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Abstract： Social Archaeology can provide a very important perspective in archaeological research. This
article, based on settlement analysis for the Yanshai city of Shang- Dynasty with its contemporaneous
settlements, points out that the Yanshi settlement should have been the core of a three- level settlement
system of the Erligang Culture in the eastern Luoyang basin. The regional settlement system was part of the
four- level settlement system of the Erligang Culture at large. The author conducts an analysis of the burials
unearthed at the Yanshi settlement. It shows that there was a lack of high and middle ranks of burials. In
general, this settlement was the center of the region and a secondary center of the Erligang Culture, which
may have been the core of the Erligang Culture occasionally.
Key words：Yanshi Shang-Dynasty settlement, social archaeology, settlement, burial

摘要：社会考古是考古学研究的重要视角之一。通过对偃师商城及其所处区域同时期聚落的分析，可以发现该

城址是洛阳盆地中东部二里岗文化三级聚落体系中的中心聚落，不同阶段性质可能存在着差异，该区域二里岗期

聚落是整个二里岗文化四级聚落体系的一部分。对偃师商城发现墓葬进行分析，可以发现该遗址缺乏大中型墓

葬，层级相对简单。总体来说，该城址一直是区域性的中心聚落和二里岗文化的次级中心聚落，在个别阶段可能

是二里岗文化的中心聚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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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考古视角下的偃师商城*
——以聚落形态和墓葬分析为中心

谷 飞 陈国梁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北京 100710

* 本文系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点项目“偃师商城遗址宫城区的发掘和研究”（16AKG002）、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社

会科学创新工程“洛阳盆地中东部先秦时期遗址”整理项目（2016-2018KGYJ055）的阶段性成果。

社会考古学［1］自出现以来，经历了近百年的

发展。在柴尔德［2］、伦福儒［3］等西方考古学家的

不断践行中，至 20世纪 80年代，该理论得以完

善并基本确立［4］，其研究方法、内容和目标渐趋

清晰，成为考古学研究行之有效的方法体系之

一。其主要依照聚落和墓葬分析法，同时参照民

族学、历史学的和人类学的分析方法，对特定区

域内的资料进行系统的分析，以探讨区域社会的

基本状况。偃师商城经过30余年的发掘，获得了

系列的考古资料，从社会考古的视角对其进行分

析，有助于我们动态地、多维地考察区域社会的

基本面貌和偃师商城在二里岗社会中扮演的具体

角色。

一 研究背景

偃师商城自 1983年发现以来，先后发掘了

城墙和城门、护城壕、人工水系以及部分手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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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生产场所，为探讨聚落形态的变迁奠定了坚

