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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原地区宫室建筑的历时性变化与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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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项研究得到河南省兴文化工程文化研究专项“中原地区早期国家宫室制度研究”（项目批准号：

2022XWH092）、郑州中华之源与嵩山文明研究会第八批课题一般项目“早期国家宫室制度研究”

（项目编号：Y2022-5）、国家社会科学基金一般项目“两河流域北部早期国家的形成研究”（项目批准号：

20BKG002）和“偃师商城一期遗存研究”（项目批准号：21BKG006）的资助。

一、前言

传世文献中经常能见到关于“宫室”的记载。

《周易·系辞》有“上古穴居而野处，后世圣人易

之以宫室，上栋下宇，以待风雨”①；《史记·夏本

纪》有“（禹）薄衣食，致孝于鬼神。卑宫室，致费

于沟淢”②；《史记·宋微子世家》中“箕子朝周，

过故殷墟，感宫室毁坏，生禾黍”③等。文献中言

及的“宫室”在不同语境中具有不同的含义，上古

时期所谓的“宫室”是一种有别于天然洞穴的人

工构筑的普通房屋，而三代时期的“宫室”显然

已经成为王室贵族生活居住和治理国家的有别

于普通建筑的特殊建筑形式。不过，先秦时期宫

室建筑的具体形制已经很难从追忆的传世文献

中获知详情了。

中国古代 建筑的研究起步于二十世 纪上半

叶，得益于梁思成、刘敦桢等一批开拓者的野外

调查与系统研究。1932—1937年，以梁思成先生

为代表的“中国营造学社”展开对国内古代建筑

的实地调查和测绘。基于上述实践活动，他编著

完成了《中国建筑史》，在系统论述中国古代建

筑的历史源流时，他强调中国建筑系统为独立起

源，历史上未受其他建筑的影响，并意识到探讨

先秦时期建筑需要考古发掘的详细材料④。1980

年代以来，随着国内考古发现的日益增多，“建筑

考古学”作为考古学的分支学科出现，宫殿建筑

成为建筑考古的重要组成部分⑤，相关遗存的个

案研究为深度理解考古学材料和考古学文化背

景提供了支撑。考古发掘的先秦时期的建筑材

料，遗址中发现的房基、夯土、墙体、柱洞、倒塌



2024. 02南方文物
NAN  FANG  WEN  WU 

大

道

中

国

- 2 -

形或方形的半地穴式房屋成为这一时期的主要

建筑形式，与以半坡文化（或类型）为代表的仰韶

早期相比，其聚落形态、建筑形式及格局未发生

质的变化。

公元前四千纪的前段，处于仰韶中期⑦的庙

底沟文化（或称仰韶文化庙底沟类型）时期，以

白衣黑彩的花瓣纹、回旋勾连纹和鸟蛙纹等为主

体纹饰风格的彩陶涌现于陕晋豫地区。低海拔河

流阶地上密集分布着大量的聚落，社会复杂化的

进程加速，出现了超过百万平方米的中心聚落和

数十万平方米的次级中心聚落。在庙底沟文化大

型聚落中发现有面积100~500平方米的半地穴式

“大房子”。有研究认为此类建筑遗迹是“宫殿

与社稷的前身”⑧。通过其与普通半地穴建筑的

比较，及对其出现过程和功能的探讨，可以判研

前述认识是否合理。

大型房址在庙底沟文化中所占的比例不高，

且大小有别，应是一种较为特殊的建筑形式（表一）。

在灵宝盆地的中心聚落北阳平遗址⑨，发现有仰

韶文化的房址32座，包括小型（≤50平方米）、中型

（50~100平方米）、大型（100~150平方米）及特大

型房址（≥150平方米）。其中小型的数量最多，特

大型数量最少（如F18）。大型房址所处聚落的规

模和层级也不尽相同，在中心或次中心聚落，如

泉护村⑩、北阳平、西坡⑪、下河西村⑫等遗址，均

发现有建筑聚群分布的现象。主要体现为以大型

房址为中心、中小型围绕分布的特征。在中小规

模且社会复杂程度较低的聚落如陇县原子头⑬、

彬县水北⑭、离石德岗⑮等遗址中，大型房址外围

多见面积20~30平方米的小型房址。上述现象一

方面显示了较高等级聚落内大型建筑位居聚落

中心的现实，有脱颖而出的趋势；另一方面，也意

味着不同聚落之间和聚落内部的社会差异虽然

开始出现，但仍不甚显著。

从聚落布局来看，仰韶早期较大型房址的门道

多朝向中心广场，呈向心式布局，如半坡⑯、姜寨⑰

等遗址所见。到了庙底沟时期，多数遗址仍然延

续这一布局特征。如西坡遗址内的大型建筑均围

堆积等遗存成为具体的研究对象。而代表一时

之秀的宫室建筑，自然成为考古发掘和研究的焦

点。但是，碎片化的考古资料使得宫室建筑的研

究实践中多聚焦于个别遗址或具体建筑，相对而

言，缺乏对这些重要遗存开展针对性的宏观探讨

与综合分析，尤其缺乏文明形成和发展中心地区

宫室类建筑的历时性考察。

“宫室”建筑最初发挥的是“待风雨”的作

用，商周时期逐渐成为王室生活和布政的场所。

已有的发掘和研究显示，至迟在以偃师商城宫

城为代表的二里岗时期，宫室建筑的构成要素，

建筑单元所包含的主体建筑（主殿）与附属建筑

（围垣、廊庑、门道等）的形制特征，以建筑单元

为基本要素的建筑群组及配套设施（厨灶、储藏

室、水井、排水沟渠等）、与建筑群组伴生的建筑

或构筑物（池苑、祭祀场所及相关遗存等）的营

建规制，以及“择中”“方正”“对称”“封闭”等

营造理念已经初步形成。不同建筑单元功用设定

和空间区划方式，在复杂社会中逐渐被上层掌控

和利用，并在早期国家被赋予了政治、仪礼与象

征等多重涵义，最终达到了通过建筑空间的打造

来实现统一社会秩序的目标。

本文拟从中原及周邻地区史前至夏商时期重

要遗址的大型建筑遗存着手，结合聚落考古的最

新研究成果，从建筑考古的视角来归纳宫室建筑

的历时性变化，勾画出其要素特征及孕育产生的

过程。同时，将宫室类建筑置身于社会复杂化加

剧和不同区域考古学文化由多元迈向一体的进程

中，系统考察其在中华文明起源和形成发展关键

阶段所扮演的角色、所发挥的作用，进而剖析早

期国家阶段，宫室制度思想与理念在社会政治秩

序变化时所做出的调适。

二、仰韶中期：聚落中心与“大房子”

中原地区的人类社会经过新石器早期的缓

慢发展，迈入了以大地湾、裴李岗等文化为代表

的新石器中期⑥。随着定居农业的发生发展，生

活与生产的主要空间——各种建筑次第出现。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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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一  庙底沟文化部分“大房子”

