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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 本文通过对寨沟遗址新发掘商代墓葬及以往相关资料的分析 ， 对陕北商代墓葬的分类 、 等级 、 墓葬特征

及陕北晚商社会结构等 问题进行 了初步探讨 。 目 前可知陕北商代墓葬近百座 ， 分为带墓道墓葬和竖穴土圹墓两类 ，

依墓葬形制 、 规模和随葬 品状况可划分为三个等级 ， 显示出鲜明 的地域文化特征 。 陕北高原地区的商代晚期墓葬呈

现 出 明显的等级分化和社会复杂化现象 ， 对认识区域社会结构具有重要价值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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陕北地区地处黄土高原腹心之地
，

２０世纪４０

年代以来该地区 已发现数以百计的商时期青铜

器
，
但因非考古发掘出土而缺乏背景信息

，
较难

为相关考古研究利用
１

１

１

。 ２０世纪８０年代后
，
清涧

李家崖 、 绥德薛家渠 、 清涧辛庄等遗址的发掘和

区域性调查逐渐揭开了黄土丘陵地带商代文化的

面纱
｜

２
１

，
使我们对商代遗址特别是大型建筑遗址

有了初步了解 。 但与之相对应的大型墓葬始终没

有发现
，
制约着相关研究的深入开展。

２０２２年６月
，
陕西省考古研究院重启陕北商

代考古工作
，
以寨沟遗址为中心

，
开展了

一

系列

的考古调查 、 勘探和发掘
，
取得了阶段性成果 。

寨沟遗址包括大面积夯土建筑
，
大 、 中 、 小型墓

葬 ，
灰坑和房址等不同功能的遗存

，
散布在相邻

的不同 山 峁上
，
凸显出北方黄土梁峁地带中心

聚落
“

多峁
一

体
”

的分布特征
１

３
１

，
是
一

处规模巨

大 、 遗存丰富 、 要素齐全的商代聚落遗址
，
面积

约 ３００万平方米 。 此外
，
在瓦窑沟调查勘探出 ９座

“

甲
”

字形商代大型墓葬
，
是 目前殷商文化圈之

外已知数量最多 、 等级最高的商代墓地 。

２ ０ ２ ２年以来
，
考古发掘了寨沟遗址后刘家

塔大型墓地和鱼塔梁小型墓地 以及瓦窑沟 ２座
“

甲
”

字形墓葬
，
均显示出较为鲜明 的特征

，

为研究陕北商代墓葬结构和丧葬制度提供了难

得的材料 。 本文依据上述最新考古成果
， 结合

以往考古材料
，
就陕北地区商代墓葬相关问题

试做分析
，
不当之处

，
敬请方家指正 。

一

、 墓葬发现概况及其特征

（

一

） 发现概况

１ ．寨沟遗址后刘家塔墓地

１ ２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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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于清涧县解家沟镇后刘家塔村 。 ２ ０ ２ ２年

对其进行 了抢救性发掘
，
在独立的长梁上共发

现发掘了 ４座商代墓葬
，
由北向南分布 。 其中Ｍ ｌ

为
“

甲
”

