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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国家家文文物物局局通通报报商商代代考考古古新新发发现现

完完整整铜铜车车马马器器组组合合出出土土
铜铜陶陶器器上上发发现现““↑↑””形形符符号号

发现多处手工业作坊等遗迹
一条殷墟时期大型祭祀沟

洹北商城位于河南省安阳市，为
商代中期的都城遗址。自1999年发
现以来，国家文物局支持中国社会科
学院考古研究所、河南省文物部门持
续开展考古工作，已发现宫城、一号和
二号宫殿建筑基址以及多处铸铜、制
骨、制陶手工业作坊等重要遗迹。
2022年至2023年，经国家文物局批
准，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重点
对洹北商城“郭城”进行了考古发掘，
取得了一系列新发现新认识。

此次工作局部解剖发掘了洹北商
城东、西“郭城”，基本确认“郭城”是由
城壕构成，以往推断的夯土城墙基槽
实际为壕沟。东、西城壕宽度在9米至
13米之间，目前已知最大深度为6.57
米。部分城壕的坡岸专门夯土加固，
城壕内部发现反复淤积和清淤的痕
迹。东城壕上勘探发现两处明显收
窄、变浅之处，初步推测应是出入洹北
商城的通道。通道宽约21.5米，外侧
发现夯土窄墙及立柱，推断可能存在
横跨城壕的桥梁设施。

在“郭城”东南拐角处，发现一条
殷墟时期的大型祭祀沟，长达19.36
米，沟内堆叠了3层人骨及动物骨骼，
初步清理出完整的人骨3具，以及肢解
的牛骨、猪骨、马骨、鸟骨等，经动物考
古学家辨认至少分属17个动物个体。
考古勘探还发现不同时期的道路遗迹
穿过城壕，为探讨洹北商城内外部交
通路网提供了重要线索。

[学术价值]
中晚商时期
聚落功能演变的生动例证

洹北商城遗址“郭城”考古新发现
一定程度上改变了对于城市形态的认
识，发掘者认为“郭城”应为城壕而不
是城墙；城壕上发现的通道以及不同
时期的道路遗迹，有助于进一步深入
认识洹北商城城市布局；殷墟时期的
大型祭祀沟叠压在城壕之上，表明晚
商时期该区域功能已发生变化，是中
晚商时期聚落功能演变的生动例证。

国家文物局日前在京召开“考古中国”重大项目重要进展工作会，通报
了河南安阳洹北商城遗址、河北商代考古发现与研究、陕西清涧寨沟遗址、
北京丰台新宫遗址等重要考古成果。

国家文物局副局长关强表示，此次通报的考古发现与研究，是我国商代
考古与商文明研究的重要成果，更加生动地阐释了我国商代城市营建、社会
制度、丧葬礼仪、手工业生产等各方面历史图景，具有重要价值。国家文物
局将在“考古中国”重大项目框架下，持续推进夏商文明研究，推动深化多学
科、跨学科合作，深刻研究阐释中华文明发展历史进程。

北京地区首次发现
大坨头文化双重环壕的聚落遗址

新宫遗址位于北京市丰台区，是
一处夏商时期聚落遗址。经国家文物
局批准，2021至2022年北京市考古研
究院对新宫遗址进行了系统的考古调
查、发掘。据介绍，遗址的主体内涵为
大坨头文化聚落遗址，碳十四测年显
示年代为公元前1500至公元前1300
年，此外还发现一些晚商至西周时期
的遗存。

大坨头文化聚落由内、外两重环
壕围合，外环壕直径142至155米，宽8
至12米，围合面积约1.7万平方米。内
环壕直径70至72米，宽约18米，围合
面积约0.4万平方米。

在内环壕内、内外环壕之间均发
现有灰坑、窖穴、房址等遗迹。环壕聚
落外东南方向发现27座竖穴土坑墓
葬，布局规律，墓葬方向一致，部分墓
葬还出土了靴形足彩陶尊等彩绘陶
器、玉玦、绿松石项链、红玛瑙串珠、扣
针形带翼喇叭口金耳环等随葬品，显
示了墓主较高的地位等级。

稳定同位素结果显示，新宫遗址
人群的食性以粟为主，肉食水平略高
于二里头遗址人群，并且不同等级墓
葬的墓主人之间饮食结构差异不大。
该墓地的发现，对于研究大坨头文化
的时空范围、人群与族属、丧葬习俗等
提供了实物资料。

[学术价值]
墓葬出土随葬品
兼具中原与北方地区文化因素

新宫遗址是北京地区首次发现大
坨头文化双重环壕的聚落遗址，也是
目前北京地区发现最早的青铜时代聚
落遗址之一。新宫遗址大坨头文化遗
存显示了中原地区、欧亚草原多种文
化因素的影响，生动再现了青铜时代
燕山南北与北方草原地带文化和人群
交流交融的历史。

