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殷墟文化的多元因素再分析
———以陶鬲为例

牛世山

以殷墟遗址晚商遗存为代表的殷墟文化袁是商代

晚期的商考古学文化的代表遥 殷墟文化的主要物质

形态袁包括各类遗迹(房址尧作坊尧水井尧窖穴尧墓葬尧

陪葬坑和祭祀坑等)和遗物渊甲骨尧青铜和铅器尧陶质

类器尧玉石器尧骨角牙蚌器以及人和动物骨骼等冤袁但

其中最丰富尧富于变化的是各类遗物袁尤其是陶尧铜

质类容器袁呈现出丰富而多样的文化特点遥 学界以殷

墟文化的典型内涵为标尺袁 通过对殷墟文化多样性

的探讨袁在理清殷墟文化构成的基础上袁进一步研究

殷墟类型商文化与商文化其他类型以及周边其他考

古学文化关系袁 并探讨商朝晚期都城大邑商与其他

地区的人或人群的联系袁由此获知大邑商尧商朝历史

和文化的丰富信息遥

一个考古学文化的文化因素往往具有多元特点袁

其中既有处于主导地位的因素袁 还往往有一些处于

从属地位的因素譹訛遥 殷墟文化的多元因素或多样性特

点袁 主要从陶质类器物上呈现出来袁 笔者曾做过讨

论譺訛遥 近年来袁在田野考古和室内资料整理中袁新发现

一些非典型殷墟文化风格的标本袁 其中基本是陶鬲譻訛遥

本文根据殷墟遗址的有关新发现袁 对殷墟文化的多

元因素再作讨论遥

一尧殷墟文化陶鬲的分类

陶器是新石器时代到汉代尧包括殷墟文化在内的

古代遗存中出土最多的遗物遥 陶质类器物的考古类

型分类主要有两个角度袁一是基于生产原料及质地尧

陶色等要素分类渊如普通陶器或粗泥陶尧白陶尧硬陶尧

原始瓷和釉陶等冤袁二是基于器物形态及使用功能的

分类遥 考古分类的操作中袁往往结合两个方面作综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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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类遥

陶鬲是殷墟文化中数量最多的几类器物之一遥基

本为加砂陶袁极少数为泥质陶袁多为灰陶袁有关殷墟

遗址的考古报告尧 简报中多对其作了类型学分类研

究遥 结合近十多年来的殷墟多个地点如大司空渊豫北

纱厂冤譼訛尧孝民屯譽訛等地点的考古发掘袁可见殷墟陶鬲

的形态多样袁且富于变化袁是进行考古学分类研究和

进一步探讨其他问题的典型对象遥 近年来袁我们在田

野考古发掘和为编撰叶殷墟出土陶器曳而对以往考古

资料的整理中袁 新发现一些殷墟文化的非典型文化

因素的标本袁由此获得了一些新的认识遥 下文以笔者

参与撰写的叶安阳孝民屯曳考古报告的分类为基础作

系统介绍遥

殷墟文化陶鬲按形体分大尧中尧小三类袁大的体

高尧口大袁夹砂陶袁陶胎明显厚曰体表常饰绳纹袁有的

还有附加堆纹以加固器体曰口径多超过 30 厘米遥 中

型为中体袁多为夹砂陶袁极少数为未经淘洗的黄土烧

制的泥质陶譾訛曰体表常饰绳纹袁口径在 20-26 厘米之

间曰形态多样遥 小型的体小袁为泥质陶袁体表素面或磨

光遥

渊1冤大型鬲 分三型遥

A 型 方体或扁体袁盘口袁口内微凹袁卷沿遥 裆较

低或低裆袁实足较低或无实足遥如孝民屯 H600:20渊图

一:5冤遥

B 型 体近 A 型袁腹部有附加堆纹遥

C 型 宽折沿袁 束颈较高袁 柱状足遥 如孝民屯

H202:47譿訛渊图五:10冤遥

渊2冤中型鬲 分 34型遥

A 型 常见遥 侈口或盘口袁折沿或卷沿袁翻缘方

唇袁袋腹较鼓或微鼓袁分裆遥 腹部饰绳纹袁足跟部素

面遥 分三亚型:

Aa型:最常见遥 口径多在 20 厘米左右遥 盘口袁口

内微凹遥 卷沿或折沿遥 如大司空 H317:38讀訛渊图一:4冤遥

Ab 型 :侈口袁折沿或卷沿袁沿较直袁方唇或唇近

方遥其他特征同 Aa型遥如大司空 H326:63讁訛渊图一:8冤遥

Ac 型:侈口袁折沿或沿近折袁沿面微凹袁沿以下器

壁普遍较厚袁陶色多为褐色遥其他特征同 Aa型遥如孝

民屯 H505:2渊图二:1冤遥

B型 夹砂陶遥 体饰附加堆纹袁即圜络纹鬲袁其他

特征近 A 型鬲遥 如武官北地 M1:23輥輮訛渊图一:1冤遥

C 型 折沿袁颈以下到上腹间有宽素面带遥 其他

特征近 A 型鬲遥 如小屯 H136:38輥輯訛渊图二:2冤遥

D型 折沿很短尧近平袁沿面两道弦纹遥 其他特征

近 Aa型鬲遥 如孝民屯 H202:150渊图五:1冤遥

E 型 卷沿或折沿袁沿很短尧斜立袁翻缘宽方唇遥

如苗圃北地 H25:42渊图二:3冤尧安钢大道 H26:1輥輰訛遥

F型 束颈袁折肩遥 其他特征近 Aa型鬲遥 如苗圃

北地 T101榆A:51輥輱訛渊图一:2冤遥

G 型 体较小袁口径 16 厘米左右遥 包括两种袁一

种为夹砂陶袁除形体较小外袁其他特征几乎同 Aa 型

鬲曰一种用生黄土制作袁形态近于 Aa 型鬲袁只是始终

有矮足遥 如孝民屯 T1盂:619輥輲訛渊图一:7冤遥

H 型 多为泥质陶袁少数为夹砂陶袁大多为红或

红褐色遥 多敞口袁高卷领袁束颈遥 体普遍较小袁口径 15

图一 A 组陶鬲

1.中型 B 型渊M1:23冤 2.中型 F 型渊T101 榆 A:51冤 3.中型 I 型渊M241:1冤 4.中型 Aa 型渊H317:38冤 5.大型 A 型

(H600:20) 6.小型渊M237:1冤 7.中型 G 型渊T1 盂 :619冤 8.中型 Ab 型渊H326:63冤渊1 为武官北地袁2尧6 为苗圃北地 ,

3 为小屯西地袁4尧8 为大司空袁5尧7 为孝民屯出土冤



厘米左右袁少数口径略大遥其他特征近 Aa型鬲遥如大

司空 M127:3輥輳訛渊图三:2冤遥

I 型 多为生黄土制作袁少数为夹砂陶袁大多为红

或红褐色遥 多为盘口袁短卷领袁束颈,矮足遥 体普遍较

小袁口径 15厘米左右袁少数口径略大遥 袋腹多饰细绳

纹遥其他特征近 A 型鬲遥如小屯西地 M241:1輥輴訛渊图一:

3冤

J 型 侈口袁卷沿袁沿极短遥 其他特征近 A型鬲遥

K 型 体瘦高袁口沿以下近筒形袁侈口袁折沿或沿

近折尧斜立袁弧裆较宽袁裆上微瘪遥 足粗大袁足尧腹局限

较清晰遥 如孝民屯 F26-2:12渊图四:1冤遥

L型 卷领袁 裆较高袁 乳状袋足袁 袋腹最宽处偏

下袁无实足遥口缘部或有花边遥如孝民屯 M776:3輥輵訛渊图

六:2冤遥

M 型 卷领袁高裆袁乳状袋足袁袋腹最宽处近中

腹袁无实足遥领外或有花边堆纹遥如孝民屯 G14:2輥輶訛渊图

四:7冤遥

N型 高体袁侈口袁短折沿袁袋腹深袁实足很矮遥如

孝民屯 F106-1:2輥輷訛渊图四:5冤遥

O型 高体袁侈口袁卷沿袁袋腹深袁裆较低袁柱足较

高遥 如孝民屯 H36:1輦輮訛(图五:4冤遥

P 型 体近方袁侈口袁折沿袁袋腹较深袁低裆袁无实

图二 B尧C尧D 组中型陶鬲

1.Ac 型 (H505:2) 2.C 型渊H136:38冤 3.E 型 (H25:42)渊1.B 组袁2.C 组袁3.D 组冤渊1 为孝民屯袁2 为小屯 ,3 为苗圃北

