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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 年年底，国外《考古》杂志评选出过去

10 年间的“世界十大重要考古发现”。陕西神

木的石峁遗址入选。一同入选的还有意大利庞

贝遗址的新发现、埃及的木乃伊制作、吴哥的遥

感考古等等。

石峁，走到了世界考古的舞台。

落雪缤纷时的石峁最美。眼前的皇城台银

装素裹，远处是顿失滔滔的秃尾河，天地间只剩

空灵，颇具“千山鸟飞绝，万径人踪灭”之境，使

人心中油然升腾起“窗外正风雪，拥炉开酒缸”

的情愫和愿望。

说起来，我们在石峁做考古整整 10 年了。

遥想初到石峁之日，洒扫庭院、接水拉电、

安门配窗，离皇城台不远处那座被废弃了 20 年

的窑洞小院迎来了新主人——石峁考古队。入

夜，当屋后升起久违的炊烟时，我们在石峁的神

奇之旅正式启程。

第二日，考古队旗在外城东门升起。之后

的 发 掘 ，我 们 一 步 步 揭 开 了 外 城 东 门 的 神 秘

面 纱 。 风 起 时 ，队 旗 猎 猎 有 声 ，仿 佛 在 向 石

峁 大 地 宣 誓 ，石 峁 考 古 队 将 扎 根 于 斯 、成 长

于斯、奋斗于斯。

说实话，谁也不曾料到竟有那么多的惊喜

在等待我们。

发掘半年，随着工作的有序进行，一波又一

波的惊喜不期而至。2012 年 10 月，我们对这里

有了一个宏大的印象——这里，是 4000 年前的

一座城的巨大城门。一方面，内外瓮城、南北墩

台、门塾、门道以及两翼的马面、角台等城防设

施，虽历 4000 年风雨，仍岿然矗立，向我们诉说

着曾经的巍峨；另一方面，这里只是石峁城址的

一座城门，还有更为壮阔的精彩正待我们去发

现。那年冬天，滴水成冰、严寒异常，东门那面

飘扬的鲜红队旗，映着大雪在凛冽的寒风中舒

展张扬。

日复一日，无数次的日出日落，无数次的满

天星斗，还有冬季一场又一场从不缺席的雪，和

从来不会迟到的春暖花开。

2016 年，在完成外城东门址、韩家圪旦墓

地、樊庄子哨所等一系列考古发掘工作后，石峁

考古的重点转向皇城台。经过几年的探寻，如

今皇城台的考古发现带领我们已然迈出探索

“石峁王国”的重要一步。大台城、大台基、大房

子、玉器、石雕、铜器、象牙等高等级遗存无不坚

定着我们对皇城台的认识和判断：皇城台是石

峁城的最核心区域，或许应该定其性质为“石峁

宫城”。

作为“考古中国”的重要项目，围绕石峁的

龙山时代石城聚落的调查和发掘也没有停过。

最新的调查不断提示我们，石峁不孤、石城不

孤。府谷寨山等周边 20 余座次级聚落分布在

石马川、窟野河等黄河一级支流，以众星拱月之

势维系着石峁城的中心地位。种种判断逐渐浮

出我们认知石峁的水面，石峁都邑身后的石峁

王国影影绰绰、相伴而来。

从外城东门到皇城台，雪的洁美飘逸从不

曾变过，我们对于石峁的情感也不曾变过。所

以，才会愿意在石峁生活 10 年，辛劳 10 年。10
年，也曾面对缺水少电、暴雨寒潮、虫蝎横行，朋

友们说是坚守，但我更愿意说是享受。10 年，

石峁从未辜负过我们的每一次探寻，一次次带

来的只有更大的惊喜。

（作者单位：陕西省考古研究院）

石 峁 十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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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年伊始，辽宁省博物馆

