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宫殿区和作坊区均有墙垣围护

21世纪初，遗址发现“井”字形主干道路

网络，把二里头都城划分出多个区域，确定

了大致布局框架，发现宫殿区和作坊区外侧

均有墙垣围护。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表示，根据

各区发现居址和墓葬分布情况、7号墙与

“井”字形道路的关系，曾推测：“井”字形道

路网络划分的网格中，除宫殿区和作坊区外，

其他网格或为不同家族、群体居住区和墓葬

区；作坊区西侧新发现墙垣，可能是作坊区以

西网格的贵族居住和墓葬区外侧大型围垣设

施的东垣；进而推测，除宫殿区、作坊区外侧

存在围垣，其他网格的各贵族居住和墓葬区

外围也有墙垣围护。

为了解其他区域外侧是否有围墙，以及

里面的内涵、布局和演变情况等，2019年以

来，考古人员展开新一轮发掘，发掘总面积

5000余平方米。

据介绍，在中心区新发现的主干道路及

其两侧墙垣，揭示二里头都城为多网格式布

局。宫城西南之外侧发掘，首先发现“井”字

形道路西南路口，路口处的南北向和东西向

主干道路宽度约18米，且继续向南、向西延

伸；发现了宫城城墙的西墙南段和南墙西侧

段，西南角被破坏而无存；发现作坊区围墙

的西北拐角；发现宫城以西区域的南侧围墙

和东南角，确证宫城和作坊区之外的其他区

域外侧有围墙。

以此处发现为起点，扩大范围追寻主干

道路和夯土墙垣。以钻探为先导，钻探和解

剖相结合，在中心区新发现更多主干道路及

其两侧墙垣。

宫殿区南、北两侧的东西向道路向东、

向西延伸，已分别达470余米、440余米，都超

过宫城东西宽度295米，因此推测作坊区、宫

殿区、祭祀区以西至少各存在一个分区。

宫西路向北延伸200余米，东西宽约17

米，局部以较小陶片铺垫得较为平整。道路

的两侧均有与宫城城墙平行或成一直线的

夯土墙。

祭祀区已发现东侧、西侧夯土墙，祭祀

区以西区域已发现其南侧、东侧夯土墙，宫

城以西区域已发现北侧、东侧和南侧的墙垣

及东南拐角，作坊区以西区域已发现北侧、

东侧墙垣。

河南偃师二里头都邑
多网格式布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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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址

二里头遗址位于河南洛阳盆
地中东部，是中国青铜时代最早具
有明确规划的大型都城。

聚焦2022年度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

入选2022年度全国十大考古新发
现的河南偃师二里头都邑多网格

式布局，位于洛阳盆地中东部的二里头遗
址，现存面积300万平方米。1959年以来发
现主干道路网络、宫城、宫殿建筑群、官营作
坊区、铸铜作坊、贵族墓葬和青铜礼器群、绿
松石龙等重要遗存，确认是中国青铜时代最
早具有明确规划的大型都城。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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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南安阳殷墟商王陵
及周边遗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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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古工作者对殷墟商王陵及周
边进行了考古勘探，发现有围沟、祭祀
坑、墓葬、灰坑等。这些发现改变了商
王陵陵园的格局，将推动对商代陵墓
制度乃至于商文化、商史的研究。

