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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郑州小双桥：1990～2000年考古发掘报告（套装上下册）》是一部全面系统介绍郑州小双桥商
代遗址考古发掘收获的专题性学术报告。
小双桥遗址位于河南省郑州市西北郊亡口山南麓，1990-2000年，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等对其进行调
查、勘探和大面积发掘，取得重要收获。
遗址年代大致相当于商代中期；数量丰富类别齐全的祭祀遗存，能从多角度了解商代社会祭祀礼仪；
遗址出土的文化遗物为研究遗址文化面貌，推断其年代与分期提供了实物资料；该遗址是一处商代都
邑遗址，即商王仲丁所迁的“隞”（嚣）都。

　　《郑州小双桥：1990～2000年考古发掘报告（套装上下册）》适合于从事历史学、考古学、宗教
礼仪制度研究的专家学者，以及大专院校相关专业的师生阅读与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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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   插图：   1995年春，再次对小双桥遗址进行了调查与大面积发掘，确定遗址范围为南北
长1800米，东西宽800米，总面积达144万平方米以上。
种种迹象表明：试掘时划定的遗区范围为该遗址的核心区。
这次发掘不仅发现多处大规模的夯土建筑基址、丰富的祭祀遗存和青铜冶铸遗存，而且还发现有青铜
器、玉器、朱书文字、长方形穿孔石器等重要遗物。
发掘者经整理发掘资料，进一步证实了该遗址商文化堆积相对比较单纯、延续时间短、主要属白家庄
期遗存这一判断，明确指出它在年代上晚于郑州商城而早于安阳殷墟，同时遗址中还包含有一定的岳
石文化因素。
在发掘报告的结语中，又从遗址所处的位置、遗址的范围、文化内涵、文化年代等方面强调了遗址的
重要性，认为该遗址繁荣阶段郑州商城已经废弃，遗址附近已形成了一个新的文化中心，而已发掘的
部分与祭祀有着十分密切的关系。
“它的发掘预示商都地望等夏商文化探索中的许多重大学术课题的研究将有新突破”， “该遗址很可
能是商代前期的又一都邑遗址”。
发掘者宋国定先生著文“小双桥遗址所揭露部分是一处具有神秘宗教色彩的祭祀遗址，是白家庄期商
文化的宗教中心即宗庙所在”，并从遗址的面积、规模、文化内涵的重要性及遗址地理位置等方面分
析，小双桥遗址具有“隞都”的可能；即使不是“隞都”，“隞都”肯定在小双桥遗址附近。
 小双桥遗址1995年发掘简报的发表及发掘者对遗址的认识，把对小双桥遗址的研究引向深入。
裴明相先生在以前研究的基础上，对遗址性质作了进一步探讨，再次认为遗址属祭祀遗址，为仲丁王
的“七庙”，并认为遗址内的夯土基址的性质与《礼记》中的宗庙相近；铜构件是宗庙建筑的附属物
；石祖、圭（即“长方形穿孔石器”，原报告中称为“圭”）、特磬是宗庙祭祀的遗物；“周勃墓”
可能是《周礼》中祭天“燔柴”的遗迹，台基顶部的红烧土堆积正是燔柴的文化遗存；遗址内的祭祀
坑可能是《礼记》中祭地时“瘗埋”的遗存，坑内的人骨架、牛头等就是祭地的牲器，指出遗址是在
郑州商城废弃后新建立的一处与郑州商城时代紧密相连的新兴都邑。
1996年12月，陈旭先生根据1995年的发掘材料，再次从遗址内涵、年代、地理位置、包含岳石文化因
素等四个方面阐述了小双桥遗址属“隞都”的可能，并在次年著文《郑州小双桥商代遗址即“隞都”
说》，以立说的形式确定了“小双桥遗址‘瞰都’说”在学术研究中的地位，把对小双桥遗址的研究
推向了高潮。
同时，严文明先生认为小双桥遗址为都城级商城。
任相宏先生则把小双桥遗址出土的长方形穿孔石器和岳石文化的生产工具——石镢联系起来，认为它
为“仲丁征蓝夷”的战利品，并认为“只要小双桥是都城遗址，当为‘隞都’无疑”。
方酉生先生不同意上述观点，他认为，白家庄期为郑州商城最繁荣的一个阶段，郑州商城及其附近，
包括小双桥遗址在内都属隞都范围内，隞都的中心在郑州商城及附近，小双桥遗址只是一处商代仲丁
、外壬、河亶甲时期的王室祭祀场所或郊区城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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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郑州小双桥:1990-2000年考古发掘报告(套装共2册)》是一部全面系统地介绍郑州小双桥商代遗址考
古发掘收获的专题性学术报告，她不仅包含丰富的第一手田野考古发掘资料，同时还在综合分析发掘
对象的前提下提出了独特的学术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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