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鬲（lì）是 中 国 上
古时代煮食用的炊具，
始见于龙山文化中。在
商周时期极为盛行，且
形制多样，变化特征明
显，故可作为断定时代
的标准。春秋晚期，鬲
渐趋消失，到战国后期
绝迹。

夏家店下层文化
彩绘陶器以饕餮纹为
主，包括龙纹、夔龙纹、目
雷纹以及各式云纹，与后
期出现的商代青铜器上的花纹
极其相似。

研究者认为，夏家店下层文化人
群进入中原后，建立商朝，他们在商代
青铜器上也刻画了同样的花纹。

上图为夏家店下层文化时期绘满
“云雷纹”的陶罐。（北票出土）

提

要

在
四
千
多
年
前
，我
省
西
部
大
凌
河
两
岸
草
木
葱
茏
，土
地
肥

沃
，这
里
发
现
三
千
多
处
遗
址
。
其
中
，北
票
市
康
家
屯
遗
址
最
具

代
表
性
，已
经
形
成
方
国
。
先
民
们
以
农
耕
为
业
，礼
制
健
全
，在

考
古
学
上
被
称
为
夏
家
店
下
层
文
化
。
令
人
不
解
的
是
，这
群
人

从
哪
里
来
？
又
去
了
哪
里
？
如
今
，大
量
考
古
证
据
表
明
，他
们
是

殷
人
的
祖
先
，在
这
里
生
活
了
五
百
年
后
，迁
入
中
原
，建
立
商
朝
。

更多精彩
扫码观看

穿行在比人高出半米多的玉米地里，叶子
划在手臂、脸上阵阵刺痛，一行人都不免感叹考
古工作的艰苦。前面带路的考古工作者杜志刚
笑了：“不算啥，这是常事，习惯了。”

打开话匣子，杜志刚兴致很高：“那年我
18岁。工间休息，辛岩老师就把我们叫到树
荫下，点名唱歌，辛老师也有拿手的歌。那时
候，我们天天欢歌笑语！”

听到这，辛岩也笑了：“这个调动大伙儿
的招法，是在查海遗址发掘工地发现的。”

查海遗址发掘时，考古队雇了很多乡村的
姑娘小伙儿，大多是蒙古族，年轻人闲不住，工
地的活儿一停下来就要求唱歌、跳舞。

辛岩说：“那时工间休息不叫休息，孩子
们都喊‘唱歌跳舞时间到了’。”

有一天，一个母亲带着女儿找到了辛岩，
问孩子是不是不够优秀？辛岩被问糊涂了，
详细询问才知道，原来每天唱歌时，辛岩都没
有点这个女孩子的名字，时间长了，女孩子回
家趴炕上好一通哭，以为老师们不喜欢她。
辛岩连忙说：“明天点你，第一个点！”

当然，如果由此认为考古是件轻松愉快
的事，那就大错特错了。略停了下，辛岩静静
地讲了另一件事。

白石水库动迁后，考古工地附近的村民
都搬走了，孤零零的队员宿舍是临时购买的
一处民宅，没有电，晚上只能靠汽灯照明，孤
单冷清倒不打紧，很快他们就发现他们的宿
舍成了附近老鼠、蛇寻食的目标，成群蛇、鼠
的出现，没少引起慌乱。

于是他们借助古人的方法，在房子四周
挖上一条壕沟，沟里倒上白灰，同时清除院子
里的一切杂草和障碍物，实行坚壁清野，这才
保证了康家屯城址考古发掘的顺利进行。

“那年我十八岁”
本报记者 郭 平

张星德说：“这群人来自何方？夏家店
下层文化的典型陶器为人们的研究提供了
线索。”在建平县朱碌科镇水泉遗址，辽宁
大学历史学院讲师王闯让记者看一块陶
片，呈青灰色，是陶鬲的残片。他告诉记
者：“筒腹陶鬲很好辨认，这就是夏家店下
层文化典型陶器。”

与红山文化的夹砂红陶片相比，颜色
的差别是烧制的工艺造成的。红山文化由
于陶窑密封有限，造成陶土中的铁元素与
空气中氧气氧化，形成红陶，而夏家店下层
文化已经掌握了封闭窑室烧制陶器的方
法，技术的进步带来了陶器质地、颜色存在
根本性差别。

北票市博物馆展出有多件灰陶鬲，其
突出特点是有袋状三足，稳定性极佳，而且
三足中空，增大了受热面积，可以获得更好
的加热效果，能使食物更快地煮熟，展现了
古代匠师的智慧。

“这种陶鬲的造型，明显受到中原地区
龙山时代文化的影响。”张星德说。

苏秉琦曾提出鬲的纵向发展谱系：从
仰韶文化小口尖底瓶构成袋足类器

→原始鬲→龙山鬲→殷周至战
国矮脚鬲→杜伯鬲→小屯鬲

等逐渐降低裆高，直到最
后转化为无足器具，接近

锅。也就是说，夏家店
下层文化大量使用的
灰陶鬲的源头来自黄
河流域的仰韶文化。

那么夏家店下
层文化究竟是来自
中原地区，还是本
地原住民接受了中
原文化？

在考古专家的指
导下，记者查阅了资

料。中国社会科学院
在上世纪七八十年代发

掘了位于北票市北 55 公
里的内蒙古自治区赤峰大

甸子遗址，共发掘804座夏家店
下层文化墓葬。科学家通过对出

土的人骨研究，发现那时的居民尽管同属
于亚洲蒙古人种，但是从体质形态和文化
因素两方面考量，表明有两种类型的人共
同生活在一起：第一类型的居民可能与中
原地区的居民具有较亲近的关系，第二类
型的居民可能与燕山及东北地区的前期居
民相关联。