省区 遗址名称（面积：万m2） 建筑编号 面积：m2 形制

陕西

白水下河西村（40）

F1 364.85

半地穴五边形F2 240.6

F3 300（复原）

华县泉护村（93.5） F201（残） 225（复原） 半地穴五边形

陇县原子头（30） F31 78.3（室内） 半地穴四边形

彬县水北（12） F1 190 地面式五边形

山西 离石德岗（5） F1 190 半窑洞式五边形

河南

灵宝北阳平（72）
F18 190（室内） 半地穴四边形

F5 250（复原） 半地穴五边形

灵宝西坡（40）

F105 204（主室） 半地穴正方形

F106 240（室内） 半地穴五边形

F107 169 半地穴五边形

陕县庙底沟（24）
F301 42（室内） 半地穴五边形

F302 40（室内） 半地穴四边形

洛阳王湾（2） F1 200 地面式矩形

绕中心广场修建，广场四角各有1座特大型房址，

其中F105、F106、F107是规模最大的单体建筑，门

道均朝向中心广场⑱；水北F1位于整个遗址中心，

坐西朝东；泉护村、原子头、德岗等遗址大致也呈

此类布局。但是，不少遗址还见有另外的布局形

式。北阳平遗址所在的南北向的长条形阳平小原

南北长近2000米，东西宽300~500米。其上发现的

32座房址呈狭长型分布，与遗址的走向一致。北

部的房址数量（23座）明显超过南部（9座），相对

更为密集。相似的分布方式还见于下河西村，已

发掘的3座大型房址均位于聚落的南部边缘，面

向河谷。这些遗址与其他向心式布局的特征明显

不同，应该与所处地形有更大关系。

一般认为，平面呈五边形的大型房址是庙底

沟文化的突出特征，其规模较大，且以门道为轴

线对称布局。越来越多的证据显示，五边形房址

的规模差异很大，如水北F4，面积较小，仅有35平

方米⑲。也有不少较大规模、建筑平面却呈四边形

的房址，如西坡F105（图一）⑳。同样，同一遗址内

也发现有大小不一的五边形建筑，如德岗遗址保

存完好的F1~F5，大小各不同（图二）。大地湾遗

址238座房址的揭露，让研究者得以窥见仰韶各时

段建筑的“进化”过程㉑。第一期，为圆形半地穴

式；二、三期，为圆角近方形附有斜坡门道；第四

期，山地核心区建起了长方形或近方形的地面式

建筑。圆角方形是由面积较小的圆形或方形半地

穴建筑演化而来，一直存续至仰韶早期。庙底沟时

期，聚落的规模急剧扩大，普通半地穴建筑的面

积也有所增加，多边形的“大房子”是在这一时代

背景下应时出现的。

“大房子”还见有平地起建、半窑洞式、半地

穴与地面式结合等多种形式。泾河中游的彬县水

北F1为地面式建筑，其他房址则为半地穴式。F1

的面积190平方米，包括前、后两室。前室为门厅

类建筑，后室呈五边形，室内中部有一排东西向

的柱洞（图三：左），发掘者认为F1具有两面坡式

的屋顶。类似的地面式建筑还发现于洛阳盆地西

北部的王湾遗址㉒，已发掘的7座庙底沟时期房子

均为地面式，平面呈矩形，唯一的“大房子”F1面

积近200平方米。自仰韶中期开始，环嵩山地区较

大遗址内矩形地面式建筑开始普及，少见半地穴

式。如郑州大河村发现的17座三期房址中，平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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起 建的建筑有16座㉓。前文提 及的德岗五 边 形

房子均出现了墙体倾斜于地面的现象，发掘者认

为这种半窑洞式的建筑形式是黄土高原这一特

殊的地貌所造成的。西坡F105外围密集排列着

柱洞，发掘者推测其主室之外还建有“回廊”，主

室属于半地穴式，“回廊”则与周围的地面平齐，

属于地面式。

从建筑形制看，庙底沟文化的大型单体建筑

与所处遗址、区域的其他房屋建筑的区别不大。

其平面呈圆角五边形或四边形，半地穴式建筑

具有由地下走上地面的斜坡门道，入口正对门道

处有火塘。根据室内中心柱和墙基柱洞的分布

状况，半地穴式建筑的屋顶一般可复原为攒尖

顶㉔，地面式建筑则为两面坡屋顶㉕。

从建筑技术上看，普通半地穴式建筑的构造

相对简单。“大房子”建造工序与之大体相似。

即先挖基坑，然后在坑底周围立柱，用草拌泥筑

墙和处理居住面，最后用火烧地坪和墙壁，在地

面以上构建房顶。大型 房子在居住面、梁柱结

构、斜坡门道等相对重要的部位均体现出建筑工

艺比较考究的一面。如水北F1的居住面进行了多

层垫土处理。最下方为夯实素土，有的上面一层

用料姜石碎末和沙土混合制成，表面坚硬，呈青

灰色。同类的青灰色硬面还发现于原子头遗址㉖。

下河西村发现的6座庙底沟文化“大房子”，均由

料姜石烧制的白灰铺就地面，为目前所见最早的

白灰面建筑。其中F1的面积最大，墙体分为内外

两层，包括内墙柱洞36个，直径为40 ~54厘米；4

个中心柱，直径达50 ~70厘米，显示出大型建筑

一般为4根中心立柱承重，并由多个墙壁立柱共

同支撑屋顶的构造（图三：右）。最近的考古发掘

显示，北阳平遗址大型建筑（F2）内发现有碳化

木构件，包括室内柱、檐柱、斜梁、椽木等型材，

为复 原这一阶段“大 房子”的建筑面貌 提 供了

实物素材㉗。大型建筑的斜坡门道见有弧圆形、

长条形和长方形几种。有的上面铺设石块（如德

岗）或覆盖石板（如下河西村）。部分遗址的大

型建筑还体现出建筑工艺较为领先之处。如水

北F1是一座具有两面坡屋顶的地面式复合建筑；

西坡F105可能是一座包括回廊、门棚等附属设施

的巨型建筑；北阳平更是发现了榫卯式的建筑构

件。上述“大房子”在建造技术方面上展现了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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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性和个性，部分区域展现的较为先进的工艺，

