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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 肥袋足鬲是商时期在北方长城地带东段地区不同考古学文化中共有的
一

类器物 。 虽然不同地区的考古学文

化中肥袋足鬲形态存在差异 ， 但在面对商文化的扩张过程中 ， 不 同地区的肥袋足鬲消长 、 中 断与复兴的时间却几乎相

同 。 肥袋足鬲所体现的文化传播 ， 反映 了华北平原北缘地区与晋陕高原地区人群的交流与互动 。 晚商时期使用肥袋足

鬲的人群往往与佩戴卷云形金耳饰的人群在空间上重合 ， 反映了北方长城地带东段不同考古学文化之间的共性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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陶鬲 是整个 中 国新石器时代晚期至青铜

时代最具代表性的 陶器之
一

。 因其器形复杂
，

往往是考古学文化识别 的标志器物 。 自 安特生

ｍ
以降

，
考古学家大都关注此类器物 ，

并在 自

己 的研究领域中讨论相关 陶鬲 的演变规律与传

播过程
，
借以讨论考古学文化和人群的流变 。

如李水城所说
，
鬲

“

是把握和理解中 国本土早

期文化 （ 晚新石器时代
一

青铜时代 ） 的
一

把钥

匙
” ｜

２
丨

。

商时期
，
商王朝的北境地区考古学文化众

多
ｌ

３
ｉ

，
人群复杂 。 在明长城东段地区的华北平

原北缘地区 、 晋中及晋陕高原南流黄河区域内

考古学文化与族群众多 ，
晚商时期 的 甲骨文甚

至记录了北境地区的不少方国
，
这是既往研究

已经较为明确的 。

不同考古学文化 以及文献记载的不同人群

的存在
，
相应产生的 问题是

，
这些考古学文化

与人群之间 的分布区域是否有线索可循
，
不同

考古学文化或人群间又是否存在交流 。 同时
，

如果存在交流
，
这种交流又是否存在历史基

础 ？ 既往因材料所限
，

上述问题只能停留在预

设之 中
，
但近年来在铜器所反映的上层交流之

＊本文为科技部国家重点研发计划
“

公元前 １ ５００ 年至公元前 １ ０００ 年中华文明早期发展关键阶段核心聚落综合研究
”

课题
“

黄

河流域商晚期都邑综合研究
”

（编号 ： ２０２２ＹＦＦ０９０ ３６０２ ） 的阶段性成果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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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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冀西北

地区

４ ５ ６

＆
９

１ ５

忻定盆地

１ ０

晋中盆地 觀
１ １

晋陕高原

１ ２

＠

（Ｓ
１ ６

阁
？ １

卩
？ 商 时期不 同地区的肥袋足 鬲

１ ． 围坊 Ｈ２ ： ２２ ． 大坨头 Ｈ ｌ ： ５３ ？ 张营 Ｈ５８ ： ８４ ． 官庄 Ｍ ７ ： ３５ ． 李大人庄 Ｍ ｌ ： ｌ６ ． 个大人庄 Ｈ ２ ： ４ ０

