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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月9日，国家文物局召开中华文明探源工程最新
成果发布会，文化和旅游部副部长、国家文物局局

长李群发布了中华文明探源工程取得的最新成果。中华文
明探源工程执行专家组秘书长、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
所夏商周研究室主任常怀颖介绍了自中华文明探源工程开
展以来，二里头遗址考古及研究成果。

据悉，二里头遗址中心区新发现多条道路和道路两侧墙
垣。这些道路和墙垣将二里头都城分为多个网格区域，显示
当时的社会结构层次明显、等级有序，暗示当时有成熟发达的
统治制度和模式，是二里头进入王朝国家的最重要标志。

二里头发现更多道路及墙垣
夯土墙代表有规划的城市布局

“井”字形外发现更多网格区域
出现城市营建的整体性布局

“与此前介绍的史前遗址不同，三星

堆和二里头遗址都已经进入了王朝时

代。区别在于，三星堆遗址是一个地方

性的区域中心，而二里头是相当于王朝

阶段的都邑性遗址。现在学术界认为，

二里头遗址很可能是夏代晚期都城。”常

怀颖介绍，近三年来最重要的发现，就是

在二里头遗址九格“井”字形网格结构

外，进一步发现“井”字形道路延伸到更

大范围。

如果以“井”字格最中间的宫城区为

中心来看，考古工作者发现了在宫城区

的西边，至少还有1个方格，东边还有2

个方格。原来认为在宫城区的北边有1

个疑似祭祀区方格，新的发现证明，在这

个疑似祭祀区的西边还有1个方格，东边

还有2个方格。而在宫城区的正南方，原

本认为存在一个官营手工业作坊区。新

的考古发现证明，在作坊区的西边有1个

方格，东边有2个方格。“如果按照这样的

布局推算，至少可能存在15个方格。这

是目前已知的。”常怀颖强调，二里头遗

址为长方形，东西宽度超过2400米，南北

宽度约1900米。目前能够确认的道路和

街区加起来，东西跨度按照4个方格来计

算，仅1000余米，跟遗址本身的空间范围

相差较大。“不排除在未来的工作中，还

有新增加方格的可能性。”

关于这些方格和路

网的年代，目前已有比

较明确的认识。常怀颖

介绍，二里头遗址应当

是先有了路，然后人们

在路的两边开始筑墙，

开始有人居住。这些不

同的方格，功能也不一

样。根据既往20余年的

研究可以认为，中间的宫城区可能为贵

族的居住区或是行政区域。南边可能是

高等级的手工业作坊区，例如绿松石作

坊和铸铜遗址均在南边。北边疑为祭祀

区，这些还需要进一步开展田野工作来

证实。“大家可不要小看这些用土坯子垒

起来的墙”，常怀颖强调了这些夯土墙的

重要性，“这些墙在时代中的意义是不一

样的。这样直线布局，包含了早期人们

对城市营建的整体性规划和数学测量意

义，代表的是严谨的、有规划的布局。”在

《诗经》《尚书》中，均有周人在营建城市

前进行测量、规划的记载。常怀颖说，

“通过对二里头的考古，证明了在阶级开

始不断强化的时代，出现了城市营建模

式中整体性的布局和规划。”

这种在不同的土地框架中进行人和

功能区分的形式，代表了社会发展的新

程度和新样态。但这种形式并非在二里

头“凭空”出现，河南登封的王城岗遗址、

禹州瓦店龙山文化遗址中，都可以看到

相关的形态。“可以说二里头把之前历史

发展阶段当中，人类发展的知识精华吸

纳后，又有了自己的发展。”

