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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州商城》

前言

郑州是河南省的省会，位于河南省的中部（图一）。郑州商城遗址（原名“郑州商代遗址”），位于
郑州市区内偏东部。它是1950年秋在二里岗与南关外一带调查时发现的。1952年秋，为配合二里岗一
带市区内基本建设，逐步进行了试掘与发掘。通过近50年来的大量考古钻探、调查与发掘工作，证明
郑州商城遗址的内涵是以商代前期的商代二里岗期遗址为主，并包含有一些略早于商代二里岗期的洛
达庙遗址二、三期（约相当于二里头文化三、四期）和郑州商代南关外期遗址，以及稍晚于商代二里
岗期约相当于商代后期的郑州商代人民公园期遗址。另外还有一些早于商代前期约相当于夏代早期的
豫西地区龙山文化类型中晚期遗址和夏代晚期的洛达庙一期（约相当于二里头文化二期）的遗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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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州商城》

内容概要

《郑州商城:1953-1985年考古发掘报告(上中下)》考古发掘报告即将面世了，其间经过一波三折，单位
几经变更，但经安金槐先生百折不挠的努力，才终于形成了目前这本报告的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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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州商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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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C11H137打破C11H138为例2． 以C1H9地层关系为例（四） 商代二里岗上层一期、商代二里岗下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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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陶器的形制特征与发展演变情况一、 各期主要陶器的形制特征（一） 二里岗龙山文化陶器（二） 
牛寨龙山文化陶器（三） 洛达庙一期陶器（四） 洛达庙二期陶器（五） 洛达庙三期陶器（六） 商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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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  龙山文化遗址第三章  洛达庙期遗址第四章  商代献关外期遗址第五章  商代三里形岗中册下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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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州商城》

章节摘录

插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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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州商城》

后记

这本报告的整理编写工作最初的起因是：郑州商代遗址的全部发掘工作主要是在安金槐先生主持下进
行的。发掘报告的整理编写工作当然也由安金槐先生主持进行。1957年春，安金槐先生等人主持编著
的《郑州二里岗》考古发掘报告在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夏鼐所长指导下定稿之后，郑州商代遗址
在50年代又陆续发掘出有商代铸铜作坊遗址、商代制陶作坊遗址、商代制骨作坊遗址、白家庄商代墓
葬和郑州人民公园商代晚期遗址，特别是郑州商城夯土城垣遗址等。虽然也陆续发表过一些考古发掘
报告、简报与报道等资料，但文字及图片内容都很简单，其中还有许多新的主要资料并未发表。为此
，从1957年起安金槐先生便开始收集《郑州商城》(原称《郑州商代遗址》)考古发掘报告的资料工作
。1958年适逢大跃进运动，当时的河南省文化局文物工作队的领导，为响应上级的号召，提出了“整
理考古发掘报告，实行资料清底”的口号，动员当时河南省文物工作队所有同志，都参加到整理各种
考古发掘报告中来，并进一步提出“到1959年10月整理出考古报告100篇，向国庆10周年献礼”的目标
，而且把这100篇的考古发掘报告的最后整理修改任务交由安金槐先生负责。安金槐先生从1958年起，
即将郑州商代遗址的内容，分为《郑州南关外期遗址》、《郑州南关外商代铸铜遗址》、《郑州紫荆
山北商代铸铜遗址》、《郑州紫荆山北商代制骨遗址》、《郑州铭功路西侧商代烧制陶器遗址》、《
郑州白家庄商代墓葬》、《郑州人民公园商代后期遗址》、《郑州洛达庙商代早期遗址》、《郑州董
寨商周遗址》、《郑州二里岗商代遗址》和《郑州商代城遗址》等10余篇考古发掘报告，准备编写发
表。后来，除安金槐先生承担或参与整理的《郑州商代城遗址》、《郑州南关外期遗址》、《郑州南
关外商代铸铜作坊遗址》、《郑州洛达庙商代遗址》和《郑州紫荆山北商代铸铜作坊遗址》等考古发
掘报告陆续在刊物发表外，其余几篇考古发掘报告，不是无人承担整理，就是整理的内容太简单不宜
发表。到了1964年春，安金槐先生又去新郑县主持“郑韩故城遗址”的考古钻探与试掘工作，《郑州
商城》考古发掘报告的整理工作因而暂停，安金槐先生只能插空略作整理研究。1966年文化大革命运
动开始后，《郑州商城》考古发掘报告的整理研究工作即全部中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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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州商城》

编辑推荐

《郑州商城:1953-1985年考古发掘报告(上中下)》由文物出版社出版。

Page 7



《郑州商城》

精彩短评

1、理一下頭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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