实的基础［5］；30多年来，对遗址中心区域建筑

基址群［6］和祭祀遗存［7］的全面揭露为讨论区域

社会的组织结构、权力结构与宗教信仰提供了资

料；石砌水渠与水池［8］、府库类设施［9］和手工

业遗存［10］的发现对于判研该聚落的功用和性质

提供了参考；小城城墙和相关建筑基址群［11］的

发现对于探讨区域社会的文化变迁、遗址的兴废

过程、不同阶段中心遗址的规模和文化内涵奠定

了基础。1997年—2007年间，中国社会科学院考

古研究所与澳大利亚和美国等国的学者组队，在

洛阳盆地中东部区域开展了区域系统调查，发现

先秦时期的遗址 450余处，其中属于二里岗文化

的遗址121处［12］。这些发现，为我们讨论区域二

里岗社会奠定了基础。

30多年来，偃师商城的讨论取得了系列的成

果：包括以三期七段为框架的陶器编年体系的逐

步确立，城市布局和宫室制度变迁等讨论中揭示

的遗址聚落形态逐渐清晰，年代和性质等问题的

探讨日渐深入等。但是受限于学科的局限性和研

究目标的阶段性，针对偃师商城的探讨主要是狭

义史学本位的，焦点聚焦在城址的始建与废弃年

代、城址的地望和性质等问题上［13］，而对商城所

在区域社会面貌的探讨尚未有效、全面和系统地

开展。

从学科发展的历程来看，国内外的考古学都

大体经历了文化史、过程主义和后过程主义考古

等几个阶段，中国考古学的研究仍处于“一个历

史发展的转型期”［14］，学科发展也从“物质文化

史研究为主的研究取向，逐渐转向以聚落形态为

契机的社会考古”［15］。相对而言，洛阳盆地内文

化进程的构建已经初步完成，探讨二里岗时期社

会的基础基本具备。

二 聚落分析

数十年的研究表明，以陶器编年为基础，二

里岗文化可分为早、晚两期，每期大体可分为

早、晚两个阶段。偃师商城的文化分期与郑州商

城虽然有所不同，但是同属于二里岗文化的这两

处城址与其他区域发现的同期遗址的研究都表

明，二里岗文化“二期四段”的分期框架基本可

信。整体来看，偃师商城遗址的考古勘探和发掘

工作相对充分，考古学文化的分期也相对详实，

不管是采用“二期四段”“二期五段”，亦或是

“三期七段”的分期方案［16］，其编年序列基本上

都可以与二里岗文化诸发展阶段相对应。聚落分

析法正是基于考古学文化编年对系统考古调查和

发掘资料进行的，以确立区域社会的规模和疆

域，探讨区域社会的组织结构为主要目标。结合

偃师商城所在区域二里岗期的聚落分布状况，历

时性探讨区域中心遗址的变迁、区域聚落形态的

演变以及发展过程中的社会面貌是可行的。

（一）中心遗址的聚落形态变迁

基于以上，我们曾对偃师商城的聚落形态进

行过专门探讨［17］，以下简单予以介绍：

1. 城市布局的变化

偃师商城一期（至迟2段），也即相当于二里

头文化四期偏晚阶段和二里岗文化早期偏早阶

段，在二里头文化聚落的基础上，建造了宫殿

区、小城、1号府库与相关的建筑。偃师商城二

期（3段开始），也即二里岗文化早期偏晚阶段

（或稍早），在小城基础上进行了改扩建形成大

城，修建了护城壕，出现了环城和顺城道路，城

墙内侧的顺城道路上开始成为墓葬安置的主要区

域。与此同步，宫殿区部分建筑基址和 1号府库

改建，依小城东墙新建了 2号府库和其他建筑，

制陶作坊已经运营；二期晚段（4段）比邻宫城

南墙东段北侧新建了6号基址；三期的时候（5段
开始），大体沿用之前形成的城市格局，对宫殿

区南部的建筑基址分别改建。三期中段（6段）

开始，不少遗存破坏了宫殿区的建筑、小城和大

城城墙，城址的功能消失。（图一）

根据近些年的勘探和发掘资料来看［18］，城市

整体布局和形制特征乃至城市不同区域的功能都

可能需要重新考量。总体来说，第一期晚段（2
段），偃师商城整体布局为宫城和小城并存的双

重城垣结构；第二期早段（3段开始），小城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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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扩建出大城，但是小城北墙和东墙北段并未

平毁，形成宫城、小城和大城并存的三重城垣

结构 ［19］；三期早段 （开始 5 段），沿用既有格

局，局部有改扩建。三期中段（6段），宫城、小

城、大城均已毁弃。遗存最为丰富的阶段为偃师

商城第2至5段，规模最为恢宏的阶段应该为第3
和第5段。

2. 宫殿区的变迁

偃师商城宫殿区已经全部揭露，遗存的更迭

情况也相对清晰。根据已有的发掘和初步研究来

看，该区域应该是最早营建的功能区之一，我们

也曾专门行文对此进行过详细的论述［20］。

宫殿区的遗存自北向南，可以分为三个区

域，分别为池苑区、祭祀遗存区和建筑基址区。

前两个区域位置和形制相对固定，延续时间基本

贯穿了整个商城存续期间（2至 5段）。最南侧的

建筑基址区可分为两群。西侧的建筑基址群包括

存在着共同南北向轴线的三进院落，其形制和规

模在不同阶段（2至5段）有所变化，具体功能可

能也有差异。东侧的建筑基址群中，北部的 4号
基址位置相对固定（2至 5段），南侧区域的格局

与功用前后有着较大的变化，包括祭祀遗存的出

现和延续 （2至 4段），6号建筑基址的兴废 （4
段）和改变宫殿区南部格局的3、5号基址的兴废

（3段或5段）等。（图二）

宫殿区的变迁过程大体清晰，始建年代不晚

图一 偃师商城遗址城市布局变化

左：2段 中：3—4段 右：5段

图二 宫城区遗存的变迁示意图

左：2段 中：3—4段 右：5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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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第2段，但最为恢弘的阶段当在第3
至5段［21］，尤其是第3段和第5段，这