字形墓
，

Ｍ２
？Ｍ４为竖穴土坑墓

，
墓向

均南北向 。 未见腰坑 、 殉人
，
其中规模较大的

Ｍ ｌ 、 Ｍ ３ 、 Ｍ ４墓室填土葬车 。 ４座墓葬遭早期或

现代盗扰
，
残余铜 、 玉、 骨 、 金 、 陶等各类随葬

品 ２ ００余件
，
多数随葬 品制作精美

，
与殷墟高等

级墓葬出土相似
，
年代在殷墟二至四期

，
是陕北

近年来商代墓葬考古最为重要的发现之
一Ｗ

。

２ ．寨沟遗址鱼塔梁墓地

位于清涧县解家沟镇寨沟村西南的鱼塔梁

南坡
，
墓地所在鱼塔梁范围南北长约 １ ２０ 、 东西

宽约 ９ ０ 、 海拔 ９ １ ０米 。 ２ ０２ ３年共发掘小型墓葬 ３ ４

座
，
均为窄长方形竖穴土坑墓

，
多数墓葬 口 略

大于底
，
个别墓葬 （

Ｍ ８
）口大底小更为明显 。

面积在 ３平方米以下
，
墓向不

一

，
葬具为单棺

，

近
一

半墓葬未见葬具 。 仅 １ ０座墓葬有随葬品
，

共 １ ９件 （
组

） ，
随葬品均放置于棺 内

，
陶器有

鬲 、 钵
，
铜器有戈 、 斧 、 削 、 蛇首 匕

，
此外还

有玉器 、 海贝 、 串饰等 。 这是陕北最新发现的

一

处小型墓地
，
也是寨沟遗址的组成部分

１

５
１

。

３ ．李家崖墓地

位于清涧县高杰村镇李家崖村
，
在李家崖

古城址 内 外 的 ４个地点共发现 ６ １座商周 时期墓

葬 。 墓葬均为长方形竖穴土坑墓
，
规模较小

，

面积在 ３平方米以下
，
墓向不

一

，
有２ ７座墓发现

有葬具 。 ３ ２座墓葬有随葬品
，
其 中 ３座各 出土  １

件铜兵器
，

２ ９座墓出土陶器残片
，
多似陶钵 、

小杯类器物
｜

６
１

。

４ ．高塬墓葬

位于清涧县李家塔镇席家圪崂村 当 地称

为高塬的 山 峁上
，
山 峁海拔 １ １ ６ ８米

，
顶部平坦

开阔
，
面积近 １万平方米

，
发掘 １座

“

甲
”

字形

墓 。 墓室盗掘殆尽
，

盗洞 内筛出 少量蚌片 、 漆

皮和朱砂
，
在早期盗洞 内 出土铜带钩 １件

７
１

。

（
二

） 墓葬基本特征

陕北商代墓葬差异显著
，
表现出较多 的 自

身特征
，
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

１ ．墓葬形制

首先
，
无论带墓道大墓还是大型竖穴土坑

墓
，
墓室 口 大底小

，
收分较甚

，
东 、 西墓壁往

往有数量不等的生土台逐层下收
，
北墓壁斜直

下收
，
这种结构与东周秦 、 楚大型贵族墓葬有

相似之处 。 中原地区商墓无论大小不见生土台

阶收分
，
基本 口 底同大或 口 小底大 。 其次

，
带

墓道大墓的墓道与墓室径直相连
，

无 明显的转

角 区分
，
而 中原地区带墓道大墓

，
无论墓道多

少
，
均 明显窄于墓室

，

墓道与墓室几乎垂直相

交
，
仅浮山桥北 ４座大型墓 （Ｍ ｌ 、 Ｍ ８ 、 Ｍ １ ８ 、

Ｍ２ ８
）

［
８

１

与之类似 。

２ ．填土葬车

陕北大型商墓普遍存在填土葬车 的现象 。

如后刘家塔Ｍ ｌ 随葬４辆车
，

Ｍ ３和Ｍ ４各随葬 １辆

车
，
瓦窑沟Ｍ ３随葬 １ ２辆车

，

Ｍ ８随葬至 少 ８辆

车
，
这些车置于墓室填土 内

，
向下距墓室底约

２
？

３米的位置 （ 图
一

）
。 葬车前后摆放

，
车前

无马 。 这些大型墓葬附近 尚未发现有单独的车

马坑或马坑 。 中原地区大型商墓多有单独的车

马坑陪葬
，
据不完全统计

，
殷墟发掘 的车马坑

图二 浮 山桥北 Ｍ ｌ 墓道葬车

１ ２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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已近百座
，
均分布在王陵大朵及 各个大型族 邑

