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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 乔显佳 济南报道

青州平安庄的重大发现

青州市平安庄遗址的考古发
掘单位为山东省文物考古研究
院，遗址位于山东省潍坊市青州
市王坟镇平安庄村西北50米处，
按照考古惯例，取平安庄遗址为
考古项目之名，让这个山村通过
考古走向全国。

2024年6月—7月，调查队在
弥河流域旧石器专项调查过程中
发现该遗址，并于地表与地层中
发现数量众多的石制品，确认其
为一处文化内涵丰富的旧石器遗
址。10月，山东省文物考古研究院
对平安庄遗址开展抢救性发掘，
分两区进行，布设两个探方，发掘
面积共30㎡。

记者联系到项目负责人、山
东省文物考古研究院科技考古研
究中心主任、文博研究馆员李罡，
他介绍，沂水跋山遗址的考古工
作一直在做，2025年还有重点发
掘任务。在此期间，为进一步搞清
本地区石器时代考古情况，有侧
重地在沂水之外开展工作，试图
为跋山遗址寻找“远亲”，借以解
决各种学术相关问题。随着考古
队伍逐渐壮大，相关野外工作点
扩至沂沭河流域范围之外，比如
弥河流域，发现和揭露更多遗址。

为什么选择青州？李罡回应，
这是基于他们多年来对该区域地
质材料的逐渐了解，认为其深藏
古人类遗址的可能性很大，通过
工作，验证了这一猜想。

目前除了沂水、青州，沂源
等地的发现，使得山东该区域
的石器时代考古有了“遗址群”
的概念。“遗址群”内的这些遗
址一起呈现距今十万到万余年
山东古人类、古生物活动状况。
此次公布的青州平安庄遗址属
于细石器阶段。

新发现填补“空白”

据了解，沂水跋山遗址距今
10万-5万年，属于旧石器时代中
期。此次青州平安庄遗址的测年
数据还没出来，但据技术判断，
应为旧石器时代晚期中段。或
稍晚于沂沭河流域个别细石器
遗址，比如沂水县境内水泉峪
遗址等。这为下一步梳理细石器
技术在山东地区的出现、传播及
人群迁徙等学术问题提供关键线
索和重要启示。

平安庄遗址是在弥河流域旧
石器专项调查中的重要发现。经
科学发掘和初步观察，出土石制
品数量丰富、类型全面。遗址保留

了厚重的原生层位及多个时期文
化遗物，且显示出较为明显的阶
段性变化特点。以上工作填补了
弥河流域细石器考古工作的空
白，为揭示该流域旧石器时代晚
期，尤其是细石器技术出现后的
考古学文化面貌，获取了一批重
要实物材料，也将为构筑该流域
旧石器文化发展序列提供珍贵的
研究资料。

考古显示，平安庄遗址主要
处于细石器阶段。出土一批极为
典型的细石器组合产品，包括似
石叶石核、细石核及细石叶等，其
中细石核可初步辨识出船形、楔
形及不规则形3种。以船形石核技
术为主，兼具其他类型，显示出这
一时期沂沭河流域业已发现的诸

文化遗存颇多共性，同时也具有
技术内涵更为复杂的鲜明个性。

“远古青州人”在选取石料方
面灵活多样，重点以燧石为主要
原料打造石器，其次为脉石英，另
有水晶、玛瑙、石英砂岩及硅质岩
等。这体现出古人群对不同原料
具有较高的认知、获取和利用能
力，同时具备就地取材和远距离
运输交换的能力，如燧石应采自
遗址直线距离约3公里的八歧山，
而水晶、玛瑙等应为外来原料，它
们的出现是否与古人迁徙、迁移
有关？李罡认为有这种可能，也有
可能与原始交换有关。

通过这些出土石制品，古人
制作时所使用的多个不同“剥片”
技术工序尽现眼前。

古人类喜欢“临水而居”

此次青州市平安庄遗址文化
遗物出自弥河二级支流钓鱼台河
西岸二级台地，海拔约311米。记
者采访注意到，其与沂水跋山遗
址、水泉峪遗址，甚至与2005年发
掘的沂源县扁扁洞考古遗址（新
石器时代早期洞穴遗址）在环境
择取上有颇多相似之处。

比如，上述遗址均体现古人
类“临水而居”，或者主要生活区
域在河边漫滩上的特点，便于取
水生活，且遇到洪水时便于逃离。

其中，沂水跋山遗址与青州
平安庄遗址均处于“向阳山坡”，
面向大河（跋山遗址现为水库下
游泄洪道），水泉峪、扁扁洞遗址
北边临河，但从现场地理环境看，
古人取水生活十分便利。

另外，发现的石器都是在古
河道（当然部分地段也是现在的
河道）附近台地里的堆积中发现
的，埋藏环境较接近于现代。李罡
介绍，根据上述特点，他们在跑调
查时，将具有上述特征的地理地
貌作为重点踏查的目标。

有了上述特征，若附近再有
丰富的能打石器的石料，以及动
植物资源，那就简直是“天选”的
古人类遗址，有资质的考古机构
当然要好好踏查一番了。李罡表
示，跋山遗址与青州平安庄遗址
到底是什么关系，还需要他们进
一步的工作来研究证实。

2024年3月22日，山东临沂沂水跋山遗址入选“2023年度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该发现填补了山东及中国北方地区旧石器时
代考古的空白，构建了沂河上游区域距今10万至1万年的考古文化序列，保存距今10万至5万年的古人类活动珍贵证据，特别是10
万年前古人类对巨型动物资源的利用实证。近日，2024年度山东省五大考古新发现初评结果揭晓，10个入围终评的项目中，青州
市平安庄遗址第一个公布，该遗址同处旧石器时代中晚期，有可能是沂水跋山遗址、水泉峪遗址的“远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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