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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司空村是殷墟遗址的重要组
＾
￣

口^

成部分 ， 与殷墟小屯宫殿宗庙区隔＾Ａ
河相望 。 在大司空村南地和东南地 洹

ｙ

（ 主要是豫北纱厂 ） ， 曾发掘过殷 ＼ｆ
花园庄

＼

韩王度

Ｕ

北
ｕ／

代铸铜作坊
１

丨

丨

、 制骨作坊
丨

２
丨

、 大规模 家庄
ａ

Ｖ
／

广

＼商
ｙ

的夯土建筑基址群以及数千座殷商／城
｜

墓葬 ｜

３
１

，
表明大司空南地和东南 ｉ也 」恭／

丨＼

是商人频繁活动的区域 。 为配合安

阳市殷都区北蒙办事处大司空村的丨？路
＼郭 家湾）

新农村改造 ， 中 国社会科学院考古

研究所安阳工作队对改造区域进行＼园

丫抢救性基建发掘 。 本次发掘的Ｋ＾４＾１

域位于大司空村东地 ， 即传统殷墟 ＼ｆｎｌＩ
＾

Ｉ Ｊ￣￣ １ １°／ ｌ
ｌ

ＷＴ

龇的东北部边缘地带 ， 向北距洹４
一Ｗ

新发现商代道路

北商城南壕约２００米
， 位于传统殷墟戚 家庄

一＿ 殷墟范围

与洹北商城的交界处 （ 图一 ） 。丨 ！ＪＣＴ

发掘区 自 南向北分为 丨 、 ｎ
、
图一 安阳大司空东地发掘地点位置示意图

？

 ５ ２ （总 １ ３ ７
２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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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２０ １ ５年的 发掘

