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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安阳到北京，最快的高铁只要 1 小时 50
分钟。不过除了每年年终的田野考古汇报会

以及一些必须参加的活动，中国社会科学院考

古研究所安阳工作站的考古人，一年有 300 多

天都“长”在洹河两岸，大家称他们为“殷墟人”。

“听说新发现了一个象坑？”

“消息挺灵通啊。梁思永先生当年就发

掘过两个象坑，我们这个坑是一头完整的小

象与 3个完整人骨摆在一起，也许是驯象人。”

还来不及点赞，下一条短信就来了，“其实

这个真不算什么，我们还探出了商代晚期四横

两纵的干道，多层路土，极好，极厚。”这是安阳

工作站研究员牛世山与大家的日常交流。

在不久前结束的第二届“中国考古学的

理论与实践”国际学术研讨会上，“商代考古

新进展”是 4 个分论坛之一，听者云集，来自

殷墟的考古新进展，持续传递着 3000 多年前

古老文明留下的讯息，深化着商文明与中国

早期国家形态研究。

殷墟考古不断取得新
突破

牛世山在北京大学读硕士时的研究方向

就是商周考古，1993 年 7 月毕业分配到中国社

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时，导师李伯谦对他的

要求是田野考古与学术研究齐头并进。2018
年，在各级文物主管部门的推动下，殷墟保护

范围内原则上不再批准基建项目，学术目标

明确的主动性考古成为主流。2020 年殷墟王

陵区考古工作重启，牛世山担任领队。

经过两年多的考古，“河南安阳殷墟商

王陵及周边遗存”入选“2022 年度全国十大

考 古 新 发 现 ”。“以 商 王 陵 为 中 心 的 整 个 洹

河 北 岸 ，是 殷 墟 考 古 的 重 要 组 成 部 分 。 以

往考古发现距今 2500 多年的陕西凤翔秦公

一 号 大 墓 周 围 有 隍 壕 ，这 次 殷 墟 王 陵 区 陵

墓隍壕的确认，将此规制上推到商代晚期。

以 新 发 现 的 两 个 围 沟 外 边 界 为 基 准 ，王 陵

区的范围变大了，从过去的 10 万平方米扩

展 到 16 万 平 方 米 。 在 王 陵 区 西 南 部 探 明

的西周早期遗址，面积超过 4 万平方米，为

我 们 研 究 西 周 灭 商 后 的 状 况 提 供 了 新 资

料。”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王巍高度评

价此项考古。

牛世山将最新考古成果标注到整个王

陵区的考古地图上，我们就看到了这么多年

不间断的探索。“你看，这里是 1934 年秋到

1935 年 秋 的 第 十 、十 一 、十 二 次 发 掘 ，这 些

是上世纪 50 年代重启后的发掘，还有 1978
年和 1984 年的勘探与考古 ，这些花花绿绿

的则是我们这几年探出的西周墓葬。这是

两条蓝色的围沟，东西并列，各自闭合，是商

王陵的隍壕……”

