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２０22 年 5 月 12 日 星期四

Ｅ－ｍａｉｌ ／ 2278898715@qq.com 组版编辑 韩瀚

55关注

（上接 4 版）

������那么， 在当时的时庄为什么会出现一
个这么大的粮仓城呢？是谁建立了它？粮食
的来源是哪里？运输方式是什么？这个粮仓
城的服务对象是谁？

时庄遗址的神秘与未知吸引着人们继

续探讨。
要弄懂在当时的时庄为什么会出现一

个这么大的粮仓城， 就要了解时庄遗址周
边的环境。因此，研究人员对时庄遗址周围
进行了大面积的考古钻探， 钻探结果表明
在大概 150 平方公里的范围内， 除了时庄
遗址之外，同时期的遗址大致还有 13 座。

这意味着在当时这个区域， 形成了一
个区域性的聚落群，时庄遗址不是孤单的、
独立的，要依靠周边数量众多的聚落、数量
众多的人口来支撑。 “民以食为天，粮食在
古代中国农业社会中是非常重要的资源。
谁占有了粮食，谁掌握了粮食，谁就具有了
话语权，谁就具有权力，而时庄遗址布局清
晰、 功能单一， 绝不是为一家一户单独所
有，这一定是一种权力的约束行为，一定是
能够代表国家行为或者政治集团行为。 ”曹
艳朋说。

如此规模的粮仓， 它的运输方式是什
么？

如今的时庄， 周围是广阔的黄泛区平
原，陆路交通非常发达，但是三四千年前，
还主要依靠水路运输。 研究人员经过考古
和地质钻探， 借助于 GIS 地理信息系统分
析技术了解到， 当时豫东地区的地貌环境
多水、多湿地，河湖和漫岗地相间，因此在
当时长距离运输粮食主要靠水运。

目前显示，时庄遗址和居住遗址分离，
专家们一致认为， 该遗址的定位是不是一
个独立单一的社会服务分工，即：它仅仅是
周边遗址的粮仓城， 还是服务于一个更大
聚落的粮仓城，这还需要进一步研究。

也有专家认为，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
如此数量的粮仓是巨大的公共储备， 应该
只能服务于祭祀和战争这样的重大公共活

动。 在周口这片古老的土地上，发生部落战
争存在很大可能。 如果在周边能够找到大
的祭祀场所遗址，这一猜测就能被证实。

拂去笼罩在时庄遗址上的重重迷雾，
尚需时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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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目前发现年代最早的粮仓城
□记者 王锦春 邱一帆 侯俊豫

������经现场初步勘探，研究人员认为这里可能是古代军事防
御之地。 但是随着发掘的进行，一些文物的出土，这个推测很
快被否定。

由于在时庄遗址，既发现了壕沟，又发现了陶器，有研究
人员认为这是一处居住聚落。 但是研究人员很快发现时庄遗
址和普通的同时期的遗址不太一样。

首先，时庄遗址总面积约 10 万平方米，但是在遗址南部
距今 4000 年前后的遗存上，人工垫筑台地面积是 5600 平方
米， 外侧围沟最窄的地方超过 30 米， 围沟的总面积超过
18000 平方米， 居住生活的台地和外侧围沟的面积是 1︰3，
这么小的面积，外侧却有这么宽阔的围沟，让人觉得不可思
议；其次，通过进一步发掘了解到，这 5600 平方米的台地不
是长时间堆积起来的，而是人们在较短的时间内，挖掘了外
围的生土，集中力量在短时间内拍打，夯筑起来的台子，所以
叫人工垫筑台地；再次，出土的陶片数量非常少，而且很碎
小，跟平常发掘的同类型的遗址明显不一样；最后，通过与淮
阳平粮台等周边区域遗址建筑格局进行对比，发现时庄遗址
的遗迹在形态特征上与同区域同时期考古发掘的居住房址