北４ ？ ６层 ） 。 下面分别以 Ｉ 区 Ｔ ２
、
Ｔ４

、
Ｔ６

、

１


１＼Ｔ８和Ｔ １０的北壁剖面 ，
ＩＩ区Ｔ ｌ

、
Ｔ３ 、 Ｔ５ 、

Ｔ７

ＭＥＴ １Ｔ３＼的南壁剖 面 ，
以及 ＨＩ 区 Ｔ ｌ

、
Ｔ２的西壁剖面

Ｓ
—１为例说明如下 。

２０ １４
－

２０ １５年发掘 区（

一

） Ｉ区 Ｔ２
、
Ｔ４

、
Ｔ６

、
Ｔ ８和Ｔ １ ０北壁

剖面 （ 图六 ）

第 １层
：
现代扰土层 。 黄灰土 ， 杂质较

２沉 ４
￣

２０ １ ５

＾

发掘 区多
， 厚 ０ ． ３￣０ ． ６米 。 该层下叠压 １条近代战壕

Ｔ２ ＩＴ４ＩＴ６

｜

ｔｂ
｜和 ８座明清墓 。

＾第 ２层 ： 分布较广 。 黄土 ， 较纯净 ， 厚
Ｕ １ａＴ １Ｔ３Ｔ５

｜〇 ． ２５
￣

０ ＿４米。 该层下叠压 Ｌ２
、

７座宋元墓和

１０座唐墓 。 Ｌ２呈南北走向 ，
出探方后折向西

北进人 ＩＩ Ｔ １西南隅 。 该层时代应不早于宋元

时期 。

第 ３层
： 所有探方普遍分布 。 黄土 ，

土

２０ １ ２ ￣ ２０１ ３年发掘区质纯净 、 致密 ， 厚 ０ ．３ 
￣

１ ．２米 。 时代应不早

｜于北朝时期 。

Ｔ２Ｔ４Ｔ６Ｔ８Ｔ １０

 第 ４层
： 分布较 广 。 黄灰 土 ， 土 质较

ＴＫＴ

Ｔ１Ｔ３Ｔ５Ｔ７？硬 ， 厚０ ． ２ ？

１ ． １米 。 出 土殷墟第 四期 的 陶

Ｉ Ｉ鬲 、 罐 、
簋等残片 。 该层下叠压的数座商代

？ ， …
，

＼
味灰坑 ， 均属殷墟第四期 。 可证该层时代应不

图二 探方分布图早于殷墟第四期 。

１Ｄ三区 。 ２０ １ ２年冬至２０ １ ３年春发掘 Ｉ 区
，
揭第５层 ： 分布在东部探方 内 。 灰褐土 ，

露约 １ ０００平方米 ；

２０ １ ４年９月 至２０ １５年２月 发土质较松软 ， 厚０ ． １ ５ ￣０ ． ６米 。 出土较多商代

掘 ｎ
、
ｎ 区

， 清理 ７ ５ ０平方米 。 共布设 １ 〇陶片 。 该层下叠压７座商墓 ， 均南北向 ， 东

米 ｘ１ ０米探方 １ ０个 ，
１０米 ｘ８米探方 ５个 ，

１ ０西成排
，
时代均属殷墟第四期 。 可证该层时

米 ｘ５米的探方４个 ，
８米 ｘ５米和 ５米 ｘ５米探代属殷墟第四期 。

方各 １个 。 共清理商代房址４处 、 灰坑和窖穴第 ６层 ： 仅分布在西侧 ２个探方 内 。 黄

９２个 、 水井４眼 、 墓葬２９座 、 道路１条 ， 其他时灰土
，
土质较硬 ， 厚 ０ ．２５￣０

．
６米 。 包含物较

期 （ 如唐 、 宋 、 元 、 明 、 清 ） 墓葬３６座 、 道路少。 其下叠压数座商代灰坑 。 时代应属殷墟

３条 （ 图二
；
图三

；
图 四 ；

图五 ） 。 本文仅报第三 、 四期 。

道商代遗存 ，
其他时期遗存将另文报道 。（二 ） １１ 区１

＇

１
、
丁 ３

、
丁５ 、

１７南壁剖面 （ 图

七 ）

一

、 地层堆积情况第 １层
： 现代扰土层。 黄灰土 ，

厚０．３ 
￣

１ ．６

由 于发掘区域位 于传统殷墟与洹北商米 。 该层下叠压 ２座清墓和 １ 条晚期淤土沟

城之间的交界地带 ， 地层关系相对较简单 。（ Ｇ ｌ ）
，
Ｇ１下叠压 １座北朝墓葬 （ Ｍ４６ ） 。

主要分为三大层 ： 最上层为现代扰土层 ， 中第２层 ： 黄土 ，
土质致密 、 较纯净 ， 厚

间为魏晋至唐宋 、 元明时期的堆积层 （ 包括０ ．４
￣

０ ．９米 。 其下叠压 １条道路 （ Ｌ２ ） 。 该层

第２ 、 ３层 ）
，
最下层为殷商文化层 （包括第的时代应不早于宋元时期 。

？

５３ （
总 １ ３７３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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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３层 ： 黄土 ， 质地

｜纯净 、 较硬 ， 厚０ ． ２￣０ ． ７

，｜ ．广

一

二１米 。 可分为两小层 。 第 ３Ａ

ｔ二
一一

３ 层普遍分布 ， 第 ３Ｂ层仅发

＾现于 ＩＩ Ｔ １ 内 。 第３Ａ层下叠



＾
 Ｉ

：

压的遗迹有Ｆ Ｉ
、
Ｆ２

，
以及

Ｈ ２ ２
、 Ｊ

４等商代灰坑 （ 或

ｇ
＇

（ＪＪ
ｌＩｌ窖穴 ） 和水井 ，

Ｆ２下叠压

Ｆ３
、
Ｆ４和部分商概坑 。 该

５ｆ

一＾

（§
￡层时代应不早于殷墟第四期

ＪＱ考偏晚阶段 ’ 结合周围发掘情

＼２２
２

１况判断 ， 该层可能属北朝时

Ｉ


ｘ

期堆积。

２第 ４层
： 仅分布在东

Ｓ
Ｓ ＼

ｓ＾ｃ
■部两排探方内 。 灰土 ，

土

！芸
’

ｖ： － ．

．

．

，

＇

０．

． …

、 ： 祖
质较硬 ，

局部经穷打 ，
厚

Ｓ／Ｃｐ
－

｜
０ ． ２￣０ ．５

米 。 层表有若干

ｙ＾ｓ

｜
丨

． ．

ｃ

＿

私 分布无规律的柱础 ， 应是

Ｉ￡￣

。

＿Ｆ ２使用时期 留 下的 。 其下

習
叠压 的遗迹有 ９座商代墓

ｃｓ

ｓＩ 葬和
一批商代灰坑 （或窖

Ｖｘ＾
）

）＾
－

：Ｓ 穴 ） 、 水井等 ， 其中最早

Ｔｌ

＇ ＊

：

塞 二
的属殷墟第

一

期晚段 ，
最

－

ｐ｜
＠ 晚的属殷墟第四期 ，

以第

－

一＇

Ｎ□二 、 三期居多 。 可证该层

＼
｜
Ａ￡ＪＸＩ，

属殷墟第四期 。

Ｘ＝＾
－２

｜雲
」第 ５层 ： 仅分布在西

：
丢

^
Ｘ－

ｒ
－＾＝３ｉ

．§ｆｔ侧探方内 。 灰土 ，
土质较

Ｓ＿＿
＾＾

，

，ｈＭ＾ｆ

＊
松软 ， 最厚 ０． ９ ５米 。 包含

］
＇

－


－

■

■

＇

；

１

＾

ｓ

丨陶 片 较多 。 其 下 叠压 商

？ｙ ：
ｘ

．

： ：
：ｊ

ｙｐｆＩ 代灰 坑 （ 或窖 穴 ） ，
如

—

乂 …


？

——一 ’－

ＩｎＨ４０
、
Ｈ４４等 。 时代属殷

ｓ；： 墟第二期 。

ａ＾＾ｒＪ
ｓ艇

苎（ 三 ） ｉｎ区 ｔ ｉ
、
ｔ２西

Ｉ壁剖面 （ 图八 ）

＾＼Ｅ 军第 １层 ： 现代耕土层 。

ｘ＼黄灰土 ， 厚０ ．３ ？ ０．５米。

－＼－第 ２层 ： 黄土
，
土质纯

净 ， 厚０ ．２￣０ ．３５米 。 其下叠

？

５４ （总 １３７４）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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压的遗迹有 Ｌ １

＿厂
＇

、和Ｍ ４０等 。 时代
＂

ＴＴ
￣ １

 Ｉ
、 

、

＾＾
＿

？

一丨

等 ！应不早于宋兀

Ｚ

？

、—Ｉ
－
’

