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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都城，一个国家政治、经济、文化的中心。
都城是名利城，是烟花地，是一个时代技术、文化最高成就的集中体现。
一个个国家兴起又灭亡，一座座都城建成又消失。
今天，都城又在考古学家的手铲下渐渐揭去神秘面纱，重现昔日的辉煌。
    人们在叩问：中国最早的都城于何时出现？
在哪里出现？
在一个个隐没于地下的古都中，考古学家们发现了什么？
一件件国宝，一座座宫阙台基描述着怎样的历史故事？
一座座神秘的古都为何出现在大漠边陲？
曾经有怎样的一群人生于斯，死于斯，快乐于斯，忧伤于斯？
请随本书进行一次穿越时空的古都之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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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徐良高，男，1966年出生于安徽霍山县，1986年毕业于北京大学考古系，现为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
究所副研究员，北京大学古代文明研究中心兼职研究员。
主要西周都城——周原、丰镐的考古发掘和研究。
主要研究方向为中国古代文明的起源和发展、夏商周考古。
出版学术专著一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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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引言豫西晋南寻“夏墟”迁徙不定的商都  汤都“西毫”今何在  洹水河畔是殷墟关中初现帝王都  青铜
器之乡——周原  文王作丰 武王居镐  洛邑、成周今何在群雄争霸的见证  曲阜鲁故城  秦都东渐  赵都邯
郸城  郑韩故城  中山国灵寿故城  齐都临淄  侯马晋都遗址  楚国都城考古  萧萧易水伴燕都气吞寰宇的
秦都斗城长安西汉都铜墙铁壁 伽蓝林立  汉魏洛阳城  北魏洛阳城  三国鼎立话国都鸿篇巨制 世界都会  
整齐化—长安城  东都洛阳城承前启后 精神犹存  北宋汴京城  大汗之都大漠边陲觅古都  三星伴月寻蜀
都  赫连勃勃的统万城  渤海国上京龙泉府  辽都上京临潢府  交河故城考古  高昌故城考古  失落的古格
都城  都城文化传四方主要参考文献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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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书摘   三代时期，随着国家的出现，超大型城市形成。
这些城内的建筑、墓葬、物品都是规模很大，规格最高，质量最精美的，  是同时期其他城市所无法
比拟的。
二里头、郑州商城、偃师商城、安阳殷墟、周原和丰镐都是这类超大型遗址．与龙山时代诸城并起、
不相卜下的现象比较，三代城市的等级化现象明显，中心聚落  一都城的地位无可争议。
   丰京范围内，北部，从客省庄、马王村至张家坡、大原村是一平坦高地，俗称“嵋坞岭”。
南部，从新旺村至冯村是另一高地。
这两片高地是西周遗迹分布密集区。
东有沣河，西有灵沼河，北有渭河，西南部原有一积水的海子。
    考古工作者首先建立了丰镐西周遗址的分期，这是都城考古的基础工作。
沣西周人遗存可分为六期  第一期约相当于文王迁丰至武王伐纣时期的先周文化晚期．  第二期约相当
于西周初期成王前后，第三期约相当于西周康昭王时期，第四期约相当于穆恭王时期，第五期约相当
于懿孝夷王时期，第六期约相当于厉宣幽王时期。