聚落墓地中 的高规格墓葬的附近
，
应与这些高

规格墓葬有关联
，
是这些高规格墓葬主人下葬

时的车马陪葬 ＼ 中原地区仅有个别墓葬在墓道

或墓室内葬车马
，
如浮山桥北Ｍ ｌ墓道殉人 １具 、

马 ２匹 、 车 １辆
，
保存完整

，
呈驾乘状 （ 图二 ） ；

Ｍ １ ８墓道 中有车 １辆 、 马 ２匹 、 殉人 ２具
１

ｍ
１

。 西北

王陵Ｍ １ ０ ０ ３ 由于被盗严重
，
仅在南墓道 内 发现

车舆遗迹 ２处
１

ｎ
｜

。 殷墟西区墓地第三墓区Ｍ ６９８墓

道 中埋车 １辆 、 马 ２匹 、 殉人 １具
，
马位于车前

，

呈驾乘状
，
殉人位于车厢下

１

１ ２
１

（ 图三 ）
。 殷墟

苗圃北地 ２ ００２Ａ ＰＮＭ ２ １ １ ８南墓道拐角处
，
葬车 １

辆
，
无马无人

１

ｕ
｜

。

３ ．殉祭

墓葬极少有殉牲 、 殉人
，
未见祭祀坑 。 后

刘家塔Ｍ ３填土 内 有犬
一

只
，

Ｍ ４盗洞填土 内 有

个别碎马骨 。 在墓葬周 围 目 前未发现祭祀坑或

车马坑
，
小型墓葬更是如此 。 换句话说

，
即使

个别大型墓葬 中有殉牲
，
也不是普遍现象

，
与

殷墟墓葬形成极大反差 。 据统计
，
晚商时期 的

第
一

、 二等级墓葬基本都有腰坑
，
坑中常有殉

人
，
还多有兵器 、 容器等

；
第三等级墓葬中绝

大 多数也都有腰坑
，
个别坑中有殉人

，

一

般殉

狗
；
第 四等级览葬 中 设腰坑的

？

般也 占到 ４ ０％

以上
，
多有殉狗

１

Ｍ
｜

。 殉 人在墓葬中最常见的位

置是二层台上和棺椁之 间
，
还有位于棺或椁盖

顶上的
１

１ ５
１

。 在殷墟大墓的填土 中往往发现有人

或动物 的骨架
，
尤其是墓道和墓室填土 内

，
人

牲多身首分离
，
分层分组埋葬

，
多者几十或上

百具 。 中小型墓葬也有类似现象
１ ６

１

。 此外
，
殷

墟丙北 冈王陵区 已 发掘 Ｍ ０ ０多座小墓
，
除少数

是陪葬墓外
，
大 多是祭祀坑 。 依坑内 的埋葬可

分为人坑 、 动物坑及器物坑三类
１

１ ７
１

。

４ ．墓葬 （地 ） 选址

墓葬 的选址与分布直接反 映 出 特定 的丧

葬观念 、 社会结构和社会关系
，
不仅与墓葬等

级 、 性质有密切关 系
，
也会受 自 然地理环境的

影响 。 如上文所述
，
陕北商墓分布呈现出大墓

独立 、 小墓集 中 的现象 ，
第
一

、 第二等级墓葬

往往单独分布在
一

座 山 峁或 山梁上
，
周 围没有

小墓
， 不见祭祀遗存 ，

可以象形 的 比喻为
“

占

山 为王
”

