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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关新闻▶▶
昨日，记者从二里头夏都遗址博物馆

获悉，“巍巍如天——陶寺遗址考古成果精
华展”将于10月21日在该博物馆开展。

该展览由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
所、山西省文物局、洛阳市文物局、临汾市
文化与旅游局主办，二里头夏都遗址博物
馆、临汾市博物馆承办。

山西省陶寺遗址发现于20世纪50年

代，1978年至1984年发掘出高规格大墓等
重要遗迹，随葬的礼器所表现出的“礼制”
和汇集四方物品的气度，引发了大家对古
史记载中帝尧功业的推想。

陶寺遗址与二里头遗址同为早期中国、
夏文化研究、“中华文明探源工程”的核心遗
址。记者了解到，此次展览将以陶寺遗址数
十年来考古发掘成果为主线，通过表里山

河、煌煌都邑、礼制甫成、遗产传承 4 个部
分，全面介绍陶寺遗址重要发现和文化价
值。现场将展出各类文物91件（套），其中
不乏彩绘蟠龙纹陶盘等国宝级文物。

展览位于二里头夏都遗址博物馆二楼
临展厅，展期为 10 月 21 日至明年 2 月 20
日，观众可免费参观。

本报记者 智慧 通讯员 武盛春

太甲在桐宫思过，每天与祖父商汤
的墓相伴。守墓人听说太甲犯了过错
被放逐此地，就把商汤的故事讲给太甲
听：“你的祖父为子民求雨，不惜献出自
己的生命，他勤政爱民，鼓励生产，赢得
民心……”

听了商汤的故事后，太甲不断反思，觉
得自己愧对祖父、愧对子民。他开始勤于
政务，帮助孤老。伊尹见太甲悔过自新，便
率文武大臣将太甲迎回商都。

伊尹在迎接太甲还朝时对他说过这
样一段话：提高自身修养，又用诚信之美
德对待臣民，就是明君。大王，你要努力
做个有德之人，效法先祖，不可放逸懈
怠。对待先人要有孝心，对待臣民要有平
等心……

此后，太甲以祖父商汤为榜样，治国有
方，善待民众，做事勤勉，把国家治理得井
然有序，商朝进入一个稳定发展的时期。

本报记者 贾臻

太甲是商汤的嫡长孙，子姓，名
至，商朝第四位君主。商汤之后，
商朝连失三王，政治出现危机，开
国元老伊尹把振兴商朝的希望寄
托在太甲身上。但太甲破坏祖制，

导致人们怨声载道，伊尹只好将他
放逐，让他反思己过。后来，太甲
改过自新，伊尹还政于他。重新当
政的太甲善待民众，做事勤勉，百
姓得以安宁。

被伊尹放逐
自省成明君

太
甲

连失三王 太甲继位1
商汤建立商朝后，注重“以宽治民”，减

轻征敛，鼓励生产，安抚民心，从而扩展了
统治区域，就连远居黄河上游的氐人、羌人
部落都来纳贡归服。

商汤没有弟弟，长子太丁又早逝，所以
商汤去世之后，按照兄终弟及继承制度，由
太丁之弟外丙继任商王。外丙在位三年便
去世，之后由他的弟弟中壬继位，但中壬在

位四年后又去世了，在开国元老伊尹的力
荐下，太丁之子太甲继承王位。

伊尹，商朝的开国元老，得到商汤的重
用，一跃成为宰相。他受商汤重托，深感任
重道远，积极整顿吏治，洞察民心国情，推
动商朝经济繁荣、政治清明。但商朝连失
三王，政治出现危机，伊尹把振兴商朝的希
望寄托在太甲身上。