这些年殷墟考古不断取得新突破。

传统的小屯宫殿宗庙区新发现大型池

苑、水道及与之相关的建筑遗迹，池苑面积达

6 万多平方米，通过水道与洹河联通，改变了

以往对殷墟宫殿宗庙区整体格局的认识。

殷墟内部的道路系统不断被揭示。殷墟

宫殿宗庙区南约 1 公里处，发现 2 条直通宫殿

区的南北向道路，洹河北岸发掘出宽达 15 米

的大型道路，道路之上有清晰的车辙痕迹，道

路两侧密集分布居址、墓葬、手工业作坊等，

诸多发现为进一步探索殷墟城市布局、族邑

分布提供了重要线索。

以学术课题为主导，多学科联合攻关，是

殷墟考古的传统。从碳十四年代测定、动植

物考古、残留物分析到环境与人地关系、资源

与生业技术，科技一直助力殷墟考古。“在洹

北商城，通过对铸铜作坊内土壤的检测分析，

发现铅含量很高，甚至对当时的动植物产生

影响；通过对制骨作坊的骨料做鉴定，知道骨

料主要为黄牛、鹿等的肢骨以及鹿角；通过对

墓葬出土的人骨进行病理分析，可以看出劳

作和手工业活动对骨骼造成的影响。”新一任

安阳工作站站长何毓灵介绍。

从 1898 年发现甲骨文到 1928 年 10 月开

始科学发掘，殷墟考古已有 100 多年的历史。

几代考古人的考古发掘与研究，虽然将商代

晚期长达 270 多年的历史一点点揭示、一块

块拼接，但这只是冰山一角，还有太多的未解

之谜。“对于殷墟、对于从事商代研究的考古

人来说，探索是没有止境的。”何毓灵说。

站在前人的肩膀上登高
望远

9 月中旬，中国考古博物馆开馆一周年

时，面向公众举办了考古工地视频连线。洹

北商城考古队第三任领队王迪第一次向公众

展示了正在发掘的洹北商城宫殿区一号基

址。一号基址是迄今为止已确认的面积最大

的商代单体建筑。1999 年发现洹北商城后，

2001 年清理出城内的Ⅰ号宫殿基址，当年没

有对东北角、东南角进行考古发掘，2023 年

开始的考古明确了主殿东端、东耳庑、东庑北

部台基范围和柱网结构。

“这是十几年前荆志淳老师画的宫殿基

址的线图，我们把东庑部分完善了，对比可以

看到，东庑为外侧双柱墙单面廊结构，与西庑

无柱的平台式建筑截然不同。以往钻探认为

宫城内的夯土基址应是统一规划建成的，但

最新的考古说明，在营建之前，这里已有建

筑。”王迪说。

2018 年起，安阳工作站里来了年轻人，3
个博士两个硕士。对此，没有人比何毓灵更

开心了，“他们都有很好的学术积累，有过扎

实的实习经历，而且都非常热爱殷墟。安阳

工作站的技师们都很有经验，再加上长期在

工作站做陶器修复、文物整理、绘图拓片的修

复人员，还有每年来的各大高校考古专业的

实习生，队伍拉起来有上百人，可以扎扎实实

开展各项考古工作。”

王迪和杜博瑞两个博士跟着何毓灵在洹

北商城考古。 1984 年出生的王迪本科毕业

于山东大学，大四的时候由老师带队到小司

空实习，从此和殷墟结下了缘分。“之后是保

研、读博、到国外读书，但寒暑假我都会泡在

各种考古工地，所有的经验都是在遗址里泡

出来的。”王迪说。

田野考古是一项异常艰辛的工作，每天

都可能面临新情况，需要考古人动用全部的

知识和经验去辨识、判断。“洹北商城发现的

四合院建筑非常多，建筑形式大家都知道，但

是院里院外的情况是不知道的，因为当时的

地面很难找。现在这个建筑台基保留下来

了，有 20 到 30 厘米的高度。即使有了当时的

地面，也不是想清理就能清理出来，因为完全

没有踩踏的痕迹。土里找土，真是难。我们

就想做一个实验，看看有过踩踏活动但没有

形成踩踏面的情况如何辨识出来。”王迪说。

原来为了防雨遮蔽起来的探方全部揭开

了，工作站邀请在殷墟实习的各高校的学生

和已经退休的刘忠伏等老同志来到现场。这

也是工作站的传统，有重大的发现和最新的

成果，都会请大家来围观，说说不足，讲讲思

路，指点迷津。参观完毕，王迪和技工们收工

前开始对遗址进行覆盖，大家有条不紊地将

宽大的防雨塑料布以合适的松弛度盖在遗址

上，边缘地带又用沙袋压严实，“今年春天以

为雨季不会很早就来，有一次就没有盖严实，

结果晚上被风吹起来了，又下了雨，好多剖面

壁被打得坑坑点点，心疼死了。”作为领队，工

地上的事情，王迪都不敢怠慢，“在探方周边

围筑挡水土墙、开挖排水沟、必要时搭建防护

棚、遗址一旦进水及时使用抽水泵将水抽出

……这都是工地开工前需提前规划的。尤其

是雨季来临前，要做好一切安全措施。”