，
具有 明 显的排他性

，
而且是单纯 的

墓地
，
没有居住遗存 。 我们在后刘家塔墓地周

边的多 个 山 峁上均调查发现了商代墓葬
，
开 口

面积 １ ０
？

６０平方米不等
，
深多在 ５

？

１ ０米
，
属第

二等级墓葬
，
也多是单独分布 。

陕北地区 以往有几次较 为集 中 的 商代青

铜器出土
，
多数为青铜礼器 、 兵器等

，

显示出

较高等级
，
如清涧寺場里 、 解家沟 、 张家孤 、

绥德壌头等地点
，
引 起学界的广泛关注 。 据了

解
，
有多个不同考古机构的相关人员 曾到现场

调查 、 访问 、 勘探
，
均再未发现商代墓葬 。 笔

者 曾在 ２ ０ １ ６年对清涧 、 绥德出土商代青铜器地

点逐
一

调查访 问过
，
采访 当 事人和 见证者

，

并指认出土现场
，
获得了极为珍贵的信息 ： 第

一

，
个别铜器点除有青铜器发现外

，
还伴有其

他随葬 品
，
如寺塢里还 出 土有 ６件金耳饰

，
塢

头铜器点 人骨腰间还有玉器 。 第二
，

上述铜器

点从此以后
，
再无青铜器 出土

，
可能只有那

一

座览葬 。 笔者 当 时对解家沟铜器点周边反复勘

探
，

一

无所获 。 在 ２ ０ ２ ２年专项调查 中
，
在解家

沟铜器点
一

侧 的 山梁上发现发掘 了
一

座第二等

１ ２ 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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级商墓
，
惜被盗掘

一

空 。 ２ ０ １ ０年在子洲县关王

岔平整土地中
，
发现

一

批商代青铜器
，
随后榆

林市文物保护研究所进行了抢救性清理 ，
并在

周边反复调查勘探
，
再无发现

｜

１ ８
１

。 上述种种现

象均反映出高等级墓葬独立分布的特征 。 而鱼

塔梁 、 李家崖等第三等级墓葬集中分布
，
数量

１ ０
？

３０座不等 。

二
． 墓葬的分类与等级

（

一

） 墓葬分类

根据墓道的有无和墓葬形制 ，
可将这些墓

葬分为带墓道墓葬和竖穴土坑墓两种类型 ：

１ ．带墓道墓葬

目 前只发现有带
一

条墓道的
“

甲
”