卜时期 。

°

第 ３层
：

￥ｉ啼所有探方普遍

＾ｊ
－

／

ａ ， ＾分布 。 黄土 ，

土质纯净 、 细

，Ｐｓ

ｓ

ｊｙｉ／ｗ
ｓ的遗迹郁２

、

Ｊ；

｜Ｎ
（

ｉ
ｊ
Ｊ、

’

！
＇

▲」
．朝时期 。

至Ｊ

－

、 １

目

＂〇ｔ ： 繫 －

ｊ第
４

层 ：

懷 ：

ｐ＝
？＾Ｃ＾Ｓｒ

ｆｆｔＹ ：

Ｊｉ
＝

可分为

ｉ，ｉ
－

：邏
、

２°Ａ －
第从层 ：

ｉ
｜）〈 、

讓

、

Ｌ— 戸 土 色 较 第 ４ Ｂ

〇ＢＪ＂
＂
＂＂

ｇ： ｉ

＝ 层略浅
， 厚 ０ ． ５

：
＝

／（ＩＩｅ ｓ米 。

ｃＡ ｄ）ｆｅ ｒ
？
ｇｓ

Ｅ

±^
ｙｘ

＾｜Ｈ０ ． ３ ５
米 。 该层

＜Ｊ
＇

：

＾

：
ｔ ： ｉ ：（

ｒＨｙ
ｇ ＼／Ｓ；

 ＩｌＪ

Ｍ

，
＼＼／ ：

Ｈ銮？有Ｍ ５ ８
？ ６０

：

Ｖ
＊

／￡＾＂

＂

ａ］ ｊ第４Ｃ
层 ：

１ ；

＂

＾
：

ｘ＾土色较深
，
厚

＞１ｎ
较少 。 该层下

ＶＪ／｜
￣

％＾叠压

Ｌ４
、
Ｈ ６２

／ ＼
＇

＇

、

：

萑 棒等 遗 迹 ，

Ｌ ４

ＴＶ
｜

￣
￣

＾丨… Ｉ

「 Ｔ叠压Ｍ ６５ 、

ｓＪ｜）Ｌｌ／－
＾
ｍｍ

， ９ ６等遗


Ａ

Ｘ

Ｊｙ
Ｔ
ａ；迹。 时代均属

ｓ




（／＼／ｐ殷墟第四期 。

？

５５（总 １ ３７５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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Ｔ２２ ０００年郭家湾发现的道

Ｇ３

一
—／ ．／＿：ｆ路相接 ，

还需今后考古

１作证实 。 综合来看 ，

Ｌ４向西通往侯家庄方向 ，

Ｍ３ ６
１
可能与西北冈 的王陵区

鬥
’

