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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 年 12 月 5 日至 7 日，由武汉市人民

政府、湖北省文物局和武汉大学共同主办的

“盘龙城与长江文明国际学术研讨会”在武汉

黄陂盘龙城经济开发区召开，来自中国、美国、

加拿大的 90 余位国内外代表参加了会议。本

次会议共收到与会学者提交的学术论文49篇，

议题广泛。会议期间，学者们就盘龙城遗址的

发现与研究、盘龙城与中原等不同地区文化关

联、其他地区夏商考古研究、以及器物制作工

艺等问题进行了充分讨论。现将本次研讨会

的主要内容作简要综述。

一、盘龙城遗址的发现与研究

为了配合盘龙城大遗址保护，盘龙城在经

过了上世纪多次考古发掘之后，新世纪又开展

了新一轮的考古工作。

近年来盘龙城遗址的考古工作收获，主要

集中在杨家湾遗址和盘龙城城垣。2006 年杨

家湾杨家湾岗地南坡发现了一处编号为F4 的

大型建筑基址，年代稍晚于二里岗上层一期。

由于基址保存较差，为了进一步探查 F4 的范

围和布局，2013 年，又在F4 北面和西面进行发

掘，并分别发现有与基址相关的灰沟，根据这

些发现和F4 柱坑分布、走向等判断，该建筑应

该为西北-东南方向，其面阔约 40多米，进深约

10 多米，基址规模、柱坑大小都与盘龙城城垣

内发现的F1 大致相当，建筑等级也可能接近。

在对 F4 发掘过程中，还发现 7 座墓葬，其中

M17 、M19 规格较高。M17 随葬有镶嵌绿松

石和金片的兽面纹饰件，是中原文化系统迄今

所见器形完整的、年代最早的金制品。M17 还

出土一件口似爵流，器身似觚，器鋬似斝的青

铜器，根据 M17 伴出爵、斝的情况来看，此器

从组合上应该是作觚类器使用的。M19 墓室

较大，但随葬品不多，其中随葬的玉器有明显

的碎器现象，玉戈断为两截，置于墓室中部，玉

刀分为四块放置于墓室中部和西北角。一件

玉器碎片被分别放置于墓坑和腰坑中，这是盘

龙城墓葬中常见的碎器葬现象中的一种。配

合盘龙城这类大遗址保护的考古工作需要一

个多年的指导思想和规划。为此，2014 年盘龙

城遗址布设了三维控制网，能够对遗址范围内

的遗迹、遗物进行精确定位。在控制网的精确

定位基础上，通过对盘龙城遗址进行精确三维

数据的钻探，可建立盘龙城不同时期的地貌模

型，并由此观察盘龙城地理环境的变化。在盘

龙城城垣及其城壕的勘探工作中，首次精确定

位了城垣和壕沟的位置，为城垣复建和展示提

供了考古依据。

未来盘龙城的考古工作，将会在配合大遗

址保护和深化学术研究的背景下进行。张昌

平先生提出可用测绘、勘探等方式廓清盘龙城

遗址遗存布局及其年代变化，谈到接下来盘龙

城的工作，一是会对已有资料重新研究，如盘

龙城青铜器的生产地、陶器和印纹硬陶与中原

的关系等，二是给大遗址保护提供考古工作支

持。

对盘龙城的研究，年代分期、族属、性质等

传统问题依旧是讨论的重点。盘龙城发掘报

告将盘龙城分为七期，建立了较为完整的年代

框架，但学术界一直有一些微调的意见。此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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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议上，徐少华先生提出盘龙城最晚的遗物可

