名的哲学家苏格
拉底，中东又出现了伊斯兰教创始人穆罕默
德，再到南边的印度，又出现佛教创始人释迦
牟尼，而中国出现了孔子。

比孙子晚出生一年的孔子，同样是在黄河
流域的泗水河畔，首开私人讲学之风、广收门
徒，最终成为鲁文化的集大成者，开创了中国
儒家学说的先河。

时间到了1980年，在潍坊到博兴公路的拓
宽工程中，一批彩陶又出土于此。之后不久，
山东省在进行第二次全国文物普查时，从老百
姓手中征集到的陶器，包括部分石器，后经考
古部门鉴定均为 5000年前大汶口文化时期的
遗物。这一鉴定结果让“傅家村”从此载入考
古史册。1985年，经国家文物部门批准，由山
东省组成的考古工作队对这座已被命名为“傅
家遗址”的地方进行了抢救性发掘。发掘过程
中，在 100平方米的范围内发现了 60多座大汶
口文化时期的墓葬。这些墓葬交错纵横，层层
叠压，关系复杂，而且有许多墓内肢体残缺不
全，随意性很强。

专家分析，此属迁葬墓。地层的形成就像
千层饼一样，一层淤土，一层居住土，再一层淤
土。人们就推测可能发过洪水，上潮了，人们
背起东西就迁走了，等着水退下来以后，因为
在海边食水比较方便，人们又回来居住了，就
形成了流动性的居住方式。

当年秋天，考古人员在傅家遗址清理一处
墓葬过程中，发现了一个极为特殊的葬俗，即

两具完整的骨骸整齐地叠压在一起。专家分
析认为，这可能是一个男性和一个女性，底下
那个稍高一点，就认为是男性，上头是女性。

这种现象让考古人员感到十分惊奇，因为
这种墓葬形式是首次发现，而且在以往的考古
文献中也未曾见到过。由于当时没有经过性
别鉴定，他们的关注点完全集中在了男女合葬
的葬俗方式上。后经鉴定，才发现这两具尸骨
竟是两个成年女性。

这就更奇怪了，两个成年女性怎么会重叠
葬在一起？她们是母女？但年龄又相仿；是姐
妹？又为什么采取这种葬俗？

是不是由于塌方，让这两位青年女性碰巧
重叠在了一起？可两个骨骼之间没有一点错
开的迹象。另外，如果是塌方造成的，那么两
具骨骼或多或少都会有一些缝隙或者是隔土，
可这些都不存在，包括她们身体的部件都是完
完整整一块不少地叠在一起，找不出任何塌陷
造成的痕迹。这真是一个奇特的现象，至今考
古界对此众说不一，大多数认为这是一种从未
见过的特殊葬俗。

此结论非同小可，为慎重起见，山东省文
物考古研究所邀请了山东大学齐鲁医院神经
外科的教授和国内外考古学家、人类学家、医
学界著名专家共同组成了鉴定委员会，再次进
行了充分论证。结果专家一致认定，这是中国
目前所见最早的开颅术成功的实例。

1985年至1995年，山东省文物考古研究所
在广饶县博物馆的配合下，先后两次对傅家遗
址进行了抢救性发掘清理，共揭露面积 707平
方米，发现大汶口文化时期的墓葬数百座，出
土石器、骨器、角器、陶器、玉器各种文物400多
件，除此还发现 4眼水井并在水井底部清理出

背水壶，这在大汶口文化遗址中是少见的。
傅家遗址的考古成果竟把黄河三角洲的

历史帷幕向前推进了2000余载，填补了整个鲁
北地区史前考古的空白。傅家遗址作为历史
的铁证，将泰沂平原以东靠北为“退海之地，土
地年轻无古可考”的世俗流言化为乌有。

有人曾做过这样一个估算，黄河流域文明
滋生地所占的空间是80万平方公里，它是古埃
及文明、两河流域的美索不达米亚文明、希腊
文明、印度的恒河文明总和的一倍，也许正是
这巨大的文明空间，才使得黄河文明始终处在
生生不息的发展与传承之中。

孙武悬案
历史文献中最早出现孙武其人的是《史记·孙子吴起列传》，但作者司马迁只是寥寥几

笔，笼统地记述了孙子的齐国国籍，而他是齐国什么地方人，他的家史及为什么从乐安到
吴国，只字未提。如此,给后人留下了一个难解之谜，造成了长期以来史学界对历史上是
否有孙武这个人也始终处在争论之中。

特殊葬俗
历史上许多被尘封的文明现象，就像一个打碎的盘子，当你将那一块块碎片重新拼凑

起来，显现在你面前的有可能是那个时代某种文化的复原。1956年，距广饶县城南1.5公里
的傅家村，当地老百姓在建房挖地基时，发现了一些陶器和石器，当时他们并不知道这些东
西为何物，只觉得是个物件儿就顺手带回了家。

开颅手术

10年后的1995年，当考古工作者重返傅家遗址再次进行考古发掘时，又出现了另一个令人
瞠目结舌的考古现象。当年在清理编号为392号的墓时，考古人员发现墓主人的颅骨右侧顶骨
的靠后部，有一个直径为31毫米×25毫米、近似圆形的颅骨缺损，待清理干净后才发现，这个窟
窿是人为造成的。而后拿去进行内部鉴定，鉴定结果震惊了考古界和医学界：此墓主生前曾实
施过开颅手术，而且术后还存活了相当长的时间。怎么可能呢？这可是5000多年前的骨骸啊！

黄河三角洲小汊河黄河三角洲小汊河

广饶县孙武纪念馆

黄河与大海握手

黄河源头

东营广饶县南宋大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