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长江流域区域文明研究是中华文明多元一体演进格局研究的重要组成。早在史

前时期，长江中下游就先后出现良渚文化、石家河文化等多个区域中心文明；至商时

期，长江中上游的广汉三星堆、新干大洋洲、洞庭湖周边等多个地点或地区都发现有

地方青铜文明。长江流域的文化背景、社会形态、文明化进程、动力机制、互动交往，以

及此区域文明如何参与中华文明“一体化”进程等都是备受关注的热点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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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北大学豆海锋教授的《冲击与调适：长江中游商
代文化与社会演进的考古学观察》一书，便是近年来运
用考古学方法，研究商代长江中游区域文明的重要成
果。作者长期耕耘于长江流域商代考古研究，参与当地
田野考古工作，对材料非常熟悉，目前已发表系列研究
文章，这本书是其中最为系统的代表性成果。长江中游
凭借地势开阔、铜矿资源丰富、水陆交通便利等自然地
理和资源优势，长期处于中原与长江流域之间，以及长
江流域内部文化、经济、政治交往的核心地带。区域内
文化面貌复杂，阶段性变化显著。书名中的“冲击”与

“调适”，主体分别是外来者和土著，揭示出商代此区域
内文化与社会发展的关键特点，即多元文化碰撞和本
土调适之间的相互作用。

基于对相关考古材料的全面收集和系统研究，书
中构建起长江中游商代考古学文化的时空框架，理清
了区域内的文化序列和谱系关系。结合文化因素构成
的动态变化，考察了文化演进的方式和特点，以及不同
文化间的互动关系。结合自然地理环境，运用陶器风格
追踪到文化交流的具体路线。扎实的材料分析，层层推
进的论证，准确勾勒出长江中游商代文化的动态演进
史。该书将长江中游商代遗存整体划分为五期十段，分
期与中原商文化分期体系相对应，为跨区域文化互动
的讨论提供了年代基础。依据自然地理区划和文化特
征，将长江中游分为三大区域：江汉地区、洞庭湖和鄱
阳湖水系区。三个区域内又被细分出 18个小的地理单
元。该书详细揭示出发展不平衡的各个单元内的文化
序列和演进路径。并且阐释了差异形成的原因，除本土
地方传统影响之外，更重要的是各单元受中原商文化
影响方式和交流程度的区别。

书中对考古学文化地方类型的区分是多层次结构
的。比如意生寺类型、铜鼓山类型和龙王岭类型，被判
断为商文化盘龙城类型的次级类型。这些遗存主要分
布在早商时期的江汉东部及邻近地区。多层次结构的
划分，不仅使考古遗存的性质判定更为准确，也为文化
现象背后动因的讨论提供了结构性的证据。结合次级
类型的选址特点，书中还对中原商王朝在长江中游的
经略方式提出了重要推理。此外，书中是以更宏观的时
间尺度来考察区域文化变迁的，对各分区内史前时期
至夏代的文化演进情况也有考察，也因此取得了一些
重要认识。比如江汉东、西部的盘龙城、荆南寺遗址是
早商时期中原王朝在长江中游最早的经营地点，两处
遗址内均发现二里头文化因素。以往将这些聚落选址
的目的，解释为获取铜矿资源和掌控交通要道，而书中
补充了从政治层面考量的可能，即“镇压属于原夏王朝
的部落或追随者的作用，使得商王朝拥有与夏相近的
疆域领土”。

这本书是豆海锋教授在其博士论文《长江中游地
区商代文化研究》基础上的补充和深化，新增对社会
形态的专门讨论。从文化格局演变、聚落结构、青铜礼
器使用、手工业生产等多方面着手，详细讨论区域人

群结构、社会变革、社会分层和
分工，以及宗教礼仪发展水平
等问题。书中指出商代长江中
游并未形成“整个区域稳定的
社会结构”，只有部分区域形成
有多层结构的社会，并将其总
结出三种模式。早商时期中原
文化和人群的南下，打破长江
中游原有社会结构。在江汉地
区形成“盘龙城模式”，其社会
分层结构、礼仪制度和技术水
平都与中原商王朝相近，性质属于“军事色彩浓厚的
直辖邑”。晚商时期分别在赣江中游、湘江中下游出现
两处区域中心，分别属于“吴城模式”“宁乡模式”。两
者的社会分层相较于“盘龙城模式”要简单，但均有本
地特色突出的文化和宗教礼仪。其中，宁乡模式结构
不清，性质暂不明确；吴城模式分层较多，性质可能是