７ ． 张营 Ｈ８４ ： ５８ ． 张营 Ｈ４ ２ ： ｌ９ ． 官庄 Ｍ ９ ： ３ １ ０ ． 唐 昌遗址采集 １ １ ． 杏花村采 ０ ０ ２ ７

１ ２ ． 石峁皇城 台
一

号院落② ： １ １ ３ ． 张营 Ｈ １ ０ ０ ： ２ １ ４ ． 张营 ８ ９ Ｈ １ ６ ： １ １ ５ ． 李大人庄 Ｈ ２ ： ５ ４

１ ６ ． 石
＇

峁皇城 台
一

号院落 Ｆ １② ： １

夕 卜
，
商时期太行山两麓

与南流黄河两岸地区肥

袋足 鬲 的 新 发现 为 传

播 、 互动提供了新的线

索 ，
显示出在商时期华

北平原北缘地区与晋中

以北
，
甚至黄河西岸的

陕北东部地区不同考古

学文化之间的交流
，
也

可看出商文化在上述地

区的进退
，
似可以 由肥

袋足鬲对上述问题略作

讨论 。

本文所说的华北平

原北缘地区
，
主要指太

行山北段东麓的 山前冲

积平原地区及其与燕山

相夹的桑干河谷地区
，

以及太行山西麓的 山 间

盆地的今 山西忻州 、 阳

泉至静乐
一

线 。 本文所指的晋陕高原地区
，
主

要指南流黄河两岸地区
，
南界大体在渭南东北

部的韩城 、 合阳至吉县 、 河津
一

线 。 需要说明

的是
，
这
一

地区考古学材料 目 前并不系统
，
本

文对肥袋足鬲的梳理
，
只能是粗线条的观察 。

一

、 早商时期的肥袋足鬲

早商时期在华北平原北缘至晋陕高原地区

所共见的肥袋足鬲深袋足
，
斜鼓腹较肥

，

无 明

显实足跟
，

口 沿有矮领和高领区别
，
有的外另

加蛇纹
，
大略可分为三型 （ 图

一

）
。

Ａ型 矮领肥袋足高 。 此类陶鬲绝大多数为

夹砂空锥足
，
年代偏晚阶段部分空锥足下加装粗

矮的实足跟
，
甚至柱足 。 其在华北平原北缘地区

最为常见
，
在东起潮 白河东岸 、 西至桑干河流域

坝下地区 、 北抵燕山 、 南至唐河流域的地区都有

发现 。 典型遗址如蓟县围坊
１

４
１

、 蓟县张家园
３

、 大

厂大坨头
｜

６
１

、 易县下岳各庄
ｎ

、 房 山塔照
１

ｓ
｜

、 房

山镇江营
｜

９
１

、 昌平雪 山
｜

Ｋ Ｉ

１

、 昌平张营
１

ｎ
｜

、 怀来

官庄
｜

１ ：
｜

、 宣化李大人庄
１

１

等有
一

定比例的此类

器物 。 在太行山西麓的忻定盆地和晋中盆地也有

零星发现
，
如原平唐昌

１

１ ４
１

等遗址。

Ｂ型 高领肥袋足鬲 。 此类陶鬲与Ａ型矮领

肥袋足鬲形态相近
，
但领部更高

，
分布区域较

Ａ型鬲 的分布 区域更大 。 除在华北平原北缘地

区广泛分布外
，
在晋中和晋陕高原地区也有零

星发现
，
太原光社

｜

１ ５
１

、 汾阳杏花村
１

１ ６
１

及黄河西

岸的神木石峁
１

１ ７
１

等遗址可为代表 。

Ｃ型 蛇纹肥袋足鬲 。 其袋足与空锥足Ａ 、

Ｂ型陶鬲相同
，
形态演变规律当亦相近

，
时代越

晚袋足间夹角越小 。 此类 陶鬲数Ｍ很少
，
但非

常有特色 。 在华北平原北缘地区至忻定盆地 、

晋陕高原都有零星发现
，
如 昌平张营 、 忻州尹

村
１

１ ８
１

、 佳县石摞摞山
１

１ ９
１

、 神木石峁等遗址 。

上述早商时期 的 肥袋足 鬲
，
大体从 相 当

于二里 岗 下层
一

期 阶段延续至二里 岗 上层阶

段 。 相关遗存的年代论证过程
，
我在其他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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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有过分析
｜

Ｍ
１

，
这里不再赘述 。 简言之

，
Ａ型

矮领肥袋足鬲
，
相 当于二里 岗下层阶段在各地

都 已基本出现
；

Ｂ型高领肥袋足鬲和 Ｃ型蛇纹

肥袋足鬲
，
至迟在相 当于二里岗上层阶段时都

已在各地出现 。 各类肥袋足鬲数量减少或消失

的时间
，
大体在二里 岗上层二期阶段 。 需要格

外说明 的是
，
唐昌遗址调查 中所采集到 的肥袋

足鬲 （ 图
一

，

１ ０
） ，

与晋中地区杏花遗址 、 冀

西北地区官庄二里 岗下层时期的深袋足鬲十分

相似
，
与华北平原北缘地区的 同类器也比较近

似
，
但其卷沿较宽 、 领部较高较斜侈 ，

不似张

营遗址同类器那样直 。 因此唐昌遗址相关早商

时期遗存可能较张营Ｈ ８４等遗存为早
，
而与官

庄遗址所发现的二里岗下层遗存的年代相近 。

早商时期各地肥袋足鬲在 同 时期所在地

的考古学文化中 的 占比并不相 同 。 虽然 目前无

法明确地给出精确比例 ，
但大体比例构成尚可

描述。 在华北平原北缘地区
，
以张营 、 塔照等

遗址来看
，
早商时期陶鬲在所有陶器组成中

一

般 占 ３０％左右
，
到早商偏晚阶段略有下降

，
约

在２ ３％左右
，
Ａ 、 Ｂ两型肥袋足鬲在偏早阶段约

占所有陶鬲的半数左右 ，
可以说是当地陶鬲的

常见种类
，
甚至是主体 。 在早商偏晚阶段 （约

相当于二里岗上层二期 ） ，
肥袋足鬲总量开始

下降的 同时
，
商式鬲开始出现在当地

，
在空锥

足下加装实足跟的陶鬲数量也明显增多 。 太行

山 以西的忻定盆地考古材料稀缺
，
以唐 昌及尹

村零星的考古材料观察 ，
似乎当地二里头文化

时期的
“

尹村类型
”

时间延续较长
，
未被二里

岗文化中断
，
但肥袋足鬲显然不 占优势 。 在晋

中盆地
，
肥袋足鬲数量极少

，
同时期当地最常

见的是高领鼓腹实锥足鬲和所谓之
“

中 间型
”

鬲 。 在晋 中 盆地北部边缘 的太原光社遗址 曾

零星发现
一

些联裆带实足跟甚至柱足的肥袋足

鬲
，
但数量不多

，
形态与张营 、 塔照的 同类器

比较接近 。 在南流黄河两岸
，
情况与晋中盆地

接近
，
虽科学发掘材料极少

，
肥袋足鬲少见

，

但在州川河的调查中 曾零星发现早商时期类似

当地二里头文化时期延续而来的高领花边肥袋

足兩 。

Ｃ型蛇纹鬲在各地数量都不多
，
但无论是

在华北平原北缘地区还是南流黄河两岸地区都

见到了此类器物的身影 ，
且明显在东西两端较

为常见 。 东部华北平原北缘地区和忻定盆地
，

有 ３％左右的蛇纹肥袋足鬲
，
而西端以石峁遗址

为代表
，
似乎蛇纹肥袋足鬲也较常见 。

从分布和数量来看 ，
整个二里岗时期

，

Ａ 、

Ｂ型肥袋足鬲在华北平原北缘到南流黄河的东西

区域中
，
越靠近太行山东麓地区

，
数量越多

；
Ｃ

型蛇纹肥袋足鬲则在偏北的区域中较常见
，
地域

越靠南越少 。

早商时期华北平原北缘地区
，
是大坨头

文化的分布区域
｜

２ １

１

。 流行的肥袋足鬲是当地相

当于二里头文化时期各类无实足跟深袋足鬲 的

发展延续
，
在永定河北岸的山前冲积平原乃至

壶流河下游地区
，
肥袋足鬲数量较多 。 但在商

文化进入这
一

区域后
，
肥袋足鬲 的数量明显减

少 。 在太行山 以西的忻定盆地中
，

二里头文化

时期 的
“

尹村类型
”