李潇檬跟着牛世山在王陵区考古。1997
年出生的她本科就读于山东大学历史文化学

院，2022 年从四川大学毕业后入职中国社会

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夏商周考古研究室，接着

就来到了殷墟。2023 年底的田野汇报，李潇

檬第一次代表自己所在团队汇报王陵区新发

掘的商代大型动物坑，“有 19 个是马坑，还有

鹿坑、圣水牛坑等。完整的圣水牛坑为殷墟

考古史上第一次发现。完整的鹿坑以往也极

少见，4 只鹿交错挤压，年龄各不相同。这些

动物坑中都发现有铜铃。此次发掘为多学科

合作提供了丰富的检测样品，也提供了过去

不 知 道 的 遗 迹 现 象 。”这 就 是 考 古 带 来 的

快乐。

牛世山正沉迷于和年轻人一起研究制

作 各 种 正 射 影 像 。 打 开 电 脑 ，一 帧 帧 展 示

不 同 发 掘 时 间 、不 同 发 掘 区 域 的 各 类 遗 迹

影 像 。“你 看 ，无 人 机 数 据 采 集 的 质 量 好 坏

直接决定了后期正射影像的质量。阳光太

强时拍出的照片会导致正射影像偏白。现

在 借 助 软 件 可 以 制 作 遗 迹 的 数 字 高 程 模

型。器物也是，通过它的正射影像，可绘制

准 确 的 数 字 线 描 图 ，也 为 文 物 的 保 护 及 修

复提供支撑……”

“带新人，技术可以慢慢教，但理念

要先传授。夏鼐先生一直强调，考古人必

须在现场搞清楚很多东西，既要学会认

土、找边、剥骨架，又要学会照相、绘图和

测量，包括文物整理、修复，这个传统一

直坚持到现在。”牛世山说。

2023 年底趁着回北京参加所里的田野

考古汇报，王迪他们这批年轻人去看望了对

殷墟考古作出巨大贡献的郑振香先生。不久

后，郑先生去世了。如今她的所有手稿、当时

拍摄的文物照片的底片等都悉数送到了安阳

工作站，正在进行整理。“殷墟对年轻人有无

穷的吸引力，不仅仅是因为它是这么大的遗

址，有这么好、这么多的夯土建筑，有各种复

杂的遗迹现象，可以让你研究一生，更因为殷

墟考古塑造了中国考古学的鲜明个性，形成

了中国考古学的优良传统。其中有太多不能

忘记的名字——李济、董作宾、梁思永、郭宝

钧、石璋如、高去寻、夏鼐等第一批中国考古

学家，安志敏、郑振香、杨锡璋、刘一曼、徐广

德、刘忠伏、孟宪武、唐际根等作出突出贡献

的考古人……我们站在前人的肩膀上，理应

厚积薄发。”王迪说。

当好优秀传统文化的传播者

国庆假期，殷墟博物馆人流如织。这个

全景式展现商文明的国家重大专题博物馆今

年 2 月 26 日开放后，不出意料地成了网红打

卡点，目前参观者已超过 130 万人次。“暑期

人 最 多 。 老 人 、儿 童 、学 生 ，都 是 免 费 参 观

的。”考古不易，展陈更不易，博物馆执行馆长

岳占伟深有体会，“商王朝发展了以青铜礼器

为主的礼制，构建了以甲骨文为特色的东方

文字体系，是 3000 年前东亚文明的代表，没

有考古之前我们只能通过文献来想象它的辉

煌，现在观众可以通过青铜器、甲骨、玉石器、

陶器、骨角牙器等 4000 件（套）来自持续考古

发掘的文物，近距离感触那个消失的文明。”

岳占伟 1997 年就来到了安阳工作站，是

实验室考古的推动者，他隆重向大家推荐“车

辚辚马萧萧——殷墟车马遗迹展”。这是一

次性展出商代马车最多的展厅，从殷墟历年

出土的上百个车马坑中选择了 23 驾车马放

在一起矩阵式展示。殷墟绝大部分都是两马

拉车的形制，包括带着长长仪仗杆的仪仗马

车、出行田猎的乘车、随葬兵器的战车等。“中

国最早的成熟马车出现在晚商。上世纪 30
年代在安阳曾发现过几座殷墟文化时期的车

马坑，但车子的木质均已腐朽，仅剩下零散的

车马铜饰。1950 年，夏鼐所长在辉县琉璃阁

发掘到战国时代的一座大型车马坑，和技师

一起搞清楚了车子的木质结构，复原了车子

的原状。这项神奇的技术也成为我们的传家

宝，希望观众未来有可能在展厅看到考古工

作者发掘车马坑的过程。”