、
：

：

－

＇

、１有关
；
小司空村东向北

Ｊ Ｔｈ９３＼Ｈ９５
？

＇ 順ｕ／

—
＾

（

折 出 的支路 ， 则沿恒北
＇

＇

Ｃ
］Ｍ４４商城西墙 向北延伸 。

？

十

－

ＬＩ
＇

ＵＬ４被第 ４Ａ
、

４ Ｂ和
ｍ５

％２ｒＪ＿４ ｃ层所叠压
， 其下打破

Ｕ 、

、或叠压 

Ｈ ９ ３ ￣ ９ ６
和

Ｍ ６ ５

、

、

夂Ｕ、

、，
…

等 。 第 ４ Ａ
、
４Ｂ和 ４Ｃ层

均为黑灰黏土层 ’ 在殷

— 墟遗址分布较广 ， 时代

ｔ ｉｉ

ｆＨ ６ １
均为殷墟第四期偏晚阶

Ｐ｜段 ， 表明 Ｌ４的年代下限

： 钻探諷 未发掘？ … ？
米应不晚于殷墟第四期偏

＾


晚 ； 其下叠压的遗迹 以
图

二
商代遗迹范＿＿晚期遗迹細线腿为最晚 ， 属殷墟第

例 — 灰坑 □ 盗沟 □墓葬 」 沟 道路四期 ｓ 这说明该区域的

图五 Ｉ ＩＩ 区Ｔ １
￣

３遗迹分布平面图Ｌ４使用时间大致为殷墟

一
第四期 ； 当然也不排除
一

、

Ｌ４使用时间较长 ， 在殷墟第四期时才扩建至

因地层堆积相对较薄 ， 与生活居住址相此区域的可能性。

关的遗存较少 。 主要有房基 、 灰坑 、 灰沟 、 （二 ） 房基

窖穴 、 水井 、
道路等 。共４座 （ Ｆ １￣ ４

） 。 其 中 ，
Ｆ １和 Ｆ２为地面

（

一

） 道路夯土建筑 ， 因被严重破坏 ，
柱网 、 结构均不

１条 （
Ｌ４ ） 。 分布于 ＩＩＩ Ｔ２

、
Ｋ［
Ｔ３内 ， 其清楚 。 Ｆ １仅残存

一

片不规则 的夯土 ， 面积不

余部分延伸至发掘区外 。 西北至东南向 ， 方到 ２０平方米 。 Ｆ２仅余基槽部分 ， 平面呈东西

向 １ ０ ８度 。 已清理部分东西长 ２０米 以上 ， 宽向长方形
，
夯土面上残存若干分布无规律的

不少于 １ ５米 。 路面由碎陶片 、 碎骨头和小石柱础 。 Ｆ３叠压在Ｆ２下 ， 仅存
一

块不到 １ ０平方

子铺垫 ， 因长期辗压路面较坚硬 。 沿道路的米的不规则夯土
，
夯土中部有一柱础 。 从层

方向有四条车辙 ， 辙距约 Ｉ ．５米 （ 图九 ） 。位关系判断 ， Ｆ １￣３均属殷墟第 四期 。 Ｆ３下

据勘探 ，
Ｌ４向 西沿东南至西北方向 ，叠压的 Ｆ４为半地穴式建筑 ， 保存较完整 。

穿过大司空村北 ，
继续 向小司空村北延伸 。Ｆ４ 位于 ＩＩ Ｔ ５西南部 ， 南侧少部分延

目前探明的 Ｌ４东西延伸已达 １ ５００余米 ， 在小伸至 ＩＩ Ｔ５南壁外 。 已发掘部分平面呈圆角方

司空村东 向北折拐出一条分支 ，
北拐部分已形 ， 直壁

，
平底

，
东西长 ５ ． ７ 、 南北发掘宽

达 ８〇 ０余米 （ 见图一 ） 。 向东被京广铁路 、２ ． ２
、 深０ ．７

￣

０ ．９米 ， 底部有明显的长期踩踏

１ ０７国道和航校机场占压 ， 无法探寻 ， 是否与痕迹 。 经钻探
，
Ｆ４向南延伸 １ ．２米 。 房基中部

？

５ ６ （
总１ ３ ７６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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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２ ０ １ ５年的 发掘

＾因叠压的窖穴Ｈ７７塌陷而下凹 。

Ｎ

ｒｎ
＾
ｒｉ

ｙ
ｉ ｉ

＾

＾该房基的建筑较特殊 ， 在底部大

一

二ＩＶ垫纯净的黄料礓土 ， 仅在西部保

Ｔ
＇

、
寸

＂

＾留生土 ， 该铺垫层可能与其底部
Ｍ

 １＾叠压的Ｈ７７有关 ，
也不排除

Ｉ＾
丨 孕特殊功能 （ 图

一〇
） 。

｜１Ｆ４ 内 填黄灰土 ，
土质较松

＇ＰｉＪＶ＼软 。 出 土陶片 较少 ，
可辨器形

２２＾

Ｉ ？

ｊ有 局 、 Ｓ 、 罐等 。 在近底部有
＂

ｉ
＇一具人骨 ， 其下铺草垫 ， 其上

＊ｈＨ覆盖草席 。 人骨为身高约 １米的

＿
＂

ｊ＋孩童 ，
骨骼保存 良好 。

＾
｜爯ＩＦ４被 Ｆ３叠压

，
并被 Ｈ ４６ 和

，
，

．｜ ２去 Ｈ４ ８打破 ， 其下叠压Ｈ ７７
， 并打

ｃ 」

＊ ＋
１茱 ＩＳ

＾

破Ｈ ８ ５ 。 Ｆ３属殷墟第四期 ，
Ｈ７７

ｇ
Ｗ音

孩
 ｜

）Ｉ Ｓ 和Ｈ８５均属殷墟第二期 ， 结合 Ｆ４

＾

義 ＝／填土 中所 出 陶 鬲 、 曾瓦和 罐残片

－＜

 （
＂

的形制 ，
判断 Ｆ４的时代应为殷

｜ ｜ ｜
＿

＾ 墟第二期偏晚阶段。

＾｜

寸

＇

爿＿
＇

（ 三 ） 灰坑 （ 或窖穴 ）

５＝
ｆ １＼ｈ

。」共９ ２个。 除不规则形外 ，

＼＾以 圆形为主 ， 少见方形者 ； 圆

＾
ｖ
—

＾
一

２２
Ｉ

ｓ

＼＼ ）形坑多为直壁 、 平底 ，
部分为

＂

Ｉ／｜
虔？勢

函
Ｉ 袋状 、 平底 。

ＪｉＵ Ｆ ／
－

Ｏ Ｊ
－

Ｈ ２ ２ 圆形袋状坑 。 位于

Ｓ—＾
｜＼

（ｊＴＩ Ｔ ３东北角 ， 部分延伸人东隔

＾＾ＲＡ梁 。 叠 压于第 ４层下 。
口 小底



ｉ

！（大
，
坑壁略 向外斜 ，

底部平整 ，

一广ＩＭ ＼

）口距地表 】
． ３ ５

、
口径 １ ． ９

、 底径

２ ）２ ．２
、
深 １ ．７米 。 坑内填灰黑土 ， 土

＂

〇＿质较松软 。 出土陶片较多 ， 可辨

１

＾
１ｔ器形有罐 、 鬲 、 簋 、 盆等 。 时代

－

＼Ｖ
ｐ为殷墟第四期晚段 （ 图

一一

） 。

Ｉ＾Ｈ７８ 长方形竖井式窖穴 。

§位于 ＩＩ Ｔ ３西南部 。 叠压于Ｈ ２ ３

＝

下 。 整体呈 口 大底小状 ，
口平面

ｐ｜…

—

Ｉ５＾
－近长方形 ，

口距地表 １ ． ９ 、 东西
＾
长 １ ． ８４

、 南北宽 １ ． １ 、 深８ ．７米 。

？

５７  （总 １ ３ ７７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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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
ＩＴ １ Ｉ Ｔ２北