丰镐遗址作为西周的都城遗址，其分期断代为西周考古学建立了一个分期标尺。
近年来，考古学家为配合夏商周断代工程，发现了一批理想的地层打破关系。
为丰镐地区的遗址分期提供了更为科学的依据．这一发现被作为夏商周断代工程  商周分界的考古学
界标。
    宫殿区分布于客省庄西南、马王村北一带。
已发现夯土基址14座，其中最大的四号夯土基址呈“T”字形，面积达826．98平方米，是迄今所见面
积最大的西周夯土基址。
在夯土基址群东有一条大路绕夯上群东南而过，已探明长度达200余米。
在这片基址内发现有陶排水管道和西周瓦片。
在夯土区的东面，客省庄村南发掘的H10出上过铸铜陶范，其中可辨认的有铜篡的陶范，这与三代都
城遗址中礼器铸造作坊近子宫殿区的现象是一致的，是铸铜工业为王室贵族所控制的反映。
从青铜器铭文和文献中可知，这些宫殿的名称有太庙、京宫、康宫、邵宫等等。
康王、恭王有丰宫之朝，即在丰京举行大典，会见四方诸侯。
    目前发现的有铸铜、骨器制造、陶器制造等几种手工业作坊，多分布于灰坑密集区附近，似是从属
于各居民区。
这可能暗示了制骨、烧陶等满足人们日常所需的手工业为各家族掌握，或者是由家族内的个人经营，
主要是满足各居民区自身的需要，  与青铜制造业不同。
制骨作坊中的张家坡作坊区位于张家坡村东，  曾出上相当多的骨料和半成品。
冯村作坊区位于冯村东北约300米处，东西长约150米，南北宽约100米。
曹寨作坊区位于曹寨西北，新旺村作坊区位于新旺村西南约300米处。
    在沣西广大地区内随处可见西周的灰坑和地层。
堆积厚、灰坑密集的地点有：  客省庄一带、张家坡村东、大原村村北村南、曹寨村西北、冯村村北
村东、新旺村村南村西北等。
这种一片片居址区相对独立存在的格局与墓葬的埋葬布局相对应，是当时聚族而居的社会组织结构的
反映。
三代都城內的民居呈聚族而居状态，以宗庙宫室为核心，周围散布着一些居民区。
各居民区之间    往往是空闲地带，遗物很少。
    此外，三代都城中还存在着大量的农业人口，都城内出上了大量的各种质地的农业工具。
农业生产在这些都城的经济生活中仍占有重要地位。
城市居民，除贵族统治者及其侍卫奴仆和手工业者外，还有许多在附近进行农业生产的人。
    沣西地区西周墓葬最集中的地区位于张家坡村至大原村间的一片高地上。
仅1982-1983年两年时间内，在西至太原村东北，东車张家坡村西，南至西户公路，东西约600米，  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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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约200米的范围内，即探明西周墓葬1000多座。
墓葬的布局特征为聚族而葬制，夫妇并穴而葬的现象较常见。
如井叔家族墓地包括一座带双墓道、三座带单墓道的大某以及若干座中型竖穴墓和马坑，多座墓内出
上有“井叔”铭文的青铜器及5件一套的编磬。
规模最大、规格最高的双墓道大墓M157全长35． 35米，  自门至底深7． 5米，墓室长5．45米，宽4．2
米，一椁两棺，椁盖上及南北两个墓道内放了许多被拆  卸开的轮舆构件，计有车轮30个，车舆12个。
墓两边陪葬有妻妾墓，墓室西南方向附近有车马坑。
    沣西地区历年来出上过多批西周青铜器窖藏，从其数量规格看，仅决于周原。
青铜器窖藏集中于马王村一带和新旺村周围两处地点，如1961年和1973年分别在马王村西、西户铁路
西出土过两窖青铜器，一窖6l件，一窖53件。
1979年新旺村北出三鼎一壶。
   从窖藏青铜器铭文族徽看，他们所代表的家族可能生活在附近，如1961年马王村窖藏铜器中有孟簋3
件，而张家坡西南l83号洞室墓所出青铜器中，也有3件铜器铭文中有“孟某”作器的记载。
这两者似有对应关系，可能属于同一家族。
  镐京范围内的夯土基址集中于两处：一处在上泉村和洛水村北一带，有夯土基址多座，这一带有大
量西周瓦片出土；另一处位于花园村北至普渡村西一带，发现有夯土基址多处及大量西周瓦片等建筑