二里头遗址的
结构布局

“我们今天来看一看，《洛神赋图》中的
东方美学。”13日中午，《登场了！洛阳》第
五期上线，探索团团长汪涵开门见山介绍
本期节目的主题。

本期节目，青年演员王楚然“仙气”加
盟，与探索团成员开启“行走洛阳、读懂历
史”的全新旅程。

节目开场，一把画有洛神的团扇引出
顾恺之的《洛神赋图》。《洛神赋图》改编自
曹植的《洛神赋》，是现存的中国古代绘画
中第一幅源自文学作品的名作。

魏文帝黄初三年（公元222年），曹植
从洛阳返回封地，车马停留在洛水旁暂
歇。洛水之畔，微风阵阵，曹植来到翠柳
摇曳的河边，他忽然呆住了，痴痴地凝望
着远方。原来，远处的烟波之上，有一位
伊人，她梳着高高的云髻款款走来，翩若
惊鸿，婉若游龙，瞬间击中了曹植的内
心。洛神也感受到了曹植的深情，但顾及
人神之隔，她低首徘徊，欲行又止，曹植则
含情脉脉，盼复佳音。天地间的神灵，都为
这人神殊途的爱情悲剧而叹息。风神将风
停下，水神平息波涛，河伯敲响天鼓，女娲

为这对璧人起舞高歌。终于，到了分别的
时刻，洛神登上了六龙所驭的云车，曹植摊
开手欲跃过河面挽留洛神，被身后的奴仆
及时阻止。洛神乘风而去，不见踪迹。失
意的曹植惆怅万分，彻夜难眠，只好落寞地
坐上马车，归途中，他仍频频回首，期盼洛
神再次出现。

《洛神赋图》精美地描绘了曹植与洛神
邂逅、钟情、情变的过程与场景，是一件不
折不扣的东方美学宝藏。探索团成员结合
曹植的《洛神赋》原文与《洛神赋图》这幅传
世名作，运用其中的美学元素致敬经典，再
现洛神之美。

从古代服饰的美学要素，到龙门石窟
万佛洞中梅兰芳京剧《洛神》参考的“最美
观音像”，再到古代化妆用具之精致，节目
通过不同视角呈现《洛神赋图》中的东方美
学。观众在惊叹中国传统服饰之美、龙门
石窟宏伟壮观的同时，更加为水上洛神复
原秀的唯美演绎所感动。

锁定爱奇艺《登场了！洛阳》第五期，
领略东方美学，感受千年名作的魅力。

本报记者 李冰（图片由爱奇艺提供）

《登场了！洛阳》第五期唯美上线

走近《洛神赋图》领略东方美学

伊尹辅政 教导太甲2

改过自新 善待民众3

太甲继位后，伊尹一连写了三篇文章，
教他怎么做个好君主。其中一篇讲的是商
汤时候的法律制度，内容是教导太甲遵照
祖先的法制，不能背弃祖训，肆意妄为。

前两年，太甲与伊尹合作很默契，各项
政务开展得有条不紊。没想到刚到第三
年，太甲就忘乎所以，不听伊尹规劝，并破
坏祖制，还以暴虐的手段对待老百姓，人们

怨声载道。
伊尹十分忧虑，多次规劝，太甲根本听

不进去。为使太甲成为有作为的君主，伊
尹果断采取措施，在商汤墓所在地建立桐
宫，把太甲送入桐宫反省，史称“伊尹放太
甲”。桐宫庄严肃穆，除了守墓人，其他人
一概不得入内。之后，伊尹代为执政，管理
国家。

陶寺遗址考古成果精华展将在洛开展

二里头遗址是夏都
斟鄩故城遗址，也是夏王
朝最重要的都城遗址，在
中国都城发展史上占有
重要地位。然而，这座王
都的结构布局与规划思
想如何？这种结构布局
和规划思想的理论基础
是什么？这些都是需要
探讨的重要问题。

《周易》哲学是塑造中华文明的
思想基础。它所体现的“阴阳和合”
的辩证法则和“天人合一”的宇宙观
念，也是中国古代都城规划的指导
原则。

《大戴礼记·曾子天圆》载：“天
道圆，地道方，方曰幽，而圆曰明。”