“商王朝的偏远方国”，与商文化存在宗教礼仪方面的
联系。以往受材料发现不均衡所限，缺乏对此区域社
会的整体性研究。这部分内容尝试从现有材料的全面
收集，物质遗存的多角度分析，对此区域社会形态的
研究进行了有益探索。

长江中游商代社会演进的重要动力，来自“中原文
化南下冲击与中原人群的有效互动”。为深入考察互动
关系，书中通过对“器物、聚落、技术与宗教”相关遗存
的分别讨论，进一步揭示出长江中游与中原之间的多
样互动方式。主要包括“此消彼长”“强弱分明”两类，
属于不对等的互动。对相关遗存的多重分类和研究，
也是对物质所承载信息的层层剥离，这样的方法丰富
了对文化互动内涵的认识。结合各类遗存互动空间范
围的考察，书中指出长江中游是与中原直接接触的区
域，也作为中间地带将商文化的影响向更南方扩散。
运用文化边缘理论，指出长江中游属于中原商文化的
南部边缘，并且揭示了边缘结构的早晚变化，进而
深入发掘相关现象背后的政治原因。关于中原对
南部边缘地带的政治管理方式，书中认为早商时
期中原王朝属于“由点到线”设置据点的直辖统
治，穿插掌控交通要道和资源要地；晚商时期则是
通过礼器的馈赠和流通，笼络周边部族和方国，实
现意识形态层面的认同和掌控。这部分研究从文化
互动里看政治关系，从边缘区域社会看中原王朝国
家，相关认识有助于进一步研究区域文明与中原商
王朝国家形态。

总体读来，整本书在考古学文化的区系类型框
架内，通过对物质遗存多重“层面”的区分，深度发
掘各类遗存所承载的文化内涵、人群流动、生产技
术、政治观念、宗教思想等多方面的信息。书中所揭
示的商代长江中游文化和社会发展的历史进程，以
及区域文明与中原王朝之间的政治关系，为深化认
识长江流域文明特质，以及考察中华文明“一体化”

进程都具有重要价值。然而，书中也
有部分认识需要继续讨论或寻找更
多证据支持。

其一，有些性质存在争议的重要
遗存暂未形成可信的推论，而这也影
响到对当地社会形态的认知。比如
湖南晚商青铜器能否依据考古学文
化分区进行细化分群，如何判断这
些青铜器群的使用年代在晚商还是
西周时期，归属于哪个考古学文化？
晚商时期洞庭湖水系区是否存在本
土铜器生产，使用情况又如何？又比
如鄱阳湖水系区的吴城文化发现吴
城、牛城这两座城址，两者之间的关
系是什么？布局结构特殊的吴城遗址
究竟是方国都城，还是具有手工业生
产或祭祀等专门用途的邑等等。

其二，早商时期中原王朝在长
江中游的直辖管控，给当地社会带

来从文化、技术到意识层面的全面冲击和影响，直至晚
商时期长江中游流行的本土器物仍保留早商时期的技
术或风格，这部分书中也有论及。问题在于如何区分，
哪些是早商时期影响在当地长时段内的传承和演进所
导致的，哪些是出于晚商中原王朝主动地交流和掌控？
除宏观视角的考察之外，将物质遗存放置在具体情境
中的微观研究也有待补充。

其三，由于考古学材料客观的片面性和偶然性，面
对社会和政治层面的问题时，往往需要借助相关学科
的理论框架，必要时可能需要突破已有的文化框架。晚
商时期中原王朝与长江中游地方方国、部落之间的关
联，除文化、意识形态方面的影响之外，是否存在其他
的可能。比如以获取当地铜矿、硬陶、原始瓷器等资源
为目的而形成的某种关联模式？要回答这样的问题，还
需要补充合适的理论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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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考古工作中，墓葬考古
占绝大部分，然而在发掘的数
以千万计数墓葬中壁画墓却数
量不多，尤其是汉、魏、晋时期
的壁画墓更少，据报道已知经
过考古发掘的这一时期的壁画
墓，全国仅有 60 多座，基本分
布在我国北部和中西部几个
省、自治区，这其中就有辽阳壁
画墓 20余座，而且分布比较集
中，故 1961 年 3 月 4 日国务院
公布的第一批全国重点文物保
护单位中称之为“辽阳壁画墓
群”，从此辽阳壁画墓闻名中
外。但遗憾的是，由于发掘墓室
后都即时封存，至今没有打开
过，壁画究竟什么样子？除发掘
人员外谁也没见过。虽然事后
发表一些简报，但由于当时受
彩色印刷条件的限制，随文图
片都是现场摹画的，或只有线图，读者不能欣赏其采用矿物颜料以“没骨法”
绘成的精美绝伦的壁画，因而具有极高历史价值、艺术价值、学术价值的绘
画文物不能发挥其应有的作用，实为憾事！

