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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 重视 ｆ 下 偃 师 商域遗址 的稼 究 （
上

）

陈国梁 （
中 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 ）

偃师商城遗址位于河南省洛阳市偃师区商城 、伊

洛 、槐新三个街道办事处辖区的交接处 （ 图
一

） 。 从空

间上看
，
该遗址位于洛阳盆地 中部偏东的黄土丘陵

和伊洛河河谷平原之间 的冲积扇上 ， 该区域也是 中

国地形第 二阶梯和第三阶梯的过渡地带 。 气候 、地

形 、 经济和文化方面具有 的多重过渡性产生了多重

边缘效应 ，
使得该区域均具有良好生态适宜性和较

强 的环境承载能力
，
是古代居民生产和生活 的绝佳

处所之一 。 该城址发现以来 ，

已经持续开展了将近 ４０

年 的 田野工作
，
回顾以往的发掘和研究历程

，
有助于

我们发现 目 前存在的 问题
，
为新时期 、新形势下 、 新

工作的开展厘定方向 。

图
一 偃师商城遗址位置航拍 图

―

、偃师商城的发掘 与研究

１ ９ ８ ３ 年夏季
，
中 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洛阳

汉魏城工作队在首阳 山 电厂选址工作 的 勘探 中
，
发

现了该城址 。 经过勘探和试掘 ， 初步确认了商城西 、

北 、东三面城墙 的位置 、 走 向 、长度 、 结构及保存状

况
；
在北城墙正 中位置发现

“

城门
”

及经 由 该城门通

向城内 的 南北 向道路
；
在城内北部区域发现东西 向

的
“

道路
”

；
城外东南部发现古代

“

水池
”

；
在城内勘探

发现 ４ 处建筑基址群 （
图 二 ） 。 进而认为该遗址

“

规模

大
，
内涵丰富

”

，
仅次于郑州 商城和安阳殷墟 ，

“

绝非

一

般聚落
，
也非方 国小城

，
而应是

一

代王都
”

，
且

“

有

助于二里头文化时代及性质 问题的早 日 解决
，
加速

夏商文化研究的深入发展

（

—

）
发掘

该遗址发现后
，
中 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指派

河南第二工作队转赴偃师商城
，
专门 ｉＡ事该遗址 的

发掘与研究 ，
以期解决以夏 、 商分界为焦点的偃师二

里头和郑州商城遗址的性质问题 。 偃师商城的发现 ，

为研究者提供了新的视角和依据 ，
因而偃师商城考

古首要的 问题便是搞清楚城址的年代与布局 。

１ ９ ８ ３ 年秋季 ，
在对城址进行勘探和复查时

，
发现

了位于东 、 西城墙上 的各 ３ 处豁 口和北城墙上 的 １

处豁 口
，
在城内发现道路若干 。 初步探明了城内 ３ 处

大型建筑基址群的布局？
。 之后 ，

偃师商城遗址的发

掘工作先后以大城和宫殿区为 中 心逐次展开 ， 期 间

穿插进行了部分小城城墙 的探寻工作 ，
相继有重要

发现 。

１ ． 大城区域

大城区域的发掘包括城墙和护城壕 、 城门与道

－

本研究为 国家社科基金
＿般项 目 《偃师商城

一

期遗存研究 》 （

２ １ Ｂ ＫＧ ０ ０ ６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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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２ ０２ １ ＫＧＹＪ ０ ０ ６
）
的 阶段性成果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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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三 偃师商城大城主要遗存分布 图

路 、手工业生产区和储藏区等 （
图 三 ） 。

（
１

）城墙与护城壕

１ ９ ８ ３ 年 ， 在城址发现之初 ，
已经对偃师商城北 、

东 、西三面城墙的位置 、形制 、尺寸 、 规模和年代有了初

步的了解？
，
当年秋季的复查工作对上述问题有了更精

准的认识 。 １ ９ ８５ 年对西城墙再次进行发掘后 ，
认为偃

师商城大城的始建年代不晚于二里岗下层时期？
。 １ ９ ８ ８

年 ， 勘探发现北 、东 、西三面城墙外侧均存在护城壕气

１ ９９ １ 年
，
配合塔庄村民宅建设的发掘中确认了之前认

为 已经被洛河冲毁的南城墙及护城壕存在？
。

１ ９９６
̄

１ ９９７ 年 》
大城东北隅发掘确认了大城城墙的始建年代

为二期早段 （ 图 四 ）气 １ ９ ９９ 年
，
对大城东墙进行发掘

，

再次证明了之前对商城大城墙始建年代认识准确？
。

图 四 大城东北隅城墙和护城壕
（

１ ９９７ 年
）

勘探和测量数据表明 ，
偃师商城大城平面大致为

缺角长方形 ， 南北最长约 １ ７ ５ ３ 米
， 东西最宽约 １ １ ９ ８

米
，城垣以内的面积为 １ ． ８ ３ 平方千米 ，

护城壕以内 的

面积约 ２ ． ０ ５ 平方千米？
。城墙与护城壕的始建年代为

二期早段 。

（
２

）城门与道路

１ ９ ８ ３ 年
，
对西城墙进行发掘 ， 确认西 ２ 城门存在

，

同时在西城墙内 個拨现
“

马道
”

（
图 五

） ， 认为该城门在

二里岗下层某
一

时期废弃并且封堵 ，
进而认为 城的

始建年代为不晚于二里岗下层时期？
。

１ ９ ８４ 年
，
对东 １

城门进行发掘
，
确认城门和排水道的存在？

。
１ ９ ９０ 年

勘探护城壕的 同时 ，
发现位于西 ２ 城门南侧存在豁 口

和进水道 ，

１ ９ ９ ５ 年确认西 １ 城门和水道存在 。
１ ９ ９ ３ 年

和 １ ９ ９ ５ 年冬 ，
发掘相继否定原来勘探发现的西城墙

上的两处豁 口 为门道 。
２ ００７

－

２ ００ ８ 年
，
重新发掘西 １ 城

门
， 确认该城门经过两次修建 ； 确认进水道源 自护城

壕西侧的古河道
；
在护城壕上发现桥梁和渡槽遗迹

；

在大城西墙北段发现西 ３ 城门？
。

２０２ １ 年 ，
在大城西墙西 １ 城门以南新发现

一

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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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五 偃师商城西 ２ 城门 、小城北墙及大城西墙