字形墓

葬
，
共 １ ２座

，
分布于 ４个地点 。 包括后刘家塔

墓地 １座 、 瓦窑沟墓地 ９座 、 席家讫崂高塬墓地

１座及解家沟镇东南 １座 。 该类墓葬的主要特征

是南北向墓
，

墓道接于墓室南壁
，
斜直向下直

通墓室
，
东 、 西两壁与墓室两壁径直连通

，
无

明显折角 区分 。 墓葬 口大底小
，
收分较甚

，
开

口面积在２ ００
？

２ ５ ００平方米
，
墓底面积约 ３ ０

？

９０

平方米 。 墓室东 、 西两壁或
一

壁有数量不等的

生土台逐层向下收分
，
达到

一

定深度后 ，
竖直

向下 。 北墓壁不见生土台
，
斜直下收 。 墓室窄

长
，
长宽比值超过 ２ 。 深度多超过 １ ０米。

２ ．竖穴土坑墓

根据墓壁情况可分为两类 。 甲类墓葬主要特

征是南北向墓
，
规模较大

，
深度５

？

１ ０米
，
口大

底小
，
收分较深

，
开 口面积 １ ０

？

１ ００平方米
，
墓

室面积 １ ０
？

２０平方米 。 东 、 西两壁或
一

壁有数量

不等的生土台逐层向下收分
，
达到

一

定深度后
，

竖直向下。 北墓壁不见生土台
，
斜直下收 。 上述

特征与带墓道大墓的墓室特征较为相似 ，
惟面积

与前者相比较小 ，
墓室底长宽比值在 １ ． ５

？

１ ． ７ 。

乙类墓主要特征是墓葬规模较小
，

墓向多样
，
无

明显规律
，
墓壁无明显收分

，
深度多集中在 ３米

以下
，

墓室长宽比值超逆
，
鞋更大 。

（
二

） 墓葬等级划分

墓葬等级划分是墓葬研究的重点和难点 ，

涉及到墓葬形制 、 规模 、 棺椁重数 、 随葬品多

寡 、 殉祭遗存等方面
，
但实际上限于保存条件

差异尤其是盗扰等原因 ，
不少研究者在进行墓

葬等级划分时 ，
主要依据墓葬形制 、 墓葬规模

和随葬品多寡及组合等因素进行划分 ，
本文也

主要依据上述因素分析
，
可将陕北商代墓葬初

步划分为三个等级 。

第
一

等级
，
为带墓道墓葬

，
总长２５

？

７０米
，

墓葬开 口面积２００
？

２５００平方米 ，
深度 １０米以上 。

多数墓葬开 口面积已经超过安阳西北冈王陵区大

墓面积 （表
一

）
。 墓室填土葬车较多

，
偶见有龟

甲 、 殉狗 、 陶器等葬品
，
墓室随葬品种类多 ，

等

级高
，
有铜 、 金、 骨 、 玉 、 石等 。 多数漆器 、 骨

雕 、 玉饰品 、 青铜车马器等与殷墟商王陵出土物

极为相似 ，
堪称精品

，
代表最高等级。 该等级墓

葬选址显示出极强的独立性 、 排他性
，
往往单独

分布在 山梁和 山峁上
，
仅有极个别第二等级墓

表一 清涧第一等级墓葬与安阳西北冈王陵区带墓道大墓统计表

地点 墓号
墓道

数量

全长

（
ｍ

）

墓 口总面积

（
Ｕ

１

）

清涧

瓦窑沟Ｍ ｌ １ ７３ ２５６５

瓦窑沟Ｍ ８ １ ６２ １ １ ００

瓦窑沟Ｍ ３ １ ５６ １ ０２４

瓦窑沟Ｍ２ １ ４０ ８２７

瓦窑沟Ｍ４ １ ３ ８ ． ５ ６７５

瓦窑沟Ｍ５ １ ４８ ６３０

高塬Ｍ ｌ １ ３ ８ ． ８ ５５９

解家沟东南墓葬 １ ３６ ４４８

后刘家塔Ｍ ｌ １ ３ ９ ．４ ４００

瓦窑沟Ｍ７ １ ３５ ３ ７０

瓦窑沟Ｍ６ １ ２５ ２３ ８

瓦窑沟Ｍ９ １ ？ ？

西北

冈

西北冈Ｍ １ ００３ ４ ６８ ． ５ ８３２ ． ８７

西北冈Ｍ １ ００ １ ４ ７ １ ． ５ ７３３ ． １ １

西北冈Ｍ １ ５００ ４ ８ ９ ． ６ ７２６ ．０８

西北冈Ｍ １ ４００ ４ ７４ ．０７ ７ １ ３ ．４ １

西北冈Ｍ １ ００４ ４ ６３ ． ４ ６７２ ． １ ７

西北冈Ｍ １ ２ １ ７ ４ １ ２０ ６６９ ． １ ２

西北冈Ｍ １ ００２ ４ ５６ ６ １ ６ ． ７

西北冈Ｍ １ ５５０ ４ ４７ ． ５５ ４５ １ ． ７６

５０ＷＫＧＭ １ ２ ４４ ． ５ ５ ３４０ ． ８６

８４ＡＷＢＭ ２ ６０ ３ ３ ． ６ １ ８３ ． ３６

西北冈Ｍ １ ４４３ ２ ４ １ ． １ ５ １ ６４ ．４５

西北冈Ｍ １ １ ２９ ２ ２９ １ ５ ５ ． ５

７８ＡＨＢＭ １ １ ４ ． ６ ６６ ． ４２

１ ２ 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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葬共存 。 如后刘家塔墓地除 １座
“

甲
”

字形大墓

夕 卜
，
另有３座第二等级的墓葬

，
瓦窑沟墓地９座墓

葬分布在三个较宽阔的相连山峁上
，
尚未发现其

他等级的墓葬 。 勘探发现的另
一

处
“

甲
”

