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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里头文化时期的东方

庞小霞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北京市 1007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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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文章利用聚落考古资料对二里头文化不同时期东方地域内人文地理分布格局的演变做了概述，分析了造成

这种格局的背景和深层原因，尤其对于二里头城址的设置和废弃做了深入剖析。二里头文化东方空间内涵的不断转变，

正是二里头和东方族群复杂关系的折射，进一步厘清了东方地区在二里头国家形成、鼎盛、灭亡的不同时段的地位和作用。

Keywords：Erlitou Culture；ethnic group；eastern region

Abstract：This paper summarizes the evolution of the distribution pattern of human geography in the eastern region in different 

periods of Erlitou Culture by using settlement archaeology data, analyzes the background and deep-seated reasons of this pattern, 

especially the setting and abandonment of Erlitou Culture cities. The continuous transformation of the connotation of the eastern 

space about Erlitou Culture is the reflection of the complex relationship between Erlitou Culture and the eastern ethnic group. It 

further clarified the position and role of the eastern region in the formation, prosperity and destruction of the Erlitou country in 

different periods.

二里头文化聚落形态的研究表明，洛

阳盆地是二里头文化分布的中心区，也是该

文化的核心区。相对于此核心区，依据二里

头文化及相邻东方地域考古学文化的分布情

况，我们将二里头文化时期的东方地区进一

步分为三个层次：近东地区、中东地区、远

东地区。近东地区特指荥阳虎牢关以东，东

到莆田泽，南不过双洎河，东北过黄河，大

致沁河下游一带，主要是以今荥阳、郑州市

为中心的低山丘陵和平原地区。中东地区为

开封、尉氏以东，海岱岳石文化分布以西的

豫东地区；远东地区是岳石文化分布的海岱

文化区［1］。值得注意的是，这里的近、中、

远在二里头文化前后几百年历史中并非是一

成不变的。一方面二里头文化自身在不同时

期的分布范围不同，另一方面周邻考古学文

化、尤其来自东方势力的变化也会使得近、

