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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简讯

史海钩沉

一、殷商探源研究的历史进程

殷商文明，是指商王朝自第一代商
王汤至最后一代商王帝辛（即殷纣王）
所创造的古代文明，其时间区间大致为
公元前 1600年至公元前 1046年的五百
余年间。这段历史已可得到考古学上实
物资料的证明，尤其自汤以后诸王，多
在殷墟的甲骨文中出现，与司马迁《史
记·殷本纪》的殷王系谱大致相符。但
据《史记》记载，在商汤立国之前，尚
有昭明、相土、曹圉、冥、振、微、报
丁、报乙、报丙、主壬、主癸十一位先
公先王，在甲骨文中出现较少。古文字
学家认为，《史记》中的“振”就是殷
墟甲骨文中的王亥，“微”就是上甲，
报丁的世次应在报丙之后。这些先公先
王的名字、世次和事迹，大都是可信
的。这些先公先王创造的古代文明，被
学术界称为“先商文化”。对晚商文
化、早商文化和先商文化的追本溯源，
即殷商探源研究，一直以来都是学术界
关注的焦点问题。

从大的方面来说，中国古史研究者
对商文明的追本溯源研究，大致经过了
四个阶段：

第一阶段，始于 19世纪末殷墟甲
骨文的发现至 1937 年殷墟遗址的发
掘。该阶段在殷墟进行了 15 次的发
掘，出土了大量甲骨文资料，发掘了晚
商时期的商王室成员居住生活的宫殿宗
庙区和商王陵集中埋葬的王陵区，以确
凿的实物证据证明了商王朝的真实存
在，确证殷墟为晚商王朝的都城遗址，
为探索更早期的商文明奠定了坚实的基
础。

第二阶段，以 1950 年发现比殷墟
更早的二里冈期商文化——郑州商城为
代表，在黄河中游地区和长江流域，发
现众多的早商城址，如湖北盘龙城、河
南偃师商城、山西垣曲商城等，确认了
在殷墟之前的早商王朝的存在。

第三阶段，以 1959 年发现河南偃
师二里头遗址为代表，尤其二里头文化
晚期遗存与郑州二里冈早期遗存之间，
存在着诸多的相似性，引起了中国古史
界和考古学界对二里头遗址属夏或是属
更早的商文化的20余年的论战。

第四阶段，自 20 世纪 80 年代至
今。该阶段学术界对二里头文化性质基
本达成共识，二里头文化为夏文化晚期
都城，郑州商城和偃师商城为商王朝早
期都城，或为“两都制”。以此为基
础，学术界又将目光聚焦在商汤之后五
次迁都的地望问题，以及商汤建国之前
的先商文化问题。尤其是先商文化问题
的解决成为殷商探源的关键，“不知道
先商文化的来龙去脉，也就是不知道殷
商文化的来龙去脉。先商文化弄清楚
了，才能将夏、商、周三代的关系弄清
楚。因此，先商文化来源的研究，可以

说是当前中国古代史的急务（张长寿和
张光直：《河南商丘地区殷商文明调查
发掘初步报告》，《考古》 1997 年第 4
期）。”

商丘地区是殷商探源研究的重点区
域，早在 20世纪 30年代就已开始了在
商丘地区进行殷商探源研究。大致也可
分为四个阶段。

第一个阶段，1936年 10月—11月
间，为探索先商和早商文化的起源和发
展，李景聃等人曾在商丘一带进行考古
调查，在永城发现了黑堌堆、造律台和
曹桥等多处遗址，并对梁孝王陵进行了
调查和测绘。迈出了在商丘地区探寻先
商文化的第一步，也是中国考古学者首
次提出对先商文化的探索。

第二个阶段， 20 世纪七八十年
代，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北京
大学、河南省考古研究机构的考古工
作者先后对商丘地区进行了多次的调
查和发掘，发现了柘城孟庄、商丘坞
墙、永城王油坊、夏邑清凉山等遗
址，清理了一批龙山文化、岳石文化的
重要遗存，为探寻殷商文化之源积累了
丰富的资料。

