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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商文化的京当类型是分布于陕西关中西部的一个地方类型，是商王朝势力西进到陕西渭河流域、融合本土

族群后在物质文化上呈现的新的文化形态。京当类型与先周文化在时间维度上是并行关系，且两者的空间分布有相

当部分是重合的，其中京当类型呈据点式分布，在考古学文化层面，它是一种特殊分布模式。本文还对这种特殊分布

模式的形成背景作了探讨。
KEY WOＲDS: Shang Culture，Jingdang Type，Formation
ABSTＲACT: The Jingdang type is a regional version of the Shang Culture in the Western Part of the Guanzhong Basin in

Shaanxi． The present of Archaeological remains of this regional type also indicate that the Shang Dynasty pushed its territory to-
ward the Wei Ｒiver Valley． Nonetheless，the Jingdang type is also a hybrid of the Shang culture with indigenous cultures． The
Jingdang type was contemporary with the Proto－Zhou culture and overlapped with the later to a certain extent． Furthermore，the
archaeological remains of the Jingdang type were distributed sporadically． This distribution pattern is very distinctive． This arti-
cle also discusses the formation background of this special spatial distribution．

商文化的京当类型是分布于陕西关中西部

的一个地方类型，是商王朝势力西进到陕西渭河

流域、融合本土族群后在物质文化上呈现的新的

文化形态。
京当类型最初是邹衡先生提出来的［1］，当时

主要依据 20 世纪 70 年代后期在陕西岐山县京

当和扶风县美阳采集的青铜器［2］、扶风县白家窑

采集的陶器［3］，由于这些采集资料非常有限，因

而并没有引起研究者的普遍重视。20 世纪 80
年代，随着关中地区考古工作的开展，相继发掘

了几处 商 文 化 或 含 商 文 化 的 遗 址，如 耀 县 北

村［4］、扶风壹家堡［5］、西安老牛坡［6］等，大致在

此前后，关中西部一些本土文化遗址如武功县郑

家坡［7］、扶风县刘家［8］和长武县碾子坡［9］等相

继被发现和发掘。在此基础上，一些学者对包括

京当类型在内的关中西部商代文化作了新的探

讨。如有的学者认为将关中西部商文化遗存称

为 京 当 类 型 并 不 合 适，所 以 称 之 为“北 村 类

型”［10］; 有的学者则认为叫“老牛坡类型”更合

适［11］; 还有学者认为壹家堡第一期属于先周文

化而非商文化［12］。1995 年礼泉县朱马嘴遗址的

发掘［13］，商文化遗存比以往发现的关中西部其

他遗址更为丰富，为界定关中西部商文化确立了

明确的标尺，由此使“京当类型”得到学界普遍

认可。“夏商周断代工程”启动后，1996 ～ 1997
年对与京当临近的王家嘴遗址进行了发掘［14］，

2001 年周原考古队又在王家嘴［15］、2004 年在老

堡子［16］等地点作了发掘，使京当类型商文化的

内涵更为丰富和清晰。
现在，京当类型是如何形成的，在空间分布

上有怎样的特点，与先周文化的关系如何，这些

问题一直困扰着研究者的思绪，其中与先周文化

在空间上交错分布的特点引人深思。本文试就

上述问题作进一步探讨。

一、京当类型与郑家坡类型先周文化的纠葛

学界有关京当类型的讨论中，总会涉及与郑

家坡类型先周文化的时空关系，并存在不同认

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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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一 关中西部商时期遗址分布示意图( 殷墟一期前后)

一说认为两者是前后相继的关系。邹衡先生在

有关早商文化类型的研究中，认为京当类型遗存

的年代大都属于早商文化第三、四段［17］，即郑州

二里岗上层到殷墟一期之间。“由于以上商文化

遗址和墓葬的发现，至少说明先周文化并不是从

来就在泾渭地区居于统治地位的，很有可能，商

周( 或先周文化第一期以前的其他文化) 两种文

化在此区域内，经过较长时期的相互争夺，最后，

先周文化才完全代替了商文化的地位。”［18］由于

京当类型的遗址最西分布到关中西部的周原南

北一线，郑家坡先周文化遗址位于其以东地带，

因而给人以两个文化在空间分布上有相当程度

的重合、在时间上必然不能同时存在的印象。正

是基于这种思路，邹衡先生在《再论先周文化》
中认为郑家坡遗存的年代上限在商王祖甲以

后［19］。据考古调查和发掘［20］，郑家坡这类遗址

在周原以东的漆水河流域有比较多的地点，因而

更强化了这种认识。所以有学者说，令人难以相

信，同一区域内( 范围不大) 两种截然不同的文

化( 在某种程度上还是敌对的) 能够安然相处百

余年之久仍然保持各自原有的特征，并据壹家堡

的地层关系认为，以郑家坡遗存为代表的先周文

化的上限年代早不过殷墟二期［21］，这种认识为

一些学者所认同［22］。
另一说认为京当类型与郑家坡类型先周文

化只是并行关系［23］，但对先周文化的时代上限

有一些分歧。或认为早到殷墟文化一期左右，其

上限可能早到二里冈上层时期［24］;