中、远有所转变。从人文地理学视角入手，

分析二里头文化不同时期东方地区人文地理

分布格局的演变，同时分析其背后族群的流

动和演化，并探讨这种格局形成及消失的原

因是本文的主要研究目的。从边地视角入手

对中原地区核心文化的再审视，探讨东方地

区在二里头国家形成和结束中的作用则是本

文的另一个目的。

一、二里头文化一期的东方

洛阳盆地内二里头文化一期遗存目前经

发掘的遗址有偃师二里头［2］和巩义稍柴［3］

等，此外在坞罗河及其支流圣水河流域调查发

现的这一时期遗址有喂庄东南、喂庄东南2、

罗口东北、寺院沟和双河等5处；在干沟河流

域调查发现的一期遗址有冯寨西南、石家沟东

北、贾屯和府西村东北等4处［4］。上述遗址

中，二里头遗址属于区域内及整个二里头文

化分布区内最大的中心，巩义稍柴属于坞罗

DOI:10.16143/j.cnki.1001-9928.2022.06.003



53二里头文化时期的东方

河流域的一个中心性遗址，一期面积已达60万

平方米。而调查遗址除了罗口东北面积达18万

平方米，其余遗址面积多在2万平方米以下。

目前在属于近东地区的荥阳竖河［5］、郑

州东赵［6］等遗址发现二里头文化一期遗存，

年代主要以一期晚段为主。二里头文化在一期

已经突破洛阳盆地东边缘，越过虎牢关进入郑

州地区，但是仅仅在郑州西郊分布了一两个

遗址点，东赵和大师姑均未建立城址。而在

嵩山南侧的伊川南寨［7］、白元［8］、登封南

洼［9］、汝州煤山［10］、平顶山蒲城店［11］、

西平上坡［12］和新密新砦［13］等多个遗址均存

在这个时期遗存，除了登封南洼、新密新砦有

少量二里头文化一期早段遗存外，其余遗址多

属于二里头文化一期晚段遗存。（图一）

此时的中东地区，二里头文化尚未到达

这一地区，甚至在较早的新砦期，这一地区

仍属于王湾三期文化的延续［14］。而远东地

区，主要是海岱龙山文化的延续。

据二里头文化一期遗存的分布格局，结

合新砦期遗存的分布，可以发现一个重要特

征，即二里头文化一期遗存，尤其是一期晚

段遗存的分布和新砦期遗存的分布空间高度

重合。二者均主要分布于两个小的地理单元

区域，其一是嵩山北侧的伊洛平原和郑州地

区，其二是嵩山南侧的颍汝流域。当然相比

较而言，新砦期遗存分布范围要大于二里头

文化一期，遗存分布的密集程度也大于二里

头文化一期。近年不少学者指出二里头中心

聚落在伊洛平原的出现并非是当地聚落自然

发展的结果，而具有突发性，并进而强调其

背后是周边地区，或具体强调就是来自嵩山

东南对洛阳盆地进行的人口迁徙［15］。前述两

种遗存高度重合的特征不仅仅是对于这一人

图一 二里头文化核心区及东方主要遗址分布示意图
1. 偃师二里头 2. 偃师灰嘴 3. 巩义稍柴 4. 巩义花地嘴 5. 荥阳岔河 6. 郑州东赵 7. 荥阳西史村 8. 荥阳阎河

9. 荥阳竖河 10. 荥阳大师姑 11. 荥阳娘娘寨  12. 荥阳薛村 13. 郑州洛达庙 14. 郑州大河村 15. 郑州黄委会青年公寓
16.  温县林村 17. 荥阳上街 18. 杞县朱岗 19. 杞县牛角岗 20. 杞县段岗 21. 沈丘乳香台 22. 杞县西伯牛岗

23. 新郑望京楼 24. 新密曲梁 25. 尉氏要庄 26. 尉氏新庄 27. 尉氏西王村  28. 项城骆驼岭 29. 太康方城 30. 淮阳双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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口迁徙的最好注解，而且还反映了一种文化

