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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田野考古报告集<二里头（1999～2006）>》出版发行，
创国内考古界遗址类报告规模最大、涉及学科最多等纪录——

八年“磨”一书
探源华夏第一都

二里头遗址的考古发掘和研究，已走过55
个春秋，每次有新发现都令人激动不已，让二
里头遗址有了“最早的中国”的美誉。日前，记
录二里头遗址发掘保护新成果的《中国田野考
古报告集<二里头（1999～2006）>》（以下简称
报告）由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编著、文物
出版社出版发行，创当前国内考古界遗址类报

告规模最大、参与人数最多、涉及学科最
多的纪录。

“报告出来了！”10月26日，当中国社会
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研究员、二里头工作队队
长许宏博士把报告将在北京首发的消息经短
信发出时，考古队员们激动地四处传告这令
人振奋的消息。

“报告共 5 卷，从2006年开始立项整理、
撰写到出版，差不多用了8年时间。”中国社科
院考古研究所二里头工作队副队长赵海涛说。

赵海涛介绍，报告主要是对“华夏第一
都”——二里头遗址发掘第四阶段重要发现的
集中汇报。这一阶段，中外学者对二里头遗址
周边地区进行了大范围、周密科学的调查，发
现数百个文化遗址，使人们对二里头文化有了
整体全面的认识。2004年“中华文明探源工
程”实施以来，考古工作者将二里头遗址作为
首要研究对象，从环境、农业、手工业等方面对

遗址进行了多学科、多角度的考古研究，使人
们对二里头遗址有了全方位的了解。

该报告共5 卷270多万字，有近1500 幅
插图、400多页图片，直接参与报告研究和编
写的专家学者有61人。报告以二里头遗址为
中心，进行多学科、多角度研究，涉及10多个
学科的研究成果，包括碳十四测年，地貌环
境，遥感，人骨鉴定和病理分析，玉器和石器
的原料来源和工艺，陶器的成分和制作技术，
青铜器的成分、结构和制作技术，植物和动物
考古等。

通过报告，读者可以看到夏朝后期居民
的食物以小米为主，家养动物以家猪为主，黄
牛和绵羊的数量呈由少到多的趋势，且发现
黄牛外来的证据；在铜器方面，则存在跨地
区、长距离的产业链，青铜的合金比例不稳

定，具备早期铜器的制作特征；陶礼器和日常
陶器成分不同；骨器材质以牛骨为主，切割则
使用金属工具。

许宏介绍，报告由田野资料和多学科分析
研究两大板块组成。在田野考古板块，报告以
聚落形态探索为主线，不同于以往以文化分期
为叙述主干的报告；在章节设计上，以区域为
纲，分别介绍遗址东部区域、围垣作坊区和宫
殿区，每区又在分期的基础上，详述文化堆积
和各期遗存的存在状况及相互关系；在遗址中
心区，还对一些大型建筑基址的重要部位以探
方或解剖沟为单位做细部交代，其中重要手段
之一是大量分期平面图和剖面图的披露。

“为做到通俗易懂，我们尽可能多地把每
项工作的缘起、思路、方法、过程介绍清楚，以
便读者了解田野考古工作的全貌。”许宏说。

自 1959 年二里头遗址被发现以来，考
古发掘工作已持续 55 年。遗址丰富的内涵
不断给世人带来惊喜，有诸多中国乃至东
亚“之最”在这里揭晓：迄今所知中国最早
的大型宫殿建筑群、青铜礼器群、铸铜作
坊、城市道路网、宫城、车辙痕迹、绿松石器
制造作坊……

值得一提的是，新世纪以来实施的“中华
文明探源工程”将二里头遗址的年代作为重
要突破口，提出了全新的年代框架，推断二里
头文化的年代是从公元前 1750 年到公元前
1550年，这一重要的研究成果使对二里头遗

址的研究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这是一个具
有划时代意义的研究成果。

业内考古专家认为，一处遗址、一部报告
集中了如此多不同学科、不同视角的研究，在
国内实属罕见，创当前国内考古界遗址类报
告规模最大、参与人数最多、涉及学科最多的
纪录。

自1959年开始，直接参与二里头遗址发
掘和研究工作的有上百人，他们取得了令世
人瞩目的学术成就。田野考古条件艰苦，周
期长、任务重，而发掘资料的整理和考古报告
更是一项细致、琐碎甚至枯燥的艰苦工作。

