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洹水安阳名不虚，三千年前是帝都。
商朝是一个不断迁徙的王朝。公元前1300年，盘

庚继位后迁都于殷（今安阳）。从此，商族定居下来不
再迁徙，在安阳这片土地上持续发展200余年，创造出
灿烂辉煌的殷商文明。

甲骨文记录，3300多年前的殷人称自己的国都为
“大邑商”。考古证实，大邑商面积 30 余平方公里，
人口 10 余万人，是当时世界上最大、最繁荣的都城
之一。

3000多年后的今天，殷墟遗址宫殿区内，发现有宫
殿、宗庙、祭坛等50余座建筑遗址，还新勘探发现了面
积达6万平方米的大型池苑遗址及北部成片的大型夯土
基址。其宏伟壮观的建筑风格，树立了中国古代早期
宫殿建筑的典范，展现了殷商宫殿昔日的辉煌。

殷墟王陵遗址是殷商王朝的陵地与祭祀场所，在
这里相继发现了 13 座大墓、3000 多座陪葬墓和祭祀
坑，作为我国目前已知最早、最完整的王陵墓葬群，
开创了中国帝王陵寝制度的先河。

1999年发现的洹北商城遗址位于安阳北郊洹水北
岸，内部有宫殿区、手工业作坊区、贵族居住区、墓
葬等。该遗址的时代早于传统意义上的殷墟，填补了
商代早期郑州商城与商代晚期殷墟之间的空白。这一
发现改变了传统“殷墟”的概念，成为近20年来商代
考古、历史研究的重大突破。

“一片甲骨惊天下。”殷墟甲骨文是殷王朝占卜的
记录，作为中国已发现的最早成熟文字，将中国信史
向前推进了约1000年。近16万片甲骨，4500多个单字，
记载的内容涉及政治、军事、文化、社会习俗等商代社会
生活的方方面面，成为中国古代最早的“档案库”。

殷墟出土了司母戊鼎、亚长牛尊等大量青铜器，形
成了以青铜礼器和兵器为主的青铜文明，成为中国青
铜时代发展的巅峰，不仅在中国古代文明史上占有重
要地位，也成为世界古代青铜文明的中心之一。

铸铜、制骨、制玉、制陶等手工业园区的发
现，实证甲骨文中“百工”的记载。

殷墟遗址之外也发现了一些重要的商代晚期
族邑聚落和手工业作坊遗址，拱卫在殷都的周
围，“大邑商”名副其实。

这一时期的殷商王朝，地域之广、
生产力水平之强、文明程度之高让
人叹为观止，成就发展顶峰。

（作者系中国社会科学
院考古研究所研究员、殷墟
博物馆副馆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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巍巍太行，悠悠洹河，古都安阳五彩斑斓、
秋色正浓。9月 21日至22日，正值秋分时节，
商丘日报“殷商之源·探源”采访组走进安阳。

2022年 10月 28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安阳
殷墟遗址考察时指出，殷墟我向往已久，这次
来是想更深地学习理解中华文明，古为今用，
为更好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提供借鉴。踏
着总书记的足迹，沿着历史的脉络，我们采访
组到殷墟宫殿宗庙遗址（殷墟博物馆）和殷墟
王陵遗址感受 3000多年前的商王朝盛景，追
寻晚商先人兴衰印记，聆听殷商文化故事。

商丘与安阳：
我启商之源 君把商之尾

“殷商文化起源于商丘，兴盛于安阳。”
先让我们简单梳理一下商丘与安阳的关系。

历史的车轮碾轧着岁月的时光，深邃而
遥远。目光投向公元前 16世纪甚至再往前，
看一看商朝建立之前的商部落。《诗经·商
颂》云：“天命玄鸟，降而生商。”《史记·殷本
纪》中也记载：“殷契，母曰简狄，有娀氏之女，
为帝喾次妃。三人行浴，见玄鸟堕其卵，简狄
取吞之，因孕，生契。”契被夏朝先祖大禹封于
商丘，在商丘繁衍的族群被称为商族，因此先
商时期即商部落时期的文化与夏文化同步。
公元前16世纪，商汤灭夏，建立商朝，都于亳
（即南亳，今商丘虞城谷熟镇西南），此后商
朝都城一共搬迁 5次，最后一次是约公元前
1300 年盘庚迁殷 （今安阳），此后政局稳
定，诸侯来朝，商朝遂强盛起来。商朝在安
阳共经历了 8代 12王，273年时间，直到公
元前1046年牧野之战商纣王为周所灭，其间
兴衰往事，余音不息。

商亡国后，纣之子武庚曾被周王封于
殷，后武庚叛乱被杀，殷人逐渐迁走，殷都
沦为废墟，故称殷墟。

自商汤建国至商纣亡国，再加上商朝之
前的商部落，“殷商之源”商丘与“殷商之
都”安阳因历史的长河而隔空“牵手”——
我启商之源，君把商之尾，辉煌灿烂的商文
化根脉相连、根固叶茂。

盘庚迁殷：
商朝廷终于“居有定所”