发展和扩张的模式。具体来说，二里头、稍

柴遗址二里头一期文化的出现很可能就是以

新砦期遗存为主体的族群向洛阳盆地的大举

迁徙或移民。在这两个遗址逐步发展形成地

区中心聚落的同时，该文化在其最早的一期

向外的扩张方向主要选择了其文化来源的地

域。这种扩张方向的选择显然和其对于这两

个区域地理知识的熟悉及对当地族群的心理

认同密不可分，或言很可能是地理认同和族

群认同的结果。同时需要说明的是，随着近

年蒲城店、花地嘴［16］等富含新砦期遗存遗址

的发掘，加深了对新砦期一类遗存的认识。

基于中原龙山文化晚期相对统一的文化格局

瓦解分崩的背景，在缺乏强有力核心的束缚

下，各个小的地理区域内，源于不同文化背

景的文化面貌并不一致的新砦期遗存纷纷出

现，如颍汝中上游以蒲城店遗址为代表，颍

水的支流溱洧（今双洎河）流域以新砦遗址

为代表，伊洛平原以花地嘴遗址为代表。我

们认为正是这几个小区域的新砦类遗存互相

整合，其背后代表的人群相互迁徙流动，以

此为主体才最终形成了二里头遗址的二里头

文化一期遗存，并进而出现有一定分布范围

的二里头文化一期遗存。与此现象相合的是

学者在对龙山晚期、新砦期及二里头文化一

期三类遗存的主要陶器特征分析比较中，均

指出二里头文化一期遗存和新砦期遗存之间

的近似度更高［17］。因而陶器所体现的文化面

貌说明二里头文化一期主要来源于嵩山南北

本地文化传统。需要说明的是，原来文化较

统一的中原龙山文化控制下的边缘地区，如

开封以东的豫东、南阳盆地、信阳地区在相

当于新砦期、二里头文化一期时段则更多是

当地龙山文化的自然延续，或仅仅受到核心

地区影响而出现一些新砦期、二里头一期的

文化因素而已。 

此外，过去我们在探讨二里头文化的来

源或形成时常常用鼎盛时期的二里头文化的

内涵来追溯，以致分歧巨大。其实从近年的

材料和研究看，二里头文化一期和二期不仅

文化内涵有重大变化，可能在社会体制方面

也发生了重大变化。有学者指出广域王权国

家的出现就是在二里头文化二期［18］。因此探

讨二里头文化为何在洛阳盆地形成，二里头文

化一期及新砦期要特别关注。新砦期延续时间

不长，一般认为大概百年。正如许宏先生所言

“新砦期是解开二里头崛起之谜的一把钥匙，

一个送走了风云激荡的龙山时代并孕育着此后

辉煌的二里头时代的存在”［19］。

要探索二里头文化如何形成并崛起于洛

阳盆地，还要有宏观视野，在考古学的类型学

上也要脱离单线思维模式。王立新先生指出，

仅仅从王湾三期—新砦期—二里头或者王湾三

期—二里头的思维模式来看二里头文化的形

成是僵化单线的，他指出要从嵩山南北矛盾

冲突整合中看二里头文化的形成，并且从具

体陶器特征、宏观聚落形态、古史文献几个

方面来尝试复原夏王朝出现的图景［20］。这种

探索现在看来仍是很重要的、具有积极意义

的夏文化探索研究。

此外，从年代上看，新砦期是二里头文

化形成的关键期。除了关注嵩山南北本区域

内关键期的遗存，还应考虑中原地区以外因

素对二里头文化造成的影响，其西部的齐家

文化、西北的石峁文化、江汉平原的肖家屋

脊文化等，上述这几类遗存和新砦期及二里

头文化的形成之间有何关系都值得深入分析

和探讨。

从二里头文化一期遗存的分布格局还

可以看出二里头文化在嵩山南、北区域扩张

的态势和力度是不同的，明显地在嵩山南麓

的颍汝流域似乎着力更重，或曰受到的阻力

更小，甚至突破了原来新砦期遗存所在的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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址。而二里头文化在东方地区的扩张，空间

