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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 重 视 角 下 偃 师 商域遗址 的稼 究 （ 下 ）

陈国梁 （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 ）

摘 要 ：
经过 近 ４０ 年 的发掘 和研 究

， 学 术 界 对偃 师 商 城 的 形 制 、 布 局 、 年 代 和 性 质有 了 初 步 的 认识 。 本 文 结

合 该 遗 址 的 发掘 和研 究 历 程
，

从 文 化 因 素 、 聚 落 、 城 市 和 文 化 遗 产 等 视 角 对 其研 究 现 状进行初 步 综 理 ，
对 目

前存 在 的 问 题进行剖 析 ，

以 期 能 够 促进探 索 未 知 ， 解释本 源
，
做好发掘 、 整 理 和 阐 释

，
搞 好历 史 文 化遗 产 的 保

护 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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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 主与次 ：

文化 因素视角 下 的

二里 岗 文化遗存

文化因 素分析法是考古学 的基本方法之
一

， 具有

全面性 、 层次 １电』｜ ：翁性和动态性等＿ 怔 。 在判断考

古学文化属性 、 区域 内考古学文化间 的 关 系 、 构建文

化谱 系 等方面爱辉重要作 用 ， 但它也存在
一

定 的 局

限性 ， 包括＿性分析和鎌统计存在 的 困虛４ ：文雜

■ 的主体和受体判驗上 的 雇限 、 友ｒｆｅ传播的滞 后性 ，

ｍ及文祀间关 系 的深▲解读 不足等 ？
。
二里 岗文化遗

存是懦 ！
主体遗 对于这些遗存进行

袁權＿ 素 的藤＿ ， 可１从 不 同 侧面来了
；廳赫＿遺：嫌

出现 的 背釁及变 化过程 。

寸文化因 素 的前提碁对考古学文化进ｆｆ解构 ，

探讨橡成考古学文依载体 的 因 素特 怔 ， 并対其藏潦

迸 行響理 ， 以ｆｔ ．来觸露不 同蹲梳文＂ｆｃ因 素 的 产生 、 发

变 的途 Ｓ 。

考古学文猶的＿ ：悚包括＿ 质重 ：ｆｃ遗存和非＿｜§

文依：
遗存 。

物质文化
：遗存是考古 发现 的＿駿置避靜ｉ Ｒ 的籩

存 ， 包括各＃＿型 ＿霸迹和各种 质地 ？谶膽 ，
也包括

遗？和遗物存在 的空间和＿信葛 ，
即背景信息 。 具

体到置师商城宋讲 ， 考古发＿所蟫示 的遗迹种 类恨

多 ￥ 包括大型 的＿状遗迹和块状遗迹 。 前者包括大

城 、 ＃槭和宫綠萁各 个＃｜＆区域 的 围墙和寒沟类防

御 也包括道摩 、 隶渠 、 Ｋ 及与 此共生 的

雄门警 ， 还包括 不 同形繼 及附属设施等 ， 当 幾

４包括与上 遗迹共时 的人 和＿邋留 下来

的雲他遗逾；動灰坑 、永井 、 窖穴 、 墓彝等 。 邊物ｆｔ种

囊 则包括人工 制成品和人＊生 产和生活相 关 的 各轴

质地＆遺働
，

也包括与 Ｉｎ工环节相关 的 各＿遗留＿ ６

非物质文化遗存虽 然 不能被直接 但是通过

顧Ｍ遗存 的 存在背動處着＿輕境 的 分析可以＿理

出 来 。 比 形制 、空 间 布局＿＿篆体量等空间爆

＊
■

本研究为 国家社科基金一般项 目 《偃师商城
一期遗存研 究 》 （

２ １ Ｂ ＫＧ ００６
）
和 中 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创新工程 Ｂ 类课题 《偃师

商城遗址综合研 究 》 （

２０２ １ ＫＧＹＪ ００６
）
的阶段性成果 。 本文上篇详见本刊 ２ ０２ １ 年第六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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息所＃ｆ射 出 来＿当＃１：繼爲＊＿翼想观戆体？ｉ的认知体