一时段与偃师商城和二里岗文化最为

兴盛的阶段也相吻合。

3. 重要建筑门址的形制变化

从建筑体量来看，西侧基址群中

最南部7号和3号基址的早、晚期一直

是宫殿区规模最大的单体建筑［22］。结

合二里头遗址宫殿区的布局来看，1
号基址位于宫殿区西侧最南端，在整

个遗址中建筑体量最大［23］。与其位置

相同的偃师商城宫殿区的7号和3号基

址的地位和功能当具有相似性。

根据发掘的情况来看，偃师商城

7号基址为四合院式的建筑，其南侧

的门塾位于早期宫城南侧西部中段，

兼有宫殿区西侧和 7号建筑基址门塾

的双重属性。3号基址是7号基址改扩

建的结果，其早、晚两期遗存与 7号

应具有相似的属性。从门址的形制来

看，7号为单门道穿堂式，3号基址早

期则为一门三道穿堂式，晚期改建为

一主门道穿堂式加二侧门的建筑。从

建筑体量来看，3号早期的门址长39.2
米，宽 13.8米，门道宽 2.8米，3号晚

期门址的长度则缩减了一半，门道宽

度保持不变，而 7号基址的门址规模

最小。（图三）结合二里头遗址宫殿区来看，同

样兼具宫城南侧西门属性的偃师商城 7号基址和

二里头遗址体量最大的单体建筑 1号基址的门

址，在形制上比偃师商城 3号基址早期门址复

杂，在建筑的等级上可能也不低于 3号早期，但

是建筑体量却小于3号基址早期的门址。（表一）

表一 二里头、偃师商城、洹北商城部分门塾的形制与尺寸（单位：米）

门址

二里头1号基址

二里头7号基址

偃师商城7号基址

偃师商城3号基址早期

偃师商城3号基址晚期

偃师商城5号基址

洹北商城1号基址

形制

一门三道，穿堂式

可能面阔7间，殿堂式

单门道，穿堂式

一门三道，穿堂式

主门道穿堂式加二侧门

主门道穿堂式加二侧门

双门道，穿堂式

尺寸（米）

28*13

32.5*11

16.9*9.8

39.2*13.8

19.6*13.8

22.5（复原）*14.2

38.15*11

门道宽度（米）

2.6～2.9

不详

2.7

3.2

3.2

2.8（路土宽）

4.0

时代

二里头文化三期

二里头文化三期

偃师商城2段

偃师商城3或5段

偃师商城5段

偃师商城5段

中商2期

图三 偃师商城宫殿区南侧西门的变化

上：7号基址 中：3号早期 下：3号晚期

0 5m

二○
一
九
年
第
五
期
（
总
第2

09

期
）

考
古
研
究

87



综上，偃师商城宫殿区 3号和 7号基址应该

是商城内不同阶段体量最大、等级最高的建筑，

其门塾兼具宫殿区门塾和建筑基址门塾的双重属

性，门址形制和规模的变化从侧面反映了偃师商

城在二里岗时期的地位变化，这一过程与偃师商

城整体布局和规模的变化基本同步。

（二）区域二里岗文化聚落分布

洛阳盆地内二里岗文化时期的遗址数量较多，

在历年的调查中多有发现。开展的发掘工作主要集

中在若干大型遗址内，比如二里头和偃师商城等，

其他遗址的规模和内涵了解相对较少。根据近些年

的考古调查可知，洛阳盆地中东部区域发现的二里

岗文化时期的遗址有121处。（图四）

1. 二里岗文化早期

调查发现的疑似为早期的遗址 5处，确认属

于该期的遗址40处，合计45处［24］。这一阶段遗址

的数量与二里头文化四期相比有超过 55%的减

少。即使将难以细分时段的二里岗文化遗址统计

在内，仍有20%以上的减少。如果将整个二里岗

时期的遗址考虑在内的话，伊洛河南岸的干沟

河、坞罗河等流域遗址的数量明显增加，其他区

域遗址的数量则变化不大。此外，早期的遗址中

有 26处兼有二里头文化四期的遗存，也即超过

57%的遗址是在二里头文化聚落基础上发展而

来，说明区域内考古学文化更替过程中居民的延

续性，30%新增加的遗址则是在保持延续性的前

提下，区域内外人口整合的结果。

这一阶段最大的变化是二里头都邑的消亡和

偃师商城的出现。这一过程中，洛河以北区域的

遗址数量大幅减少，伊洛河之间遗址数量的减少

幅度也较大；伊河南岸各个小流域内的遗址数量

均有不同程度的减少。区域内考古学文化的转化

在二里岗文化早期偏晚阶段基本完成。

2. 二里岗文化晚期

结合调查结果来看，区域内发现的疑似晚期的

遗址6处，确定57处，合计63处［25］。数量较上一

图四 二里岗文化时期的洛阳盆地中东部

1. 偃师商城 2. 二里头 3. 稍柴 4. 景阳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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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时段增加了将近40%。这些遗址中至少有23处
遗址见有早期的遗存，新出现的遗址约40处。这

