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新探索与新收获：近十年二里头
遗址田野考古概述

赵海涛

一、近年田野工作的基础、缘起与

目标、思路

二里头遗址自 1959 年发现以来 ，持续进行了 60

余次发掘 。 截止 2006 年 ，已发掘 4 万余平方米 ，获得

了一系列重要成果 ： 建立起了二里头文化四期的分

期框架 ；确认了遗址现存范围 ，找到遗址中部的井字

形主干道路系统 ，勾勒出城市布局的基本框架 ，发现

宫城城墙和官营手工业作坊区外的围墙 ， 发现了大

面积的夯土建筑基址群和大型宫殿建筑基址数座 ，

大型青铜铸造作坊 1 处 ，与制陶 、制骨 、制绿松石器

作坊有关的遗迹若干处 ， 与宗教祭祀有关的建筑遗

迹若干处 ，以及中小型墓葬 400 余座 ，包括出土成组

青铜礼器和玉器的墓葬 ， 获得包括大型绿松石龙形

器在内的铜器 、玉器 、绿松石器 、漆器 、陶器 、石器 、骨

器等万余件文物 。 作为中国古代文明与早期国家形

成期的大型都邑 ， 二里头遗址的重要学术地位得到

了学术界的公认 。

20 世纪 90 年代中期 ，随着各地考古学文化发展

谱系和年代序列的基本建立 ， 中国考古学的研究重

心逐渐转移到以人 、社会 、环境 、资源及其相互关系

为主要内容的社会考古领域 ， 聚落考古或聚落形态

研究是社会考古学的基本方法 。 井字形主干道路系

统和宫城城墙的发现和遗址布局框架的大致廓清 ，

即是在聚落 （城市 ）考古学理念指导下的收获 。 上述

一系列发现 ， 构建了二里头遗址主要功能分区和布

局的大致框架 ， 为总体把握二里头都邑规划布局的

特征 ，进而探索其社会结构等问题奠定了基础 。

同时 ，包括测年 、遥感 、地质 、地貌 、植物 、动物 、

人骨 、化学 、工艺技术等多个科技考古领域的研究人

员 ，依据考古学的研究思路 ，借用自然科学相关学科

的方法与技术 ， 投入对二里头遗址勘探 、 调查和采

样 ，对出土的大量遗物进行多种鉴定 、测试和分析 ，

结合研究对象各自的考古背景 、 长时间埋藏过程中

可能造成的影响 、 当时可能存在的人为作用等诸多

因素 ，开展探讨和研究 。 根据研究 ，二里头遗址二里

头文化的绝对年代大致为公元前 1750～公元前 1530

年 ；当时的气候温暖湿润 ，居民在土质肥沃 、距离邙

山不远 、濒临伊洛河的二级阶地上建立居住地 ；当时

人的健康状况似乎较好 ，可能存在人口流动的现象 ；

可持续发展的多品种的农业生产已经成为社会稳定

发展的基础 ，多品种的家畜饲养保证了肉食来源 ，可

能还存在从外地输入家养动物及对绵羊进行次级开

发的行为 ；当时的专业化分工明确 ，已经能够做到依

据石器的功能特征选择合适的石材制作石器 ； 陶器

制作的规模化生产进一步稳定 ， 出现专门用于礼制

或贵族专用的陶器生产部门 ； 获取制作铜器资源的

产业链已经形成 ， 制作铜器和玉器的专门性技术更

加完善 ，可以对那些产品进行规模化生产 ，这些产品

应该是为贵族专用的 ； 出现具备规范化特征的制骨

技术等①。科技考古研究在一定程度上为认识二里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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遗址各个时期的绝对年代 、自然环境特征 、人类自身