据新华社、央视新闻客户端、央广
网、人民网、中新网等

铜器与陶器上发现“↑”形符号
发现2座带墓道的“甲”字形大墓

河北南部为商代王畿重地，中北
部为商王朝重要战略地带。武安赵窑
遗址为一处中商时期聚落，面积约为
22万平方米，发现墓葬、道路、环壕、陶
窑、石砌水道和成排分布的房址等遗
迹。其中房屋（编号VF5）发现室内热
力循环结构，可能为火炕的较早形态。
居址中出土卜甲、原始青瓷片、仿铜陶
器、骨雕凤鸟纹笄等一批高等级器物，
墓葬主要有腰坑、殉狗、俯身葬等商式
墓葬的特点。在铜器与陶器上发现

“↑”形符号，推测赵窑遗址可能为商
代“矢族”的中心聚落。

栾城周家庄遗址为一处晚商时期
墓地，发现17座墓葬，其中2座为带墓
道的“甲”字形大墓。墓葬可分为西、
中、东三组，普遍有殉狗，少量殉人，大
型墓葬居中，小型墓葬分居两侧，形成
以大墓为中心的布局。

灵寿西木佛遗址为一处晚商至西
周时期聚落，发现20余座墓葬、殉牲坑
和水井等遗迹，进一步完善了太行山
东麓冀中地商代晚期至西周早期的编
年体系，还原了商代社会生活图景。

涞水张家洼遗址为一处商周之际
的中型聚落，发现西周早期高等级墓
葬，出土各类器物300余件，显示了周
人取代商王朝建立政权之后，该地区
土著人群与新迁来的周人、殷遗民共
存的态势，也是西周燕国建立之初地
缘政治格局的反映。

[学术价值]
填补了太行山
东麓商周考古的空白

赵窑遗址的中晚商时期多层次的
聚落布局、西木佛遗址商周之际的车
马坑、周家庄遗址商代“甲”字形大墓、
张家洼西周早期高等级墓葬，体现了
从商代早期流行居葬合一制度至商晚
期独立墓葬区的转变，一定程度上填
补了太行山东麓商周考古的空白，是
复原商王朝政治治理和防御体系重要
实物资料。

发现9处商代晚期的高等级
贵族墓地

寨沟遗址位于陕西省榆林市清涧
县，是一处商代晚期李家崖文化聚落
遗址。据介绍，在寨沟遗址及周边约
300万平方米区域内的11个山峁上，
分别发现了大型夯土建筑、大型墓葬、
小型墓地、铸铜遗存等多种类型的功
能区，它们以大型夯土建筑所在的寨
塬盖地点为中心，分列不同山峁，功能
上彼此互补。

其中，共发现9处商代晚期的高等
级贵族墓地，包括7座“甲”字形墓葬，
均为南北向分布，是陕北地区迄今为
止发现规模最大、数量最多的高等级
贵族墓葬，当属于方国一级的墓葬。
后刘家塔长梁墓地共发现4座商代墓
葬，南北向排列布局。M1为“甲”字形
墓，位于墓地最北边，M2、M3、M4为
均竖穴土坑墓，依次向南分布。墓葬
出土各类随葬品200余件，考古发掘
出土了完整的铜车马器组合、燕形镶
绿松石铜带扣、嵌绿松石兽面纹骨柶、
云形金耳饰，以及铜镞、铜斧、海贝、玉
器、鳄鱼骨板等各类随葬品。

[学术价值]
揭示了陕北地区一处商代晚期
高度发达的青铜文明和区域政治
中心

甲骨文记载商代晚期在商王朝的
北部和西部存在70余个方国，它们与
中原的殷墟遥遥相望，共同组成了商
王朝政治版图。晋陕高原地区是商代
方国分布较为集中的区域，寨沟遗址
的发现揭示了陕北地区一处商代晚期
高度发达的青铜文明和区域政治的
中心。

科学的考古发掘填补了这一区域
田野考古材料的空白，对于研究殷墟
时期商代政治版图和政治地理结构，
商文化核心区域与北部边缘地带的交
流互动具有重要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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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南安阳洹北商城遗址东城
壕北通道遗迹。

陕西清涧寨沟遗址出土的骨柶。

寨沟遗址发现的雕花骨片。

寨沟
遗址发现
的卜甲。

河北
周家庄遗
址出土的
铜爵。

北京丰台新宫遗址大坨头文
化墓葬M75出土的靴形足彩陶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