＾ ＾
１
－＾￣ ——

３盗洞、
、Ｍ４０３

Ｈ６２〉
７Ｍ ５ ９Ｖ ＇

￣

￣

［ ＇４

Ｘ
＾＿

＿
ｙＩ

Ｈ ９３（

０ ＿丨
米

图八 ＨＩ 区Ｔ １ ，Ｔ２西壁剖面图

１
．黄灰土 ２ ． 黄土 ３ ． 黄土４ ＿４

、 ４８ 、
４ （ ： ． 黑灰黏土

■向 内 倾斜 ， 献壁上有并排的

两行脚窝 ， 綱 １ ４个 、 北壁 １ ５个 。

＼南排第
一个脚窝距 丨」约０ ． ６米

，
村

Ｉ

侧麵ｇ ．２摘 ，

高０ ． 丨 ６ ￣ ０ ．２
、 进深０ ． 丨

￣ ０ ．
丨 ６米

；
最

下 ｌ
ｉ

ｊ 的脚窝距底约 １ ． 丨米 北排第

＿－个脚窝距 口约 ０ ．２米 ， 其他特征

ｇｉ？＇
．

丨 丨

：響 与南賴窝相似 坑底 为东 西长

Ｈ｜
１ ． １ ２

、
南北宽０ ． ７米的长方形尖底

坑 。 填土共分 层 第 １ 层为灰黑

＇ －

＂

＊３１土
，

土质松软 ， 厚约 ３ ． ８米 。 包含

图九 Ｌ４ （ 西４东 ）陶片较多 ，
器形有罐 、 鬲 、 盆等 ，

以及骨器 和牙 、 蚌制 品 。 第 ２层

—

，


ｒ

＾ 为灰褐土 ， 土质较松软 ’ 厚约 ２ ． ７

；

米 。 出 土 陶片较少 ， 器形有罐 、

Ｌ
 Ｉ鬲 、 盆等 ＾ 第 ３层 为黄 沙土与灰

＾＾３土 ， 土质较硬 ， 厚约２ ． ２米 。 出有

Ｉ少许陶罐残片 （ 图一二 ） 。 Ｈ７ ８近

＼
＿

一

一

么

底部未见 出水痕迹 和水井特有 的

ｆ水位线 ， 由 此判断 ， 其应为具有

飞冷藏功能 的窖穴 ， 而非水井 。 时

｜，代为殷墟第二期晚段 。

与Ｈ７８相同的深井式窖穴 ’
在

ｎ 区还有 Ｈ ８ ８
、
Ｈ ７６

：
从 出土遗物

Ｈ７ ７和层位关系判断 ， Ｈ ８８和Ｈ７６亦属

°
■ … ， ！

米殷墟第二期晚段 。

图
一〇 Ｆ４平面 、 剖视图此外 ， 在 Ｕ Ｔ ６内发现两个规

？

 ５８（总 １ ３７８ ）

．



中 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安阳工 作队 ： 河南安 阳 市大司空村 东地商代 遗存２ 〇 丨 ２
？

