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聚落与城市考古

二里头遗址及其周边区域的聚落考古学研究

作者： 许宏  发布时间： 2007-05-25  文章出处：中国考古网

                      
二里头遗址是中原文明的腹心地区——洛阳盆地的一处超大型聚落。遗址的主要文化遗存属二里头文

化，时代约为距今3800～3500年。自1959年发现以来，发掘工作持续不断。这里发现了迄今所知东亚地区最

早的大型宫殿建筑群、最早的宫城遗存、最早的青铜礼器群、最早的铸铜作坊和绿松石器制造作坊。它是当

时中国乃至东亚地区最大的城市，以其为典型代表的二里头文化则是东亚历史上首次出现的“核心文化”。

一般认为，这里是迄今可确认的中国最早的王朝都城遗址。因其存在时间和所处地域与古典文献中所载夏、

商王朝大致对应，成为探索中国早期王朝文明的重要对象。 

近年，围绕中原地区社会复杂化进程研究，我们将探索二里头遗址尤其是其中心区的结构布局作为田野

工作的重点，同时，又对其所在的洛阳盆地进行了大规模的区域系统调查。这种“点面结合”，即中心性都

邑遗址的勘察发掘与周围聚落群调查和研究相结合的工作方法，使我们得以在数年内有限的田野工作中获取

了较多的有关聚落形态、社会结构与人地关系等方面的信息。 

 
二里头遗址布局结构的探索 

最新勘察结果表明，遗址的现存面积约300万平方米，由中心区与一般居住活动区组成。以宫殿区为核心

的中心区域位于遗址东部。我们在原来已知的宫殿区外围发现了纵横交错的大路，发现了宫城，基本搞清了

宫城城墙及道路的范围、结构和年代，确认了二里头文化早晚期大型夯土基址群的存在。此外，还发现了成

组的贵族墓葬、绿松石器制造作坊等重要遗存。 

宫殿区外围发现的四条大路宽达10余米至20米左右，长期延续使用。宫城平面略呈纵长方形，面积达

10.8万平方米。宫殿区内已发掘的大型建筑基址达9座。发掘确认二里头文化早期即有多重院落的大型夯土基

址，晚期的宫城内至少存在两组具有明确中轴线规划的大型建筑基址群。 

 

二里头遗址周边区域的系统调查 

纵横交错的中心区道路网、方正规矩的宫城和排列有序的建筑基址群，表明二里头遗址是一处经缜密规

划的、布局严整的大型都邑。它是迄今可以确认的中国最早的具有明确规划的都邑遗址，其布局开中国古代

都城规划制度的先河。 

2001年至2003年，我们对以二里头遗址为中心的洛阳盆地中东部进行了系统踏查，踏查面积约638平方公

里。调查的遗存年代跨度限定在先秦时期，即新石器时代的裴李岗文化时期至战国时代。调查中新发现遗址

174处，占该区域已发现遗址总数的78.4%。此外，我们还对调查区域内的古河渠遗迹以及地貌与人类遗存分

布的关系进行了初步考察。 

从聚落形态的演变过程看，二里头遗址所在的洛阳盆地自史前时期以来一直属人口密集分布区，但仰韶文化

和龙山文化时期最大的遗址的面积仅60余万平方米，而超大型聚落——二里头遗址的出现具有划时代的意

义。上述田野工作及进一步的研究，对探索该地区社会复杂化进程将起到积极的作用，同时,它也通过在古今

人口稠密区的考古实践丰富了系统区域调查的方法论。 

 

注：本文是作者在2005年9月“中瑞考古学论坛”中发言的摘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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