为下一个阶段大型建筑从技术上实现突破奠定

了基础。

结合仰韶中期“大房子”工程浩大、数量有限、

位居中心等因素，多数研究者将其视作聚落的中

心设施，或部民日常活动的会所。部分大房子内

发现有饮用小米酒的证据，据偃师灰嘴东F1地面

及附近出土的陶器残留物分析，该遗址以酿造黍

和稻为原料的谷芽酒为主，研究推测F1可能是举

行仪式包括宴饮活动的场所㉘。同期的高陵杨官

寨、灵宝城烟及渑池仰韶村等遗址，虽未见酿酒

容器与“大房子”有直接关联，但相关研究认为

小口尖底瓶和平底瓶可能已经成为酿酒的专用

器具，与酒有关的社会活动业已在聚落内开展㉙。

此外，大型建筑的居住面和墙壁内侧涂朱现象

比较普遍，见于下河西村F1~F3、北阳平F5、西坡

F105~F106、泉护村F1001、水北F1等多地，红色颜

料经鉴定为辰砂（HgS）。总体来看，“大房子”可

理解为体现集体意志的公共建筑，其建造已超越

了个人或者小型社会组织的能力，更有可能是聚

落内集体协作和组织实施来完成的。

尽管“大房子”在构造、工艺及具体功能方面

有其特殊的一面，但其与同期普通建筑仍有着近

似的布局。从建筑的数量和形制来看，普通半地

穴式房子仍然是基层社会单位，即一个家庭的活

动空间。部分大型建筑虽然设有门厅、回廊等附

属设施，但建筑内部没有出现隔间，说明建筑的

功能相对单一。总体来看，在基层社会单位和组

织没有发生太大变化、社会秩序和伦理规范也未

发生颠覆式改变的情况下，聚落内大型建筑的具

体功能应该也没有发生根本性变化。

仰韶中晚期之交，庙底沟文化发展到巅峰，

陕晋豫地区的聚落规模开始出现明显的差异，可

能已经整合为具有二或三个层级的区域社会。杨

官寨遗址面积逾百万平方米，是一处大型环壕聚

落，有研究认为其为庙底沟文化的都邑性遗址㉚。

据伊洛河流域区域系统调查结果可知，这一时空

范围内，人口迅速增长，遗址数量由仰韶早期的

21处增加至中期的79处，形成了二级聚落体系㉛。

庙底沟文化区域中心聚落或次级聚落的社会组织

相对复杂，除了少量“大房子”以外，还有用于核

心家庭或扩大式家庭居住的其他房屋，面积从十

几平方米到一百平方米不等。西坡庙底沟晚期家

族墓地也显现出相应的等级差异，大中型墓葬出

土有玉石钺、象牙器等体现个人身份的随葬品㉜。

类似的墓葬也见于泉护村，其M701随葬有罕见的

大型陶鸮鼎㉝。上述现象表明，社会分化已经在

聚落之间和中心聚落内部发生与发展。

庙底沟文化晚期是否具有并延续了仰韶文化

早中期以来相对平等的社会秩序，考古学的阐释

和研究存在分歧。部分遗址所揭示的缺乏明显

财富分化的现象可能并不代表着社会内部没有分

化，社会差别有可能通过其他方式来体现；这些

大型聚落内的社会上层可能不完全依赖物质财

富，而是通过组织宗教仪式或组织宴饮、聚会的

方式和策略来实现对当地资源和剩余资料的把

控。这种处理方式客观上能够淡化首领与部民之

间的差异，同时更能强化他们同属一个组织的身

份意识，借以维系组织内部成员之间表面上长期

存续的平等关系。

这一时期的建筑 遗存因年代久 远、破坏严

重，其具体功用仅能推测，杨官寨等中心聚落内

大型建筑的布局和性质也有待后续的发掘研究。

从相关迹象来看，“大房子”在这一时期可能仍

然发挥公共建筑的功能，未见明显私有化或专属

化的迹象，称其为“宫殿”是不太合适的。大型单

体建筑在中原地区的普及，反映出聚落内部和聚

落之间已经出现一定发展程度的社会组织，拥有

特定的群体意识，表面上可能仍然维持着仰韶早

中期以来相对平等的社会秩序，但是社会分化已

经悄然出现，前述的“大房子”的营造与使用即

是例证之一。

三、仰韶晚期：中心聚落、复合式建筑 

和建筑单元

公元前四千纪中进入仰韶晚期，有学者指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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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时期原庙底沟文化核心区聚落数量减少、大

型聚落不见是经济、文化的衰落所致㉞。但陇东

及关中西部一带的聚落规模却陡然增加，发展出

了秦安大地湾（50万平方米）㉟、扶风案板（70万

平方米）㊱和庆阳南佐（60 0万平方米）㊲在内的

较大型聚落或聚落群。大体同时的郑洛地区，大

河村三、四期时，也有一批新兴聚落（包括城址）

出现在河流冲积平原上。伊洛河流域的调查和研

究表明，仰韶文化晚期的遗址数量显著增加，共

计155处，包括10个规模较大的中心聚落（19~34

万平方米），其中新出现的遗址有98个㊳。上述信

息为我们理解仰韶晚期的文化格局和宫室建筑

的演化提供了基础。随着中原地区聚落形态出现

的新变化，建筑本身也开始发生改变，即以木骨

泥墙建造的矩形地面式建筑成为主流形式，原庙

底沟文化核心区盛行的半地穴式、带斜坡门道的

单体建筑数量减少，有的遗址甚至不见，而代之

以窑洞式。

宫室建筑是中原地区社会复杂化加剧的一

个缩影，大型建筑仅出现在较高等级的聚落内。

与仰韶早、中期明显不同的是，建筑的形制和构

筑方式开始与建筑等级发生直接关联。相对独立

图四  大地湾遗址山地核心区（左）与F901（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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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封闭的高等级建筑区与遗址内的其他建筑主

从关系明显，与普通聚落中的居住生产单元也有

较大区别。聚落之间与聚落内部已经出现了明确

的社会分层，权贵阶层已然形成，平等社会被彻

底打破，中原地区开始迈入所谓“酋邦”社会阶

段。从这个意义来讲，大型复合式建筑作为社会

复杂化程度的体现，开始具有了广义宫室建筑的

含义。

（一）关陇地区

大地湾F901一直受到研究者的极大关注。这

座平地起建的多间复合式建筑，与第四期的其他

房屋相比，规模最为恢宏，其复原面积达375平

方米（图四：右）㊴，在其主室周围近千平方米的

范围内，不见同时期的遗迹，应为空旷的广场。与

其年代稍有不同的另2座较大型建筑，F405复原

面积230平方米，F400复原面积260平方米。这3

座大型建筑均位于聚落山地核心区的南北轴线

附近（图四：左）㊵。从布局上看，大地湾大型建

筑周围密集分布着大量的中小型房址。已发掘的

56座同期建筑，包括3座大型建筑（230~275平方

米）、8座中型建筑（≥40平方米）和45座小型建

筑（≤30平方米），数量分布上呈“金字塔”式。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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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型建筑为核心，呈现出众星捧月的局面。同样

的格局还发现于扶风案板遗址，其F3位于聚落

中心的最高处，坐北朝南，建筑面积约为165.2

平方米㊶。

值得关注的是，陇东地区另一处仰韶晚期的

大型环壕聚落——庆阳南佐遗址近年来的考古

新收获㊷，为我们展现出与大地湾、案板不同的

特征，其率先出现了以壕沟和夯土台基来区划高

等级建筑的现象。该遗址东、西、南三面临沟，北

部未被冲毁部分发现有一座东西向近长方形台

地，分布着9座大型长方形夯土台（发掘者称之

为“九台”），形成了面积30多万平方米的核心区

（图五：左）。核心区外侧疑似有相邻的两重环

壕，环壕内面积约600万平方米。核心区北部中

间处曾发现1座仰韶晚期的大型地面式建筑F1，

前后两室面积约630平方米，室内有一处直径约

3.2米的大型火塘㊸。最新的考古发掘披露，F1不

是一座单体建筑，而是居于院落中部偏北的主体

建筑，其东西两侧，每侧可能有三组、每组2间的

连间建筑，且依托南北向夯土围墙呈东西对称分

布，北侧夯土围墙与之相连，南侧围墙上见有形

制独特的门道（图五：右）。夯土围墙围合的区域

呈纵长方形，南北长约67米，东西宽约55米，面积

3600平方米，发掘者认为这一区域为“宫城”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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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五  南佐遗址“九台”核心区（左）与建筑单元F1（右）

围墙外还绕以宽15米、深10米的壕沟。该建筑的

居住面为白灰面，墙壁涂抹有草拌泥。连间房屋

的面积约20~30平方米，之间由内部门道和外侧

走廊实现连通。F2是东侧的一座附属建筑，室内

有多层堆积，包含有大量特殊的陶器、石器、动物

骨骼、炭化水稻、红烧土等遗物，发掘者推测此

处空间应当具有祭祀和礼仪的性质㊺。上述建筑

要素显示，F1为封闭的建筑单元，已初步具备了

宫室建筑的特征。

从 建筑形制来看，这一阶段的大型建筑主

要有两种形制。第一种为单体复合式，如大地湾

F901，由木骨墙分隔形成前厅、后室和东西侧室

门等多个功能区；第二种为单体多间式，如大地

湾 F4 0 0，由室内墙分隔形成 2个 套间和公共区

域。南佐遗址的新发现展现了另一种形制，即由

夯土墙和立柱分隔的前、后室构成居庭院中部的

主体建筑，多组连间房屋构成东西两侧 附属建

筑，绕以开有门道的围墙和壕沟等防御设施，具

有大体对称的封闭式建筑单元的特征。

从建筑形式来看，关陇一带见有地面式、半

地穴式和窑洞式三类建筑㊻。有研究认为大地湾

第四期建筑方式的“改弦更张”，体现在新出现

的窑洞式建筑取代了之前的半地穴房屋，其目的

是减少木材的消耗，以适应仰韶晚期的文化 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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退㊼。也有研究认为该遗址出现了营造技术的革