（
１ ９８４年

）

城门＇ 至此
，
偃师商城西城墙上发现城门 已有 ４ 处 ，

大城东墙南段发掘城门 １ 处
，
中段确认 １ 处

，
北段可

能存在 １ 处
，
南北城墙勘探各发现豁 口１ 处

， 可能为

城门所在 。 根据 目 前的发现来看
，
偃师商城大城城墙

上 的城门数量可能还不止于上数
，
部分门址的存续

年代也有探讨的空间 ， 城市格局与布局 的认识还有

进
一步深化的可能 。

在对城墙进行发掘和解剖的过程中 ，
在大城内外

先后发现道路 ， 包括城墙内侧的顺城路和外侧的环

城路 。
１ ９ ８ ３ 年 ， 对城墙解剖时即发现有二里岗文化道

路？
。 同年秋季在西 ２ 城门的发掘中再次在城墙外侧

和内侧发现道路？
。

１ ９ ８４ 年
，
在东 １ 城门发掘时 ，

除了

在 门道 内发现路土
，
还在其附近发现环城道路 ？

９

１ ９ ８ ５ 年
，
在西城墙解剖时

，
同样发现 内外两侧道路

，

１ ９ ８ ７ 年
，
在大城西墙南段发掘中

，
在外侧也发现有路

土堆积 。
１ ９ ８ ８ 年

，
在大城东墙发掘中 ，

在城墙两侧也

发现有路土层 ， 确认城墙外侧的道路接近 ７ 米
，
基本

是原始宽度 。 同年 ， 在大城北墙中段发掘 中 ，
发现内

侧道路宽约 ９ 米
，
外侧道路宽约 １ ２ 米 。 １ ９９４ 年

，
西 １

门首次发掘 中
，
发现西城墙内外两侧均存在道路 ，

其

中 外侧道路宽约 ７ 米 。
１ ９９ ６ 年对大城东北隅进行发

掘时
，
在大城北墙东段内侧发现道路和车辙 ｓ１ ９９ ９

年
，
在对大城东墙 中段进行发掘时

，
在城墙和内侧的

隔墙之间发现有宽约 ９ ． ５ 米的道路 ， 城墙外侧则发现

有宽约 １ ０ 米的道路？
。 ２ ０ ０７

￣

２０ ０８ 年 ，在大城西墙上

的 ３ 个发掘点均发现城墙内外两侧的道路 。 其 中通

过西 １ 门 的东西向道路的南北两侧还发现有路沟？
。

（
３

）普通居址区

在历年 的发＿ 中
，
在偃师商城小城以外 ，太城北

部区域多发现有生活和生产类设施 ｅ 生？类设施包

括 中 小型 的建筑基址 以及与基址 共存 的 灰坑 （ 窖

穴
） 、 水井等 。 中 型建筑基址与宫殿区 内 的建筑形制

较为接近
，
但是规模稍小 。 小型房屋或为地面式 ，

或

为半地穴式 ，规模更小
？

。 这些建筑基址 的功能有待

于进一步的研究 。 研究者将这
一

区域视作普通居住

区 〇

（
４

）手工业生产区

目 前发现的手工业遗存主要发现分布于大城东

北部区域
，
包括制陶 、制骨和冶铜遗存等 。

１ ９ ８ ８
￣

１ ９９２ 年
，
在偃师商城大城东北部区域配合

基建的过程中 ，
先后发掘 ４０ ００ 余平方米

，
发现陶窑 ９

座？
，
发现大量与制陶相关遗物的遗物？

，
该区域发现

的制陶遗物显示的制陶手 １ ：业的作业链完整
，
基本

可以确定系制陶作坊所在 。 此外还发现有不少的石

制品和骨制品
，
也存在

一

定量的石质毛述 、余料等遗

物
，
可能存在着相应器类的生产场所 。

１ ９％￣

１ ９９７ 年
，
在大城东北隅 的发掘中 ，

发掘的 ３

个小型灰坑 内发现有
一

定数量 的铸铜遗存 （ 图 六 ）
，

有研究者认为该地点可能为铸铜作坊？
。

图六 大城东北隅发现的窖址
（
１ ９９６ Ｉ ＩＴ １ １ Ｙ １

）

（
５

）储备区

１ ９ ８ ３ 年
，
在偃师商城勘探 中 ，

东南部发现 ｍ号建

筑基址群 。 之后 的复探和试掘表明 ，
该基址群依托小

城东墙而建 ， 南北长 １ ６０ 米
， 东西宽约 １ ９０ 米

，
面积约

３ 万平方米 。 周 围有宽约 ３ 米的垣墙环绕 。 内部规划

有东西 １ ６ 列
，
南北 ５ 排的长方形建筑基址 的空间 ？

图七 丨 １ 丨 号基址群勘探复原 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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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七 ） 。 研究认为该基址群存续年代与大城相 当 ，平

面布局与 ｎ 号基址群相似
，
功能也近似

， 可能是府库

之
一＠

〇

（
６

）其他

在大城区域还发现有建筑基址和其他类别 的遗

迹
，
因发掘面积有限 ，

遗存的详细分布状况有待探

知 。

２ ． 小城区域

早在 １ ９ ８ ３ 年
，
勘探中发现了位于城北部区域 的

东西向
“

道路
” ？

，
在对西 ２ 城门发掘的时候

， 在西 ２

城门南侧发现了连接西城墙 的
“

马道
”

？
。 此后在偃师

商城的勘探与城墙的发掘中
，
多次发现小城城墙的

线索 。 据此 ，
当 时参与偃师商城发掘工作 的王学荣先

生认为在偃师商城大城扩建之前
，
存在着

一

个规模

稍小的城址 ， 即偃师商城的小城 ？
。 结合相关 的考古

勘探 、发掘和测绘资料可知 ，
偃师商城小城南北最长

约 １ １ ５ ３ 米
，
东西最宽约 ７７６ 米

，
面积约 ９０ 万平方米

（ 图 八 ｈ 其始建年代不晚于偃师商城
一

期晚段 （
２

段 ） ０

（
１

）城墙与护城壕

自 １ ９ ９６ 年秋季开始 ， 开展了
一

系列 的发掘工作 ，

以验证小城城墙是否存在《１ ９９ ７
－

１ ９ ９ ８ 年 ， 对小城北

墙东部拐折处 ， 小城北墙西端与大城西墙交接处和

小城东墙 的 中段位置进行了发掘 。 证实了小城城墙

的存在
，
对其形制有了初步的 了解

，
证明其始建年代

早于大城 ，在大城城墙建成后与之共存 。 发现了小城

北墙外 的沟状遗迹和城墙 内 、外两侧的墓葬
，
对小城

图九 小城北墙西段拐折处
（
２０ １ ９ 年

）

城墙不规则 的原因和营建的过程有了初步的认识？
。

２０ １ ８
￣

２０ １ ９ 年 ， 对小城北墙进行发掘 （ 图 九 ） ，
验

证了之前关于小城城墙始建年代的认识
，
新发现了

小城北墙西段外侧的壕沟
，
疑似的

“

小城北门
”