尤其是对于一个大型都城遗址来说，难度更
大，时间周期更长。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副所长白云
翔认为，报告的编写出版，是对这一阶段考古
成果的重要展示，报告内容空前丰富而科学。

“二里头时期与之前的龙山时代相比，农
业发展水平有了长足进步，手工业门类齐全
且初具规模。通过这些科技考古的研究成
果，我们可以了解当时人们生活、生产的方方
面面，他们的衣食住行将如画卷一样生动形
象地展示在今人面前。”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
研究所研究员、博士生导师袁靖说。

在丰硕研究成果的背后，是一代又一代二
里头考古人的坚守。

“我们的工作就是寻找这座都城遗存下来
的蛛丝马迹，让它重新呈现在世人面前。”从
1999年至今，一直坚守在二里头遗址的许宏说。

从2002年社科院研究生毕业至今，赵海涛
在二里头一待就是12年，且每年有近300天待
在这里。他对二里头遗址的田野考古和报告编
写投入了大量心血。

对考古工作者来说，最开心的事就是有
新发现。至今，回忆起二里头遗址宫殿区发
现的“超级国宝”——绿松石龙形器，许宏还
难掩激动。

“发现3号墓的当晚，我们立即对墓葬进行
‘一级守护’。当时我们16个人进行‘两班倒’，
轮流值班，还从邻村借来一条大狼狗，把我们北
京吉普车的车头对着黑黢黢的墓穴，隔一会儿
就用车灯扫一下。”许宏说。

随着考古研究的深入，绿松石龙形器的价
值终于浮出水面——它的出土，为中华民族的
龙图腾找到了最直接、最正统的根源。

在二里头考古队大院，除了社科院的考古
专家，值得一提的还有把青春献给二里头的考
古技师们。报告资料的搜集者之一、修复文物
的偃师市翟镇镇圪垱头村村民、二里头遗址考
古技工郭淑嫩就是其中一员。

郭淑嫩是土生土长的二里头人，默默坚守
在家乡这片神秘的遗址上足有30年。她从一
个文物考古的“门外汉”，成长为勘探、布方、画
线图、文物修复样样精通的专业技工。她说：

“脚踩二里头这片神圣的土地，一定要为考古出
点力。”

报告首发，八年“磨”一书

多学科、多角度研究，国内罕见

丰硕的成果，
离不开考古人的坚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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绿松石龙形器

拍照记录出土文物

琳琅满目的出土文物

“鬶”（guī 一种酒器）

二里头遗址位于偃师市二里头村
及其周围，是目前国内学术界公认的夏
代都城遗址，素有“华夏第一都”之称，
对研究华夏文明的渊源、国家的兴起、
城市的起源、王都建设、王宫定制等重
大问题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学术界公
认它为中国最引人注目的古文化遗址
之一。

2002年春，在清理二里头遗址宫殿
南院的一座墓葬时，考古工作者发现了
绿松石龙形器——长约65厘米，由2000
余片形状各异、又细又小的绿松石片粘
嵌而成，其中，最小的绿松石片直径仅
0.2厘米，厚度约0.1厘米。中国社会科
学院考古研究所研究员、二里头工作队
队长许宏博士说，这个绿松石龙形器体
形大，巨头蜷尾，龙身曲伏有致，色彩绚
丽，其用工之巨、制作之精、体量之大，在

中国早期龙形象文物中都是十分罕见
的，具有极高的历史、艺术与科学价值。

这件在此出土的如此完整的绿松石
龙形器说明，早在夏代，先民们就已经把

“龙”作为图腾来崇拜了。而这件绿松石
龙形器是迄今发现的中华民族最古老的
龙形器，是当之无愧的“超级国宝”，被命
名为“中国龙”。

目前，我国考古发现的“龙”，除了绿
松石龙形器，还有距今约8000年的辽宁
阜新石塑巨龙、距今约7000年的蒙古敖
汉旗陶器龙纹、距今约6000年的河南濮
阳用蚌壳摆塑的龙虎图案以及距今约
5000 年至 6500 年的内蒙古赤峰卷曲碧
玉龙。

至于这件绿松石龙形器的用途是什
么？其主人又是什么身份？这仍是待解
之谜。 （书香）

二里头遗址和绿松石龙形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