新，即柱础的改进，导致半地穴式建筑的最终消

失㊽。无论出于哪种原因，大地湾四期建筑形式

的改变都是在仰韶晚期聚落规模增大（50万平方

米）、聚落主体迁移的背景下发生的，即一至三期

的聚落主体位于河边阶地上，四期开始向南部山

坡迁移。迁移后的聚落主体坐落在背山面河的坡

地上，两侧均为天堑，处于一个相对封闭的空间

内。山坡上建筑轴线附近3座不同阶段的大型建

筑，周围密集分布着单室的地面式建筑，山坡上

还成片分布着窑洞式建筑。大型建筑虽然和周边

的普通建筑共存，仍然为单体建筑，但是其形制

更为复杂，呈现多间组合和套间的形式共存的复

合式特征。此时聚落规模达到50万平方米（是仰

韶中期聚落的十倍），已经成为清水河沿岸的一

处中心聚落，该现象与上述特征几乎同步发生。

南佐新近考古发现F1围墙四周的环壕采用

独特的夯土护砌工艺修建而成，该建筑单元所在

区域已经独立，且具有明确的边界，与聚落内的

其他半地穴式建筑差异显著，已经成为上层社会

的专属区域。周边的9座夯土台，则可能属于不同

的功能区。相较而言，大地湾3座大型建筑所处的

山地核心区明显为开放状态，其与前方广场、其

他建筑之间未见明显的界线，显然两遗址的规模

和文化内涵的复杂程度差距显著，尽管均已出现

复合式的建筑，但南佐遗址F1

建筑单元的复杂程度更甚，代

表着大型建筑的发展方向。

从营造技术来看，大型建

筑对居住面、墙体、屋顶的打

造更为讲究。大地湾 F9 01的

地面经过反复打磨而析出浆

面，其 物 理与化 学性能 均 接

近现代的混凝土或水泥地坪，

而其他中小型 房屋则仅铺设

白灰面。该建筑的墙体厚度达

0.4~0.45米，可分为内、中、外

三层，并残留有上百个柱洞。

建筑的墙体结构也更为复杂，基槽四周立多个木

柱之后，使用草拌泥填充木柱之间的空隙，形成

“木骨泥墙”。同时，这类房屋规模巨大，屋顶所

需的木椽明显更多。据大地湾F901中的倒塌堆积

可知，原屋顶的梁架之上敷设有300多根木椽。

显然，修建这类建筑所耗费的资源和人工明显高

于其他建筑。

近年来，研究者对 大 地湾出土的小口尖 底

瓶、小口平底瓶和彩陶壶进行了采样分析，认为

本地具有仰韶晚期特征的彩陶容器可能更多地

用于饮酒活动㊾。前文已介绍了宴饮等社会活动

在仰韶中期大小聚落中是较为普遍的现象。大地

湾F405、F901室内正中偏前部位均发现大型地

面灶台，相关研究对该大型建筑内举行饮酒、宴

飨等招待活动的研判较为合理。另外，该建筑内

出土的遗物与一般建筑也有所不同，即罕见日常

陶器及生产工具，部分陶器的形制特异，包括四

足陶鼎、簸箕形器、喇叭形陶器、敞口盖罐等㊿

（图六）。有研究指出这类陶器可能为一套量器，

推测粮食的分配可能在F901内进行■。F405内还

发现有1件磨制精细的疑似为“权杖头”的汉白玉

环状石器■。上述现象表明，该遗址的较高等级

建筑可能已被聚落内高层掌控，甚至有研究认为

F901应是当时雏形国家的中心机构，为部落酋长

居住所用■。案板F3附近的灰坑H1中，发现有陶

图六  大地湾F901出土的部分异形陶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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质人形塑像，意味着大型建筑还可能是举办宗

教仪式的场所。南佐F1毗邻的东侧室F2内，发现

有食物类遗存，地面还摆放有大型彩陶罐，该建

筑可能为F1的使用者在操办祭祀活动时准备或

贮藏的场所，如是，F2作为F1配套设施的可能性 

不小。

大地湾、案板等区域中心聚落的相关特征显

示，仰韶晚期的大型建筑延续了庙底沟文化“大

房子”的公共属性，单体复合式多间的建筑布局

实现了储存、祭祀、围炉宴饮等功能。其在由中

心聚落和周围多个普通村落所构成新的社会秩

序中，可能已经具备了中心聚落的中心联络枢纽

功能。南佐等大型聚落发现的复合式建筑单元不

仅实现了上述功能，可能还预示着陇东地区社会

复杂程度在仰韶晚期与豫西地区几乎同时发展

到了新的巅峰。

（二）豫西地区

公元前四千纪中后期，嵩山北部的郑洛地区主

要分布着吸收了部分大汶口文化和屈家岭文化因

素的大河村文化（或称大河村类型、秦王寨类型）。

除了相对发达的彩陶文化以外，仰韶晚期这一地区

还催生出一系列的新型聚落■。仰韶早、中期的聚

落体系也发展到新的阶段，出现了区域中心聚落

和以西山遗址为代表的系列早期城址。

近年来的考古发现表明，河洛地区的巩义双

槐树遗址是该区域仰韶晚期至龙山早期规模最

大、遗存最为丰富的聚落之一。以其为中心可能

形成了由青台、汪沟、西山等遗址围绕的聚落群。

该遗址的核心区由不同阶段的三道环壕围绕，现

存面积117万平方米。内壕中部发现有带院落的夯

土建筑基址及长方形的大型版筑遗迹，发掘者称

其具有“中国早期宫室建筑的特征”■。此外，在

荥阳汪沟（74万平方米）■、青台（100万平方米）■

等遗址均发现有三重不同阶段的环壕。而具有城

壕体系的大河村遗址■，也在第三期发展到36万

平方米的规模，其核心区域的城址面积有3万平

方米；其发现有大量保存完好的地面建筑及连间

套房，成为一处邻近河流节点、水陆交通便利的

中心聚落■。位于郑州北郊的西山遗址是中原地

区发现最早的仰韶文化城址，该遗址在仰韶早期

出现聚落，庙底沟文化晚期营建城址，延续使用

至仰韶晚期，总面积约31万平方米。城址外垣呈

圆形，直径约180米，现存面积2.5万平方米。城外

发现壕沟，城内则分布着居住区、大型夯土建筑、

墓葬等，明显是经过规划后实施建设的■。上述

遗址发现说明，在建造多重环壕聚落的同时，该

区域还开始了城市化的初步尝试，聚落内的各类

建筑遗存为我们探讨宫室建筑的要素特征提供

了重要依据。

从建筑布局上看，双槐树发现的不同阶段的

3座院落，大体东西并列，营建于总面积约5300

平方米的大型版筑夯土台基之上，形成了建筑群

（图七）。内壕北部还分布有中心居址区，由墙

垣和壕沟圈护，范围达1.8万平方米。密集分布的

多个房址发现有带廊庑的建筑，可能为贵族的居

住区。夯土墙垣以南的较大型建筑区可能为“酋

长”和社会上层专属，有研究认为两者是“前朝后

寝”格局的体现■。西山城址的大型夯土建筑基

址位于西门内东侧，形状为扇形，由数座房屋环

绕，北侧则为一座面积达数百平方米的广场。

双槐树遗址建筑群内的1、2号院落的布局较

为清晰。1号院落面积约1300平方米，主体建筑

F76居北，平面呈长方形，东西长38.5米、南北宽

约8米，面积达308平方米，东北和西北两角与北

围墙连接（图八）。根据残存柱洞的排列状况，

发掘者将其复原为面阔13间，南侧围墙偏东段上

有门道。2号院落平面呈长方形，由四面夯土墙围

合，东西长46米、南北宽33米，面积1500余平方

米。1号门道由门柱分隔成“一门三道”的形制。

该院落的形制和性质尚待探明。这两个建筑单元

见有主体建筑和附属建筑、四面围合，已经具有

宫室建筑的部分要素特征。

从建筑形式来看，矩形套间或多开间的地面

房屋几乎见于所有遗址中，成为郑洛地区的主要

建筑形式。如果用于居住的单室房间代表了一个

简单家庭，那么多间的矩形建筑则能够容纳整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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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七  双槐树遗址平面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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扩大家庭。建筑内部的分隔，呈现出居住者对独