与体质相关的特征 、 人类的多种生存活动以及生产

行为特征等等 。

但是 ， 上述工作仅了解到二里头都邑聚落布局

的大致框架 ，仍需更细致的田野工作 、更紧密的多学

科合作 ， 更深入掌握遗址的遗存分布及其历时性变

化的更多细节 ，建立田野资料 GIS 系统 ，进一步了解

当时的环境 、人地关系 、技术水平 、社会及经济形态

等 。

基于上述情况 ，2010 年开始新一轮工作之初 ，我

们将田野工作的目标确定为 ： 继续探索二里头遗址

的地下遗存分布情况 ， 深入推进对二里头都邑聚落

的构成要素 、布局结构 、功能分区以及其形成和发展

的历时性变化过程的剖析 ；了解当时的环境 、人地关

系 、技术水平 、社会及经济形态等问题 ；整合历年钻

探 、发掘资料 ，建立二里头遗址考古 GIS 系统 。 为了

实现上述目标 ，我们确定工作思路为 ：切实贯彻多学

科合作 、社会考古学和文化遗产保护等理念 ，运用聚

落考古学的方法 ，注重遗存堆积过程的观察和复原 ，

系统钻探 、精细发掘 、全面记录 、精确测绘 、深入思

考 、综合分析 ，用最小限度的发掘 ，争取获得最多的

古代社会信息 ，最大限度地保护文化遗产 。

二、工作方法

2010 年 ， 为配合中华文明探源工程和二里头遗

址保护展示工程的开展 ， 我们开始了新一轮田野工

作 。 课题实施过程广泛采用多学科合

作 ，与自然科学 、技术方面的专家的合

作贯穿发掘课题设计 、 实施的整个过

程中 。

为了全面了解地下遗存情况 ，我

们采用全覆盖式系统钻探 。 一般情况

下 ，按照 1.5 米间隔的 “梅花 ”形布孔

法钻探 （之所以将探孔间距设置为 1.5

米 ， 是因为二里头文化墓葬宽度最多

1 米余 ），使用电子全站仪测绘每一探

孔的三维坐标 。钻探之前 ，打印好钻探

区域的大比例航拍图纸 ， 记录者在航

拍图纸上画出钻探出遗存的位置和轮

廓草图 ， 同时详细记录每个探孔的土

质 、土色 、包含物 、硬度 、密度 、性质

等 ，并对部分探孔土样拍照 、收集 ，以

便于后期对比和取样 ，最后绘制钻探平 、剖面图 ，建

立钻探 GIS 系统 。 为保护重要的文化遗存 ，对夯土类

遗存和墓葬仅钻到表面下 10 厘米左右 ， 确定土质 、

土色 、软硬程度 、包含物 、堆积性质之后 ，即停止向下

钻探 。

发掘工作注意按地面清理 ， 注意堆积的形成

过程和废弃过程 。 对大型夯土基址的发掘 ，一般清理

到叠压在其上的二里头文化层后 ，即暂停向下清理 ，

细刮平面 ，理清各遗存间的相互关系之后 ，整体和分

块详细拍照 ，精确测绘 ，制作数字三维模型 ，全面详

细记录 。 然后根据需要选择部分地段进行解剖 ，对解

剖沟内晚于夯土基址的遗迹进行清理 ， 以便获取基

址的时代 、结构等细节 。 对发现的一般灰坑 、墓葬等

遗迹进行解剖式发掘 。

发掘过程和记录比以往更多关注工作过程 、

目的和方法 ，工作过程中更多拍照 、多绘图 ，更加注

意对发掘过程 、清理过程 、资料提取过程 、测绘过程

的拍照 、记录 。 除了上述拍照之外 ，清理过程中每天

上 、下午上 、下班时均拍工作区域的平 、剖面照片 ，以

便更多地保留遗存的时间 、空间 、环境信息 ，更好地

提高发掘质量 。 全程使用电子全站仪进行测绘遗迹

和遗物 ，并与全面制作数字三维模型结合 。测绘采用

与国家地理坐标一致的遗址测绘系统 。 所有遗迹和

部分重要遗物发掘前 、中 、后均按照三维建模要求拍

照 ，之后制作三维数字模型 ，同时 ，设置多个控制点

测绘三维坐标 。拍照 、测绘后尽可能当天或第二天制

作出三维数字模型 ，并导出 、制作出遗迹线图 ，即时

二里头遗址平面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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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现场核对 、修改 、标注遗迹线图 。 所有的记录资料

