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关于盘龙城的性质

摘要：二里头文化至中商文化之间的盘龙城，到底是一个地方方国还是属于中原王朝政治系统之下？
这是一个长期受到讨论而没有一致看法的问题。基于盘龙城一直保持着中原文化特征，也考虑到盘
龙城及其周边聚落在区位、分布以及衰退等方面的一致性，本文认为盘龙城是中原王朝直接控制长
江中游地区的中心城市，其人群主要来自中原地区。盘龙城的废弃，意味着中原王朝控制南方从方
式到策略的改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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盘龙城的性质，是指盘龙城聚落在夏商
时期的社会属性。因为盘龙城的重要性，其性
质一直以来为学界和社会所共同关注，我们
过去也对这方面的学术史做过专门的回顾[1]。
这些年，到盘龙城访问的学者们仍然不断提
出这样的问题：盘龙城到底是属于中原王朝，
还是独立性更强的土著方国？目前盘龙城大
遗址考古工作正在进行中，特别是国家文物
局组织的“考古中国”大课题正在实施中，对
盘龙城性质的再思考，仍然是必要的。

1974和1976两个年度，湖北省博物馆和
北京大学等单位对盘龙城进行首次大规模的
发掘，发掘者当时就发表《盘龙城1974年度田
野考古纪要》，从“城墙的营造技术”“宫殿的
建筑手法”“埋葬的风俗”“青铜工艺”“制玉
工艺”“制陶工艺”等六个方面，讨论了盘龙
城与郑州商城的关系，认为“盘龙城的二里冈
期商文化，则同黄河流域的商文化存在着高
度的统一性”[2]。这些讨论都是基于考古工作
所揭示的材料，但六个方面的落脚点却是对
社会、生产层面的认识，体现了作者的高度。
目前，我们对盘龙城文化性质的认识，基本上

也仍然是在此框架之下的。
当然，盘龙城大规模发掘后，学界现时对

商代社会的认知已经大幅提高，这也让我们
得以看到商时期盘龙城与中原王朝政治中心
郑州之间更多的内在关联。比如，学者注意到
商人重视东北方位，宫殿区的位置选择、宫殿
建筑和墓葬方向都有偏向东北的习惯[3]。盘龙
城城垣内一号和二号宫殿的位置和方向，以
及大部分墓葬的朝向，都合乎这一习惯。殉人
和设置腰坑也是商人的常见习俗，且在族群
上表现出排它性，盘龙城墓葬也有这样的葬
俗。此外，盘龙城还和郑州商城、偃师商城一
样，将青铜器、陶器打碎埋入，即碎器葬 [4]。在
墓葬随葬品方面，盘龙城不仅和郑州一样，都
主要以青铜器和玉器作为礼器，来表明墓主
的社会身份与等级，还使用相同的器用方式，
进一步明晰贵族身份与等级的高低。青铜器
中，以觚、爵、斝为组合方式，组合套数的多寡
体现等级的高低。玉器中，戈和柄形器作为礼
器，玉戈的大小和数量的多寡都标志等级的
高低。盘龙城礼器的器用，从材质、器类、器形
到体现方式，都与中原政治中心保持了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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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以上埋葬等社会习俗、礼仪性方式，都是
社会价值观念的体现，反映出盘龙城所代表
的人群与郑州商城所代表的商人群体的社会
认同，说明了二者在“知识体系和价值体系的
一致性”[5]。

盘龙城与中原地区如此的一致性是一直
持续的。关于盘龙城对应中原地区考古学文
化年代，略有争议，一般认为是从二里头文化
末期持续至中商文化花园庄期。如此，按照目
前碳十四测年体系，盘龙城延续的绝对年代
约在公元前16世纪至公元前13世纪。根据《盘
龙城》发掘报告的分期和文化因素分析 [6]，盘
龙城各阶段陶器、青铜器的特征，基本都与郑
洛地区对应时期的器类、器形特征相同。可以
注意到，每当中原政治中心地区出现新的器
物风格———无论是陶器、青铜器还是玉器，盘
龙城同类器物都会保持与此之一致的变化。
这也就是说，盘龙城所延续的300多年的时间
里，一直都在保持与郑州地区文化同步的更
新，二者的关联是持续不断的。从历时性的角
度而言，这种一致性说明盘龙城与其时政治
中心的关联是内在的。

