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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西闻喜酒务头墓地是近年来商周考古的重大考古发现之一 ， 填补了晋南地区殷

墟文化晚期高规格遗存发现的空 白 ， 荣获 ２０ １ ８ 年度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 酒务头墓

地发现 ５ 座带一条墓道的大墓 ， 其中 ４ 座被盗 ， 仅有 Ｍ ｌ 保存完好并经科学发掘。 酒

务头 Ｍ ｌ 的考古新发现 ， 对于认识晋南地区殷墟文化晚期遗存的面貌提供了重要资料 ，

并为探讨晋南地区 由商入周的历史进程提供了关键的学术支点 。 故此依据现已发表的

材料
［

１
］

， 谈一点对酒务头 Ｍ ｌ 的初步认ｉ只 。

一

、 酒务头 Ｍ ｌ 的年代

酒务头 Ｍ ｌ 随葬的青铜礼器有鼎 、 甎 、 簋 、 觚 、 爵 、 尊 、 卣 、 罪 、 爨 、 盡 、 盘 ，

是判断墓葬年代的重要对象 。 其中又以铜甎 、 卣 、 罪 、 ＃ 、 簋的时代特征最具代表性 。

铜甎 Ｍ ｌ ：２０ 的甑部靠近甎腰处附加有一根 自上而下的铜钩 ， 用于安装能够上下活

动的铜箅 。 此件铜覷的甎钩似为先铸铸接 ， 与陕西泾阳高家堡出土铜覷的铸造工艺
［
２

］

相同 。 类似的联箅铜甎在殷墟文化中极为罕见 ， 仅有安阳殷墟大司空村 Ｍ３０３ ：５７ 与

之相似 ， 但后者以先铸接的铜半环安装铜箅
［
３ ］

， 两者存在铸造工艺上的差异。 殷墟大

司空村出土铜甎 ９４ＡＳＭ７ ：２２
［
４

］

虽有铜箅 ， 但为可摘取式。 此外 ，
殷墟榕树湾小区出

土铜獻 Ｍ ｌ ：７
“

甑与鬲中间原有箅 ， 已残
” ［

５
］

， 具体情况不详。 上述三件铜覷的年代

均为殷墟文化第四期 。

大铜卣 Ｍ ｌ ：６３ 、 小铜卣 Ｍ ｌ ：６２ 的器盖和 口下纹饰带内填由小型雷纹构成的几何

形虿纹 ， 属于殷墟文化第四期 的流行特征
［
６

］

。 根据 目前的资料 ， 自殷墟文化第三 、 四

期之际以降 ， 开始流行大 、 小铜 卣同 出一墓的现象 ， 特别是相同纹饰组合的大 、 小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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卣 ， 见于山西灵石旌介 Ｍ ｌ