“这些发现改变了商王陵陵园格局，将推

动对商代陵墓制度乃至于商文化、商史的研

究。同时，为殷墟国家考古遗址公园建设提供

了新的重要资料。”3月28日，2022年度全国十

大考古新发现名单公布，河南安阳殷墟商王陵

及周边遗存入选。

据介绍，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所安阳队

2021年启动商王陵及周边区域考古勘探。“工

作目标，首先是通过勘探寻找小屯宫殿区到王

陵区之间的干道，其次查清商王陵区范围，后

续摸清洹河北岸地区功能区划。”发掘方表示。

2021年8月至2022年11月，考古人员对商

王陵及周边进行了考古勘探，发现有围沟、祭

祀坑、墓葬、灰坑等，其中围沟2个，东西相距40

米。东围沟围绕在王陵东区的大墓和大量祭

祀坑周围。东西间距大致为246米，南北236

米，近正方形。沟的宽度不一，口部宽超过10

米，最深处3.5米。西围沟围绕在王陵西区的

大墓周围。两个围沟各发现缺口两个。新探

出祭祀坑460座以上。在王陵区西南部探明并

确认一处西周遗址，面积超过4万平方米。在

洹河北岸地区探出南北向干道的路沟，时代早

于战国，长度超过1.2千米；探出2个路口。此

外发现了晚期遗存。

2022年，选择四个地点发掘，第一地点在

西围沟南段上，第二三地点分别在东围沟南段

偏西部位、西段缺口上，第四地点在东围沟东

段内祭祀坑区。发掘所见遗存包括商代晚期、

西周、东汉、宋元等时期。其中商代晚期围沟2

个、祭祀坑31座，西周时期房址3座、墓葬2座、

灰坑109个。

东围沟南段发掘所见沟口开口于探方第3

层下，填土分 10层。口部宽 14米，深近 2.6

米。西段缺口处宽10.5米。发掘证明围沟时

代为早于西周早期。其中打破东围沟南段的

最早单位有一座砖室墓M1（东汉晚期）。

在东围沟东部（王陵公园东墙外）清理祭

祀坑31座，分人坑、狗坑、人与狗组合坑三种，

以第三种常见。少数坑底的腰坑中埋狗，少数

坑中埋青铜器、陶器、玉器、骨器、蚌片等。

据介绍，新探明围沟围绕殷商大墓外围，

未见围沟与殷商墓葬、祭祀坑存在叠压或打破

关系，只有晚期墓葬打破围沟和祭祀坑现象。

综合多重因素可知，两个围沟与商王陵园有明

确关联，属于围绕商王陵园隍壕。这些发现将

推动商代陵墓制度乃至商文化、商史的研究。

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记者卢荡 代睿

都城布局严谨、清晰、规整

此外，还在距宫城北墙约350米

处发现与其平行的东西向道路，在距

宫城东墙约280米处发现与其平行的

南北向道路。

新发现的主干道路及其两侧墙

垣，揭示二里头都城为宫城居中、显

贵拱卫、分层规划、分区而居、区外设

墙、居葬合一的多网格式布局，这是

二里头都城布局考古中的一项重大

突破。二里头都城这样严谨、清晰、

规整的布局，显示当时有明确规划，

当时社会结构层次明显、等级有序，

统治格局井然有序，暗示当时有成熟

发达的规划思想、统治制度和模式。

这是二里头进入王朝国家的最重要

标志。

手工业作坊的新发现、新突破，

填补了二里头都邑布局和手工业考

古的空白。

在遗址西北角发现大量带漆陶，

提示周边可能存在制漆作坊。

首次发现较丰富的制陶遗存和

骨器、角器加工作坊现场，包括陶器、

骨器、角器加工工艺的多个阶段，是

手工业考古的新突破，填补了二里头

都城布局和手工业考古的空白。

“井”字形道路划分的祭祀区以

西网格中，发现贵族居住的夯土建筑

和出土有铜器、玉器的墓葬。附近还

有多座墓主被截肢、砍头，但随葬有

陶器的墓葬，还有一座多人乱葬合葬

墓。这些新发现，再次证明二里头文

化盛行“居葬合一”布局形态。

发掘方表示，二里头都城严格方

正的都城规划制度、“居葬合一”的布

局结构，同宫城宫室制度、青铜礼乐制

度等制度，为商周及后世文明奠定了

最主要和最直接的基础，体现了二里

头文化、二里头王国在中国历史上划

时代的开创、引领作用。同时，二里头

都城这一布局，为先秦时期其他都城

遗址探索布局、结构提供了参考。

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记者卢荡代睿
河南安阳市殷墟商王陵区考古第一地点

发掘出土文物陶鬲。 新华社发

河南偃师二里头都邑8号基址、宫城西南
与作坊区西北部航拍。 （新华社资料照片）

河南安阳市殷墟商王陵区考古第一地点
发掘出土文物玉戈。 新华社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