上仅到达郑州的西郊，花地嘴、竖河是原来

新砦期经营的旧地。我们认为这个时期，基

于对资源的需求而进行扩张的动机尚不迫切

和巨大，向东方地区扩张缓慢的原因更可能

还是来自东方族群的阻力较大。

二、二里头文化二、三期的东方

二里头文化在二、三期时是其发展的

强盛期，遗址分布呈现以伊洛平原为中心向

四面扩张的格局。就东方地区而言，分布范

围最东已达杞县—太康—淮阳—沈丘一线；

东北方向越过黄河，分布达沁河及其相邻一

带。尤其在近东区域，二里头文化的遗址分

布呈密集状态，几乎所有发现二里头文化遗

存的遗址都有这个时期的遗存，文化面貌与

洛阳盆地的二里头类型十分接近，可归属二

里头类型。最近的调查显示，仅虎牢关以东

的索、须、枯河流域发现的二里头文化时期

的遗址就有27处［21］。如果加上郑州市区、双

洎河以北新郑、新密部分地区及黄河以北、

沁河以东区域，则近东区域的二里头文化遗

址应该有四五十处。而已经发掘且资料公开

发表的遗址则至少有近20处，如郑州东赵、

新密新砦和荥阳大师姑［22］，郑州洛达庙、

大河村、荥阳上街、荥阳西史村、荥阳岔

河、荥阳竖河、黄寨和曲梁［23］，郑州黄委

会青年公寓［24］、新郑望京楼［25］、荥阳娘

娘寨［26］、荥阳薛村［27］和荥阳东柏朵［28］，

以及温县林村［29］等遗址。十分重要的是，

在郑州西郊、虎牢关外黄河南岸的丘陵地

带，索河、须水河旁分别夯筑了两座二里头

文化城址——大师姑与东赵；在双洎河流域

下游，二里头都城通向东南的门户区域则建

造了望京楼二里头文化城址。

大师姑二里头文化时期的城址呈东西

长、南北窄的横长方形，面积约51万平方

米。城垣的始建年代是该遗址二里头文化的

第一段，此段年代与二里头文化二期相当或

略晚。发现的第一段遗存虽然与二、三段相

比较少，但是有地层堆积和数量较多的遗迹

单位，夯5层和夯4层中出土的陶器和第一段

陶器相同，所以城垣的始建年代为第一段。

由此，大师姑城址在二里头文化二期就已经

建造城墙，这与二里头文化在此期已经扩展

至荥阳一带是相一致的，也说明大师姑城址

并非如有学者所言是由于商人在二里头三期

来到郑州，出于防御商人而建［30］。尤其值得

注意的是，大师姑城垣还发现早于二里头文

化二期的夯7层，因为未发现包含物暂时不能

判定年代。报告根据城垣残存的宽度和高度

推测似为寨墙一类遗存。这说明在二里头文

化二期扩展至此之前，这里可能已经是当地

的聚落中心。

近年，在大师姑遗址东南6千米发现另

一座二里头文化城址——东赵城。东赵城址

位于遗址中部，大致呈梯形，面积7.2万平方

米，称为“中城”。中城始建于二里头文化

二期，废弃于二里头文化四期。中城内外分

布大量二里头文化二期晚段、三期早段的遗

存，可知中城兴盛于这两段之间［31］。

东赵和大师姑二里头文化城址均在二期

始建，四期废弃，但是具体时间有所不同。

东赵城可能二期早段已经建立，其主要兴盛

于二期晚、三期早，具体废弃于四期早或

晚，材料有限，尚不明确；大师姑城址则二

期晚始建，繁盛期为三期，四期晚段或稍晚

毁弃。两座城址至少在二期晚至四期早段之

间是并存的。

为什么二里头国家在相距仅仅五六千

米的索须河流域同时设置两座城址呢？可以

从地理位置的重要、不同功能等角度作以阐

释。首先，两座城址均在二里头国家势力渐

强的二期开始出现，这与二里头国家对东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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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重视有一定关系。二里头文化二期东扩

