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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2003 年以来，偃师商城遗址的考古工作稳步推进，先后针对大城区域的大城西墙、Ⅲ号基址群，宫城区域

的南部宫室建筑基址和祭祀遗存，小城区域的城墙、城门、道路、水系和仓储区开展了系列工作，相关发现深化了对偃

师商城聚落形态和城市格局的认识。与此同时，科技考古和研究有序开展，与测年、动植物、人类学和手工业等方面的

合作研究，为我们勾画出了偃师商城存续期间早商时期的文化背景和文明图景，为深刻理解夏商时期的社会变革和早期

国家的发展奠定了基础。

Keywords：Yanshi Shang City; the 40th anniversary; fieldworks; research and explanation

Abstract：The archaeological work at Yanshi Shang City has been progressing steadily since 2003. Successively, systematic 
archaeological work has been carried out at the west city wall and foundation ruins No.3 in the big city, the foundation ruins of 
palaces and sites left after sacrificial ruins in the southern part of the palace area, and the city wall, gates, roads, the water system 
and storehouses in the small city. Relevant finds enhance the understanding of the settlement pattern and urban plan of Yanshi 
Shang City. At the same time, there are ordered scientific archaeological work and researches. The cooperative research that 
spans dating analysis, zoology, botany, anthropology, handicraft industry and other fields pictures the cultural background and 
civilization of early Shang when Yanshi Shang City was inhabited, and lays the foundation for in-depth understandings of social 
changes and the development of early states in Xia-Shang period.

自1983年发现偃师商城以来，其发掘和

研究已走过了40年的历程，取得了令人瞩目

的成绩。随着时间的推移，对城址的认识也

在不断深入，建立了偃师商城商文化三期7

段的陶器编年体系，提出了偃师商城小城始

建年代为夏商分界的界标说等，为推动早商

文化乃至先商文化和夏文化的研究做出了积

极的贡献。（图一）2004年以前的发掘和研

究工作，杜金鹏、王学荣已经做了总结，在

此不再赘述［1］。21世纪以来，偃师商城的田

偃师商城遗址 2004 ～ 2023 年考古工作收获
— 纪念偃师商城发现与发掘40周年

陈国梁 曹慧奇 谷 飞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北京市… 100101）

*

… … *…本文系国家重点研发计划“公元前1500年至公元前1000年中华文明早期发展关键阶段核心聚落综合研究·黄河

流域商早期都邑综合研究”（课题编号：2022YFF0903601）研究成果，国家社科基金一般项目“偃师商城一期

遗存研究”（项目批准号：21BKG006）和中国社会科学院创新工程“偃师商城遗址综合研究”（项目编号：

2021KGYJ006）阶段性成果。

野工作持续推进，研究与阐释不断深入，文

化遗产的保护工作也逐步展开，发掘与研究

团队不断壮大，基地建设和装备状况得以改

善，为新时代的考古工作做出了新的贡献。

田野工作是考古学研究的基础。近20年

以来，偃师商城考古队结合时代主题和新时

期的文物保护形势，先后开展了多个考古勘

探与发掘项目。同时，我们化被动为主动，

坚持课题导向，采用重点区域勘探与重要节

点发掘相结合的方法，在聚落考古理念的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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持下，运用多学科合作与介入的模式，重点