，
对小

城营建和废弃的过程有了进
一

步 的 了解 ， 对小城的

布局有了更清晰的认识？
。

（
２

）城门与道路

小城城墙的发掘工作较少
，
目 前对城门 的设置情

况尚不清晰 。 已有的线索表明 ，
小城东西两侧城墙中

间位置可能存在着小城时期 的城门 ， 但是尚待进
一

步的确认 。

２０ １ ８
￣

２ ０２ ０ 年在小城北墙发掘时 ，
在小城北墙 中

间位置发现有疑似的
“

城门
”

，
目 前不能证实 。 同年度

的发掘 中 ， 在小城北墙西段与大城墙交接处东侧发

现有疑似的临时
“

门道
” ？

。
２ ０２ １ 年春季发掘时 ，

在大

城西墙西 １ 城门 南侧不远处发现有疑似小城西墙门

道迹象？
。

小城区域的道路状况不够清晰 ，
目 前可以确认的

小城内部道路包括连通宫殿区 南侧 中 部门道和大城

南墙中 间城门 的 南北向道路 １ 条气 小城西南部 Ｉ Ｉ 号

基址群北侧和宫城区 南侧东西向道路的西段
；
宫殿

区北侧连通西 １ 城门和东 丨 城门之间东西向道路 的

局部地段 。 其他区域是否存在着东西向或南北 向 的

主千道有待于下
一

步工作探寻 。

（
３

）永系

水系存遗是偃师商城遗址特色较为鲜明 的遗存

类別之一 。 历年来
一

直是田野工作的重要关注对象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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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偃师商城的发掘 中 ， 除了大城外侧的护城壕以外 ，