是否在二里 岗 时期仍有

延续尚不确定 ， 在二里 岗文化进入折定盆地以

后
， 当地考古学文化的归属 目 前还不明晰 。 但

唐昌发现的肥袋足鬲与太行山 以东相同
，
不排

除在二里岗时期 的偏早阶段
，
忻定盆地及以北

地区属于大坨头文化的分布区
，
或者存在与后

者有亲缘关系的考古学文化 。 晋中地区与南流

黄河两岸 ，
在二里岗时期似乎是肥袋足鬲的分

布边缘区域
，
个别高领肥袋足鬲偶有所见 。 在

南流黄河两岸二里 岗偏晚阶段出现的蛇纹肥袋

足鬲
，
发掘者认为与朱开沟文化有关

｜

２２
１

。 但与

典型的朱开沟文化相 比
１

２ ３
１

，
南流黄河西岸发现

的数量不算太多
，
种类也相对单调

，
多为鼓腹

有花边或 口沿有鋈手的
，
似乎在器类的选择上

有地域偏好 。

二
、 晚商时期的肥袋足鬲

本文研究 区域 中 因 为基础工作和发现原

因
，
晚商时期考古材料并不平衡 。 除华北平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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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缘地 区材料较丰富 外
，
其他各地材料都较

少 。 忻定盆地 、 晋中地区晚商时期遗存稀少
，

桑千河流域几乎没有线索
，
南流黄河东岸有零

星调查资料
，
西岸则集中在个别遗址之 中 。 虽

然相 关考古材料并不均衡
，
但 晚商时期上述

地区 的肥袋足鬲仍有较强的地域共性 。 总体来

看
，
各地共见的肥袋足鬲与早商时期最大 的差

别
，
在于多有实足跟 。 按实足跟是否明显

，
大

体可分三类
，

一

类为形体较大的带实足跟肥袋

足鬲
，

一

类为形体较小的带实足跟附耳肥袋足

鬲
，
还有

一

类为实足跟不明显的肥袋足鬲 ，
结

合器物细节差别可粗分为五型 （ 图二 ）
。

Ａ型 高领肥袋足实足跟 鬲 。

一

般侈 口 高

领
，
领部多加花边式附加堆纹

，
颈 、 裆部多见

鋈手或偶有附加堆纹 。 此类陶鬲肥硕
，
形体较

大
，
尚度多在 ４ ０

？

５ ０厘米
，
多夹砂褐 陶

，
陶质

较疏松
，
绳纹滚压较细且散乱

，
是十分有特色

的
一

个器类
，
广泛见于华北平原北缘地区

，
既往

在易县七里庄
｜

２ ４
１

、 沬水渐村
｜

２ ５
１

、 涞水张家洼
Ｕ６

１

、

安新辛庄克
１

： ７
１

、 房 山塔照 、 昌平雪山等遗址多

有所见 。 在忻定盆地 、 晋中地区有零星发现
，

如忻州刘沟
｜

２ ８
１

、 汾阳杏花村
｜

２ ９
１

、 阳 曲 东青善
１

３ （ １
１

等遗址
，
在 吕 梁 山 西麓州 川 河的调查 中也 曾有

个别线索
｜

３ １
１

。

Ｂ型 卷沿肥袋足实足跟 鬲 。

一

般侈 口 卷

沿
，
形体肥矮

，
实足跟尖且小

，
有的 口 沿做花

边状
，
有的甚至在裆部加贴附加堆纹 。 此类器

物在华北平原北缘地区较少
，
仅在房山塔照 、 涞

水张家洼有零星发现。 在晋中盆地和南流黄河两

岸较为常见
，
以离石双务都

｜

３ ２
１

、 柳林高红 ｜

３ ３
１

、 清

涧李家崖
１？

、 清涧辛庄 ｜

３ ５
１

、 府谷柳树峁讫梁
ｗ
等

遗址发现较为典型 。

Ｃ型 附耳肥袋足鬲 。 数量不多
，
但十分

有特色
，
是晚商时期

一

种较为独特的类型 。 此

类陶鬲领部 、 肩部多有附加堆纹装饰
，
有 的堆

纹形态近似蛇纹鬲风格
，
宽带状附耳 自 肩部至

口 沿
，
有双耳 、 三耳的区别 。 陶鬲有实足跟

，

但不高 。 虽然标本数量不多
，
但似乎形态总体

演变趋势是逐渐变小变低矮 。 此类器物在华北

平原北缘地区最为常见
，
在容城上坡

｜

３ ７
１

、 易县

阁
＇

． 晚 商时期不同地区 的肥袋足 鬲

Ｉ ． 渐村 Ｈ ７ ｔ ： １ ６２ ． 七里庄 Ｈ５０ １ ： ｌ３ ． 东青善发掘所获 ４ ． 杏花村 Ｍ７ １ ： ｌ５ ． 挂 甲 山 Ｉ Ｉ Ｈ １ ５ ： １ ５６ ． 李家崖 Ａ １ Ｔ １ ８ ⑤ Ａ ： １ ５

７ ． 北 福 地 丨 丨２ ５ ： ２８ ． 刘 沟 发 掘 所 获 ９ ． 杏 花 树 Ｍ９ ： ｌ １ ０ ． 双 务 都 采 ： １ ７ １ １ ． 高 红 ８ ３Ｈ １ ： １ １ ２ ． 上 坡 Ｔ２ １ ② ： ３ ３ ６ １ ３ ． 北 福 地

Ｈ ７ ３ ： ｌ １ ４ ． 尔 ＃ ？夺发掘所获 １ ５ ．Ａ花村采 ： ０２２ １ ６ ． 李家崖 Ａ １ Ｔ２ ⑥ Ｃ ： ４ １ ７ ． 围坊 Ｔ８② ： ５ １ ８ ． 围坊 Ｔ５① ： １ １ ９ ． 杏花村采 ： ０ ３ ０