关注“夏商周断代工程”中存在争议的年代问

题，围绕偃师商城存续时期的文化背景、社会

图景等核心议题开展了系列工作。大城区域的

勘探与发掘、宫城南部的复查和小城区域的勘

探与发掘均取得阶段性进展与显著收获。

一、大城区域的勘探与发掘

（一）大城西墙的勘探与发掘

2007年3月到2008年8月，为配合偃师商

城大城西墙的保护展示工程，我们对西城墙

沿线进行了全面勘探，并选择了4个地点进行

考古发掘工作。

持续一年半的田野工作中，在大城西墙

北段新发现了1座城门，编号为西三城门。在

西二城门以南，大城西墙和小城北墙内侧发

现了5个南北向排列的“亚”字形建筑基址，

为2019年小城西北部的勘探与发掘提供了重

要线索。在西一城门外发现了位于护城壕西

侧的石砌水道和其西端的水源地—南北向古

河道。在护城壕内发现了与石砌水道东西一

线分布的两排柱础（应该是连接护城壕两侧水

道的渡槽类设施的支撑柱遗迹）和护城壕底部

窄沟两侧的南北向柱础石（每侧6个柱础石，

应该是此处桥梁设施的支撑柱遗迹）［2］。据

此判断，在此处应该存在着由护城壕、渡槽和

桥梁设施共同构成的立体的水利和交通设施，

谷飞对此撰文进行了复原研究［3］。

（二）III号基址群的发掘与大型建筑

基址的发现

为了解大城东部区域的遗迹分布状况，

我们对位于偃师商城遗址东部的植物园区域

进行了大面积的考古勘探。在勘探的同时，

为了探索倒“几”字形水道与III号基址群的

关系，III号基址群的保存状况和围护设施的

分布状况，年代和性质等问题，我们于2021

至2023年开展了系统的发掘工作，探明了III

号基址群的四至，并对部分建筑基址进行了

重点发掘［4］。（图二）

勘探和发掘表明，III号基址群包括南北

5排，每排15～16座，共计77座建筑基址；早

期勘探发现的“围垣”并不存在；之前勘探

发现的位于西侧“围垣”上的“门道”为小

城东墙被唐宋时期的沟状堆积破坏后形成的

缺口。发掘表明，III号基址群内的建筑基址

与位于城址西南部的II号基址群内的建筑基址

在布局、形制和体量方面基本一致；其始建

年代为偃师商城商文化3段，在6段已经被彻

底废弃。III号基址群与位于其北部的XV号建

筑基址之间存在东西向的道路，且延伸到小

城内200余米。

偃师商城宫城的东、西和南侧均存在多

座大型建筑基址。2022年的勘探结果表明，

宫城东部和西部一样，也存在着2座东、西并

立的大型建筑，其中新发现的XVI号建筑基址

图一… 偃师商城遗址遗存平面分布图（截至2013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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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积约5000平方米。

III号基址群的发掘与小城内、外大型建筑

基址的发现，为相关遗存的功能判定提供了新

线索，也为城市布局的深入研究奠定了基础。

二、宫城南部的复查

2011年秋，中国社会科学院“创新工

程”启动，我们承担了“偃师商城遗址资料

整理和报告编写”项目。针对宫城资料整理

过程中遇到的一些亟待解决的问题，我们从

2011年10月开始，对宫城区南部的一号、三

号与七号、五号与六号等建筑基址进行了复

查。（图三）

（一）一号基址

期间，对一号基址进行了完整揭露。通

过清理和解剖，厘清了建筑形

制，探明了建筑过程，搞清了

一号基址范围内多条水道的起

点和走向，在庭院东部新发现

1处大型窖穴设施。综合各种

遗迹现象可知，一号基址存在

着三个阶段的遗迹。其西庑之

西半部最早，曾作为九号基址

的东庑单独使用过，为内缘大

型立柱，外缘双小柱木骨墙的

建筑形制。西庑东半部与东、

北、南庑系同时期建筑，但存

在着改扩建现象。较早阶段为

内缘大柱，外缘双小柱木骨墙

的形式；较晚阶段则为内缘大

柱，外缘夯土墙的建筑形式。

（二）三号和七号基址

完成了之前未清理的七号

基址南门道及南庑、三号基址

南庑（含南门塾）以及庭院部

分的清理工作。搞清了各部分

的平面形制、建筑结构等相关

问题，纠正了之前的错误认识。之前形成并

延续十余年的一个基本认识是，三号基址存

在着早、晚两段的西庑，其中东侧西庑属于

早段建筑，西侧西庑属于晚段建筑，三号基

址有着自东向西的扩建过程。解剖工作彻底

纠正了这种认识，即东侧西庑为晚段增加的

建筑，西侧西庑才是与南庑一同规划实施的

早段建筑。

此外，通过多个地点的解剖，我们还了

解到三号和七号基址的主殿宽度不同（后者

较宽），三号基址南门塾也存在着早、晚两

段遗迹。早段门塾较宽，其上存在3条并列

门道，晚段门塾较窄，仅保留了中央门道，

在门塾两侧新翻修的南庑上各修筑了一道小

门。

图二… 偃师商城主要遗存分布图（截至2023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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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对七号和三号基址西北角的解剖，