系 ， 各种人 工ｒ 这和遗留物所蕴 含 的濟学和ｓ术 层

麗 知识体 系 ， Ｋ及各种遽存时空关 系 背 后 所显示

猶 ］ 人类社会 的组织和管理參系等 。

上述論遞和非物质文ｆｔ攙存所螽含 的要素特 怔

是我扪通过食化因 素 ６ｔ防式来多舞摩探究偃师商竦

和二里 岗 ：重ｆｔ的切人叙及基＿ 。

（

一

）
差异性和 共 同 性

二里 岗 文化因郑州 ｆｔａ和二里 岗蠻址 的 发掘而

轉名 ， 是介于二里头文＆＿墟文化之 间 的 青镝时

代考古学文化 。 偃师舖漆遗址发现 后 ， 因其遗：存面貌

和相对年代与露州二里＿＿憂翻似 ， 因而驗视作二

里
ｉｔ究俅 的 代 表性遗滅之一 。

：除了从突化面繼上考

察偃师商城与．州商域的 差异与共隱蓋 外 ， 更＿

考察—里头 、
—里岗和騰墟这些 目 ｕ 后相继 的考古学

：食化在文他因素上 的差异 １＿共 同性 。

以郑川商塽和＿商诚 为 代 表 的 二里 岗 类型是

二里岗 文化 ６ｆ中心类型 。 貌上看 ， 占主导地

位 的 是来 自 于下七垣文化陶器肆的 文化特 怔 ， 主要

包括炊器 鬲 、 ｜Ｅ和 鬲式 琿 等 ， 也包括平底深廢 中

赢盆
、
鱲ｎ 量雇蠢 、 束颈深 ：騰盆等 。 此外 ， 源 自 二里头

±化的 幽器 因 素 ， 包括 Ｉｔ＃ 、
ａ？等陶 盧＿器 ， 圜 底深

Ｉｔ罐 、 圆腹讓 、 圜 廳ｆｃ 质炊氣捏 □罐 、 刻槽翁 ^

＿复金 、 小 口 瓮 、 大 口 尊等 圜廢遴者凹 圜纖 。 餘以

上外屬面虐者 饰 的红鳕働腹＿ 、 鬲 、赢 、 深

腹盆 ４ 鼎等岳石文化１４壤陶器也是二里 岗 类議＿器

響 组＿裔 。 当 然 ， 窘卫类型 的 陶藥 、 南方地区 的

印纹薛陶和塚給瓷也是二里 岗 类型陶器辭 的 构成 因

素？
。 上述以陶器面貌为考察对象 的袁ｆｔ因麓显示出

二里岗 窝化形成 中 ， 不 同 Ｅ域考古学文化对其贡献^

也将二里 爾心类型 人 酌 来溽？ ］ 了豫龙露

南地区 的下七垣文体 。

与 面貌显示 的 二里头文 化与 二里 岗 文彻犧

显著差异 不 同 ， 研究者根据二墨 翻商城和偃师

商 ：＿
＇

挺 １发掘喪轉 ，
蠢析 Ｔ

＊

＊＃在＿市防御体 ．義 的 构

諭
；

宫室建筑 的营建 ， 罐市 的 布 局和功能＞
玉

、 石 、褊

质礼 乐＿繪＿Ｖｆｔ营手 工业 习 俗 、 祭祀赢

存等方面所显读进来 ６？ ，似性？
， 指 出 二里头文化对

二里 ｉｔ文化形虛中 在人类认识体 系 、 科学技术体系

＿理体系方面新撤扭 的贡＿Ｂ

显然 ，从文ｆｔ因素 的视 角来考察二里头文化和二

里＿变化的 关 系 》赢：酸 的 文化特 怔 不 同 ， 对識纖獻复

杂性的饫黧也会不 同 。

（

二
）
复杂性和 多样性

具体劉偃师商城遗址而 言 ， 陶器面貌上既显示出

其属于二里＿型 的共性 ， 也有其因 时空 差异所显

示 出 来 的 与郑州和二里头 不 同特 怔 。 勝了上述共性

和差异性 的特 怔外 ， 偃师商城 的 陶鐵脔龜藤；
有其复

Ｉｄ生和＃轉性 的
一

面 ， 这是萬他普通遗址所學具备

的 。

根据前述偃师商域遗存商 文化三期七ｆｔ 的 编年

体 系可知 ， 该逢通ｉｔ 二里 岗期遽存可分遽 ；

三个时期 。

研究认 为 ， 第
一

 卩 呈ｆｔ出其文化面貌

多＃＆和纖靡复ｓ性 的
一

面 ， 其 中 二里头食化觀＿

纖＿器 占 主导地ａ ， 其攻为下召垣文化因 素 ， 此外还

有数暈驗＃ 的 岳石文 素 ， 个别 的东下藥类型和

癒龙城类型 的 因 １
？

。 研究认为上述文化因 素 中 ， 虽

然二里头文化風擦 的 陶器遺
＇

物 占据主导 ， 但是薄胎

馨沿细＿绞鬲 、 ？ 榄形平底深廳Ｕ ｓ 束颈沂肩 平

底盆 宽卷》盆等器物可词 下七垣文化相衝？ ，
尽管

数量上 不 占 丨？ ． 但是具有典型商窝化特 怔 。 而二里

头＿的＿＿＿是寒商文化＿女 、 接纳甚至改造 后

的 二里头女化因 素 ，
二期开始

，特 怔祥明且 系统性

卡＿酌 早商文化定型 ，
二里头文化因 素 已经疆居＊

要 ，箕他文化因 素 ？数量极少 ；
第三期 则基本上 不见

奠惟女化因 素
？

。 显幾 ． 不 同 翁型 、 不 同 来源 的女化因

＊在商 ｔｅＳｆｌｉｈ也经历丁此觀■长 的过程 ， 显 ｉｌ出 Ｅ

域内 二Ｍ头文德德二里 龜戀程 。

除了上遞槪器面貌上 展现出 的 复翻生以外
，盡师

商纖＿ ：考古象现和研究遂瘍示 出像蠻猶 ：在竟此面貌

上 表现 的 多樓牲 ， 如前述复杂和完＃ 的城市防御体

系 、 中心区宫室建筑 的 布局 与特怔 、 多 处 的 存储场所

和体量较大 的 ＆储设施 、完篆敏城市水 系馨。 上述文

化面纖的参歸性＿显了？师商城在二里 岗 文化城市

体系 中 的独特存在 。

（
三

）
层次性

在文 彳ＯＴｆ分析 的研究 中 ， 除了要关注文化因寒

的 差异和＞ 

同 之处 、 关注其萬杂性和多棒性外 ， 同 样

还要关注到置身于青铜ｆｔｆ代 空背景下各类歲＃表

魏出 来 的 层次性问题 。

前述考古重題 的 文化遽存可分愈＿质竟化：逾存

和 质文他逢存 。 其 中翁减文４ｆｃ逾赛 中 的 大遽＿

＿讓ａ
＿型 房址 ；

墓＿ 

一

般 的 灰坑 、 窖穴 、
：４＃等 与

普通 人 生活息息＿ 关 。 ■于偃师商域途粪大型遭

趾来言 ， 除了发＿有上述常见 的规猶较小 的滕 外 ，

Ｓ存在着＿ 当 数量 ，体量和规模 的大型遗存 。 如大型

建筑和构瑰
：

＿ 
（ 包括宫謂纖筑 城垣和护

＇

＿＿ 、 大

讀＾ 大型 的 渠道和池苑等 Ｋ？模较大 的手 工

业生网ｉ所 ， 面积和规模均较灰麓储备场所等 。 这些

通
：

存所显示 的 不 仅 仅是人＿社会 的 知报 ，
也是对 当

大

道

中

国

－

９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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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宇宙和 自 然 人 ：

类 自 身认知 的显飄 。 在物１
贡文化遗

存 中在規格或奢情美 上谓簾体现 出文化因 素

层次性 的
一

爾 。

同 样 ， 外勸研究者在人类学 的研鸾中也注意

到ｆ人＿社会玄化＿象 中 的大小传统气 并趄爐， 夏

商 周三代考古研究 中 ， 不＆要关注以陶器特 怔和组

合 为赫准 的考古学文戒齡研究 ， 也要对 鐵

为 主棄輪粧 的
＊

札惩玄ｔＭ”
滅其翁 后 的社会 、 文 化

意义予 以重视 。 认 为 ＾从大士ｆｔ统 的ｍ角 来看 ， 夏商

遞 更替 不是一＋文化代替 另一＋文化
７

而应该是

不 同 ｅ域 的 文 在认 ＊受文化大传统 的 ａ程 中

不断壮大 自 己 謂｜ｘ主导地位 同 时 ， 文 自 ｔ３的 文化

不断孙猶、修正和凌裏着文化太臂＿ 。

綜上 ，文化因 素锟角 下所见偃师商域遗址 的陶器

馨 ：存 ， 在形成和发展 中 有着二里長 ：食＃因 素和二里

＿化因 素主次地位变化＿过程 ， 这
一

过程編氣了

区域 内 不 同 文化统治地位 的更替 。 而从文化 因 素 的

共 同性 、 复杂性 、
多枰 Ｉ

生和＿ 狖性等方面来輝寒 ， 以

偃师簡城为 代 表轉 二里 岗 文明更是早期 中 国 青输女

明 中 的
一

个环节 ， 偃师商域是
一

处面貌独隹 、 地位超

然 的 大型遗址
，
也是

一

反 映三代时期青镝食

此識＃變篇过程 的 大 址 。

三
、都与 邑 ： 城市考古视角 下 的商代城址

考古谦纖象现 的 古 ｆｔ鑛Ｉｔ从规穩上 来看有大 小

怎１１ ！
从所处位慧来看 ， 有旷 １？＿和古 今重叠型之

＃ 。

■變师商城面积變魔 ３ 平方千米 ，
无疑属于＿？

址 。 袈现之初 ，擔？址大部分处于 日ｎ綠 ．中 ， 但是纖着

城市 的扩展 ，
已益被域市建成ｅ 所 包 围 保护范 围 之

内 也 有超过三 分 之
一

的面＿ ？＿ｊｔａ＃叠压 或侵

占 。 由 于爾＿发现有二里岗京化的尊垣和各种功

能区 ， 是古代確市建设 的＿ 、 也藥揮人了解古代姨

市发 展 的重要窗 口
。 当 线

，
古代城市注童政冶功能的

传递 表达这
一

特 色 Ｓ其成为商代＿市体 系 及重

要域市功 用 的关切点 。

近 代著 名 Ａ 本 主 ： 市规划 学 家 ｜１ ：食 餘；＃

（Ｋｅｖ ｉｉｉＩｊ
ｙ
ｔｔｃｈ ） 提出 了 

＇ ‘

献市意象
”

理激
＾
即根据袖變

来 ；ｉＳｉｉ市形态 的概 ；念 。 擔认 ■为 ＿市开Ｉｆｃ主要体现

在五个Ｓｔ市形体 寥素之 间 的相互关 系 上 。 ＿１旬

设计就是安＿＿组织Ｉｔ市各要素 ， 使之形成能引起

观察者更大 的视觉兴奋 的 总体形态 。 邀些形体 ：齋境

饔素主Ｓ包括以下五愚 ： 道路 、邀界 、 区域《 节点 标

。 孙华教？在谈Ｋ城市考古 的时観在上述 因 素

的基础上 ， 文爾加了 出 人 口 这
一

要素 。

（

＿

）
城市形态

餐师商城：

遗址 的考古工作＿对充分 ：如果从古伐

城市突 出政治功能和 表达拿
一

角虜涑看 ， Ｉｔ同 样纖

填摩市建筑对＿者 的视觉感受 ， 因而参興凯文 ＊ 林

奇提 出麓凄易 引起观察者视觉兴奋 的 这些要素
，
感

们从边諄 、 道路 、 出人 口
、 Ｅ域等 几 个 角 ．隹观察 ： 师

商城 的形体球Ｉ竟要素而 不是单单从３＆龜＆划 的 角 度

来考愈： ， 相对更符合 中 国 古代隸市设奸 的初衷 。

Ｕ酸

傭师商域以 往详实 的勘探＿說＿工作 ， 为商＿

Ｂ ：域市边界 的探讨奠定了基础 。 基于现有资斜可知 ，

商城大城具备萬长接近 ５ 千米的城垣 ． 城垣外

围 有 同 时期 的护城壕 ， Ｈｉ 往衆 ：掘 中 ， 将该城垣视 为？

市 的边界 。

近些年 的工作表＿ ， 偃师商域中＿存在着两条

东西 向 的 不 寸期 的水道 。 在西霜城垣外 的勘探和

初步发掘表明 ， 水道 自 西侧城垣处算顚 ， 向西Ｓ伸了

超过 ２００米，？道从：＿ｇ西侧 ２〇ｅ傘外 向冲沟

（ 河道 ） 引水 （ 图
一

六
） 。 在历年 的烫編 ｉ

中 ， 我们在西 ；Ｊ

＿门等地点发现有新石器时代 的遗存分布 ， 这些遗

存显然也是靠近河流分布 的 。 因而 ， 商域遗址西 ＿ 的

逢霧 已经超出 了 以往 的认识 ， 至 少＿括了城垣西侧

２００ 米的窀围 。 同挥， 在鑛市东部历年ｆｉｆｉ探 中 ＪＭ ］

也 发现
，
在偃ｊ币交警大队办 公藝所在位置也发辄有

南北 ：向 ｉｌｔｆ ｆ河遣徽鐘ｆ
在＿师商＿＆： ：：门薇域垣

的发掘 中 ， 也鑛義有新石讀縛ｆｔ 的遽＿ ， 胃 偃师商

域大＿＿＿＿＿＿ 
１００

－

３００ 米 的■围 内 也是 当＃城

市 的細Ｓ Ｊ１于城市 的组 发掘獨＿探资料也

表明 ， 在偃师商域 ：太域北墙 的 外侧Ｕ内

＿均见有沟機遨迹 ， ＿釣沟状康蠢可猶是大戚北

墙外侧存在着古河道 ，
无法开挖 ， 因 而在修纖过程 中

图
一

六 偃师商城周边勘探发现的古河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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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南麵取土形成 。 从地形上看 舊师商域北墙肇逛邙