些变化显示了区域内二里岗文化出现和发展的过

程，也显示出原有的二里头风格陶器逐渐被二里

岗风格陶器取代的过程。

从遗址的分布状况来看，二里岗文化晚期的

聚落分布密度比上一阶段有了显著的提升，各个

区域内的遗址数量都呈上升趋势。其中洛河北岸

和古伊洛河之间区域内遗址的总数量基本没有变

化，个别区域互有增减；但是伊河南岸诸支流附

近遗址的数量实现了倍增，尤其是东沙沟、浏涧

河、马涧河、干沟河、坞罗河等流域越接近二里

岗文化的核心区，遗址的数量增加越明显。遗址

分布状况显示出这一阶段对资源开发程度的加

深，同时也表明了二里头文化被取代后，区域内

人口虽然较上一阶段有所提升，但是没有超大型

的遗址存在，区域的政治和经济重要性日渐下降。

总体来看，二里岗文化早期先出现了以偃师

商城小城为代表的面积超过 80万平方米的城址，

后又扩建成面积达到 190万平方米的城址。通过

对遗址面积的聚群分析可知，这一时期偃师商城

一直是区域性中心聚落，而二里头、稍柴、景阳

岗等遗址的面积则在20～40万平方米左右，其余

90处遗址的面积多小于 12万平方米，区域内存

在着以偃师商城为中心的三级聚落体系［26］，与

二里头时期相比，遗址数量、聚落等级和中心聚

落的面积都明显下降，表明该地区政治重要性和

人口密度总体降低。

结合相关遗址的年代来看，区域内发现的二

里岗文化遗址多属于二里岗文化早期偏晚和晚期

偏早阶段，与偃师商城大城的存续时间（3至 5
段）基本一致。

（三）二里岗文化的聚落体系

1950年代以来，随着郑州二里岗遗址［27］和

偃师商城［28］的发现，二里岗文化被视作商文化

的重要研究对象或者等同于早商文化。经过数十

年的发掘和研究，以郑州商城和偃师商城为代表

的二里岗文化的面貌渐趋清晰，对该文化的分期

与年代、分布与类型也有了初步的认识［29］。

结合近些年二里岗文化遗址尤其是城址或大

型聚落的发现情况来看，偃师商城的规模和面

积小于同一时期的郑州商城和与其最晚阶段对

应的小双桥遗址［30］，与新郑望京楼二里岗文化城

址［31］的规模相差不多，但是其内城和核心区的

规模要远大于望京楼。与同一时期的其他城址

（聚落） 如荥阳大师姑［32］、垣曲商城［33］、焦作

府城［34］、夏县东下冯［35］、黄陂盘龙城［36］和平陆

前庄［37］等相比，则是数倍于它们的规模。（表二）

结合二里岗文化核心类型区的遗址状况来

看，至迟在二里岗文化早期晚段已经形成了以超

大型城址郑州商城为核心的聚落体系，在不同区

域形成了以区域内规模较大遗址为中心的聚落体

系，如果考虑到洛阳盆地区域明显存在着以偃师

商城为区域中心的三级聚落体系的话，那么二里

岗文化已经形成了存在至少四级聚落的社会结构。

三 墓葬分析

墓葬分析法是通过对墓葬资料的分析来探讨

墓葬的规模、随葬品与殉牲，研究社会的分化状

况，是相对成熟和有效的社会考古的主要方法之

一。偃师商城遗址历年发现的人骨遗存约 170余
处［38］，发掘者对于这些遗存分布与年代、形制与

葬俗、随葬品与组合等问题已经有了较为详细的

论述［39］，笔者之一也曾对该遗址墓葬中所见的丧

葬习俗展开过专门的讨论［40］。

表二 二里岗文化时期主要城址（聚落）面积

（单位：万平方米）

名称

郑州商城

郑州小双桥

偃师商城

新郑望京楼

荥阳大师姑

夏县东下冯

垣曲商城

焦作府城

黄陂盘龙城

平陆粮宿（前庄）

遗址（外城）

1300

300

190

168

中心区（内城）

300

144

86

37

51

25？

13

8

6～7.5

6

核心区

22？

不详

4～4.5

不详

不详

不详

0.45

0.35

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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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分布与年代