有很大差异，其独特性堪称孤例，周边区域同时期的房址基
本上都是长方形的，而且多是连间房，很像员工宿舍，而在时
庄遗址中，这样形制的房屋只有一间。

基于此，时庄遗址是居住聚落这一推测也很快被推翻。
时庄遗址圆圈形的遗迹，令人联想到与二里头发现的

疑似祭祀用的祭坛很相似 ， 于是有人推测时庄遗址是祭
坛。

然而，随着发掘工作的逐渐进行，又发现这种土墩组成
的特殊遗迹数量很多，而且是在某一时期共同存在的。 众所
周知的是，在一个时期一个区域，祭祀的祭坛一般只有一个，
或者说祭祀的对象只有一个。 比如说北京的天坛、地坛，分别
是祭天和祭地，且距离很远。 但是，时庄遗址土墩组成的遗迹
距离很近，且同一时间数量很多，显然不是用来祭祀的。 所
以，时庄遗址也不是祭坛。

结合以前的考古工作，跟时庄遗址同类型的遗址主要有
夏县东下冯遗址、偃师商城遗址等。 首先，如果按照东下冯遗
址是盐仓的学者分析，通过检测采样，把特殊遗迹土样做采
集和深层次的检测分析，数据结果显示，食盐的成分含量非
常低，而且不同土层没有明显的差异，因此不支持时庄遗址
是盐仓的论断；其次，在仓储遗迹的内部及附近，发现了“黍
素”的成分，说明遗迹在某一时期是存储过粟或黍这种粮食
作物的；再次，在仓储遗迹废弃堆积物的底部检测出的植物
植硅体的成分较为单一，主要为粟、黍类作物，发现了用于地
面铺垫或编织的芦苇类植物成分，在土中检测到的粟和黍碳
化的种子，几乎不见其他种子遗存；最后，还发现了该特殊遗
迹下面有隔水层、绝水层，整个地基建高、外层抹泥防潮，具
备粮仓防潮、防水的特殊条件。 因此可以断定，时庄遗址为存
储粮食的粮仓。

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院时庄遗址考古项目负责人曹艳

朋说：“今天的这些认识，都是我们在现场用小刷子、小铲子，
一点点去清理、一点点地刷扫，一点点地回到实验室做分析，
多人多学科合作发掘的成果。 ”

多学科确定“粮仓身份” 谜团解开仍“迷雾重重”

������专家认为， 时庄遗址的重要考古价值
主要有三个方面：第一，该遗址是中国目前
发现的年代最早的夏代早期粮仓城， 为研
究中原地区早期国家的粮食存储、 粮食管
理和赋税制度等提供了重要的实物材料。
第二， 时庄遗址粮仓遗存的年代相当于中
原地区的“新砦期”阶段，即文献中记载的
“太康失国”和“少康中兴”的夏王朝早期，
为了解夏王朝的社会组织结构和早期国家

治理能力等方面具有极其重要的价值。 第
三，遗址呈现出的小型化、专门化的崭新聚
落形态， 对聚落考古理论研究进行了扩充
和深化。

2020 年，我国提出建设长城、大运河、
长征、黄河等国家文化公园。我省也提出以
黄河文化保护传承为抓手， 构建黄河文化
遗产保护廊道，打造黄河黄金文化旅游带，
规划建设黄河国家文化公园， 建成一批特
色鲜明、文化底蕴深厚的文化景观。 同时，

我省也提出推动文物系统研学游工作，扛
稳保护传承弘扬黄河文化的历史责任，推
进黄河文化与旅游融合发展。

时庄遗址作为黄河流域早期重要遗

址，保护工作刻不容缓。
目前， 时庄正在规划建设考古遗址公

园以支撑时庄遗址的完整性， 计划把时庄
遗址建成一个充分展示现代历史文化与中

华粮食文化、科技型考古遗址公园。一个美
好的时庄遗址蓝图已经绘就： 坚持最小干
预原则，真实完整保护考古遗址及其环境；
按照“一馆一区一基地”总体布局，全面发
挥遗址价值，围绕粮仓城聚落主题展开；遗
址展示手段再升级，打造情景体验新高度；
打造现代化、数字化遗址博物馆，开展公众
考古研学活动，提升园区活力，普及考古知
识。

相信这座我国目前发现年代最早的粮

仓城，在不久的将来会焕发出新生机。③10

遗址保护正“量体裁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