“我在电视上看到过你，54 号大墓是你

发掘的，我们刚看了与它相关的专题展。” 一

名观众热情地向何毓灵打招呼。“这个展览几

乎将亚长墓出土的文物全部拿了出来，我们

也致敬了安阳工作站的修复团队与科技团

队。”何毓灵说。

54 号墓的牛尊刚出土时，腹部、四肢已

碎成多块，甚至有部分缺失，通体锈蚀，挤压

导致多处变形，经“最强修复师”王浩义寻找

残块、校正变形、复制缺损、焊接修复、做旧等

一道道复杂工序，才有了今天完整的模样。

讲好故事尤其需要科技考古。做体质人类学

分析的王明辉从残存的头骨、四肢骨等分析

出墓主人 35 岁左右，身体共有 7 处创伤，6 处

集中于身体左侧，多为刀斧类锐器砍伤。青

铜器专家刘煜用变频 X 射线探伤机对青铜器

进行扫描，了解青铜器内部构造和损伤程度，

还意外找到了铭文。植物考古学家赵志军发

现陶罍中有残留的梅子果羹，铜簋内有烹饪

的谷物，还有当时流行的用来防腐的花椒。

还有大量考古发掘的文物、遗址和遗迹

现象没有陈列。殷墟博物馆只是殷墟国家考

古遗址公园的一部分，观众还可以到宫殿宗

庙区、王陵区观看其他重要遗迹，持续的考

古、深入的研究还将提供更多的展示可能。

通过考古发掘、研究保护工作，为更好赓

续中华文明提供借鉴，这是考古人的使命。

从这个意义上说，每一位考古人既是文化遗

产的保护者，又是优秀传统文化的传播者。

          殷殷墟考古墟考古——

塑塑造中国考古造中国考古学的鲜明个性学的鲜明个性
杨杨雪梅雪梅

“大道之行——儒家文化特

展”近日在故宫博物院开展，380
件（组）文物意在揭示儒家思想在

塑造中国文化中的独特作用。

观众首先进入的是第一单元

“溯古寻儒”。我们试图从中国上

万年的文化史、5000 多年的文明

史 中 找 寻 儒 家 学 说 产 生 的 社 会

基础。

展出的文物有江西万年仙人

洞出土的世界上最早的、距今两

万年以上的陶容器。研究者认为

这些陶器是整个东方世界陶器的

源头，我国先民发明、烧成陶器在

人 类 文 明 史 上 具 有 划 时 代 的 意

义，是人类从被动利用天然材料

到改变天然材料并加以利用的划

时 代 性 进 步 。 兴 隆 洼 文 化 的 玉

玦、贾湖遗址出土的骨笛，又分别

从礼祭器和乐器两方面向人们展

示中国礼乐文化的源头和久远的

历史。这既是中华文明创造性的

突出表现，也是中华先民贡献给

人类文明的宝贵财富。

源于良渚文化的玉琮，在石峁

文化、陶寺文化中继续出现。来自

东方的陶鼎逐渐成为中华礼器的

重要元素，进而成为王权的象征，

再对比夏商周时代的青铜、玉石质

地的礼乐器，以及宋代的大晟钟、

清乾隆时期的鎏金编钟、玉编磬，

展示了中华文明代代传承发展的

线索。从新石器时代写、刻在陶器

上的符号和文字到金文、石鼓文和

简牍，可以看出文字的发展逻辑，

而出土于里耶古城的“更名方”简

和秦始皇诏令权、量等文物更是秦

代统一文字和度量衡的实证。

从新石器时代重瓣花朵式多元一体的中国文明格局，我

们可以明白，仰韶文化和龙山文化的分布和影响区域的扩

大、文化共同体与经济共同体的形成，已开始了中国走向统

一的历史进程。继之而来以青铜文明表现商、周文明和秦汉

的统一，正是中华文明传统的凝聚力和统一性的自然延伸。

“殷因于夏礼，所损益，可知也；周因于殷礼，所损益，可

知也；其或继周者，虽百世，可知也。”2000 多年前的智者，正

是通过周代以前文明的沿袭、损益的情况，明确指出夏商周

文明的连续性，并进而指出千秋百世后中华文明的绵延不

绝。铁器时代的到来和生产力水平的发展，极大冲击了旧有

社会秩序，出现了所谓的礼崩乐坏，孔子代表的儒家思想及

诸子学说百家争鸣就是在这一社会剧变的大背景下出现的。

大约同一时期在世界主要文明区域，也涌现出众多伟大的思

想家。这些中外思想家都在总结过去、思考未来之路，其思

想对社会走向产生了深远影响。汉朝建立，为了长治久安，

重视政治文化和思想理论建设，儒家学说因倡导包容、入世

和遵从社会秩序，越来越受到重视并成为国家的首选。经西

汉近百年的努力，形成了一个全新而且是统一的汉文化。

第二单元“化成天下”展示儒家思想在塑造中国文化特

质方面的作用与价值，以及由此造成的中华文明包容、入世

的特点。单元选名语出《周易》“观乎人文，以化成天下”。但

何以化成？即在于人的努力和教育的成功。

展出的汉画像石图像，既有孔子问道老子、项橐的场景，

也看到周公辅成王的画像，“好古”“敏求”向古人学习、向他