材料。
   洛水村一带、花园村北、白家庄北、斗门镇及上泉村为西周居址分布区，有西周早中晚期遗址分布
。
在这些居址内往往有陶窑相伴，由此也可说明，周人日用陶器是在住址附近烧造的。
制骨作坊在白家庄北地发现一处，出上了骨角料和骨器半成品。
墓葬区集中于花园村、普村一带，这一带曾出上过不少重要铜器墓，如长囟墓，出上了一批穆王时期
的标准器。
另在斗门镇东南约200米处，曾出土过一个铜器窖藏，内有鬲、鼎、簋等铜器20件。
   西周末年，丰镐城内的国人不堪忍受周厉王和荣夷公的“专利”、横征暴敛、压制輿论爆发了“国
人暴动”，赶走了厉王，成为历史上有名的一次平民革命。
    丰镐两京一带还有专供天子渔猎游玩的苑囿。
孟子说，周文王的苑圊方圆70里左右。
《诗经》记载丰镐有“灵圊”，  苑内草木繁茂，獐鹿成群，苑囿之内有水泊，名“灵池”，池边飞
鸟丛集，池中游鱼竞跃。
丰镐遗址西周墓葬出土的《长囟盏》铭文记载了周王在池中泛舟渔猎的情景。
灵囿内还建有“灵台”，  台高2丈，周围120步，是一座巍峨的建筑。
今在丰京遗址南有灵沼乡和名“灵台”的高地，但在此的考古工作尚未发现西周时期的建筑。
    过去学者根据《考工汜》的记载．推测丰镐两京是按照预定的总体规划精心设计而成的。
今天的考古工作证明这种推测是不可信的，丰镐城址基本上是因地制宜，随形就势，开无整体规划。
考占对古史研究的贡献和对传统观念的修正由此也可见一斑。
    据文献记载，武王、周公均葬于毕原．古人认为毕在镐京南。
但通过考古工作，  尚未发现周王的陵园。
迄今的考古工作已经发现了早于周的商，晚于周的战国和秦汉诸王陵，唯有对周王陵尚一无所知。
虽然考古学家做了大量的调查工作，但迄今尚未发现可靠的线索。
作为西周都城考古的一部分，周王陵考古是一个巨大的待解之谜。
    ⋯⋯插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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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体关注与评论

序王仁湘    无论阅历丰富还是闻见浅显，在你我他心中总会有净土一方，那里存放着自己用理解拼对
出的一部珍贵的古国历史，或隐或现，或晦或彰。
    虽然它也许只是一些残缺篇章，或是断断续续，或是不拘短长，有精彩有平淡，有许多的片断模糊
蒙胧，也有许多的片断让人铭心难忘。
    那些片断是那样的悠远晦暗，那样的不可捉摸，又是那样的不可言喻。
    那些存留在我们脑中千差万别的影像，却原来只是我们的主观重构与想象，是我们从故纸堆里提炼
出来的故事，或是由口口相传中获得的感悟。
    它们虽是曲折流荡，却又影踪难寻，它们虽是波澜壮阔，却又声色俱无。
    久远的历史已然逝去，它成了只能追述的数不清的往事。
但是历史却并没有完全消失，它被后来的时光深深地埋藏起来，日复一日，年复一年，千年万载，由
新而旧，由旧而古，在人类的记忆中渐渐忘却，变得不再那么清晰。
    当历史的尘埃被层层拂去，展现在我们面前的是一幕幕生动的活剧，有影有形，有声有色，这是色
彩斑斓的真实的历史。
    历史原来可以复活，历史原本是五彩斑斓。
历史是看得见的真实存在，它是可以用十指触摸的陈迹。
这不是历史学家发黄的书本中的平面历史，而是考古学家们从大地下发掘出来的立体场景。
    在作为考古学家的丛书作者们奉献的这些册子里，我们发现历史的本相原来是这般的丰富多彩，是
这般的亲切自然。
    让我们一起开始这次古代文明之旅，你很快便会有许多发现，古老的历史原来可以观摹可以摩挲，
千万年的往事原来可以直接面对面。
考古学家寻找回来逝去的辉煌，我们可以用自己的慧眼穿透千万年的迷雾，来感受历史长河泛溢的斑
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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