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15年6月24日 星期三 责任编辑 傅欣迎

电话:(0531)85193021 Email:wsfxqlrw@163 .com 齐鲁人文 11

□ 于建勇

“六点钟时天已大亮，由青岛过济南的火车，
带了一身湿雾骨碌骨碌跑去。从开车起始到这时
节已整八点钟，我始终光着两只眼睛。三等车车
厢中的一切全被我看到了，多少脸上刻着关外风
雪记号的农民！我只不曾见到我自己，却知道我
自己脸色一定十分难看。我默默地注意一切乘
客，想估计是不是有一个学生模样的青年人，认
识徐志摩，知道徐志摩。我想把一个新闻告给他，
徐志摩死了，就是那个给年青人以蓬蓬勃勃生气
的徐志摩死了。我要找寻这个一个说说话，一个
没有，一个没有……”

这篇文章的作者，就是后来曾与诺贝尔文学
奖擦肩而过的沈从文（1988年准备颁奖给他的时
候，他却去世了，因诺奖规定不能给已故作家颁
奖，故此），题目是《三年前的十一月二十二日》。

沈从文（1902年-1988年），苗族，湖南凤凰人，
在湘西当过兵，在北京当过“文青”“北漂”，在上
海办过期刊。1928年，经徐志摩介绍，被胡适聘为
吴淞中国公学讲师，后任教于武汉大学。1931年
秋，应杨振声之邀，赴青岛大学任教。这一次，是
胡适和徐志摩共同推荐的。

诗中谶语多蹊跷

按照沈从文后来的说法，徐志摩是他走上文
学之路的导引者兼“恩人”。沈从文独自“北漂”困
顿无助时，是徐志摩从《晨报副刊》的大量来稿中
发现了他的才华，大量刊发他的文章，使他有了
较为稳定的一点收入。1925年3月20日，沈从文的
散文《市集》发表时，徐志摩写了《志摩的欣赏》，
推崇备至。

徐志摩的推荐，使捉襟见肘的沈从文不但在
高校有了一份稳定的职业和收入（不再只是一个
单靠卖文为生的业余作家），而且还在自己的学
生中找到了后来的爱人、中国公学校花张兆和。

这一桩桩，一件件，作为性情中人的沈从文
怎能忘记？

1931年11月21日下午，青岛大学中文系闻一
多、梁实秋、沈从文、赵太侔等正在校长杨振声家
吃茶谈天，突然得到北京来的一份电报：“志摩乘
飞机于济南附近遇难……”一时间，大家感到十
分惊愕。在座的沈从文马上表示，想搭夜车去济
南一趟。

当时沈从文的收入并不高。在青岛大学担任
教授职务的闻一多、梁实秋是美国留学归来的

“海龟”，月薪400元，而沈从文只是讲师，月薪只
有100元。所以沈从文买的是三等车车票。

长夜漫漫，沈从文无心睡眠。在黑夜中穿行
的列车，让沈从文想起了徐志摩的一首诗：《火车
擒住轨》：

火车擒住轨，在黑夜里奔，
过山，过水，过陈死人的坟；
过桥，听钢骨牛喘似的叫，
过荒野，过门户破烂的庙；
……
睁大了眼，什么事都看分明，
但自己又何尝能支使命运？
这让沈从文生出无边感慨：“这里那里还正

有无数火车的长列在寒风里奔驰，写诗的人已在
云雾里全身带着火焰离开了这个人间。”

这句话指的是徐志摩的诗。请看《那一点神
明的火焰》：

又是一个深夜，寂寞的深夜，
在山中，
浓雾里不见月影，星光，
就只我：
一个冥蒙的黑影，蹀躞的
沉思，
沉思的蹀躞，在深夜，在山中，
在雾里，
……
再看徐志摩早期的译诗《明星与夜蛾》：
即使在天庭的冰冷的圆穹上
撞破了我的头颅，我也要去寻得她。
……我决意要取得她，
就使我的身躯丢失在火焰里，
我的残毁的冀子永远在无尽的黑暗里振悸，
我决意取得她。
一语成谶。徐志摩正是飞机失事而死，头部

撞破，飞机起火。类似的谶语在徐志摩的诗歌中
多次出现，如《爱的灵感》：

假如一只夜蝶
有一天能飞出天外
去星的烈焰里变灰（我常自己想）
那我也许有接近你的时间
再如《为要寻一个明星》：
为要寻一颗明星，
我冲入这黑茫茫的荒野。
……
这回天上透出了水晶似的光明，
荒野里倒着一只牲口，
黑夜里躺着一具尸首。