为夏商周手工业研究提供例证
铜器生产已形成产业链条分离

常怀颖还提到，除了方格街区的发

现之外，二里头还有一些重要发现，制陶

作坊的发现就是其中之一。在以往夏商

周三代都邑性遗址中，发现的制陶作坊

并不多。目前只在郑州商城中发现了比

较明确的制陶作坊，洹北商城韩王度发

现了制陶作坊迹象，偃师商城遗址中可

能存在一些制陶作坊迹象。即便是发掘

了90余年的殷墟，关于制陶作坊的线索

也不多。常怀颖说，在二里头遗址中发

现的制陶作坊迹象，可以为夏商周三代

的手工业，尤其是制陶工艺在都城当中

如何布局、如何运作，提供很好的例证。

除了制陶作坊，二里头遗址的考古

工作还发现了年代相对较晚的制骨作

坊，以及遗址偏北地点发现了漆器作坊

遗迹。常怀颖提到，在二里头遗址发现

的很多陶器上都沾有漆，这说明了二里

头遗址中或有自行生产漆器的作坊。

多学科研究在二里头遗址同样取得

了新成果。“我们发现二里头和良渚遗

址、石峁遗址有一个不同迹象，它的人群

汇集能力远远超过了古国阶段的各个都

城。”二里头遗址中跨区域器物的出现，

即可证明这一点。例如二里头发现了在

东南地区常见的几何印纹硬陶、高等级

玉器等。

目前对二里头遗址器物原料来源的

研究，已经有了比较大的突破。例如经

过研究可以基本确认，二里头的绿松石

大概率来自现在的秦岭区域，例如湖北

十堰的郧阳区、房县一带。而在多学科

的研究之下，基本可以确认，二里头铜器

的生产已经形成了产业链条的分离。二

里头的铜料、铅料、锡料，从不同的地区

汇聚到二里头，进行最后的成品生产。

“这是一个与之前的古国阶段完全不一

样的手工业生产样态。”

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记者 刘可欣

三星堆青铜艺术，在厚重的历史尘

土中闪烁，映照着古蜀文明灿烂光辉；罗

丹雕塑作品，在幽静的岁月长河中穿梭，

如低语般诉说着现代艺术壮丽诗篇。当

古韵魅力遇上现代灵感，两者会碰撞出

怎样绚丽的火花？在即将与观众见面的

“青铜之光：三星堆与罗丹的超时空对

话”特展中，就能够窥到其中的奥妙。

12月9日，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记

者从上海大学博物馆获悉，12月15日至

18日，第五届“世界考古论坛·上海”（SAF）

将在上海大学举行。论坛成立于2013

年，旨在推动全球考古资源和文化遗产的

调查、保护与利用，是宣传考古成果、促进

考古研究、彰显文化遗产现代意义的国际

平台。在本次论坛的背景下，12月13日，

由上海大学与四川省文物局主办的“青铜

之光：三星堆与罗丹的超时空对话”特展，

将在上海大学博物馆开幕。

三星堆青铜器与罗丹雕塑，既是东

西方文明的独特创造，也是属于全人类

的珍贵文化遗产。本次展览展出的36件

以三星堆为主的古代文物，以及21件以

罗丹作品为主的现代艺术品，包括闻名

遐迩的金面具、戴金面罩青铜人头像、青

铜着裙立人像、兽面纹青铜罍、青铜人形

器等古蜀文明的典型性、代表性器物，以

及《巴尔扎克头像》《大战巨蟒的阿波

罗》《戴面纱的女人》《地狱之门初稿》等

在西方雕塑艺术中极具影响力与代表

性的创作。

漫步展厅里，观众还将发现许多奇

妙之处，譬如：三星堆文明和罗丹雕塑艺

术，都以青铜作为承载表达的主要材质；

三星堆文明和罗丹雕塑艺术，都以人与

神作为重要的创作表达对象；三星堆开

启了古蜀文明的大门，罗丹则揭开了现

代雕塑艺术的序幕……这些，成为两者

超时空对话的内在逻辑基础。

据悉，本次展览由上海大学博物馆、

罗丹艺术中心（罗丹博物馆中国馆）、四

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四川博物院、四川

广汉三星堆博物馆、成都金沙遗址博物

馆承办，将展出至 2024 年 2 月 1 日。

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记者 李雨心
图据上海大学博物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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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铜之光”特展今日上海揭幕
三星堆文物与罗丹雕塑

上演时空对话

三星堆青铜持鸟立人像。

三星堆出土的金面具。 巴尔扎克头像雕塑。

大战巨蟒的阿波罗雕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