以“山高水长——唐宋八大家

主题文物展”向大家献上了一

份年节文化大餐。展览虽以

唐宋八大家为题，却是一场立

足中国古代文学史的文艺盛

宴。唐宋时期的文学名著与

文人交往留下不少文坛佳话，

百余件（套）绘画、书法、碑帖、

典籍、器物等从不同方面呈现

了那个时代馈赠我们的文化

遗产。诗中自有情话意，画中

无咏却成诗。古人常以“无声

诗”形容画品诗意，也可以用

来形容这个展览。

文垂千载

展览从“文垂千载”“德

行笃定”“家国情怀”三个方

面充分展示那些影响了我们

文学记忆的经典。

《诗经》是南宋时期书画

艺术创作的重要题材。宋高

宗赵构常以楷书题毛诗，再

由 工 部 侍 郎 马 和 之 补 绘 图

本，遂成南宋画院范本。本

次展览的南宋高宗赵构书马

和之画《唐风图卷》即是以诗

画结合方式表现诗经“国风”

题材的传世佳作。诗经十五

“ 国 风 ”中 ，“ 唐 风 ”收 录 12
首。本卷图文相合，原本晦

涩的经典加入图绘，更便于

理 解 。 现 存《唐 风 图 卷》有

三，除辽博本外，另有故宫博

物院、日本京都国立博物馆

两本，尤以辽博本品质最佳。

陶潜的名篇《归去来兮

辞》与《桃花源记》也是历代

名家书画的重要题材。赵孟

頫行书《归去来兮辞卷》自然

是不可或缺的，而此次展览

最为引人注目的即是明朝马

轼、李在、夏芷合绘的《归去

来兮辞图卷》。此作三人皆

为明代早期内廷画风代表人物，马轼为宣德年间天文

学家兼画家，擅长山水画，也与宫廷画师合作，与戴进

等人名震京城，其所传画作多与陶渊明诗作相关，对田

园隐逸题材情有独钟；李在为宣德年间画院待诏，《画

史会要》称其“自戴文进以下，一人而已”；夏芷师从戴

进，所传画迹极为稀有。此卷颇具南宋画院遗风，水墨

清流间各具风神，将“归园田居”“归庄”的文人淡泊表

现得淋漓尽致。

文人佳话

作为展览的第二单元，文人交往与文人画成为了

解唐宋八大家的范本。这里不仅介绍了唐宋八大家的

活动轨迹，也力求通过他们之间的交往，向观者展现那

个纷繁的文艺时代。苏轼作为北宋晚期著名文人，其

文学创作与生平轶闻、交友雅集成为历代文艺创作的

重要题材。“西园雅集”“夜游赤壁”“东坡记游”“烟江叠

嶂”等题材的画作多有涉及。此次展览以“赤壁”为题

的书画中，尤以明仇英《赤壁图卷》最为精彩。

以《前赤壁赋》和《后赤壁赋》为题的画作自苏轼时

代已有传世，至元明之际因文人画派与吴门的发展而

愈发兴盛。作者仇英位列吴门四家，因与江南收藏家

周凤来、陈官、项元汴等交往密切，得以研习宋元遗珍，

画入宋格。此画笔墨纯熟，用笔绵密而稳健，设色清

丽，确为佳品。

传承有序

展览尾声以礼嘉风范为引，强调文人风致下的格

言家传。所选格言、家训、语录，都是文人礼义修身典

范。《北宋欧阳修行书谱图序稿并诗卷》为《谱图序稿》

与《夜宿中书东閤七律诗》两作合卷。《谱图序稿》作于

至和二年（1055），作者时年 49 岁。唐末五代时局动

荡，历代传承的世家族谱、家谱也随之散逸。作为传统

文人的代表，欧阳修竭力呼吁重振谱学。《夜宿中书东

閤七律诗》则用笔优美，格律清新流畅，此诗作于嘉祐

八年（1063），作者时年 57 岁。因序稿与诗皆为稿本，

故行文间笔墨涂改皆保留行间，足见作者当时情态。

卷中剪裱可见南宋名臣周必大所作三跋，知此卷南宋

时由周必大所藏，元时由欧阳修六世孙欧阳耐轩得于

钱塘，又传八世孙欧阳彦珍，可谓传承有序。

文学、文人与文脉，是华夏文明中的璀璨之光。此

次展览精选书法、绘画、典籍、墨拓与器物之珍，力求全

方位展现文学与美术中的精神价值，让观者透过文物

的点滴，饱览历代文人多姿多彩的趣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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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收藏于中国国家博物馆的后母戊大方鼎是世界