夜雨敲窗听萧瑟

也许是诗中谶语让沈从文倍感压抑，忍不住
“动手把车窗推上”透透气。寒风吹醒了身旁一个
汉子，睡眼迷蒙地说：“到济南还得两点钟。”接着
把车窗拉下，又沉沉睡去。沈从文不好意思惊醒
他，就抹去窗上的薄冰，窗外景色扑入眼帘：“济
南附近的田土，远近皆流动着一层乳白色薄雾。
黑色或茶色土壤上，各装点了细小深绿的麦种。
一切是那么不可形容的温柔沉静，不可形容的
美！”

自然之美与人生无常形成了鲜明的对比，让
沈从文恍若出世，一片迷离：“我心想：为什么我
会坐在这车上，为什么一个忽然会死？我心中涌
起了一种古怪的感情，我不相信这个人会死。我
计算了一下，这一年还剩两个月，十个月内我死
了四个最熟的朋友。”

沈从文所说的这四位亡友，除徐志摩外，最
著名的当属胡也频，他1924年与丁玲结婚，1928年
主编《红与黑》杂志，次年与沈从文合编《红黑》月
刊和《人间》月刊。1930年加入“左联”，1931年1月
17日被捕，2月8日遇害，是“左联五烈士”之一。

沈从文说：“也频是给人乱枪排了，和二十七
个同伴一起躺到臭水沟里的，如今却轮到一个

‘想飞’的人，给在云雾里烧毁了。”
《想飞》是徐志摩的一篇散文。文中写道：“天

上那一点子黑的已经迫近在我的头顶，形成了一
架鸟形的机器，忽的机沿一侧，一球光直往下注，
砰的一声炸响，——— 炸碎了我在飞行中的幻想，

青天里平添了几堆破碎的浮云。”无形中又成了
冥冥之中的谶语。

好友的接连死亡，让沈从文感到：“一切痛苦
的记忆综合到我的心上，起了中和作用。我总觉
得他们并不当真死去。多力的，强健的，有生气
的，守在一个理想勇猛精进的，全给是早早的死
去了。却留下多少早就应当死去了的阉鸡，懦夫，
与狡猾狐鬼，愚人妄大，在白日下吃，喝，听戏，说
谎，开会，著书，批评攻击与打闹！想起生者，方真
正使人悲哀！”

夜雨敲窗听萧瑟。落雨了，沈从文把鼻子贴
住玻璃，想起《车眺》那首诗。《车眺》是代表徐志
摩创作风格的抒情短章之一，文字清雅秀丽，意
境幽谧恬淡。或许让沈从文感同身受的是：

喝一口白水，朋友，
滋润你的干裂的口唇；
你添上几块煤，朋友，
一炉的红焰感念你的殷勤。
在冰冷的冬夜，朋友，
人们方始珍重难得的炉薪；
在这冰冷的世界，
方始凝结了少数同情的心！
当年沈从文艰难“北漂”时，是徐志摩给他这

个远方的游子以无私的帮助，恰如“冰冷的冬天”
那“难得的炉薪”。难怪沈从文触景生情，想起了

《车眺》，想起了与徐志摩有关的点点滴滴……
漫漫长夜，沈从文就是在这样思念复思念中

度过的。

亲友无语泪双流

八点左右，车到济南。当时胶济铁路在济南
有三座车站：黄台站、北关站和济南站。沈从文语
焉不详，不知所到是哪座车站。

下车后，沈从文坐上人力车，来到齐鲁大学，
见到了校长朱经农，一问方知北平来三人，南京
来两人，上海还会来三四人。算算时间，北来车差
不多到了。沈从文匆忙坐车“赶到津浦车站去，同
他们会面。在候车室里见着了梁思成，金岳霖同
张奚若”。

那时梁思成已与林徽因结婚三年，但徐志摩
心里仍装着林徽因。就连他这次飞往北平，也是
为了赶去听林徽因的一场建筑讲座。可林徽因没
有等到那个熟悉的身影，却等来了徐志摩遇难的
噩耗。梁思成、金岳霖、张奚若结伴来到济南，送
徐志摩最后一程。