第三个阶段，20世纪 90年代近十
年间，中美联合考古队启动“中国商丘
地区早商文明探索”课题，设定“通过
田野考古手段寻找商丘地区的早商文
明”的学术目标。因其田野工作主要发
生在豫东，故又被称“豫东计划”。该
项目以商丘潘庙、虞城马庄和柘城山台
寺三个遗址为重点，对商丘地区进行了
大范围的调查采样分析，为商丘地区古
文化序列的建立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宋
国故城就是在该阶段发现的。

第四个阶段，在国家、河南省和商
丘市各级政府的高度重视下，2020年在
商丘地区重启殷商探源工作。目前主要
选定宋国故城、睢阳故城和永城王庄遗
址进行重点发掘，同时对永城浍河流域
进行系统的调查和局部勘探，商丘市文
物考古研究院也启动了全域范围内先商
文化调查工作，已取得了可喜的考古调
查和发掘收获。

二、殷商探源研究所取得的
学术成果

通过数代考古人近一个世纪的努
力，在商丘地区殷商探源工作已取得可
喜的成绩。主要有如下几个方面：

首先，学者通过对 《史记》《左
传》等文献的梳理和论证，“可以肯定
殷商文明有一段先商时代，是汤以后文
明的前身”，并确认“王国维将商放在
商丘”的说法具有当代文献支持，以商
丘为中心的豫东地区是探索殷商文化之
源的重要区域。

其次，通过对商丘地区的系统调查
和勘探，首次掌握了豫东地区汉代以来

古人类遗存的埋藏环境与堆积特点，并
通过多学科联合攻关的方式，对该区域
内的古环境变迁进行系统分析和研究。

再次，初步建立了豫东地区考古学
文化序列：以王庄遗址为代表的大汶口
文化和以马庄为代表的仰韶文化—以山
台寺、马庄和潘庙为代表的龙山文化—
以潘庙和山台寺为代表的岳石文化—以
山台寺和马庄为代表的殷商殷墟类型文
化—以潘庙和宋国故城为代表的东周时
期文化—以潘庙、马庄、梁孝王陵、徐
堌堆汉墓群为代表的两汉文化。虽然中
间尚有少量的时间缺环，但大致的文化
序列是完整的。

最后，通过目前正在进行的浍河域
调查和局部试掘，以及商丘文物考古研
究院已启动的商丘全域内先商文化调
查，已于永城、柘城和睢县发现多处早
商文化遗存和具有二里头文化因素的遗
存，其中尤以柘城孟庄遗址最为重要。

上述四项成就，虽然尚未涉及先商
文化，但为深入探讨豫东地区殷商探源
研究奠定了极为重要的基础。其中宋国
故城的发现尤为重要。《史记·宋微子
世家》记载，周公命微子代殷后，奉其
先祀。微子所封之地就叫宋。《世本》
又说“宋更曰睢阳”，也即睢阳、宋和
商丘是一地的异名。宋城一般认为建在
商城之上，宋国故城的发现使得寻找商
城的目标在地理上锁定在了更小的范围
里面。

三、殷商探源研究存在的问
题分析

殷商探源研究虽然已取得十分可喜
的成果，但目前想要有重大的突破，仍
存在两大瓶颈。

第一，商丘坐落在黄河下游的豫东

冲积平原，地势低平开阔。自南宋建炎
二年 （公元 1128 年） 至清咸丰五年
（公元 1855 年），黄河南流由淮入海，
对商丘一带地理环境造成了极大的改
变，包括豫东、鲁西南、皖北和苏北，
都成了黄泛区，黄河南泛时频繁的改
道、决溢、洪泛及其相应的泥沙堆积，
彻底改变了商丘一带的自然地理景观，
史前和历史时期人类活动留下的遗迹和
遗物多半被深埋在黄河冲积层下，除少
数堌堆遗址外，多数重要遗址尤其规模
较大的都城遗址，很难被考古人所发
现。故此当年李景聃考查商丘后感叹
道：“查商丘屡遭河患，……经过这样
的水患，无怪旅行商丘境内触目沙田，
一望无际！地面淤土深约五尺……西北
两面积沙更深……无怪乎汉代陶片都见
不着，更谈不到史前遗迹了！”（李景
聃：《豫东商丘永城调查及造律台黑孤
堆曹桥三处小发掘》，《中国考古学报》
第二册，商务印书馆，1947年）。