上现存最重最大的青铜礼器，是殷商时期青铜文明的

典范之作，标志着当时青铜铸造的水平。考古学家认

为当时的青铜器铸造是专业化程度很高的技术，铸造

后母戊大方鼎的技术难度并不亚于当今任何一项高科

技，需要严密的组织和合作，而一些核心技术更是只有

极少人严格掌控。

通过多年的考古发掘和研究，我们现在可以基本

了解当时不同手工业生产的布局，划分出中部、南部、

西部和东部 4 个大的手工业作坊区，每个手工业作坊

区内部又有多种手工业生产并存。这种分工明确又相

对集聚的模式承自早期的二里头文化，并在之后的西

周发扬光大。

手工业作坊相对集中分布

甲骨文中有“百工”的记载。百工虽是虚指，但也

能 说 明 殷 商 时 期 的 手 工 业 门 类 相 当 齐 全 。 殷 墟 自

1928 年开始科学发掘，就有大量的手工业制品出土，

青铜器、玉器、陶器、骨器、蚌器、漆木器、纺织品、车

马器等器物数量巨大。仅妇好墓就出土青铜器 460
余件、玉石器近千件。随着考古工作的持续进行，考

古 工 作 者 陆 续 发 现 多 处 手 工 业 作 坊 遗 址 。 截 至 目

前，已发现铸铜作坊 7 处、制骨作坊 4 处、制玉作坊 1
处、制陶作坊 1 处。另外还发现一些制石作坊、制蚌

作坊的线索。因地下埋藏 3000 多年，我们已很难发

现漆木器、纺织、酿酒、皮革等手工业遗存。这是目

前我国发现的手工业作坊最多的单个遗址。

根据已知手工业作坊遗址的分布，我们大概可以

划分出中部、南部、西部和东部 4 个手工业区。

中部手工业区位于小屯宫殿宗庙区内，已知的作

坊遗址主要有铸铜、制玉，另有制骨、制石、制陶的线

索。南部手工业区位于宫殿宗庙区以南约 1 公里的区

域，由苗圃北地铸铜、铁三路制骨和刘家庄北地制陶三

处作坊遗址组成。西部手工业区距宫殿宗庙区 2—3
公里，分别发现有孝民屯铸铜和北辛庄制骨两处规模

较大的作坊遗址。东部手工业区与宫殿宗庙区隔洹河

相望，发现有铸铜、制骨与制陶等作坊遗址。另外，在

任家庄南地、北徐家桥、戚家庄东等地也发现有铸铜、

制石、制玉等作坊遗址，但因周边区域相关考古工作较

少，是否也会是手工业聚集区，尚待以后的发掘。

大规模的手工业作坊区和大面积的宗庙宫殿区、

规模宏大的王陵区共同构成了 30 万平方公里的殷墟

大遗址。手工业作坊区在龙山时代就已有雏形，到

了二里头时期已较为明确。考古工作者在二里头遗

址内就发现有铸铜、绿松石加工等专门的手工业作

坊分布。在二里头文化的基础上，商代的青铜铸造

业更加成熟，种类越来越多、纹饰越来越复杂，所发

现的铸铜遗址也越来越多。

手工业区内分工明确

1999 年，考古工作者在殷墟东北部发现一座属于

商代中期的都城，命名为“洹北商城”。这座早于殷墟

的都城由郭城、宫城、宫殿、手工业区、贵族与平民居住

区等构成。在手工业区内发现大量铸铜、制骨与制陶

遗存，集中分布于宫城北城墙以北约 570 米，面积不小

于 8 万平方米。

从时间与规模来说，殷墟的中部手工业区生产规

模偏小，持续时间短，特别是铸铜生产。之所以如此，

可能与洹北商城的废弃有关。大量火烧废弃堆积表

明，洹北商城毁于火灾。迁都不久，仍在营建的都城成

为废墟，仓促间于洹河南岸恢复生产、重建宫室实属无

奈之举。随着大量宫殿建成，铸铜、制陶等生产用火行

为同样对安全造成巨大威胁，异地生产成为必然。南

部手工业区在此背景之下产生。

南部手工业区开始于殷墟一期，与中部手工业区

相衔接，持续生产至殷墟四期。其中苗圃北地以铸造

青铜礼器为主。铁三路制骨生产规模较大，仅在有限

的区域内就出土了废弃骨料、边角料 36 吨，推测当时

应生产了几十万根以骨笄为代表的骨器。刘家庄北地

是殷墟目前唯一的制陶作坊，以生产泥质的陶豆、陶

簋、陶盆等为主。

青铜礼器的需求在不断增加，原有的生产能力无

法满足巨大的消费需求，增建手工业区势在必行，西部

与东部手工业区应运而生。西部手工业区以孝民屯铸