之时，出虎牢关，不再有山川地势之险所依

恃，再东更是广阔平原，面对自己并不熟悉

的地形地貌，而荥阳的丘陵过渡地带却似乎

成了最有利的屏障。东赵和大师姑所在的小

区域正位于此丘陵过渡地带，地处虎牢关

东，黄河以南，扼东西交通要冲，这里同时

也是古代南北交通要道，向东南是进入郑州

的入口，往北渡河即进入河沁之间并可向北

向东扩张。该区域历代皆为兵家必争之地，

商代重镇或都城的小双桥遗址，建都于此的

东虢，汉霸二王城等都反映了这一点。二里

头国家在此建城的目的绝非仅仅是防御东方

和拱卫二里头都城，它更是经济文化交流的

枢纽，是连接二里头都城和东方的桥头堡。

因此建立两个据点互为依傍。

其次，东赵二里头城的中偏东区域分布

大量圆形地穴式遗存，呈袋状，残存下部，

现口径2～3.5 米，周壁、坑底较规整，坑底

基本处于同一水平面上，年代为二里头文化

二期晚段。城北部发现有祭祀遗存，部分遗

存内发现有猪骨架、人骨架和龟壳等，因此

发掘者判断为祭祀类遗存［32］。二里头文化

时期的城址面积不大，仅7.2万平方米，但是

上述大量地穴灰坑遗存和祭祀坑遗存的发现

表明这座城址有特定性质，很可能是具有仓

城、祭祀等功能。目前大师姑城内布局功能

尚不太清楚，而两座城址面积悬殊，据此点

推测二者建立之初可能即有规划，将城址不

同功能分开。若果真如此，则两座城址同时

出现同一小的区域也就不足为奇了。

最后，这两个城址都是在原有城址或聚

落中心基础上扩建而成，显然节省了资源。

东赵遗址东北部还发现一座始建年代为龙山

文化晚期的小城，边长150米，面积2.2万平方

米［33］。前已述大师姑城垣建立之前，还有更

早的夯土城垣存在，说明大师姑城址建立时

这里也已经是当地的聚落中心。遗憾的是因

发掘有限，未见早于二里头文化的遗存。

望京楼遗址位于河南省新郑市新村镇望

京楼水库的东侧，发现的二里头城址面积约

160万平方米，始建于二里头文化三期早，二

里头文化四期最为兴盛。可见望京楼、东赵

和大师姑三座城址在二里头文化三期是并存

的，四期早段或许也同时存在。

对于为何在此设置二里头文化城址，刘

绪先生认为应该和郑州大师姑、平顶山蒲城

店二里头文化城址综合起来，将其放入整个

大时代背景中观察。有夏一代，夏王朝的外

部威胁主要来自东夷，该城和郑州大师姑一

样，均属于夏王朝的东部重镇，防范东夷是主

要目的，此外还是通往南方的重要枢纽［34］。

笔者同意刘绪先生的观点，在此具体

分析二里头文化二、三期近东地区的政治形

势和背景，以便理解二里头国家在近东地区

人文地理分布的深层含义。望京楼城址的始

建年代是二里头文化三期，特别需要注意的

是，城址西南部除少许区域发现有仰韶时期

地层外，其余区域城垣之下直接为生土，说

明在早于二里头时期很长时间城址所在区域

并无人类活动踪迹。因此，望京楼城址的建

造正是二里头人的有意规划设置，是对于近

东地区复杂的政治形势和整个洛阳盆地及东

方政治地理格局综合研判后的审慎之举。具

体来看，二里头文化三期偏晚或曰三、四期

之交，郑州地区已经发现了一些先商文化因

素的遗存［35］，主要以南关外下层遗存的早期

单位以及化工三厂H1及电力学校H6的早期堆

积为代表［36］。南关外下层遗存是指该遗址

T84、T87、T95、T96 内灰沟的底部的第4层

遗存，笔者认为第四层的形成也需要一个过

程，可能早至三期之末，这类遗存已在郑州

地区出现。而化工三厂H1及电力学校H6则都

是深窖穴，形成也需要一定的时间，早有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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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指出这两处窖穴中有部分遗物和南关外下