其他水利工程和设施也频频发现 。

１ ９ ８４ 年
，
在东 １ 城门 的发掘 中

，
首先发现了穿越

该城门 的水道 ， 勘探发现该水道 出东 １ 门后 １ ０ 余

米
，
注入护城壕 。 随后 的勘探表明 ，

水道 自城门处向

西延伸 ６ ０ ５ 米后
，
南折 １ ３４ 米后

，
再西折 ４ １ 米后

，
进

入宫城北部区域？
。 １ ９９ ０ 年 ，在对西城墙进行勘探时 ，

发现了城墙豁 口
（ 后被证实为西 １ 门 ）及其下面的水

道 。 初步勘探后认为 ，
该水道西连护城壕 ，

下穿城门

后 向东延伸 ２ １ ５ 米
，
南折 １ ３ ４ 米后

，
再东折 １ １ ５ 米

，
进

入宫城区域

２ ０ ０７
？

２ ０ ０ ８ 年
，
在西 １ 城门 的发掘 中

，
证实水道

自护城壕西岸 ２ ０５ 米处的南北向 古河道 引水？
，
水道

穿越护城壕位置可能设置有渡槽和桥梁

２ ０ １ ９ 年春季 ， 在西城墙两侧的勘探中 ， 发现东西

向水道
，
贯穿小城中 南部 。 初步发掘表明该水道包含

多个时期的遗存？
。 此外 ，在宫城东侧的勘探中 ，

还发

现南北 向 的水渠
，
可能初步判定是宫殿区排水系统

的
一

部分 。

除上述外
，
历年来的工作 中 ，

也在多个地点发现

有水道 、 水渠和排水沟等遗存 ，
因 资料较为零碎

，
难

以勾连 。

截至 目 前
，
小城区域发现的东西向水道两条

，
这

两条水道均与宫殿区 内 的池苑连通 。 其构造方式稍

有差异
， 可能是不 同时期遗留 。

（
４

）
生产区

小城区域内 尚未发现规模较大的生产区域 ，
仅有

线索若干 。 １ ９ ８ ３ 年在小城东南二里岗文化晚期文化堆

积层内发现有坩埚片 、铜片 、石范等？
， 
１ ９８ ９ 年

，
在小城

东南部区域的发掘中曾发现红烧土堆积和陶窑 １ 座？
，

上述区域可能与冶铜手工业相关 ，
也是下

一

步工作值

得重点关注的区域。

（
５

）储备区

１ ９ ８３ 年 ， 勘探发现偃师商城西南部和东部偏南

存在着 ２ 处大型建筑基址群 ，
分别编号为 ｎ

、
ＨＩ 号小

城 （ 后称之为第 ｎ
、
ｍ 号建筑基址群产 。

２ 〇〇７ 年
，
在小

城西北部勘探发现了第 Ｘ Ｉ Ｉ Ｉ 号基址群 ６

１ ９ ８３ 年秋季进行了复查和试掘
，
发现 ｎ 号建筑

基址群西 、 南侧有城墙 、 基址群周 围存在垣墙 ？
。

１ ９ ９ １
、
２ ００２ 年两次钻探

，
确定了该基址群与大城城墙

的关系 。 勘探情况表面
，
该基址群是

一

座相对独立和

封闭的功能区 。 平面大体呈方形 ， 西北角 内 凹 ， 外围

有 ３ 米厚的 围墙
，
东 、西 、南 、 北四面墙垣的长度分別

为 ２ １ ８
、
２ ３ ３

、
２ ２ ０

、
１ ９ ７ 米 。 其内规划有南北 ６东西

１ ６
￣

１ ８ 座长条形建筑基址 （ 图
＿ 〇

） 的空间 。

１ ９ ９ １ 年至 １ ９９４ 年 ， 对该基址群进行了 局部发

掘
，
对其建筑基址的分布状况有了进

一

步 的 了解
，
推

测存在着 １ ０ ５ 处建筑基址和 １ 处与建筑基址规模相

当 的大型水池存在 。 建筑基址周 围有水沟联通 。 多数

图
一 〇 Ｉ Ｉ 号基址群发掘的建筑基址

建筑基址存在着上下层 ，
属于两个时期

，
部分建筑基

址有上 中下三层
，
可能属于三个时期？

。 研究认为该

基址群可能为府库之
一？

。

２０ ０７ 年
，
在大城城墙两侧的勘探 中

，
小城西北部

先后发现了
一

列 ５ 座建筑基址？
。 ２ ０ １ ９ 年春季勘探表

明 ， 该区域为建筑基址群所在 。 勘探和发掘表明 ，
该

区域存在着至少南北 ７ 列
，
东西每列 １

￣

６ 座不等 ，
共

计 ２ ３ 处圓形建筑基址 （ 图
一一

）

？
。 初步研究认为 ，

该

基址群可能为仓储区所在
，
圆形建筑基址可能为 囷

图
一一Ｘ Ｉ Ｉ Ｉ 号基址群发现的 圆形建筑基址

仓遗址？
。

（
６

）其他

除了上述发现外
，
在历年的勘探 中

，
在小城区域

还发现有体量不等 ，
格局不 同 的建筑基址群多处 ，

包

括第 ＩＶ
、
Ｖ

、 ＶＩ 、 Ｗ 、
珊

、
Ｋ

、
ＸＩ

、
ＸＥ等？

。 除个别建筑 （
Ｍ

号基址群 ）进行过局部发掘外
？

， 其他多未进行发掘 ，

相关信息有待于下
一

步工作探明 。

３ ． 宫城区域

１ ９ ８ ３ 年
，
勘探发现了位于城内 南部居 中位置 的 １

号小城 （之后称之为 Ｉ 号建筑基址群
，
或称之为宫

城 ） 。 自 １ ９８４ 年开始
，
田野工作陆续开展

，
至 ２ ０ １ ６ 年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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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区域基本发掘完毕 。

发掘表明
，
早期営城大致呈正方形

，
长宽均约

１ ９ ０ 米左右
，
面积约 ３ ． ６ 万平方米 。 晚期 向西 ，

向南扩

建后 ， 东西最长 ２ ３２ 米
，
南北最宽 ２２ １ 米

，
总面积近 ５

万平米 。 该区域 自北向南大体可以分为三个区域 ： 池

苑区 、祭祀区和宫室建筑区 （ 图
一

二
） 。

图
一二 偃师商城宫城主要遗存

（
１

）池苑区

１ ９ ８３ 年 ， 在城址勘探 中发现北部区域比较空旷 ，

没有建筑基址分布 。
１ ９ ８ ４ 年 ， 在经 由 东 １ 城门石构水

道的勘探 中 ， 发现该水道的西端进入宫城 内 ，
南北

“

分杈
”

。
１ ９９ ３ 年

，
在宫城北部的勘探中发现该区域存

在着较深 的堆积 ，
且下部存在淤土 ，

推测存在着水

池 。
１ ９９ ８ 年经过详细勘探

，
确定了水池的位置 、范 围 、

图
一三 宫城北部池苑遗址及水道

（
２０００ 年

）

基本结构和两侧水道的关系 Ｂ

１ ９９ ９
￣

２ ０００ 年
，
该区域进行了全面发掘

，
发现水

池为长方形 ， 东西长 １ ２ ８
￣

１ ２ ９ 米
，
南北宽 １ ９

￣

２ ０ 米
，

深 １ ． ０
？

１ ． ４ 米 （ 图
一三

） 。 四周垒砌有石块 。 水池连接

东 、 西两侧的水道 。 两侧水道均包含两个阶段 ，
其中

早期水道较宽 ，
晚期在其内部垒砌较窄水腔 。 早期水

道的始建年代不晚于二期晚段 （
４ 段 ） ，

晚期水道的废

弃年代为三期 中段 （
６ 段 ） ，

水池 的始建年代可能为一

期？
。

近年发掘工作表明
，
池苑区的大型水池和东西两

侧的水道 ，
沿革时间较长 ， 东侧发现 的水道可能存在

着三个阶段 。 中 、晚期水道与之前发掘的早晚两个阶

段的水道基本对应 ，
而早期水道局部为土沟状 ，

形成

年代更早
，
可能与宫殿区的早期遗迹同时出现 。 此外 ，

在宫殿区东侧 ，勘探发现存在着沟通东西向干渠的南北

向排水系统
，
是宫殿区东部雨污水的汇流处？

。

上述发现也表明 ，
宫殿区的雨污水收纳系统与小

城区域的水道是相互联通的
，
他们都是偃师商城水

系遗存的组成部分 ｅ

（
２

）祭祀区

祭祀遗存区位于宫城区北 中部 。
１ ９ ８３ 年

，
在宫殿

区北部勘探发现了
“

大灰沟
”

，
此后分别于 １ ９ ８３ 和

１ ９８ ６ 年开展过两次发掘？
。 因该区域堆积较厚

，
文化

序列清晰
，
为了深入研究偃师商城的年代与文化分

期
，
在

“

夏商周断代工程
”

开展期 间 ，

１ ９９ ６ 、
１ ９９７ 年再

次对该区域进行了２ 次发掘 。 经过发掘 ，
对

“

大灰沟
”

的形成原因 有了初步结论 ，
同 时建立了偃师商城 ３

期 ７ 段 的分期框架 ，
对偃师商城文化的构成要素有

了更为清晰的认识
，
为夏商分界 的研究提供了基础

资料＠
。

自 １ ９ ９８ 年开始
，
至 ２ ０００ 年结束

，
对

“

大灰沟
”

所

在区域再次进行了较大面积的发掘
，
确认了宫室建

筑与池苑之间是祭祀遗存的集 中 区 （
图
一 四

） ，
自 东

向西依次编号为 Ａ
、
Ｂ

、
Ｃ

。
Ａ 区位于 ４ 号建筑基址北

墙和池苑东南部及水道之间 ｅ 面积约 ８００ 平方米 ， 见

图
一 四 宫殿区北部祭祀遗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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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
“

祭祀场
”

和
“

祭祀坑
”

。
Ｂ 区和 Ｃ 区是两个 自成

一

体的
，
规模较大的

“

祭祀场
”