目前，偃师商城遗址尚未发现专门的墓区，

发现的墓葬主要分布于两个区域。其中多数墓葬

位于大城城垣内侧和小城城垣两侧。从数量上

看，分布于城垣内侧的墓葬数量占到 70%左右。

只有少部分墓葬位于作坊区或建筑基址内。

这与同一时期郑州商城墓葬的分布既有相同

之处也有差别。相同之处是郑州商城发现的不仅

有城墙两侧的墓葬和南关外、紫荆山及铭功路等

作坊区的墓葬，还有白家庄、杨庄、人民公园等

墓葬相对集中的区域。在二里头和郑州商城大型

建筑基址区均发现有数量较多、规格较高的墓

葬，但是在偃师商城的宫城内几乎没有发现真正

意义上的墓葬。

从墓葬的年代分布看，仅有个别墓葬属于一

期，二期的墓葬数量达到63座，三期的墓葬数量

达到68座（主要为5段和6段），墓葬的年代主要

为3段至6段。（表三）

（二）规模与葬具

根据发掘者对 129 座形制较为完整的墓葬

统计可知，面积超过 4平方米和 3.5平方米的各

有 1 例，占墓葬数量的 0.8%，面积 2~3 平方米

的共 6座，占 4.7%，面积 1～2平方米的共计 28
座，占比 21.7%，面积在 1平方米以下的占比为

72.1%［41］。

从发掘情况来看，资料发表较为详细的 143
座墓中，除 1 座墓葬使用深腹罐作为葬具外

（1983ⅢT4M11），其余 142座墓中超过 83%的墓

葬不见葬具，见有或疑似有葬具的墓葬仅占10%
左右，这些墓葬的宽度接近1米或1米以上。

根据上述分析可以看出，偃师商城的墓葬相

对特殊，即规模偏小且无葬具的比例极高，规模

较大和稍大的墓葬比例偏低。这或许与偃师商城

特殊的功能有关，也可能与偃师商城没有或者尚

未发现规格较高的墓葬有关。如果参照同期其他

遗址如辉县孟庄、黄陂盘龙城等地的情况来看，

低等级墓葬的比例偏高，高等级的墓葬较少或者

没有，正说明了偃师商城居住人群在整个二里岗

社会中所处的阶层整体不是最高，与作为都邑级

别遗址所应具有的文化面貌的多样性和社会阶层

的复杂性难以匹配。

（三）随葬品

根据对墓葬中随葬品的统计来看，83座不见

任何随葬品 ［42］，其余 90 座墓葬见有各类随葬

品，其中 7座见有铜器的墓葬随葬品相对丰富，

兼有玉石器、漆器和陶器等器类，2座见有玉器

的墓葬兼有陶器和其他器类，65座主要随葬品为

陶器的墓葬中兼有少量石器和漆器等，以上三类

墓葬的数量占墓葬总数的 42.8%以上。总体来

看，随葬铜器和玉石器的墓葬数量占比较低，合

计约 5%左右，仅随葬陶器的墓葬占比低于

40%，接近一半的墓葬无随葬品。低等级墓葬比

例偏高这一特点，与前文对葬具和规模的分析结

果一致。

从器物组合来看，随葬有铜质酒器的墓葬中

存在三种组合，包含铜爵和铜斝，铜爵和陶斝及

仅铜爵，这些墓葬中除了铜质酒器以外还见有陶

质炊煮器和盛储器。随葬陶器的墓葬中器物组合

也存在三类，即包含陶酒器、炊器和盛储器，只

见炊煮器和盛储器以及仅有盛储器等。存在陶质

酒器的墓葬中酒器的组合包括陶爵和陶斝及仅有

陶爵等两种。而没有陶酒器的墓葬则主要使用炊

煮器和盛储器的搭配或单一使用，包括陶鬲和陶

簋的组合以及仅有陶簋这两种，此外还有部分以

表五 墓葬中随葬品数量统计

墓葬数量（座）

百分比（%）

随葬品种类

铜器

7

4

玉器

2

1.2

陶器

65

37.6

其他

7

4

不详

9

5.2

无随葬品

83

48

表三 墓葬的年代统计（单位：座）

数量

合计

第一期

1段

1

1

2段

0

第二期

3段

17

64

4段

39

不详

8

第三期

5段

29

68

6段

20

7段

1

不详

18

不详

16

表四 墓葬中葬具统计

墓葬数量（座）

百分比（%）

葬具

一棺一椁

2

1.4

一棺

3

2

有

3

2

疑似

6

4

无葬具

118

83

不能

确认

10

7

合计

142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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盆和豆等盛储器为主的组合［43］。原始瓷和印纹硬