卢辩注：“方者阴义，而圆者阳理，故
以明天地也。”《周髀算经》卷上说：

“天圆如张盖，地方如棋局。”“天圆
地方”是中国古代最早的宇宙认知
模式，反映了人类对宇宙结构的直
接把握，对中国古代思想文化产生
了深刻的影响。

1 二里头遗址的规划基础

在二里头文化二期早段建成的
三号、五号宫殿大型建筑群有多进
院落位于遗址的中心区。至迟到二
期晚段，这两座宫殿建筑群已被

“井”字形道路网络围绕而形成宫殿
区。在宫殿区东侧沿“井”字形道路
内侧边沿修建的宫城城墙，对宫殿
区进行封闭和有效卫护。这样，

“井”字形道路网络便将全城分割为
九大区域。其中，最重要的是宫城
区、祭祀区（包括贵族墓葬区）、作坊
区和贵族居住区等部分。

■宫城区

目前，在宫城内已发现有八座
大型宫殿建筑基址。一号宫殿位于
宫城的西南隅，二号宫殿位于宫城
的东部居中。自三期早段以来，以
一号宫殿和二号宫殿基址为中心的
两大建筑群，就承担着寝殿和宗庙
的不同功能。

一号宫殿始建于三期早段，是
一座完整的“四合院”木结构廊庑式
院落，总面积9585平方米。院落坐
北朝南，南墙、东墙和北墙三面内外
均置廊房，西墙仅置内廊。宫殿基
址位于院落北部中央。院落的东北
隅开有东、北两座便门，院落的大门
位于南墙的正中间，有 3 条门道、4
间门塾，为“一门三道”的形制。这
是目前我国已知年代最早的“一门
三道”的宫门形制，对后世宫廷的门
道制度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二号宫殿基址位于一号宫殿基
址东北，该宫殿始建于三期晚段，整
体为长方形，坐北朝南。这座建筑
基址包括殿堂、院落、回廊及门道，
面积约 4000 平方米。院落大门设
在南墙偏东的位置，为“一门二塾”
的建筑形制。

这是我国迄今发现的年代最早
的宫城和宫殿建筑群，由规模宏大
的夯土基址和主殿坐北朝南、四周
廊庑拱卫而形成“四合院”木结构廊
庑式的组合特征，对我国后世宫室
制度产生了深远影响。

■祭祀与墓葬区

在二里头遗址宫城区的北部，
分布有祭坛、单场和贵族墓葬区。

祭坛：在宫城区以北，发现许多
平面呈圆形、直径约 5 米的夯土

“坛”。“坛”上常见有直径约1米的夯
土“墩”。在夯土“坛”的附近，常见
有随葬铜器、玉器的墓葬及平坦的
广场。圆形象征天体，因此这里当
是祭祀天神的坛场。

单场：在宫城区东北角的一号
“巨型坑”，平面近似圆角长方形，总
面积约 2200 平方米。坑内存在从
一期晚段到四期晚段的连续遗物堆
积。第二期遗存是坑内主要的堆
积，发现有陶片铺垫的活动场面和
道路及幼猪骨骸等祭祀遗存。猪骨
骸均为面朝左、背朝右侧身放置。
这座“巨型坑”当是“宫城区内专门
用于祭祀”的场所。

墓葬区：二里头遗址已发掘400
多座中、小型墓葬，尚未发现“王陵”
级大墓。其中的贵族墓葬，大多分
布在宫城北祭祀区的南部和宫城以
东的区域内。在其他区域内，还发
现居住区和墓葬区共存的现象。

■作坊区

在宫城区以南的区域内，发现
一座有围垣的作坊区，垣墙始建于
二里头文化二期。作坊区内主要发
现有铸铜、制玉、制骨、制陶和制绿
松石的作坊遗址，总面积约为12万
平方米。

青铜器是夏商周文明的典型代
表。这里发现的铸铜作坊遗址，连续
使用时间约300年。这是我国目前
所知年代最早、使用时间最长的大型
铸铜作坊遗址。这个区域内的手工
业作坊是夏王朝的经济命脉，这也是
其周围要用墙垣卫护的根本原因。