地出土冤

图三 E尧F尧G尧H 组中型陶鬲

1.K 型 (F26-2:12) 2.H 型 (M127:3) 3.AB 型渊H314:12冤 4.P 型渊H10:29冤渊1.H 组袁2.E 组袁3.F 组袁4.G 组冤渊1为孝

民屯袁 2为大司空袁 3为大司空[ 豫北纱厂]袁 4为后岗出土冤



图四 I-P 组中型陶鬲

1.W 型 (F113:3) 2.Z 型渊H8:9) 3.X 型渊T1906 虞 :25冤 4.S 型 (T2711 佑 :27) 5.N 型(F106-1:2) 6.U 型渊H12:

76冤 7.M 型渊F104-3:1冤渊1.J 组袁2.P 组袁3.O 组袁4.M 组 ,5.K 组袁6.L 组袁7.I 组冤渊孝民屯出土冤

足或几无实足遥 其他特征近 Aa型鬲遥 如后岗 H10:29輦輯訛

渊图三:3冤遥

Q 型 体较小袁侈口袁短折沿近平袁袋腹较鼓袁裆

较低袁实足较矮遥 袋腹尧足都饰绳纹遥 如孝民屯 H315:

15輦輰訛渊图五:3冤

R型 体较小袁侈口袁沿近折袁袋腹较直袁裆较低袁

几无实足遥 袋腹尧足都饰绳纹遥 如孝民屯 T1906虞:4

渊图五:7冤遥

S 型 高卷领袁折肩遥 领上多道弦纹遥 如小屯南地

H32:1輦輱訛渊图六院3冤尧孝民屯 T2711佑:27渊图四:7冤遥

T 型 敛口袁无沿遥 其他特征近 Aa型鬲遥

U 型 折沿或沿近折袁裆上微瘪袁弧裆袁通体饰绳

纹遥 如孝民屯 H12:76輦輲訛渊图四 :6冤尧T2212虞:14渊图五 :

9冤尧刘家庄北地 H102:6輦輳訛遥

V 型 侈口袁卷沿较长袁体饰横绳纹袁其他特征同

Aa型遥如孝民屯 H416:4渊图五:5冤尧1970AWM3:2輦輴訛渊图

六:4冤遥

W 型 直口袁 口外略下带鋬遥 素面遥 如孝民屯

F113:3渊图四:1冤遥

X 型 短领袁袋足袁裆较高遥 领部带鋬袁体饰较整

齐的绳纹遥 如孝民屯 T1906虞:25渊图四:3冤

Y型 仿铜鬲遥如大司空渊豫北纱厂冤H16:31輦輵訛渊图

六院1冤遥

Z 型 褐陶袁体素面遥 如小屯 H8:9輦輶訛渊图四:2冤尧铁

路林场 H129:1輦輷訛尧体育馆 H88:1輧輮訛遥

AA 型 花边双耳袋足鬲袁 如小屯西地 H54:10輧輯訛

渊图六:6冤遥

AB 型 侈口袁袋腹侧面直袁无实足袁腹尧足饰绳

纹遥 如大司空渊豫北纱厂冤H314:12輧輰訛渊图三:3冤遥

AC 型 领较高尧直袁袋腹中部折而成肩袁裆较低袁

锥足较高遥袋腹部饰较粗的绳纹袁较浅遥如大司空渊豫

北纱厂冤T305虞B:1輧輱訛渊图六 :7冤袁夹沙红褐陶曰大司空

渊豫北纱厂冤M1131:1輧輲訛袁泥质灰陶遥

AD型 短领斜立袁侈口袁折沿平尧极短袁体侧腹壁

直袁裆较矮袁锥足较高尧较粗遥 体素面袁袋腹尧足的局部

隐现中绳纹遥 如孝民屯东南地 GM1229:4輧輳訛渊图六:5冤遥

AE型 沿近折尧斜立袁锥足矮袁体通饰绳纹遥 如小

屯南地 H37:7輧輴訛渊图六 :8冤尧小屯北地 F10:32輧輵訛渊图六 :