层年代相当，这种认识很有道理［37］。与此同

时，以郑州洛达庙遗址二期（约相当于二里

头文化三期）为代表的分布于郑州地区的一

类遗存也开始出现一些下七垣及岳石文化因

素［38］。而上述洛达庙二期及南关外下层这类

遗存所呈现的复杂面貌或许有土著模仿和外

来迁徙等多种解释，但是郑州地区在约当二

里头文化三期后显然已经不再是二里头势力

一统天下，很可能多种势力开始在此交汇、

冲突和融合。本来就在此地的二里头人群为

防御潜在的威胁而建设新的城址理所当然。

此外，二里头政权选择在新郑一带建

城还有地理位置的考虑。这里在地理位置上

和大师姑、东赵可以形成掎角之势，从防守

角度来说是最好的军事位置。与此同时，这

里还是从东南进入伊洛盆地的门户和重要交

通通道，扼守此处也即控制了东南势力通过

颍水的支流溱洧水系进入登封的通道。东南

势力进入登封后，便可沿着古伊水及其山间

谷道进入洛阳盆地。其实二里头文化自一期

甚至更早的形成之时，颍汝上游地区进出洛

阳盆地也是主要通过古颍水、汝水、伊水等

水系及山间谷道。而二里头文化二、三期向

东南方的扩张也主要是沿古伊水进而再经其

支流入颍水和汝水，向南可达南阳盆地，东

南到达驻马店一带杨庄类型的分布范围。当

然进入平顶山、南阳的二里头文化也不排除

是东出洛阳盆地经郑州地区再转而南向发展

的。总之新郑望京楼二里头文化城址正处于

遏控东南方和南方的战略要冲，可以说是向

外扩张发展的中转站，也是战争时期拱卫都

城东南防线的重要碉堡。

二里头文化二、三期时，中东地区即传

统的豫东地区，这一带二里头文化、岳石文

化、下七垣文化几种文化交错分布其中。二

里头文化二期晚段到达此地区，之后下七垣文

化与岳石文化接踵而至。虽为交汇地带，三

种文化却各自有着相对集中的分布区。目前

在杞县的段岗［39］、牛角岗［40］和朱岗［41］，

杞县西伯牛岗、尉氏要庄和西王村［42］，以及

尉氏新庄遗址［43］等均发现有二里头文化二

期偏晚阶段遗存，二里头文化这一时期已经

到达豫东。二里头文化主要分布于中东地区

偏西部的杞县、尉氏境内，根据以往的考古

调查和发掘［44］，商丘境内至今尚未有确凿的

二里头文化遗址发现。周口地区经调查发现了

一些二里头文化的遗址［45］。惠济河流域的民

权、睢县一带主要为下七垣文化集中分布区，

西可至杞县。主要遗址有杞县鹿台岗［46］，民

权牛牧岗和李岗［47］，鹿邑栾台［48］，夏邑清

凉山［49］、三里堌堆［50］，商丘坞墙［51］，以

及柘城山台寺［52］等。而惠济河与沱河流域之

间，豫东地区偏东南部的今柘城、商丘、鹿

邑、虞城一带主要为岳石文化分布区域。总

之，三种文化的主要分布区域恰与三者分别

西来、北来、东来的方向一致。

二里头文化二、三期时，远东地区属于

岳石文化分布范围，尽管二里头文化二期偏

晚已经来到和岳石文化接壤的豫东地区。但

即使在二里头文化最强盛期，在岳石文化分

布的东部及东南部的照格庄类型、沂沭流域

的下庙墩类型甚至潍弥河流域的郝家庄类型

中都较少见到二里头文化因素。

三、二里头文化四期的东方

二里头文化四期，尤其该期晚段，东方

地区的人文地理分布格局有了重大变化。黄

河北岸的沁河以东地区几乎不见二里头文化

四期晚段的遗存，二里头文化在东北部可能

已经退回至黄河以南地区。

近东的郑州地区，东赵二里头城基槽

因被属于二里头文化四期的灰沟打破，则其

四期应该已经废弃［53］。大师姑报告认为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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里头城在二里头文化的四期晚段至二里冈下