山轉 ：下 ， 该区域基本上是難址 的北部边界 。 属师雜騰

菌侧是 自 西 向东流过 的塔縛、 在遗址西 曝郁 Ｓ

号基址＃的 戈＿ 中 ， 见有爹石讀肘代 的遗 尤其是

龙 山肘期 的 大型＿遗址
，
虽 然古洛河 的 位置较现

在 的 位置更卷偏南 ，
但是龙 山时期遗存麓分 布状况

提示看我们 ， １见在洛河 的 北 岸基本是＿ｆｆｌ食域ｉｆｔ址

６＿ 卩戀儀斯在 。 多次勘探证实遽 裔布有

太面积 的湖泊
＾
潫区域 的 存在盤是商舖邋摄蠢部

城垣修建和Ｈ麵ｊｈｉ鑛避让 的 区域 。

综上所知 ， 値师商域遗嫌遺存 的分市笵觸 当比 自

前认识 的范 围 为大 ， 不 仅 仅局陧于城垣以 内 ， 应该还

包括四面域場１１外 ， 古河道和湖 泊所限定 的 ？ 围 以

内 。 显籙 ，１亥城市存在着多重遨界 ， 这些边界藤是域

市核心区和外Ｍ区 界鏡 ，
也是防御体 系 的 重要

组成部分 。

２ ？ 爾两

瘙网是城市 的 骨干和＿人流实现流通 的廊道；

一

直是偃师薄婊動 工 作 重点关注对象 ， 路
＇

蘭 的厘＿有助于我 彳
丨

＇

＿＿＿市形态 的ｙ＊ 。

偃师商辕遗址會轩展工维之初 ， 就＿剔关注城市

布局 。 由 于勘探工作 的 局限性和植繼＿域时期道路

遗存 的特 怔 不明显 ， 激使 历年来翁福 的道礅：瀵存或

不能義食毅代 讓謙１４属于历史时期 。 总緣而 言 ， 偃

＿城内ｆｌ道路 系貌？然不 够■晰 。

宫輟区 虽然迸行了较大面积的疆ＩＳ ， 但蠢发插之

初 ， 更多 的关注Ｅ域 内 的進存分布和沿革状況《 而对

于宫殿Ｅ边界抑宫城城墙上 ｆＨｈ 的 分 布状况 ， 尤其

是西侧 、 北侧和东侧墙垣上门 的 位置和奪制缺乏

有 目 的地探翁，故而基寧上ｇ犧 。

同 样 ， 小域ｅ域开 展 的 工 ｍｆｅ少 ， 尤奠是 ／
］

、城东

權霍篇属 ｓ ＞西糖＿＃在太＿禪营建 中被包

＿ ，

且 年代＃ 早 ， 丨呆￥状况 不综 ， 局＿在扩建 为 大

域滅ｉ啬时濟细切 ， 因 而如＿城垣上轉 门道分 布状况

尚待探寻
８

植对而言 ， 大域城垣上门址 的 分布状况了娜得鐘

多 。 结 合＿探和发掘 的认识＊看 ， 大 墙上务布有

４ 处门道 ， 尽蠻这些 门道并非 同 时赛在 ，但逢为 了 解

域圈 内 的道路 系统提 供了重要指示 。 大鑛东墙上与

西墙上对应 的 位慧也存在着门道 ３ 处 （ 东 １ 门鐵发
？

繼疋实 ，齡两处经場＃ 
， 尚籮证实 ） 。 如露屑 １

、

大

域墟圈１ 内至 少 ＩＩ續存在着贯穿太墟 ：

西 ， 联叢ｆｆ

侧门道謹 ４条道路 。 太：＿北墙和 ＿墙 中 部■勸探发

现有门道 ， 因 而城Ｅ 内 可餾存在与城市 轴隹重

合 的 南北 向 的主干道 。 此外 ， 在宫殿区 之＿ ，
２ 号基址

＿齡北局部发现有宽度约 １ １ 米的＿西 向 ＭＭ ｆ

年在西難墙上＿现有门道 ， 目 讀攀爆騰狂存在东

西 向道鞛 的可能性 。 对于上述瀵存 ， 有研究餐織行域

系统分链 ， 并对道路 的形制 、年代 、规 过探讨

目 前在大城区域发现 的道路遗存＿了坏＿和 １＿１＾道

路 的部分路舞可 ｉｓｉｆｌｉｉ外 ， 其余 区鐘发现 的道路逾

象 的逾＿ｔｏ有待迸一步工作 的开展来龜定 。

综上所述 ， 偃 論繼的路＿ 系德愈该是多重纖

和減格 彳＿＿１＆？而成 ＜遣与戀露代 ：＿击 的驗 网 系

本没有差别 。

３ ． 区域

稼市 的 墨和城区 内 的路网
＇

？＃輸市从平面

上划分 出多灶矩形 的空 间 ｆ 这些空 间 正是了解戚市

区域麗功 ： 突誠点 ， 也是深入探讨城市布局变化

和性质 的重要参廢 ： 。

（
１

） 中心区

Ｉ 号基址群 ， 处于＋城南部 中 央区域 ，
四驅能

环绕道路ｆｎ水沟 。 该区域 的景观 系虜ｉｆ
１

落有致 ， 自 南

向北 ｆ衣次＿筑区 、祭祀遗存区 ｆｏ池苑区 。 南部建筑

Ｅ域分 布有东西两组建氣
＇

＃ 。 其 中 西 ＿建裳＿的
＇

轴

餘位置＿＿定 ， ＊ ＿建筑靜轴钱位置遂渐 由 东 向

西靠拢 （ 图
一

七 ） 。 根据＿裁杳布 的状况来看 ，＿德起

伏 、
主次分明 ，

显 出 了 当 时 的规划理念和纛造水

平 ， 是城市秩序和空＿？丁造 的重要突 出对象 。

（
２ ） ＿储区

目 歡囊：＿ 的 存戀区域有 ３ 处 ， 包儀 处府库遗址

和

ｓｊｌ ｌｌ 号基址看

城市西 南部是 Ｉｔ城垣和道路歸 ：
离出 来 的半封闭

空闻 ；， 对于该区域来讲也是
一

个独立 的封闭空间 。 ＿

探与＿ 表纖》该区域 内规 律分 布着东西 １ ＆
￣

１ ８ 列 ，

南北 排 的长方形建瑪；９
建筑基 ｊＲ＿琢導水＿和

道路 ， 外 ＿环缔有酼垣 ， 北 侧和东轴至 少 各存在＿ 

１

处门道 （
图
一

八
） 。 野究者将其视 为府库之

一

， ＃之 ；％

１ 号府库 ， 当 是存＃区域之
一

。

■ ） ｍ 号基址＿

图
＿

七 １ 号基址群
（
宫城区

）
模拟展示景观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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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一八 １ 号府库模拟复原展示效果

