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偃师商城内发现2处府库遗址和1处仓储遗址

近4万平方米仓储区
见证3000多年前农耕文明

寻迹河洛中国龙

秋收冬藏，农耕文明承载着中华文明生
生不息的基因密码。在偃师商城遗址40年
的考古发掘历程中，陆续发现的2处府库遗
址和1处仓储遗址，唤醒了这座都邑关于农
耕文明的记忆。近日，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
研究所偃师商城考古队领队陈国梁详细解读
了其中蕴含的历史信息。

25座圆形建筑基址
或为商代国家粮仓

从2019年至今，考古人员在偃师商城小
城的西北部，勘探发现了8列共计25座圆形
建筑基址。它们的平均直径在10.5米左右，
深度多为0.3米至0.5米，个别基址的“圆心”
中有一个粗大的中心柱，直径约30厘米，深
度约 25 厘米，周边分布有不太规律的小柱
洞，直径约10厘米。从上往下看，基址面上
有“十”字形或略呈“十”字形的埋柱沟槽。

这些圆形建筑是什么？对比历史文献和
相关考古发现研究，考古人员认为，它们应该
是一种名为“囷（qūn）”的仓储设施。“这是首
次在先秦时期都邑级别的遗址上发现并确认
的仓储区，也是我们目前所知的最早的国家
级别的粮仓。”陈国梁介绍，勘探与发掘表明，
该区域内具有规律分布为南北 10 列，每列
10座左右圆形建筑基址的空间。

这些粮仓能存放多少粮食？陈国梁简单
算了一笔账：如果每个囷仓3米高的话，一个
囷仓就能盛放将近750吨的粟（小米），约75
万公斤。那么，8 列 25 个可存量达 1.8 万多
吨，可以供7万多人吃一年。考虑到该区域
的面积将近 4 万平方米，可以规划安置 100
个左右囷仓，如果存满粮食，可维持20万至
30万人一年的基本消耗。

结合植物考古的结果可知，当时粟类作
物在中原地区的种植比重持续上升，偃师商
城发现容量庞大的仓储区正是这一阶段农业
生产水平提高的体现。目前，这片仓储区尚
未发现粮食遗存，这或许与其建筑构造有
关。陈国梁解释，相对于地下或半地下结构
的仓窖，位于地面之上的囷仓，建筑物和粮食

历经数千年保存下来的概率要小得多。

2处府库遗址
或亦为仓储类设施

偃师商城内的储藏区，还包含 2 处府
库遗址，分别是位于城址西南部的第Ⅱ号
建筑基址群和小城东墙外大城内的第Ⅲ号
基址群。

历年的勘探与发掘表明，第Ⅱ号建筑基
址群内规律分布着东西向 16 列至 18 列、南
北向6排的长方形建筑，周围环绕水沟和道
路，外侧环绕有围垣，北侧和东侧至少各存在
1 处门道。近年，考古人员对第Ⅲ号建筑基
址群进行了进一步发掘，发现其与第Ⅱ号基
址群类似，内部规律分布有 5 排，每排 14 至
15座，共77座大小相近、形制规整的长方形
建筑基址。

这 2 处建筑基址群的作用是什么？以
往，有研究者认为是储备物资所用或兵营。
陈国梁说，从目前的情况来看，尚不能判定其
具体功能。不过，如果这两处建筑基址群真
如部分研究者认为的储备物资所用，那么偃
师商城发现的仓储类设施数量众多、规模巨
大，储量将十分惊人。

为深入认识偃师商城
性质与功能提供证据

《周礼·考工记》中记载了“囷窌（jiào）仓
城，逆墙六分”的营建规制，《礼记·月令》中也
提到“筑城郭，建都邑，穿窦窖，修囷仓”的行
为。陈国梁认为，这应该就是对以偃师商城
为代表的都邑类城市营建行为的总结。结合
考古发现和文献记载来看，仓储区是都邑类
城市不可或缺的基础设施之一。

“仓储区和其他储备物资的场所（府库）
种类多、容量大，是偃师商城的突出特征。”陈
国梁说，这些建筑伴随着偃师商城的兴废而
共始终，是探讨和深入理解偃师商城性质的
一个重要切入点，随着考古工作推进，未来将
有更多答案最终浮出历史的水面。