我们厘清了七号基址与早期宫城西墙的关

系：首先，宫城西部早期的第一道宫城西墙

南端与七号基址西配殿的北缘衔接，但并未

进入到七号基址西配殿内；其次，对宫城西

部第二道宫城西墙西南角的解剖，证实了第

三道宫城西墙在建筑工序上晚于第二道宫城

西墙，三号基址早期西庑晚于第三道宫城西

墙。解剖表明，在修建三号基址时，第三道

宫城西墙与第二道宫城西墙围成的一个南北

向长条形空间已经存在，考虑到在第二道宫

城西墙南段上有一个通往上述空间的豁口

（或是门道），第三道宫城西墙建设后形成

的空间或应属于晚期宫城建筑的使用空间。

七号基址西庑和南庑外墙承担了宫城西

墙南段、宫城南墙西段的功能。其南门亦作

为宫城西部南门使用。三号基址修建时利用

了七号基址的主殿和东庑，并在其基础之上

扩建而成。三号基址则存在着早、晚两段建

筑，晚段改建时在早期西庑的东

侧增建了东排西庑，同时改建了

南门塾，改建后的南门塾与五号

基址南门塾的形制大体相同［5］。

（三）五号基址

五号基址的复查工作包括

对其东北角、西北角和西南角

等当年因道路占压未清理部分的

发掘，获得了重要部位的准确数

据，明确了其廊庑为内缘大型立

柱，外缘双立柱木骨墙的建筑形

式，纠正了廊庑外缘存在夯土墙

的认识。

复查工作探明了五号建筑基

址东北庑与宫城东墙，五号基址

东庑北半部西侧新建部分与宫城

东墙之间的关系。发掘表明，五

号基址东北庑利用了六号基址外

院北墙部分作为基础，向东与宫城东墙相连

接。五号基址东庑北半段则是由宫城东墙和

其西侧新筑部分共同构成。即以宫城东墙作

为其外墙，在其西侧新建了廊庑部分。五号

基址东庑修建时并未破坏宫城东墙的结构，

东庑围墙西侧新筑部分的基槽只是打破了宫

城墙的基槽和其西侧的同时期路土，宫城东

墙未见后期翻建迹象。

1988年，我们在五号基址南门塾的东、

西两侧各发现一条南北向门道，其长度与两

侧南庑的宽度相同［6］，而在东西长22.50米，

南北宽约14米的宽大门塾之上却没有发现一

条门道，这明显不合常理。为此，我们多方

查证，最终在门塾中部发现并确认了4个门柱

基坑。从这4个门柱基坑的位置判断，它们中

间应当有一条南北向门道，即中门道（宽约

3.10米），且与三号基址南门中门道相仿，只

是受到的破坏过于严重，门道内已无路土存

留。利用这次复查机会，我们还对五号基址

图三… 偃师商城宫城及周边主要遗存分布示意图（截至2023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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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庑与三号基址东庑之间的道路构成情况进

