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四角坪遗址在哪里？

甘肃省礼县是秦人发祥之地，上世
纪90年代以来，先后发掘了大堡子山秦
公大墓等重要遗址。四角坪遗址位于甘
肃省礼县县城东北 2.5 千米处的四格子
山顶部，海拔1867米。遗址外围依山势
建有夯土围墙，墙内主体遗存由多座夯
土建筑基址组成，现存总面积约 28000
平方米。

2012年礼县博物馆工作人员野外调
查时发现四角坪遗址。2019年，甘肃省
文物考古研究所对该遗址进行勘探。
2020年开始，甘肃省文物考古研究所联
合复旦大学文物与博物馆学系、北京大学
考古文博学院对该遗址进行发掘。历经
四年，已围绕中心建筑发掘约4000平方
米，基本廓清了第一庭院的建筑布局，对
该遗址建筑形制和结构有了明确认识。

四角坪遗址发现了什么？

四角坪遗址以建筑遗存为主，出土
大量建筑构件，有瓦当、板瓦、筒瓦、空心
砖、地砖等。瓦当纹样均为双界格线四
分当云纹，部分板瓦带有戳记，空心砖作
为台阶用材置于中心土台及曲尺形建筑
周边，回纹地砖用于散水周围包边，素面

砖用于半地穴空间铺地、墙壁贴面及台
阶包边等位置。另外，对该遗址炭屑、土
样进行检测，确定该遗址建造时多为就
地取材。

四角坪的用途是什么？

据《史记·秦始皇本纪》记载，秦始皇
在统一六国后的次年，“巡陇西、北地，出
鸡头山，过回中。”四角坪遗址考古领队、
甘肃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副研究员侯红伟
认为，四角坪上的大型礼制建筑，正是为
秦始皇西巡祭天而准备的。四角坪遗址
的具体性质目前还有争议，但从其规模、
其排列规律来看，无疑属于大型礼制建
筑。礼县在秦代称为西县，属陇西郡，秦
始皇西巡是否经过西县、是否在西县祭
天告祖，历史文献没有明确记载，但作为
一项皇帝西巡的准备工作，为其建设一
处祭天的场所，是合理的推测。

而另一方面，作为秦统一全国后建
设的大型礼制建筑，四角坪建筑群无疑
是国家意志和国家精神的体现，为后世
同类型建筑提供了十分重要的模板，对
规范国家祭祀等礼仪制度有着十分深远
的影响。

四角坪遗址是国内目前仅见的秦帝
国时期代表国家意志的礼制性建筑群，

是从王国到帝国阶段转型的标志性建
筑。该遗址体量巨大，布局严谨，且建筑
形制具有一定独特性，如中心天井不见
于后世礼制建筑。该建筑的宏大与独
特，是中国古代统一国家形成初期风格
和气魄的重要体现。四角坪遗址的发现
与研究，丰富了中国古代国家级祭祀建
筑发展的脉络，延伸了历史轴线，增强了
历史信度，丰富了历史内涵，活化了历史
场景，对研究中国早期国家礼制制度具
有重要价值。

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里的甘肃印记

甘肃省共有7个项目入选年度“全国
十大考古新发现”，分别是敦煌汉悬泉置
遗址（1991年）、礼县大堡子山遗址（2006
年）、张家川马家塬战国墓地（2006年）、
临潭磨沟齐家文化墓地（2008年）、敦煌
早峡玉矿遗址（2019年）、甘肃武威唐代
吐谷浑王族墓葬群（2021年）和甘肃礼县
四角坪遗址（2023年）。

任何国家和民族的发展都不是一帆
风顺的，我们在发展过程中曾经面对过、
未来也会面对不利的外部环境，研究秦
人的历史并从中吸取经验教训，这或许
就是研究秦文化对于当代的意义。