洛报融媒记者 智慧 实习生 卢杨然

春节临近，洛阳古墓博物馆将推出沉浸式体验活动“古
墓寻龙记”，带领游客寻找藏在文物中的“龙元素”。记者提
前到该博物馆打探发现，龙在汉代墓葬中较为常见，它们大
多承载着古人浪漫的“升仙梦”。

“汉代人尤其喜爱龙。”洛阳古墓博物馆研学教育部主
任段跃辉介绍，当时龙的图案还没有被皇家垄断，普通平民
也能用它，所以汉代人将龙的形象装饰到生活的各个领域，
墓葬就是其中之一。

空心砖上印模的龙，青石上雕刻的龙，墓室砖壁上绘制
的龙……在洛阳古墓博物馆，龙可能出现在墓葬的多个区
域，造型也呈现多样化，常见的有S形、兽形和蛇形。不过，
最有意思的是与它搭配的“小伙伴”，如鱼、虎、蛇、玉璧等。
段跃辉介绍，不同造型的龙出现在不同位置，或与不同神兽
搭配在特定的场景中，体现出不一样的寓意。咱们挑选其
中有代表性的图案，一起认识一下——

●二龙穿璧
这幅壁画由两条龙、四块玉璧和祥云组成，两条龙一雌

一雄，分列左右，以向上飞腾之势穿过位于左右两边的玉璧，
龙头在上方相会，张口含托上方的玉璧，龙尾在下方相交。

段跃辉介绍，龙和玉璧是汉墓壁画中常见的元素，它们
或独立出现，或互相缠绕共同出现，有祛除不祥、引魂升仙
的功能。龙和玉璧的组合被统称为二龙穿璧，发现于洛阳
金谷园新莽墓中的这幅壁画，是诸多二龙穿璧壁画中最精
彩、最典型的造型。

在修仙思想弥漫的汉代，人们认为，龙是本领极大
的神兽，而玉璧是天人沟通的媒介，二者结合，就能
引领死者的灵魂飞天升仙。为了让升仙的路更
加畅通，用于沟通天神的玉璧数量也不断增
加。有资料显示，西汉时期的二龙穿璧
图中只有 1 块玉璧，到了新莽时期
就变成了4块，东汉时期数量则
更多，足见汉代人对升仙的
迫切渴求。

●驱傩(nuó)图
这幅壁画位于西汉卜千秋墓的后壁山墙上，画面呈梯形，上

层正中绘制了一个大耳熊面的怪兽，两侧绘制有祥云。怪兽双
目凸出，身着紫衣红裙，赤膊裸足，做欲搏状，姿态孔武有力。下
层的两块长条形砖上，一块绘有白虎，一块绘有青龙，龙虎相对，
气氛紧张。

据考证，壁画内容为“方相氏驱傩”。方相氏是古代举行傩
仪时打鬼的头目，率众打鬼驱疫，壁画画面就定格在方相氏驱赶
魔怪的瞬间。下方的青龙白虎是为了辟邪，也是为打鬼助威。

驱傩是汉代丧葬仪式中不可缺少的一个环节。在万物有灵观
念的影响下，汉代人相信世界上存在着各种鬼怪。为确保墓主灵
魂升仙，必须将它们驱赶出去。幻想着死后升仙的汉代人认为，葬
礼中如果缺少了驱傩这个仪式，升仙的愿望是不可能实现的。

●乘龙升仙图
西汉卜千秋墓中还有一幅壁画，描绘了天堂的景象和男女

主人在持节方士的引导下、仙禽神兽的护卫下乘龙、驾凤升仙的
情景。有专家认为，这是西汉壁画艺术难得的标本。

在洛阳烧沟61号西汉墓中，也用镂雕加彩绘的手法绘制了
人物乘龙的画面。这两个乘龙的人物就是墓主人，他们已经到
达天门外，只需再往前跨一步，就能实现他们升仙的愿望。

类似的壁画内容在洛阳古墓博物馆还有很多，如果您感兴
趣，趁着春节假期到现场看一看吧！

洛报融媒记者 智慧 实习生 周晏至
（本文图片由洛阳
古墓博物馆提供）

汉墓中的龙汉墓中的龙
承载浪漫承载浪漫““升仙梦升仙梦””

金
谷
园
新
莽
墓
中
的
二
龙
穿
璧

西汉卜千秋墓驱傩图西汉卜千秋墓驱傩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