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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20世纪后半叶，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安阳工作队配合村民建房和为筹建殷墟博物苑，在安
阳小屯村西北地、北地和东北地进行过多次钻探发掘，在小屯村西北地发掘的资料，已先后在《考古
学报》、《殷墟妇好墓》和《安阳小屯》等报告和专刊内报导。
　　本报告是小屯村北地和东北地的发掘资料，报告内容分为三部分：　　一、丁组大型建筑基址的
发现与发掘；　　二、甲组基址再发掘的新收获；　　三、小屯村北地下式房址的发掘。
　　由于三处建筑遗存各处一方，内涵有所不同，不宜统一叙述，为保存各遗址的原貌，故三处遗址
各作为一个单元加以介绍。
　　殷墟是商王朝后期的王都，位于今河南省安阳市西北郊，距市区约有2.5 公里。
宫殿区位于小屯村沿洹水地带（图一）。
这一早期王都跨越洹水南北两岸20多个自然村，20世纪80年代以来，在配合基本建设过程中，在苗圃
北地铸铜遗址西南的刘家庄和徐家桥一带，都发现有殷代居住遗址和墓葬，遗址向南延伸，据已有发
掘钻探资料证实，殷墟的范围约有30平方公里（图二；彩版一）。
　　一殷墟文化分期与年代学研究的新成果　　我们依据文化层叠压关系和文化遗物的变化，将殷墟
文化划分为四期，并依据与陶器共存的甲骨文和铜器铭文，确定各期分别相当于某一位或某几位商王
的年代。
但对商王朝在殷墟定都的年代只能笼统推断。
如一般认为盘庚迁殷至帝辛覆亡约为公元前13世纪至公元前11世纪，很难确定其绝对年代，是我国古
史研究中的一大憾事。
　　1996年5月，国家“九五”重大科技攻关项目“夏商周断代工程”启动，这是我国第一个由人文社
会科学与自然科学相结合，就重大学术课题进行联合攻关的系统工程。
夏商周断代工程的总目标，是要将夏商周时期的年代学进一步科学化、量化，制定夏商周这一历史时
期有科学依据的年表，为深入研究我国的文明起源和发展奠定基础。
工程分设9个大课题、44个专题。
安阳殷墟考古研究是“商后期年代学的研究”课题中的一个专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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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安阳殷墟小屯建筑遗存》发表的资料，是1975年至1996年，先后在安阳市小屯村所发掘的三处
殷代建筑遗存。
其中最重要的是丁组建筑基址，是本报告的主要内容，曾被评为“七五”期间中国十大考古发现之一
。
该建筑基址由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郑振香主持发掘，考古研究所安阳工作队郭鹏、唐际根曾
于1989年秋、1990年春先后参加了基址的发掘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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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与1号房基相关的祭祀坑有两处，一处位于基址南面，共十座。
分布在门道两侧，这处祭祀坑是在主体建筑地基夯打到预定的高度时，在已设计好的门道两边分别挖
坑，进行祭祀。
祭祀仪式结束后，将各坑分别填土夯实，然后在房基上层以及南面的廊庑之上都铺垫上一层厚约20多
厘米的纯净黄土，祭祀坑上口被掩盖在这层夯土之下。
这样从平面上既看不到早期房基的痕迹，也不见祭祀坑的上口，使室内外基面呈整齐的一体状。
门前的祭祀坑与修建过程的祭祀活动有关，与建筑基址是同一时期的。
而位于1号房基东南边的一处祭祀坑，共六座。
墓坑较小，其随葬陶器有较晚特点，应是在这座大型建筑修建完成后进行祭祀埋入的。
两处祭祀坑虽有某些共同点，但也有明显的差异；即使是同一处的祭祀坑也多有某些特点，距离较近
的往往有较明显的共性。
像这样能够确定与特定房基相关，分布又较有规律的祭祀坑是很少见的，对理解和研究以往所发掘的
建筑基址资料，颇有参考价值，对今后殷墟的发掘或其他夏商时期的建筑基址也有可比性，可作参考
。
为让读者看到比较多的原始材料，下面对各祭祀坑及其中出土物作具体介绍。
　　祭祀坑内多有陶器出土，都是日用器皿，均为泥质陶，以深灰色和灰褐色的占大多数，有少数为
橙黄色。
另有少数坑内出有骨镞或斧、刀等小件铜工具。
小件器物为数不多，随祭祀坑作介绍。
　　经钻探发现的祭祀坑共16座，经发掘的14座，为保护门道，有两座未发掘。
门前的祭祀坑出有陶器的7座，东南面一排6座，出有陶器的3座。
各坑所出陶器类别大致相同，都有深腹平底盆、圜底尊、三耳罍和罍盖，数量不尽相同，都是被砸碎
埋人的不辨个体。
同类器物组合，虽显单调，但从不同视角进行观察，也很值得推敲。
这三种陶器很少见于大体同时的平民墓葬，而这一时期的遗址中能够复原的器形也较少，而带盖的罍
更少见，所以是比较难得的资料。
这种组合可能是殷墟早期的组合形式，或是用于地位低下的人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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