，
前者面积约 １ ２００ 平方

米
， 后者约 １ １ ００ 平方米 。 两者布局 、形制 、结构相似 ，

周 围有 围垣环绕 ，
南垣墙中 间有出入 口

。 两区域内 的

主体为沟状遗存
，
所见牺牲的种类有别 。

Ｂ
、 Ｃ 两区 自

一

期开始使 用 ，

Ａ 区 自 二期开始使用 ， 废弃时间相

同
，
发掘者将该区域视作

“

王室祭祀遗址
”？

。

２ ０ １ ５
￣

２ ０ １ ６ 年 ， 在宫城东南部的 ５ 号建筑基址发

掘 中
，
在庭院东北部新发现了

一

处祭祀遗存集 中分

布区
，
后称之为祭祀 Ｄ 区 。 该区域的祭祀遗存主要分

布于坑状和沟状堆积内 ，
牺牲以猪为主

，
存续年代为

商城
一

、
二期 ？

。

（
３

）宫室建筑基址区

宫室建筑区集 中 于宫城 中 南部
，

１ ９ ８ ３ 年勘探发

现后经过多次复探和发掘 。

１ ９ ８４ 年春季开始
，
对 ４ 号建筑基址进行了大面

积揭露？
；

１ ９ ８ ５
￣

１ ９ ８ ７ 年
，
对

“

５ 号基址
”

（包括上 、 下两

层 ）进行了大面积发掘？
。

１ ９９ ６ 年开始 ，在
“

夏商周断

代工程
”

和
“

偃师商城宫城遗址复原展示
”

项 目 推进

期间
，
对宫城南部西组的建筑基址群进行全面发掘 ，

包括南部 的 ３ 和 ７ 号 、 中部的 ２ 和 ９ 号 （含 １ 号 ） 、 北

图
一五 宫城南部 ７ 号和 ３ 号建筑基址

（
晚期

）

部的 ８ 和 １ ０ 号等大中型建筑基址和其他中小型建筑

基址？
。

２ ０ １ １
￣

２ ０ １ ６ 年
，
对宫城南部的 ３ 和 ７ 号 （ 图

一

五
） 、

１ 号 、 ５ 和 ６ 号等大中 型建筑基址进行了复查？
ａ

上述发掘工作
，
基本廓清了宫城区域内遗存的分布

和沿革状况 。

（

二
）
研究

近 ４０ 年来
，
经过数代发掘者持续不断的工作

，
偃

师商城遗址的形制 、 布局 、 年代和性质等 问题的认识

逐步深入 。 以上述考古学基本问题为重心 ，
研究工作

大体可以归纳为主体遗存编年体系 的确立 ，

文化 内

涵 的分析 ，
城市局部布局 的探讨 ，

性质与价值的认识

等方面
，
这些探讨往往是交织在

一

起而难以遽然分

开 。

１ ． 编年体系 的确立

探讨古代遗存的基础是对其所凭依 的 文化遗存

进行时空界定 。 而大型遗址 的文化内涵较为丰富 ，
往

往包含不 同时代的遗存 。 就偃师商城遗址而言 ，
目 前

所见到 的遗存包括仰韶 、龙山 、
二里头 、

二里岗 、东周

等先秦时期不 同阶段 ，
也见有相 当数量的历史时期

包括两汉 、魏晋 、隋唐 、宋元乃至明清的遗存 。 偃师商

城的主体遗存为二里岗文化遗存
，
研究者对该遗址

与 同 时代的郑州商城和早于该时期 的偃师二里头两

遗址之间 的关系 的关注度最高
，
在相对年代较为清

晰的前提下
，
偃师商城与郑州商城的早晚关系就成

了判研上述遗址性质与关系 的关键所在 ，
而建立在

大型遗存逻辑上的先后关 系和陶器类型学基础上 的

编年体系 自然成了探讨上述问题的基础 。

该遗址发现之初 ，
研究者就致力于主体文化遗存

编年体系 的建立
，
并通过持续的发掘工作来丰富和

完善这
一

编年体系 。 基于陶器类型学
，
参照主要遗存

层位关系而构建的偃师商城遗址二里岗文化遗存的

编年体系 ，大体经历了
“

二期
”

和
“

三期
”

说两个阶段
，

其 中
“

二期
”

说有
“

二期四段
”

和
“

二期五段
”

之别
，

“

三

期
”

说有
“

三期六段
”

和
“

三期七段
”

两种 （ 表
一

） 。

（
１

）
二期 （ 四段 ）说

表＿ 偃师商城二里 岗 文化编年体 系

郑州商城分期
偃师商城分期

二期 二期五段 三期六段 三期七段

二里头文化四
南关外期 始建 第

一

期
Ｉ

初创 早 （ Ｉ
）

期偏晚阶段 Ｅ 第
一

期 始建

早段 （

一

期 ） 第
一

期 ｎ １
晚 （

Ｅ
）

二里冈文化
第二期 繁荣 第二期

早 （
ｍ ）

扩建
（下层时期 ）

晚段 （
二期 ）

兴盛期 ｎ 繁荣 ＩＶ

晚 （
ＩＶ ）

早 （
Ｖ

）

二里冈文化

（
上层时期 ）

早段 （

一

期 ）
ＩＶ Ｖ 再次繁荣

，

废弃

第三期
改建

，
废

第二期 第三期 中 （
ＶＩ ） 弃

晚段 （
二期 ） 赫 Ｖ 废弃 ＶＩ 晚 （ Ｗ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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遗址勘探和试掘后 ，
试掘者在对城址年代进行判

定时
，
参照二里岗 文化的分期 ，

认为
“

二里岗 期是该

城址历史上 的兴盛时期之
一

，
在与二里岗 上层相 当

的某段时间 内
，
城墙曾做过修补

，
该城址的废弃年代

约相 当于二里岗上层晚期或更迟
一

些的时期
”

，
进而

推定偃师商城遗址为
“

商代前期
”

的城址？
。

１ ９８ ３ 年秋

季 ，
在对城墙 、城门 、 墓葬及 ４ 号宫殿基址 的发掘 中

仍然沿用了这
一

分期体系 ？
，
还有研究者依据 已经发

表的层位关系和出土陶器
，
提出 了二期 四段的分期

方案
，
该方案与郑州商城遗址二里岗文化二期 四段

（或四期 ） 的编年基本对应＠
。

（
２

）
二期五段说

１ ９ ８５
－

１ ９ ８６ 年
，
偃师商城宫城 ５ 号基址进行了发

掘 。 发掘者在简报中再次强调 ，

“

偃师商城第五号宫

殿基址 出 土 的全部文化遗物属于 商 代二里 岗 期 系

统
，
其文化特征与郑州商城的二里岗期文化基本相

同
”