图
一九 ２ 号府库模拟展示效果

小糖念 夕 卜 太壤之 ：内 ， 经 由 东 １ 和西 １ ｆｉ的东 西

屢？１＊北 布着另
一

錄区域 《１区域 的形制和布

局与 前述 ｎ 号基＿类 似 ， 萁 内 部麵 津分 布 有 ５ 排

１５￣杨列长方形建筑基＿ ，
西 ＿ ［

ｆｆ藤通过西釅角 的 小

城东门进 人小城以 内 （ 图
一 九 ） 。 研究者将其视 为府

库之
一

称之 ． 号府库 ， 可能＊是寺祿Ｅ域之
一

。

＃ｘｉ ｉ ｒ 号基址群

士敏西北會卩区纖是近些年探明和发掘 的 区域之

一

， 该Ｅ域西 ＿和北 ＿被域＿把其 余其他Ｅ域隔离

开 ， 形成半餐？区域 。 湯探与发掘表明 ， 该区域 内具

有规律Ｈ翁为 南北 ｉ 〇 列
！》＿列 １ 〇 座左右 的 圆遵建筑

基址 的空间 ， 外＿可潘 在着 围垣 （ 图 二 〇 ） 。 研究认

为该Ｅ鑛為存储Ｅ之一 。

（
３

）
生产区

发掘和初步 的 研究表明 ， 在偃师 尚城存在着手工

业生 产区
＇

讓 包括陶器痄坊 、爾器加工域所和骨器生

产点 。

①制陶作坊

Ａ城东北 角 外 、 式城以 内 Ｅ域 ， 氣攝表明 存在着

陶器 的加工生产場所 。 该生产Ｅ域可裝有 围垣存麵 ，

生产行＿＃在着分区 ， 以生产 日 用灰陶为 主 ， 可＿也

＆产萍器 、＿讀陶器和原始鲁器 。 该区邊＿全户 的

专业化程度和＆ ；

产 的＿推化程度崖Ｓｉ萁属于官营手

麵勵 口工场浒

目 前ｆｔ赢ｉＳ觸瀵存 的逾点有 ３ 紐Ｉ
，
分别 位于大

驗ｄ 、＿！口宫域
？

内 。 由 于发掘规攩有限
，
铜器加工 的

作链不 够清晰
，
上述地点 是否存在铜器 制造 的侏

坊 ， 尚有待于进一Ｊ＾正实 。 初步 的研究认为 ， 偃师商

城存在锔器加工 的作＆气

＠骨器加工 ；ａ

在宫駿Ｅ 的 发賴中 ＜在 ２ 和 ９ 号基址西 ＿ ， 曾 发

现歡量 不少 的骨制品 纖祖 为骨器加工地点象
一

。

４ ． 出入 口

出 Ａ 
口 焉＿市和功能区 内 外人＿流动 的 主要交

通节点 。 ＃对而言 ， 偃＿商城是
一

处具Ｗ＃重城垣 的

封甸性域市 ， 眞物終交通 Ｒ能通漆ｆ 同 Ｅ域封 Ｉ零？

論 ：上ｆｃ孔道来实现 。 受制于发＿面积 ， 偃师商難不 同

Ｅ域门道 的了解相鱗有限 ９

作为核ｌｉ獻域 的宫緣
，
Ｉｔ：主 出入 口 设置僅鹿侧 ，

早期邏就＿墙 中＆齒 小型门道和西 ＿主要鼸窥 的 南

门实现内外沟遽
，
鴛通盡 向 的＿睡達径尚 不清變 ８＃

瑜区域＿了酵也＿有限
，
仅在西墙和北墙 中 部发

现有薇似 的 门道设施 ， 在小城东墙 中段发砚有碑认

的门址 。 大城的 出 入 口
了解相对较＃ｖ包括 南北＿

中 部＿涵门和东西城壕２的多觸ｉｎ （ 图 二
一

》ｅ 上

述门址 ，
已 有研究者开展揉载为 系统 的讨请

？
。

你為重要功能Ｅ 之
一

，
１ 号府库北垣 、 西垣和东

垣各发现 １ 处 出 人 口
，具他Ｅ域封Ｍ设施上 ， 是否存

在着出 人 口
， 目 前 尚 ；十＃猶了 。

（

二
）
规划 理念

经过近 《年 的考古发＿和呀寅 ， 偃 的ｗ

貌得以初显 。 麄过上速緣＿界
Ｙ
＿ ＿ 、 区域和 出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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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二
一

东 １ 城门
（

１ ９８５ 年
）

口 的 ＃现情况 ， 我们大ｆｔ可 ：款看出稼市逸遞和营建

键 ；程 中 的
一

 ｉｉＰｌｉ＃和理ｆｔ？

从偃师商域＿墙 的形制来看 ， 域墙存在着多 ？

！？

折 ，＿是小観区域 。 从已经发现 的功猶区 的规顧来

看 ， 宫城区 早■ 的长宽均约 １如 羲笨 ， 晚期拓宽 后 尺

寸超域 ＳＢ０攀＾ 
１ 号府库 的长宽超过 ２ 〇ｆｌ＃ ；

，
Ｊ 号府库

的长宽接近 １？ １＃、 仓储区 的长宽 不超斌 １６〇 米 ， 尚

未探明 的 小擁东ｆｔ部和西南部 的长宽均超过 ２００ 米 。

上述区域及部分探明＿ 系 与＿輝養偃＿食推系辕

区域分割成＿北 不 ＃于 ４ 行 ， 东西 ３ ＿」 的空间ｓ
在大

城墙 内 ＿ 发现 的 道癍＿道路 内 ＿ 发现 的 多段 隔

墙 ， 似乎预示着大驗 域也存在着多处德ｔｔ垣坏繞

的 居住和隸龜这 。 餘繼愈周 时期 １ 里等于 ３哪 步建

■米看 ， 每 个功能分Ｅ 的 尺 寸大体符 合毕里之樣 。

二里头Ｍ址 目 前 已经证实存在着 宫梅 的城市

布局气 値师霜域是否罐承了二里头时期
“

方井 为廉

的规划赚和幌， ． 禹贡 》揭示 的
“

天 下Ａ 
：

ｈ
＇

ｉ

”

地理

观 ， 值得

有研究认為 ，
二里头和二里離寸期都 邑 的爆鑛朝

？差别擬病 ： ，
二里条績址 的 大型贏氧基址 、 宫観和整

个■址 的＿ 向均为 北＿东 ５
￣

６ 麇 ，
包括偃爾商截和

縛＃ 彳商域在 内 ＿所谓商时期 Ｐ 邑 ３＃社 的建＿ 向

均 为 北偏習 ５
￣

６ 度 ． 提出 了
“

段人 尚 东北
”

的观点 ？
。

先 秦 时期 的域帀辆＿ 冋 题可 ：ｉ 与 当 时霉 宇 宙 观 有

关 ， ｆｔ师遗＊出＿向 问题 反 映了 什 么样 的 宇宙观 ，

如何体 也 值得进
一

步探讨 。

齡师商ＳＳｆｃ于■河北 岸 ， 邙 山 ｆｔ着 的 山 前平 原

上 。 小＿ｔ ｌ大域域墙存在参ｆｅ搜顏＾

， 并非平直走 向 。

考古勘探发现 的 古河道位于＿柄帘賣露窄ｈ 南 ＿

不远 处潘河 自 茜ｆｔ索輸ｉ±
，
域址的东 南部存在ｇ

大 的 湖泊 。 发＿发现 ＿输市 中 南 音 在着 不 少于 ２

条 自 古河道 引 水
， 靡东注入灘泊 的 入工石构大型水

祕 。 上述觐象与 《管子 》 中 ｆ乘马 》 《度地 》请篇釈记载
＇

簾
＾

凡立 国鄯 ， 非于大山之下 ，藝宁 广 川之上 。 高毋近

旱而求Ｍ 用
；Ｔ毋近恭而沟防省

”

，

“

因 天材 龜利 。

故鱗 １

５ 不必，＿矩 ， 道驛！
？彩 中 准绳Ｖ

‘

故圣Ａ之处

国 者 ＃于 不倾之地 ， 而择地形之Ｋ陡者３ 山 、
左右

经浪若泽 。 内 窄落渠之写 ， 因 大 川而注焉 。 乃以其天

材 、遍之所生 ，
利养其人

，
以育 六畜

”

等规划理念是基

＿ｒｔｓ 的 。

宫城位于 ｄ Ａ織南部 居 中 位置 ， 发掘揭露 的东 、 西

两组建筑群和建筑形制上 的 差异 ， 研穷 ；瘡对二里头

和＿币商驗宫室龜筑 的形制 的 分费 ：都表 明 ， 偃师商

＿承鑛了 二里头宫室＿ 

“

前朝 后 寝 ，
左慮右宫

”

的

＿＿ 布局理念 ， 偃师商输的 宫室建＃＊±空 间 的 分

布和形制 的差异来营造空＿上 ；＿秩序纖 。 大墟

与 宫域共存这
一

现象与 《管子 度地 ｜繼＿ 的
“

天子 中

而％ 此谓 因 天之固 ，
归地怎利 。 内 为之城 ，城外游宗

郭 ， 卜为之土 阆 ， 地高则沟之＾下则堤之 ， 攀念 曰金

城 。 树以荆棘 ， 上相穑著着Ｖ所以 为 固也
”

的理念也是

＿通 的 。

在偃师商 区域 ， Ｐ ；现了 ｆｔ大 中 型建筑

基址群 ， 分 布 于宫＿区 的 东部 、 ｆｔ部和西部

ｉｉ ：为这些處教蠢趾可能属于
“

ｔ署
”