幸亏我的老友辽宁省文物考古研究院研究员冯永谦先生将他当年拍摄
的壁画墓彩色照片精心地保存了下来，并对辽阳壁画墓加以综合整理研究，
写就了《辽阳壁画墓》一书，在“国家出版基金项目”的支持下，于2021年6月
由辽海出版社出版，这是一部填补空白的考古学著作，读后受益良多，故乐
于向读者介绍。

该书为 16开精装本，47万字，书的最后单辟一章收入辽阳壁画墓彩色
照片图版70张，计139幅（另有大量文中壁画插图、器物照片和线图）。

本书共分五章，第一章为绪论。概述了作者亲自参加壁画墓发掘的历程
及本书的要意，以及辽阳壁画墓群公布为国保单位后的保护状况。

第二章简练地陈述了辽阳附近的自然地理、历史沿革、辽阳壁画墓的发
现情况。

第三章详细地介绍了辽阳市十五座具有代表性的后汉、汉魏、两晋时期
的壁画墓，其中相当于后汉中晚期的壁画墓有：辽阳旧城东门里壁画墓、北
园一号壁画墓、棒台子一号壁画墓、三道壕车骑壁画墓；相当于汉魏之际的
壁画墓有：三道壕一号壁画墓、三道壕二号壁画墓、棒台子二号壁画墓、鹅房
一号壁画墓、南雪梅一号壁画墓；相当于三国魏时期的壁画墓有：北园二号
壁画墓、北园三号壁画墓；相当于西晋武帝太康年间至东晋穆帝时期的壁画
墓有：三道壕北窑场壁画墓、上王家壁画墓。

第四章介绍了辽阳壁画的特点。记述了墓室的建筑材料和墓葬的形制，
即墓顶当年都有高大的封土堆，地下墓室用淡青色页岩板石构筑，多为多室
并有回廊。本章还重点地记述了国内各地发现的汉、魏、晋时期的典型的壁
画墓，其中前汉末年至王莽时期的壁画墓有：河南洛阳烧沟卜前秋壁画墓、
西安交通大学壁画墓、西安理工大学壁画墓、西安市郊曲江翠竹园壁画墓、
内蒙古托克托古城闵氏壁画墓、洛阳金谷园壁画墓、山西平陆枣园村壁画
墓、陕西千阳县壁画墓；相当于后汉时期的壁画墓有：洛阳烧沟一号壁画墓、
山东泰安市东平后屯壁画墓、山东梁山后银山壁画墓、河南窑县打虎亭壁画
墓、河北衡水安平县逯家庄壁画墓、望都县所药村壁画墓、河南偃师杏园村
壁画墓、陕西靖边县杨桥畔壁画墓、内蒙古乌审旗巴日松古敖包壁画墓、和
林格尔壁画墓、甘肃武威雷台壁画墓；相当于晋代（西晋、东晋）的壁画墓有：
甘肃嘉峪关新城壁画墓、酒泉丁家阐壁画墓。从以上21座壁画墓，可知其墓
葬建材、结构、墓内随葬品、特别是壁画的内容、人物形象和作画颜料等与辽
阳壁画墓的异同。

本章最后一节主要讲了对辽阳壁画墓的认识。辽阳壁画墓现已发现近
30座（不包括因地上封堆不见而未发现者），而且相当集中，这与辽阳的历
史状况有关。据司马迁《史记》记载：战国燕时，“燕亦筑长城，自造阳至襄平。
置上谷、渔阳、右北平、辽西、辽东郡以拒胡。”辽东郡的首府设在襄平，即今
辽阳，其位置在今辽阳市内的旧城区范围。襄平城因是郡治所在，自战国燕，
历经秦、汉、魏、晋几百年的发展，一直到清代，在两千多年的时间里都是东
北地区的政治、经济、军事、文化中心。后汉末期，天下大乱，群雄并起，后来
形成魏、蜀、吴三国。当此之际，辽东公孙氏崛起，割据襄平，封侯称王，拥有
辽东之地达五十余年。据《晋书·地理志》记载，襄平仍为辽东郡治所。近年在
辽阳市旧城区一座壁画墓石壁上，发现刻画有“太康九年”“襄平”等字更可
证明其绝对年代。从史书记载和壁画内容推断，后汉、魏、晋时代辽阳壁画墓
的主人，当为辽东郡的公孙氏族或高官显贵、地方豪强、社会贤达等。