9冤遥

AF型 卷沿袁上腹素面袁柱足较粗遥 如大司空渊豫

北纱厂冤M442:3輧輶訛渊图五:6冤遥

AG 型 折沿袁 颈部较宽袁 内收遥 如苗圃北地

M209:1輧輷訛渊图五:8冤遥

AH型 沿折沿袁袋腹较深袁锥足矮遥通体饰绳纹遥

如大司空渊豫北纱厂冤M111:3輨輮訛渊图五:2冤遥

AI型 折沿袁束颈袁柱足遥 颈下一周附加堆纹遥 如

大司空渊豫北纱厂冤H91榆:1輨輯訛渊图五:10冤遥

渊3冤小型鬲 丙类鬲 泥质陶遥小体袁素面袁体表或

磨光遥 如苗圃北地 M237:1渊图一:6冤遥

以上介绍可见袁殷墟遗址中殷墟文化的陶鬲类型

是很多的袁可分为三大类尧38 型袁这些大体涵盖了殷

墟遗址已发现陶鬲的各种形态遥 但殷墟文化陶鬲肯

定不会限于这些已知的类型袁 需要今后在田野发掘

和资料整理中详加关注和甄别遥



二尧陶鬲所见殷墟文化的多元因素

对考古学文化多元因素的探讨袁是将考古类型学

分类的各类对象袁以文化风格为视角尧按文化风格的

异同重新分为不同的组遥 笔者曾将殷墟文化的因素

分为 A-N 等 14 组和暂不明来源组等多类輨輰訛袁本文新

增 O-Q 等 3 组渊图七冤遥下面以前面划分的陶鬲类型

为基础袁按组别作比较详细的讨论遥

A 组

代表性器物有大型鬲 A尧B 型尧 中型 Aa尧Ab尧B尧

F尧G尧I尧J尧T尧Y 型尧小型鬲遥殷墟遗址的这些类型大多

有完整或基本完整的序列袁演变轨迹清晰 ,共出频率

高遥

B 组

代表性器型为中型鬲 Ac型遥在殷墟遗址中袁B 组

的数量袁 在所有组别中是除 A尧N 组以外最多的袁几

乎见于殷墟各个时期遥 此型鬲在以荥阳关帝庙遗址輨輱訛

为代表的郑州尧许昌地区晚商文化中很多袁是其标志

性器物遥 以往有关研究未将郑州尧许昌地区的晚商文

化独立列为新的类型袁现在看来袁将其独立为一个类

型是非常合适的遥

C 组

代表性器型为中型鬲 C 型,本组器物鬲见于河南

登封輨輲訛一带遥

D组

代表性器型为中型鬲 E 型遥 本组因素在殷墟文

化中虽然不多袁但几乎见于殷墟各个时期遥 本组是豫

东尧鲁西南一带的晚商文化安邱类型的典型器物輨輳訛遥

E组

代表性器型为中型鬲 H型遥 本组因素在殷墟文

化第 3 期才出现袁在殷墟 3-4 期中有一定数量遥本组

是豫南一带的晚商文化的标志性陶鬲袁 如在河南正

阳闰楼輨輴訛尧罗山天湖晚商墓地輨輵訛等重要遗址多有出土遥

F组

图五 不明来源陶鬲

1.中型 D 型 (H202:150) 2.中型 AH 型渊M111:3冤 3.中型 Q 型渊H315:15冤 4.中型 O 型渊H36:1冤 5.中型 V 型

渊H416:4冤 6.中型 AF 型渊M442:3冤 7.中型 R 型渊T1906 虞 :4冤 8.中型 AG 型渊PNM209:1冤 9.中型 U 型渊T2212 虞

