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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Two major transformations took place in the Central Plains during the fourth phase of the Erlitou
culture. The first one was characterized by the dominant role of the Zhengzhou Shang city in the eastern
Central Plains, while the Erlitou capital declined. The second one was in the late half of the fourth phase,
which featured the phenomenon that the Yanshi Shang city took the previous role of the Erlitou site and
became the center of the Luoyang basin. That the capital shifted from Erlitou to Zhengzhou rooted in the rise
of the Xiaqiyuan elites, which coordinated with the change from the Xia to the Shang dynasty in historical
records.
Keywords：Erlitou IV, Central Plains, interaction, social transformation

摘要：二里头文化四期中原腹地的社会发生了两次重大变迁：第一次是二里头文化四期早段郑州商城控制了中

原腹地东部，二里头都邑失去中原腹地主导地位；第二次是二里头文化四期晚段偃师商城取代二里头都邑主导洛

阳盆地，二里岗文化的精英舍弃了二里头都邑。广域王权国家的都城从二里头都邑转移到郑州商城的重大事件，

不是二里头文化精英阶层的迁都，而是下七垣文化（漳河型文化为主体）的精英阶层主导了“改朝换代”，并与

文献上夏、商王朝的更替最为拟合。

关键词：二里头文化四期；中原腹地；文化互动；社会变迁

论二里头文化四期中原腹地的社会变迁*

*本文为国家社科基金青年项目“郑州商城与王畿区域聚落考古研究”（批准号：15CKG009）阶段性成果，得到郑

州中华之源与嵩山文明研究会一般课题“郑州商代前期王畿区域聚落考古研究”（Y2014-9）资助。

一 二里头文化四期中原腹地的政治地理背景

郑州、洛阳、安阳一带是夏商时期王都所在

地［1］，属于中国古代广义中原的腹心地带。广域

王权国家的中心从偃师二里头都邑转移到郑州商

城的过程中，郑州、洛阳一带是广域王权国家的

活动中心，属于文化景观和政治地理上的中原腹

地。（图一）洛阳盆地东部在公元前 18世纪形成

广域王权国家的活动中心［2］，偃师二里头超大型

都邑在政治、军事、文化等人文因素的驱动下营

建，集聚了嵩山南北大范围的人群和资源［3］。二

里头都邑及二里头文化的形成和发展可识别为四

个连续的考古学文化期别，二里头文化三期时二

里头都邑呈现出繁荣昌盛的人文景观［4］。学术界

对二里头都邑失去中原腹地主导地位的时间有多

种认识，最早的是二里头文化三、四期之间［5］，

其次是二里头文化四期早、晚段之间［6］，最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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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二里头文化四期之末［7］。无论二里头都邑在上