考古发掘是解决殷商探源的唯一手
段，但勘探又是考古发掘的前提和基
础。从近两年宋国故城的调查和发掘来
看，洪积层把两周时期的宋国故城深埋
在地下 10米深处，使得考古勘探工作
极度困难，急需在深层埋藏考古勘探技
术方面有所突破。

第二，关于豫东地区可靠的历史文
献极少，除《史记》《世本》《左传》等
少数文献对商史尚有只言片语外，再无
其他高信度的历史文献可供借助。

四、持续推进殷商探源研究

经过数代考古人的不懈努力，殷商
探源研究已取得了非常可喜的成果，虽
然目前还存在一些问题，但并不是没有
解决的办法。

首先，伴随着各种科学技术的不断
进步，多学科的联合攻关成为突破勘探
技术的重要环节。建议成立“深层埋藏
考古勘探实验基地”，整合各方力量，
运用多种手段，如运用磁力仪、透地雷
达、电阻仪等地球物理勘探技术、车载
地质冲击钻，配合传统的荷兰铲、洛阳
铲等。商丘地区是黄泛区的核心区域，
就是一个大的实验田，欢迎各高校和科
研团队前来进行实验性勘探，积累经验
和数据，逐步建立黄泛区深层埋藏的勘
探数据库。目前已有南方科技大学唐际
根团队、中国科技大学金正耀团队、河
南大学金锐团队等专业人员，在商丘老
南关区域进行实验性工作，已取得初步
数据。

其次，引入各高校和科研机构的各
领域专业人员参与到商丘地区殷商探源
项目中来。目前，已有山东大学历史文化
学院、复旦大学文化遗产研究院、西北大
学文化遗产学院、首都师范大学历史学
院考古系、河南大学黄河文明和可持
续发展研究中心、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
研究所和中国殷商文化学会等专业团
队的加盟，使得具有学术见长的各方
力量聚焦商丘，形成合力共同攻关的
新模式。

再次，豫东地区与鲁西南地区、皖
北地区和苏北四地区，具有相似的地理
环境和地质埋藏条件，早在史前时期古
代文化面貌就具有高度相似性，而且是
东、西和南、北文化交流、碰撞和融合
的桥头堡，形成了独特的历史文化现
象。故此，建议成立“豫鲁苏皖古代文
明研究中心”，将豫东、鲁西南、皖北
和苏北作为一个古代文化地理单元、一
个古代文化学术整体，并以此为平台联
合四省的科研力量，集体发力，为殷商
探源研究注入新的力量。

最后，发挥新成立的“中国殷商文
化学会商丘商文化研究会”的新动能，
组织古代史学家和历史文献学方面的专
家学者，对《汉书》《后汉书》《三国
志》《唐书》《新唐书》《宋史》，甚至
《唐诗》《全宋词》等后世文献中有关
“地理志”相关内容的梳理，找出与商
丘地区相关的内容，并进行系统分析研
究，为殷商探源研究提供线索和佐证。

尽管“考古学人殷商探源，四进商
丘三走麦城”，但所取得的可喜成果，
仍将我们一步步引向殷商文明之源头。

2023年 8月，“殷商探源与豫东考
古暨三代文明学术研讨会”圆满召开，
汇聚了 80余位殷商文化研究的高级别
专家学者，对殷商探源研究的过去进行
了很好的总结，并积极建言献策，达成
多项共识，为下一步的殷商探源研究开
拓了思路，指明了方向。探宋寻商，殷
商探源再出发！

