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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南大遗址保护现状调查

探寻华夏文明传承核心区

何毓灵说，近些年来，在传统
殷墟保护区之外的考古新发现引
起了广泛关注。随着城市化进程
的加快，这些被划定在殷墟保护
区以外的区域内发现了大量的重
要遗迹。

2016年，安阳市文物考古研
究所在距小屯宫殿宗庙区以南
2.5公里处，发现了一处大型铸造
青铜礼器的作坊，出土大量与铸
造相关的遗物，其生产规模之大、
持续时间之长、铸造青铜礼器等
级之高，均是之前不可想象的。

何毓灵认为，如果说殷墟南
区由于地层堆积连续不断，尚可
认为是殷墟范围向南扩展，那么
2016年，在殷墟东北、直线距离小
屯宫殿区10公里的安阳县辛店村

西发现的又一处规模空前的青铜
礼器铸造作坊，解释其与传统认
知的殷墟都邑是何关系，就更具
有挑战性。

殷墟的范围有多大？以往认
为，只有以安阳小屯村为核心的
36平方公里的保护区。1月2日，
孔德铭告诉记者，最新的考古发现
表明，“大殷墟”并不局限于殷墟保
护区，其面积远超36平方公里。

这一判断来自对辛店遗址的
发掘。据了解，该遗址发现于
2016年 4月，位于殷墟保护区东
北部直线距离10公里处，面积约
为1平方公里，是迄今发现规模最
大的晚商铸铜遗址。

2016 年 和 2018 年 5 月 至
2019年11月，安阳市文物考古研

究所先后两次对这里进行了系统
发掘。孔德铭说，辛店遗址共出
土陶范 1.2 万余块，青铜器 80余
件，其中青铜礼器46件，30多件
带有“戈”“戈齐”“□戈”等字样的
铭文。

“‘戈’族是商代重要的氏族，
在殷墟的铁四路、戚家庄、大司空
村等地也出土过同样的铭文。”孔
德铭认为，这表明辛店遗址是晚
商都城东北部一处重要的政治、
军事屏障，与殷墟保护区的内涵
相同，共同构成“大殷墟”文化，成
为真正意义上的“大邑商”。

专家们认为，如此认识无疑
为研究殷墟时期的王朝统治模
式、军事防卫、青铜礼器的生产与
分配等打开了新的闸门。

“大殷墟”到底有多大？
在传统保护区外，发现大量的重要遗迹，甲骨文关于殷都规模的记载被证实

近些年来，在传统殷墟保护区之外，发现了大量的重要遗迹。最新的考古发现表明，“大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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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新探讨、解读殷墟都邑成
为必然

何毓灵认为，殷墟发掘至今虽已
90余载，但学术界对于殷墟的宫殿
区、王陵区的研究多数还是建立在早
年的发掘基础上。

他告诉记者，结合新的发现与发
掘，特别是地形、地貌、路网、水系等重
新认识宫殿区与王陵区的范围、内涵、
联系成当务之急。结合洹河北部区域
道路的新发现，从布局的角度看，重新
探讨、解读殷墟都邑已成为必然。

何毓灵同时还建议，在殷墟保护
区内，特别是重点保护范围内，应依照
相关规定，经充分论证，制订科学合理
的“殷墟考古发掘规划”，有计划、分步
骤地开展殷墟主动式发掘，逐步解决
殷墟研究的瓶颈问题、关键问题。

针对目前在所谓的殷墟保护区外
围诸如任家庄南地铸铜遗址、安阳县
辛店铸铜遗址等重要发现，应重点梳
理以往的发掘资料，并制订专门的调
查、钻探与发掘计划，从而对殷墟的范
围（特别是南部区域）、年代、性质进行
更为深入的了解，为理解“大邑商”“天
邑商”的真实内涵提供充分的材料。

通过复原试验了解手工业技
术是未来的方向

何毓灵认为，在大规模配合基本
建设考古发掘中，由于时间紧、任务
重，很多重要的遗存在现场不具备精
细清理、提取信息的条件，只得套箱搬
运出来。这些遗存急需进行实验室考
古。同样，结合考古发掘与研究，通过
复原试验的方式，深入了解铸铜、制
骨、制玉、制陶等多种手工业生产技
术，也是未来殷墟工作的重要方向。

随着考古发掘工作的主动性、精
细化增强，采用多种科技手段全方面
提取信息成为必然。由于殷墟发掘时
间长、资料全，可以说目前已知的科技
考古方法基本上都在殷墟或多或少地
进行过。在未来殷墟发掘工作中，需
要科技考古更加深度介入，相关人员
走入田野一线，充分地沟通与协作，如
此才能真正解决考古学问题，推进殷
墟研究走向深入。

何毓灵认为，长期以来，殷墟发掘
资料整理工作滞后也是影响殷墟研究
深入的重要因素，原因是多方面的，希
望在被动式基建考古工作大大减少的
情况下，投入更多的人力、物力切实推
进发掘报告的整理与出版。

“作为世界文化遗产，殷墟是中国
的，也是世界的，国际合作研究始终是
殷墟研究坚持的方向。”何毓灵表示，
殷墟也受到国际学者的高度关注，国
外学者的研究视角和方法极大地推动
了殷墟研究。在现有基础之上，希望
殷墟的国际合作研究更上一个台阶。

同时，《甲骨合集》中记载，
“辛卯……王于……天邑商无”，
这一发现也与史料记载相吻合。
专家表示，史籍中常用“大（天）邑
商”形容殷都规模之宏大。譬如，
《甲骨文合集》中，有“辛卯……王
于……天邑商无”的表述，《尚书·
多士》也有“肆予敢求尔于天邑
商”的记载。

何毓灵认为，辛店遗址的发
现证实史料所言不虚。“该遗址主
要生产青铜礼器，这一般在都城
内才有。”

由于历史原因，殷墟内各处
铸铜遗址保存并不完整，给后世

研究带来困难。何毓灵介绍，因
埋藏较深、后期人类活动较少，辛
店遗址保持了熔铜、浇铸等环节，
对研究商代铸铜工艺意义重大。

“之前发现的商代大型铸铜
作坊规模多在10万平方米左右，
辛店遗址约是它们的十倍。”何毓
灵说。

据了解，辛店遗址位于安阳
县辛店集西南部，南北长约1400
米，东西长约750米，时代相当于
殷墟文化的一至四期。

孔德铭表示，辛店遗址是迄
今发现规模最大的晚商铸铜遗
址，为研究商代“生产、居住、丧

葬”合一的社会形态提供了有力
证据，丰富了“大殷墟”的文化内
涵。不仅为研究晚商都城范围提
供了一手资料，其南段还发现了
下七垣文化、二里头文化、岳石文
化等先商遗迹。

记者从安阳市文物局获悉，
除辛店遗址外，近3年来，在安阳
城市建设考古中，他们又陆续在
安阳市人民医院、殷都区贞元广
场南侧、安阳文体中心（在建中）
等多处发现商代铸铜遗址，这些
点都在殷墟 36平方公里的保护
区外，这也更加印证了“大殷墟”
的说法。

“大殷墟”面积远超36平方公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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