述哪个时间失去中原腹地主导地位，二里头文化

四期都是讨论中原腹地文化互动、聚落演变及其

反映的社会变迁的关键阶段。

二里头都邑在二里头文化四期呈现出多元文

化传统共存、融合的面貌，除了辉卫文化传统

外，下七垣文化传统（以漳河型文化为主体）和

岳石文化传统明显增加，并且特征鲜明［8］。二里

头都邑在二里头文化四期的某个时间失去中原腹

地的主导地位，此后立即或略晚在二里头都邑东

北 6公里左右营建了偃师商城第一批宫殿建筑和

宫城［9］。二里头都邑所在的洛阳盆地相当于王都

直接控制的王畿区域，是二里头都邑代表的广域

王权国家活动的核心地理空间。与二里头都邑失

去中原腹地主导地位及此后偃师商城的兴起相呼

应，二里头文化四期及此后的一段时间，二里头

都邑王畿区域文化深度互动、聚落剧烈变迁、社

会深刻重组，区域聚落

的数量明显减少、规模

总体趋小［10］。

嵩山东北麓荥阳西

部的重要关口（后世或

称成皋或称虎牢）向西

可进入洛阳盆地，荥

阳、郑州、新郑一带是

二里头都邑的东方门

户，二里头文化三期时

该区域分布着新郑望京

楼［12］、荥阳大师姑［13］

等多座城邑，郑州黄委

会青年公寓一带（郑州

商城宫殿宗庙区）也形

成了大规模的居民集聚

区 ［14］。不晚于二里头

文化四期 （洛达庙晚

期）郑州商城最早一批

宫殿和小城（宫城）肇

建［15］，也开启了二里

岗文化的形成阶段，二

里头文化与二里岗文化在这段时间的不同区域有

不同程度的重合，是二里头文化与二里岗文化的

过渡期［16］。此后不久的二里头文化与二里岗文化

过渡期晚段，新郑望京楼、荥阳大师姑等二里头

文化城邑也响应郑州商城的营建而发生了重大变

化；与二里头都邑在二里头文化四期的某个时间

失去中原腹地主导地位相耦合，郑州商城此时逐

渐获得中原腹地的主导地位［17］。

从洛阳盆地北渡黄河可直达太行山东南麓山

前平原地带，太行山东南麓在二里头文化三期主

要分布着具有浓郁地域特征的辉卫文化（或称下

七垣文化辉卫型）［18］。从洛阳盆地西溯黄河即可

直达晋西南地区，该地二里头文化三期主要分布

着具有浓郁地域特征的东下冯文化（或称二里头

文化东下冯类型）［19］。辉卫文化、东下冯文化都

分别与二里头文化频繁深度互动，太行山东南麓

和晋西南都营建有二里岗文化早期城邑［20］，两地

图一 二里头文化四期中原腹地文化和政治地理示意图［11］

（注：■标注的是二里头和二里岗时期城邑或青铜器出土地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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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二里头文化四期中原腹地文化互动、聚落演变