行了解剖观察，从地层关系上再次证实了二

者为同期建筑遗迹［7］。

（四）六号基址

六号基址的复查结果表明，其东庑分为

南北两段，均采用外缘（东缘）木骨墙、内

缘（西缘）大型立柱的建筑方式，而原简报

标识的台基面上的隔墙残迹［8］不存在，应为

没有清理干净的晚期地层堆积。在东庑中部

的东西向门道东端新发现了一组门柱，每侧

门柱由3个柱子构成，柱坑底部有柱础石。门

道中央发现有水道，水道包括早、晚两段，

晚段水道用石块砌成。1985年发掘五号建筑

基址东北庑时的解剖表明，五号基址东北庑

下叠压一条墙状遗迹，其北缘与六号基址北

庑北缘齐平，顶部宽约2米，发掘确认了上述

情况存在。考虑到六号基址东庑中部存在一

个与其东部区域相通的门道，我们认为在六

号基址的东侧还存在一个由五号基址东北庑

下墙体、宫城东墙、宫城南墙与六号基址东

庑合围成的院落。

（五）祭祀D区

2014年，在五号基址东北角的复查工作

中发现相关祭祀遗存，随后行了勘探，结果

在五号基址庭院东北部发现了一处南北长约

20米、东西宽约10米的大型坑状遗迹，后命

名为祭祀D区。2016年春、秋两季，我们对

其进行了清理，发现一处大致呈南北向的不

规则大型祭祀坑及其北缘外的祭祀坑和东北

缘外的祭祀沟等，共发现祭祀用猪骨架100余

具。大型祭祀坑位于早期宫城的东南隅，四

号基址的南侧。在六号基址出现之前此处应

没有其他建筑遗迹。坑内的堆积以2段和3段

遗存为主。

相关信息表明，大型祭祀坑应当是修建

早期宫城墙或四号基址等建筑时取土形成，

随后逐渐被废弃物填充，并在某些阶段作为

祭祀场所使用，至六号建筑基址修建时被填

平，并在其上部修建了横贯东西的水道，成

为六号基址东部院落下的一部分。六号基址

废弃后又成为五号基址庭院的一部分。祭祀D

区的发现，改变了偃师商城宫城区主要祭祀

遗迹仅分布于宫城北部的认识，为祭祀遗存

的研究提供了新资料［9］。

宫城的复查工作自2011年秋季开始，跨

越6个年头，历时10个季度，截至2016年底全

部完成。在资料整理过程中遇到的诸多疑惑

得到了彻底澄清，并且还有多处新的发现和

认识，可谓收获颇丰。复查工作的完成也意

味着偃师商城宫城发掘工作的完结。目前，

宫城发掘资料的整理和发掘报告的撰写工作

正在按计划进行。

三、小城区域的勘探与发掘

宫城区域的复查工作结束以后，结合偃

师商城遗址的保存现状，我们拟定了小城区

域的田野工作计划（2018～2023年）。即以

偃师商城一期文化的综合研究为主要目标，

以小城区域的遗存为基本工作对象，采用大

面积系统勘探和小面积发掘相结合的方式，

对重要节点和重要区域进行精细化发掘的工

作方法，结合相关遗存优化现有编年体系，

稳步推进以多学科合作研究为主要手段的各

项研究工作。（见图二）

（一）小城北墙的发掘及城门的探寻

历年来对小城形制和布局的了解相对较

少，小城北门的探寻工作为下一步了解城门

和路网的分布与各区域的功能，奠定了良好

基础。1997年，在小城北墙东侧拐折处的发掘

中，在小城北墙外发现了一处沟状遗迹［10］。

2007年，在配合西城墙保护工程的发掘中，

在西二城门内小城北墙的北侧，钻探出东西

向的壕沟。据此，发掘者认为小城北墙外可

能存在护城壕［11］。通过我们对小城以北区域

偃师商城遗址2004～2023年考古工作收获— 纪念偃师商城发现与发掘40周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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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大面积勘探和小城北墙多处地段（包括西