辽阳壁画墓与同时期国内各地发现的壁画墓最大差异有以下几点：一
是辽阳壁画墓不仅分布集中，而且数量最多，发现最早，早在20世纪初就发
现了。二是根据墓室特点、随葬遗物和壁画内容综合考察，辽阳壁画墓的年
代跨度比较大，是从后汉中期开始，历经三国魏到两晋时期，前后历时达二
百多年。三是辽阳壁画墓墓室均用巨大厚重的石板构筑，是其他地区所不见
的。四是由于辽阳壁画墓是用南芬页石板构筑，这种页岩开采面非常平整光
滑，而且壁画都是用矿物颜料直接绘在石面上的，益显壁画的艳丽、完整、精
致，这是砖室墓壁画无可比拟的。五是辽阳壁画与同时代各地壁画相比，绘
画水平最高，写实能力最强，绘人状物，无论静态、动态，表现都很出色。以三
道壕车骑墓的“车马出行图”为例，出行车马排列整齐，秩序井然，壁画宽阔，
场面极为壮观。绘画技法纯熟，笔划粗细匀称，形象栩栩如生。正是这些无名
民间画家的绘画开启了后世知名职业画家绘画的先河。

辽阳壁画内容题材，多表现墓主人的经历和生活，反映了“事死如事生”
的理念。除了墓室形制和随葬品而外，更多地反映在壁画的画题之中，“画题
以人事言有：宴飨、伎乐、斗鸡、仓廪、车舆、仪仗、神话各事，以事物言有：楼
殿、车骑、犬马、麾节、旗幡、乐器、食器、冠服、刀剑、树木等物”。（见本书第三
章转载的著名考古学家李文信先生于 1947年 10月 10日发表在《国立沈阳
博物院筹备委员会汇刊》第一期的《辽阳北园画壁古墓记略》一文），李先生
对画题中的名称做了详考，使读者增长了诸多文物知识，受益匪浅。

第五章为辽阳壁画墓彩色照片图版。其中有辽阳旧城东门里后汉壁画
墓（见插图异兽图）、辽阳棒台子一号后汉壁画墓（见插图伎乐图）、辽阳三道
壕后汉车骑壁画墓（见插图车骑出行图）。包括画面全景式彩照，局部特写彩
照，形象皆准确、鲜明、生动，耐人寻味。

此书以后汉中晚期至魏、晋时期的辽阳壁画墓为中心，同时记述了同时
期全国各地的壁画墓，从这个角度可以说它是我国汉、魏、晋时期壁画墓的
大型工具书。

本书著者冯永谦先生，1954年“东北博物馆文物考古干部训练班”毕业
后，一直潜心从事文物考古工作。其研究的重点为中国历代考古、辽宁文物、
东北历史地理、辽代陶瓷、红山文化玉器、辽代铁器等，出版专著18部，发表
学术文章 200余篇，一些论著曾获多项学术研究成果奖。笔者在《中国文物
报》2005年 7月 6日，曾以《勤奋造就的考古学家——中国辽金暨契丹女真
史学会会长冯永谦》为题，介绍过冯先生，现在看来此文不虚。笔者是 1953
年“东北博物馆文化考古干部训练班”毕业，与永谦先生可以说是不同届的
同窗，然而学术成果却自愧不如，在这里我要向冯先生学习，见贤思齐。

（作者单位：吉林市博物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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盼望六十年的一部书
——《辽阳壁画墓》读后

董学增

《仪式与社会：商代晚期祭祀遗存
的考古学研究》序

方辉

考古学视角下的
长江中游商代区域文明研究

李朵

考古学是以古代实物遗存来研究历史的学科，因
此实物遗存是考古学研究的基本对象，也因此研究器
物及其所反映的技术一直以来是考古学研究最为重要
的任务之一，所取得的成果也最为丰硕。由此往上，通
过实物遗存研究古代的社会，尤其是古代意识、信仰等
精神领域，则是难上加难。这是学界的共识。