及其反映的社会重新组织过程中都具有重要

地位。

二里头文化四期中原腹地社会重新组织的过

程中，距离二里头都邑稍远的太行山东麓腹地下

七垣文化（以漳河型为主体）、豫东鲁西南地区

岳石文化（以安邱堌堆类型为主体）也都深度参

与其中［21］。这个过程中最活跃的地理空间是嵩山

东北麓（郑州地区）和洛阳盆地，其次是属于中

原腹地外缘的太行山东南麓和晋西南地区，距离

中原腹地较远的区域活跃度较低。（图一）在二

里头文化四期中原腹地大变局中，是以二里头都

邑及其王畿区域洛阳盆地为坐标的。因此，笔者

按“二里头都邑王畿区域”和“中原腹地”两个

政治地理空间层次，从文化互动和聚落演变两个

方面，讨论二里头文化四期中原腹地的社会

变迁。

二 二里头都邑王畿区域的社会变迁

二里头都邑王畿区域是二里头四期文化互动

最频繁、聚落变迁最剧烈的两个区域之一，该阶

段二里头都邑先后失去中原腹地及洛阳盆地的主

导地位，偃师商城获得了洛阳盆地主导地位［22］。

讨论中原腹地的政治地理中心从二里头都邑转移

到郑州商城过程中的社会变迁，需要首先探讨二

里头都邑王畿区域在二里头文化四期的文化互动

和聚落演变。

二里头文化三期二里头都邑开始与太行山东

南麓有明显的交流，二里头文化的主要器类大口

尊、圆腹罐等在太行山东南麓辉卫文化中广泛流

行［23］，太行山东南麓辉卫文化风格的鬲、晋西南

东下冯文化风格的鬲也开始出现在二里头都邑［24］。

二里头文化三期二里头都邑与周围区域文化互动

的过程中，显示出以辐射周边文化为主、汇聚周

边文化为辅的模式，反映出典型二里头文化强大

的辐射力，汇聚力则不太突出。二里头文化四期

早段开始，二里头都邑与周边区域的交流与互动

明显增加。二里头文化四期晚段有一股显著的潮

流，下七垣文化传统（以漳河型为主体）的鬲出

现在二里头都邑，岳石文化传统（以安邱堌堆类

型为主体）的红陶篦纹深腹罐广泛出现在二里头

都邑。二里头文化四期晚段二里头都邑呈现出多

元文化传统共存、融合的面貌，即二里头文化传

统为主体，辉卫文化传统和东下冯文化传统常

见，特征鲜明的下七垣文化（以漳河型为主体）

传统和岳石文化传统（以安邱堌堆类型为主体）

器物明显增加［25］。二里头文化四期二里头都邑与

周围区域文化互动的过程中，二里头文化对周边

文化的辐射逐渐停滞，下七垣文化（以漳河型为

主体）传统和岳石文化传统（以安邱堌堆类型为

主体）则以“嵌入式”汇聚到二里头都邑［26］。从

二里头文化三期到四期，二里头都邑与周边区域

文化互动的模式和程度都发生了深刻变化，并且

从二里头四期早段到晚段这种变化趋势逐渐升

级，反映了二里头文化逐渐丧失中原腹地主导地

位的态势。

二里头都邑在二里头文化三期营建了宫城城

墙，宫城面积约 10.8万平方米，形成宫城为核

心、宫城周围“井”字形道路界隔的九宫格式布

局［27］，整个都邑的面积达300万平方米左右，都

邑建设形成定局。二里头文化四期晚段二里头都

邑仍有大型宫殿建筑在兴建［28］，沿袭了此前二里

头文化三期形成的总体布局，各类设施完备，没

有明显毁弃的迹象，表明二里头都邑在二里头文

化四期晚段仍然作为超大型都邑运行。此外，二

里头都邑二里头文化四期的铜器墓是最多的。如

此，仅孤立地从二里头都邑四期的布局、高规格

设施和墓葬的视角讨论和分析都邑性质，很难看

出变化，需要结合文化构成的变化及宏观文化格

局来探讨。

二里头都邑缺乏典型二里岗下层风格的遗

物，二里岗下层二期 C1H17风格的遗物几乎不

见，二里岗上层一期风格的遗物也并不多见；直

到白家庄期，二里岗文化传统的典型器物才稍微

多些［29］。这些情况说明二里头都邑所在地与二里

岗文化的互动很不活跃，二里岗文化形成初期并

没有主动在二里头都邑所在地发展。与二里头都 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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邑所在地情况迥异的是，其东方约 6公里处在二

里岗文化形成过程中拔地而建偃师商城，其文化

面貌与二里岗文化最初阶段以来在总体风格上保

持一致［30］。偃师商城第一批宫殿建筑和宫城的营

建是二里头都邑失去洛阳盆地（此前的二里头都

邑王畿区域）主导地位的直接表征，年代相当于

二里岗下层一期的某个时间。偃师商城罕见二里

头文化四期风格的遗存，其肇始阶段也没有出现

明显的多元文化传统，遗迹和遗物明显开始增多

的时间介于二里岗下层 C1H9与 C1H17之间［31］。

这些现象说明在二里头文化向二里岗文化过渡阶

段的某个时间，偃师商城取代了二里头都邑主导

洛阳盆地，这是二里头都邑王畿区域社会发生的

一次重大变迁，这次变迁发生在二里头文化四期

晚段中间［32］。在偃师商城取代二里头都邑主导洛

阳盆地之前，二里头都邑在二里头文化四期晚

段、郑州商城在二里岗下层一期之初呈现出多元

文化互动的耦合，这种耦合反映了郑州商城已经

获得中原腹地的主导地位。郑州商城的肇建年代

不晚于二里头文化四期早段［33］，并在肇始阶段呈

现多元文化传统的格局，加之二里头都邑在二里

头文化四期早段明显呈现多元文化传统的景观，

表明二里头都邑在二里头文化四期早段某个时间

失去了中原腹地主导地位。

二里头文化四期与二里岗文化一期（二里岗

下层一期）有很大程度的重合［34］，如果以二里头

文化四期为尺度考察中原腹地的文化格局和社会

发展，该阶段的国家和社会发生了两次重大事

件。第一次是二里头文化四期早段某个时间郑州

商城控制了中原腹地东部［35］，二里头都邑仍然稳

定使用了一段时间。第二次是二里头文化四期晚

段某个时间偃师商城取代了二里头都邑主导洛阳

盆地［36］，二里岗文化的精英舍弃了二里头都邑的

资源，在其附近营建新的中心城邑［37］。

二里头都邑王畿区域二里头文化四期风格的

聚落较多，沿袭的是二里头都邑控制的聚落。偃

师商城营建之后，整个洛阳盆地（二里头都邑王

畿区域） 仅有稀疏的二里岗文化早期风格的聚

落，二里岗文化聚落比此前二里头文化聚落的数

量明显减少、规模明显缩小［38］。可见，二里岗文

化精英的策略是逐渐放弃二里头都邑，重心是营

建新的偃师商城来控制洛阳盆地（二里头都邑王

畿区域），对整个二里头都邑王畿区域没有采取

主动全面占据的方式。

三 二里头文化四期中原腹地的社会变迁

嵩山东北麓一带是二里头都邑的东方门户、

也是郑州商城的王畿区域，是二里头四期文化互

动最频繁、聚落变迁最剧烈的两个区域之一。属

于商代早期腹地外缘的太行山东南麓和晋西南地

区，都可与二里头都邑及此后的偃师商城直接沟

通，这两个区域的二里头四期文化互动频繁、聚

落变迁剧烈程度仅次于二里头都邑王畿区域和郑

州商城王畿区域。因此，以二里头都邑及其王畿

区域为重心探讨二里头文化四期中原腹地的社会

变迁时，郑州商城王畿区域、太行山东南麓、晋

西南地区也是应当依次讨论的重点区域。（图一）

二里头文化四期早段某个时间开始，郑州商

城电校H6、化工三厂H1、南关外下层、二里岗

C1H9等单位的文化面貌呈现出多元文化传统的

现象，即外来的下七垣文化 （以漳河型为主

体）、岳石文化（以安丘堌堆类型为主体）和辉

卫文化与本地二里头文化形成多元文化传统交

流、共存、融合的局面，中原腹地处于二里头文

化向二里岗文化过渡期［39］。与此同时，郑州商城

开始营建最早的宫殿宗庙建筑及宫城［40］，开启了

郑州商城取代二里头都邑主导中原腹地的过程，

中原腹地成为人群交流和文化互动的关键区域，

形成了作为广域王权国家都邑的郑州商城。此后

郑州商城王畿区域聚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呈现广泛的整合与重组。望京楼城邑、大师姑城