都数字化并建立 GIS 系统 。

三、工作收获

本阶段的考古工作先从对宫殿区的系统钻探开

始 ，而后对宫殿区以东进行了系统勘探 。经过多个季

度的勘探和发掘 ，在宫殿区东北部发现巨型坑 ，宫殿

区东中部新揭露二里头文化早期的多进院落宫室建

筑――5 号基址 ， 在中心区的西南部新发现墙垣和

道路 。

宫殿区东北部发现的 1 号巨型坑 ， 东缘距宫城

东墙西缘 3～5 米 ，北缘距宫城北墙 4～6 米 。平面近似

圆角长方形 ，东西长约 66、南北宽约 33 米 ，总面积

约 2200 平方米 ， 深度一般为 4～4.6 米 ， 最深达 6.7

米 。 1 号巨型坑内存在从二里头文化第一期晚段到

四期晚段的连续堆积 。 二里头文化第二期遗存是坑

内的主要堆积 ，总厚度 1～3 米 ，发现有陶片铺垫的活

动面和道路 、祭品为猪的祭祀遗迹 、地面经过夯打并

用火烧烤的房址及灶 、 长期踩踏形成的坚硬路土面

等遗迹 。以猪为祭品的祭祀遗迹有多处 ，有的用猪某

一部位的骨骼 ，有的用完整的幼猪 ，其中一处主要由

3 具完整的幼猪和几块幼猪的下颌骨组成 。 3 具幼猪

摆放较为集中 ，均面朝左 、背向右侧身放置 ，其中 2

具猪骨相距较近 ， 头向南北相反 ， 一具头向接近正

南 、一具头向接近正北 ，年龄均为半岁左右 。 第四期

局部有密集铺垫陶片的路 。 巨型坑的多层堆积中间

可见到植物茎 、叶的腐烂痕迹 ，淤积痕迹 、水锈痕迹

也较多 ，表明其有较长时间被水浸泡 。 1 号巨型坑外

围近旁铺垫料姜石块 ，表明其是一处特殊的场所 。仅

对其解剖 30 余平方米 ，即发现 4 具摆放整齐 、姿势

一致的完整幼猪骨骼 ，1 处夯打坚硬 、建筑讲究的小

型房址 ，1 处陶片铺垫层 ，1 条铺垫陶片的道路及多

处踩踏坚硬的道路 ，表明挖土形成巨型坑后 ，曾进行

过祭祀 、居住等活动 ，而非一般的堆放垃圾的场所②。

其与偃师商城宫殿区的祭祀遗迹有一些共同之处 ：

均位于宫殿区北侧的专门场所 ，祭品主要是猪 。 1 号

巨型坑可能是二里头遗址宫殿区内一处专门用于祭

祀的场所 。

5 号基址位于二里头遗址宫殿区东中部 ，与其东

侧的 3 号基址并列 ，二者中间以通道和暗渠间隔 。总

面积超过 2700 平方米 ，坐北朝南 ，方向约为南偏东

4.5 度 。 自南向北由 4 进院落组成 ，分别编为 1～4 号

院 （南缘被一南北宽近 2 米的东西向东汉沟渠打破 ，

但沟渠以南未见同类夯土 ， 推测 5 号基址南缘即在

沟渠经过的区域 ）。每进院落包括主殿 、院内路土 ，各

进院落的主殿均为以窄墙间隔成不同房间的连间排

房 ， 每进院主殿的连间排房均自西向东编号 1、2、3

