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盘龙城考古友据现场

1954年秋，武汉遭受百年不遇的特大浊水，为确保市区安全， 盘龙

城十城捆在防汛中受到破坏。 秋天水退后，武汉市文特会蓝蔚等同志根

据人们提供的线索进行了考古调查，首次发现盘龙城遗扯。

1971年春 ， 城尔北芋家嘴因兴修水利发现青铜器，当地村民报告

后 ， 由专业人员进行了清理，是为李家嘴一号墓，出上青铜器达22件。

9至 1 2月 ，北京大学历史系考古专业师生在湖北教学实习 ， 会同湖北省博

物馆的考肯人员，在北京大学教授俞伟超 (后任中国历史博物馆馆长〉 、

湖北省博物馆考古队队长王劲主持下，对盘花城遗址首次开展大规模考

山-发掘 。 发掘面积2000余平方米，考山-成果震惊 '1 '外，其收获: 、确

定了城址的年代为商代二里岗期(商代前期) ; 二、在城内东北部探明

人片穷十-建筑遗迹， )j 揭露了规模宏人的一号宫殿基址: 气 、 清坪，山了

一批重要文物，其中的青铜器 、 玉器等多次赴海外展出 。 通过这次发

掘，确t了副)1::城遗址在中国间史和尚文化研究中不可替代的位置。

试读结束，需要全本PDF请购买 www.ertongbook.com



盒龙城遗址出土文扬

盘)l城出土文物有青铜器、陶器、有器和玉器 。 青铜器达400余

件.在长江中游没有第二个地点与之相匹。青铜器包括兵器、 T具器、

食器、酒器、礼器。其中杨家湾十号墓汁1土的大阴鼎在内代前期位居

第 ，李家嘴 一.吐川 l 十厚重的人铜城为商代所罕见:川;十数以万计陶

片，己修复成型陶器i!i1500余件之多 o 各类型的炊器、贮器、感食器、

础酒器无不具备。高达l米的人陶缸，是迄今所m商代陶缸最大者，突出

思示-t-J，:龙城陶器制作上的成就;出土生产工具除石器外，还有青铜工具

铲、苗、斯、斧、凿、镜、刀、镰等，他们是.'j时条件下，最先j茸的生

产工具，是先j韭生产力的代表 : 玉器出上达 100余件 ， 李家嘴三号某出上

的大型玉戈长达94公分。在当时生产条件 卡，达到如此艺术成就，口j 以

说是绝无仅有，为商代的期玉戈之最。盘花城遗址出土的文物显示了当

时文化的辉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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盘龙寻根