陶类器物在偃师商城出土的数量较少，尤其是在

墓葬中未见此类器物，但是在郑州商城和盘龙城

遗址，原始瓷在墓葬中则相对更为常见。

根据上文对葬具和随葬品数量及组合的分

析来看，较高规格墓葬的绝对数量和比例均较

小，而普通墓葬中陶器墓和无随葬品的墓葬数

量与占比较为接近，显示出该遗址的墓葬等级

相对简单，层级较少，与二里头和郑州商城的

墓葬所显示的社会分化状况有着一定的差异。

此外偃师商城墓葬在随葬器物的组合上充分体

现了对二里头文化的认同和接受，比如酒礼器

的存在和沿用，但是在陶瓷器的整体文化面貌

上，其呈现的复杂程度要远远低于其他大型都

邑类遗址，铜质酒器炊煮器和盛储器的器形与

组合更具有典型二里岗文化的特征。

（四）葬俗

我们曾经专门撰文对偃师商城遗址墓葬的葬

俗进行过探讨［44］。需要强调的是该遗址的葬俗在

以下几个方面表现出其特殊性：首先，见有腰坑

的墓葬数量较少，仅有11处。尽管此类墓葬出现

的时间较郑州商城遗址稍早，且同样常见于较大

型墓葬中，但是偃师商城有腰坑的墓葬比例

（6%）远远低于郑州商城的比例（23%）［45］；其

次，路土葬的比例极高，已经发现的墓葬多数位

于城墙（包括小城和大城）内侧的路土中，包括

一期出现的小城和二期出现的大城城墙两侧，路

土葬的占比约为70%，路土葬中的死者包含正常

死亡和非正常死亡者，随葬品的丰富程度不一，

不完全是一般平民；第三，碎物葬的葬俗较为流

行，几乎所有见有随葬品的墓葬中都见有“毁

器”的现象，包括铜器和绝大部分的陶器在埋葬

的过程中被破坏，一定程度上显示出了当时的丧

葬观念。

四 认识与讨论

通过上文的分析，我们对洛阳盆地中东部区

域二里岗时期的社会有以下初步认识：

根据对中心遗址的历时性考察可知，偃师商

城主体遗存存续时间是第 2段至第 5段。这一时

期，偃师商城历经了宫城和小城兴建、大城和宫

殿区改扩建等不同发展阶段，成为整个区域最高

等级的聚落。与此同时，区域内的聚落形成了中

心城址、次级中心和一般聚落共同组网的聚落体

系。结合中心遗址的墓葬可以看出，区域内的居

民具有层级相对简单的金字塔式的社会结构，即

少量小型贵族居于顶端，一般居民处于底层的社

会状态。尽管我们大体勾勒出了当时的政治图

景，但是对于不同层级的聚落如何有效维持联系

和沟通，共同维系区域社会的存在和发展，尚不

甚明了。

考古发现、基础资料和研究的不足，阻碍了

我们深入探讨区域内的社会生产状况。目前可

知，中心遗址可能存在着青铜冶炼行为，是否存

在着专门的生产铜礼器的作坊，还不甚明确。同

样，玉石器的加工地点、骨角器的制作区域是否

存在，也有待确定。较为明确的是当时居民生产

陶器的场所位于大城内，存续时间与城址一致，

但陶器生产的整个链条、产品体系、消费和分配

方式等问题尚有待于进一步研究。除了手工业生

产以外，动植物与矿产资源的获取途径与利用方

式等问题也有待于深入开展相关的专题研究来明

晰。

对于偃师商城这样一个规模较大的区域中心

来讲，建城初期大型建筑基址的建设、水渠的开

挖和营造、城墙和护城壕的构筑、府库的修建等

基本建设，均需要相当数量的人力和物力投入，

更需要相应的社会组织和动员能力。为了维持此

文化共同体的正常发展，尤其是中心城址内相当

数量人口的生计，需要周边的聚落给予各种资源

的补给。维持社会稳定发展，尤其是文化更替期

的正常运转，也需要文化认同的养成和共同的价

值观念的重塑，以协调不同文化背景人群之间的

关系，当然，更需要选择和适应复杂多变的自然

和地缘环境。上述行为背后的社会动因和细节的

阐释，均有待于研究的深化。

如果将二里岗文化所代表的时间段置入区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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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展的整体历程，可以看出，聚落规模、数量和