:14冤 10.大型 C 型 (H202:47) 11.AI 型渊H91 榆 :1冤渊2尧6尧11为大司空袁 8为苗圃北地袁余为孝民屯出土)



图七 殷墟文化 B-P组来源示意图

图六 殷墟文化部分中型陶鬲的分型与分组

1.Y 型 (H16:31) 2.L 型渊M776:3冤 3.S 型渊H32:1冤 4.V 型渊M3:2冤 5.AD 型渊M1229:4冤 6.AA 型渊H54:10冤 7.AC

型渊T305 虞 B:1冤 8.AE 型渊H37:7冤 9.AE 型渊F10:32冤渊1.A组袁2.I 组袁3.M 组袁5.P 组袁6.R 组袁7.Q 组袁4尧8尧9. 未知来

源组冤渊1尧7 为大司空 [ 豫北纱厂 ]袁 2为孝民屯袁 3尧8为小屯南地袁 4为未知地点袁 5为孝民屯东南地袁 6为安钢袁 9

为小屯北地出土冤



代表性器型为中型鬲 AB 型袁少见遥 此型鬲见于

山东泰沂山脉以北的晚商文化袁如山东昌乐輨輶訛尧平阴

朱家桥輨輷訛等地遥

G 组

代表性器物为中型鬲 P型袁少见遥 此型鬲见于安

徽境内江淮流域的商代晚期文化袁 如含山大城墩遗

址有此类陶鬲輩輮訛遥 这类文化遗存的考古学文化属性袁

被很多研究者定性为商考古学文化袁 实际与后者差

别明显袁 在族属层面是否属于商袁 还需要进一步研

究遥

H组

有中型 K 型鬲袁集中见于殷墟一期晚段遥 源自以

山西汾阳杏花村第六期遗存輩輯訛为代表的晋中盆地的

晚商文化遥

I组

有中型鬲 L尧M 型袁少见遥 可辨识度高袁源自晋陕

高原的青铜文化遥 其中鬲见于山西柳林市高红輩輰訛尧清

涧县李家崖輩輱訛等遗址遥

J 组

有中型鬲 W 型袁少见遥 此器形态特殊袁可资比较

者袁是晋西北一带的西岔文化輩輲訛遥 西岔文化是本世纪

初确认的一支考古学文化袁分布于黄河野几冶字形拐

弯东北的内蒙古清水河县一带遥

K 组

有中型鬲 N 型袁少见遥 源自京津地区尧燕山南麓

的大坨头文化輩輳訛遥河北大厂县大坨头輩輴訛尧北京房山刘李

店輩輵訛都有此类器物出土遥

L组

有中型鬲 U型标本 H12:76袁 少见遥 为周式联裆

鬲遥 常见于以武功郑家坡遗址輩輶訛为代表的先周文化遥

M 组

有中型鬲 S 型,少见遥 笔者曾认为 S 型鬲源于江

西赣江流域的吴城文化袁如樟树市吴城輩輷訛尧新干县大

洋州輪輮訛都有大量出土遥 实际上袁更具可比性的是以蕲

春毛家咀輪輯訛为代表湖北东部晚商遗存的陶鬲輪輰訛袁 殷墟

此类鬲应该源于后者遥

N 组

本组没有鬲袁 为硬陶尧 原始瓷和釉陶质的瓿尧罐

及器盖等遥 为反映殷墟文化文化的多样性特点袁附记

于此遥

O组

有中型鬲 X尧AA 型袁即高领袋足鬲袁少见遥 后者

为以扶风刘家墓葬輪輱訛为代表的刘家文化的典型鬲遥 笔

者曾将此型归于 L 组袁 因为考虑到此型鬲在殷墟遗

址中出现于殷墟 4 期偏早时期袁 此时刘家文化已基

本融于先周文化中遥 但此型鬲为刘家文化的标志性

器物袁故此独立为一组遥

P组

有中型鬲 Z 型尧AD型袁少见遥此类鬲多见于山东

胶东半岛的珍珠门文化輪輲訛遥

Q组

有中型鬲 AC 型遥此型器物常见于山东南部晚商

文化前掌大类型袁如滕州前掌大墓地輪輳訛袁不仅有形态

近似 AC型的带耳鬲或斝袁 还有盉的形态也很相似曰

另在山东北部的晚商文化中也有发现袁 如青州苏埠

屯 M11:1輪輴訛遥

此外袁其他还有一些形制特殊的陶鬲显然非殷墟

文化固有袁应该也是外来的袁但暂不明来源遥 包括大

型 C 型尧中型 D尧O尧Q尧R尧U 型标本 T2212虞 :14尧V尧

AE尧AF尧AG尧AH尧AI型, 这些器型很多可能并非出于