■贵族居住区

二里头遗址是夏朝的王都所在
地，总面积约300万平方米。按其规
模推算，这里的居住人口约有3万。
在作坊区以西的南北大道西侧约20
米处，发现一条南北向的夯土墙
垣。这个区域的墓葬里，出土有包
括青铜爵、玉钺、大型牙璋和七孔玉
刀等高等级礼器，表明这里当是贵
族居住和墓葬区并存的区域。这条
墙垣可能是一座“贵族居住和墓葬
区外围大型围垣设施的东垣”。由此
可见，这里当是夏代高级贵族的居住
区。一般贵族和平民居住区，有可能
分布在宫城东部和东南部区域。

2 二里头遗址的结构布局

3 二里头遗址的规划思想

二里头遗址的结构布局和规划思想，具有
中央王朝“唯王建国，辨方正位，体国经野”的鲜
明特征。这些特征主要表现在：一是“九宫格”式
的规划布局，二是“择中立国”的思想观念，三是

“宫庙分置”的礼仪制度，四是“四合院”木结构廊
庑式宫殿建筑群。

“九宫格”式的规划布局

在宫城四周紧挨宫墙东西和南北各有两条
直线主干道路。在南侧大道的早期路土中，发现
有明显的车辙痕迹。这些纵横交错的道路网络，
将遗址中心区划分为方正规整的“井”字形区域，
从而形成“九宫格”式的宏大格局。遗址内最重
要的祭祀区、宫城区和作坊区，恰好处于“九宫
格”南北中轴线的位置上。

“择中立国”的思想观念

《吕氏春秋·慎势》载：“古之王者，必择天下
之中而立国，必择国之中而立宫。”夏都二里头
遗址位于“天下之中”的伊、洛河流域，正是“择
中立国”的思想观念的反映。特别是宫城区位
于遗址核心区的中央地位。全城坐北朝南，东
宫墙发现有宫门三座，南宫墙已发现一座宫
门。城墙的年代为二期末至四期晚段。宫城区
在“九宫格”的正中位置，符合“择中立宫”的规
划原则。

“宫庙分置”的礼仪制度

宗庙和寝殿是中国古代都城的核心建筑。
值得注意的是，在二期早段建成的三号、五号多
进院落大型建筑群，可能已担负着宫室和宗庙的
职能。因为它们紧相挨依，说明当时的宫室和宗
庙尚未真正分离。

随着三号、五号宫殿建筑在二期晚段被废
弃，以一号宫殿和二号宫殿基址为中心的两大
建筑群，便承担着寝殿和宗庙的不同功能。这
是我国目前所见年代最早的“宫庙分置”和“左
祖右宫”礼仪制度的遗存，从而为后世“左祖右
社”的礼仪制度奠定了基础。《左传·庄公二十八
年》载：“凡邑有宗庙先君之主曰都。”二号宫殿
基址性质的确认，为二里头遗址为夏代都城提
供了重要佐证。

“四合院”木结构廊庑式宫殿建筑群

早在二里头文化二期建成并使用的三号宫
殿，已是一座有三进院落的“四合院”木结构廊庑
式建筑群。以一号宫殿和二号宫殿基址为代表
的两大建筑群，均属中国古代常见的“四合院”
木结构廊庑式宫殿建筑群。二里头宫殿建筑群
实开我国“四合院”木结构梁柱式宫殿建筑群之
先河。

从目前的调查和勘探资料看，二里头遗址南
侧紧临洛河，平面呈不规则形，全城的原始边沿
尚未最终确定。这座城址的周围有没有环壕或
城墙卫护，尚待进一步调查和探索。总而言之，
二里头遗址确“是一处经缜密规划的、布局严整
的大型都邑”。这座都城的结构布局和规划思
想，正是夏代思想文化的深刻反映。

《《登场了登场了！！洛阳洛阳》》第五期海报第五期海报

二里头一号宫殿遗址复原示意图二里头一号宫殿遗址复原示意图（（资料图片资料图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