，
同时发掘者也指出 了

“

由于地域之间 的差别
，

二

者之间也存在着
一

些 不 同之处
”

， 并以折肩 盆 、 圆肩

罐 、 陶獻 、 敛 口 盆为例说明两者之间 的差别 。 在对 ５

号宫殿年代进行判定时 ， 明确指 出 了下层庭院 （
６ 号

建筑基址 ）
中发现 的陶鬲 （

ＵＩ Ｈ２ ５ 井下 ：
１ １

、 ］ＩＩ Ｈ２ ５ 井

下 ：
４２

、
ＩＥ Ｈ２ ６ 井下 ：

５ ２
）年代与郑州南关外 中 层 出 土

的陶鬲 （
＾？２

：
１ ６ 、

只６２
：
１ ８ 、

只６ ２
：
１ ７

） 的年代相近 ，
井下

出 土 的大 口 尊 （
ＩＩＩ Ｈ２ ５ 井下 ：

４６
）
与郑州商城城墙之

下叠压 的大 口 尊 （
ＣＳＴ４

：
６

） 相近 ， 并认为
“

下层基址

的废弃年代接近
“

南关外期
”

中 层
，
其建筑和使用年

代早于
“

南关外期
”

中层
” ？

。 １ ９９ １
？

１ ９９ ４ 年 ，
在对偃师

商城第 ｎ 号建筑群发掘之后
，
发掘者依据该建筑群

多处存在着 由 上至下的三层建筑
，
认为可以看做是

早 、 中 、晚三个时期 ，
参照层位关 系

，
从理论上可以分

出 五个时间段
，
同 时再次重 申 了该基址群内晚于上

层建筑 的遗迹内 出土的遗物具有浓厚的郑州二里岗

上层文化时期 的特征 ，
并认为

，
该建筑基址群废弃年

代不晚于郑州二里岗上层文化时期 ？
。 此后 不久 ，

在

１ ９ ９ ５ 年举行 的
“

中 国商文化国际学术研讨会
”

上
， 刘

忠伏 、徐殿魁两先生正式提出 了
“

二期 五段
”

编年体

系
，
并对各期 的陶器特征进行了归纳 ，对城址和相关

遗迹的年代按照
“

二期五段
”

进行了重新界定 。 他们

认为
，
偃师商城第

一

期 ｎ 段至第二期 Ｖ段的陶器与

郑州二里岗下层和上层 的 陶器特征基本
一

致
，
其年

代与跨度与郑州商城大体相 当
，
而第

一

期 Ｉ 段的年

代大致与郑州二里岗 Ｃ １Ｈ ９
、 南关外 Ｈ ６ ２ 时代相近

，

部分遗物甚至更早 ；
第
一

期 ｍ段的年代大致与郑州

商城的 Ｃ １ Ｈ １ ７ 的年代相 当 。在两个城址早晚关 系上 ，

他们认为 ，
偃师商城始建年代略早 ，

为第
一

期 Ｉ
、
ｎ

段期间之内 ，废弃于第二期 Ｖ段
， 即二里岗上层文化

时期 ，
两者下限大体相同气

（ ３ ）二期六段说

１ ９ ９５ 年的
“

中 国 商文化国 际学术讨论会
”

上
， 曾

经主持偃师商城发掘工作 的赵芝荃先生提出 了偃师

商城文化
“

三期六段
”

的分期方案
，
并对相关遗迹及

城址的年代进行了界定 。 认为偃师商城第
一

期 Ｉ
、
ｎ

段与二里头文化四期的年代大体相 当
；
第二期 ｉｎ

、
ｉｖ

段相 当 于二里岗下层文化的早 、晚段
，
第三期 Ｖ 、 ＶＩ

段相当于二里岗 上层文化早 、晚段 ，
最后认为偃师商

城始建于第
一

期之初 ，废弃于三期之末？
。

（
４

＞
三期七段说

发掘者在 １ ９９ ６ 年 的
“

尸 乡 沟
“

和 １ ９９７ 年 的小城

发掘简报中 已经开始使用
“

三期七段
”

的年代框架？
，

此后在 《夏商周断代工程 》专题结项报告 中 ，
杜金鹏

先生系统地阐述了三期七段的分期方案
，
并逐步 的

得到了学术界的认 同 。 该分期方案将偃师商城的主

体文化遗存分为三期
，

一

、 二期各有早 、晚两段
，
Ｅ期

包括早 、 中 、 晚三段 。 该方案结合典型陶器的演变规

律和主要遗迹的层位关 系而得出 ，
认为第

一

期早段

（ Ｉ 段 ） 同二里头文化第四期 （或晚段 ）年代相 当 ，
第
一

期晚段 （
ＩＩ 段 ）与二里岗下层文化早段 （ 以 Ｃ １Ｈ９ 为代

表 ） 的年代相 当 ；
第二期早段 （

ｍ段 ） 为二里岗下层文

化早段与晚段之间的过渡期 ，
第二期晚段 （

ＩＶ段 ）相 当

于二里岗下层文化晚段 （ 以 Ｃ１ Ｈ １ ７ 为代表 ） ；
第三期

早 、 中段分别相 当于二里岗下层文化与 上层文化的过

渡期 、
二里岗上层文化早段

，
第三期晚段相 当 于郑州

二里岗上层文化晚段 （ 白家庄期 ） （ 表
一

）

？
。

由偃师商城二里岗文化分期方案 的变化可以看

出 ，
随着发掘工作的深入 ，

对分期 的认识也逐步深

入 。 偃师商城遗址与郑州商城遗址 同属二里岗文化 ，

两者 的年代跨度也大体栢同 ，
只是两个遗址所处的

位置不 同
，
形成的文化背景有差异

，
才有了和郑州商

城二里岗文化不尽
一

致的分法 。 但是不管分期方案

如何改变 ， 其具体文化属性和年代与郑州商城大体

相当这
一

点没有变化 。 相对而言 ，
偃师商城三期七段

的分期方案更为精准地反映了洛阳盆地二里岗文化

和偃师商城兴衰 的大体过程 ，
也为我们深入探讨该

遗址的相关议题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

２ ． 文化内涵的分析

如前所述
，
偃师商城遗址的主体遗存为二里岗文

化遗存
，
该遗址有别于其他遗址 的关键在于

，
它是以

大型线状和块状遗迹为承托
，
以多种质地和类别文

物为表达的 ，
功能完善 、 兼具文化多样性和复杂性

的 、 文化特色较为鲜明 的大型遗址 （ 表二 ） 。 这些遗存

更是二里岗 文化阶段区域人类社会群体的思想 、观

念 、 理念和多种行为 、风俗 、 习惯 ，
及社会群体意识所

影响下的人类活动的集 中体现 。 从上述意义上来讲 ，

偃师商城是
一

处以物质遗存为载体的 ， 承续先秦时

期人类社会精神和思想的大型遗址 。

具体到偃师商城的研究来看 ，对于文化内涵方面

的讨论主要包括以下三个层次 ： 其
一

对物质文化遗

存本体的研究 ； 其二 ，
对物质文化遗存背后人类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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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二 偃师 商城主要遗存 年代对照 ？