［
７

］

、 安 阳殷墟大司空村 Ｍ３ ０３ 、 刘家庄北 Ｍ １ ０４６
［
８

］

等典型

铜器墓 ， 酒务头 Ｍ ｌ 的情况也是如此。

铜翠 Ｍ ｌ ：５９ 为分裆犟 ，
口 上有双柱 ， 这是流行于殷墟文化第 四期 的特征 ， 安阳

殷墟大司空村 ９４Ａ ＳＭ ７ ：３ ３ 、 Ｍ３ ０３ ：１ ０ ８ 、 刘家庄北 Ｍ １ ０４６ ：２０ 皆其例 。

铜疊 Ｍ ｌ ：８ ５ 双耳衔环 ， 圈足斜高 ， 同样属于流行于殷墟文化第 四期 的特征 ， 如

大司空村 Ｍ３ ０３ ：５ ９ 。

需要重点讨论的是铜簋 Ｍ ｌ ：８４ 的时代特征 。

首先 来 看具有 明 确 铭 文 者 。 戊 辰 彝 （ 肆 簋 ） （ 图 一 ，
丨 ）

［
９

］

和 殷墟西 区 铜 簋

Ｍ １ ７ １ ３ ：３ ３（ 寝鱼簋 ） （ 图一 ，
２ ）

［ ？
均为商末器 。 上述两器的标志性时代特征是大弧

度束颈 、 鼓腹较显著 。 天亡簋被认为是武王灭商之后所铸
［ ｕ ］

，
簋身的主要变化特征是

束颈和鼓腹程度皆不如前 。 酒务头 Ｍ ｌ ：８４（ 图一 ，
３ ） 簋身的束颈和鼓腹特征更接近

西周初年的天亡簋 （ 图一 ，
４ ）

， 可能属于相 比肆簋和寝鱼簋年代更晚的商末器 。

图一 商周之际铜簋对 比

１ ． 戊辰彝 （ 肆簋 ） ２ ． 殷墟西区 Ｍ １ ７ １ ３
：３ ３ （ 寝鱼簋 ） ３ ． 酒务头 Ｍ ｌ

：８４４ ． 天亡簋

其次来看商系铜器群中铜簋的演进序列 。 在安 阳殷墟遗址的铜器墓序列 中 ， 与肆

簋 、 寝鱼簋形制特征最为相似 的是大司空村墓葬 出 土 的两件铜簋 Ｍ ３ ０３ ：７９（ 图二 ，

１ ） 、 Ｍ３ ０３
？

？８ １
， 束颈和鼓腹程度显著 ，

环耳上接于 口 下纹饰带处 。 相对年代更晚的

刘家庄北 Ｍ １ ０４６ 所 出束颈鼓腹簋 Ｍ １ ０４６ ：６ １（ 图二 ，
４ ） 的束颈和鼓腹程度 皆不如

前 ， 圈足也趋于矮直 ， 酒务头 Ｍ ｌ ：８４（ 图二 ，
２ ） 的特征与之近似 。 该墓同 出盆形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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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Ｍ １ ０４６ ：６０（ 图二 ，
３ ） 的圈 足外斜角度减小 ， 环耳与 口下纹饰相接处更加靠上 ， 具有