他们了解到“出事地点离济南约二十五里，
名白马山站，有站不停车”。白马山站是津浦线上
的一座车站，在济南站西南约7公里。

沈从文将了解到的情况作了详细描述：“那
时正值湿雾季节，每天照例总是满天灰雾。山峦，
河流，人家，一概都裹在一种浓厚湿雾里。飞机去
济南差不到三十里，几分钟就应当落地。机师卫
姓，济南人，对于济南地方原极熟悉。飞机既已平
安超越了泰山高岭，估计时间，应当已快到济南，
或者为寻觅路途，或者为寻觅机场，把飞机降低，
盘旋了许久，于是砰的碰了山头发了火。着了火
后的飞机，翻滚到山脚下，等待这种火光引起村
子里人注意，赶过来看时，飞机各部分皆着了火，
已燃烧成为一团火了。”

徐志摩搭乘的是一架邮政飞机。沈从文在给
好友赵家璧的信中说道：“因为当天晚上林徽因
在协和小礼堂为外国使节讲中国建筑艺术，急于
参加这次讲演，才忙匆匆地搭这次邮件运输机回
北平。到山东时（白马山只隔济南25里）因大雾，
飞机下降触及山腰，失事致祸。”（《记徐志摩》，载

《陈从周散文》）
“躺在火中的人呢，早完事了。两个飞机师皆

已成为一段焦炭，志摩坐位在后面一点，除了衣
服着火皮肤有一部分灼伤外，其他地方并不着
火。那天夜里落了小雨，因此又被雨淋了一夜。这
件事直到第二天方为去失事地方较近的火车站
站长知道，赶忙报告济南和南京，济南派人来查
验证明后，再分别拍电报告北平南京。”

徐志摩遇难那天是11月19日。当时中国银行
济南方面一位职员陈先生和夫人帮助收敛了遗
体，运回济南城，安放在一个在沈从文的记忆中
似乎叫“福缘庵”的小庙里。

沈从文看到：“棺木里静静地躺着的志摩，戴
了一顶红顶绒球青缎子瓜皮帽，帽前还嵌了一小

方丝料烧成‘帽正’，露出一个掩盖不尽的额角，
右额角上一个李子大斜洞，这显然是他的致命
伤。眼睛是微张的，他不愿意死！鼻子略略发肿。
想来是火灼炙的。门牙脱尽，额角上那个小洞，皆
可说明是向前猛撞的结果。”

沈从文简直不敢相信：“这就是永远见得生
气勃勃，永远不知道有‘敌人’的志摩。这就是他？
他是那么爱热闹的人，如今却这样一个人躺在这
小庙里。安静的躺在这个小而且破的古庙里，让
一堆坛坛罐罐包围着的，便是另外一时生龙活虎
一般的志摩吗？……他是个不讨厌世界的人，他
欢喜这世界上一切光与色。他欢喜各种热闹，现
在却离开了这个热闹世界，向另一个寒冷宁静虚
无里走去了。年纪还只三十六岁！”

徐志摩穿着这身与平时性情爱好全然不相
称的衣服，孤零零、静悄悄地躺在破败的小庙一
角，让檐前点点滴滴愁人的雨声相伴，看到这种
凄清寂寞景象，在场亲友忍不住人人热泪盈眶。

亲友无语泪双流。一个随同陈先生装殓志摩
的中年工人，把一个小篮子里的一角残余的棉
袍，一只血污泥泞透湿的袜子，送给沈从文等众
人看。“据他说照情形算来，当飞机同山头一撞
时，志摩大致即已死去，并不是撞伤后在痛苦中
烧死的传闻，那是不可能的。”

11点，沈从文“听人说飞机骨架业已运到车
站，转过车站去看飞机时，各处皆找不着，问车站
中人也说不明白，因此又回头到福缘庵，前后在
棺木前停下来约三个钟头。”

沈从文到达那天，是徐志摩去世的第三天。
英才早逝，苍天垂泪。雨“越下越大，出庙时各人
两脚都是从积水中通过的”。

纯挚友情恒久远

徐志摩的棺柩是通过铁路运输的。沈从文
说：“一个在铁路局作事朋友，把起运棺柩的篷车
业已交涉停妥，上海来电又说下午五点志摩的儿
子同他的亲戚张嘉铸可以赶到济南。上海来人若
能及时赶到，棺柩就定于当天晚上十一点上车。”