或认为可早到二里岗下层时期［25］;

或认为早于殷墟文化一期，至晚在殷

墟文化一、二期时两者并行，但并不

认可郑家坡类遗存的性质为先周文

化［26］。笔者赞同郑家坡类遗存为先

周文化的认识［27］，其时代上限可早到

殷墟一期或略早，限于篇幅不作讨论。
实际上，后来一些持前一说的研

究者认识到郑家坡类遗存的时代上

限不会太晚( 明显要早于殷墟三期) ，

所以将邹衡先生最初所判定的郑家

坡遗存的时代上限提早到了殷墟二

期偏早或殷墟一、二期之际，又认为

京当类型的时代下限延续到殷墟二

期［28］，这实际上认可两者有一段并行的时期。
既然如此，两种遗存必然是并存而不是前后相继

的关系。
从空间关系看，京当类型与郑家坡类型先周

文化遗址的空间分布有相当部分重合，这是研究

者公认的。据张天恩先生统计［29］，京当类型的

遗址有岐山县的岐阳堡、京当、王家嘴、贺家，扶

风县的齐家村、白家窑、壹家堡、法门镇，武功县

柴家嘴，周至县豆村，户县黄堆，礼泉县朱马嘴，

长安羊元坊等，即京当类型分布于关中西部偏东

地区。笔者分析认为，除了柴家嘴可能是先周文

化遗址外，京当类型的遗址在空间上的总体分

布，明显可分三组，第一组最西，分布于周原南北

一线，从北向南依次为周原遗址群( 岐阳堡、京

当、王家嘴、贺家，齐家村) 、法门镇、白家窑、壹家

堡，西邻刘家文化; 第二组偏北，有朱马咀，北临

先周文化孙家类型，西北方向不远为刘家文化碾

子坡类型分布区，这两组位于郑家坡类型先周文

化分布区的外围边缘; 剩下的一组有豆村、黄堆、
羊元坊，大致位于第一、二组构成的文化圈内的

东南部。在周原以东的漆水河流域，先周文化遗

址的地点明显较多。总体来看，京当类型与先周

文化的遗址在空间上存在交错分布的特点( 图

一) ，前者的分布区并未与中心地区商文化完全连

成片，边缘地带的遗址也呈据点式分布。
按照以往对考古学文化分布的历史认知，一

个考古学文化的分布应该是成片的，对所在空间

63 研究与探索



是独占和排他性的，像京当类型与郑家坡类型先

周文化在空间上交错分布的特点确实超出了我

们的历史认知。但是，有充足证据和研究证明，

在考古学文化层面，这两个文化在同一个空间上

同时并存是一种事实存在。两者在空间分布上

的这种特点在很长时期令研究者迷茫。这种情

形到底如何理解呢? 笔者认为，对于这种分布态

势，需要对京当类型的形成作具体分析，再将其

放在商王朝兴衰的动态背景下进行探讨。

二、京当类型形成的历史背景分析

如果以商代社会和历史为视角，京当类型无

疑是商王朝势力西进到陕西关中西部后，在物质

文化上呈现的新的文化形态。京当类型既然属

于商文化，其文化构成必然有商文化因素; 作为

商文化的一个类型，同时也少不了其他文化因

素。所以，探讨京当类型商文化的形成，必须要

从文化内部判别构成京当类型的商文化的因素、
其他各类文化因素及其关系，同时还要分析京当

类型与其他文化之间的关系。以商王朝兴衰的

历史为背景，在对内、外两个方面综合分析的基

础上，或可对京当类型形成的背景有一个比较清

晰的认识。
总体来看，已知京当类型商文化不论遗迹还

是遗物都很丰富，据此可分析其文化构成，判别