层之间废弃，实际上报告仅是根据城内早商

环壕的建立时间及城内相当于二里头四期晚

段的第五段遗存较少等推测是这个时间废弃

的。关键之处是，并没有发现二里冈遗存打

破或叠压大师姑城垣或基槽的遗迹现象。而

值得注意的是，大师姑二里冈壕沟的G1④、

⑤、⑥为淤土，土质较硬，结构紧密，④、

⑤出土少量陶片判定年代为二里冈下层C1H9

时期。此外城内已经发掘的属于这个时期的

遗存还有不少灰坑。这些迹象表明二里冈下

层C1H9时期，早商壕沟已经在使用中，其开

挖或许更早，而与壕沟相配套使用的二里冈

时期的城墙目前并未发现。由于大师姑二里

头城址废弃时间并不能肯定在二里头四期晚

段，所以笔者大胆推测，不排除大师姑二里

头城址和早商壕沟配套继续为商人使用。

二里头文化四期，郑州地区和东夷族

群有关的岳石文化、和商人有关的下七垣文

化、和夏有关的二里头文化同时共存。在南

关外遗址，下七垣文化和岳石文化结合形成

的南关外下层一类遗存特征更鲜明，有学者

将这一遗存和南关外中层合并称为先商文化

的南关外型［54］，郑州地区与之类似的遗存还

有郑州化工三厂H1、郑州电力学校H6等，但

是文化面貌各有特色，下七垣文化和岳石文

化在各个遗址融合程度并不完全相同。而郑

州地区众多典型的二里头遗址中出现了不少

下七垣、岳石文化因素。尤其以洛达庙遗址

为代表，其第三期文化，先商文化因素大大

增加，同时岳石文化也有发现。以致也有学

者认为这就是先商文化的一个类型——洛达

庙类型［55］。至二里头文化四期晚段，单纯的

辉卫型——老坟岗类遗存也已经在郑州地区

出现［56］。郑州地区在二里头四期夷、夏、

商三种势力彼此渗透，错杂分布的格局，正

反映了灭夏之前三种势力在此冲突融合的结

果，而多个遗址所见的下七垣和岳石文化的

高度融合也正是夷商联盟的反映［57］。

望京楼城址的废弃时间报告认为：“望

京楼二里头城址由内城和外城组成，内城包

括城墙和城壕，外城仅有城壕。内城城垣被

二里冈城垣几乎破坏殆尽，二里冈城址城壕

直接打破二里头城址城墙，因此二里头城垣

仅残存少许，此打破关系也证明了二里头城

址毁弃于二里冈城址始建之时。”［58］因此，

问题的关键落在了二里冈城址的始建时间，

发掘报告认为二里冈城址的建造年代是较为

清楚的，“我们在发掘东一城门时，发现一座

二里冈下层二期墓葬（M8）打破城墙，其又

向下打破二里头城址城墙，这组打破关系将城

墙始建年代固定在二里冈下层二期。”［59］二

里冈下层二期的墓葬打破城墙，只能证明城

墙的始建不晚于下层二期M8时期，甚至据此

可推测城址或被毁坏废弃，因为一般正常使

用的城墙上不可能有墓葬出现，但是并不能

说明始建年代的上限。墓葬出现在城墙上，

打破城墙主体和一部分护坡，而且这样打破

城墙的墓葬不止一座，还有同样属于下层二

期的M16及二里冈上层一期的M18，这类墓葬

似乎不是建造城墙的奠基仪式，为何在城墙

建造之时和使用期间城墙上出现打破城墙主

体的墓葬？此种现象颇为费解，值得深思。

回到望京楼二里头城址的废弃问题，既然二

里冈城址始建年代即是二里头城址的废弃年

代，而二里冈城址始建年代下限不晚于其下

层二期，那么始建的上限在哪个阶段呢？根

据二里头四期郑州地区的政治军事形势推

测，由于望京楼二里头城址的建立就是为抵

御商人，二里头城址废弃应该就是二里头势

力退出望京楼一带，二里头四期郑州地区最

大的政治背景就是夏、商更替。因此望京楼

二里头城址的废弃年代的上限应不早于商人

灭夏的时间，约当二里头四期晚段或曰二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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冈下层一期偏早阶段。