２ ０ ． 后赵家沟采 ： ４２ 丨 ． 料 丨 ： ２ 〇ｍ
’

ｌ Ｈ ２ ④ ： 丨 ００２２ ． 围坊 Ｔ４ ② ： ３２２３ ． 丰润发掘所获 ２４ ． 杏花Ｗ Ｍ２ ： １２ ５ ． 后赵家沟采 ： １

８ 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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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福地
｜

３ ８
１

、 易县七里庄 、 涞水张家洼 、 涞水渐

村 、 唐县洪城
１

３９
１

等地都有发现 。 在太行山 以西

的阳 曲东青善 、 淸涧李家崖也曾有零星发现 。

Ｄ型 高 领肥袋足 无实足跟 鬲 。 形体较

大
，
袋足肥硕

，
领部或颈部多加花边式附加堆

纹
，
裆部多见錾手或偶有附加堆纹 。 整体形态

与有实足跟 的肥袋足 鬲接近
，
演变规律亦相

近 。 在华北平原北缘地区发现较多
，
在涞水渐

村 、 蓟县围坊 、 蓟县青池
１

４ １ ）
１

等遗址都有所见 。 在

南流黄河两岸 ， 离石双务都 、 吉县挂甲 山
＿

、 清

涧李家崖 、 清涧辛庄等遗址也有
一

定的数量 。

Ｅ型 肥袋足空锥足鬲 。 此类陶鬲形体不

大
，

一

般高度不超过４０厘米
，
绳纹 自腹部滚压至

口沿
，
沿下亦有绳纹

，

一

般 口沿都为压印式花

边 。 其在太行山两麓地区发现较少
，
仅在涞水 、

易县各遗址和忻州刘沟 、 静乐丰润
Ｍ
遗址有零星

发现 。 但在南流黄河两岸数量较多
，
离石后赵

家沟
｜

４ ３
１

、 石楼崖底
１

４ ４
１

、 石楼寺山
１

４５
１

、 吉县挂 甲

山 、 清涧李家崖 、 清涧辛庄等遗址发现较多 。

上述晚商时期 的肥袋足鬲
，
虽然形态有

别
，
文化属性也有不同

，
但在晚商时期从华北

平原北缘地区到晋陕高原地区的广袤区域内
，

肥袋足鬲再次流行
，
说明相关区域内 的文化共

性 。 从年代上看
，
这些肥袋足鬲大体可从相当

于殷墟
一

期延续至殷墟四期
，
不同地区不同类

型的肥袋足鬲有
一

定的时代差异
，
部分肥袋足

鬲在殷墟也有发现
，
可根据殷墟遗址的伴出器

物卡定相对年代并推测其延续时间
｜

４６
１

。 Ａ 、 Ｂ 、

Ｃ三型 陶鬲在殷墟
一

期时 已 出现在殷墟遗址群

中 ，
至殷墟三期 以后

，
无论是来 自于南流黄河

两岸晋陕高原地区的花边肥袋足鬲
，
还是来 自

于华北平原北缘地区的附耳肥袋足鬲 、 带錾手

肥袋足鬲 、 高领花边肥袋足鬲
，
在殷墟遗址都

有所见 。 Ｄ型 、 Ｅ型肥袋足鬲在殷墟出现略晚 ，

但在殷墟二期 以后也有所发现 。 可以比较明确

地看出
，
无论是在华北平原北缘地区还是在晋

陕高原地区
，
同
一

地区的早商阶段与晚商阶段

的肥袋足鬲并不能完全延续
，
在二里岗上层阶

段以后至殷墟
一

期之前
，
都存在中断 。

各类肥袋足 鬲在不 同地区 的 占 比并不相

同 。 在华北平原北缘地区
，
各类肥袋足鬲数量

众多
，
始终 占据陶鬲的主流 。 年代偏晚阶段

，

肥袋足鬲腹部逐渐变瘦削 ，
颈部变长 。 太行山

以西的忻定盆地至阳 曲盆地
一

线
，
晚商时期遗

存稀少
，
但零星所见的 陶鬲

，
却与华北平原北

缘地区最为接近
，
各类带花边 、 附耳鬲皆有发

现 。 忻州刘沟遗址装饰花边的肥袋足鬲与太行

山 以东的 同类器物高度相似。 在晋中地区
，
虽

然在晚商时期遗存发现不多
，
但若将发现的零

星地点 串联
，
最北部可以杏花墓地为代表

，
中

部有灵石旌介 、 浮 山桥北墓地
，
南端似乎可达

晋西南
，
年代可贯穿整个晚商时期 。 这

一

地理

空间范围 中
，
耸肩 、 鼓腹的肥袋足鬲有

一

定数

量
，
但并不 占优势 。 在南流黄河两岸的李家崖

文化分布核心区
，
肥袋足鬲形态各异

，

口 、 足

部变化众多
，
甚至还有部分饰以蛇纹

，
但肥袋

足鬲的数量却是当地炊器组合中最多的 。

从分布 区域看
，
肥袋足鬲在整个晚商时

期仍然以华北平原北缘和晋陕高原地区更为常

见
，
晋中地区 当是其分布的南界 。 在东西两端

之间的静乐 、 阳 曲及忻定盆地
，
虽然 目 前考古

材料不多
，
但肥袋足鬲似乎可以将东西两端连

接起来 。 晚商时期肥袋足鬲上加饰蛇纹
，
仅见

于晋陕高原地区
，
而在华北平原北缘地区有部

分双耳鬲上加饰折线或平行线的堆纹
，
可能与

早商蛇纹肥袋足鬲有
一

定的渊源关系 。

晚商时期的华北平原北缘地区是围坊三期

文化的分布范围
，
该文化器物组合中 陶鬲形态多

样
，
变化亦较复杂 ，

但各类直领的花边鬲 、 双耳

鬲多为肥袋足形态
，
是本地土著遗存的主流样

态 。 在当地部分罐形鬲 、 瓮形鬲也有肥足作风
，

这当是本地大坨头文化的延续
，
但这些陶鬲在当

地的 占比并不多 。 晋中地区是
“

杏花类遗存
”