其中不同的文化因素。实践证明，就汉代以前的

物质文化看，考古学文化间的区别、文化关系的

亲疏更多地通过文化遗物尤其是当时人群使用

的生活器具( 又以各类容器类器具最重要) 表现

出来，据此可确定遗存的考古学文化归属，探讨

考古学文化关系和文化源流，而且往往把一种文

化的主导文化因素作为此类研究的首选对象。
而遗迹及其特征往往用以研究生活环境和社会

等级，如果以之作为探讨考古学文化性质、考古

学文化关系和文化源流的主要依据，恐怕首先连

考古学文化本身都无法确定，更遑论文化性质等

问题了。因为在相同或相似地理环境下，少有甚

至没有关系的考古学文化间，这类因素多有相同

或相似者［30］。
如同其他考古学文化一样，京当类型的各类

材质的生活器具尤其是陶器最丰富，种类较多，

形态多样，所以它们被研究者经常用于判别和分

析京当类型文化构成的首选对象。如前文所见，

已发现的京当类型遗址并不是很多，好在发掘者

大多对它们作了文化因素的分析，这使我们考察

京当类型的形成有了可靠的基础。
孙华先生最早对壹家堡的商文化构成作了

考察，据他对壹家堡第一期商文化的分析可知，

其中商文化因素和混合因素占 58%，郑家坡类

文化因素占 40%，两类之和已接近 98%，其他因

素很少; 第二期中商文化因素和混合因素加起来

不过 40%，而 郑 家 坡 类 型 先 周 文 化 因 素 已 达

55%［31］。由于壹家堡商文化遗存不是太丰富，

所以对第二期的文化性质曾有不同认识，如果联

系商代晚期的政治形势，其属于商文化应该没有

什么问题。
朱马嘴遗址的商代遗存比较丰富，张天恩先

生作了详尽的分析，可知其中明确的文化因素构

成主要有六类( 表一) ［32］。
表一 朱马嘴遗址商代遗存各类文化因素所占百分比

A 类 B 类 C 类 D 类 E 类 F 类 其他

第一期 65 32 1． 2 1 0． 2 1

第二期 53 31 1 4 10 0． 4 4

第三期 37 35． 6 0． 5 3 18 6

其中 A 类为商文化因素，B 类为郑家坡类

型先周文化因素，这是其中最常见的因素。其他

文化因素中，除了先周文化孙家类型( E 类) 相对

较多外，源自刘家文化( D 类) 、内蒙古与晋陕高

原青铜文化( C 类) 、淳化黑头嘴类遗存( F 类) 的

因素虽然存在，但很少。
周原遗址王家嘴地点的第一期为商文化遗

存，据雷兴山先生分析，其中第 1 段的主要因素

也为商文化因素和郑家坡类型先周文化因素，但

前者所占比例远高于后者，超过 50% ; 第 2 段时

两类因素均为 40%稍强，但前者稍多于后者［33］。
据付仲杨兄分析，老堡子地点的情况也类似于朱

马嘴和王家嘴［34］。
此外，西安羊元坊遗址［35］的信息也类似于

上述遗址，其中除商文化因素外，基本为郑家坡

类型先周文化因素。
对于上述有关遗址所作的文化因素分析，研

究者的分析方法相同。虽然对构成各类因素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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器类判别及其分合略有差异，但有关遗址的分析