殷增涛

武汉是一座历史悠久的文化名城。

人是城市本，史是城市根。追寻武汉城市之根，始发端于北郊黄

阪一隅-一盘龙古城。 1954年的那场特大洪水，将这座沉睡数千年的古

邑冲现出世，一时举世震惊!武汉的历史，由此上溯至殷商时代:武汉

的文化，早已积淀着浓郁的青铜文化特质。

经考古论证，盘龙城是我国长江流域首次发现的商代早期城市遗

址，是到目前为止在地面保存较好的我国早商城址之一，被誉为"南方

文化之源，武汉城市之根"。盘龙城遗址的发现及考古发掘，打破了商

文化不到长江的传统观念，为夏商周断代工程、中华文明起源的研究提

供了弥足珍贵的实物资料，被国家列为20世纪我国百大考古发现之一。

盘龙城独特而厚重的文化遗产，成为武汉的重要文化品牌。

穿越武汉3500年的历史烟云，我们既为它悠久而灿烂的古代文明白

豪，又深感传承文明、建设城市的责任重大。作为城市的子民，我们理

当要承担起对盘龙城开发和保护的重任，让更多的人们了解盘龙城的历

史和文化，关注武汉城市之根的研究、保护、开发，热爱我们的城市，

建设好我们的城市。

多年来，为保护和开发盘龙域，市委、市政府做了大量工作:改

造、扩建盘龙域文物陈列室，组织考古发掘，召开大型学术研讨会，建

设盘龙城大道和盘龙域大桥，等等。去年，为进一步加大保护和开发盘

龙城的力度，市委市政府专门成立领导小组，决定建设盘龙城遗址公

园，现己完成规划和前期拆迁工作。

武汉市文史研究馆、武汉盘龙经济开发区管委会、武汉市盘龙城

遗址博物馆筹建处等单位组织专家学者编著的《武汉之根一一盘龙城》

一书，以盘龙城遗址出土文物为主体，图文并茂，以文说史，向世人撩

开盘龙域的神秘面纱，昭示古城昔日的辉煌，彰显武汉内蕴的历史积

淀，是一部解读盘龙城遗址奥秘的"知识地图"。相信本书的面世，对

于宣传盘龙城、弘扬武汉历史文化，都会起到积极的作用。

(作者系中共武汉市委副书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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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现盘龙城遗址是1954年，到今天已经50多年。 50多年来，盘龙城