一源袁而是多源的袁每个标本或许分别代表一组遥 其

中如 O 型渊H36:1冤,整体特点具有南方江汉流域商周

时代陶鬲的风格袁但尚无找到可对比的对象遥

以上各组袁基本涵盖了以陶鬲为核心的殷墟文化

群组及其特点遥 细加考察袁这些群组间还存在一定差

异遥

以数量计袁前述各组以 A 组最多袁其他群组各自

的器型及其数量明显少遥 A 组不仅器型多袁 数量也

多袁 以 A 组陶鬲为核心的文化因素在整个殷墟文化

中明显居于主导地位袁 其他各组因素则处于次要地

位遥 此外袁处于次要地位的各组间也有一定差别袁其

中 B 组的数量是除 A尧N 组以外最多的袁几乎见于殷

墟各个时期遥 D 组也与 B组类似袁几乎见于殷墟各个

时期袁但数量不及 B组多遥 其他组则见于殷墟某期或

少数期尧段袁数量也很少遥

通过安阳出土殷商陶器的 77 个样品 渊其中洹北

商城尧殷墟共 74 例冤的岩相学分析袁A 组样品与安阳

本地黄土渊包括次生黄土冤尧冲积土有对应关系袁证明

为本地生产曰A 组以外的其他样品的检测分析结果都

不同于 A 组样品袁可证非本地生产袁而且各组互不相

同輪輵訛遥 这个分析可证袁我们对殷墟陶器的类型学分类

和基于文化风格的分组是合理的袁认识也是客观的遥

从各型陶鬲的流行地域看袁 殷墟文化 A 组鬲常

见于以殷墟遗址为代表的晚商文化殷墟类型袁 其他

各组袁除 C 组外袁或分别流行于商考古学文化其他类

型袁 或分别常见于周边其他考古学文化遥 换言之袁A

组是殷墟文化固有的典型文化因素袁 其他各组是殷

墟文化的非典型文化因素袁再加上暂不明来源组袁可

将殷墟文化各组归为典型殷墟文化风格 渊A 组冤尧非

典型殷墟文化风格 渊B-Q 组冤尧 暂不明来源组三大



类遥

上文可见袁殷墟文化的非典型风格陶器群组是很

多的遥 它们出现在殷墟遗址袁恐怕不能仅简单以文化

交流来解释遥 这些非典型群组的主要器类是陶鬲袁它们

应多是人们从各地来到商王都旅途中和居地的炊

具袁如带有野旅鬲冶野旅甗冶野旅鼎冶一样袁就像有铭文周代

青铜器的性质一样遥 所以袁根据殷墟文化这些不同风

格的群组袁 不仅可探讨殷墟文化与周边商文化其他类

型尧 商文化与周边青铜文化的关系袁 还可探讨商王都

与其他地区间人群的互动关系遥

以往有关商文化的研究中，很多研究基于典型商

考古学文化遗存讨论商文化的扩张和向外传播，研究

者对商文化的对外辐射力印象很深。通过殷墟都城遗

址中各种文化风格因素的辨识，可见很多地区文化因

素汇聚于商王都的现象，这是以往较少注意的，需要

今后引起更多关注。只有全面考察商考古学文化与周

边其他考古学文化间辐射与汇聚的双向关系，才能更

好地认识商文化、商王朝及其与周边其他文化和族群

的关系。

三尧结语
殷墟陶鬲的形态多样袁 考古分类可分为三大类尧38 

型袁按文化风格的不同又可细分为 17 组以上遥 包括陶

鬲在内袁殷墟出土的殷商文化陶器种类之繁尧文化风格

之多袁远多于一般普通遗址袁这可视为殷商王都这种大

型都邑的特征之一遥 以殷墟文化陶器的类型和群组的

分析为基础袁 可进一步探讨殷墟文化的内部构成以及

形成尧变化过程袁也可探讨殷墟商文化与商考古学文化

其他类型尧 商考古学文化与周边青铜文化的关系以

及当时不同地区人群的互动关系等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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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叶晋中考古曳袁图七一 :1袁文物出版社袁1998 年曰b.王京燕尧