奔流新闻·兰州晨报记者 王夏菁

推荐人：兰州市第五十六中学实习老师 丁圣博
人生是一场漫长的对理想的追寻，而阅读就是这追寻中最

美妙的旅程。当我们跟随着路遥的笔触，走进《平凡的世界》
时，我们仿佛也在追寻着自己的生命意义与理想。

主人公孙少平从一个贫苦农村的孩子到一个有理想有责
任心的成年人，孙少平用他的一生演绎出了一幅幅生活的画
卷。在农村的艰辛生活中，他经历了挫折与磨难，但从未放弃
对理想的追求。孙少平的心路历程，教会了我们勇敢地去面对
生活中的困难，坚定地走向追求自己内心真正想要的生活，无
论身处何种环境，我们都应该保持对理想的执着追求，坚持不
懈地朝着自己的目标前进。我们要相信，每一个平凡的步伐都
蕴藏着伟大，每一个普通的人生都可以演绎出精彩的故事。不
论在哪个领域，我们都能在自己的平凡中追求卓越，在困难中
坚持勇敢，努力成为社会的中流砥柱。

《平凡的世界》是每位中学生都应该品读的一本书，它为当
代年轻人树立了一个充满鼓舞与激励的榜样，它就像是一束引
导我们在平凡生活中追寻理想的光，唤醒了我们对于内心世界
的深度反思，对于人生价值的思考。它同时也在鼓励并期许着
当代年轻学生在平凡生活中发现自己的价值与意义，追求卓
越，为社会的进步做出贡献。

让我们勇敢地面对生活的挑战，以孙少平为榜样，书写属
于自己的平凡而伟大的故事！奔流新闻·兰州晨报记者 杨亮

日常学习中，我们遇到不会做的数学题或是难以理解的文章，是遇
难而退、把题空下，还是一知半解地敷衍了事？其实，学习就是一个不
断探索、研究、攻克不解之谜的过程，要想学有所成，就得有锲而不舍、
金石可镂的精神，那么这个成语究竟作何解呢？

“锲而不舍，金石可镂。”（qiè ér bù shě，jīn shí kě lòu）
出自荀子《劝学篇》，原文“锲而舍之，朽木不折；锲而不舍，金石可镂。”
意思是不能坚持到底，即使是朽木也不能折断。只要坚持不停地用刀
刻，就算是金属玉石也可以雕出花饰。

有些同学可能对“锲”字比较不解，“锲”字的意思是“刻”，即用刻刀
等工具在物体上刻出痕迹或形成物象。在“锲而不舍”这个成语中，

“锲”字用的是比喻义，比喻有恒心、有毅力。它的来源可以追溯到古代
的雕刻技艺。在古代，雕刻是一项需要耐心和精力的细致工作，需要雕
刻者在雕刻对象上不断地刻画，才能将所需要的图像或文字逐渐显现
出来。因此，“锲”字在这里的形象意义是像雕刻一样，持续不断地努
力，不放弃。

柔嫩的小草，因为锲而不舍地坚持，经受风雨的洗礼，最终破土而
出；美丽的蝴蝶幼虫，因为坚韧不拔的毅力，忍受蜕变的痛苦和艰辛，最
终破茧成蝶……学习固然辛苦，但同学们只要坚持不懈，不言放弃，无
论做任何事，只要带着锲而不舍的精神，全身心地投入，最终就能实现
自己的人生价值，成就卓越的人生！ 奔流新闻·兰州晨报记者 杨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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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选2023年度“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

礼县四角坪遗址缘何出道即顶流

就在前几天，我们甘肃礼县在考古界又成了顶流，这都要
归功于礼县县城东北部的一座山顶，因为在那里考古工作者
们发现了一处秦代遗址，而且意义非凡哦！因此，成功入选
“2023年度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它就是四角坪遗址。这是
甘肃省第7个入选年度“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的项目。那
么，获得如此重视的四角坪遗址到底有什么与众不同？

四角坪遗址是首次发现的规模宏大、格局规整的秦代大
型建筑群，是继宗庙建筑、畤祭建筑之外的又一种秦祭祀建筑
形式，该建筑格局深刻影响了汉代德阳庙、王莽九庙甚至后来
天坛、地坛的建筑风貌，是国家意志的体现，具有极强的礼仪
性。四角坪遗址是国家祭祀变革与中国“大一统”历史进程的
物化载体，体现了中国古代统一国家形成初期的风格和气魄。

《平凡的世界》
平凡生活中追寻理想的一束光 “锲而不舍 金石可镂”

源自雕刻技艺

排水设施。新华网图片

四角坪遗址环境示意图。
新华网图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