…室 ，南侧多有门道 ，第 2、3 号院的主殿北侧也有门

道 。台基以东 、以北 、以西有路土活动面 。在第 2～4 进

院落内共发现 3 排 5 座贵族墓葬 。 这些墓葬均打破

院内的夯土基址和使用时期的路土 ， 其上又被稍晚

的使用时期路土所叠压 ， 确证这些贵族墓葬是在 5

号基址使用时期埋入 ，之后基址继续使用 。 5 号基址

修建和使用均在二期 。

中心区西南部的墙垣和道路均位于作坊区以

西 。墙垣 （Q7）方向 355 度 ，与宫城西墙 （QW）大致平

行 ，位于后者延长线以西 17.5～20 米 。 墙体被破坏较

多 ， 经钻探知残存长度约 147 米 ， 复原长度约 228

米 。 墙体直接建在生土之上 ， 宽度不一 ， 最宽 1.46

米 。 残存厚度约 0.5 米 ，层厚多在 0.08～0.10 米 ，夯筑

质量较好 ， 尤其是最下层的 ， 隐约可见夯窝 ， 厚仅

0.06、0.08 米 。 始建年代不晚于二里头文化二期晚

段 ，废弃年代为四期晚段 。 道路见于墙垣 （Q7）东 、西

两侧 ，方向与 Q7 大体一致 。 受发掘面积所限 ，道路

的宽度尚不明确 。 东侧道路最宽处超过 24 米 ，路土

西侧斜压于 Q7 东侧边缘 ，东侧多直接叠压生土 ，路

土质量多较好 。 西侧道路宽度超过 5.5 米 ，实际宽度

尚不明确 ，偏上的路土质量较好 。东侧道路的年代可

能不早于二里头文化三期晚段 ， 西侧道路的年代不

早于三期早段 ，不晚于四期晚段③。

墙垣 Q7 东侧的道路与宫城城墙西侧的大道成

一直线 ，宽度 、年代基本相同 ，可能为宫殿区西侧道

路的南部延伸段 ， 而墙垣 Q7 可能是作坊区西侧另

一大型围垣设施的东垣 ,而非作坊区的西垣 。 理由如

下 ：1、 宫殿区外围的的早期道路系统早在宫城城墙

修建之前已出现并使用 ， 宫城城墙修建在早期道路

之上 ，宫城城墙建成之后 ，在城墙内外原道路上继续

铺垫 、踩踏形成使用时期的道路 ，因宫城城墙靠近早

期道路的内侧 ， 所以宫城城墙外侧的道路远远宽于

内侧 ，外侧道路的宽度在 10 余米至 20 米 ，内侧道路

的宽度仅 1 米左右 ，宫殿区外侧的四条道路均如此 。

作坊区东侧和北侧东段发现的二里头文化早期始建

并沿用至晚期的墙垣 Q5、 北侧晚期新建的的墙垣

Q3 及道路情况大致相同 ： 墙垣直接修建在生土之

上 ，内侧无道路 ，而外侧有较宽的道路 （即宫殿区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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侧的道路 LE、南侧的道路 LS）。 而墙垣 Q7 位于宫城

