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走进古遗址系列报道

每到假期，全国各地的博

物馆都成了热门景点，很多家

长带着孩子去学习历史知

识。今天，我们要一起去了解

的历史遗址大有来头，这里被

称为“最早的中国”，已经发现

了10个“中国之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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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西都市报副刊“少年派”定位于亲子共读刊物，设有作文版、少儿新闻版、
科普读物版、漫画版，每周星期一至星期五，都有精彩好看的内容呈现。

◎让有温度的纸质阅读，助力孩子养成良好阅读习惯，提升核心素养。

根据现在的发现和研究，

二里头遗址的聚落规模达300

万平方米以上，有学者推算，

二里头遗址繁盛时期人口最

多可达2万至3万人。与同时

期的其他聚落相比，二里头遗

址无论是从面积规模或是人

口密度上，均是史无前例的超

大型核心都邑遗址。

从1959年开始，三代考古

人夜以继日地探索，到2024年

12月，考古学者发现了二里头

遗址的10个“中国之最”，分别

是：最早的城市主干道网络、

最早的“多网格式”布局、最早

的宫城、最早的中轴线布局的

宫室建筑群、最早的多进院落

宫室建筑群、最早的国家级祭

祀场和祭祀区、最早的青铜器

铸造作坊、最早的绿松石器加

工作坊、最早的青铜礼器群、

最早的青铜兵器。

在二里头遗址围垣作坊

区东北部发现的我国最早的

绿松石加工作坊，面积超过

1000平方米，其使用时间跨越

了从二里头文化第二期到四

期的整个时期。

绿松石器的加工，大致需

要经过采料、加工毛坯、加工

成品等几个环节。在作坊区

内，考古人员发现了多处料

坑，其中包含绿松石原料、废

料、半成品、成品等。

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记

者戴竺芯

综合新华社、二里头夏都

遗址博物馆公众号、河南省文

化和旅游厅官网

图据新华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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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里头遗址位于

河南省洛阳市偃师

区，1959年，该遗址由

考古学家徐旭生进

行“夏墟”调查时发

现。此后60余年间，

数代考古工作者逐渐

为我们揭开了它的神

秘面纱。

根据目前考古研

究，二里头遗址距今

约3800年至3500年，

相当于古代文献中的

夏、商时期。遗址中

心区现存面积约 300

万平方米。学术界普

遍认为，这里是夏代

晚期都城遗址。

二里头遗址是探

索中国王朝国家起源

和发展的关键遗址，

有“最早的中国”之称。

2024 年底，考古

队对外发布了最新考

古成果，在与夏代晚

期都城二里头遗址隔

洛河对望的古城村，

发现了一道夯土墙，

极可能是中国考古人

苦苦寻找60余年的二

里头都邑城墙。

此前，考古学家

已经揭示，在遗址中，

宫殿区与宫城墙位居

中央，大型夯土建筑

基址规模林立，网格

状道路系统四通八

达。祭祀区、高等级贵

族墓葬区、官营手工业

围垣作坊区、一般平民

居住区，层层拱卫在

宫城周围，体现出王

都特有的气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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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里头遗址的王都气象，还体现在其金字

塔式的聚落等级结构和众星捧月式的聚落空间

分布格局。据考证，二里头文化的400余处聚

落中，庞大的聚落群以二里头遗址为中心、布局

网络清晰、等级结构分明，并由河流水系有效连

接。这也充分显示了二里头王国具有发达的控

制网络和统治文明。

生活在这里的先民，在当时东亚地区规模

最大的王朝都邑中创造了广域王权国家——夏

王朝，其择中建都的都城选址、以范铸法铸造青

铜器的工艺技术、以青铜器和玉礼器以及铃和

磬等构成的礼乐制度，共同构成了第一王朝的

国家气象。

这些礼器及其蕴含的观念向四方辐射，形

成方位广大的中华文化影响圈，中华文明从距

今5000年到4000年期间的各区域文明各自发

展，交流共进，转变为由中原王朝引领的一体化

新进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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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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绿松石龙形器复制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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