（作者为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
所研究员、商丘市文物考古研究院院长）

关于豫东地区殷商探源研究的思考
□ 岳洪彬

11月16日，夏邑县老年书画院的书
画家到该县龙河湾养老康复中心捐赠获奖
书画作品，并现场挥毫泼墨。捐赠书画作
品是夏邑县委老干部局、夏邑县老年书画
院积极贯彻落实党的二十大精神，弘扬中
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一项重要举措。夏邑县
老年书画院的会员退休不褪色，坚持运用
书画形式宣传讴歌党的各项方针政策，今
年他们先后到该县北岭镇、何营乡等乡镇
开展送书画作品下乡活动。

本报融媒体记者 韩 丰 摄

从《史记·高祖本纪》记载
来看，汉高祖刘邦共有五次在砀
（今芒砀山）活动的历史，这五次
涵盖了刘邦初创反秦大业的早期
活动，反映了芒砀山在刘邦早中
期军事生涯斗争中的重要地位。

一、秦始皇三十五年（公元
前 212 年），刘邦自沛县送徒骊
山，行至芒砀山释徒斩蛇，率众
隐居芒砀山泽岩石之间，呼啸山
林，集聚力量，走出了公开反秦
的第一步。这一时期，作为秦朝
官吏的刘邦，因途中释放去骊山
修建陵墓的刑徒，违反秦朝法
律，按罪当斩，秦朝政府要对刘
邦捉拿、逮捕，刘邦在恐惧之
下，隐藏在芒砀山水岩石之中。
秦二世元年九月 （公元前 209
年），受萧何、樊哙相招，刘邦
率领数百人从砀出发，赶至沛县
参加沛县起义，沛县起义的最主
要兵力来自于砀。这次沛县起
义，是直接受陈胜、吴广起义影
响下爆发的。《史记·淮南衡山
列传》 记载刘邦在隐居芒砀山
时，有人劝刘邦时机到了，可以
起义了，刘邦却说，不要慌，再
等一等，新皇帝当起于东南。原
文是：“客谓高皇帝曰：‘时可
矣’，高皇帝曰：‘待之，圣人当
起于东南。’高皇帝始于丰沛，
一倡天下不期而响应者不可胜数
也。”从中可以看出，刘邦隐藏
芒砀山，以沉稳、老练的政治眼
光观察天下形势，判断分析举大
事的时机。

二、秦二世二年九月（公元
前 208 年），沛县起义后，刘邦
北攻受挫，率军南下攻砀，经过
三天的战斗，攻下砀城，收服了

投降的砀兵，得到 6000 人，与
原来的 3000 人合并，共有 9000
人。刘邦兵力在砀得到一次空前
的扩充壮大，奠定了刘邦军事实
力的基础。刘邦连续向北攻打胡
陵、方舆、薛县等地，并没有取
得任何成果，反而在雍齿占据丰
邑反叛之后，面临着起义后的第
一次严重危机，陷入困境。在这
种形势下，刘邦不得不调整方
略，寻求其他反秦势力集团，尤
其是项氏集团的支持，重新收复
丰邑。这一战略方针的调整，说
明刘邦从军事上由北攻转向西和
西南，从而开始了进攻砀郡和砀
城的军事活动。这也与当时形势
剧变密切相关。秦二世二年十二
月，秦将章邯攻破陈县，陈胜死
于下城父，章邯手下大将司马夷
攻破相县，至砀县，威胁刘邦的
根据地沛县，刘邦投靠东阳宁
君，并与东阳宁君一块在萧县西
与司马夷作战，遭遇失利。在这
种情况下，刘邦只得迅速调整战
略，将军事进攻方向转向曾经熟
悉的芒砀山，芒砀山交通发达，
易守难攻，占据芒砀山，刘邦谋
取了立足之地。

三、秦二世三年九月（公元
前 207 年），刘邦驻军砀城，楚
怀王以刘邦为砀郡长，封武安
侯，将砀郡兵。楚怀王与诸将相
约，先入定关中者可以称王。楚
怀王命令刘邦率军西征伐秦，刘
邦从砀出发，开启了出征灭秦的
步伐，砀兵成为刘邦西征的主力
部队，也成为灭秦的主力部队。
当时天下大乱，各地旧诸侯复
起，一些豪杰占据一方，而能够
灭秦是起事诸侯的首功，楚怀王