２ ０ １ ５年 的发掘

＿
廣— Ｈ２２平 、 剖面图ｉ ｐＩ＾１

ｍｍ±

ｆ
模较小的小坑 （

Ｈ７４
、
Ｈ７５ ） 。 坑□平

禮


ｐＩ Ｉ Ｉ夢
面近圆形 ，

圜底 。 两坑内各竖立＿
魏 ，ｐ｜４ ＾

１

底陶瓮 （
坑口直径仅能容纳陶瓮 ） ａＩ冬｜

＇

￣

￣

１

（ 四 ） 水井｜＿＿
＊锈土

夢
共４眼 。 其 中 Ｊ４位于 Ｄ Ｔ ８的东北

ｉＩＩＩ

角 ， 因东距京广铁路太近 ， 考虑到安

全问题 ， 下探２ ．５米后放弃清理 。 其余 ＜

？ ． ■ … ！

米°
． ， … ！

米°
！

米

３眼水井 皆清理到底 。 据井 口形态
， 图一二 Ｈ７ ８图一＜ Ｊ ２图一四 Ｊ ３

可分两类 。平 、 剖面图平 、 剖面图平 、 剖面图

Ａ类 ： 井 口呈弧边长方形 。 １ 眼 （ Ｊ２ ）０位于 Ｈ Ｔ５东北隅 。 整体呈 口大底小

位于 ＩＩ Ｔ３ 中部 。 井壁 向 内斜 ，
口距地表 １ ． ６５

、状 ， 井 口平面呈椭 圆形
，

口距地表３ ．６
、 东西

深８ ．３米
，
井 口长２ ． ３

、 宽 １ ．７米
，
井底长 １ ．３ 、长轴 １ ．９２ 、 南北短轴 １ ． ６

、 深９ ． １米 ｃ ■

井壁向 内

宽０ ．６６米 。 水位线 ｜

４
】位于井 口 以下４ ．７ 

￣

５ ． ９米之倾斜 ，
底部为直径约 １ ． ２米的平底坑 。 水位线

间 。 填土为灰黑土 ，
土质较松软 ，

出土大量位于井 口 以下４ ．９
￣

６ ． １ 米之间
， 该处井壁外

罐 、 鬲 、 簋 、 盆、 瓮等陶器残片 ，

以及无字 卜扩约 ０ ．２米 （ 图
一

四 ） 。 填土可分四层 。 第 １

骨和锥 、 镞等骨器 （ 图
一三 ） 。 时代为殷墟第层为灰黑土 ，

土质松软 ，
厚约 ２ ． ６米 。 内含

三期晚段。陶片较多
，
器形有罐 、 鬲 、 簋 、 甑 、 盆等 ，

Ｂ类 ： 井 口呈圆形或椭圆形 。 ３眼 （ ｊ ｌ 、多为泥质灰 陶 。 第 ２层为浅灰土 ， 土质较松

ｊ３和Ｊ４ ） 。软 ，
厚约 ２ ．７米 。 陶片较少 ， 器形有罐 、 鬲 、

？

５ ９ （总１ ３７９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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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底部绳纹被抹平。 口径 １ １ ．３
、 底径 １ ２ ．５

、 高２３ ．３

（ ｍ ｍ
１３

｜
共２９座商代墓葬 。 其中除 １座为孩童瓮棺

Ｊ
￣

葬 （ Ｍ３９
） 夕卜 ， 其余均为小型土坑竖穴墓 。 南

／＾細 ９座 ， 东卿＿ 。 墓味細 ．８
￣

２ ．５

ＩＭｆＶ＾
米之间 ， 宽不超 丨 ． ２米 ，

、

深多在 卜 ２ ． ５粒

＼间
，

；Ｓ深３ ．３米 。 墓葬均保存完好 。 繊最力

〇 ＿ ＿ｉ厘米的墓葬为Ｍ４３
，
有铜器随葬 ； 其余墓葬规模普

图
一五 乃出

■

土陶 ｓｉ

＇

？ ／ｈ
，

１ 、 ２ 、 ４ ． Ａ型 ⑴ ： ８ 、 ６ 、 ９ ）３ ． Ｂ型 （ Ｊ ３
：７ ）组合。 下面着重介绍Ｍ４３和Ｍ６５ 。

盆等 。 第 ３层为黄料礓土
，
内含沙土

，
土质Ｍ４３ 位于 Ｕ Ｔ６东北隅 。 土坑竖穴墓 。

较硬
， 厚约 ２ ．３米 。 包含物较少 。 第４层为水南北向 ， 方 向 １ ９２度 。 墓口长２ ．５５

、 宽 １ ． １ ６
、

锈土 ，
土质略硬 ， 厚约 １ ． ５米 。 出土４件基本深３ ． ３米 （ 图一六 ） 。 填土为五花夯土 。 木

完整 的陶 罐 ，
按底部形制 的 差别 ， 分二型棺已朽 ，

棺长２ ． １ ５
、 宽０ ． ７

、 高０ ．４ ３米 。 墓主

（ 图
一

五 ） Ｓ Ｊ北

Ａ型
：

３件。 束颈 ，
圜底罐 。

门
——

泥质灰陶 ， 偶见夹细砂 ， 烧制火候Ｐ
ｊ

）



Ｘ］

较高 。 颈部以下均饰中细绳纹 。：
｜

／^
Ｊ３

：８
，
口沿稍残 。 圆鼓腹 。 腹

—

＇

「卞士
－ －

：
，Ｐ

部拍 印交错细绳纹 ， 底部绳 纹
＿

磨损殆尽 。 口径 １ １ ． １ 、 最大腹径＾
一

―—



１９ ．７ 、 高 ２２厘米 （ 图
一五

，
１） 。

Ｊ ３：６ ， 颈腹分界明显 ， 最大腹 ｜

径稍偏下 。 腹饰极细的竖绳纹
，

局部在竖绳纹上拍压交错细绳
＾

、


ｆｔ
２ ． ３５术 ｜

纹 。 口径 １ ３． ３ 、 最大腹径 １ ８ ．７
、 髙＾

Ｎ


ｐ
２０厘米 （ 图

一五
，

２ ） 。 Ｊ ３ ：９
，

方唇
， 折沿 ， 鼓腹 ，

最大腹径在

下腹部 。 腹肩以下拍压交错细绳

纹 。 口径 
１ ４．６ 、 駄腹径

１７ ．９
、 高

１６厘米 （ 图
一

五 ， ４ ） 。勝
ｂ型 ： １件 （ 乃 ： ７

）〇 平底？
丨 …

－

ｙ
厘米

罐 。 圆唇
， 侈 口

， 束颈 ， 鋪 ，

图
一

六 ■平 、 剖面图
肩 以下腹 内收 。 腹饰中绳纹

， 近１ ． 铜鼎 ２ ． 铜觚 ３ ． 铜 爵 ４ ． 陶鬲 ５ ． 陶罄 ６ ． 陶尊

．

６０（
总 １３８０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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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 ０ １ ５年 的发掘