期 段 典型遗迹 重要建筑

第 早 （ Ｉ
）

８４ＷＨ １ ７
、
９６ＷＴ ２８⑩ 营建宫城 、十号宫殿 、祭祀区

期
晚 （

ｎ
）

８４ ｌＶＨ ７ ２ 、
９６ ｎ Ｈ ８

？Ｈ９
、
９６ ｌＶＨ １ ８４

小城建成
，

一

号 、
二号 、四号 、七号 、八号宫殿建成 ，东北隅冶铸遗存出现 、可能建成第 ｎ 号

基址群

第

期

早 （
ｍ

）
８８ ｌＶＨ２

、
９ ２ ｌＶＨ １ ３４ 、

９ ６ ｌＶＨ １ ６６

可能修建第 ｉｎ号基址群 、小城扩建为大城
，
挖掘护城壕

，
九号改建为二号 、七号改建为三

号宫殿
，
改建宫城西墙

，
营建水池和进水及排水渠 、六号 、八号宫殿

，
十号废弃 ， 可能改建

第 ｎ 号基址群

晚 （
ＩＶ

）
８ ６

Ｊ
ｌＤ６Ｈ １ ９

、
Ｈ ２ ５ 、

９２ ｌＶＨ １ １ ６ 宫殿区出现冶铸遗存
，
进水 、排水渠道改建

第 早 （
Ｗ

）
８ ５ Ｖ Ｈ ３ 、

９ ２ ｌＶＨ １ ４７

五号宫殿建成
，
三号宫殿 、宫城改建

，
宫殿区外铸铜遗存出现

，
四号 、六号宫殿 、水池和水

渠废弃 ，可能重修第 ｎ 号基址群

期 中 （
Ｖ

）
８４

Ｊ
１Ｄ４Ｈ ２４ 、 ８９ ＩＶＨ ７ ６

一

号 、
二号 、 五号 、八号宫殿、小城城墙 、第 １１ 、 ＩＶ号基址群、大水池 、进水排水道废弃

晚 （
ＶＩ

）
８ ８ ｌＶＨ １ ８ 、 ８８ ｌＶＴ １ ２④ 城址彻底废弃

的探讨
；
其三

，
对人类行为所揭示的精神领域相关概

念对人类社会影响的探索 。 对于偃师商城二里岗文

化遗存的研究涉及到大城城墙与城门 、 小城城墙与

壕沟 、城内道路 、 围垣设施 、大型建筑基址 （群 ）及附

属和配套设施 、水利 系统 、墓葬等人工遗迹 ，

上述研

究对相关遗存的形制和年代较为关注
；
此外还涉及

到青铜制品与陶制品 的研究等 ，
这些研究对于陶器

遗物及其组合反映的文化属性 、 相关类别遗物所涉

及 的手Ｔ．业生产场所和生产方式 、 手工业遗存的年

代和性质 、 生产 的标准化 、 资源利用和获取的方式相

对关注 。 对物质遗存背后人类行为 的探讨涉及到不

同特征遗存所揭示的具体人类社会群体变化 、 聚落

体系 的变迁 、城市营建行为 反映 的聚落布局 的变化 、

埋葬方式与行为所揭示的人群的迁徙与交流 ，
同时

对人类社会各种行为 背后 区域社会的变化乃至于政

权更迭等更为关注 。 对人类行为所揭示 的精神领域

的研究涉及丧葬 习俗 、 城市和建筑 的朝向 、 选址和营

建理念
，

区域人类社会知识体系 的养成等方面 ，
这些

研究仍属于探讨和推测层面
，
有待于进

一

步深入 。

与上述遗存本体研究相对充分相比
，
偃师商城遗

址发现 的数量较多 的人工或与人群活动有直接关系

的遗物研究 ，
则相对薄弱得多 。 即便是与陶器编年关

系极为密切的陶制品研究 ， 研究者也是更多地关注

陶器器类 、 质地 、颜色 、 纹饰和细部特征等 ，
而对于其

他人工制品包括铜质 、
玉石质 、骨质等遗物的分析和

探讨
，
尤其是反映人工制品生命史 的加 ： ：

、流通与消

费的环节与流程
，

生产场所与工艺特征
，

生产和组织

者所显示的人类社会组织体系 、 以及特定社会背景

和周边环境为范畴的资源获取与利用体系 ，
乃至于

城市营建 、 生产生活相关 的科学与知识体系等方面

的研究
，
均有待于加强 。

３ ． 城市布局的探讨

从规划学的角度来看 ，
城市布局是指城市地域区

的结构与层次 ，
城市区 内各种功能用地的安排及比

例 。 具体而言是指城市建成区 的平面形状以及内部

功能结构和道路系统 的结构和形态 。 城市布局 的形

式往往是在历史发展过程 中形成的或 自 然发展 的结

果
，
或为有规划的建设的结果 。

影响现代城市布局形式 的直接因素很多
，
首 当其

冲的是经济因素
，
即计划建设项 目 的分布和各种项

目 的 不 同技术经济要求和建设条件的要求 。 其次为

周边的地理环境
，
如地形 、地貌 、地质 、水文 、气象等 。

第三为城镇形成时期 的状况 ，
如人 口规模 、 可用地范

围等 。 间接因素则包括历史 因素 、社会因素和科学技

术方面的 因素等 。 城市在长期 的历史发展过程中 ，
从

城市核心的形成开始
，

经过 自 然 的发展和有规划 的

建设
， 各个时期呈现不 同 的形式 。 社会因素则包括社

会制度 、社会不 同阶层 、集团 的 利益 、 意志 、权力等 ，

他们都会都对城市的选址 、发展方向 、 规划思想和城

市布局结构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 。

对于偃师商城来讲 ，
基于编年体系我们对该遗址

主体遗存 中大型遗迹的形成过程有了基本 的 了解 ，

对城市 的营建顺序有了初步的认识 ， 对于部分功能

区 内建筑 的类別和功用有了初步 的推论 ，
大面积考

古发掘和研究也为了解核心区 的布局与兴废过程奠

定了基础 。 目 前可知
，
偃师商城遗址是

一

处 由外城壕

和城垣 围合的
一

处大型城址
， 其内分布有小城 ，

小城

中部偏南则为宫城所在 。 宫城为有 围垣围合的大型

建筑群
，
自 南向北依次分布有较大型建筑区 、祭祀区

和池苑区 。 建筑区东西两组建筑的形制布局有差异 ，

宫城区域的遗存有始建 、 改建和废弃的过程 。 小城内

不 同位置