类 的建筑 。 宫．攀

１ 号基址和 ６ 号基址 ， 有研究认务 属于上层

贵族■供餐 饮服务和 为 祭祀 行 为集 供服參
３

分别 属于
“

东厨
”

和
“

淖厨
”

， 上述现象与 《管子 ？ 大匡 》

ｆｆｉ载 的
＂

鲁者近宫
”

的理念是
一

致 的 。

研究认 ；％憧鮮商減是二里 岗文化时期 一 ｆｔ具有

錄郁军事 Ｓ彭 的＿址 。 餘了宽 阔 的外城墙和较象 的

护铖壕 ， 小城西 南部和小墟东墙外 的府學儀銳 ，泰＿

西北部 的 仓储区 与 储量丰富 的 囷仓？址響设
？

雛 ， 与

《管子 ？ 度地 》篇 中所载 的
“

地之 ：守在域 域之守在兵 ，

兵之守在人
， 人之守在馨

”

也可以＿呼騰 。

综上 ， 从已 有 的发现和 ｓｆｆｔ来看 ， 先壽射期 的 文

献ｆ管子 》 中 所蕴含 的规划思想和理＊与觸１币商域霄

体现 的规划思秦有着
一

１＿承之处 ， 应是对夏賴寸

其ｇ市建设和规划理念 的 系统总结 。

（
三

）
治理策 略

＿师商城位于繪阳讀播± 内 ， 该Ｅ域
一倉被视

天下之中 ， 西 周时期 Ｓ直ｔ ｉＳ 为
“

中 国
”

。 偃繼＆聽官

瑜位于小城南部 的 居 中 位置
＃
漏？营建有功ＩＩＥ 。 考

古调查和研究也 表 明 ， 在二里 岗 时期 ， 偃师商＿蠢 区

域 的 中心聚落康萁为梭心 ， 在二里調 下层 ＩＩ徽酿

Ｅ域内 形成了三毅聚落体 系 ， 以实藕繫藤的调ＩＢ与

社会 的治＿ 。

〈
＜Ｈ１ Ｌ

． 天官 》开糯霞 王建 国 Ｊ痒方正 位 ，藤 国

经野 ， 设官發 以为民驟
’