这一研究成果为我们描绘出 4000 多
年前古代人类文化交流、汇集、发展的图
景：一群中原人来到辽河流域，与当地人共
同生活，繁衍……

考古还发现，夏家店上层文化与下层文
化分属于两种不同的文化，二者之间没有文
化上的传承关系。那么，生活在这片土地上
的属于夏家店下层文化的人群，在生活了
500年后，为何突然不见了，他们去哪里了？

灰陶鬲折射出
中原与辽西文化融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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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秋，汽车沿着大凌河畔行驶，车窗外
面便是白石水库。本来是响晴的天，进入
库区不久便下起了大雾。

北票市大板镇统战委员佟迪告诉记
者：“康家屯城址的考古发掘，就是配合白
石水库建设而进行的抢救性发掘。”

进入乡间土道，轿车立即颠簸起来，车
底盘发出刮碰地面土棱的咣咣声。

一行人只好弃车步行。

康家屯城址是省文物考古研究院在
1992年发现的，这座4000年前的石头城出
土了大量陶鬲。这里城墙营建已经较先
进，有马面、角台性质的建筑物。城市布局
十分合理，以院墙道路隔开，面积 1.5万平
方米，北部被大凌河冲毁，属夏家店下层文
化时期的一座较大型石城址。

夏家店文化遗址是在 1960 年被发现
的。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在赤峰夏

家店遗址确认了两种青铜文化，命名为“夏
家店下层文化”“夏家店上层文化”。其中夏
家店下层文化年代为距今 4000 年至 3500
年。随后，考古工作者在燕山南北、辽西及
内蒙古东南部地区发现万余处夏家店下层
文化遗址，仅辽西地区就发现3000多处。其
中，北票市大板镇的康家屯城址是我省首次
大规模发掘的夏家店下层文化遗址。

中国考古学会理事、辽宁大学历史学
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张星德告诉记者，通过
考古发掘，人们已经知道距今 4000 年至
3500 年间的燕山南北，辽宁西部、内蒙古
自治区东南部地区一带活跃着一支古老的
人群。他们有比较发达的农业，拥有密集
的聚落，有等级分明的礼制，还有成体系的
防御设施，防御来自北方或者南方的共同
敌人。因此，他们早已超越了简单的血缘
组织，出现了公共权力机关。也就是说，这
个族群进入了文明进程中的方国时代，是
一个北方地区的方国。同一时期，辽河流
域出现许多这样的人群，被称为“北土方
国”。

“古国-方国-帝国”是著名考古学家
苏秉琦概括中国国家起源的三个发展阶
段。古国是高于部落之上的、稳定的、独立
的政治实体，以崇尚神权为特征，这在“红
山古国”“良渚古国”中表现得最为充分。
从距今大约4500年开始至公元前221年秦
统一中国，古国逐步发展到方国阶段。方
国已是王权国家，“国土”概念开始萌生。
秦始皇统一中国后，帝国时代开始。

距今4000年石头城为夏家店下层文化遗址

比较权威的观点认为，生活在辽河流
域的夏家店下层文化人群是殷（即商）人的
祖先。通俗地理解，就是这群人离开辽西
后进入中原，建立商朝。记者把权威观点
整理如下：

有专家根据《史记》中的神话记载认
为，这群人是殷人的祖先。著名历史学家
金景芳认为，殷商先祖契为北方之王。著
名考古学家张忠培考证，所谓夏家店下层
文化燕南类型是有易氏遗存，有易氏与夏
家店下层文化人群关系密切。

苏秉琦认为，殷人的祖先可以追溯到
燕山南北的古燕文化，甚至更北的白山黑
水之间，而且殷人与东北地区的联系紧密。

此外，考古人类学家潘其风对河南安
阳殷墟墓的墓主人进行人骨鉴定。结果表

明，殷人的祖先很可能与北方地区的古代
居民有更多的关联。也有学者依据商代王
室及高级贵族墓葬尊东北方位的规律，提
出殷人有尊东北方的信仰，可能表示对其
先祖起源地的怀念和尊敬。

当然，与专业的历史研究相对，从考古
实物中寻找到的线索更加直白和易于理
解，有不少学者注意到了夏家店下层文化
中出土陶器上的彩绘。

据介绍，彩绘陶器是夏家店下层文化
特别发达的一种文化因素，完整而多变的
彩绘图案以饕餮纹为主，包括龙纹、夔龙
纹、目雷纹以及各式云纹，都酷似后期出现
的商代青铜器上的同类花纹主题。

记者在北票市博物馆便见到这样一件
绘满“云雷纹”的陶罐，它通身施彩，线条曲

折流畅，图案复杂多变，与青铜器上的勾连
纹相似，其工艺技法已达到很高的水平。

由于夏家店下层文化起始年代早于商
代早期，这件陶罐给人们的分析指明了两
个方向：一是夏家店下层文化在模仿一种
青铜文化，二是夏家店下层文化正是人们
多年来一直苦苦找寻的商代青铜器花纹
的源头。近年来，越来越多的考古发现在
为后一个推测提供各种重要线索。

辽宁省文物保护专家组组长、辽宁
省文物考古研究院名誉院长郭大顺汇总
了以往诸位考古前辈的研究成果。他认
为，夏家店下层文化可能是先商遗存，最
终他们入主中原，建立商朝。

（本版图片由辽宁省博物馆、辽阳市博
物馆、北票市博物馆、喀左县博物馆提供）

大量文物证据指向商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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鬲的发展沿革图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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