晚至殷墟一期，也就是原报告的第七期还可分

离出第八期。对于盘龙城族属，一般认为与中

原二里岗文化属于同一族系。贝格立先生认

为盘龙城出土与郑州二里岗相同或者类似的

铜器，说明商人在这里建造城市，并带来了来

自中原的各种工匠与技术。王劲先生注意到

了盘龙城城址的建筑方法来自中原文化，认为

盘龙城是商人向长江流域扩散的一个重要中

心。不过，刘森淼先生提出，盘龙城有相对独

立的控制区域，虽然受到二里岗文化的影响，

但两者之间的差异还是相当明显，它的创造者

应该是当地的荆楚民族。从上世纪 70 年代以

来，盘龙城的性质一直有军事据点说、方国都

城说等不同观点。在此次会议上，李伯谦先生

就指出，长江中游地区文化在石家河文化后期

受到了中原文化的影响，导致了自身文化的衰

落，而盘龙城的出现，可能是由最初扩张的军

事据点，逐渐稳定后形成的城市。张国硕先生

从盘龙城人工建筑的防御设施和自然屏障的

角度，提出盘龙城是具有军事重镇功能的商代

方国都城。孙华先生则认为，盘龙城城址的结

构和形态与郑州商城周围带城墙和大型建筑

群的二级城址非常相似，是商王朝委派流官到

地方进行管理的政治中心。无论如何，盘龙城

的出现与商王朝经营南方有重要关系，是学者

们的共识。

在对盘龙城遗存的研究中，郭明先生对盘

龙城遗址商代大型建筑特点进行研究，认为盘

龙城建筑的廊庑与主体殿堂不是相连的，檐柱

外的擎檐柱、用碎陶片专门铺设的散水设置等

都是盘龙城建筑区别其他建筑的独特之处。郜

向平先生在会议上谈到了盘龙城商代墓葬的

特点之一，就是墓葬面积总体偏大，且以贵族

墓葬为主，所出的青铜兵器较为突出，有较强

的军事性。另外墓葬等级和个别葬俗存在一

些差异，似乎意味着盘龙城居民内部有更细致

的分群，是以小型的亲缘群体为基本社会单位

的。陈树祥先生从盘龙城商代出土陶器、硬陶、

青铜器、玉器等看物质文化内涵，认为其觚、爵、

斝的器物组合埋葬年代比郑州二里岗要早，且

从这些器物的矿料来源看，盘龙城的一项功能

就是对江南地区铜矿进行掠夺。

二、盘龙城与中原等其他地区文
化的关联

盘龙城作为二里岗文化时期长江流域最

大的城市，既和中原地区文化保持着密切的关

联，又对长江地区文化产生了重要的影响。贝

格立先生认为，长江流域制造青铜器至少开始

于二里岗时期，可能正是因为青铜器制造技术

扎根于盘龙城，然后才会传播到南方更远的地

方，因此盘龙城是一个青铜时代早期文明向南

扩散的基点。史可安先生则继续提到盘龙城

并不是商文化在南方的唯一据点，铜陵和瑞昌

等矿冶遗址也可能是其他类型的据点。他认

为便利的水利交通、充裕的木材燃料、食物供

给以及丰富的矿藏，将青铜铸造技术带到南方

更多广大地区，在二里岗文化撤退之后，当地

人学会了青铜开采和冶铸技术，并快速发展追

赶上北方。

施劲松先生则提出以知识体系和价值体

系这样的新模式来认知中心文化对周边文化

的影响。知识体系指对生活实践的经验总结，

比如盘龙城的建筑工艺、青铜铸造技术等；价

值体系指对观念的选择和判断，比如随葬品的

组合方式、建筑和墓葬的朝向等。他指出盘龙

城的知识体系与价值体系与商文化核心基本

一致，可以看出其文化直接由二里岗发展而

来；而南方其他遗址，如吴城与新干在知识体

系上与二里岗文化较为接近，而价值体系则不

太一样，说明其受地方土著和商人南下的双重

影响。这样的比较可以说明盘龙城其实是商

文化在南方本土化的一个类型。也有部分学

者提出了与中原文化中心相反的观点。郭立

新等先生认为从碳十四数据来说，盘龙城年代

可能早到二里头一、二期或者更早，另外盘龙

城的青铜器不论数量还是质量都要比郑、洛地

区多，某些陶器形态在盘龙城更早出现，因此

盘龙城应该是作为政治文化中心，向北扩张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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响到了二里岗文化。