。 有研究认为 友正 位 ，

体 国经辱
＾是＿礼 》空阒规划体 系 的核心 ，

即 以地法



＊＊

響方正 位 廳謂 间框架 ；，班而 ｌ ；暮響

体之法
“

体 国 经野 腾空 间 形毫 ， 形成天 下尺愈１勺

空 间秩序
； 职官体 寒鋼附其上 发挥效 最终 买现对

广＿域的驗｜｜
统＿和社会治理

？
。 从 《 周礼 》所体现

動 中 国 單期空 间规划体 系 能够看出
，
空 间规划显然

是
一

种技术工具
，
是从资源键查到工程实論 的 系 列

技术手段 。 在先秦社会 ｉｔｌ ｕｆｅｆｆｒｉ
—

个下至 闾里 ， 上

至六服 、 九畿 ， 层 层相叠 、 环环相扣 的 ，處拟疊 间 ＿铬 。

聚落慕麵本单 ：＾黑愈雜＾象 间秩序 。 同 时 规

划体霸也墨獻治治 ５？工具
，盖 国家 制度摄计 ， 职官

体 系 依附其 爱街效力 ， 在 闬障空 间规划运 行 的 同

肘 ，養过对 国ｉ整 间 的 有域靈Ｉｓ和治理 ， 实现了 广 ＿

地域内 的膽涵Ｉ充治和社会治理
？

。 辨方正 位 、 体 国经

野所形虜 的空 间 呵络 ， 也毫歡治统治 网络 的 体现 Ｊ Ｐ

由社会上层掌控整体 ， 每
一

１级都有霉 ：员 负责 次 第

传达至基层社会组Ｓ＃ 。 这
一

社会管控和治理策 ｂ黏４

二里头文ｆｔｆｉｆ翻即初 １＿億 ，
在二里＿＿以发

展 ， 霹终在秦汉財期形成了《 周 礼 》 为 代 表 的 蔘统社

会治理理论俺系 。

从城市考古 的 角度
＇

傘看 ５麵师商鱗ｐ 前 的工作仍

然十分有限， 对亍城市边界 、路减和相 关Ｅ域 的认识

仍 然相讀模糊 ， 对手出Ａ 
口 的 了解也较 为零ｆｔ，

此外

对于城市空 间 的探索历程来看 ， 不 少区域 的 认识 ｆ＃

赫属于ｆｔ 白 ， 比 １３ 小鐘 ：东北部和东＿ 的 具体空１０

形态Ｉｒａ何 ， 埋葬这 是否 存在 ，
生 产 Ｅ域是否 专属 化

＿今区麵如何沿攀等 。

综上 》
＊作 为猶市考古 的 重要对象 ， 偃师商城 发

■虽篇取得了相 当 的成就 ，
为 文明形成和 国 家 产生

的 研究薦定了
一

定 的慕１ ，
但是对于该城址 的认识

ｔａ＿有 待深 细？ ，
需■把其视作 国家 历 史 的缩

影 、 平合■中心 ， 从更深层靡探索 历史 发 展 的 深度与

广度 ， 迸而探讨域市空 间设置背 后所显示 的社会秩

序形成和发展 ， 提炼城市文明 的基因 早期 国家

ｍｐ 的 影响 。

四 、 中心与副 中心 ： 聚落考古视角 下 的

中心遗址

聚落者古是以聚露遗址 为单位 ， 进行 田野看古揉

作Ｉ□研究 的 一种理论方法 。 女明先生将萁：
研究 内

響槪括为单今聚１内部 的形态结构 、 聚潘分 布 与爾

露之 间 的 关繁 ｋ 聚落形态历史演＿三个方面 的 研

究
Ｆ
张忠培先生强调 ， 聚落發析 不懷懷 研究聚落 的

社会结 同 时羅饕兼具聚落之间罐篆 系 与聚ｇ

会 的 时空变异 ， 震要关注聚落社会圆 自 然＿之间

的 关 系 。 显然 ， 乘落考古 不 仅聲微好聚落 的 个案研

究 ， 而且要ｓ究 同
一

文化 ｘＰ
—

时期 的 聚落群 ， 并 以

此为基础探攀词
一

文化 不同ｉｔ期 、 繆 同 文化 同
一

时

期和 不 同 文化 不 同 时？ 的聚猶赛异 ， 从 中 ＃证社会

的演氣繼寒历史社会 ｆ
Ｂ
？

。

偃师商＿議迹 ：寿 古工 律 已感通行了得迹 ４０ 年 ，

以＿＿＿型学和大型建？逾春逻辑上先 后顺序 为基

础 ， 形成 的着古学文 ； 系相对详实 。 结 合洛阳

愈 ；
ｉｉ
二里 ：化＿謙落形 从历史鐵＃ 的 甩 探

讨区域 中办慶址＿＿程 ， 有助于我们＿人理爆

二里 岗文化时期该ｍ址 的相应 用舊 ８
近年来 ， 我们曾

经根据優师商城 的 发撼威果＊爾其聚＿态 、 在区域

蒙落体 系 中 的 位置和在二里 岗 文＾ｂｆｔｆ期聚落体 系 中

的 讀ｇｉｔｆｆ ｉｔ系舊探讨 ， 下文 不壽蘩述
？

。

总而言 之 《
至迟在二里＿化早期偏唯阶段 已经

形成了 以超大型城址着
＇

卜
｜ 商域＿高等级 的顯落維

系 ， 在 不 同 Ｅ域形成了 以Ｅ域 内 规模较大遗址 为核

的聚落体 系
，

樂虑到第 阳盆地明显存在着以

偃师商摩 区域 中 翻三＿聚 ＿＃系 的话 ， 那么二

里岗 文化已经形ｉ了至少 四＿ 的聚翁结构 。

偃师商緣不 同阶段墓葬ｆｔ鲁 的变ｆｔ 不仅可以佐

证上述认识 ， 同鏡也为＿们认识新 的考古学文化时 ，

如财实现兔化认 同和观念重塑提 供了资料ｉ 商城墓

葬 中 发现 ６ｔｆｔ 匕例 ｒｔｆｅ土葬 ， 處纖蓮嶽 ：和Ｍｔ区 内

缓 ；现 的 居址葬 ， 以堇 ｆｔ鑫． 中 愛
＇

親 的 爾狗和謙坑

霞翁、 藤＿行为 等均是对二里头突化丧＿萬俗 的＿

承 。 Ｍ树不 同 等级 的墓葬中 ， 尤奠裹＿高等繼墓葬中

廳Ｐ１［质和陶 质酒礼器 的 行 为 正是对二里头交化丧

葬观念 的承继 ， 而聚翥 的组织体裏 、城市规划与设计

理±
，燦筑营造技术 、 手工业 的 生 产嫌术与方式等都

显示了二里＿社会 上层对二里头文化形成 的較为 发

达 的 文化 的认 以風對其新蕴 含观念 的 复制与推

广 。

长期以来 ，
二里岗 文化研究 的焦点是偃＿商滅与

郑州商域两逢址 的年代关 系 和ｆｔ此的 功能 ， 以及基

于二？头文化和二里 岗 文化 的 Ｍ空关 系 来探讨夏 、

商分界等历史学范審ｆｔ 问越 。 ｆｃｌｉｌ緣霧植角 来看 ，

在二虞岗 文化时期 （ 偃师＊婊 Ｉ 段至 ５ 廛
） ，＿商

瑜一直是洛 阳盆通ｒｔ最高等级 的聚落 ， 也是：
二里 岗

文牝 的慰織 但是墓葬所 丨参＿出 的社会ｆｒｆｔ程

度 、 聚落体 系 中 的级 差和 中鲁遣址澤落布局与演变

ａ程显示 的 等级体 系 是 不完全匹＿的 。 如果 不加甄

别 ，认 为偃师商域是商代早期 的都 邑 ， 证据明显 不噱

充分 。 较为客观地说 偃师商城在某些阶領 １
：筹 ３ 段

盡象 ５ 腾 １ ， 可能短鏞具有最高级 别＿落 的 若干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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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二二 偃师商城遗址航拍 （
左 １ ９８４ 年

；
右 ２０ １ ８ 年

）

怔 ， 而木ＳＳ办时段 ， Ｒ＾賴上 低于辱＿商城 的 二里

岗文化＿ 

（ 副 ） 中 ４ｉ和区域 中 心拿齡 。

五
、 博弈与共赢 ：

文化遗产视角 下遗址 的

保护利 用

＿币商＿遗聽启纔现以来
ｊ
Ｍ

＇

＿和研究均直督了

録著 的虜魷 ， 翁文化纖尹的 闬护 展示和利 用 工作 的

开 展奠定了基础 。 自 １ ９８０ 年代以来 ， 经济餐震和文物

ｆ呆护之 间 的 矛盾也 日 益显ａ ｓ ：文物部门和其他＃门

拿 间 的博弈也 随着 国 内形式働变傷发生着 巨 大 的变

化《

（

一

）
保护现状及 问题

有别于 目 前 国 内
：襲 ：现 的其他大型遗址 ， 属师＿＿

＿之初 ， 地处雜郭 ， 区域 内 见 的 大规模工业设 ：

｜
ｉ

雜师化肥厂侧
、

别村ｆｅ 。 自 １ ９肋年代开始 ， 随着 国

内 经济建设 的 开 展
，域翁建成ｅ 的规模 日 益变大 ，ａ

前选 处＿懸衡偃 麵输现在读宠＃展 后 的偃

的 域 。 随＿市建设 的擒进 ， 偃师商诚遗址 闬

护范 围之两威约重点被餐 占 的对象＾
图 二二 ） 。

目 前表看 ， 对遗址 闬护形成较大威胁的鬌两大方

面 ：其
一

对環＃本体形成瞒坏或 占 压
；萁二对擊址 的

历史 风貌形虜擊坏 。

射于邊址本体侵 占 的 因＊有很务， 占ｔｂ最大 的是

ＩＩ射愈筑 、 违＿＿筑 的侵 占 。雜至Ｍ １ ８聲年底論獻计

数据表明 ， 仅 的 违 章建筑 的 ｔ體 ］ 卩面积就

高达近 ２４ 万平方歎 （ 表 四 ｈｉｔ歲为餘木 占 用 ， 自ａ

偃师商議 ：＿小藏区遽？＿在大面积 的 生态秣 ， 部

势地区 的 生 ；ｓｔ木对遗址 的本ｆｔ ；形成了 严重 拽搬坏 ；

其三 ， 为威市建设 用地与 行 为 ， 包括道路 、 渠道 、 管沟

等建设和侵 占 。 对靈趾历史魏數鬱响较大 的暴藤控

地帯 的 高层建筑？构筑物 ， 拿Ｉ蠻址东部建控地带

高层建繁 遺址 南 ｉｉ＿ ｉ

」视■廊道内风力象 电

＿和高层建觸 ： ； 邋址西部和＿扯而歡 的參 座 的

高压繼灌和高厲纖道 。

２Ｑ １５ 年 以来 ， 地 ；
７
Ｊ＃慮充分意＿簡了遗址保护

的 重聲性 ， 遗址難｜
？繼＿ ＿瑪章建筑３Ｓ渐被凊理

（ 表 四 ） ， 遗址保护 的 風险和压力 开始减少 。

（

二
）
定位及利 用 原 则

自 ３Ｑ世纪慮 １就来 ， 邊址 的发掘 中 ， 研究者 日盤认

揭處 ｆ＆伊 的 重要性 ， 陆续推动了 

一

蕙 列 ｆ呆护工程和

屬示项 目 。

“

十二五
”

期 间 ， 偃师＿＿遺址被列Ａ大逾

表 四 卫星地图显示的偃师商城保护范 围 内违章建筑的增减情况

曰 ＿

增加面积
１
？￥ 减少面积 （

ｍ
２

）

保护范围内 建设控制地带内 保护范围内 建设控制地带内

２０ １ ２ ． ０ ８ ． １ ５ １ ２４ ８６ １ １ ８８ １ ７

２０ １ ４ ． ０ ５ ． ２９ ５９８４５ ３ ２８３ ５ ２７６８０

２０ １ ５ ． ０７ ． ０ １ ２４３ ６７

２０ １ ６ ． １ ２ ． ０ １ ４４ ５ ５７ ５ ３００

２０ １ ８ ． １ １ ． ３０ ９７３２ １ ４３７９ ５

２０ １ ９ ． ０３ ． ２０ ２８９ １ ３２ ２９２８９

总计
２３ ８９９ ５ ２２ ５ １ １ ４ ２８９ １ ３２ ５ ６９６９

４６４ １０９ ３４６ １ ０ １



＾ ＾ ５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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鍾＿！户名单 ，

“

十三五
”