直到天黑，沈从文等人这才想起，一整天没
有吃饭。悲痛让他们忘记了饥饿。晚饭后，众人又
忙活起柩事宜。据沈从文描述：“我同北平来的梁
思成等三人急忙赶到车站上去等候，八点半钟棺
柩上了车。这列车是十一点后方开行的。南行车
上，伴了志摩向南的，有南京来的郭有守，上海来
的张嘉铸和张慰慈同志摩的儿子徐积锴。从北平
来的几个朋友留下在济南，还预备第二天过飞机
出事地点看看的。我因为无相熟住处，当夜十点
钟就上了回青岛的火车。”

补充说明的是，第二天过飞机出事地点看看
的梁思成，从现场取回了一片飞机残骸，林徽因
后来把它挂在卧室，寄托哀思。

再说在车站上的沈从文。雨霏霏，雾蒙蒙，情
归何处？沈从文目光所及：“车辆同建筑，一切皆
围裹在细雨湿雾里。这一次同志摩见面，真算是
最后一次了。”

三年后，他撰写了这篇《三年前的十一月二
十二日》，称赞徐志摩“不拘迂，不俗气，不小气，
不势利”，认为“纪念志摩的唯一的方法，应当扩
大我们个人的人格，对世界多一分宽容，多一分
爱”。

之后，沈从文先后写了《论志摩的诗》《从徐
志摩作品学习“抒情”》。这种记忆和怀念一直持
续到晚年。1981年，79岁的沈从文又写出一篇《友
情》，再一次谈到徐志摩对自己的深刻影响：

“因为我深深相信，在任何一种社会中，这种
对人坦白无私的关心友情，都能产生良好作用，
从而鼓舞人抵抗困难，克服困难，具有向上向前
意义的。”“人的生命会忽然泯灭，而纯挚无私的
友情却长远坚固永在，且无疑能持久延续，能发
展扩大。”

都说“文人相轻，自古而然”，可像沈从文与
徐志摩友情这么深厚的并不多，几乎可作为一个
典范，一段传奇。

■ 群贤毕至

“咣当当，咣当当……”夜幕下，一列火车隆隆前行。三等车厢里，光线昏暗，许多人睡意正酣，29岁的沈从文却神情黯然，

睁着两眼，一夜无眠。他这次由青岛急赴济南，为的是给因飞机失事遇难的恩师徐志摩送上最后一程……

沈从文：济南痛别恩师徐志摩

□ 本报记者 于向阳
本报通讯员 郝磊 赵冰

一个多世纪以来，关于秦人的族源问题，基
本形成了“西戎说”“东方说”两大学派。几个月
前，我国史学泰斗、清华大学历史系教授李学勤，
在大型历史文献纪录片《嬴秦帝国探源》开机仪
式暨新闻发布会上，推翻了自己在1975年对一个

《战国策》中“阉”字的解释，把秦氏嬴姓起源地从
陕西省改到了遥远的东方。到底“阉”字的哪两种
解释，造成了秦氏起源地几千公里的变迁？又为
什么说，新的解释可以把秦氏嬴姓起源地确定在
山东莱芜呢？

马王堆帛书佐证秦起源商奄

多年以来，很多学者倾向于秦人起源于西
方，秦人起源于东方的观点不受注意。

目前支持嬴姓源于东方学说的证据，是位于
莱芜市羊里镇城子县村东北方向的嬴城遗址。经
考古发现，这是一块南北长近800米、宽约400米
的地方，其中一段5米左右高的城墙保存完好。但
史书资料尚且匮乏，不能形成完整的证据链，让
这一学说还存在争议。

而事实上，曾有过转机出现，却没有被注意。
1973年底，在距离莱芜几千里外的湖南长沙，发
掘了震惊考古界的马王堆汉墓，在马王堆汉墓出
土的帛书里面，有一个非常重要论证秦人起源于
东方的证据，但是这个证据在当时没引起注意。

这个帛书出土于汉文帝时期的马王堆3号
墓，记述的内容最早到秦代。帛书里面有一部分
是《战国策》，或者叫《战国纵横家书》。

《战国策》里面有一篇，相当于现在我们读到
的《战国策·燕策》，在《燕策一》这一段，里面苏秦
讲了一段话，说各个诸侯国都不能以已取得的成
就骄傲自满，限制自己，如果因自满限制自己，都
没有好的发展。他举了一个例子，一开始就说，如
果“自负而足”，很自满很知足，就不思进取的话，