相对较晚的时代特征 。 山东滕州前掌大 Ｍ ｉ ｌ
［
ｕ ］

和河南鹿 邑太清宫 Ｍ ｌ

［
１ ３ ］

属于相对年

代更晚的商系文化墓葬 ， 发掘者均将其年代定为西周早期 ， 两墓随葬铜簋 （ 图二 ，
５ 、

６ ） 的圈足较为矮直 ， 双环耳与 口下纹饰向上靠近 口唇或直接与 口唇处相接 ， 属于相对

更晚的时代特征 。

图二 商系铜器群铜簋对比

１ ． 大司空村 Ｍ ３ ０ ３ ：７９２ ． 酒务头 Ｍ ｌ ：８４３ ． 刘家庄北 Ｍ １ ０４６ ：６０４ ． 刘家庄北 Ｍ １ ０４６ ：６ １

５ ． 前掌大 Ｍ ｉ ｌ
：７９６ ． 太清宫 Ｍ ｌ

： １ ５ ８

酒务头 Ｍ ｌ 所出铜钺 、 矛 、 曲 内戈 、 翘刃 刀 、 卷刃 刀 和环手削等也具有非常鲜 明

的时代特征 。 铜钺 Ｍ ｌ ：４３（ 图三 ，
１） （Ｍ４ ：２ ３ 为 同款 ） 与安 阳殷墟榕树湾 Ｍ ｌ ：２５

（ 图 三 ，
７ ） 、 郭 庄 村北 Ｍ６ ：８ 相 似 ， 铜 矛 Ｍ ｌ ：４４ 、 Ｍ ｌ ：４５（ 图三 ，

２ ） 与 刘 家庄

北Ｍ １ ０４６ ：１ ２４（ 图 三 ，
８ ） 相 似 ， 曲 内 戈 Ｍ ｌ ：３ ８ 、

Ｍ ｌ ：４０ 、 Ｍ ｌ ：４ １ 、 Ｍ ｌ ：２ ３ 、

Ｍ ｌ ：２４（ 图三 ，
３） 与刘家庄北 Ｍ １ ０４６ ：７ ８ 、 Ｍ １ ０４６ ：１ ５０（ 图三 ，

９ ） 相似 ， 翘刃刀

Ｍ ｌ ：３ １（ 图三 ，
４ ） 与刘家庄北 Ｍ １ ０４６ ：９７（ 图三 ，

１ ０ ） 相似 ， 卷刃刀 Ｍ ｌ ：５０（ 图

三
，

５ ） 与郭庄村北 Ｍ６ ：６（ 图三 ，
１ １） 相似 。 此外 ， 环手削 Ｍ ｌ ：３ ７（ 图三 ，

６ ） 也

与榕树湾 Ｍ ｌ ：３ ３（ 图三 ，
１ ２） 相似 。

由此可见 ， 在殷墟文化的铜器墓序列 中 ， 酒务头 Ｍ ｌ 的年代既不是殷墟文化第 四

期最早的铜器墓 ，
也不是该期最晚的铜器墓 ， 其相对年代晚于大司空村 Ｍ ３ ０３

， 与刘家

庄北 Ｍ １ ０４６ 、 榕树湾 Ｍ １
、 郭庄村北 Ｍ ６ 的年代大体相当或略早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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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三 酒务头与殷墟出土青铜兵器及工具对比

１ 、 ７ ． 钺 （ 酒务头 Ｍ ｌ ：４ ３ 、 榕树湾 Ｍ ｌ ：２ ５ ）２ 、 ８ ． 矛 （ 酒务头 Ｍ ｌ ：

４５ 、 刘家庄北 Ｍ １ ０４６ ：

丨 ２４ ＞３ 、 ９ ． 戈 （ 酒

务头 如 ： ２４ 、 刘家庄北 如 ０４６ ：

１ ５ ０ ）４
、 １ ０ ． 翘刃 刀 （ 酒务头 １＾１ １

： ３ １ 、 刘家庄北 １＾ １ ０４６ ： ９７ ）５ 、 １ １ ． 卷刃刀 （ 酒

务头 Ｍ ｌ ：５ ０ 、 郭庄村北 Ｍ ６ ：６ 〉 ６ 、 １ ２ ． 环手削 （ 酒务头 Ｍ ｌ ：３ ７ 、 榕树湾 Ｍ ｌ ：３ ３ ）

二
、 酒务头 Ｍ ｌ 与 殷墟文化典型铜器墓 的对 比

通过与安阳殷墟遗址同时期殷墟文化铜器墓的对比 ， 可对酒务头 Ｍ ｌ 的地方特点

和个体特征进行初步探讨。

（

一

） 墓位形态

发掘者认为酒务头墓地的主体是殷墟文化第 四期 ，
５ 座大墓的相对年代顺序排列为

由西至东
［

１ ４
］

， 这意味着酒务头 Ｍ ｌ 应是该墓地年代最晚的大墓 。

以大型墓葬相聚分布的墓群亦曾见于安 阳殷墟遗址 。 在殷墟西区第三墓区的西北

部 ， 发现 Ｍ ６ ８９ 、
Ｍ６９ ９ 、 Ｍ７ ００ 、

Ｍ７０ １ 四座带一条墓道的大墓集 中分布在一起 ， 形成

一处小型墓群
ｎ ５

］

。 这 四座墓葬的墓道皆朝 向南略偏西 ， 其 中 Ｍ６ ８ ９ 、 Ｍ ６９９ 、 Ｍ７００ 由

西 向东排列分布 ，
Ｍ ７０ １ 的墓圹位于 Ｍ６９９ 、 Ｍ７００ 墓道之间并打破前者的墓道 （ 图 四 ，

ｌ ） ｃＭ６９ ９ 随葬 ＶＥ式陶觚 、
Ｗ式陶 爵和 ＩＶ式陶盘 ，

Ｍ７００ 随葬 ＶＩ式陶觚 、 ＶＩ式陶盘 ， 可

知后者的年代也晚于前者 。 四座大墓虽均被严重盗扰 ， 但根据出土遗物的时代特征判

断均为殷墟文化第 四期 。 由此可见 ， 酒务头墓地大墓与殷墟西区第三墓区大墓的墓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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形态存在较为明显的相似之处 。