期‘ 国家龛働局将屬農扯列

Ａ 国家考古爾ｆｔ公园建设名单 。 随着 国 内翁治和经

济形ｆ的变化 在 国家文儒＿设慕面

潜在 的 作 用越来越大 。 深 人开展遗址 的 发掘和研究
，

微好遗址攝 阐＿＃价值提Ｓ ，
愈女化遗产 的 闬护和

展示利 用＃定基础 ，
成 为 目 前 的共识 。

獅商ＳＴ遗址 的 ｆ呆护和 翻 用 工 作 的 前提是

对其进行猜惟 的Ａ位 ， 并梅之律为 原 则 ， 贯穿 于所有

工作 的 开 展 。 从文化 来愆 ， ？蜜址首先蠢大型麗

址
，
体现了奠鱗有 的靈史 艺＃ ：和科学价 值 ， 所有 ｆｔ

护利 用 工作 的 前提 ， 必 须最遵領该遗址作为 大遥＆

址所 固有 的 属性 。 其您／＆遣址处于域 ：＃中名 、

， 其琴 ｜

Ｊ

用 除了
＿坚持＿第

一

、 注重文化导 向 外＾農聲满足

？务社会民生 、 实现可持＿象展 的基本雨臟，
。 确保文

物本体及其环 ：
：境安全 ， 采取多种方式，｛学 ＿释文物

价值 ， 提升文物 保护管理和利 增 ：水平 ， 协调文物輝

护 ＞
文 化传承与地方经济社会篆 展 、 民生改善 、 环場

提升 的 关 系 。

因 而 ， 在文物 闬护轉 前提 １Ｆ ，
如何兼具科学 展 示

＿＿ 的 问题 ， 成为解有 人 不能回 问题 ， 保护和

展示利 用过程 中
，
如何避免 多头无序和急功近＃ Ｊ也

途为咨偷辦 □决策层 必 须虐 的 问题 。 将偃 輸

域ｌｉｆｔ兹 园 的建逷途 位念遗址公 园 前提下 的域市 公

园 应该成途一 个？＿
，
在此蘧础之上 ， 开 展科学 的 、

套理 的 、适縻的保护利 用工作 。

（
三

）
文化遗产 的保护 和 利 用 措施

激 １ ９ 年 ， 黄河爾＿生态保护顧Ｗ费续发展成爲

建大 国＿战？ ５ 如何在这
一

灌好尊 龜好證＿和

爾释工作 ，
搞好历史文化壤 ，

产 隨保护工作 是
一

１

、

值

得 的课題》

１ ． 法规 的 制定和机构 的设立

年 ｉｆ） 月 ｔ ， 经 ＃ｆ■臂人大審變会审议雕

洛 阳 ？＃偃师二墨头遗址 、
尸 ￥

 ＜勾商城造址 丨
呆护

麵０正式实施 ， 偃师食域遗址具有了专 丨

＇

满保护条

Ｂ＾ 目 前条例 的修订工作 已 纟＿束 。

傷Ｉ 币商 ：ｔｉｌｔｔｈ保擒规划 的 编 制 工 作 自 １０ 世纪

爾 年 代就开始 ｅ动 ，
经Ｍ 多次修订 ，

２Ｗ６ 年 ３ 月 ９

日
， 中 国社会ＩＩ学院考古研究所与 北京建筑 工程学

院 （ 现 为
＇

ｉ琼雜大学
丨
洽作 ， －制 的 〈梅师 （

尸 ＃翁 〉

商纏遍址靡户规划 》 ， 得到 国纖文＿雇批准 （ 突驗保

函 〔
細３５

〕
１ ７４ 号 ） 。 此 后 ，

２〇 １３年 Ｉ ２ 月 １ ７ 日
， 中 国 文

依遗产研究院＿位 合 作编 ＩＩ 《 丨歷＿ 商域考 古遗址

公 园雲划 》 （
图 二 三 ） ， 被 国 家文物局 列 人 《 第 二批 国

家考古遶址 绛爾立项名屬Ｍ文物保发Ｐ〇 ｌ ３
〕

１

＜

３ 号 ） 。

上 位鄭划应该靈禽肚＃ｆ户和利 用 工作开 展疹须議領

图二三 偃师商城遗址公园规划
（
２０ １ ３ 年

）

６攀數提 。

展示项 目 的开 展

⑴ 大綠东北觸保护 展示项 ＿ 
Ｋ １ ９９ ？

）

１ ９９６  １ ９对年 ， 在偃师＿＾轰＃东北ｆ
禹进行发

掘 后 不久 ， 即繼愛了 《偃师商 ｆｅｆｃ东北＿霉古 发 ＩＳ斑场

ｆ％ｆ
ｔ与 展示方案设ｉ十｜ 并予 以卖施 ， 模擔議示了域

墙 、 护域■馨遗存家体 。 ３０１ ｇ 年迸朽了景观瘦升 ，使

之成 为 小型 的 街 ４５逾＆ 公 园 。

（
２

） 倉殿区１期实输性保护项 目 （ Ｗ％  １ ９９９ ）

在
“

夏商１ 断代工程
”

实施期 间 ， 偃师窗摘宫城

部分Ｅ域发掘完毕 后 ， 即 申鶩 国家文＿文物．护

重点项 目 《河 南省 丨＾商城宫域遴址 ｆｔ护与ｇ方

案Ｉｆ鑛师商城宫＊？址 闬护规划及第
一

期工程实施

方叢ｉｆｆ予 以＿齡 ？
至 Ｗ骆 年 ■宫繼区部分重聲繼

迹雜行了初步展示＾ 即騰池下纖筑和祭祀遗址 的 分

布状况 ， 在地翼暑撕其布局 、 形制
，脣复建了 池苑 （ 图

二 四
） ， 成为 当 时全 国 大遗址 中 少賴开放 的 遗址之

〇

（
３ ） 大摩酉城墙保护展示项 ＿ 

！

（
３？Ｓ ＳＷＳ ）

３３？ 年 ８ 月 至 ２Ｗ？ 年４ 月 ， 芾ｆｉ金了 《河南省偃师

商墙遗址本後漏 工程 （
：

ＭＪ ６ 年度）：大雖西＿垣地面

标识工程设计方案 》 。 乏 后 ， 采 用 复原性 闬护＾ 的

方式ｆ师齒織大城西澹大部Ｈｉｔ墙Ｓ ３ 座城门

瑜门 、謙分水道与道路等进行了  ｆ呆护 展示 ， 同 时对域

墙西 ＿沿线迸行了绿ｆｔｆ 图 二五 ） 。

（
４

） 宫殿区全面保护展示工程 ｔｒｏ ｉ ｏ 今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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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二 四 宫城 ４ 号基址展示效果
（

１ ９ ９８ 年
）

图二五 西城墙复原展示效果
（
２００８ 年

）

２ｆ ｉ〇７ 年 １ １ 月 ３０ 日
， 国家文物局批＿ 同 意 《偃师

禽棘宫域邋址 ｆｔ 护性 展 示 设 方 案 》 （ 文 物餘？

〔
２￡

）〇７
〕

１４５９ 号
＞ ，

，
随 后被列Ａ洛阳市大遗ｉＭｒ首批保

护 展示工程 ， 偃 宫域 ；Ｋ 的 全面 闬护性 展示项

目 （ 图二六
＞

：＆ ０ＪＭ 年 １０ 月 开＿＾壤。

读志案大体遵 循了養粗 闬护 、 全面 展示 的方针 。

在对倉殿Ｅ４ ． ９ 万平方米土地租 用 的基础上 ， 对宫減

罐墙 、 南部 的部分論筑基址
ｆ
图 二七

） 、 北部皦池苑和

给排水渠道 、 祭祀遗存区 ， 开展了模拟保护展 示 。 目

前 ， 餘了三期项 目 涉及 的 ３ 号和 ５号基址门塾及 南

卿厕露广场外  ＜ 其 余项 目 大体宗工 。

（；
５ ）坏境整治项 目

一

期 （
２０２１

）

２０ １７ 年 ８ 月 １ ４ 日 ， 国 家 戈職局批准 《偃师商域

＿１客庄村环＿聲治项 目 （

一

期 ３￥《 文＿保函ＰＭ７
〕

１舶８ 号 ＵＪ〇 ｌ Ｓ 年 １ １ 月 １ ２ 日 河南省文＿局儀＿＿滅

《偃师商＃鐵址零鐵整治 （

一

期 ） 方案 》 （ 豫文物保

〔
２０ １ ８ １１ ８ １ 号 ） 。 偃师雜ｇ遗址琢境整治项 目 （

一

期 ）

＿ 主要＿ 内容包括东 、 西 、 北３碎
■

出 入 口 广场建

设 、 １日渠
”