人头南脚北 ，
已 朽成骨 —

５

＾ｎ
ｃ
２

ｎ．ｚ

粉 ， 仅采集牙齿 ， 性 别 ＾＝４＼／

不详 。 棺下有长方形腰１ 丨 Ｉ＼／

坑
，
长 １ ． ０ ７

、 宽 ０ ． ３４
、ＬＭＩＪＪＵ

深 ０ ．３米 。 腰坑 内有一殉Ｒ
ｒ

／＼Ｐ
ｉ

狗 ， 头北背 西 ， 与人 骨１

１＼
＼ｙＷ

＼

头 向相 反 （ 图
一七 ） 。ｕ＼

＼ｕｏｕＪ
＼

随 葬 品 位 于南端 棺 上
１３／ １Ａ

或二层 台 上 ， 有铜鼎 、 ＾
＂

７＼
５

觚 、 爵和陶鬲 、
．瘦

、 律各＼／卜二七＼Ｙ

－

ｆ：：：：！＼＾Ｌ
方唇 ， 折沿 ， 圆腹微鼓 ，

＾７

圜底 。 双耳立于 口沿上 ，ＪＪ〇 １０厘米 １１
０厘米

三足略外撇 ，
三足横断２

…

图一八 Ｍ４拙土遗物

面呈
“

Ｃ
”

字形 。 上腹饰 １ ． 铜爵 （
Ｍ４ ３ ： ３ ）２ ． 陶尊 （

Ｍ４３ ： ６ ）３ ． 铜鼎 （
Ｍ？ ：

１ ）４ ． 陶＃ （ Ｍ４３ ： ５
）５ ． 铜

两周 凸 弦纹和三个竖 向觚
（
Ｍ４３ ： ２ ）６ ． 陶 鬲 （

Ｍ？ ： ４ ）

凸棱。 腹部与三足对应位置有三道垂直范线双菌状柱近流 处 ，
流与尾均上翘 ， 桥形鎏 ，

直通足底 ， 底部范线呈三角形 ， 足 内残留橙三足外撇 。 腹饰三周 凸 弦纹 ， 柱 帽上饰 润

色范土
，
腹 、

底部有五处补铸 。
口径 １ ４ ．４

、纹 。 底部有两分范线 。 流尾间距 １ ４ ．８
、 通高

最大腹径 １ ３ ． ８ 、 高 １ ７ ．７厘米 ， 重％９克 （ 图１ ７ ．８厘米 ， 重４４３克 （ 图
一八

，
１

；
图二一 ） 。

—八
，

３
； 图

一九
）

。陶鬲 １件 （
Ｍ ４３ ： ４ ） 。 夹砂浅灰 陶 。 侈

铜觚 １件 （ Ｍ４３ ： ２
） 。 敞 口

，
方唇

， 中腰口
， 方唇 ， 折沿 ，

沿面有
一周 凹槽 ， 直腹

外鼓 ， 喇叭状圈足 。 下腹部有一周 凸弦纹 。微鼓 ， 分裆较高 ，
实足尖 。 腹饰绳纹 。 口

范线经打磨 。
口径 １ ３ ．６

、 圈 足径７ ．５
、 高 ２０／７厘

米 ， 重６ １ ８克 （ 图
－八

，
５

；
图二Ｏ） 。

铜爵 １件 （ Ｍ４ ３：３ ） 。 卵形腹较深 ，

 ．ｊ

一

＼ｌｆ ｉｊ
０５０厘米

１ｉｉｉ

ｉｉ

图
一七 Ｍ４３腰坑平 、 剖面图图

一九 铜鼎 （ Ｍ４３
：１

）

？

６１（总１ ３８１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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署＿Ｖ
Ｉｍ
＆ｆ４^