发掘者还指 出 ， 酒务头墓地的五座大墓的西部或西南部均发现与之相对应的车马

坑 （ 图四 ，
２

）

［
１ ６

］

。 以往 ， 考古工作者
“

根据殷墟西区的埋葬情况推测 ， 大墓一般在车

马坑的东或东北方
” ［

１ ７
］

。 相关研究也认为 ， 殷墟遗址拥有独立陪葬车马坑的墓葬
“

车

马坑均设置于诸墓的西南方向 ， 陪葬的车马坑群都为横向排列
”Ｕ ８ ］

。 酒务头 Ｍ ｌ 的墓

主东向 ， 墓葬西南对应的车马坑 Ｋ １ 的马车也是朝向东 ， 符合以往对于殷墟文化大墓与

其对应车马坑位置的规律性认识。

从墓葬及其对应的车马坑分布情况看 ， 酒务头墓地属于较为典型的殷墟文化墓地 。

（ 二 〉 墓葬形制

通常情况下 ， 商周时期的带墓道大墓如果只有一条墓道 ， 墓道往往开在墓主头 向

相反的墓圹宽边上 。 酒务头大墓尽管均为南向墓道 ， 但墓圹为东西向长方形 ， 墓道开

在了墓圹的长边上 。 这样的墓葬形制在殷墟文化中较为罕见 。

安阳殷墟的郭家庄曾发现相同形制的墓葬 Ｍ １ ７２
， 与著名 的郭家庄 Ｍ １ ６０ 处于同一

墓群之中 （ 图五 ，
１ ）

［
１ ９

］

。 郭家庄 Ｍ １ ６０ 的年代相当于殷墟文化第三 、 四期之际 ， 发现

１ ０ 件铜方觚和铜角 的组合 ， 相当于十套铜觚 、 爵的墓葬 ， 是一座规格相当之髙的铜器

墓 。 Ｍ １ ７２ 被盗严重 ， 根据出土陶觚 、 爵的时代特征判断墓葬年代为殷墟文化第四期的

偏早阶段 ， 与大司空村 Ｍ３０３ 的年代大体相当 ， 但该墓底部的长 、 宽尺寸明显大于大司

空村 Ｍ３０３
， 且有墓道 ， 应该比同时期的大司空村 Ｍ３ ０３ 墓主马危的身份等级更高 （ 图

五
，
２ ） 。 值得注意的是 ，

Ｍ １ ６０ 同样是一座东向墓葬 ， 其墓底长 、 宽尺寸也与 Ｍ １ ７２ 大

体相当 ， 最大的差别在于年代略早的 Ｍ １ ６０ 缺乏墓道 。 两墓处于同一墓群之中 ， 该墓群

内 的 Ｍ １ ６３ 、 Ｍ １ ６５ 、 Ｍ １ ６８ 、 Ｍ １ ６９ 也是东西向墓葬 。 由此可见 ， 此类东西向墓葬带南向

墓道的大墓 ， 主要是墓葬方向起到了决定性作用 ， 但墓道方向并未受其影响 ， 而是依然

选取了通常流行的南墓道。 这实际上是东西向高规格墓葬添加墓道的一种方式 。

由于酒务头 现的 ：ｆｅ＊皆絲西向的髓道域 ， 雛可将雇为一种本地特色 。

（ 三 ）難

殉人在殷墟文化的贵族墓葬中非常常见 ， 不论是大型带墓道墓 ， 或是墓圹相对狭

小的小型贵族墓 。 直至商周之际 ， 沣西地区新出现的一类随葬联裆鬲或高领袋足鬲的

腰坑墓 ， 如张家坡 ６７ＳＣＣＭ５４ 、 Ｍ８９
［
２°

］

， 客省庄 ８３ ５０＾ １

［
２ １

］

等 ， 尽管并没有墓道 ，

仍然频繁发现二层台殉人。

酒务头墓地也是如此 ， 在 Ｍ２
、 Ｍ３ 、 Ｍ５ 中均发现了殉人 ， 尤以

“

Ｍ５ 殉人痕迹最

多 ， 发现 ６
？

７ 处
” ［

２２
］

。 然而奇怪的是 ， 未经盗扰的酒务头 Ｍ ｌ 中竟然没有殉人 ， 这

是很特殊的情况 。 从墓地的整体情况看 ， 酒务头 Ｍ ｌ 缺乏殉人并不能看作是地方特点 ，

而应属于个体特点 。



图 四 殷墟西区第三墓 （西区 ）

１ ． 殷墟西区第三墓区 （ 西区 ）平面图



与酒务头墓地平面图