字形大

墓也是独立分布在
一

座山峁上。

还需要说明的是
，

２０ １ ５年发掘的清涧席家讫

崂高塬墓葬
，
由于被盗严重

，
墓室无任何随葬

品
，
且 口大底小的墓葬形制在以往商代墓葬中未

曾有过
，
同时在早期大盗洞 中发现有战国铜带

钩
，
当时误认为是战国大型墓葬 ， 其形制特征与

后刘家塔和瓦窑沟墓葬相同
，
也应是商代

“

甲
”

字形墓葬 。 而在高塬山峁上
，
仅有

一

座
‘ ‘

甲
”

字

形大墓
，
也没有发现同时期的其他墓葬 。

第二等级
，
为 竖 穴土坑墓

，
开 口 面积

１ ０
？

１ ００平方米
，
深度５

？

１ ０米 。 该等级墓葬面积

跨度较大
，
内部还有可能存在等级差异

，
但由于

材料所限
，
不进

一

步细分 。 面积较大的墓葬填土

葬车
，
数量较第

一

等级墓少
，
此外填土内还可能

有殉牲或陶器。 墓室内随葬品有铜 、 金 、 骨 、 玉

石器等 。 以往发现的几处青铜器地点 ，
当为墓

葬
，
都应属于这

一

等级 。 如清涧寺塢里
｜

１ ９
１

、 解家

沟
丨

２。
丨

、 张家孤
丨

２ ，
丨

、 缕德塢头
丨

２２

地点等 。 这
一

等级

的墓葬也多独立分布在山峁上
，
或３

？

５座分布在

长梁上
，
不与第三等级墓葬共存 。

第三等级
，
为竖穴土坑墓

，
开 口 面积 ３平

方米以下
，
深度 ３米以下

，
墓壁无明显收分

，
单

棺或无葬具 。 多数无随葬品或仅随葬陶鬲或陶

钵
，
个别有铜戈 、 铜斧等 。 墓葬集中分布在山

峁或 山梁上
，
不与其他大型墓葬共存 ，

墓向多

样
，
无明显规律 。 如寨沟鱼塔梁小型墓地 ，

共

发现３４座商代墓葬
，
均为第三等级 。

另外
，
早年在清涧李家崖遗址也发掘过商

代墓葬６ １座
，
分布在古城内外４个地点

，
其中城

内 的Ａ区 １ ９座
，

Ｃ区 ２ １座
，
城外的月 季花墓地 １ ８

座
，
东城墙外侧土丘发现 ３座

１

２ ３
１

。 Ａ 、 Ｃ区和月

季花墓地墓葬集中分布
，
其中 ２ ７座发现有葬具

痕迹
，

３４座未见葬具 ，
２ ９座无随葬品 ，

面积多

在２ ． ５平方米以下
，
均应属第三等级墓葬 。

上述不 同 等级 的墓葬特征 明 显
，
层级分

明
，
是社会复杂化的表现

，
具有鲜明 的等级划

分和社会层级结构特征 。 第
一

等级墓葬规模堪

比殷王陵
，
应该是区域内最高 （首领 ） 级别的

墓葬 。 第二等级墓葬为区域社会的 中小贵族墓

葬
，
其中规模较大的墓葬除无墓道外

，
其他特

征近似第
一

等级大墓
，
墓主当是聚落部族内统

治阶层重要成员
，
规模较小的墓主可能是统治

阶层的小贵族 。 第三等级墓葬当为社会中 的平

民墓葬 （表二 ） ，
聚集分布

，
内部略显杂乱

，

墓向无明显规律 。

三 、 陕北晚商时期的社会结构

目前所发现的 １ ２座带墓道大墓
，
分布在４处

地点 。 其中瓦窑沟墓地 ９座
，
其余三处分别各 １

座
，
这是 目前殷商文化圈之外所知数量最多

，
规

模最大的商墓
，
代表了 区域内最高等级的墓葬 。

其中后刘家塔墓地直线距离寨沟遗址２ ． ５千米
，
当

是
一

处区域性中心聚落遗址的重要组成部分
； 席

家讫崂高塬墓地直线距离辛庄遗址２千米
，
辛庄

遗址发现大规模夯土建筑 、 陶范、 陶模等遗存
，

也应是
一

处区域性中心聚落遗址
；
瓦窑沟墓地周

围 目前尚未发现与之距离较近的大遗址
’ 其直线

距离李家崖遗址约 ７千米
，
相较寨沟和辛庄似显

较远
，
但应该存在与之相应的高等级遗址

，
为
一

表二 塞葬等级划分表

—

二 三

面积 （
ｎｆ

） ２００
？

２ ５００ １ ０ 

？

１ ００ ３以下

带墓道
，
口 竖穴土圹墓

，
竖穴土圹墓

，

形制 大底小
，
墓 口大底小

，
墓 墓壁无明显收

壁明显收分 壁明显收分 分

深度 １ ０米以上 ５
？

１ ０米 ３米以下

墓向 南北向 南北向 墓向多样

葬具 单棺 单棺 单棺或无葬具

随葬品

墓室填土葬

车 、 龟 甲
，

青铜器 、 金

器 ＇ 玉石

器 、 骨器等

墓室填土葬

车 、 青铜

器 、 玉石

器 、 骨器等

无随葬品或仅

有单件陶器
，

极少数有铜

戈 、 铜斧

分布
独立分布于

山梁上

独立分布于

山峁上
，
少

数与第
一

等

级墓共存

集中分布
，
不

与
一

， 二等级

墓葬共存

１ ２ 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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５ ． 后刘家塔墓地 ６ ．ｔｔ窑沟墓地