人学习，孔子的思想基本是对上古以来的归纳学习，是在总

结先人成败教训后的“述”。孔子之后，贤达辈出，儒家思想

代表的中国哲学、伦理才得以传承发展。两汉经学、魏晋玄

学、宋明理学、清代朴学等，既是儒家思想在各不同历史时期

的阶段表现，也是儒家思想因时而变的结果，表现形式虽异，

但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包容、入世思想一直居于主流。

在展品中，通过清宫收藏的西洋风景玻璃画、雍正时期

艺术品生产中学习西方透视学的技法，以及把西方生产的天

文仪器等列为国家标准礼器并编入《皇朝礼器图典》，表明近

世以来，中国社会在一些方面对西方文化的学习与包容。

部分展品重点强调儒家在提倡教育、培养人才方面的贡

献。从日本大阪美术馆借来的明星展品《伏生授经图》相传

为王维所作，讲述经秦人焚书后博士伏生以一己之力传授

《尚书》使中华文脉得以延续的故事。七块熹平石经、正始石

经残碑，则诉说着印刷术盛行之前东汉、曹魏官府推广教育

的功业，以及教育、知识传承之路的坎坷。

第三单元“万世师表”，展示儒家思想对中国传统教育的

贡献、在促成民族文化认同方面的作用，以及儒家学说在东

方儒家文化圈形成过程中的积极作用和传入欧洲后的影响。

“有教无类”教育理念不仅推动教育普及，为隋唐以来科举选

拔人才提供了可能，并进而发展成为世界范围内的考试选拔

制度，而且让来自不同族群的人都可能通过学习提高自身民

族文化素质。在展厅可以看到，各种儒家经典在清代被译成

满文、藏文、蒙古文等多种文字，用于教育人民。

来自韩国国立民俗博物馆的文字图屏风由“孝悌忠信

礼义廉耻”八扇组成，图文结合，将儒家思想作为主题绘于

其上。另有一件展品则是欧洲传教士把儒家思想传回欧洲

后在 17 世纪的出版物上的孔子像插图。历史上，以孔子儒

家思想为纽带，中国与世界很早且很好地开展了交流与交

往。直到今天，博大精深的儒学也是中国与世界对话的纽

带，是人类文明的共同财富。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价值观，包括仁爱、民本、诚信、正

义、和合、大同、天人合一、道法自然等，儒家倡导以此修身

齐家治国平天下。《礼记》中“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就是这

种价值观念的具体表达，这也是展览名称的来源。

（作者为故宫博物院研究馆员、“大道之行——儒家文

化特展”策展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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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学术课题为主导，多学
科联合攻关，是殷墟考古的传
统。从碳十四年代测定、动植
物考古、残留物分析到环境与
人 地 关 系 、资 源 与 生 业 技 术 ，
科技一直助力殷墟考古。

殷 墟 对 年 轻 人 有 无 穷 的
吸引力，不仅因为它可以让你
研究一生，更因为殷墟考古塑
造了中国考古学鲜明的个性，
形 成 了 中 国 考 古 学 的 优 良
传统。

图①：孝民屯铸铜作坊出土的铜圆

尊陶范。

图②：妇好墓骨笄。

图③：洹北商城考古队在田野发掘。

图④：殷墟博物馆的车马遗迹展。

以上图片均为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

研究所安阳工作站提供   
版式设计：张芳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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④④ 《伏生授经图》（局部）。 故宫博物院供图   

本社社址：北京市朝阳门外金台西路 2号   电子信箱：rmrb＠people.cn  邮政编码：100733   电话查号台：（010）65368114  印刷质量监督电话：（010）65368832  广告部电话：（010）65368792  定价每月 24.00元    零售每份 0.60元   广告许可证：京工商广字第 003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