二里头四期晚段的郑州地区，伴随着夏

商更替的大背景，旧的二里头城址或废弃或

继续被商人沿用，同时商文化城址和城内大

型建筑建立，郑州商城正是在这种背景下建

立。大师姑尽管未发现新建的商代城址，但

有新的商代环壕开挖。在东赵则有大型宫室

类夯土建筑开始修建，望京楼则有新的商代

城址和环壕建立。

关于豫东地区，尽管二里头文化四期

遗存仍在不少遗址中存在，但是几乎每个遗

址的四期遗存均没有三期丰富，明显呈衰落

之势，靠近东北部的朱岗遗址则没有四期遗

存，或许说明二里头文化在向西退缩。此期

岳石文化分布则进一步扩大。下七垣文化三

期或已进入豫东地区，四期时更有了发展。

下七垣文化与岳石文化在豫东存在一定的文

化交汇区。杞县鹿台岗遗址就发现了下七垣

文化和岳石文化共存于同一个遗址的现象，

在民权也发现了类似现象［60］。而距离鹿台岗

遗址西部十多里就是属于二里头文化的牛角

岗遗址。呈现这种分布格局的背景是，一方

面下七垣文化三期在郑州地区的渗透受到二

里头人群的强烈抵抗，其势力在郑州地区向

南向西均不能推进，于是只有联合东部的岳

石文化从东部寻找突破。上述现象背后的含

义已有学者指出这正是灭夏之前的东方地区

夷商联盟伐夏的体现［61］。

二里头文化四期，远东的海岱地区属于岳

石文化的分布范围，尽管临近中原地区的岳石

文化不断西进，和代表商人的下七垣文化关系

紧密。但是由于岳石文化各个类型之间是一种

松散的组合模式［62］，属于海岱地区腹地的岳

石文化族群可能并没有直接参与商夷联盟。

总而言之，二里头时期的东方是一个相

对的“东方”，与二里头文化向东方的扩张

以及与周邻文化势力的消长密切相关。二里

头文化鼎盛时期，原属于其一期的“近东”

成了文化的腹地和防御的重点地区，而“中

东”却成了文化边缘的“近东”；二里头文

化四期，随着二里头文化实力的削弱，各方

势力角逐的郑州及其邻近地区似乎又成了

“近东”。四期晚段，二里头的“近东”很

大程度上已属“商”。作为“远东”，海岱

地区二里头国家的势力从头到尾并未进入其

典型文化分布区，成为一直的“远东”，这

和之后商文化逐步东进并占据大部分的海岱

地区的情况截然不同。此外，二里头国家对

东方的经略有这样一个特点，着力东进中却

又处处设“防”，在重要地理位置和交通要

道上修建城池。嵩山南北的龙山晚期遗存以

及新砦期遗存是二里头文化的重要来源，源

于嵩山南麓的族群深知其东方存在着持续欲

取中原的“东夷”族群，甚至早在大汶口文

化时期该族群竟然深入中原腹地形成“颍水

类型”［63］。这些悠久的深厚的甚至是迁徙

中的“社会记忆”使得二里头国家一旦足够

强大就会着力解决其所谓的历史烙印与现实

问题。

［1］ 这里的海岱文化区不是一个固定的地域范围，其

在西周以前是一个以今天山东省为中心，周边时

有延伸扩展的一个动态区域。具体关于各种概念

和解说参看本人博士后出站报告：《夏商时期海

岱地区考古学文化的历史地理研究》，北京：北

京大学，2009.

［2］ a.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 偃师二里头：1959

年—1978年考古发掘报告. 北京：中国大百科全书

出版社，1999. 

 b.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 二里头：1999～2006. 

北京：文物出版社，2014.  

［3］ 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河南巩县稍柴遗址发掘报

告. 华夏考古，1993，（2）. 

［4］ 陈星灿，刘莉. 中国文明腹地的社会复杂化进

程—伊洛河地区的聚落形态研究. 考古学报，

200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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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河南省文物研究所. 河南荥阳竖河遗址发掘报

告//考古学集刊（第10集）. 上海：地质出版社，

1996. 

［6］ a. 张家强，郝红星. 沧海遗珠—郑州东赵城发现

记. 大众考古，2015，（8）. 

 b. 张家强. 郑州高新区东赵龙山晚期至西周遗址//

中国考古学年鉴（2015）. 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

版社，2016：219，220. 

 c. 郑州市文物考古研究院，北京大学考古文博

学院.郑州高新区东赵遗址小城发掘简报.考古，

2021，（5）. 

［7］ 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 伊川考古报告. 郑州：大

象出版社，2012. 

［8］ 洛阳地区文物处. 伊川白元遗址发掘简报. 中原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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