二城门内侧）的发掘可知，原来发现的沟状

遗迹在小城北墙中段外侧并未贯通，而且壕

沟宽度较小，口部仅2.50米左右，应该不属于

具有防卫功用的护城壕［12］。

（二）囷仓基址群的发掘与仓储区的

确认

2019至2020年，我们探明了小城西北部

区域建筑遗存的基本分布状况，并对其中的

两处建筑基址进行了揭露，对建筑基址群的

分布状况进行了详细了解［13］。结合发掘情况

和初步研究，我们判定圆形建筑基址群是当

时的囷仓遗址群，该区域应该是偃师商城的

大型仓储区之一［14］。

偃师商城小城城墙并非规矩的长方形，

四面城墙上都存在着多处拐折，拐折使小城

的东北、东南、西南和西北四个区域都形成

了较为明显的半封闭区。根据之前的工作，

我们知道小城西南部存在着近4万平方米的II

号建筑基址群，研究者认为属于府库遗址。

小城西北部仓储区的探明，使得我们相信小

城东北部和东南部应该也是重要的功能区，

这些发现为解释小城城墙曲折的原因提供了

证据，更为偃师商城性质的深入探讨提供了

新视角。

（三）“一”字形水道与新西门的发现

2019年，小城西南部（西一城门南侧）

的勘探新发现了东西向的石构水道，为探明

该水道的存续年代，我们在其经由的大城西

墙，宫城东侧和穿越小城东墙处进行了发

掘，并对其经由位置进行了详细的勘探。

相关工作证实，新发现的石构水道和之

前发现的倒“几”字形水道的水源地相同，

结构类似，与宫城内池苑遗址进水道连接，

流入宫城的池苑后，径直向东下穿小城东墙

后，流入东南部的自然湖泊。该水道呈东西

向“一”字形分布，穿越大城和小城西墙处

的水道包括两个时段的遗存，即小城营建时

期的始建部分和大城营建时期的改建部分。

宫城东部发掘表明，“一”字形水道也包括

两个时段的遗存，分别与大（小）城西墙处

的两个时段对应。小城东墙处的发掘表明，水

道早段修筑于小城东城墙建设过程中。种种迹

象表明，“一”字形水道的始建年代可以早至

小城时期，在大城修建时局部改建，之后在较

短时间内即废弃。在水道穿越大城西墙处我们

还发现了城门1座（新西门）［15］。

早期水道和大城新西门的发现，为探索

偃师商城水资源的利用和水利设施的分布与

变迁提供了新资料，也为深入认识偃师商城

遗址的布局提供了新线索。

（四）古河道的确认、倒“几”字形

水道的发掘与小城东门的发现

在偃师商城遗址以往的发掘中，曾发

现西一城门和东一城门下均存在石构水道。

通过钻探和局部发掘可知，其整体形状呈倒

“几”字形，该水道用水引自大城西墙外的

古河道，经由西一城门后南折再向东进入宫

城北部的水池，之后向东出宫城，北折后向

东再经由大城东部的III号建筑群南侧和东一

城门下，流入大城东墙外的护城壕和湖泊。

“一”字形水道发现之后，我们开始反

思之前宫城北部水池及东、西两侧给排水渠

道的存续年代和其与倒“几”字形水道的关

系等问题。2020至2022年，我们结合勘探资

料对该水道的重要节点进行了揭露，包括引

水口、东西拐折和穿越小城东墙等处。发掘

探明了古河道的准确位置及河道内的堰水设

施；证实了进水道包括早、晚两段遗存，与

之前水池两侧的发掘结果相吻合；排水道为

晚段遗存，未经过改建；在排水道经由的小

城东墙处发现了小城东门；在进水道的拐折

处还发现了南北向的道路、车辙和与道路相

邻的南北向沟渠［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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倒“几”字形水道的发掘，探明了水