盘龙城作为商文化在南方最重要的传播

地点，对推进长江文明的发展起着重要的作

用。饶华松先生从荞麦岭商代遗址出土的陶

器、铜器等角度观察，发现其与盘龙城遗址出

土遗物极其相似，其出土的一件盆形鼎与盘龙

城王家嘴第 6 层所出的盆形鼎相似，所出的陶

豆、陶鬲在盘龙城的第三期也可找到相似器

物，这也许可以说明盘龙城类型商文化对赣北

地区有极大影响。李昆先生从文明起源的要

素，即城市、青铜器、文字等方面思考，认为盘

龙城和吴城遗址都有城墙和宫殿、祭祀遗迹、

发达的青铜铸造业，并且两者出土的陶器上都

有刻画符号，这些丰富的考古发现说明，这两

个遗址在长江文明进程中起到了重要作用。万

娇先生通过对城洋青铜器群源流分析，认为盘

龙城青铜器中的觚、尊、罍、盘、鬲与城洋青铜

器有一些相似之处，所以盘龙城铸造铜器的人

群可能存在着一个流散的过程，其中有一部分

可能就流散至汉中地区。

三、其他地区夏商考古研究

未来的盘龙城考古工作与研究，多会放在

一个大的空间视野下进行。此次会议中，部分

学者也就中原地区、黄河下游地区和江淮地区

夏商时期文化展开研究。

许宏先生从中国古代都城形态讲起，认为

从二里头时期开始直至西周时代，中国的邑都

呈现出“大都无城”的状态，即都城不设外郭

城，对外防御设施相对弱化，但二里岗时代的

城址大多围以城垣，有极强的防御性，形成了

特有的聚落景观。侯卫东先生提出郑州商城

的布局大致可以分为内外两个单元，其由内到

外的布局方式与殷墟的社会组织方式类似，可

能由若干族邑组成，但目前暂时还无法区分出

内、外城的准确分布范围。荆志淳先生对殷墟

城市化进行观察，认为殷墟时期遗物、建筑的

类型和风格经历了从繁杂多样到逐渐简单的

过程，反映社会人群由开始复杂到后期稳定的

逐渐转变；另一方面，殷墟非本地风格的陶器、

建筑等可能代表迁徙而来的外人，因此殷墟可

能是以二里岗为主体，并融合多种外来因素而

产生的。部分学者还从文化面貌等角度考察

殷墟。岳占伟先生认为殷墟整个布局的方式

是聚族而居、聚族而葬，殷墟文化第四期的墓

葬在各个墓地中数量占绝对的优势，第四期的

居址、手工业作坊区也发现较多，这些都说明

殷墟即使在最晚阶段，仍然没有衰落的迹象，

而应该是一个人口众多、繁荣昌盛的大都会。

一些地区近年的考古工作，给本次会议带

来了新的资料。2014 年济南大辛庄遗址发掘

发现有水井、陶窑以及墓葬，还发现有与祭祀

相关的建筑遗存，遗址出土物中印纹硬陶和原

始瓷器、卜骨与卜甲，以及与铸铜相关的陶范、

吹管、浇缸等，都非常值得注意。武汉大学近

年对安徽古堆桥和台家寺商文化时期遗存进

行了考古工作，两处遗址都属于二里岗上层到

晚商偏早，古堆桥等淮河流域遗址多为墩台类

遗址，面积虽然较小，但发现有建筑基址、铸铜

等社会等级较高的遗存。台家寺遗址过去发

现有龙虎尊等重要青铜器，今年发现的大型建

筑基址，也与其社会地位匹配。

四、器物制作工艺研究

器物制作工艺研究是深化考古学研究的

一个发展方向，此次会议上有多位学者对夏商

时期陶器，特别是青铜器的制作进行了细致的

观察与分析。在青铜器工艺研究上，范制技术

和连接技术是两个方面。

中国青铜器的铸造技术特征之一就是运

用陶范铸造生产，围绕陶范和范型技术的研

究，可以看作是青铜器铸造技术研究的基本方

面。此次会议上，李永迪先生以安阳孝民屯出

土的陶范为出发点，认为这些陶范与戴家湾和

石鼓山出土西周早期青铜器特征相同，这样的

现象可能暗示上述西周早期青铜器是在殷墟

生产的，殷墟青铜作坊的运行有可能一直延续

到西周时期。常怀颖先生指出当前学术界对

于陶范、模上的“定位线”概念相对模糊，他认

为定位线可控制翻范、合范、纹饰带以及范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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芯座的相对位置关系，确保陶范在脱模时使外

范分割准确，此外也可以在浇铸时，避免外范

组合在一起时可能发生的错位。陈建立先生

认为，当从世界范围的角度看待金属技术起源

问题时，可以明确冶金、陶范等技术最早起源

于西方，而西亚地区和中国发现的采矿石锤、

鼓风管、石范等与青铜器铸造有关的工具在形

态和功能上都有相似之处。范铸技术是从西

方起源并传播到了中国，而后在中国完成了本

土化的历程。

连接技术是青铜时代早期制作器形复杂

青铜器的重要技术手段。苏荣誉先生讨论了

盘龙城青铜器铸接工艺的源流，他认为后铸铸

接工艺是在南方地区发明并成为当地青铜器

的一个重要技术特点，掌握后铸技术的工人后

来到了安阳并使用这些技术铸造了殷墟青铜

器。刘煜先生介绍了殷墟青铜器连接技术的

不同方式，并指出殷墟有与盘龙城相似的铆接

技术，但这样的技术是不是起源于盘龙城，还

不敢肯定。

正如刘绪先生在最后的会议总结中所言，

本次研讨会呈现出一些鲜明特点。从参与人

员看，与会的专家学者老、中、青结合，不仅有

大陆、台湾学者，也有国外学者参与。从会议

内容看，涉及到盘龙城遗址研究的各个方面，

包括遗址的分期、族属、性质，遗址的遗迹遗物，

以及和其他文化的关联等，也有其他地区的考

古发现和研究、器物的制作工艺研究、遗址公

园的建设方法等。从研究方向看，传统的类型

学分期研究较少，更多的学者从诸如器物的制

作技术、文化的源流与交流过程等方面为切入

点进行研究，这样的情况也许是未来考古学研

究发展的一个主流趋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