摆在读者面前的这部《仪式与社会：商代晚期祭祀
遗存的考古学研究》，是杨谦在其同名的博士学位论文
基础之上写成的。回过头来看，当时商议以此选题进行
论文写作，坦率而言，还是冒了一定的风险。因为大家
知道，商代晚期祭祀遗存主要分布在安阳殷墟，自1928
年殷墟发掘至今，所积累的考古资料异常丰富，商史、
古文字学方面的研究成果甚至更多，在有限的时间内
完成这样一篇博士学位论文难度很大。另外，无论是考
古学界还是历史学界，对祭祀遗存的研究较多，而关注
仪式问题的则相对较少，我希望杨谦在这方面做些探
索。事有巧合，杨谦在博二时获得哈佛燕京学社访问研
究员项目资助，赴哈佛大学学习文化人类学相关课程，
并有机会到访中美洲考古遗址，而以玛雅文化、阿兹特
克文化为主要研究对象的中美洲考古，一直以来便长
于祭祀、信仰、仪式等相关问题的研究，文化人类学、宗
教人类学理论成果丰富。这对杨谦来说无疑是个难得
的学习机会。

尽管如此，研究商代晚期的仪式与社会显然不是
一件容易的事。首先是如何理解和认识商代甲骨卜辞
中多达数十上百种之多的祭名、祭法，甲骨学界虽然成
果很多，但观点却分歧很大，与考古遗存相对应尚有很
大难度。如何破解这个难题？作者的做法是聚焦考古遗
存，从考古资料出发分析问题、解决问题。事实证明，这
种方法是可行的。

作者首先借鉴文化人类学有关仪式研究的相关理
论方法，注重分析仪式发生的地点、时间、成员、用品、
目的等组成要素，并从仪式逻辑所具有的不符合技术
常理的“非理性”特点，作为甄别仪式遗存的理论指导。

接着对殷墟及殷墟以外商代晚
期的祭祀遗存进行了全面梳理，
在此基础上对祭祀仪式做了分
类研究，共分为宗庙王陵类仪
式、建筑营造类祭祀仪式、手工
业作坊类仪式和其他类仪式等，
之后分门别类加以分析，所涉及
的分析因素和变量包括用品的
种类选择（如人牲、动物牺牲、器
物和其他），用品的处理方式（如
砍头、肢解、毁器、焚烧、铺洒朱
砂、土埋），用品的获取途径（如
外来的纳贡、战争、狩猎，当地自
产物品）。以上述因素或变量，比
较不同类型祭祀仪式之间的差
异。这些因素或变量都是以实物
遗存的形式出现的，且数量很
多，因此分析便具有了统计学上
的意义，如作者指出，相较于其
他类祭祀仪式，宗庙王陵类祭祀
仪式用品的种类最为繁多，且使用了最为珍贵的野生
动物，而且，成人牺牲几乎主要见于该类仪式。

在对祭祀仪式地点选择和仪式群体的分析中，作
者根据甲骨卜辞及相关文献记载，指出商王负责王室
祖先的祭祀仪式，贵族族长也具有对其家族祖先的主
祭权；建筑营造类祭祀仪式的举行者则要复杂得多，几
乎包括了所有不同等级的成员；而手工业作坊类祭祀
仪式的主持者，因为生产技术被视为一种秘密技术知
识，被严格限制在主管职官或工头手中。这些都是以往
研究者所疏忽的地方。

“祭祀仪式地点密集度”无疑是以聚落空间位置分
析法析出的一个新概念。作者通过殷墟祭祀仪式遗存
的分布，并不意外地得出殷墟的祭祀仪式地点主要集
中在小屯宗庙宫殿区和王陵区两个区域的结论，但作

者并未停步于此，而是进一步比较
了仪式核心区和非核心区在仪式用
品上的差异，认为前者所发现的成
人、动物、青铜器、玉石器、贝蚌、甲
骨等的数量要远远多于后者，而后
者仅在儿童、陶器等仪式用品上多
于前者。而且，金器、珍稀动物仅见
于仪式核心区。作者进一步分析指
出，仪式核心区的仪式用品在处理
方式上具有一定的“表演性质”，如
砍头、肢解、毁器、跪葬、使用朱砂、
焚烧行为等，目的是在视觉感官上
产生一种威慑力。

对于殷墟以外商代晚期的祭祀
仪式遗存，本书也有不同程度的涉
猎，有的还是最新的考古发现，如三
星堆祭祀坑等，作者同意使用“祭祀
器物掩埋坑”或“祭祀遗存坑”称呼
之。

本书对于“仪式”的分析占了绝
大部分篇幅，而对“社会”的探讨只用了最后一章，分作
宗教思想、政治目的和社会影响三个小节，分别探讨了
仪式背后的宗教信仰、商王统治的合法性和维护族群
之间的团结等内容。这样的篇幅显然有些小了。这无疑
给读者留下一个期盼，商代祭祀仪式与社会究竟有着
怎样的关系？我们共同期待作者杨谦继续沿着这个课
题做深入挖掘，奉献更多的见解。

（作者单位：山东大学历史文化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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