立空间的需求，以及对性别的区别对待等，可能

意味着基层社会单位进一步分化，大家族或小家

庭的独立性日益凸显。

从营造技术上看，西山遗址的城墙采用了小

块版筑法，城内的部分建筑也采取了这种版筑技

术。大河村三、四期的建筑遗存十分丰富，发现

44座房址中除3座半地穴式建筑外，其余均为矩

形地面式■。三期的房屋面积较小，多为两间或

两间以上的建筑群，其中F1~F4、F17~F19为两组

东西横列、相互连接的4连间排房■。建筑中发现

有生活用的陶器、生产工具和炭化粮食等，应该

是一个基层社会单元——一个小家族或大家庭

的生活空间。绝大部分房屋由木骨泥墙来打造隔

间，地坪和墙壁被烧成砖红色，以达到加固和防

潮的目的，发掘者称之为“木骨整塑陶房”。四期

的27座房屋■，规模普遍大于三期，出现了面积为

122.2平方米的较大房屋F15。

大部分建筑延续了上一时期常见的使用“火

烤”的习俗，还有较多的技术革新，体现在以下方

面：第一，工艺更加考究。即用大砂、黏土和料姜

石末配成“三合土”，然后用火烤成青灰色，并铺

设多层，颜色、硬度与现代水泥地面类似；第二，

工序为先挖方形基槽，槽内立木柱，形成木骨后用

草拌泥筑墙，利用四壁与室内的立柱结成横梁，将

椽子垂置于横梁之上，最后苫草成轿顶形的四面

坡屋顶；第三，个别房屋还具有散水、屋檐、墙体

版筑等建筑元素。

（三）小结

上文所述两个地区的大型建筑在发展中即体

现出不少创新之处，也展现出一定的地区差异。

豫西地区的双槐树遗址率先出现了封闭的中心居

址，大型建筑单元与居址区相邻，两者与墓葬区分

开处于北部相对独立区域。大型建筑单元，已经

具有排房式主体建筑、巨大庭院、封闭围墙及门

塾等宫室建筑的基本要素特征。单个建筑单元的

规模、形制、布局及多个建筑单元组合的方式都

为同时期及此之前所未见。这些要素特征在龙山

晚期中原地区中心聚落（城邑）的高规格建筑上

得以体现和延续，显示出双槐树遗址的先驱引领

性及所在地区的发展潜力。关陇地区的较大型建

筑，在规模、形制、装饰、技术等方面，显示了另

一条发展轨迹。单体建筑的打造更为精良，不但

延续了庙底沟文化中心聚落内“公共建筑”的传

统，还体现出复合式建筑的特征，并可能具备了中

心聚落中心枢纽的功能。大体同时，南佐的大型

夯土建筑区则呈现了类似“宫殿区”的布局方式。

9座夯土台基拱卫的中心台地上，建有一座由较大

的主体建筑和多间排房组合而成的封闭式建筑

单元，形成了相对独立的区域。

大型单体建筑或建筑单元所呈现的差异显示

了两地文化传统的不同。豫西地区平地起建的套

间或连间排房建筑较为普遍，主要用于居住，手

工业作坊和高等级建筑也多采用这种建筑形式。

与豫西地区相邻的海岱及长江中下游地区是连

间排房的主要分布区，三四个开间的排房遍布于

大汶口和屈家岭文化的大小聚落中。关陇地区多

为矩形单体复合建筑，也在坡地上掏挖窑洞来居

住，普通建筑中罕见连间排房。这种差异一方面

可能是因为黄土高原沟壑纵横的地貌特征限制

了排房的建设空间——其更适宜营建在河流近

旁较为开阔的冲积平原上；另一方面，关中地区

单体建筑聚集乃至呈现的愈加复杂的趋势，更可

能是因为其与豫西及其周邻地区的社会基层单

位、社会组织方式存在着差异。关陇地区血缘纽

带仍然顽固，社会组织层面呈现出权力集中与较

强群体意识共存的现象。而豫西等地的社会组织

则因为聚落地处平原地区更便于与周边不同文化

共同体频繁交流和迁徙，致使血缘纽带的联系日

渐松疏，个体家庭逐渐扩大独立，人群构成和文

化背景逐渐复杂。

公元前四千纪末和三千纪初，是仰韶晚期文

化解体并逐步被庙底沟二期文化取代的阶段。这

一阶段原庙底沟文化核心区的文化迹象较为独

特。一方面，原核心区的遗址数量锐减，遗址规

模和繁荣程度有所下降；另一方面，原核心区的



2024. 02 南方文物
NAN  FANG  WEN  WU 

大

道

中

国

- 13 -

周边如关中西部、陇东一带则呈现出相反的发展

迹象，中心聚落如南佐等规模远超以往，文化面

貌纷繁芜杂。这种现象的出现可能是环境和气候

的变化、外来文化的影响以及定居农业文化周期

性衰落等多种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也就是说上

述局面的出现是仰韶晚期复杂社会发展的结果，

而非原因。总的来说，在仰韶晚期，原庙底沟文化

故地开始进入新文化因素融入和社会重组时期。

相较而言，东部的郑洛地区自公元前七千纪以来，

发展较为平缓，至仰韶晚期社会复杂化才逐渐加

速，聚落数量和人口的增多导致其形成新的聚落

体系，环境良好的遗址发现有涵盖仰韶中晚期至

龙山早期的多个堆积层，深厚的文化积淀使其具

备了形成中心聚落和复杂聚落体系的基础。学术

界普遍认为，仰韶晚期郑洛地区的勃兴是外来文

化强势进入中原所促成的，来自海岱地区的大汶

口文化和长江中游的屈家岭文化因素在该区域的

多个遗址迸现，但外部的激发和影响作用不应被

夸大，该区域的转变应该与其自身社会组织和人

群的变化有着更为直接的关系。

仰韶向龙山过 渡阶段，中原地区的聚 落分

布更加密集，邻近地区聚落群之间的交流不可避

免，在建筑上也充分体现了这种趋势。随着矩形

地面式建筑的普及，与之相适应的梁架结构的出

现，以及木骨泥墙的大量使用，为大型夯土建筑

的产生提供了技术储备。随着家庭结构和社会组

织的变化，新的建筑元素开始流行，庙底沟文化

极具代表性的圆角多边形建筑渐次退出了历史舞

台。中原地区基于仰韶时期建筑实践发展出来的

夯土版筑技术，不仅被用于修筑城墙，还用来构

筑中心聚落内大型夯土台基，双槐树、南佐等遗

址所见夯土台基规模宏大，台基之上修建的大型

建筑单元乃至建筑群逐渐发展成中心聚落上层

社会使用的广义的宫室建筑。

四、龙山时期：区域中心聚落与 
建筑区

继仰韶晚期之后，公元前三千纪初，中原地

区的庙底沟二期和大河村五期兴起。这一阶段，

晋南地区的文化和社会演进呈加速发展之势，临

汾盆地内形成了以陶寺遗址为中心的聚落群，

并率先发展为中原地区复杂化程度较高的社会

集团。随着龙山文化大幕的拉开，陶寺聚落的面

积进一步扩大至约400万平方米，其周围1700余

平方千米分布着陶寺文化的聚落，聚落等级增

加■。大体同时，位于农牧交错地带的河套区域

出现了大型的中心聚落群，其中芦山峁遗址的面

积超过200万平方米■，年代稍晚的石峁城址面

积甚至超过400万平方米■。中原腹心地区黄河南

北两岸一系列城址也随之涌现，聚落群遍布伊洛

河、颍汝河等流域，发展出了至少三级的聚落体

系，出现了禹州瓦店■、新密新砦■等面积近百万

平方米的较大型中心聚落。

龙山时期的区域性文化各具特色，但都围绕

着中心聚落或城邑构建起了区域社会。晋南地区

的聚落集群分布；河南地区的城市与聚落则呈线