的

分布范围
，
肥袋足鬲不 占优势

，
但有

一

定数量。

晚商时期晋陕高原地区是李家崖文化的分布范

围
，
这
一

地区中肥袋足鬲数量 、 种类极多
，
是最

具代表性的器类 。 晚商时期在忻定盆地可能还存

在
一

支考古学文化
，
以忻州刘沟 、 阳曲东青善为

８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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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表 。 此类遗存以带花边的肥袋足鬲为代表 ，
与

李家崖文化、 围坊三期文化都有
一

些相似
，
但似

乎更接近围坊三期文化 。 种种迹象皆暗示围坊三

期文化的西界已经跨过太行山 ，
甚至不排除围坊

三期文化有深入阳曲盆地
一

带的可能 。 阳曲 、 静

乐盆地
一

线
，
当是围坊三期文化与李家崖文化交

流的前沿过渡地带
，
这
一

带的肥袋足鬲究竟属于

围坊三期文化还是李家崖文化 ，
尚待证实 。

三 、 肥袋足鬲所见的考古学文化时空变化

肥袋足鬲在不同地区的兴衰消长 ，
是文化与

人群变化的指标 。 在商王朝的发展过程中 ，
这种

器类也是北方长城地带东段地区 ，
商王朝与

“

广

义
”

非商系地方土著人群互动的
一

个标志 。

早商和晚商时期不同地区的肥袋足鬲 ，
在

时间和地域有
一

定的共性 。 但不同地区的肥袋

足鬲的发展几乎都在二里岗上层二期阶段分别

经历了 中断 ，
而中断的 同时

，
当地往往开始出

现二里岗商文化的 因素 。 可以说
，
造成早晚商

阶段间各地肥袋足鬲发展中断的原因 ，
就是二

里岗商文化的扩张 。

如 果我们 以二里 岗上层阶段商文化 的扩

张地域来看
，

二里 岗上层至殷墟
一

期
，
是商王

朝最兴盛的时期 ，
时间跨度最长 ，

商文化 向北

进行了大规模扩张 。 在华北平原北缘地区
，
商

文化发现相当普遍 ，
最北到达太行山北端的张

家 口地区
，
蔚县庄窠 、 前堡 、 四十里坡几处遗

址可为代表
Ｍ

。 商文化所到之处
，
虽然比例不

高
，
但当地的大坨头文化迅速衰败 ，

肥袋足鬲

的比例也随之减少 。 大部分大坨头文化遗址
，

在商文化出现后也相继衰败废弃
，
昌平张营 、

涞水富位等遗址即可作为例证。

在太行 山西麓的忻定盆地
，
尹村遗址 曾发

现随葬有二里 岗文化陶鬲的墓葬 ，
所葬陶鬲无

论陶质 、 陶色
，
还是器形与纹饰特征

，
与河南

所出二里 岗文化陶鬲完全相 同
，
时代相 当于二

里岗上层偏早阶段
，
说明至迟在二里 岗上层阶

段商文化已经进入当地 。

忻州 西北 即与河套地 区相 邻
，
位于后者

的朱开沟遗址发现有本阶段 （偏晚 ） 商文化因

素器物
，
这是商文化 因素器物在北方发现最边

远的地点 。 虽然 目 前在南流黄河两岸 的保德至

清涧
一

线尚未发现二里岗 时期商文化的线索 ，

但当地的肥袋足鬲 的发展却在二里 岗商文化发

现之后的阶段中断了 。 甚至于在南流黄河两岸

至今 尚无明确的相 当于二里 岗上层阶段至殷墟

一

期前后的遗存被发现 。 比如石峁遗址在所谓
“

蛇纹鬲
”

类遗存之后 ，
遗址彻底被废弃 。 而

李家崖文化的兴起 ，
也无法与

“

蛇纹鬲
”

类遗

存直接衔接 。

上述现象说明
，
以各类

“

肥袋足鬲
”

为代

表的地方考古学文化
，
在商文化进入当地后

，

都不同程度地发生了文化 中断或衰败 ，
长期沿

用 的遗址也往往被废弃 。

二里 岗上层文化急速扩张 ，
也快速收缩

，

似乎颇有
“

强不可久持兮
”

的味道。

晚商时期
，
在华北平原北缘地区

，
商文化

全面收缩到易水以南地区 。 在二里岗上层文化

退出后
，
大坨头文化遗留在当地的土著文化因

素
，
与商文化遗风结合形成了 围坊三期文化 。

从出现的时间早晚来看 ，
这支考古学文化以潮

白河为界
，
西早东晚 。 这

一

态势体现出 的考古

学格局与变迁暗示
，
该文化当与因二里 岗上层

文化进入而退出 的土著人群回归有直接关系 。

在壶流河支流洋河流域 ，
以肥袋足鬲为代表的

地方考古学文化复兴 ，
形成 了 李大人庄类遗

存 。 围坊三期文化和李大人庄类遗存似乎是独

立的新生的地方土著遗存
，

二者之间 尚看不出

有交流的痕迹 。

在太行山 以西
，

二里 岗商文化的退出
，
更

使得当地的考古学文化发生了格局性的变化 。

殷墟文化所能直接控制 的
，
仅有晋东南的长治

盆地 。 在晋西南与晋中地区
，
考古学文化的地

区土著性甚为突出
，
但也能明显看出殷墟文化

对本地有限但十分清晰的影响 。

在晋中地区
，
商文化的退出使得土著文化

因素再次抬头 。 新发展出 的杏花类遗存或
“

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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花文化
”