盘龙城除了表现出与中原文化直接的关
联之外，其实也缺乏作为土著文化的基础。约
在公元前2000年前后，长江中游地区新石器
时代末期的石家河文化走向衰落，并受到来
自中原地区文化的强烈冲击[7]，由此形成不甚
发达、势力不强的肖家屋脊文化 [8]。肖家屋脊
文化延续时间不长，随后在长江中游地区几
乎不见踪迹，残存势力还在湖南澧县孙家岗
等不多的地点可见。这意味着，史前文化在长
江中游地区的发展走到了尽头。因此当公元
前1700年前后二里头第二期文化再次南下
时，在长江中游地区面对的几乎是无人之境。
二里头文化扩张至盘龙城等地，所形成的物
质文化面貌较之典型二里头文化略有区别，
但这个区别只是文化传播的本土化体现，而
几乎没有受到当地原有土著文化的影响。在
盘龙城，《盘龙城》考古报告所列最早阶段陶
器器类基本都与二里头文化相同，只是在器

形、陶质陶色方面有明显不同。盘龙城第一、
二期陶器中只在杨家湾见有一件红陶杯，这
件器物与石家河文化同类器形制相同，但这
样的孤立还很难说是承袭了石家河文化的传
统。二里冈文化在盘龙城地区继承了二里头
文化，并在此继续发展，延续至中商文化白家
庄期。在此期间的文化面貌，也仍然一如二里
头文化时期中原文化来源的局面。这一时期
明确的来自南方地区文化因素，是印纹硬陶
和原始瓷等。但显然，这些更可能是传输产
品，而与社会的人群构成无关。

从地理格局上看，盘龙城的出现，与中原
王朝控制长江中游地区直接相关。盘龙城的
区位选择应该是基于宏观的空间布局而设计
的控制节点，而非小区域内自然选择的农业
聚落。一方面，盘龙城所在的地理位置，既处
于沿京广铁路一线南北交通的古今通道上，
又是汉水与长江交汇之地。这样的位置，既是
夏商中原王朝南下长江流域的直接要冲，又
可作为区域中心直接辐射长江中游乃至更为
广大的地区。另一方面，盘龙城一带处于长江
之北的大别山余脉，地形多为低丘坡地。原生
堆积主要为第四纪网纹红土，此类土壤贫瘠
且酸性较强，并不适合农业及农业人口的聚
集生存。因此，除了与中原文化关系密切的夏
商周时期遗存之外，盘龙城一带的古文化活
动不甚频繁。在盘龙城遗址完全不见新石器
时期遗存，夏商时期聚落废弃之后，直到两宋
时期才可见一些人群活动迹象[9]。明代武汉城
市大大发展，盘龙城才开始形成较多常居人
口，在大邓湾、小王家嘴等地发现有较多明代
至晚清时期墓葬[10]。可以认为，盘龙城地区的
地理环境并不十分适合古代农业人口的居民
生活，这是我们讨论盘龙城遗址性质时值得
注意之处。

长江中游地区聚落分布也显示出盘龙城
作为控制长江中游地区的中心城市这一性
质。盘龙城遗址面积3.95平方千米，在其繁盛
阶段的二里冈文化晚期，聚落面积至少超过2
平方千米，这无疑是当时南方最大的城市。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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龙城周边还分布有多个聚落，在盘龙城之北
的今黄陂、孝感、大悟等地，分布有数十处大
小不等的同时期聚落，暗示盘龙城和这些聚
落向北的关联。与此同时，盘龙城向东、向西
两线，分别分布着规模不等的多个聚落[11]，其
中东线有黄梅意生寺、九江神墩等，西线有岳
阳铜鼓山、江陵荆南寺等。这一时期既有规模
明显较大、面积在5万平方米以上的小型城市
如意生寺、云梦小王家山等，也有规模较小、
面积在5万平方米以下的小型聚落如盘龙城
近旁的阳逻香炉山遗址。这意味着盘龙城之
下还设有二、三级聚落，由此形成垂直管理系
统，显示出二里冈文化时期中原王朝对南方
的强势控制。这些聚落不仅在文化属性上都
属于中原文化，而且在聚落位置的选择上，也
与此前长江中游地区新石器时期居民点都有
不同，表明两个不同时期居民不同的社会属
性。此外，在盘龙城废弃后，长江中游地区相
关聚落也大部分联动性地消失[12]。显然，中原
王朝当时是对南方进行网络式控制，盘龙城
是其中等级最高的中心城市。