状分布于河流两岸；晋陕高原多梁峁山地，大型

聚落由一处核心区域和周边多个遗址组成，出现

了石垣聚落。随着区域社会的进一步发展，中原

地区的社会再次发生重组或变革，层级较高的

聚落内人口集中，社会分化显著；普通村落规模

不大，难以见到高规格建筑等社会分化方面的证

据。与之同步，成组陶礼器、玉器、卜骨及特殊葬

俗开始出现，中心聚落甚至出现了专门的祭祀区

及与祭祀相关的建筑。上述时代背景为礼制社会

的形成和宗教信仰的重塑提供了土壤，在此基础

上发展并逐渐规范，为早期国家的出现与初步发

展埋下了伏笔。与之相适应的是，区域中心聚落

内大型建筑群开始出现并普及。

（一）陕晋高原

2011年以来，陕北神木石峁遗址的考古工作

取得重大进展，先后发掘了外城东门、皇城台■

及台顶“石包土”大台基■等一系列重要遗迹，因

其与陶寺遗址的年代有重合，有学者对这两座超

大型聚落进行了比较研究■。2014年，经钻探调



2024. 02南方文物
NAN  FANG  WEN  WU 

大

道

中

国

- 14 -

查发现了位于陕西省延安市宝塔区的芦山峁遗

址，发现有高等级院落建筑群，发掘者称其可视

为“龙山文化晚期至夏商周时期宫殿建筑的重要

源头”。据此，我们有必要了解陕北、晋西北地区

龙山时期社会复杂化背景中建筑遗存的相关信

息，为中原地区文明起源关键阶段宫室建筑的探

讨提供一个有别于晋南地区的参照系。

芦山峁遗址核心区位于延河支流西北部的梁

峁上，整体呈“山”字形。大山梁的顶部包括大营

盘梁、二营盘梁、小营盘梁■、寨子峁和阳峁等5

处台基，涵盖范围约200万平方米，每一座台基的

顶部都分布有大型建筑。大营盘梁是其中规模

最大的一处，其东西宽度超过90米，南北长度超

过150米，系自然山梁周围经垫土夯筑修建而成，

总面积约1.6万平方米。台基顶部建有3座院落，

呈“品”字形分布（图九）。其附近未见灰坑、陶

窑等遗迹，仅在南部有与建筑群共时的一个小型

广场及一组道路遗 迹。大营盘梁是经规划施建

的相对独立的高等级建筑区。其中1号院落占据

了台基的北部大半，为两进院落式的建筑单元。

中部3间房屋应为主体建筑，保存较好，其间由通

道隔开，面积为175~225平方米。F5为主体建筑东

边的一座房屋，平面呈纵长方形，前后室结构，面

积为149.32平方米。院落后墙内侧也有一排房屋，

可观察出3座为前后室结构。主体建筑东西两侧

整齐分布着连间房屋，多数房门朝向院内。上述

建筑均为地面式的中大型建筑，墙体均为宽厚的

夯土墙。前院中心有一条南北向的大道，连接南

门和主体建筑。因主体建筑在夯土台的顶部，庭

院中心大道西侧成为相对下陷的低洼地，具有集

水、蓄水或排水功能，可通过西侧围墙上的缺口

排向院外。1号院落南墙外还分布着2~3号2座独

立的小型院落，面积400~600平方米。院内分布

着2~3座夯土房址，建筑面积为60~90平方米，门

朝西或朝南。台地最南端为较开阔地带，上有多

条道路。大营盘梁夯土院落内出土了大量超大型

陶器（异形器），可能属于大型陶鼓的残片。这些

器形不见于其他的中小型聚落。此外，建筑群内

也发现有夯土内“藏玉”现象，其中F2底层夯土

中发现玉牙璧1件，F5的夯土中发现玉钺1件。台

基北侧门址外有1处祭祀坑，放置穿孔玉刀1件，

刃部朝上，背部朝下。除了有玉器“奠基”的现象

以外，墙内外也见有动物奠基的遗迹。在大型建

筑的地面堆积中，还发现了筒瓦约60件和槽形板

瓦约70件。筒瓦为泥质灰陶，长约40厘米，边缘

均装饰有条带状附加堆纹。槽形板瓦呈长方形，

长约47厘米，表面两侧长边有折棱。

晋西高原上的另一处遗址，地处黄河与蔚汾

河交汇处的山西兴县碧村遗址，西距石峁遗址50

千米，总面积达到75万平方米■。龙山晚期发展

为晋西高原规模最大的中心聚落（城邑）。该遗

址包括外城、内城和小玉梁台地三部分，布局与

石峁遗址类似，见有大型墩台式城门，防御特征

突出。发掘者认为这座城址应是当时黄河岸边

的一座关口城市，掌控着东西部地区交流的重要

孔道。2015年至今的考古工作全面揭露了小玉梁

台地核心区建筑群的概况。台地边缘砌筑护坡，

中心分布着一座连间排房。排房建筑前方为中央

广场。排房为5间石砌白灰面建筑。其中面积最

大为F2，其中心的圆形地面灶直径达2.6米。该建

筑群应为以主体建筑F2为核心的封闭式建筑单

元，经历了如下变迁过程：第一期，以圆角长方

形半地穴建筑为主（F10~F12）；第二期石砌建筑

（Q1~ Q3）取代了半地穴式建筑，中心部位兴建

了联排房屋；第三期，台地周围建起了石墙。

黄土高原的地貌较为特殊，庙底沟二期至龙

山时期的聚落多选址在临河的梁峁台塬上，一处

中心聚落往往被分隔为几个地点，前述芦山峁遗

址即是一例。该遗址核心区以外，还分布着至少

5处同时期的遗址，集中在东部的延河和西部的

碾庄沟之间，覆盖面积约700万平方米。这一阶

段晋西至北方发展出了石砌城垣聚落，石峁、碧

村皆是内、外石城拱卫中心台地的格局。石峁皇

城台顶部的“大台基”原高5米，呈圆角方形，总

面积约为16000平方米，其上分布着房址、石砌院

墙、“池苑”等遗迹，但台基上建筑空间的详细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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况需要进一步的揭露。相较而言，碧村遗址的规

模要小得多。总体来看，西北地区在遗址分布、

聚落布局及文化面貌上，与中原地区分布于盆地

或冲积平原上的聚落（城 址）群 存在着较 大差

别。这种差别的一种解释为该区域受到生态和文

化环境的制约，即晋陕地区属于北方山地系统，

存在“半月形地带”所具有的半农半牧型经济形

态，且其地处陶寺、齐家、夏家店下层等文化分布

区的中间，外部文化的影响导致该地区考古学文

化独具特色■，但这些阐释尚需更多发现和研究

加以验证。

（二）晋南地区

晋南临汾盆地的陶寺文化早期与庙底沟二期

晚段前后相继。早期陶寺遗址的总面积约为160

万平方米■，其附近20千米范围内分布有14处陶

寺文化早期的遗址，成为塔儿山聚落群中最高等

级的中心聚落。城内地势略高的东南部发现有大

片夯土建筑基址，起初发掘者认为这一区域（约

6.7万平方米）属于上层贵族的“宫殿区”，大南沟

以西区域则为下层贵族的居住区（约1.6万平方

米）■。近几年，这一认识因“宫城”的发现又有

新的调整（图一〇：左）■。新发现的“宫城”涵

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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盖了原“宫殿区”的范围，整体呈长方形，南北长