实力雄厚，拥兵自重，派刘邦西
征伐秦，表现了对刘邦的信任以
及政治上的远见和雄心。

四、秦二世三年（公元前
207年）秋，刘邦以自己的部队
为主导，收陈胜和项梁的士兵，
一同西征，大军取道砀城，到达
成阳，将杠里秦军构筑的坚固壁
垒攻破，击溃秦两支部队，大破
秦军，取得了西征的第一次大
捷，可谓旗开得胜。为什么大军
出发首先取道砀城？应该与芒砀
山的重要军事地位有关，芒砀山
砀城处在梁楚间重要航道获水的
咽喉部位，秦代修筑的从咸阳到
彭城的驰道也从芒砀山北经过，
控制砀城，就钳制了梁楚间的交
通运输要道，沿着驰道可以直捣
关中。

五、汉三年 （公元前 204
年）四月，刘邦在彭城睢水之战
失利，被项羽打败，损失惨重，
刘邦率领残余士卒，跟从在下邑
（今砀山县）的周吕侯居住，然
后到达芒砀山，驻守砀城。《史
记·高祖本纪》记载：“项羽从
鲁出胡陵，至萧，与汉大战彭城
灵璧东睢水上，大破汉军，多杀
士卒，睢水为之不流……吕后兄
周吕侯为汉将兵，居下邑，汉
王从之，稍收士卒，军砀。”刘
邦在砀城得以喘息，重整旗
鼓，招兵买马。然后刘邦自砀
城到达虞城，策划了游说、策
反英布反叛项羽的斗争活动，取
得成功。刘邦遭受睢水之败后是
从芒砀山东山再起的，然后西
进，“以兵大振于荥阳，破楚
京、索间”，芒砀山又一次成为
刘邦创业起始之地。

刘邦五次在砀背景考析
□ 盛朝新

新华社台北11月15日电
（记者 刘 斐 石龙洪）第十四
届海峡两岸少儿美术大展 15
日在台北开展，以“光阴的故
事”为主题，展现青少年儿童
眼中成长的色彩。

本次展览共展出海峡两岸
暨港澳地区、海外华人地区青
少年儿童作品 300幅，以年龄
为线索，让观众从中看到孩子
们如何经历成长、讲述成长、
展望成长。展览还展出了台湾
已故版画家、美育教育家周瑛
与大陆当代艺术家沈也的作
品，跨越两岸、跨越时空的作
品为孩子和观众打开更多关于
岁月和时空的遐想。

策展人周樱表示，对一群
来自不同地域3至18岁的孩子
们来说，“光阴的故事”就是
他们关于找寻自我、发现自我
的故事。对于大展来说，“光
阴的故事”是多年来走过两岸
各城市曲折却温暖的故事，更
是与孩子们相伴在两岸互相眺
望的珍贵记忆。

台湾中华日报社荣誉董事
长黄肇松说，小朋友们的画作
凝结着过往世代的精神传承，
展现着当代的建设发展，也是
未来的出发点。大展成功走过
14年，是两岸许多机构、许多
个人心血共同浇灌的成果，希
望大展能持续不断地办下去，
在两岸文化艺术交流领域发挥
更大的影响力。

据悉，海峡两岸少儿美术
大展由两岸多家机构、单位于
2009年共同发起。多年来，该
展在两岸多个城市举办，至今
已展出 70多场次，观展人次近
百万。此外，大展还不断发起
和支持艺术公益项目，包括灾
后儿童心灵重建、儿童成长安
全、民族文化传承等方面议题。

第十四届海峡两岸少儿美
术大展台北展由台湾中华日报
社、海峡经济科技合作中心、
台湾中华文创发展协会等机构
共同推动举办，将持续至 11
月 22 日。本届大展还在福
州、厦门、北京、高雄举办了
两岸巡展。下一届大展将以

“一起”为主题，目前已进入
征集作品的阶段。

第十四届海峡两岸
少儿美术大展
在台北开展

柘城山台寺遗址（李庄遗址）。 本报融媒体记者 贾晶晶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