中
，
以各类矮领卷沿鬲为主

，
但也有

少量的花边或颈部施加附加堆纹的肥袋足鬲 。

但这些肥袋足鬲 明显不是杏花类遗存的主体
，

而应该是其分布区以北地区的文化影响 。

在南流黄河两岸
，
新形成的李家崖文化相

当 强势
，
其发达 的铜器群所反映出 的文化水平

高度十分惊人 。 但该文化 陶器群对南方影响力

有限 ，
在黄河以东 ，

其影响南端大体在吉县
，

向东南不逾 吕 梁山
，
未能进入晋中盆地和临汾

盆地
；
在黄河 以西

，
关 中东部的韩城

一

带似乎

有零星分布 。 总体上其核心分布区仍在南流黄

河两岸的晋陕高原 。

三期文化穿过太行 山进入了忻定盆地
，
而东青

善 、 丰润遗址发现的肥袋足鬲
，
和忻定盆地发

现 的带有李家崖文化风格 的 小 口 瓮 （ 图 三 ，

８
）

，
则似乎暗示了 围坊三期文化经 阳 曲 、 静

乐 向西传播和李家崖文化 向东发展 的可能 。 围

坊三期文化以肥袋足鬲为代表的遗存
，
能否通

过静乐盆地向西沿芦芽 山 、 云中 山进入 吕 梁 山

区
，
进而与李家崖文化发生碰撞

，
现在 尚无法

确定 。 但肥足鬲的分布和跨区域流行 ，
暗示了

晚商时期不同地域考古学文化在晋陕高原与太

行山两麓有东西向交流的可能 。

肥袋足鬲在不同地区的传承与 中 断
，
及其

在东西 向不同空间 的传播
，
连带的 另

一

重要学

术 问题
，
便是商文化 向北方扩张 的

路线。

刘绪 曾推测有三条路线值得关

注
，

一

是商文化从豫西溯黄河而上

直接到达
；

二是商文化从冀西北张

家 口 地区溯桑干河而上
，
经雁北再

达河套地区
；

三是商文化从冀 中石

家庄地区溯滹沱河而上经忻州达河

套地区
１

４ ８
１

。 前两条路线至今 尚无任

何线索
，
商文化既未沿黄河两岸溯

河而上
，
也没有迹象经大 同盆地向

西至河套 。 以忻定盆地早商与晚商

时期商文化 的发现推测
，
从冀中石

家庄地区溯滹沱河而上经忻州达河

套地 区 的 路线
，
是 有零 星线索 可

为佐证的
１

４ ９
１

 （ 图三 ）
。 在这条路线

上
，
晚商时期又恰是肥袋足鬲零星

出现
，
可断续连绵的地区 。

肥袋足鬲与商文化 同 时 出现
，

却都可 以断续绵延在 自 华北平原北

缘地区至晋陕高原地区 的较大空 间

的 同
一

线路之上
，
不会只是巧合 。

这种现象背后所反映的
，
是北方长

城沿线东段不 同但文化上都使用肥

刘 沟遗址新发现 的肥袋足 鬲
，
说 明 围坊

商文化Ｗ 素器物 李 家崖文化因 素 器物

阁
？

： 忻定盆地所 见的商文化和李家 ａｓ文化ｗ素陶器

１ ． 鬲 （代县红泥湾 ＤＸ０７ ０８Ｂ００９ ： １ ）２ ． 鬲 （忻州尹村 Ｍ３ ： ２ ）３ ． 鬲 （ 繁峙西庄

ＤＸ０７０５ ２９ Ｌ０ １ ０
－

Ｃ ： １ ）４ ． 盆 （ 代县东章 ＤＸ０７０４ ２９Ｆ００２ Ｈ ：  １ ）５ ． 簋 （ 繁 峙西沙

Ｍ ＦＳ０６ １ ００８ Ｆ００ １ ： １ ）６ ． 郑 （ 原 平上封 ＹＰ０８０４ １ ７ １ ００５ ： １ ）７ ． 假腹豆 （ 繁峙 小

宋峪 ＦＳ０６ １ ０２２Ｅ００ １ ： １ ）８ ． 小 口瓮 （繁峙公主 ＦＳ０６ １ １ ０４Ｆ０ ＣＨ Ｈ ：  １ ）

图 四 卷云形金耳饰

１ ． 洪洞万安上村 出 上 ２
？

４ ． 石楼后兰家沟 出土

袋足 鬲 的人群
，
在面对商王朝扩张

时的土著文化的消长与中断过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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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 余论