“楚（国将）不出沮漳”，“秦（国将）不出商奄”。楚
国就不会出沮漳，大家都知道沮水、漳水在湖北
北部，是楚国的发祥地。与之相对的，“秦（国将）
不出商奄”，秦国就不会离开商奄了，“商奄”的

“奄”字，写的是“阉”。
马王堆帛书是1973年底发现的，李学勤教授

在1974年参加了马王堆帛书整理工作。1975年春
天，当时《战国策》整理者之一马雍先生跟李学勤
讨论：“楚（国将）不出沮漳”可以理解，“秦（国将）
不出商阉”，这个“商阉”不知如何理解？

由于当时在“文革”期间，如果没有确切解释
的话，交代不过去，迫于无奈，李学勤跟马雍商
量，在没有任何依据的情况下做了解释：“门”字
里面一个“於”字，这个字念“è”，也可以读

“yān”。“商阉”是不是就是“商於”？商於就在陕
西商县。

当时把“阉”字牵强地理解成了“阏”字，一直
保留到现在。多年过去，李学勤对当时的解释耿
耿于怀。如果按“商阉”即“商於”来理解，好像“秦

（国将）不出商奄”，就是不出商於，就是不出陕西
省，这个也不符合史实。因为秦国的发展，不是从
这儿出来的，而是从函谷关（在河南省）出来的。
对于马王堆帛书里面的“商阉”，当时都不懂。不
光我们不懂，汉朝的人也不懂。因为传世的汉朝
刘向编纂的《战国策》里面，把这句话改了，改成
了“秦不出殽塞”，殽塞就是函谷关。

其实秦人是从商奄之地出来的，在马王堆帛
书里面就有了，可是当时不认识、不懂得、不承
认，这种状况一直到清华简的出土。清华简里介
绍，秦人为什么从商奄那边出来，“商奄之民”被
周公强制迁移到了甘肃天水的朱圉山一带。

李学勤教授指出，如果没有充分的证据，我
们不能够论证秦人起源于东方还是西方，而现在
我们有比较充分的证据证明秦人确实是从商奄
起源的。这一点来看，它的影响是很大的，对于我
们怎么认识秦人文化的起源，为什么秦人的文化
在某些点上有周人的传统文化因素，它和更早的
商人的文化、和东夷的文化之间有什么样的关

系，这些问题就是今后需要探索的一个重要方
面。

李学勤教授重新给出“秦（国将）不出商奄”
新解，嬴姓始源商奄，那么商奄在什么地方呢？

商奄地望在鲁中山区

2008年7月清华大学收藏的一批战国竹简，
被称为“清华简”。清华简在秦之前就被埋入地
下，未经“焚书坑儒”影响，所以能够最大限度地
展现先秦古籍的原貌。

清华简《系年》的第三章，叙述了周武王死后
发现三监之乱，周成王伐商邑平叛：

飞(廉)东逃于商盍(葢)氏。成王伐商盍(葢)，
杀飞(廉)，西迁商盍(葢)之民于邾，以御奴之戎，
是秦先人。

“商盖”就是商奄，也就是《史记·周本纪》、
《书序》提及的周公多次讨伐的奄。奄为商人的旧
都，所以称为商奄。

一般学者都认为，奄或商奄在曲阜城东，主
要依据是《左传》“因商奄之民，命以伯禽，而封于
少皞之虚”。少昊之虚在曲阜，由此引出奄或商奄
原在曲阜的结论。其实这是误读《左传》。从《左
传·定公四年》可以看出，周王朝除赐予周公王家
礼器之外，还赐给他有技术特长的“殷民六族”

（条氏、徐氏、萧氏、索氏、长勺氏、尾勺氏）。这些
并非东方土著，而是从中原商都迁移过来。周室
要求六族头领在迁移过程中，“使帅其宗氏，辑其
分族，将其类丑。”意思是一定组织带领好，不能
有掉队和逃亡的。“商奄之民”则为东方土著。“因
商奄之民，命以伯禽。”因者，因袭，这里为就地之
意。意思是将原商奄的民众就地赐予伯禽当国
民，实际是当奴隶。《后汉书·郡国志》：“鲁国，古
奄国。”有学者据此认为，“商奄”大体相当于周代
的鲁国领土，所以“商奄之民”是一个很庞大的族
群，遍布后来的鲁国各地。李白凤先生正确指出，

“细读《左传》文，可知道把商奄的遗民划归伯禽
管辖，而不是指其地。”