邑等响应郑州商城的营建而重新修建或改造，望

京楼城邑的布局更加规整，且与郑州商城的规划

理念一致；大师姑城邑则趋于衰落、逐渐沦为普

通环壕聚落［41］。这些现象反映了郑州商城代表的

国家和社会控制了此前二里头文化的若干重要城

邑，牢固控制了周围的王畿区域［42］。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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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行山东南麓发现有辉县孟庄辉卫文化城邑［43］，

焦作府城亦有丰富的辉卫文化遗存［44］，辉卫文化

与二里头文化的交流特别显著，二者应是盟友关

系［45］。郑州商城主导中原腹地之后的二里岗文化

早期，太行山东南麓重新营建了府城商城［46］；孟

庄辉卫文化城邑发现有丰富的二里岗文化遗存，

并且发现有高规格的二里岗文化铜器墓［47］。这些

现象表明二里岗文化早期对太行山东南麓的中心

城邑重新进行了确认和控制。太行山东南麓的基

层聚落罕见二里岗文化早期风格遗物，说明二里

岗文化早期对太行山东南麓基层聚落的直接影响

不大，郑州商城主导的国家对太行山东南麓的基

层社会并没有直接控制，主要通过府城商城、孟

庄商城等区域性中心城邑控制太行山东南麓。

晋西南地区发现有垣曲古城［48］、夏县东下冯［49］

两处东下冯文化环壕聚落，东下冯文化与二里头

文化的交流特别显著，二里头都邑应当直接控制

东下冯文化［50］。郑州商城主导中原腹地之后的二

里岗文化早期，晋西南地区重新营建了垣曲商

城［51］、东下冯商城［52］。这些现象表明二里岗文

化早期对晋西南地区的中心城邑重新进行了确认

和控制。晋西南地区的基层聚落罕见二里岗文化

早期风格遗物，说明二里岗文化早期对晋西南地

区基层聚落的直接影响不大，郑州商城主导的国

家对晋西南地区的基层社会并没有直接控制，主

要通过垣曲商城、东下冯商城等区域性中心城邑

控制晋西南地区。

郑州商城代表的国家控制了二里头文化、东

下冯文化和辉卫文化的故地，并在这些新控制的

地域形成了新的二里岗文化。下七垣文化（以漳

河型文化为主体）故地作为郑州商城精英的主要

来源，依然继承旧有的文化传统，被新国家牢牢

掌控。岳石文化（以安丘堌堆类型为主体）故地

作为郑州商城的东方盟友，保持着旧有的文化面

貌，说明在二里岗文化早期二者依然保持着“非

侵入式”关系。

郑州商城的肇建及二里头都邑的废弃都是下

七垣文化 （以漳河型文化为主体） 和岳石文化

（以安丘堌堆类型为主体）涌入的结果，二者代

表的外来精英阶层主导了国家、社会和文化的重

新组织。广域王权国家的都城从二里头都邑转移

到郑州商城，不是二里头文化代表的精英阶层的

迁都，而是下七垣文化（以漳河型文化为主体）

和岳石文化（以安丘堌堆类型为主体）代表的精

英阶层夺取了统治地位，是由外来人群主导的

“改朝换代”。

四 结语

二里头文化四期中原腹地社会重新组织的过

程中，国家和社会发生了两次重大变迁。第一次

是二里头文化四期早段郑州商城控制了中原腹地

东部，二里头都邑失去中原腹地主导地位。第二

次是二里头文化四期晚段偃师商城取代二里头都

邑主导洛阳盆地（二里头都邑王畿区域），二里

岗文化的精英舍弃了二里头都邑而在其附近营建

偃师商城作为新中心。中原腹地与邻近区域在二

里头文化四期的文化互动、聚落演变及其反映的

社会变迁，表明广域王权国家的都城从二里头都

邑转移到郑州商城的重大事件，不是二里头文化

精英阶层的迁都，而是下七垣文化（以漳河型文

化为主体）的精英阶层主导的“改朝换代”。这

次“改朝换代”的重大事件，年代和地域上都与

文献上夏、商王朝的更替最为拟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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