道的存续年代，解决了其与“一”字形水道

的关系，初步探明了偃师商城水利设施的分

布状况，为水资源利用策略的研究奠定了基

础。小城东门则是首次证实的小城城门，为

城市空间格局的探索提供了一把钥匙。

（五）宫城门道与周边排水系统的发现

偃师商城宫城区域的发掘工作在2016

年左右基本结束，但是宫城城垣上的门道位

置及宫城内各功能区排水系统的终点问题始

终没有彻底解决。2020年秋季，在宫城东侧

“一”字形水道的发掘中，我们发现了与宫

城东墙大体平行的南北向水道，勘探表明该

水道与宫城中东部建筑的排水沟渠的东端汇

合。此外，在宫城的南侧和西侧建筑基址内

也发现有多条排水沟渠向外排水。

为了探明这些排水沟渠的流向及宫城

外侧排水沟渠的分布状况，自2022年秋季开

始，我们在宫城东、西两侧进行了发掘。发

掘表明，宫城东侧的排水沟渠包括三个阶段

的3道南北向沟渠，最内（西）侧的沟渠年代

最早，中间的年代次之，最外（东）侧的年

代最晚，宫城内祭祀B区、四号基址、四号基

址东南角、四号和五号基址之间以及六号基

址内院流出的5道排水沟，分别汇入宫城东部

不同阶段的南北向沟渠。此外在宫城东侧的

南北向排水沟西侧，还发现了与宫城东墙并

行的南北向道路。与此同时，在宫城西侧的

发掘中，我们发现了三号基址早段西庑上的

东西向排水沟汇入宫城外的南北向排水沟，

在第三道宫城西墙南段发现了门道和排水

沟。（见图三）

目前，宫城外围的排水系统仍在探索

中。宫城墙垣上门道与宫城外围的排水系统

的发现为深入认识宫城内各宫室建筑的存续

年代提供了旁证，为宫城布局的变迁研究提

供了新的信息和视角。

四、研究与阐释的新突破

“夏商周断代工程”实施时，偃师商

城遗址作为商代早期年代学研究的重要支撑

点，曾经开展了系列发掘和研究工作。随着

新时代考古学科的转型，偃师商城遗址的相

关研究也经历了从以传统考古学研究为主向

多学科合作为主的变化过程。

偃师商城遗址发掘的前20年，相关研究

主要围绕遗址的年代与性质问题展开，同时

其与二里头遗址和郑州商城的关系也是讨论

焦点。“夏商周断代工程”将这一讨论热度

推向了巅峰，偃师商城是否是夏、商分界的

界标，以及该界标是否具有唯一性，成为一

时热点。

近20年来，以偃师商城为中心的相关

研究中，传统考古学的研究仍然具有相当分

量，在基础资料公布的同时，相关研究者对

建筑、池苑、祭祀和水利等遗存多有探讨，

对青铜制品、玉石器和圆陶片等亦有关注，

对城市发展进程、聚落形态变迁、城市与

宫城的筑城次序等有深入分析，对仪式与宴

飨、丧葬习俗等有专门研究。总的来说，相

关研究基于偃师商城三期7段商文化陶器编年

体系，对相关文化内涵进行了仔细分析，对

城市布局和变迁有了初步认识，对遗址的性

质与价值进行了深入阐释。

近年来，在相关项目与课题的实施中，

我们围绕既定目标，在按计划开展田野工作

的同时，持续加大科技考古的介入力度，逐

步弥补了以往研究的不足，在多个研究方向

均有实质性突破。

持续开展的年代学研究，提供了科学和

精准的系列测年数据。根据《夏商周断代工程

报告》（繁本）公布的资料，常规碳十四测试

结果经系列样品拟合表明，偃师商城商文化

一期的绝对年代上限为公元前1530年～前1470

偃师商城遗址2004～2023年考古工作收获— 纪念偃师商城发现与发掘40周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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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加速器质谱碳十四测试结果经系列样品拟