《左传·昭公九年》:“及武王克商,蒲姑、商奄,
吾东土也。”其在东方、在山东境内是无疑的。东
汉郑玄曰：奄“在淮夷之北”。又《尚书·费誓》序
云：“鲁侯伯禽宅曲阜，徐、夷并兴，东郊不开”，夷
即淮夷，在曲阜城东。可见奄当在曲阜城东北方，
包括莱芜在内的鲁中山区。

《韩非子·说林上》载：“周公旦已胜殷，将攻
商盖（奄），辛公甲曰：‘大难攻，小易服，不如服众
小以劫大’。乃攻九夷而商盖服矣。”由此可知，奄
不在包括曲阜在内的九夷之列，而且大而难攻，
可能就在群山叠嶂的鲁中山区。

在鲁中山区古今地名中，有许多地名与奄国
相关。如“弇中”（今博山）、掩的（村名，本为奄地，
在淄博市博山区）、盖邑（古邑名，在沂源县）、牟
奄（村名，在沂源、莱芜交界处，属沂源县）等。

取虑国青铜爵现嬴城的玄机

1975年春，莱芜市莱城区羊里镇城子县村少
年朱丛山在嬴城故址东北角玩耍时，偶然发现了
一组青铜器，觚、斝、爵各一件，其中一件为青铜
爵。该器物长流，有两较矮菌状柱立于口沿，柱顶
有涡纹，敛腹，弧形底，三棱尖状足。腹部饰有饕
餮纹，并衬以云雷纹，通高19 . 5厘米，壁厚约0 . 5厘
米。其鋬的内侧铸有一“取”字铭文，现收藏于莱
芜市文物局。

历史学家、古文字学家徐中舒先生认为，
“取”即《汉志》徐地之取虑也。该青铜器铭文为族
氏铭文，应为古取虑国的器物。

嬴城遗址出土的三件青铜器均为酒具。其中
斝为温酒器，爵和觚为饮酒器。青铜爵质地厚重，
且其流部有两个菌状柱，对于饮酒者来说，并不
实用，应为礼器。也就是说，取虑部族的人曾经在
嬴城遗址搞祭祀活动。

《中国古今地名大辞典》：取虑，在今江苏省徐
州市睢宁县西南。取虑国青铜爵为何出现在嬴城？

嬴，作为少昊、夏禹指定继承人伯益的姓氏，
曾拥有众多古国，分衍出若干姓氏。如徐、郯、莒、

终黎、运奄、菟裘、将梁、黄、江、赵、秦等。取虑为嬴
姓古国之一。《路史·国名纪·少昊后嬴姓国》关于
取虑的记述：“徐之分，汉属临淮，故下邳西南有取
虑故城。”周成王在平定了诸多嬴姓国和武庚的叛
乱之后，将嬴人驱逐出了嬴地：将嬴姓大国商奄的
国君迁徙到了齐国的薄姑之地；一部分嬴民迁到
了鲁国、徐国等地；另一部分商奄之民，这里包括
蜚廉的孙子女防，被周人远徙到了甘陕一带，为周
人保卫西部边陲。迁于徐国的这部分嬴姓后裔，被
周人打败后，被周兵割下左耳向上司邀战功，被驱
逐到徐国。根据身体特点，被名为“取虑”。

被迫迁往外地的嬴姓后裔，多有思念故土情
节。如已发掘的秦人墓葬，大部分面向东方。这一
葬式特点，越早期越明显。这是因为东方是秦人
祖先繁衍生息的地方，他们对东方的祖籍地怀有
特殊的感情，然山高水长，又强敌林立，难以“叶
落归根”，因而采用朝向东方的葬式，以示不忘根
本。取虑人在离故土200公里之外的地方安顿下
来之后，不免会有思念故土的思想，那里有养育
自己的热土，有长眠于斯的先人，此时带上有代
表本族的青铜爵、青铜斝等酒具，去嬴城祭奠故
土先人，应在情理之中。从而证明莱芜就是嬴秦
始源地。

■ 海岱一方

秦朝存在的时间虽然不长，但是它作为我国历史上第一个统一王朝，对后世产生了极其深远的影响。长久以来，秦人从从哪里来，

其文化具有怎样的历史背景等，学术界始终莫衷一是。

秦氏嬴姓始源东方添新证

徐志摩 沈从文

出土的青铜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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