走进安阳，故事从“盘庚迁殷”说起——
“殷人屡迁，前八而后五。”汉代史学家

张衡在《西京赋》中的这句话，从一个侧面
揭示了商朝的一个特点——朝廷居无定所。

成汤建立商朝之前曾迁都 8 次，且不
提。商汤建立商朝时，最早的国都在亳（今
商丘虞城谷熟镇西南）。在此后 300年当中，
都城一共搬迁 5次。历史学家究其原因，认
为一是王族内部经常争夺王位、发生内乱；
二是黄河下游常常闹水灾，大水常把都城淹
没，所以就不得不搬家。

盘庚是商王祖丁之子，后来成为商朝第
19位君主。盘庚即位之初，商朝国都位于黄
河以北的奄（今山东曲阜）。约公元前 1300
年，盘庚为改变当时社会不安定的局面，渡河
南下，先是将都城迁回到商汤的故地亳（今商
丘），后又迁都于北蒙（又称殷，今安阳），史称

“盘庚迁殷”，故后世称商朝为“殷”或“殷商”。
盘庚当时为什么选择了安阳？中国社会

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研究员、殷墟博物馆副馆
长岳占伟说，最主要的原因是北蒙得天独厚
的地理位置和生存环境，“当时的北蒙气候
适宜，自然灾害比较少，有大面积待开垦的
良田”。这一点，在安阳博物馆，记者在出
土的青铜器等文物上多次看到大象、玄鸟等
动物图案或造型，还在殷墟王陵遗址看到展
出有祭祀用的大象的出土骨架，也为当时安
阳一带气候温暖湿润提供了佐证。“咱们河
南古称‘豫’，这个字就是一人牵着大象的
意思，其来历有可能与中原地区产象有
关。” 殷墟王陵遗址讲解员这样说。

盘庚迁殷后，推行商汤的政令，从此百姓
安宁，商朝国势再度振兴。盘庚死后，葬于殷。

武丁中兴：
留下丰富文化遗存

武丁是盘庚之弟小乙之子，即盘庚之

侄，是商朝第 23 任君
主，在位时间长达 59 年。武丁
继位时，商朝国势衰微、政局混乱，他
通过改革使得商朝的国势很快得到扭
转，形成了盛世，史称“武丁中兴”。

武丁时期的文化遗存相当丰富，宫
殿、墓葬、作坊等遗存都有发现。代表
当时社会生产力发展水平的青铜业有了
突破性进展，此外在纺织、医学、交
通、天文等方面也都取得不小成就。

在殷墟宫殿宗庙遗址，记者近距离
目睹了青铜器“司母戊鼎” “亚长牛
尊”的风采。中学历史课本中特别提到
的司母戊大方鼎，就是武丁次子祖庚为
祭祀其母亲（名戊）而造。

武丁死后，他开创的太平盛世没
能长久延续下去。祖庚、祖甲以后诸
王，特别是帝乙、帝辛时期，逐渐内
外交困，直至帝辛 （纣王） 在牧野之
战中被周所灭，帝辛逃到鹿台 （位于

今
鹤 壁 淇

县） 自焚而亡。
商王朝在存续 500多年后就此灭亡，周

王朝建立。

殷墟遗址：
从这里了解殷商文明

殷墟遗址坐落在如今安阳市西北郊洹
河南北两岸，包括殷墟宫殿宗庙遗址和殷
墟王陵遗址。

在殷墟宫殿宗庙遗址，记者穿过长长
的“时空隧道”，感知了在废墟中掩埋了
3000年的商王国宫殿之宏伟。岳占伟说：

“殷墟展现了商朝最强盛的境况，这里发
现了大量的青铜器、玉器、陶器等文物，
还有大量甲骨文，证明当时是非常发达的
殷商文明。”

位于殷墟宫殿宗庙遗址北 5.5公里处
的另一处殷墟王陵遗址，是殷商王朝的陵

园 与
祭 祀

场 所 。
“ 这 里 是
我国目前已

知 最 早 、 最
完整的王陵墓

葬群，它证明商
朝开创了中国帝王

陵寝制度的先河。经过
多次发掘，王陵共发掘 14

座带墓道的大墓，同时还有
近 1500座祭祀坑。”工作人员介

绍。殷墟王陵及周边遗存入围 2022
年度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

“一片甲骨惊天下。”考古学家在殷墟
发现了大量的甲骨文，说明殷商时代文字
已得到充分广泛应用，而且发展得也较为
成熟。记者近距离观察，只见骨片上的文
字清晰可见，其中“王”和“田”等字延
续至今。记者还惊喜地发现，在甲骨卜辞
中，多次出现王亥的“亥”字附加玄鸟图
腾的符号，还有“从先王居”字样。

在“先商史”中，商汤之前的商族先
辈称为“商先公”或“商先王”。商族从契
传到汤一共 14代“商先公”，而其中只有
亥称王，叫王亥 （《史记》 中称其为

“振”）。从甲骨卜辞来看，王亥是商先公
中享受后代祭祀最隆重的人之一。王亥是
商丘人，没有争议。由此，可否推测，既
然甲骨文是迄今为止中国发现的年代最早
的“成熟的”“成体系”的文字，那么，在
盘庚迁殷之前会不会在祭祀、占卜等物件
上也有可能有“不成熟”的文字符号呢？
期待着考古工作者在以后的考古发掘中会
有新发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