约470米，东西宽约270米，面积近13万平方米；原

认为的下层贵族区居住区则调整为早期外城，面

积近10万平方米■。

陶寺文化中期，城址的面积扩大到280万平

方米。早期的“宫城”继续沿用，其内钻探出10余

处大小不一的夯土基址，这一阶段“宫城”内应

遍布各类宫室建筑。其中，最大的一处夯土基址

IFJT3位于“宫城”内地势略高的东南部，平面大

体呈长方形，南北长84米，东西宽76.5米，面积达

6500平方米（图一〇）。在该夯土基址中部，发现

有一座大型建筑遗迹，其东西长约23.5米，南北

宽约12.2米。残存有柱洞和柱网，面积为286.7平

方米。柱洞残存有3排18个，柱洞内均有础石，以

卵石拼凑而成。柱洞直径约为0.5米■。近年的发

掘表明该夯土台基上可能不只有一座单体建筑，

附近还发现有3座房址、1座南门址以及其他附

属建筑■。目前，IFJT3的资料尚未详细披露，其

整体布局尚不清楚。发掘者认为主体建筑应为

IFJT3的核心基址；也有研究认为台基之上分布

着南北并列的两座单体大型建筑■。该建筑单元

边际清晰，但是未见硬隔离设施。在 IFJT3的清

理中还发现了一些陶“板瓦”残片，宫室建筑范围

内也发现有其他较高规格的遗物，如白灰墙皮、

蓝彩墙皮、玉石璜、铜器残片、彩绘陶器、漆木器

等，彰显了这些建筑的卓尔不群和使用者的身份

尊崇。

除了大型建筑基址以外，在陶寺文化中期，

贵族墓地内还出现了比早期规 模更大、规 格更

高的“王级”大墓（M22），普遍出现了随葬玉石

钺的现象■。有研究认为，这一时期已经形成了由

大型祭祀建筑区■、大型仓储区■、手工业作坊

区■、普通居址区共同拱卫“宫城”的格局，初步

具备了都邑国家的形态■，或迈入了王国阶段■。

上述现象与研究表明，较大型建筑单元和建筑群

的营造使得宫城的出现成为必然，与陶寺文化中

期以陶寺城址为代表的晋南地区展现出复杂酋

邦社会的等级结构、权贵阶层的财富和权力越来

越集中和突出这一社会状况相吻合。

（三）河南地区

龙山时期的郑洛地区呈现出“万邦林立”的

文化态势。截至目前，共发现有城址11座，遍布于

黄河两岸，多数研究认为不同社会集团之间已经

有了冲突和战争。小规模的城址，面积3~5万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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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米，如淮阳平粮台■、郾城郝家台■等；中等规

模的城址，面积为15~20万平方米，如新密古城

寨■；规模较大的有登封王城岗■、博爱西金城■

等，面积达到30多万平方米。古城寨城址保存最

好，至今保留了南、北和东面三道城墙，平面呈

长方形。南北仅有两道城门出入，显示了较强的

封闭性和完备的防御体系。

规模较小的城址中，平粮台城址以其方正布

局及规划有序的排房建筑而引起学界的普遍关

注。城址平面为正方形，边长为185米，城内面积

约3.4万平方米，如果加上新近确认的外侧“城

壕”，面积约为10万平方米。以连接南北城门的主

干道为轴线，城内东西两侧分布着多组高台排房

建筑，3~4间成一排，门道均朝南，每组排房前后

间距约15米，均以土坯垒砌墙体，排房之间分布

有东西向的排水管道，汇入经由南城门的南北向

干道下的管道内■。

中型的古城 寨中部偏东北处揭示出了一座

封闭式院落的建筑单元，由大型夯土基址（F1）

与廊庑基址（F4）合围而成（图一一）。F1呈南北

长方形，长28.4米，宽13.5米，面积383.4平方米。

夯土基址之上由南向北排列着6排柱洞，其面阔

至少5间。F1外侧南、北、西三面有柱洞，发掘者

认为是回廊设施。北侧廊庑东西长60米、南北宽

4米。中段有1处门道（1号门），靠近1号门处有疑

似“门卫房”的小房间。西廊庑揭露少许，西北

拐角处发现2号门，东北发现3号门。廊庑基址由

于后期的破坏而断断续续，但仍可见一道墙基槽

将主体建筑与廊庑相连。主体建筑和廊庑营造的

方法与城墙相似，均采用小块夯筑的方法，夯层

和夯窝较为统一■。有学者认为主体建筑不设回

廊，而应是一座具有裙檐的宫殿式建筑■。结合

相关信息来看，该建筑应为以主体建筑为核心的

具有廊庑的建筑单元。

规模较大的城址内也发现有一些较大的建

筑基址，如王城岗遗址西小城。其中西部夯土基

址遗存分布较为密集，最高处发现有若干夯土

坑、夯土奠基坑及夯土残片等遗迹。大致可勾画

出10余处大小不等的夯土建筑基址，建筑平面呈

长方形或方形，规模最大可达150平方米■。除了

小城以外，后来发现的龙山时期大城内也存在大

型夯土建筑■。

大型环 壕聚落禹州瓦店遗址的面积为10 0

余万平方米，由东南台地 和西北台地两部分组

成，前者年代可能早于后者，台地外围均发现有

环壕■。西北台地环壕内面积约为40万平方米，

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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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水渠

2号门

1号门

廊庑基址F4

夯
土
建
筑
基
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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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一一  古城寨遗址建筑基址F1、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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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现了东、西两处较大型夯土建筑基址。其中，

东部的建筑基址WD2F1呈长方形，面积800平方

米，周围设围沟，发现不少人和动物遗骸■，相关

研究认为这些建筑是祭祀地祇的墠（图一二）■。

西部分布有3座建筑，包括长方形建筑W D1TJ1

和圆形建筑W D1TJ2。东南台地 环 壕内面积约

为60万平方米，发现有若干龙山晚期的建筑遗

存，包括夯土建筑和白灰面建筑。夯土建筑基址

IVT5F8面积达上百平方米，发现有柱洞、墙基及

奠基所用的动物骨骸，还出土有陶酒器、薄胎黑

陶器、玉器等遗物■。分布于西北环壕内的祭祀

类遗存，让我们联想到前述王城岗西小城内夯土

基址及夯土坑是否也为共时遗存。如是，则其性

质可能与祭祀也有关联；而以IVT5F8建筑为代

表的瓦店东南环壕内可能存在着专属于聚落社

会上层的高等级建筑。

在年代稍晚的新砦遗址，“外壕”以内有100

万平方米的规模。而内壕及城墙、护城河合围的

聚落规模也为同期最大，面积约为70万平方米■。

“内壕”近中心位置发现有一处大型“浅穴式”

建筑，长条形，现存东西长99.2米，南北主体宽

14.5米，面积可达1438.4平方米。发现有夯筑墙

体、柱洞和活 动面等遗 迹现象，但 未 发现承重

柱、隔墙等其他建筑遗迹。发掘者认为它是新砦

期晚段的一处大型露天浅穴式建筑■。其是否属

于“礼制建筑”尚有不同认识，推测其可能为一

座较大规模建筑的院落遗迹，内壕中存在高等级

建筑的研判，当无异议。

值得注意的是，这一地区延续和扩大了仰韶

晚期的趋势，即城市化进程与环壕聚落的发展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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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进行。龙山时期的中心聚落或城邑，如平粮台、