层级在二里岗文化介入和消亡这两个节点均发生

了相应的变化。（表六） 在二里岗文化兴起之

前，该区域作为二里头文化的核心和都邑所在，

已经形成并保持了相当长时间的四级聚落体系，

以二里头遗址为区域的文化中心，面积超过 300
万平方米，区域内存在的可以判定属于二里头文

化第四期的遗址数量达到 102处。二里岗文化早

期，遗址的数量大幅度减少，聚落层级也减少，

中心遗址迁移，中心聚落的面积降为 86万平方

米，后又增加至 190万平方米。但是，二里岗文

化中心聚落的面积先是超过了 300万平方米，稍

后更迅速跃升至1000万平方米以上。在这一过程

中，我们相信区域内外的社会经历了新一轮的整

合，即人群由以二里头遗址为中心的二里头文化

区向区域内外的偃师商城和郑州商城为代表的二

里岗文化区域的迁移。在二里岗文化晚期，随着

偃师商城短暂的发展并在第 6段废弃，区域内的

考古学文化逐渐演化为殷墟文化，聚落的数量较

前一阶段虽然没有太大的变化，但是聚落的规模

变小，层级降低，已经见不到规格较高的遗址。

总体而言，区域的重要性自二里头文化末期开始

降低，直至西周时期才再次恢复。

在文化更替和社会重组的这一过程中文化认

同和观念重塑也同步发生。区域内二里头文化四

期包括二里头和偃师商城在内的不少较大型遗址

中都发现有岳石文化和下七垣文化风格的陶器，

包含上述因素的二里岗文化陶器体系也在逐渐丰

富和完善中，这一过程内既包涵了对二里头文化

风格陶器体系的吸纳，也有对新文化因素的认同

和接受。如果参照偃师商城布局的变化，大型遗

存的兴建以及区域内典型的二里岗文化普及等现

象，我们可以明确，二里岗文化在区域内实现全

覆盖是在偃师商城第3段。

偃师商城不同阶段墓葬数量的变化不仅可以

佐证上述认识，同时也为我们认识新的考古学文

化确立时，文化认同和观念重塑如何实现提供了

资料。偃师商城墓葬中发现的高比例的路土葬，

建筑基址和作坊区内发现的居址葬，以及这些墓

葬中发现的殉狗和腰坑遗迹、碎物行为等均是对

二里头文化丧葬习俗的继承，同时不同等级的墓

葬中，尤其是稍高等级墓葬中随葬以铜质和陶质

酒礼器的行为更是对二里头文化丧葬观念的承

继，而聚落的组织体系、城市规划与设计理念、

建筑营造技术、手工业的生产方式与技术等都显

示了二里岗社会上层对二里头文化的认同，以及

对其所蕴含观念的复制与推广。

长期以来，二里岗文化研究的焦点是偃师

商城与郑州商城两遗址的相对年代关系和彼此

的功能，以及基于二里头文化和二里岗文化的

时空关系来探讨夏、商分界等历史学范畴的问

题。如果我们从社会考古的视角，对聚落形态

和墓葬进行整体的分析，至少可以发现在二里

岗文化时期 （偃师商城 2段至 5段），偃师商城

一直是洛阳盆地内最高等级的聚落，也是二里

岗文化区的次级中心。但是聚落和墓葬所体现

出的社会分化程度、聚落体系中的级差和中心

遗址聚落演变过程显示的等级体系是不完全匹

配的。如果不加甄别，认为偃师商城是商代早

期的都邑，证据明显不够充分。较为客观地

说，偃师商城在某些阶段 （第 3段或第 5段），

可能短暂具有都城的性质，而其他时段只是规

格上低于郑州商城的二里岗文化的次级 （副）

中心和区域聚落中心。

五 余论

社会考古作为考古学研究的一种视角，对于

探讨特定区域具体时段内的社会形态及其变化、