，
分布有不 同形制的建筑群 ，

功能 当有差

异 。 大城内 也有序分布着手工业作坊和普通人群的

生活和生产场所 。 相关的发掘也表明 ，
偃师商城是在

二里头文化时期小型聚落的基础上重新规划营建的

较大型城址 ，在二里头文化和二里岗文化之交 ，
首先

建设了宫城和小城
，
之后扩建为大城 ，

在二里岗文化

之末城址废弃 。

尽管对商城遗址的城市布局有了初步的了解 ，
但

是 目 前仍有较大面积 的 区域属于认识 的空 白 区 。 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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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区域不 同建筑群营建的次序 ， 不 同区域的遗存分

布状况
，
宫城区与外部空间如何实现有序沟通 ，

不 同

阶段城市 内 的道路和水利系统等城市框架性因素仍

有待于进
一

步的深人探索 。 作为城市节点 的城门分

布状况和数量也处于探索 中 。 而在城市规划和建设

中
，
功能区 的安排与 当 时 的经济技术要求怎么耦合 ，

与建设条件怎么耦合 的研究仍显薄弱 。 同样 ，
对城市

选址和建设 中 的地形 、 地貌 、 地质 、 水文等周边环境

的关系 的认识也依然有限
，
对社会方面 的 因素包括

社会治理策略 、 权力阶层 的统治思想和城市营建理

念的了解仍有待加强 。

４ ． 性质价值的认识

近 ４０ 年来
，
偃师商城的性质是学术界重点关注

的 问题 。 研究者基于 当 时的考古发现和相关文献信

息提出 了十余种观点 ，
重点讨论了偃师商城和郑州

商城孰为亳都 ，
孰早孰晚等问题 （ 表三 ） 。 偃师商城的

性质几乎是夏商考古研究中所有的研究者都不得不

面对的 问题 。

“

郑亳 说的 支持者
，

一

般将该遗址视作陪都 、辅

表三 偃师商城性质的认识

学术体系 观点

“

西亳
， ’

说体系

旧
“

西亳
”

说

共为西亳

大戊都城

盘庚亳殷

新
“

西亳
”

说

西亳
，
郑州商城为隞都

先为西晕
，
后为盘庚晕殷

先为西亳 ，
后为陪 （西 ）

都

西亳 ，
其他存而不论

“

郑亳
”

说体系

先为斟鄠 ，
后为陪都

西都 、辅都 、陪都 、别都

桐宫 、离宫 、别馆

重镇

伊尹王城

中心聚落

数都并存 两京

都 、别都 、西都等 。

“

西亳
”

说的 支持者则将其视作商

代早期 （殷墟之前 ） 不 同阶段的都邑 。 侧重于功能判

定的会将期其视为 军事重镇 、伊尹王城 、仓储转运 中

心等 。 聚落视角 的认识则将期其视作区域中 心聚落 。

整体上看 ，
研究者对偃师商城性质 的认识即有共识

，

也有分歧 。 共识是研究者几乎都将其视作二里岗文

化时期具有都 邑特征的大型城址 ，
分歧则在该城址

的始建年代与郑州商城相比孰早孰晚 ， 以及偃师商

城始建年代能否视作夏商分界 的界标和该界标是否

具有唯
一性？

。

偃师商城遗址的性质 虽然说是研究者们难以 回

避的 问题 ， 但就 目 前的研究状况来看
，
现有的材料和

阐释方式均难以准确回答该议题 ，
已有工作 的精细

化程度和其他学科的参与度也难以支撑对其进行精

准判研 。 基于相关研究可知 ，
偃师商城丰富的文化内

涵具有相对的客观性 ，
这些客观性体现在遗存本体

的属性方面 ， 比如形制 、结构 、 相对年代 ，
这些性状方

面的参数也是研究者之间所能形达成共识的极致 。

根据 目 前 的研究来看
，
偃师商城遗址首先是

一

处

保存较好 ，
内涵较为丰富 ， 布局相对清晰的大型城

市
，
是二里岗文化的 代表性遗址和 中 心遗址 ， 可以将

其视作二里岗文化的 中 心之
一

；
从相对年代来看

，
该

遗址所 代 表 的 文化介于二里头文化和殷墟 文化之

间
，
尤其是早期城址 的始建年代接近二里头文化的

末期和二里岗文化的初期 ，
同时

，
该城址的 出现与发

展与洛阳盆地内二里头文化被二里岗文化取代 的过

程
，
中原腹地区域社会坍塌和重构 的历程暗合

，
可能

是 中 国历史 上首次王朝更替的直接体现 ，

一直被视

作是夏商分界研究的 关键点
；
以殷墟为代表的商代

晚期 ，
因大量 甲 骨文的发现被认为 中原地区 已经进

入可信的历史时期 ，
早于二里岗文化的二里头文化

目 前 尚未发现明确的文字资料 ，

二里岗文化偏晚阶

段则发现有属于 甲骨文系统的 朱书陶文和零星 的骨

刻文字 ，
显然该阶段又是介于历史时期和原史时期

的衔接点
；
考古学诞生 的 １ ００ 年内

，
经过数代人 的 不

懈努力
，
基本构建出 了 中原地区从石器时代到青铜

时代的文化史
，
丰富了华夏文明肇始 、 发展 、 传承的

历史
，
而以二里岗文化为代表的数百年时间是这

一

发展过程 中 的重要环节 ，
这
一

环节也是以青铜文化

遗存为载体
，
以礼乐文化为 表征的独特的东方文明

早期历史 中 的关键
一

环 。 而偃师商城遗址 的探索历

程也是上述
“

三点
一

环
”

的价值提炼和阐释的缩影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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