铜作坊规模最大，主要生产青铜礼器和兵器，时间则从

殷墟二期延续至西周初年。这里发现的陶范、模、芯等

铸铜遗物 10 余万件，数量惊人，由陶鼎足模、范芯座等

推测，当时应该还铸造了比后母戊大方鼎还要庞大的

青铜器。

东部手工业区主要分布在大司空南地，铸铜作坊

于 1936 年被发现，但相对而言规模不大。制骨、制陶

作坊生产规模也较小，制骨材料以牛骨最多。

研究表明，手工业区内部生产分工已较为明确，生

产工序清晰，产品也有所区别。比如在孝民屯铸铜作

坊，西部主要生产兵器与工具，而中部、东部主要生产

礼器；刘家庄北地制陶作坊主要生产泥质的豆、簋等，

没有发现夹砂的陶鬲。

殷墟时期采用族邑模式，都城之内由相对独立的

众多族邑聚落组成，既是生产、生活的区域，也是死后

家族集中埋葬的墓地，“居葬合一”。目前仍在发掘的

洹北商城手工业区内已知铸铜、制陶、制骨作坊由东向

西相邻分布。在铸铜作坊区发现百余座墓葬，其中 50
余座排列有序，随葬有陶范、鼓风管、铜刀、磨石等生产

工具，无疑是工匠之墓。由此可知，很多手工业区内也

是居葬合一。

严格控制关键技术的流失

有考古学家分析指出，青铜容器和大

型玉器生产是政治性产品，不是可以流通

的商品。夏商周时期，“器以藏

礼”“器以载道”，所以对以青铜

器为代表的礼制产品的生产、流通

加强管理、有效控制是统治阶级的

必然选择。

如何控制与管理？办法主要有 3
种：其一，设立集中的手工业区；其二，

采用家族模式，这样既有利于生产技术

的传承，更有利于严格控制关键技术；其

三，国家设立专门的职官从事管理。

考古已知，在二里头遗址内，铸铜、绿

松石等重要的手工业区主要分布在宫城核

心区以南，四周建有围墙加以保护。商代早

期的郑州商城也是如此，铸铜作坊外挖有围

沟用于防护。以青铜铸造为例，复合泥范技术

要经过制模、制范、熔铜、浇铸、打磨等工序，熔

铜后还要按比例掺杂铅、锡制作合金。无论是

王室管理还是家族式管理，关键技术的传承都

有严格的规定。

当时不同手工业区内技术如何交流、骨器

等非政治性产品如何进行贸易等问题，我们还

不得而知，期待通过考古的推进找到答案。

我们也关心殷商之后的周朝如何布局手工

业生产。在陕西的周原遗址，考古工作者在凤

雏、云塘、齐镇、召陈等地发现有规模可观的铸

铜、制骨、制石、制陶等手工业作坊遗址，不同的

手工业作坊分工明确，相对集中。在河南洛阳

北窑发现了面积超过 10 万平方米的西周大型

铸铜作坊遗址，出土了数以万计的陶模陶范，

且以礼器陶范居多。发掘者认为武王灭商

后，大量掌握青铜铸造技术的殷商手工业家

族被分封、迁徙，继续为周王室服务，手工业

的管理模式也被继承。西周时期封国众

多，在晋国新田故城遗址、燕国琉璃河遗

址、齐临淄城内都发现有手工业区存在。

（作者单位：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

研究所）

图①为妇好墓出土的骨笄。

图②为洹北商城铸铜作坊出

土的无字甲骨。

图③为 孝 民 屯 出 土 的 铜

分裆鼎陶范。

图④为殷墟郭家庄出

土的铜分裆鼎。

图⑤为后母戊大

方鼎。

殷商时期的手工业生产
何毓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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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00 多年前的殷商王朝在手
工业方面有高度的发展，以青铜铸
造业为代表的手工业专业化程度很
高，玉器、骨器、陶器等手工业生产
达到相当的规模。不同手工业作坊
相对集中分布的模式也影响了西周
及之后的手工业生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