西墙延长线以西 20 米左右 ，其东侧即为与宫城城墙

西侧的大道成一直线 、最宽达 24 米的道路 ，因此 ，此

道路可能为宫殿区西侧道路的向南延伸段 ，墙垣 Q7

可能是作坊区西侧另一大型围垣设施的东垣 , 而非

作坊区的西垣 。

四、近年田野工作的意义

1 号巨型坑为二里头文化首次发现的该类遗迹 ，

坑内多种文化遗存整体上丰富了二里头文化内涵 ，

为了解当时社会生活的更多细节提供了重要资料 。

其位于宫殿区一角 ， 包含从二里头文化一期到四期

晚段等多个时代的遗存 ， 为了解二里头遗址地下遗

存分布情况 、 布局结构和历时性变化提供了重要资

料 。其较大的规模和体量 ，为了解二里头遗址大型工

程设施用土来源提供了线索 。坑外四周用料姜铺垫 ，

坑内多处用幼猪祭祀的遗存 ， 表明其是都邑内专门

的祭祀场所和祭祀遗存 。 以往曾在宫殿区以北百米

之外发现祭祀遗存区 ， 其中存在包括类似于后世的

“墠 ”之类长方形半地下式和后世 “坛 ”之类圆形地上

式的遗迹及祭祀的墓葬 。 1 号巨型坑中新发现的祭

祀遗存处于当时地面以下 2 米左右的大坑中 ， 集中

而丰富 ，周边有多种同期遗存 ，为研究二里头文化祭

祀活动的内涵 、 类别及制度等课题提供了新颖的重

要资料 。 其与偃师商城宫城中专门祭祀场中用幼猪

祭祀的现象有一些共同之处 ， 为研究偃师商城相关

祭祀制度的源头提供了重要资料 。

5 号基址是目前所知年代最早 、保存最好的多进

院落大型夯土基址 ， 是中国后世多院落宫室建筑的

源头 。 其与 3 号基址这种外围无围墙 、多进院落 、院

内有贵族墓葬的宫室建筑格局和内涵 ， 以及宫殿区

外围无围墙的都邑整体布局 ， 构成了二里头文化早

期宫室建筑 、宫殿区布局的独特特征 。二里头文化晚

期宫殿区内 ，以 1 号 、2 号基址为代表的宫室建筑则

是外围有围墙 、廊庑 、院内无同时期的贵族墓葬的四

合院式 ， 以 4、7、8 号基址为代表的宫室建筑则是单

体夯土台基式 ， 宫殿区外围则出现了城墙形成了宫

城 ，它们与二期的宫室建筑 、宫殿区布局和内涵的差

别较大 。但二期时井字形道路系统所规划的 “井字形

九宫格 ”的都邑整体布局 、大型夯土建筑和绝大多数

墓葬的方向 ，则延续至三 、四期 ；三期 、四期的陶器构

成 、形态特征也与二期的一脉相承 、延续发展 ，表明

都邑的主体人群并未发生变化 ， 宫殿区和宫室建筑

布局和内涵的较大变化 ， 应是统治阶层的规划理念

和政治理念发生了变化 。

二里头遗址至今未发现大型墓地 。 在遗址东部

第Ⅲ、Ⅴ区 ，北部第Ⅵ、Ⅸ区 ，均发现从中型夯土基址

到小型夯土基址 、一般房址等各级居住遗存 ，和从贵

族墓葬到一般墓葬在内的各个等级墓葬并存一起的

情况 ， 表明每个区域均有从贵族到一般平民的居址

和墓葬 ， 每个区域或许是一个家族或集团的集中居

住和墓葬区 ， 暗示每个区域归不同的家族或集团所

有 。 如前所述 ，作坊区西侧新发现的墙垣 ，很可能是

另一处大型围垣设施的东垣 。 1975 年曾在该墙垣以

西百余米处发现一批铜器 、玉器 、陶器等 ，包括 1 件

铜爵 、1 件玉钺 、1 件玉牙璋 （原简报称为 “玉立刀 ”）、

1 件七孔玉刀 、1 件柄形玉器 ， 还有圆陶片和数十枚

小绿松石 ，它们极有可能出自墓葬④。 如此丰富且高

等的遗物 ，如果出自同一墓葬 ，则在目前所知最高等

级的墓葬之列 。 我们曾在作坊区以西钻探到夯土遗

存 ，表明该区域并存贵族居住区和墓葬区 。上述多个

区域 “居葬合一 ”的情况 ，与陶寺文化等新石器时代

存在大型公共墓地 、 居址和墓葬区分开的情况迥然

有异 ，而是与郑州商城 、偃师商城 、安阳殷墟等早期

王朝时期都邑的居住 、 墓葬制度 、 社会结构更为接

近 ， 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二里头文化在中国历史上划

时代变化的情况 。

注释 ：

①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 ：《二里头 1999～2006》，

文物出版社 ，2014 年 。

②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二里头工作队 ： 《河南

偃师市二里头遗址宫殿区 1 号巨型坑的勘探与发掘 》，《考

古 》2015 年第 12 期 。

③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二里头工作队 ： 《河南

偃师市二里头遗址墙垣和道路 2012-2013 年发掘简报 》，

《考古 》2015 年第 1 期 。

④偃师县文化馆 ： 《二里头遗址出土的铜器和玉器 》，

《考古 》1978 年第 4 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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