在梳理肥袋足鬲分布时
，
有
一

个现象值得

注意 。 晚商时期
，
有
一

类卷云形金属耳饰往往

与肥袋足鬲分布在同
一

区域
，
可作为不同地区

人群的共同文化偏好 。

这种金属耳饰穿耳
一

端成尖 ，
下坠

一

端

作卷云状
，
有 的在穿耳端加穿绿松石珠 ，

以

金质为多
，
偶见铜质 。 在 昌平雪 山

１
Ｍ

Ｉ

、 太谷 白

燕
Ｍ

、 忻州刘沟 、 连沟寺
Ｗ

、 洪洞万安上村
｜

？
｜

（ 图四 ，
１
）

、 永和下辛角
｜

５４
１

、 郑家沟
｜

５５
１

、 石楼

后兰家沟
１

５ ６
１

（ 图 四 ，

２
？

４
）

、 清涧寨沟后刘家

塔
１

５ ７
１

等遗址皆有发现 。 卷云状耳饰出现较晚
，

所见皆在晚商时期 。 韩金秋认为此类器物是石

楼类型的特有器物
｜

５ ８
１

，
但忻州刘沟 、 连沟寺 、

昌平雪山及清涧后刘家塔出土同类器物显示 ，
此

物的分布已经远不止于 吕梁山西麓
，
而是在东起

华北平原北缘地区 、 西至南流黄河西岸的广大区

域皆有所见。

虽然 目前考古材料还不太多
，
但已发现的此

类耳饰与肥袋足鬲的分布区域高度重合 ，
应是同

一

地区不同人群在器用选择上的共性所致。

商时期
，
商王朝 的北境地区考古学文化

众多
｜

５ ９
１

，
人群复杂 。 到晚商阶段

，
在 甲骨文记

载 中
，
位于安 阳西 、 北方 向方国众多

｜

Ｍ
１

。 虽然

现在无法将之
一一

与不同地方考古学文化相对

应
，
但这些族群或方国应该就位于明长城东段

地区的华北平原北缘地区 、 晋中及晋陕高原南

流黄河区域内 。 这些被称为
“

方
”

的人群在器

用选择上
，
有
一

定的共性 。

在梳理晚商时期北境地区的铜器墓时 ，
笔

者已试图说明
，
有非控制区与冲突甚至敌对威

胁人群存在
，
晚商时期王朝的边地管理必然需

有针对性的地方机构与团体应对 ，
商王朝的边

地行政机构和地方贵族首领的管理方式也有不

同
｜

６ １

１

。 而这些与商文化接近甚至是商王朝直属

机构所要面对的 ，
既有使用铜礼器的上层土著

贵族
，
但更多是使用肥袋足鬲的 中下层大众

，

他们中的
一

部分还同时佩戴有卷云形耳饰 。 这

类人群多数被甲骨文称为
“

方
”

，
有的还能拥

有较多的铜容器并具备铸铜技术
，
甚至拥有规

模宏大的墓葬 。 这些人群与商王朝或对峙或交

流
，
当不是偶然 。 以肥袋足鬲的分布 、 消长与

传播互动为线索
，
管窥商时期北方长城地带东

段地区不同族群间 的文化共性
，
目前仅有诸多

线索
，
本文的探索仅在揭示此现象 ，

以求教于

方家 。

附记 ： 本文撰 写过程 中 ， 得到 了 田野工作坊

诸友的 帮助 ，
谨致谢忱 。

［ 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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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Ｍ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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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 ０ ２ ０ （ １ ） ．ｃ ． 孙 周 勇 ， 等 ． 石 峁 文化 的命