高继平:叶山西柳林高红商代夯土基址发掘取得重要收获曳袁

第 137 页图袁叶发现中国 :2007 年 100 个重要考古新发现曳袁

学苑出版社袁2008 年遥

輩輱訛张映文尧 李智荣:叶陕西清涧县李家崖古城址发掘简

报曳袁第 51页图七:13尧18袁叶考古与文物曳1988 年第 1期遥

輩輲訛a.内蒙古文物考古研究所尧清水河县文物管理所:叶清

水河县西岔遗址发掘简报曳,叶万家寨水利枢纽工程报告

集曳,远方出版社 ,2001 年曰b.曹建恩 :叶清水河县碓臼沟遗址

调查简报曳,叶万家寨水利枢纽工程报告集曳, 远方出版社 ,

2001 年遥

輩輳訛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叶中国考古学窑夏商卷曳

第八章第八节野大坨头文化冶遥

輩輴訛天津市文化局考古发掘队 :叶河北大厂回族自治县大

坨头遗址试掘简报曳袁图三:2袁叶考古曳1966年第 1 期遥

輩輵訛赵信尧 田敬东:叶北京琉璃河夏家店下层文化墓葬曳袁

图三:2袁叶考古曳1976 年第 1期遥

輩輶訛宝鸡市考古工作队 :叶武功郑家坡遗址发掘简报曳袁

叶文物曳1984 年第 7期遥

輩輷訛江西省文物考古研究所 :叶吴城要要要1973-2002 年考

古发掘报告曳袁科学出版社,2005 年遥

輪輮訛江西省博物馆尧江西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尧新干县博物

馆:叶新干商代大墓曳袁文物出版社袁1997 年遥

輪輯訛a. 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湖北发掘队:叶湖北薪春毛

家咀西周木构建筑曳袁叶考古曳1962 年第 1 期曰b. 洪刚:叶楚式

鬲与刻槽鬲文化因素分析曳袁叶鄂东考古发现与研究曳袁湖北

科学技术出版社袁1999年遥

輪輰訛本所同仁李宏飞博士与笔者交流时指出遥

輪輱訛陕西周原考古队 :叶扶风刘家姜戎墓葬发掘简报曳袁

叶文物曳1984 年第 7期遥

輪輲訛a. 严文明 :叶东夷文化的探索曳袁叶文物曳1989 年第 9

期曰b. 张江凯 :叶长岛县珍珠门遗址曳袁叶中国考古学年鉴

渊1984冤曳袁文物出版社袁1984 年曰c.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

所:叶中国考古学窑夏商卷曳第八章第一节野珍珠门文化冶袁中

国社会科学出版社袁2003 年遥

輪輳訛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叶滕州前掌大墓地曳袁图

一〇九:1尧2袁文物出版社袁2005 年遥

輪輴訛山东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尧 青州市博物馆:叶青州市苏

埠屯商代墓地发掘报告曳袁图一四:3袁叶海岱考古曳第一辑袁山

东大学出版社袁1989 年遥

輪輵訛JamesStoltman尧荆志淳尧唐际根尧George(Rip)Rapp:叶商

代陶器生产要要要殷墟尧 洹北商城出土陶器的岩相学分析曳袁

荆志淳尧唐际根尧高嶋谦一主编:叶多维视域要要要商王朝与中

国早期文明研究曳袁科学出版社袁2008 年遥 A 组以外的样品

主要采自孝民屯地点袁未刊布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