禹州瓦店、新砦等遗址，存在内城、外郭与城壕

共存的现象，内城规划有大型建筑及居址区，外

壕则修筑有护城河或壕沟，用于防御，间或作为

聚落排水之用。位于偃师商城西南部的塔庄遗

址，也发现有龙山晚期的陶质排水管道和大型建

筑基址，可能是龙山时期的伊洛河流域的一处区

域中心聚落■。这一阶段墓葬内显示的社会等级

差异日益显著，王城岗、瓦店、郝家台、花地嘴■、

新砦、余庄都发现有精致的白陶、磨光黑陶、玉

器、卜骨 等器 物。叶县余庄 遗 址 发现有10 余座

中大型墓葬，其中M10随葬成套的鼎、簋、豆、

觚、杯等陶礼器，发现有殉人和头部施以朱砂的 

葬俗■。

在大型环壕聚落或城邑内多存在夯土基址

建筑，古城寨发现具有封闭特征的院落式建筑单

元。新近发掘显示，该建筑单元附近还有其他大

型夯土建筑的存在。如是，在中心聚落（城邑）特

定的夯土建筑基址附近，应该已经出现了特定的

建筑区和大型建筑群。总之，前述建筑形制为夏

商时期中原地区宫室类建筑的营建提供了可以参

照的范式。

（四）小结

庙底沟二期至龙山时期，在区域复杂社会集

团发展壮大的过程中，除了关中地区显得薄弱以

外，晋南、晋陕高原和河南地区都见证了不同模式

下不同规模的区域复杂社会的形成过程。

豫西地区自仰韶晚期开始，遗址数量显著增

多，城市建设与多重环壕聚落构筑同步进行。至

龙山晚期，这一地区分布有数个城址和规模较大

的环壕聚落群。城市的出现对全世界范围内文明

起源的重要作用不言而喻。两河流域是世界上最

早步入城市文明的地区，公元前四千纪发生了“第

一次城市革命”，即以美索不达米亚南部的大型

都邑遗址乌鲁克（Uruk，200万平方米）为中心形

成辐射的城市化进程■。“乌鲁克的扩张”（Uruk 

expansion）广泛推动了近东地区的社会复杂化，

美索不达米亚南部基于城市、文字、恢弘的公共

建筑等因素而孕育出了世界上最早的国家。中原

腹地龙山晚期城址的普及虽然无法等同于两河南

部城市–国家（city–state）的建立，城市的要素也

不齐备，规模也较之有显著差异，但城址一般都

修筑有庞大的城墙及外郭城（或壕沟），城内多

兼有夯土基址区，区域内见有大型夯土建筑。在

城址出现的同时，嵩山南北地区的聚落规模和数

量增幅较大，继仰韶晚期之后再次迎来了新的高

峰。其中伊洛河流域的区域调查结果显示，龙山

时代的遗址共计211处，从龙山早期到龙山晚期，

遗址数量增加了1.5倍，形成了包括中心聚落（50万

~70万平方米）、次级中心聚落（15万~34万平方米）

和小型聚落（≤12万平方米）在内的三级聚落体

系■。而城址与所在区域内其他聚落，是处于农村

围绕城市的格局？还是城址作为争夺对象的重要

据点，穿插于各个聚落之间？以及城址是否全部

处于区域聚落体系的顶端？都需要聚落研究的全

面和深入来揭示。

龙山时期，晋南与陕北地区的复杂化进程呈

现出不同的面貌，除了延续仰韶晚期权力不断集

中与社会阶层持 续分化的趋势外，还 发展出了

更为复杂的社会系统，部分区域聚落体系和中心

聚落的规模都发展至新的巅峰。上述图景在高

等级建筑的空间布局方面显现得最为突出。较之

仰韶晚期的双槐树和南佐遗址由门道、围墙和

主体建筑构成的封闭式院落建筑单元，庙底沟二

期文化末期的芦山峁则展现了一种更为复杂的建

筑形式。其1号院落由主体建筑、东西厢房、集水

池、庭院、甬道、围墙等要素特征，形成了前后两

进院落，并占据了整个台地上台基的大半空间。

2、3号院落规模较小，并列分布，与1号院落建筑

单元一起整体呈“品”字形分布，形成了建筑群。

出土的玉琮、多孔大玉刀、玉铲、玉钺、玉环、玉

璧、玉璜等大量的玉礼器及大型陶鼓残片等遗

物，为这座区域性中心聚落的社会秩序养成增添

了礼制色彩。与其大体同时，晋南地区的最高等

级聚落——陶寺遗址，在这一阶段可能率先规划

建设了专属于社会上层建筑单元聚集的“宫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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邻近区域规划建设了贵族居住区。陶寺文化中

期以后，“宫城”内修建了多个规模巨大的夯土

台基，其上构筑了数座较大型建筑，并设有通往

“宫城”以外的门址。墓葬区内与高等级建筑相

匹配的“王级”大墓、精致的贵族器用，证明了陶

寺社会具有支配地位的权贵阶层的真实存在。石

峁的状况与陶寺较为相似，除了在“皇城台”上发

现包石的“大台基”外，新近在其西侧不远处还

发现了与建筑相匹配的高等级大型土坑竖穴墓

与专属墓区■，这些墓区与韩家圪旦墓地■共同

构成了石峁中晚期上层社会逝者的世界，形成了

陕晋高原龙山时期的独特社会风貌。

芦山峁遗址大营盘梁核心区1号院落主体建

筑附近发现了目前中原地区庙底沟二期晚段所

见的最早的陶瓦（距今4350—4250年）。龙山时期

发现筒瓦和板瓦的遗址更多，主要分布于黄土高

原，包括河套、陇东和关中西部地区。如石峁遗址

皇城台东护墙北坡的“弃置堆积”中发现数量可

观的筒瓦和板瓦；陶寺遗址宫殿区内清理出陶板

104件；其他发现陶瓦的遗址还包括陇东地区的

桥村、蒋家嘴、俭头等遗址，陕西宝鸡的桥镇遗

址■。除了蒋家嘴、俭头、桥镇等遗址以外，其他

出土陶瓦的遗址应为上述地区的中心聚落，陶瓦

显然已经用于这些聚落内的高等级建筑上。相关

研究认为，龙山时代筒瓦和槽形板瓦为套接使用

的组合，并不覆盖整个屋顶，仅限于屋檐和屋脊

等关键位置。对比龙山时代其他地区多采用苫草

和草拌泥覆盖的房顶，以陶瓦作为建材的黄土高

原地区再一次引领了大型建筑构造技术的发展

方向。这一阶段高等级建筑体现的筒、板瓦的组

合及局部铺瓦的现象为商周时期关中地区宫室建

筑陶瓦的使用指明了源头。

除了大型建筑之外，较少有人关注中心聚落

其他建筑的细节。芦山峁遗址大山梁两侧的山坡

上，整齐分布着窑洞式小型房间，其他山坡地带

也勘探出300多座窑洞。石峁遗址除了石构建筑

以外，还见有窑洞式、半地穴式和地面式等多种

建筑形式。陶寺遗址发现的6座早期房址，均为

窑洞式建筑；中期以后，普通居址区发现有10座

地面式小型房屋，面积在7.7~16.7平方米之间。这

些建筑大都面积狭小，设施简单，位置上也远离

宫殿区。构筑方式多种多样，包括用夯土、草拌

泥及土坯筑墙等。河南地区的普通建筑则相对单

一，延续仰韶晚期普遍流行的地面式多间联排房

屋。在上述建筑形式与规模的参照中，更加能够

凸显出中心聚落（城邑）内夯土台基院落及建筑

群的超凡地位。

一般来说，仰韶晚期以后窑洞式、半地穴式

和连间房屋建筑多为平民的居住单元。但进入龙

山晚期，已无法单纯地通过建筑形式来辨别人群

的差异。比如，窑洞建筑作为黄土高原地带独有的

房屋类型，自仰韶晚期出现以来，一直是单室结构

并成片密集分布的，但在陶寺早期城址内发现了一

组结构复杂的天井式院落，由2座并排的窑洞式房

址组成（F319、F321、F324）。龙山中晚期的兴县碧

村遗址的中心台地上，也发现有一组石砌白灰面

联排房屋，建造得比较考究，使用时间也较长■。

联排房屋还发现在龙山末期的新密新砦环壕聚落

内，其F1房基东西长12.54米，南北宽4.34米，用土

坯分隔成3间，每间一个烧土台。室内铺就0.1米厚

的红烧土，高于墙外地面。南北墙外还发现散水

坡。同样，半地穴房址在贵族居住区也有发现，如

2002年在陶寺大南沟以西发现的一套2座并列的

半地穴房址，大小相当，均为圆角方形，面积约22

平方米。如果贵族居住区的判定属实，这些区域

的半地穴式建筑应该并非普通平民所居，可能代

表了一个富裕或较高等级的家庭。

显然，在复杂社会（酋邦）中，建筑形式所反

映的社会组织结构和社会关系已经不能再用此

前简单社会的标准来判断，尽管建筑形式所反映

的居住习惯是不可否认的，但决定居住者（群）

社会等级和身份的主要因素体现在建筑的位置、

规模与布局等方面，巨大的夯土台基、广阔的院

落、复杂的布局和恢宏主体建筑所组成的建筑单

元与建筑区更能凸显复杂社会上层贵族的地位，

满足其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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