处区域性中心聚落当无问题 。

上述三处 中 心聚落遗址
，
规模大

，
等级

高
，
要素全

，
尤其是大墓堪比殷王陵

，
当是最

高等级的聚落遗址 ，
不太可能有更高等级的 中

心 。 以寨沟遗址为起点
，
其距离辛庄遗址 ２ ０千

米
，
距离瓦窑沟墓地 １ ７千米

，

三者中心聚落的

辐射半径约在 １ ０千米左右
，
这三者恰好分别位

于清涧县李家塔镇 、 解家沟镇 、 高杰村镇三个

镇
，
其统治范 围 似乎与现今 的

一

个 乡 镇相 当

（ 图 四 ）
。 当然三个 中心聚落辐射范围 内部还

会有分层分级
，
如寨沟遗址内部还有 中型墓葬

和 以往发现的铜器点 （墓 ） ，
属第二等级墓

，

以及鱼塔梁第三等级墓地 。 辛庄聚落遗址 内 樊

家岔 、 惠家园 则 曾 出土过青铜工具
，
我们对两

处遗址进行 了 勘探
，
发现有夯土基址

，
可能是

中心聚落的 次级遗址点 。 曹大志对山西石楼县

李 家崖文化遗址做 了 详细 调 查
，
依据聚 落规

模 、 位置 、 遗物分布的规律将其分为三类 ，
第

一

类为面积数百至数千平方米的小遗址 ２ ２个
，

第二类为面积在 ２
？

４万平方米之 间
，
由 多 个独

立的遗址形成遗址群
，
共 ５个 。 第三类面积与

第二类相 当
，
共 ３个 。 第

一

类坐落在
一

座小 山

上
，
第二类分布在主要河流及

其支流交汇处 的小 山上
，
第三

类多 分布在黄河岸边的狭窄地

带
，
第二 、 三类选址主要是考

虑到地处交通网点 的便利
１

： ４
１

。

可见其聚落结构和层级与陕北

类似 。

上述认识虽仅局限于 目 前

的考古发现
，
但李家崖文化核

心范围分布在清涧 、 绥德 、 子

洲 、 延川 、 延长等县 ，
也是 以

往商代青铜器较集 中 发现的 几

个县
，
其聚落形态可能也应与

之相似 。 由此我们理解
，
黄土

丘陵 的 中心聚落 （ 表现为大型

建筑 、 大型墓葬 、 铸铜遗存 ）

数量多
，
密度高

，
已达到较高

文明水平
，
但其所代表的政体规模较小

，
彼此看

不出 明显等级差异或隶属关系
，
其政权形态和社

会结构不同于中原地区 。 这应该与黄土丘陵特殊

地貌造成的交通不便有关 。

陕北东北部商代遗址文化 面貌
一

致
，
学

界多统称之为李家崖文化
，
为商代鬼方族群遗

存
｜

２ ５
１

。 李家崖文化所代表的鬼方遗存分布范围

广
，
内部结构复杂

，
呈现出 明显的等级分化和

社会复杂化现象
，
如清涧辛庄 、 寨沟 、 李 家

崖 、 瓦窑沟等遗址虽规模大小略有差异
，
延续

时间长短不同
，
但都是区域中心聚落

，
类似遗

址还当不少
，
表现出 多 中心特点

，
或表明在鬼

方 内部可能还存在不 同 的部落分支 。 《古本竹