合之后则显示偃师商城的始建年代为公元前

1636年～前1556年［17］。近年，对宫城内祭祀

D区部分猪牲样品进行的加速器质谱碳十四年

代测试的结果，有异于以前的认识［18］。

偃师商城出土有大量的动物遗存，在

动物考古方面收获巨大。发现的动物涉及哺

乳动物、鱼类、爬行动物和软体动物等，其

中哺乳动物的数量占绝大多数。哺乳动物中

家养动物超过一半，最多的为猪，其次为黄

牛、绵羊和狗等。牺牲用猪多数不超过2岁，

猪牲可能存在不同的供应途径。

自2000年起，偃师商城即开始开展植

物样品的浮选工作，出土了丰富的炭化植物

遗存，共获取20多万粒植物种子。其中农作

物占绝对数量，包括粟、黍、稻、大豆和小

麦等品种。这些样品大部分采自祭祀区，为

探讨当地农业的发展和变化规律提供了重要

资料，也对商代早期祭祀用谷的研究提供了

实证。且无论从绝对数量，还是出土概率来

看，偃师商城出土的水稻均有明显的比较优

势，可能与环境、社会和祭祀用品的选择等

诸多因素相关［19］。此外，木炭样品的树种

分析还表明，二里岗时期，偃师商城附近分

布有以栎为优势树种的落叶阔叶林。遗址周

围有竹林和较多的榉、构及少量的柳属、槭

树和漆树等阔叶树，也有较多的枣、杏和桃

等果树，还有一些针叶树侧柏、松和云杉。

植物遗存表明，局域环境可能有过温凉的时

期，但温凉的气候并没有影响考古学文化的

发展。栎属在当时多有使用，杏属、毛桃、

桃属、枣木和桑树的出现，从侧面证明了古

代人类有可能采集这些果树的果实食用，而

漆属植物的出现，为研究先秦时期用漆情况

提供了例证［20］。

人类学的研究也表明，当时人群的平

均寿命较低，健康水平较差。人群以“古中

原类型”为主，其他体质类型居民的迁入或

基因混杂处于次要地位。骨骼上发现的疾病

现象主要包括口腔疾病、骨骼上的退行性变

化、特异性感染和新陈代谢类疾病等。DNA

检测分析表明，偃师商城人群与二里头至晚

商时期各遗址人群的遗传相似度最高，遗传

特征没有明显差异。而相较于仰韶晚期河南

地区的人群，这些遗址人群的南方成分有所

增加。整体来看，偃师商城人群仍然具有更

多北方成分。人群生前的食物结构没有显著

差异，主要食物源自粟和黍两种小米，以及

用粟作农业副产品饲养的家猪［21］。

制陶遗存的研究表明，生产区域规划

特征明显，成型区和烧造区始终隔离，陶窑

形制结构前后一致，没有较大变化。人们可

以根据不同时期、不同器类的实际需求，有

效调节各陶窑的主要产品。陶器的原料、成

型技术和烧制技术，较长时间内高度统一。

中期开始已经进入了规模化生产阶段，专业

化生产的特征较为明显。中、晚期的某些阶

段，已具备国家控制下的、有组织的专业化

生产特征，以生产日用品为主，同时也生产

随葬用器、高等级陶礼器和原始瓷器［22］。

印纹硬陶和原始瓷的研究表明，其胎料组

成符合“高硅低铝”的特征，其中助熔剂含量

较低，烧成温度高于普通陶器。胎料组成区别

于南方同时期典型遗址的样品，与二里头遗址

的样品较为接近，产地可能并不单一［23］。

青铜制品的分析与研究表明，偃师商城

铜器及冶铸遗物的矿料来源是多元的，部分

继承了二里头时期的矿源，来自南方的可能

性较低。铜容器均为浑铸成型，未见分铸技

术。分范和泥芯撑技术继承自二里头时期，

并得到进一步的发展。容器口沿加厚的技术

传统，已经不是必要的技术设置。锡、铅配

比相较二里头时期更加稳定，波动幅度较

小，已经初现其规律性。先民掌握了一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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冷热加工技术，至晚期已经能熟练将各种工

艺结合使用。应当存在作坊类遗址，以目前

的研究看，该遗址至少具有批量制作小件兵

器和工具的能力［24］。

玉器数量不多，种类不丰富，主要为祭

祀类礼器，仪式类器物极少，装饰类器物不

多。玉器在用料上以本地区常见矿物为主，少

量优质闪石玉料被用来制作玉笄等相对精致的

器物。玉器加工工艺相对简单，包括开料、减

地、打磨和钻孔等。开料使用锯片切割技术和

打制技术。部分器物是多元玉文化和技术影响

下出现的新器形。少量玉器可能来自其他区

域，出现砂绳切割技术的勾形器［25］。

科技考古相关方向的研究，拓展了偃师

商城研究的广度和深度，一定程度上弥补了

之前的空白，对于深入探讨偃师商城的性质

与当时的社会图景有着重要意义。随着新工

作的开展，相关研究也会继续跟进，为偃师

商城研究的深化和未来的保护展示工作奠定

更为坚实的基础。

五、结  语

偃师商城遗址40年来的发掘和研究，是

中国考古学发展历程的缩影，21世纪以来的

考古工作参与和见证了转型期的考古学发展

历程。即由原来的以建构文化谱系、描述文

化过程为主的文化史研究，向人群、社会、

资源和环境及其相互关系为主的社会考古学

研究的转移。

近20年的田野考古工作、研究与阐释以

及文化遗产保护工作取得了骄人的成绩，但

是也有一定的不足，比如城市布局与文化内

涵等基础问题仍需要系统连续的田野考古工

作支持，研究的视角和深入程度都有拓展的

空间，文化遗产的保护也有极大的时代局限

和迟滞，难以满足新时代的各种需求。未来

的工作仍需立足田野本身，拓展研究视域和

深度，大力支持地方政府开展文化遗产的保

护与展示利用工作，让陈列在广阔大地上的

遗产活起来。

偃师商城遗址40年的发掘和研究收获，

是历代学者和同仁努力的结果，未来的田

野、研究和保护展示利用工作仍然需要各

级、各方力量的大力支持。期盼下一阶段的

相关工作，能够为夏商考古学提供新的第一

手资料，助推考古学研究的深化，助力遗产

的保护与展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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丰富了对辕村遗址的认识，为揭示遗址分布

范围、堆积情况与聚落内部功能分区等提供

了实物资料。

夏县辕村遗址所处地理位置非常重要，

著名的西阴村遗址位于其东，东下冯遗址居

其北［12］，遗址向南即是盐池。近年发掘的夏

县师村遗址［13］，从大的地理地貌上看，不排

除与辕村遗址为同一遗址。若如此，则辕村

遗址的文化内涵则更加丰富，为晋南地区典

型的仰韶文化聚落。

附记：项目负责人赵辉，参加发掘者有

钟龙刚、张慧祥、李辉、张新等。遗迹图、

照片由耿鹏、李辉等完成。器物修复由张慧

祥完成。

执 笔：赵 辉 钟龙刚 李 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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