遗址的调查、勘探、发掘，取得了令国内外为之注目的重大收获和业

绩。盘龙城遗址于1956年公布为湖北省重点文物保护单位。盘龙城遗址

是商王朝开疆拓土守卫南土的政治、军事、经济、交通、文化重镇，并

负有运转南方铜、锡等物资资源的战略重任。这和武汉'因武而昌勺'因

水而兴'的发展历史，与中部崛起的区域优势地位相符。

盘龙城遗址从1963年开始，经过1974年较大规模的科学发掘，以及

后来省、市考古工作者组织的多次发掘和对外城的勘探，揭露了我国古

代最早的'前朝后寝'的宫殿基址，这种建筑制度后来一直保持延续到清

代北京的故宫。在李家嘴等处的基葬发掘中，发现有人殉、大鼎、大

饿、大玉戈等象征统治者权力和地位的遗物。总计盘龙城发掘出土的文

物达到三千余件之多。还发掘了青铜冶铸、制陶、酿造等手工作坊。

2001年湖北省考古研究所主编出版《盘龙城一1963一1994年考古发掘报

告》。同年武汉市考古研究所与武汉市盘龙城遗址博物馆筹建处和黄阪

县文管所一起组队，勘探城北外缘，发现有带状的穷土遗迹，断续连成

一个外城的城墙，其范围比宫城大几倍。同时发现有船泊码头的遗迹，

在内域的城外也发现有石砌的码头，说明水上交通在盘龙城时期占有很

重要的地位。找出外城之后便比较全面的弄清楚了盘龙城内外城的分布

面貌。据考古工作者的计算已经发掘的面积，还不到总体面积百分之

二。已经探出的宫殿基址原本是三座，实际发掘了两座，还有一座仍埋

藏在地下。这些情况告知我们，地下还有丰富遗存未揭露，未来的发掘

任务是大量的，同时也说明今后的保护工作更为重要。

盘龙城内外的多处文化堆积，经过发掘研究，共分为七个时期， 1-

3期是二里头型的夏文化中晚期， 4-7期是二里岗型的商文化早期。建城

时间始于盘龙城四期偏后，城废于盘龙城七期。经碳14测定建城时间约

在公元前1500年，距今已有3500年的历史。盘龙城四、五、六期是盘龙

城最辉煌的历史时期，一些如青铜重器、大型玉器出土在这个时期。出



土文物除了陶器渗入江汉地区土著文化因素之外，铜、玉器的制作与河

南郑州商城是相同的。经过许多专家们的研究，盘龙城是早期商人主宰

南土的政治、军事、经济、文化中心城市，是长江流域最早的商代城

市。其文化影响直达江西、湖南、安徽一带。江西瑞昌的铜矿在二里岗

的下层时期即已开来。湖北大冶铜绿山、阳新港下、安徽铜陵、江西南

部还有大量锡矿，这些资源都是青铜铸造的重要物资，儿乎都在一个运

输线上。对于确保这条青铜文明之路的畅通和铜锡资源的转运，盘龙城

的历史地位是极为重要的。至于盘龙城为什么在商代晚期废弃的原因，

虽有诸说，但是还须更多的文物资料的出土与研究，才能逐步得出共识。

李宪生市长曾在《武汉城市之根论文集》一书的序言中指出研

究历史，是为了更好地创造历史。研究武汉的历史，是为了了解我们所

生活、工作和建设的这座城市的过去，探索她生成、发展的规律，从而

把她建设得更加美好。盘龙城的研究，只是已经开展了多年的武汉历史

研究的一部分。'多年来人们盼望能够有本简要明了说明盘龙城历史和发

现的普及本问世，让武汉人们普遍认识了解盘龙城、了解武汉的过去。

针对这种需要，武汉市文史研究馆、武汉盘龙城经济开发区、武汉市盘

龙城遗址博物馆筹建处，联合编写出版此书，以达到普及认知武汉城市

之根一盘龙城文化内涵和历史意义的目的。

(作者系武汉市博物馆研究员

武汉市文史研究馆馆员)

2005年5月 8 日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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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盘龙城概况

第一节盘龙城简述

盘龙城地处长江之滨、汉口市北、张公堤外、府河之畔。鄂东北

地区的汉水(古河道〉、溺水、混水、摄水均汇入府河后注入长江。因

此盘龙城自古以来水陆交通便利，地理环境优越。东北有大别山，西北

有随枣走廊，南面有一泻千里的长江，西部是江汉平原，地势十分开阔。

遗址位于湖北省武汉市盘龙城经济开发区境内，距市区汉口约5公

里，海拔高程22-50米，城址之外的东、西、北三面为起伏不平的丘陵

岗地:南面有府河流过，与武汉东西湖区隔河相望:北距武汉市天河机

场约7.5公里。遗址北临楚天大道，西面有通往武汉国际机场的快速公

路，南有与盘龙城大道相接的盘龙大桥，东有岱黄高速公路穿过，交通

极为便捷。

整个遗址经勘查得知，中心地带面积约1. 1平方公里。其范围:东

起杨家嘴，西止江家湾，南至王家嘴，北临盘龙湖。东西长约1100米，

南北宽约1000米。中心区之外的控制地带，西北至邓家湾，北达童家嘴，

往东至盘龙湖东岸。遗址东南部有一宫城，形制呈方形，四周城垣为穷

土筑成。 每面城垣中部设有城门，城外有壤沟环绕。城内东北部地势较

高，分布着排列有序的宫殿建筑。宫城外有居住区、手工作坊、贵族、

平民墓地。 2001年，经考古调查和勘探，发现宫城之外约250-500米处，

分布有断断续续的劳土遗迹，极可能是外城垣之所在。

盘龙城遗址的保护工作，得到中央和地方各级政府的高度重视。

1956年公布为湖北省文物保护单位 1988年国务院公布为第三批全国重

点文物保护单位 2001年，荣获中国21世纪100项考古大发现之一。 2000

年经省、市文物部门协商，将盘龙城遗址移交武汉市负责管理，同年市

政府批准成立"武汉市盘龙城遗址博物馆筹建处"负责对遗址的保护

管理工作。 1993年，由市规划局组织规划、园林、文物考古及黄阪县政

府等职能部门，共同调查勘探，确定遗址的保护范围及保护措施。同

年，武汉市人民政府(武政1993) 55号文件公布了盘龙城遗址的重点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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护范围和建设控制地带。 2005年，市委市政府成立"盘龙城遗址保护建

设领导小组"进一步强化管理职能，加大保护力度，为有效保护盘龙

城遗址奠定了基础 。

第二节盘龙域的发现与考古发掘

(一)武汉防汛撩开盘龙域面纱

1954年夏，武汉经历了一场特大洪水的袭击，洪峰一个比一个凶

猛，严重威胁着武汉市的安全。此时，武汉北郊的盘龙城高地被列为这

次防汛的取土场，在取土过程中，出士了一些青铜器，正在防汛工地搞

通讯宣传工作的武汉市文物管理委员会蓝蔚先生，得到了这一消息，决

定在汛期过后，前往此地调查核实。

秋天到来。江水逐渐消退，此时防汛工作己结束，刚从防汛前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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返回单位的蓝蔚先生，作为一个文物工作者，针对当时的实际情况，他