书纪年 》 载
“

三十五年
，
周王季伐西落鬼戎

，

俘二十翟王
” １

２ ６
１

，
西落鬼戎大概率就是武丁征

服 的鬼方
，
位于北洛河及 以北地区

，
周 人在

一

次征伐鬼方 的 战役 中俘获二十个首领 。 张天恩

认为
“

可能是武丁征伐几十年后
，
鬼方实力恢

复后再次侵扰关 中
，
周人代商王朝征伐鬼方于

北洛河地区
，
并俘获其首领二十人

｜

２ ７
１

。 考古现

象和文献记载较为吻合
，
正说明鬼方 内 部存在

不同族群和 多个 中心的特点 。

１ ２ 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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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 结语

近年 以清涧寨沟遗址为代表 的 陕北商代

考古取得突破性进展 ，
发现了北方地区黄土丘

陵地带迄今规模最大 、 功能要素最为齐全的 中

心聚落遗址 。 出土的大量青铜礼器 、 车马器 、

玉器 、 骨器、 漆器 、 龟 甲与殷墟上层物质文化

相同
，
反映了黄土丘陵地区与商王朝之间密切

的经济 、 文化交流
，
以及商王朝对周边地区的

强烈影响 。 但诸如陶器 、 贵族使用 的黄金饰品

（如项圈 、 耳饰 ）
、 青铜工具和兵器 （如蛇首

匕 、 銎内戈 ） 等都具有鲜明 的地方特色 ，
为进

一

步更全面认识该区域商代聚落结构和文化面

貌提供了最新考古材料 。

大 、 中 型墓葬规模之大 、 等级之高 、 出

土文物之精美远超以往认知 ，
为几十年来黄土

丘陵地区不断出土的铜器群找到 了 明确 的考古

学文化背景
，
为分析陕北商代墓葬特征提供了

极为难得的考古材料 。 结合最新发现和 以往材

料
，
陕北商代墓葬无论是形制 、 葬俗 、 选址等

方面均显示出 了 自 身鲜 明 的特征 ，
丰富了李家

崖文化的 内 涵 。 在此基础上所反映出 的李家崖

文化社会结构亦与中原地区迥异 ，
表现出 中心

聚落遗址数量多 、 密度大 、 政体规模小 、 相互

独立的特征
，
表明在李家崖文化分布区 内 存在

不同 的部落分支 ，
或代表不同 的方国

，

显不出

北方黄土丘陵地带商代社会结构的独特形态 。

附 记 ： 本 文在 考 古 发掘 和 写 作 过程 中 ， 得

到 陕西 省 考古研 究 院孙周 勇 、 张 天恩研 究 员 的指

导 ，
谨致谢忱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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