名 、 范围及年代 ［Ｊ ］ ． 考古 ，
２０２ ０ （８ ） ．

［ ２ ３ ］ 王乐文 ． 论朱开沟遗址出土的两类遗存 ［ Ｃ ］ ／／边疆考古研究

（第三辑 ） ． 北京 ： 科学 出版社 ，
２ ００４ ．

［ ２ ４ ］ 段宏振 ， 等 ． 河北易县七里庄遗址发现大量夏商 周 时期文

化遗存 ［Ｎ ］ ． 中 国文物报２００６
－

１ ２
－

８  （ ７ ） ．

［２ ５ ］ 河北省文物研究所． 河北涞水渐村遗址发掘报告 ［ Ｊ ］ ． 文物

春秋 ，
１ ９９２ （ １ ） ．

［ ２ ６ ］ 常怀颖 ， 等 ． 河北涞水张家洼遗址 ［Ｃ ］ ／／ ２ ０２ ２ 中 国重要考古

发现． 北京 ： 文物出版社 ，
２０２３ ．

［２ ７ ］保北 考 古 队 ． 河 北 安 新 县 考 古 调 査 报 告 ［ Ｊ ］ ． 文 物 春

秋 ，
１ ９９０ （ １ ） ．

［ ２８ ］ 曹大志 ． 贸 易 网络 中 的黄土丘陵 （ＢＣ １ ３ ００
－

１ ０５ ０ ）  ［Ｍ ］ ． 北京 ：

北京大学出版社 ，
２０２ １ ．

［ ２９ ］ 同 ［ １ ６ ］
．

［ ３０ ］ 山 西省考古研究所 ． ２ ００９年 山西基本建设考古新发现 ［ Ｍ ］ ．

太原 ： 山西省考古研究所 ，
２００９ ．

［ ３ １ ］ 山 西 省考 古研究所 ， 吉县 文物管理所 ． 吉县州 川河流域区

域考古调査发掘报告 ［ Ｍ ］ ． 北京 ： 科学 出版社 ，
２ ０ １ ７ ．

［ ３２ ］ 同 ［ １ ６ ］ ．

［ ３ ３ ］ ａ ． 同 ［ １ ６ ］
． ｂ ． 山 西 省考 古所 ． ２ ０ ０ ４柳林 高红 商 代 夯 土基

址试掘简报 ［ Ｃ ］ ／／ 三晋考 古 （第三辑 ） ． 太原 ： 山 西人 民 出版

社 ，
２００６ ． ｃ ． 山 西省考古研究所 ， 等 ． 山 西柳林高红遗址２ ００７

年发掘简报 ［Ｊ ］ ． 中原文物 ，
２０ １ ９ （ ６ ） ．

［ ３４ ］ 陕西省考古研究院 ． 李家崖 ［ Ｍ ］ ． 北京 ： 文物 出版社 ， ２０ １ ３ ．

［ ３ ５ ］ ａ ． 种建荣 ， 等 ． 陕西清涧辛庄商代遗址 ［Ｃ ］ ／／ ２０ １ ３中 国重要考

古发现． 北京 ： 文物出版社 ，
２０ １ ４ ． ｂ ． 孙文浩 ． 试析李家崖文化

［Ｄ ］ ． 重庆 ： 重庆师范大学 ，
２０ １ ６ ． ｃ ． 贾文涛 ． 晋陕高原李家崖文

化时期相关遗存研究 ［Ｄ ］ ． 太原 ： 山西大学 ，
２０ １ ８ ． ｄ ． 同 ［ １ ９ ］ ．

［ ３ ６ ］ 陕西省考古研究院 ， 榆林市文物考古勘探工作 队 ． 陕西府

谷柳树峁圪梁遗址发掘简报 ［ Ｊ ］ ． 考古与文物 ，
２０ １ ９ （ ６ ） ．

［ ３ ７ ］ 河北 省 文物研究所 ， 等 ． 河北容城县上坡遗址 发掘 简报

ＬＩ ］ ． 考古 ，

１ ９ ９９ （ ７ ） ．

［ ３ ８ ］ ａ ． 同 ［ ７ ］ ． ｂ ． 河北省文物研究所 ． 北福地——易水流域史前

遗址 ［ Ｍ ］ ． 北京 ： 文物 出版社 ，
２ ０ ０ ７ ．

［ ３９ ］ 保 定 地 Ｅ 文 管 所 ． 河 北 唐 县 洪 城 遗 址 的 调 查 ［ Ｊ ］ ． 考

古 ，
１ ９９６ （ ５ ） ．

［ ４ ０ ］ 天津博物馆 ，
天津市文化遗产保护 中心 ． 天津蓟县青池遗

址发掘报告 ［ Ｊ ］ ． 考古学报 ，
２ ０ １ ４  （ ２ ） ．

［ ４ １
］ 山 西省考古研究所 ， 吉县文物管理所 ． 吉县 州 川河流域ｇ

域考古调 查发掘报告 ［ Ｍ ］ ． 北京 ： 科学 出版社 ，
２ ０ １ ７ ．

［ ４２ ］ 同 ［ ３ ０ ］ ．

［４ ３ ］ 同 ［ １ ６ ］ ．

［ ４４ ］ 曹大志 ． 李家崖文化遗址 的调 查及相关 问题 ［ Ｊ ］ ． 中 国 国 家

博物馆馆刊 ，
２ ０ １ ９ （ ７ ） ．

［ ４ ５ ］ 同 ［ ４４ ］ ．

［ ４ ６ ］ 常怀颖 ． 殷墟 出土晚商陶器所见晋陕冀地Ｅ诸考古学文化

因素 ［Ｊ ］ ． 文物 ，
２ ０２ １  （ ７ ） ．

［ ４ ７ ］ ａ ． 张家 口考古队 ． 蔚县考古纪略 ［Ｊ ］ ． 考古与文物 ，
１９８２  （ ４ ） ．

ｂ ． 张家 口 考古队 ． 蔚县夏商 时期考古的主要收获 ［Ｊ ］ ． 考古

与文物 ，
１ ９８４ （ １ ） ．

［ ４ ８ ］ 刘绪 ． 商文化在北方的进退 ［ Ｃ ］ ／／
“

周边
”

与
“

中心
”

： 殷

墟时期安阳及安阳 以外地Ｅ的考古发现与研究 ． 台北 ：

“

中

央研究院
”

历史语言研究所 ，
２０ １ ５ ．

［ ４ ９ ］ 山 西省考古研究所 ， 中 国 国 家博物馆 田野考古研究 中心 ，

忻 州市文物管理处 ． 滹沱河上游先秦遗存调 查报 告 ［ Ｍ ］
． 北

京 ： 科学出版社 ，
２ ０ １ ２ ．

［ ５０ ］ 同 ［ １ ０］ ．

［ ５ １ ］晋中考古队 ． 山西太谷 白燕遗址第
一

地点发掘简报 ［Ｊ］ ． 文

物 ，
１ ９８９ （ ３ ） ．

［ ５２ ］韩炳华主编 ． 晋西商代青铜器 ［Ｍ ］ ． 北京 ：科学出版社 ，
２０ １ ７ ．

［ ５３ ］ 同 ［ ５ １ ］ ．

［ ５４ ］ 同 ［ ５ １ ］ ．

［ ５ ５ ］ 同 ［ ５ １ ］ ．

［ ５６ ］ 同 ［ ５ １ ］ ．

［ ５ ７ ］ 陕西省考 古研究院 ， 等 ． 陕西清涧寨沟遗址后刘 家塔商代

墓葬发掘简报 ［Ｊ ］
． 考古与文物 ，

２ ０２４ （ ２ ） ．

［ ５ ８ ］ 韩金秋 ． 夏 商西周 中 原的北方系青铜器研究 ［Ｍ ］ ． 上海 ： 上

海古籍 出版社 ，
２０ １ ５ ．

［ ５９ ］ 同 ［ ３ ］ ．

［ ６０ ］ ａ ． 罗琨 ． 商代 的战争与 军制 ［ Ｍ ］ ． 北京 ： 中 国社会科学 出版

社 ，
２ ０ １ ０ ． ｂ ． 孙亚冰 ， 林欢 ． 商代地理与方国 ［Ｍ ］ ． 北京 ： 中 国

社会科学 出版社 ，
２ ０ １ ０ ．

［ ６ １ ］ ａ ． 常怀颖． 略谈晚商太行 山南麓及临近地区 的铜器墓 ［Ｊ ］ ．

中 原文物 ，
２ ０ ２ ０

 （４ ） ． ｂ ． 常怀颖 ． 略论晚商殷墟北部邻境地Ｅ

的铜容器墓 ［ Ｊ ］ ． 考古 ，
２０２ １  （ １ ０ ） ．

（ 责任编辑 张雅雅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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