爵接豪观费道 、钚＿墙步道 、 景观绿化

等 ， 目 前正在逐步卖＿中 。

（
四

）
机遇与挑 战

从文化遗产 闬护和利 用 的 角處来看 ， 偃师商減遣

图二六 宫殿区全面保护展示项 目 设计方案
（
鸟瞰

）

图二七 宫城 ４ 号建筑基址保护展示效果 （
自北 向南

）

ｉｔ具有囊 么 涵 ， 如何从■有 的发麻和研究 中

更 冷替准地隱炼 出 来其■塗 的 价值 ， 并将其＿于

ａ人面前 ， 在关注其性樣 的 ＿财 ， 更加多缑地揭示其道
Ｉ
＊ 涵 ．葡释其价值 ， 展樣＿替 ＜ 

活化其历史 ， 才是下

一

步保护展示利 用工作更需要重点关注 的 问题 。

中
从 目 讀 已经开展 的项 目 来看 ， 偃师＿娜东ｓ隅 的

保护 展示项 目 、窜 合了大＿东 北隅 的 发掘情况 ， 模拟
■

展示了塘＿和庐婊痛《 并梅其 周边Ｓ齋 ＊城市Ｅ域国

街 公园 ， 敢得了较好 ６！＃果 。 而大城西＿墙 的

ｆ呆护 展＿工作 ， 仅对西域＃ 的 局部进行了 复原 ， 对西

城墙上 的三处门道进行了模 但是 由 于游齡
｜

不 中１， 周边缺乏？套设施
，

建成 后 疏于管理 ， 目 前景

观政果和利 用效儀较差 ，
已缕成 为群 ４＿ 的对象 。

而投 ４ 资金最大 ， 施工时间较长 的 宫城Ｅ鑛的 ｆ呆护

贏泰项 目 ， 屬
＇

为 工程管理方面 的 原 因 ， 目 前 尚来＿
｜

束 ，
已经翁工 的 区域也存在标志 ｜＿缺乏 套塊雛

廳失 于尚未开放 已经破败 的＃象 ， 其背 后 的 原 因

值埽ｆ ｔ

？究 。

显然
，戈化遗 产 的 ｆ呆护和利 彎于地方敏府来

既是杌遒繼焉ｆｆｃ战 。 从 度层面来看 ， 首先需要

有切实可行的 ｉｆ律Ｓ规 ， 专 丨

＇

１协＃炉机构 ， 固定 的Ａ

员 ， 必务 的技术手段 ， 有＿衡奖蓝撸施 ， ｆ呆护維 围 日ｉｆ

｜

森＿會＿ ， 全面建立 日ｆＳｔ
ｆ
户制靡 ， 本上杜绝遗

存本 ｆ＆ｉｉ坏行为 的 ， 在市補蠢设 中襄ｐｓ ｕ

规划先行 ， 程序 合法
＾ 

ｆｃ步实Ｉｆｅ 商Ｗｉｌｔ保护规划

自 ３＿５ 年 修订 ， 实＿＿＿封 ２？８ 年 止 ， 目 前 已经进

人远期规划实翁 ．阶段 。 近農年来 ， 遗址ｆｅ护和利 用 的

１ ７



理念 已经讓漸发生变ｆｔ好景观效果 ．融入

当 地 的城市环 在 保持好 历史 风貌 的 前提下 ， 协调

好 护与 当 地 国 民经济 的 发 展需求 ， 麗肘吸纳

近些平＿ 的新发现 ，

、着研究＿成枭 ．

，
遗１｜聲＿镐遗

＿护规划 已经刻 不審＿ 。 从实＿层面来看 ， 大型遗

址＆  ｆ呆护和＾ 用 对地方基层政府韻或了较大 财政压

力 ， 而项 目 建裹是否科学＿ ， 管ｆｔ是否 到 位有效 ，

也在考验着文物管理部门和基层政府＆ 而项 目 执ｆ？

的结果显 ：示 ，
偃师翻＿文 ｆ呆资 金刹 用 效率较差 ， 施工

眉期长 ， 展示效儀
一

般 ， 注重觸Ｐ．而较少考虑 展示效

果和利 用水平 ， 缺乏活态 的＊ ：＃撤计有 ｉｆ＃现 ， 导致项

目难以长Ｓ！象继 。 从新时期 的形势来看 ，如何将文化

：邋产保护好Ｖ疆邋 ：产 的 展示爾Ｒ项 目建设好 ．发挥其

应有 的 作 用 ， 势必要考虑 周边文 的综 合爾相 ｔ

日 渐形成文爾融 台？宏势 ， 才飴￥现可持续和 良性

发展 。

显然 ， 在新 的 历史时集 ， 通过规划管控 ｆ＃护好 固

态 的文化遗产 、 用载体来传承好活态 的遗产 、 依靠文

讀＃合来ｍ孽好新 的业态 ， 形成文伟遗产 闬护和 展

毖利 用 的有讀机制 体制 ， 才是避ｆｅ博弈 ，棠观共贏

通秦 由 之路 。

六 、 未来可期 ： 转型期 的偃师商城研究

２０３ｆＪ 年： ？ 月 筒 ＿
｜

５
｜變平总书记在 中 央政治 局

第 ２３＿＊＃学 习 中 ■ 出 ， 当今 中 国 正经历 广ｇ箭深

刻 的社会变革 ＜
＊

１ 正进行着坚 ｆｆｆｃ證 展 中

会 主 义 的 伟大实微噺 ３＿们 的 实微 １廣＃须建立

在 历史发展＿律之上 ， 必须行进在历史正确方 向之

上 。 考古工作是
一

项重要支化事业 ， 也是
一

项具有重

大社会論治霉兴的 工作 。 考古工作是展＿ □■建 中

华民族历史 、 中华文明瑰宝 的重要工作 。 丨麵 Ｒ历史离

不开考古学 。 历史文化遗产暮＾產动述辕着过去 ， 也

深刻影議着 当 下和未来
； ｉｆｉ ｊ

ｌ于我 也属 于子孙

后 代 。 ｆ呆护好 、隹承好历史文化遗产是对历史 负责 、

讀人民 负责 。 Ｍ虽考古工作和历史＿究 ， 让 博

物馆里 的文雜、 陈列在广 阔大地上 的遗产 、 书 写在古

ｆｔｔｅ 的 文字都活起来 ， 丰富全社会历史 ：
：貧化滋养 。 并

对如傅敵好考 古和 历史 研究 工 作鐵出 了 四 点 要求 ：

一

罨要继续抨孝宋邗 ， 解释本源
Ｉ
義是要做好考古成

果 的 挖掘 ，整理 、 阐释工＃ ；

三是棄稿輕 历 史文化後

产 的 闬护工作 ；
四鐵要加豔空考古

＇

能力＿设和学科

建遺气

对于偃师商域遽嫌而言 ， 其既是夏文化研究 的重

蘩对象 ， 也是 展＿构蘧中 华 历史 、 中 华文明瑰宝难

以＿开 的节点 。
５ 只有 纟隱绩加键考古研究 ， 才能真正贯

彻 习近平总书记
“

让收薄在博擔馆里 的 文 列在

大燦止 的遗严， 书 写在古籍里 的 文字鄯活■来 ， 丰富

全社会历烫女ｆ
匕滋养

”

的指录幢他 。

从学 ｆｔｉ发展来看 ， 经过 几十年 的 努力 ， 目 前 中

原地区 ｓ化史 的 构建工作 已 经基本完成 ， 古代社会

的 复原威 为 重要 的 研＿容 。 对于偃师商域Ｍｔ而

言 ， Ｉｄ何结 合 已 有 的 资料和研氈 ， 构建和复原夏商时

期 的社会面貌 ， 成为 下
一

ＩＩ毅研究 的重 中 之重 。

自 ２〇１
：８ 年 以飛＿

偃师商 考古工作重点翁人

区域 ，處＊麗ｉ± 系统 的钻探和重点 的发掘 ， 全面

了廳小域时期 的遣存分布面貌和重要节点轚＿ 的

基本 ｆｔｇ 逋过＊学科深 人 合作研究 的方式 ， 揭示偃

师商城第
一

期 的社会状况 ， 并適过 同 时期 周边时期

繁 ． 全面了解：以偃师商域第
一

期遗存 考

表 的
，
二里头 戈Ｍ匕与 二里 岗 文化交替时期 的社会变

迁过程 。

近年拿 ， 偃师商城啦城Ｅ域 的考古工作获得了可

喜 的进 展 ， ｄ ｙ城北墙和西墙 处 的 萬輝対其年 ｆ
ｌ和营

＿方式有了进
一

费 的 了解 ， ▲城西北部Ｅ域新发＿

了可 Ｂｉ尊至 小＿时期 的 大型仓储Ｍ和 囷 仓基址
，

扉

城 中 南部发现Ｔ費書东西 的 大型石构水道和域门遽

存 ， ｄ摘区域 的遗存分布状况逐観翁晰
，
ｆｅ是＊城门

址 的 像量＿数量 、 小域东北和东 南 的遽存分布状况 、

其他Ｅ域翁通存状况等 田ｔｆ工隹斯需袁獅块 的

＊本 问續 ， 仍有待于下
一

暴工作勘验 。

在考古发掘 的基础上 ， 结 合新发现 的重要隹存 ，

优化现有 的编年体蓊 ｔ蕞下
一

步研究工作 的基础 。 以

往 的 测年工作＿摩 的标本夢为 木炭标 未来若干

年％摩们还将刹 用人骨 、动修，植梅鬌褒存 ，

列样本＿序列测年 ， 以＿ 

一

步完善商＿址文化

遗存绝对年代 的 ＿年体 ｆ ｉｆｆ寸 ， 在＿和食料整理

的过程 中 ， 整合以 往 ＿鸾料开 展包括 匣始瓷及产地 、

＿器生 产与 制陶怍坊 、铜器生 产与诗铜遗春 ，
玉石器

来源及加工工艺 、 骨质遗物抽 生产工艺等生业 、 经济

１贸 易方面 的 研數
，
＃麗以往 的 短薇 第三 ， 同 步鐘

迸包括叇植勒 、地表水和鬆他■顔刹 用方式 的探ｉｆ
；

苷 展土 Ｍ微环■ ：，、 人地关 系方面 的 研 拓宽研究 的

纖度和滅度 ：ｇ 最 后 ， 继续开 展 以分子生物学 为＿础
^

探付入１ 的体质状况和特 怔 、 倉性 ， 深 人开藝墓葬和

蒙落方面 的 研究 ｆ 探讨二里 岗 时期 的社会组织与繾

构等馨。

在考古发现 的基础上 ， 做好整理和阐释工作 ， 莩

炉和传承好历史驾佑遗 产既是商城考古工作者 的初

也是肘代和社会賦予＿：ｆ；
［ｐ 責

■

任 。 未乘若干年



图二八 偃师商城遗址公园规划
（
鸟瞰 ）

内
，
我们仍将支持相关部门开展遗址公园建设 （

图 二

八
） ，
推进环境整治项 目建设和宫殿区景观优化与提

升工作
，
为文化遗产的保护和展示利用工作扎实落

地和初见成效 ，
贡献 自 己的力量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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