社会组织结构和运营方式、社会生产的专业化和

复杂化程度、人群对自然和社会环境的适应与选

择过程，具有拓宽维度和深度的特殊意义。它的

研究对象是相对具体的考古资料，研究目的能否

表六 洛阳盆地中东部区域内聚落数据的变化

时期

二里头文化四期

二里岗文化早期

二里岗文化晚期

殷墟文化

聚落数量

96

37

67

60

聚落层级

4

3

3

2

中心聚落面积

300万平方米

86—190万平方米

190万平方米

不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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顺利实现，完全依赖于资料获取是否系统、详

实、科学。

对于区域社会的研究来言，核心遗址因为文

化内涵的复杂性和典型性，是重要的研究对象之

一。偃师商城遗址数十年的发掘，积累了大量的

考古资料，囿于学科自身的局限性和不同阶段学

术目标的差异，发掘和研究时的侧重点是不同

的，文化史构建阶段的发掘，更多关注的是遗物

本位的时空关系，相对缺乏多维考察区域内遗迹

本位角度所揭示社会面貌的动机。一定程度上来

说，对反映区域社会经济生产、人与环境关系、

社会意识和价值认同形成过程的关注度较低，对

中心遗址的布局、功用方面的判定会因此而出现

偏差，对中心遗址的过度关注，客观上也会造成

对其他低层级聚落的忽视，难以构建和展示出二

里岗时期区域社会的全貌。

社会考古研究所依赖的重要方法之一是聚落

分析法，其开展的前提是对中心和周边聚落的深

入了解，对于洛阳盆地内不同时期的中心遗址开

展的考古工作已经比较充分，区域系统考古调查

也进行完毕。但是在分析区域系统调查资料的过

程中，我们发现，在确定文化面貌复杂、延续时

间长的复合型遗址时，对于遗址面积、规模的判

定存在着一定的误差。同样，基于考古学文化谱

系的认识对遗址内涵进行判定时，难以确定两种

文化交替时期遗存的具体属性，这样会对不同时

期、不同文化遗址的数量统计造成偏差，一定程

度上会影响区域聚落形态分析的结果。同样，社

会考古所依赖的另一重要方法——墓葬分析法运

用的前提是具有大样本的基础数据，在发掘工作

有限的情况下，提高基础数据的获取质量、最大

限度地攫取信息才是重中之重。

由于前述的学科局限和时代局限，不管是中

心遗址还是周边的普通聚落，发掘和调查资料中

获取的信息仍然是有限的。此外，以偃师商城为

中心的多学科合作的工作相对缺乏，限制了我们

从社会考古视角讨论二里岗文化社会的维度和深

度。故而，未来的工作，更应该加大对发掘质量

和资料获取手段的重视，尽可能多地而不是有选

择性地获取基础资料，提高对普通遗址的关注程

度，通过各种科学手段对资料深入分析来提高对

二里岗文化社会的认识水平。

总体而言，如果基于社会考古的视角，我们

在讨论中发现的问题远远多于已经解决的问题，

这些现状也提醒着我们更要扎扎实实地开展基础

工作，注重解释理论和方法的更新，从更多角

度、更多层面来推进相关研究的深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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