２ ． 酒务头墓地平面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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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 ） 随葬青铜礼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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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安阳殷墟遗址的殷墟文化晚期铜器墓通常埋入一套用于下葬的铜器 ， 具有较为一

致的铭文信息 。 从酒务头 Ｍ ｌ 随葬青铜礼器和兵器的整体情况看 ， 也属
一套用于随葬

的青铜器 。 除铜 爵的铭文明显不同外 ， 其余青铜器的铭文信息也基本一致 。 可见 ， 酒

务头 Ｍ ｌ 铜器群与安阳殷墟同时期墓葬铜器群的特征类似 。

通过安阳殷墟大司空村 Ｍ３ ０３ 与刘家庄北 Ｍ １ ０４６ 随葬青铜礼容器组合的对比 （ 表

一

） ， 酒务头 Ｍ ｌ 具有一套较为典型的殷墟文化铜器墓礼容器组合 。 尽管酒务头 Ｍ ｌ 在

墓葬形制方面属于规格更高的带墓道墓 ， 其随葬组合的器类丰富程度却不及安阳殷墟

同时期的大型竖穴土坑墓 。

表一 随葬青铜礼容器组合对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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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司空村

Ｍ ３０３

１ ２ ２ ２ １ ２ ６ １ ０ ］ １ １ １ ２ １ １ １ ］ １

酒务头

Ｍ ｌ

１ ２ １ １ ５ ６ １ １ ２ １ １ １

刘家庄北

Ｍ １ ０４６

１ １ ２ ２ １ ２ ３ ５ ２ ２ １ ２ １ ２ １ １ １ １ １ １

殷墟文化晚期的墓葬除大圆鼎外 ， 还会随葬小方鼎 、 分裆鼎 、 扁足鼎等陪鼎 ， 如

大司空村 Ｍ３０３ 和刘家庄北 Ｍ １ ０４６ 均随葬两套这样的陪鼎 。 从铜觚 、 爵的套数考量 ，

酒务头 Ｍ ｌ 尽管低于大司空村 Ｍ３０３
， 但高于刘家庄北 Ｍ １ ０４６

， 该墓随葬的陪鼎却仅有

两件分裆鼎 ， 其样式也不是殷墟文化晚期流行的大兽面纹分裆鼎 ， 而是仅在 口下饰一

道条带状兽面纹 ， 这是铸造工艺上的简化特征 。

从公安追缴的 出 自酒务头墓地的
“

子匿
”

组铜器看 ， 这应是出 自 另
一座大墓 ， 计

大圆鼎 Ｉ 件 、 小方鼎 ２ 件 、 分裆鼎 １ 件 （ 应有 ２ 件 ） 、 觚 ２ 件 （ 还应有与之对应的爵 ）。

这显然不是铜器群的全貌 ， 但至少属于与大司空村 Ｍ３０３ 铜器群面貌接近的礼容器组

合 。

“

子匿
”

组铜器的大圆鼎铸造精 良 ， 通耳高达 ４３ ．７ 厘米 ， 重达 １ ３ ． ５７ 千克 ， 而酒务

头 Ｍ ｌ 随葬大圆鼎的通高仅有 ２ ５ 厘米 ， 重量也仅有 ２ ．４２６ 千克 ， 两者差异悬殊。

“

子

匿
”

组大圆鼎 、 小方鼎 、 分裆鼎 的铸造质量并不差于安阳殷墟铜器墓所出者 。 从这个

角度上看 ， 酒务头 Ｍ ｌ 铜器群确实发生了
“

殷礼
”