决心对盘龙城进行一次全面的文物调查。 出发前，他和同伴一道察看了

好多地图和一些文献资料，他们从当时的一张五万分之一的军用地图

上，发现有城墙的标志符号，图纸上的标名为"盘土城"而民间称

"盘龙城" 。

当年秋冬的一天，蓝蔚和市文管会从事田野考古工作的归国日侨

游绍奇结伴，从市文管会出发 ， 一路骑车前往盘龙城，出了岱家山不远

便转入一条弯弯曲曲的羊肠小道，因路窄且崎岖不平，他们只好推车前

进，因当时的倒贯泉至盘龙城一带，几乎一片荒凉，人烟稀少 ， 在途中

碰到一个打猎的，经过他的指点 ， 他们终于找到古城的所在地。

经过现场查看发现，防汛取土时己将城墙的东南北三面挖掉，仅

剩西墙保存较好。 城墙的中间留有一缺口，当时推断为城门残迹。经过

一天的调查，他们勘查了城墙，绘制了草图，拍了照片，作了文字记

录。由于城墙刚被挖过，暴露在地面上的陶片较多，他们采集的标本也

较丰富，其中还有印纹硬陶和一些残石器。标本中陶片器形有缸、鼎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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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盆、罐等。调查工作结束之后，回到单位即将调查所获的陶片摆在

办公室里，井邀请了武大、华师、中南民族学院的历史考古专家共同研

究，探讨发现盘龙城的历史意义。后又将调查情况在《文物参考资料》

作了报道，这样盘龙城终于逐渐为人所知。

(二)考古发掘揭示古城内涵

盘龙城遗址发现了之后，对其时代及文化内涵，学术界仍然存在

疑惑，有人持以否定态度;但有人则提出有关商文化的一些问题。六十

年代至九十年代，湖北省及武汉市、孝感市文物考古工作者和北京大学

考古专业师生，为探索盘龙城的年代及文化面貌，开展了一系列的考古

发掘与研究，并取得了丰硕成果，历史的谜团逐步解开。考古发掘工作

大致可分四个阶段。

第一阶段 1963年的考古发掘

1963年，盘龙城城外西部的楼子湾，在兴修渠道时发现有青铜器。

湖北省博物馆获讯后，由张云鹏先生带队对此遗址进行考古发掘。共开

探沟5条，发掘面积50平方米。这次共发掘墓葬五座，建筑遗迹一处，灰

坑一个:出土一批商代二里岗期青铜器、陶器、 玉器、石器等遗物。其

主要收获是:

1、弄清了墓葬的时代为商代二里岗期，其葬俗具有商墓特征:

2、 肯定了楼子湾遗址是一处商代遗址。

盘龙城列为商代遗址，给学术界提出许多课题，比如:盘龙城与

商王朝存在什么关系?是商朝的版图或是文化影响?是军事侵略据点还

是居民点呢?有人根据甲骨文及文献记载，否定了版图说，肯定了文化

影响所及。至于是否存在古城址的问题，学术界是否定的，因为当时王

都郑州的古城址，也尚未被确认。

1974年 1月，当地农民在盘龙城城外之东的李家嘴兴修围堤，发现

一批青铜器，湖北省博物馆即派人进行清理，断定为一座墓葬所在，编

号为李家嘴一号墓 (PLZMI)。出土青铜礼器有鼎、高、室、晕、爵、舰、

尊、自和尊等22件，时代属商代二里岗期，器类组合齐全，应属一座等

级较高的贵族墓葬。

同年6月，北京大学教授邹衡先生等一行视察盘龙城遗址，在城址

东部，发现一些大石础，似乎排列成行，诸位专家推断石础应与宫室建

筑有关。

贵族墓与大石础的发现，引起北大教授及考古工作者的极大兴趣，

从而促使他们进一步探索城址年代，寻找宫殿遗迹的迫切欲望。

第二阶段 1974年一1976大规模的考古发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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