盘龙城近年的考古工作进展，也进一步
明晰该城市生产与生活场景。目前，盘龙城尚
未发现农业生产遗迹，只见少量农业生产工
具，生计上存在依赖外在供应的可能。石器工
具也是输入型[13]，这些低端生产产品应该是在
近距离范围完成。盘龙城小嘴遗址发现铸铜
遗存，显示当时的铸铜作坊面积可能大于
2000平方米，可生产青铜工具、容器等。考虑
到盘龙城青铜器形制与中原地区几乎完全相
同的因素，青铜器生产作坊的技术人员应该
是来自中原政治中心。青铜器生产则说明在
高端技术和金属资源组织上，盘龙城还有着
进行复杂的社会运作能力。盘龙城陶器器类、
器形特征与中原文化基本一致，但存在一些
地方性特征。在陶质、陶色方面，盘龙城陶器
多为红褐陶、火候较低；在器类方面，中原文
化少见的红陶缸在盘龙城占有近半数；盘龙
城鬲在裆部、口沿等细部特点一直比较特别，
比如口沿多为较窄的折平沿，口沿外侧常常

有一条凸棱。在与中原文化陶器同步演进的
前提下，这些带有地方传统的陶器特征，暗示
盘龙城当地原居民的存在。

至此，我们大致可以推测，盘龙城在二里
头文化向南方扩张时开始形成，并在二里冈
文化时期得以巩固。其居民也是来自中原文
化族群，但其构成又有两个部分，一类是不断
南下的新居民，包括级别较高的贵族、工匠等
技术人员。这些群体作为新鲜血液不断注入，
使盘龙城文化保持与中原地区的同步发展。
另一类是南下后的人员及其后裔，他们继续
在盘龙城生活，构成原居民。这些群体造就了
盘龙城物质文化传统，但仍然不是“土著”居
民。如果这样的推测方向不误，则我们可进一
步认为：盘龙城最高首领以及部分高层贵族，
应该是由中原王朝任命并很可能是直接来自
政治中心地区；与盘龙城对应的长江中游地
区中原文化聚落，人群的主体与盘龙城接近；
基于上述人群以及盘龙城的性质，中原地区
的二里头———二里冈之间如果发生社会变
局，在南方没有也不会发生对应的反映。

那么，盘龙城是否是为中原王朝擭取长
江流域青铜资源而设立？答案是否定的。近年
来中条山一带发现多个二里头到中商文化时
期冶炼遗址表明，中商文化之前，这里是中原
王朝铜资源的主要来源地。长江流域目前只
在靠下游的瑞昌铜陵发现早至二里冈文化晚
期的矿冶遗存，换言之，在此之前长江流域铜
矿带可能并未得到开发。这样，年代更早的盘
龙城就一定不是为了铜矿资源而设立。实际
上，地域上的扩张是早期国家政治发展的一
个突出的特性，获取资源有时只是扩张下的
副产品。

值得注意的是，盘龙城废弃后，中原文化
势力并未完全消退。在黄冈下窑嘴、随州淅河
都发现有略晚于盘龙城的中商文化青铜器
群。此类青铜器西至枝江、向东在阜南台家寺
都有发现，显示出商王朝势力的存在。与此前
盘龙城所代表的商文化聚落不同的是，这些
聚落规模往往不大，但青铜器所代表的等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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往往较高，一些地点如阜南台家寺、黄陂郭元
咀具有铸造青铜礼器的生产能力。一些地点
出土的青铜器如台家寺龙虎尊、郭元咀折肩
兽面纹瓿都有一些南方地方特征，陶器中也
有较多的地方文化因素。尤其这些聚落地理
位置选择与此前盘龙城系列的不同，表明其
居民的主体与此前不同。这些表明商人在中
商文化中晚期阶段执行了一个不同于盘龙城
的控制模式，这一模式似乎给予地方更多的
自主权，很可能给南方带来了青铜文化的独
立发展。在此之后，新干大洋洲、广汉三星堆
等地域青铜文化崛起，长江流域文化进入了
一个全新的发展阶段。

明确了盘龙城属于中原政治系统的性
质，可以更好地理解盘龙城在长江流域文明
进程的地位与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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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n the Nature of the Panlongcheng Site
Zhang Changping

(Wuhan, Hubei 430072)

Abstract: Was the Panlongcheng site that existed between the Erlitou and middle Shang cultures a
fangguo-vassal state? Or was it under the political control of the Shang King in the Central Plains? This
is a question that scholars have long debated on but reached no consensus. Given the fact that elements
of the Central Plains are clearly noticed at Panlongcheng, and that Panlongcheng and settlements sur-
rounding it showed consistence in site location and distribution as well as in site occupation history, the
present paper proposes that the Shang King in the Central Plains took direct control over Panlongcheng,
which was a key city in the middle reach of Yangtze River valley. It is believed that inhabitants of Pan-
longcheng were immigrants from the Central Plains. The abandonment of Panlongcheng implies that the
Shang King of the Central Plains completely changed his strategies in controlling the present-day South
China.

Keywords: Panlongcheng, the middle reach of Yangtze River valley, the Central Plains, nature of
socie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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