基础上的简化现象 。

简化现象同样反映在酒务头 Ｍ ｌ 随葬的铜簋之上。 参照同时期铜器墓的情况 ， 酒

务头 Ｍ ｌ 应当随葬 ２ 件铜簋。 酒务头 Ｍ ｌ 随葬的铜簋选取了流行年代较早 、 细节相对简

单的卷云纹作为 口下和圈足的主体纹饰 ， 反映的也是铸造工艺上的简化。

简化现象还体现在酒务头 Ｍ ｌ 随葬的铜甎之上 。 自殷墟文化第三 、 四期之际以降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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殷墟文化高规格铜器墓的铜甎流行绚索耳 ， 如郭家庄 Ｍ １ ６０ ：５ １（ 图六 ，
１） 、 大司空村

Ｍ３ ０３ ：５ ７（ 图六 ，
２） 、 刘家庄北 Ｍ １ ０４６ ：４（ 图六 ，

３） 等 。 酒务头 Ｍ ｌ ：２ ０（ 图六 ，

４ ） 为新兴的联箅甎 ， 基本形制特征也与殷墟文化第四期的铜甎相近 ， 但主要差异体现

在 口 上的双耳并未采用绚索耳 ， 而是传统立耳 。 这同样是铸造工艺简化的表现之一 ，

类似的情况在安阳殷墟的年代相近及略晚的铜器墓中也有所体现 ， 如榕树湾 Ｍ ｌ
［
２ ３

］

随

葬铜甎 （ 图六 ，
５ ）口 下纹饰为简化为轮廓的波浪形夔纹 ，

口上同样是传统立耳 。 至于

殷墟西区 Ｍ １ ７ １ ３
１
２４

１

、 郭家庄北 Ｍ ６
［
２ ５

］

、 刘家庄北 Ｍ ９
［
２ ６

］

等明器化铜礼器墓 ， 随葬铜

甎也采用 了传统立耳。

＊＊ＩＩＩ －＾１＊ｉ玄

１ ２ ３ ４ ５

图六 铜甎对比

１ ． 郭家庄 Ｍ １ ６０ ：５ １２ ． 大司空村 Ｍ ３ ０ ３ ：５ ７３ ． 刘家庄北 Ｍ １ ０４６ ：４４ ． 酒务头 Ｍ ｌ ：２０５ ． 榕树湾 Ｍ ｌ ：７

酒务头 Ｍ ｌ 随葬的 ５ 件铜觚采用 了单层花纹的粗体觚 。 相对而言 ， 粗体觚往往与

单层花纹配套出现 ， 皆是早年流行的作风 ， 这也属于铸造工艺的简化现象 。

随葬成组铜铙也是殷墟文化贵族墓葬的重要标配 。 前涉郭家庄 Ｍ １ ６ ０ 、 大司空村

Ｍ ３ ０ ３ 、 殷墟西区 Ｍ６９ ９ 皆随葬一套 ３ 件铜铙组合 。 酒务头 Ｍ ｌ 随葬一套 ３ 件饰水牛角

兽面的铜铙组合 ， 酒务头 Ｍ４ 随葬另一套 ３ 件饰羊角兽面的铜铙组合 。 根据酒务头 Ｍ４

腰坑中所出 陶鬲的时代特征可知其年代同属殷墟文化第四期 。

从青铜礼器群的整体特征看 ， 酒务头 Ｍ ｌ 铜器群属于较为典型的殷墟文化墓葬青

铜礼器群 ， 但部分器类出现了铸造工艺上较为明显的简化特征 ， 这并不能归之为酒务

头墓地的整体特征 ， 而仅能局限为酒务头 Ｍ １ 此时此地的 自 身特征 。

（ 五 ） 随葬陶器

殷墟遗址的墓葬最常见的随葬器类是陶觚 、 爵 ， 安 阳地区周邻的磁县
［
２７

］

、 淇县
ｉ
２ ８

］

等地也曾发现随葬陶觚 、 爵的墓葬 。 除此之外 ， 便是与安阳地区关系密切的 山 东青州苏

埠屯
［
２９

］

、 济南刘家庄
［
３° ］

存在随葬陶觚 、 爵的墓葬 。 据发掘者披露 ， 酒务头 Ｍ ５
“

出土

残陶爵
” ［ ３ １

］

， 这一信息暗示酒务头墓地与安阳殷墟可能存在较为直接的文化联系 。

陶壘是殷墟文化墓葬中常见的随葬器类 ， 特别是在规格稍高的铜器墓中 。 但是殷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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遗址的铜器墓随葬的陶疊趋于多元化 ， 可依据尺寸和特征分为大 、 中 、 小型陶＃ 。 根据