图二Ｏ铜觚 （ Ｍ４３：２）图二一 铜爵 （
ｎ Ｍ４３：

３）








＾
匕

径 
１ ９ ． ４

、 高 １ ８ ． ３厘米
［

＂＂

＂＂

＼

（ 图
一八

，
６ ）ｓ＾、

ｓＪ^ Ｚ；

方 唇 ， 短直领 ， 广折

肩 ，
斜腹内收 ， 平底 。

＾


１
＼

肩饰两周凹弦纹 ，
腹饰？ ， ， ． ． 声米

三 角划纹和竖绳纹 ，图＆二 Ｍ６５平面图

外 底 部拍 印 交错 绳
１ ． 降塥 ２ ． 陶

；
１

： ３ 、 ４． Ｗ

纹。 口径 １ ３ ．６
、
底径 １ ０ ．６ 、 高 ２ １

． ８厘米 （ 图陶鬲 １件 （ Ｍ６ ５：１ 〉 ｓ 夹砂灰黑陶 。

一八
，

４
）Ｄ侈 口

，
尖唇 ， 折沿近平 ， 束颈 ，

鼓肩
，
腹微

陶尊 １件 （Ｍ ４３ ： ６ ） 。 泥质灰陶 。 敞 口
，鼓 ， 瘪裆 。 腹饰绳纹 。 口 径 １ ４ ．４ 、 高 １ ２ ． ６厘

圆唇 ， 深直腹 ， 近底微鼓 ， 喇叭形高圈足 。米 （ 图二三 ，
１

； 图二四 ） 。

腹饰三周凸 弦纹 ９口径 ２２ ． ３
、 圈 足径 １ ２ ．３

、陶簋 １件 （ Ｍ ６５：２ ）Ｅ 泥质灰陶 。 已

髙２７厘米 （ 图
一

八
， 残 。 方唇 ， 侈 口

， 斜壁内 收 。 腹饰 数周 弦

Ｍ ６ ５ 叠压在 Ｌ４下 。 方 向 １ １ ０度 ３ 墓 口纹。 口径 １ ８ 、 残高 ７ ． ８厘米 （ 图二三
，

２
） 。

距地表 ２ ．

１ 、 长２ ． ３
、 宽０ ．７ ？ ０ ． ８４ 、 深０ ． ３米 。、

丘

无棺 ， 有 圆角 长方形腰坑 。 腰坑长 ０ ． ４
、 宽四 、 －口１

口

０ ． ２
、 深０． ０８米 。 墓主骨骼保存较好 ，

俯身直此发掘区位于殷墟遗址的东北边缘 ， 以

肢 ， 为成年女性 （ 图二二 ） 。 头端随葬陶前所做工作较少 。 通过发掘 ， 对该区域的商

鬲 、 簋各 １件
，
口含 １ 贝

，
右手握 １ 贝 。文化遗存有了 以下初步认识 。

？

６２
（
总 １３８２

）

？



中国社会科学 院考古研究所安阳 工 作队 ： 河南安阳市大司空村 东地商代遗存２０ １ ２
？

２０ １ ５年 的 发掘

＾


丨


－

？＾



件直立在地面 的大型 陶瓮 。 这些特殊遗迹的

ｆＭｍ＝＝／发现 ， 有助于判断该处邑聚遗址的性质 。

ＩＶｉｌｌ３ ． 在 ＨＩ 区发现的商代道路 Ｌ４
， 宽 丨 ５米左

２右 ， 东西延伸上千米 ， 且铺垫考究 ，
是 目前

？
ｉ

ｐ
厘米所发现的传统殷墟遗址最靠北部的

一

条主要道
１

图二三 Ｍ６ ５出 土陶器路 ， 为洹河北岸殷墟遗址的布局研究提供了重

Ｌ 鬲 （ Ｍ６５ ：１ ）２ ． ｉ（Ｍ ６５ ：２ ）要线索 。 该道路上所发现的车辙宽约 １ ．５米 ， 与

２００８年殷墟刘家庄北地所发现的车辙宽相同 ’

为探索商代用车问题提供了新的资料 。

４ ． 在２９座商代墓葬 中 ， 仅有 Ｍ４ ３属殷墟

第三１ 其余麵雛綱舰代者多数属

殷墟第酬 。 这种總与殷墟丽墓地相似 。

＾ ，卜这表明在殷墟第一期晚段或第二期早段 ， 殷墟

１遗址扩展到此区域 ， 在此区域形成邑聚 ， 到殷

墟第三 、 四期时 ，
人 口迅速增加 ：

５ ． 減代遗細空间分布看 ， 灰坑 、 窖

穴和水井等生活遗迹都分布在房基周 围 ， 同

图二四 陶 南 （ Ｍ６ ５：）时期 白勺墓葬＆都 围绕在 主±止附ｆｆｉ ， 并
＇

、

没有

明显的独立墓地 。 这种布局特征与 ２ ００４年大

１ ． 该区域商文化遗存相较殷墟核心区域而司空东地发掘区的情况基本
一

致
｜

７
］

。

言 ，
文化堆积较为简单 ａ 房基仅发现４处 ， 其执笔者 岳洪彬 岳占伟

中Ｆ ｌ
￣３被破坏严重 ，

Ｆ４为半地穴式房址 ， 建ＩＴ

筑方式较为考究 。 Ｆ ｌ
￣

３的时代均为殷墟第 四

期 ，

Ｆ４属殷墟第二期晚段。 房基周围发现的部 ［

１
］
杜正胜

二
李
＾
迪 ： 《大司空第二次发掘报告》 ，

分灰坑 、 窖穴和水井 ，
隨少数属殷墟第二期

历史语言研究所出版 ， 则年 。

．

、

早段 （ 如 ｐｒｏ
） 外

， 其余多属殷墟第二期晚段
ｍ 相社会科学 《殷

＾
发掘报告

２〇

［
３

］ 中 国 社会科 学院 考 古研 究所 ： 《 安 阳大 司

世纪 ８０年代曾 在该区域西侧 ｜为配合豫北纱厂
＇

空＿＿２００４＾Ｓｆｆｉｆｆｉ ）^） ，３ｔ＃ｊｄｉ？． ，２０ １４＾〇

家属院基建 ， 清理了上百座商墓 ，
时代多为

丨
４

丨

水位线是水井在长期使用过程 中水平面不断

殷墟第三 、
四期 １

５
１

； １９９５年安阳工作队为配合晃动 、 浸蚀井壁而形成 的特 殊现象 。 水位线

铁西房地产公司基建 ， 在该发掘区的东侧紧邻是不固定的 ， 它随着地下水位的丰枯变化而变

１ ０７国道还清理了 ２座商墓 ， 其中
一座为带

一条化 ， 依据水井水位线的变化曲线 ， 可考察该区

墓道的大墓 ，
时代均为殷墟第四期

｜

６
１

。 综合判域地下水位的变化 ， 进而考察该区域古代降雨

断 ，
此区域虽在传统殷墟的东北部边缘 ， 但仍量及气候的变化情况 。

属居址和墓葬齐全的
一个献邑聚 。ｍ 会科学＿＿究所安ｆｆｉ— 发―

１ 水井分布密集 ， 仅在 Ｄ 区就发现４眼水Ｋｑ

［
６

］
 ｜

口
Ｊ
［
５

］〇

井 ， 时代分属殷墟第二期至第四期 。 除水井ｆ
７

ｊ

夕卜 ， 还发现３座深井式窖Ｘ （ 深６ ？ ８米 ） 和 ２ （ 责任编辑 李 学 来 ）

？

６３（总 １ ３８３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