目前所见的材料 ，
酒务头 Ｍ ｌ 随葬陶器皆为小型陶＃ （ 图七 ，

１） （ 其中 １ 件尺寸更小的

陶罐属于小型陶疊的简化形式 ） 。 小型陶疊是殷墟文化第四期墓葬的常见器型 ， 但仅随葬

多件小型陶ＩＩ的墓葬也比较少见 在安阳殷墟遗址 ， 榕树湾 Ｍ ｌ 仅随葬小型陶疊 （ 图七 ，

２） （ 另有陶簋发现于填土中 ） ， 该墓的年代也与酒务头 Ｍ ｌ 大体相当或略晚 ：

图七 酒务头 Ｍ ｌ 与榕树湾 Ｍ ｌ 随葬陶＃

１ ． 酒务头 Ｍ ｌ 随葬陶疊 ２ ． 榕树湾 Ｍ ｌ 随葬陶Ｓ

从随葬陶器方面看 ， 酒务头 Ｍ ｌ 仅随葬小型陶＃的情况尽管较为少见 ， 但在安 阳

殷墟遗址仍然可以找到墓例 。 而就陶 ＩＩ本身而言 ，
也与安阳殷墟遗址所出者难辨差别 。

三 、 酒务头 Ｍ ｌ 的发现意义

刘绪先生指 出 ， 商文化在殷墟文化第二期至第 四期在西方处于
“

退缩
”

的状态 ，

不论是晋南的汾河谷地 、 关中东部还是洛阳 以西的豫西地区均罕见此阶段文化遗存
［
３ ２

］

。

酒务头 Ｍ ｌ 与安 阳殷墟遗址同时期铜器墓 的共性特征是主要 的 ， 个性特征是次要的 ，

可 以认定为一座典型特征的殷墟文化铜器墓 。 根据 目 前的考古材料 ， 酒务头 Ｍ ｌ 是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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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地区迄今发现最典型的殷墟文化第四期铜器墓 ， 也是 目前确知位置最靠西的殷墟文

化第四期铜器墓
［
３ ３ ］

。 该墓的发现 ， 确立了晋南地区殷墟文化第 四期铜器墓的典型墓

例 ， 为探讨汾河谷地和关中地区同时期铜器群的年代和性质等问题 ， 提供了关键的时

空坐标 。

酒务头 Ｍ ｌ 青铜礼器群的整体面貌与安阳殷墟遗址同时期铜器墓非常近似 ， 酒务

头 Ｍ５ 随葬陶爵的情况更是暗示其与安阳殷墟遗址非同寻常的直接联系 。 酒务头墓地

的出现 ， 是商王朝为巩固西部边陲而采取的重要举措 ， 甚至有可能是殷墟文化晚期直

接来 自安阳商都的政治军事措施。

酒务头 Ｍ ｌ 不论是器群构成或器物特征上均呈现 出 了趋于简化的特点 ， 墓葬规格

相当高却无殉人 ， 随葬铜爵的铭文明显异于同 出 的其他铜器 ， 这些特殊现象或许与接

近商王朝覆亡的衰落大势有关。

根据古本 《竹书纪年 》 的记载 ， 自商王武乙之后 ， 西土集团已能够在汾河谷地开展

军事行动 。 《 尚书
？ 西伯戡黎 》 更是在帝辛时期将势力伸到了迫近安阳的太行山西麓 。 酒

务头墓地处在
“

戡黎
”

之路的关键位置 ， 西土集团在东进过程中势必将其剪除 。 从这个

意义上说 ， 酒务头 Ｍ ｌ 也为考古视角探讨商周更替的历史进程提供了关键的节点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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