结果大同小异，结论基本一致，说明分析结果是

可信的，这为进一步研究京当类型的文化构成特

点提供了重要基础。
综合以上遗址信息可知，经过发掘的京当类

型遗址的文化构成大致类似，其中以商文化因素

为主或比较突出外，居于次要地位的总是郑家坡

类型先周文化因素。除了这两种因素，局部地点

的孙家类型先周文化因素略多外，其他因素则明

显较少。京当类型遗址还显示，随着时间的推

移，其中商文化因素在逐渐减少，但先周文化因

素一直比较稳定，甚至不降反增，所占比例明显

较多，这种情况颇不寻常，引人注目。上述几处

遗址处于京当类型分布区的边缘，由此推知在这

个范围内，整个京当类型的文化构成特点当与这

些遗址类似，至少不会相差太远。
同样，如果再结合京当类型与相邻或邻近文

化的空间分布态势分析，京当类型中那些比例较

少的外来文化因素，无疑源自与京当类型相邻或

临近的考古学文化，它们是受相邻或邻近其他文

化影响而成的。其中的郑家坡类型先周文化因

素当然来自郑家坡类型先周文化［36］，因为除了

郑家坡类型分布区，在其他地方根本找不到这种

文化形态。而且，对包括郑家坡类型先周文化在

内的关中本土文化的研究明确支持这种认识。
20 世纪 80 年代，随着在关中西部的一些本

土文化遗址郑家坡、刘家和碾子坡等相继被发现

和发掘，很多文章对这些遗存及其关系作了讨

论，但研究者的认识还是有较大差异，尤其对郑

家坡遗存的认识分歧明显。在这种背景下，北京

大学考古系分别与陕西省考古研究所、宝鸡市考

古队合作，于 1992 年发掘了武功岸底［37］、麟游

蔡家河［38］、园子坪［39］和史家塬［40］遗址。这几处

遗址的商时期遗存各自相对单纯，考古学文化性

质容易判断，其中岸底和史家塬遗存的文化属性

与郑家坡相同，蔡家河与园子坪则同于碾子坡遗

址。笔者曾对与郑家坡先周遗存相同的岸底遗

存的文化构成因素作过分析［41］，在所有七类文

化因素中，其中第一类因素与朱马嘴 B 类大致相

同，以联裆鬲、联裆甗为核心［42］，数量占绝对优

势，其他第二至七类因素则很少［43］，自殷墟二期

偏早( 或早到殷墟一期偏晚) 直到商末周初的四

个期别中，各期文化因素始终以第一类因素占绝

对优势，这为寻找京当类型中先周文化因素的来

源提供了明确的对比对象。
如果联系到京当类型与相邻其他文化的关

系，还有一点值得注意，一些处在京当类型西部

边缘的遗址如壹家堡、王家嘴，其中在京当类型

商文化阶段，商文化因素与先周文化因素比例之

和占绝对优势，源自相邻的刘家文化［44］因素明

显很少; 紧接京当类型之后的都是刘家文化碾子

坡类型遗存［45］，其中除了刘家文化因素为主外，

商文化与先周文化因素反倒都大为减少。由此

可见，在这三个文化并行的时期，京当类型与郑

家坡类型先周文化的关系明显密切，两者关系表

现为“相互依存，共同进退”特点，它们与刘家文

化的关系明显疏远，之间甚至是一种排斥关系。
我们知道，相对于关中地区的本土考古学文

化，京当类型是一种外来文化。各地商代考古所

见，中心地区典型商文化外围的其他商文化类

型，是中心地区典型商文化向外扩张、融合各地

本土文化而成的新的类型，京当类型的形成自然

不能超出这种模式。因为它是商文化的一个类

型，其中商式因素当然是其固有因素，此类以外

的其他因素当然不能看作是其固有因素而是外

来因素，所以不能把京当类型中商文化因素外的

其他文化因素如郑家坡类型先周文化风格的因

素当作是京当类型的固有因素来看待。在商文

化西进关中西部之前，前述京当类型和郑家坡类

型先周文化分布区一定不会是一片空白地带。
联系到京当类型与郑家坡类型先周文化在空间

分布上的大致重合，前者各期中又始终存在相当

数量的郑家坡类型先周文化因素，而且随着时间

的推移后者的比例不降反增的情况，如果说在商

文化西进关中西部之前，郑家坡类型先周文化本

来就分布于关中西部偏东地区，商人的力量推进

到这一带而形成京当类型后，于是其中就出现了

相当数量的郑家坡类型先周文化因素，这种推测

恐怕是合理的，至少不会偏离太远。
所以，京当类型形成的大的历史背景，就是

商王朝势力占领了关中东部后，从西安一线继续

向关中西部推进，压制并臣服周人的力量，占领

了周人的势力范围后的结果。由于商人的力量

有限，它同历史上的很多势力一样，首先占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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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当时具有重要地位的城邑、军事要地和交通要

道等。在这个新占领地区，由于商人的势力支撑

据点较少，才使商文化京当类型在物质文化上表

现为始终存在相当数量的先周文化因素这一鲜

明特点。从京当类型的商文化遗址大多处于外

围边缘，少数或散处于内部的态势看，京当类型

边缘的这些遗址在当时就是攻、守兼备的据点。
商人本是想以这里为基础继续向外扩张的，但由

于力量不足，商人的势力也再无力西进，最终止

步于此，从而与刘家文化的族群在西边大致对峙

于周原南北一线，在北面也大致停留在泾河附近

的朱马嘴一带。由于历史的因缘际会，商人的势

力在这一带只维持到殷墟二期早段，在商王朝全

面衰败而从周边各地大退缩的大背景下，不得不

退出关中西部偏东地区这个原本属于周人的势

力范围，此后，本地以周人为主体的族群才得以

兴起。所以，就郑家坡类型先周文化来说，尽管

迄今没有发现比京当类型时代更早的先周文化

遗存，但前者中始终存在相当数量的郑家坡类型

先周文化因素说明，这一带的先周文化时代上限

不会以京当类型的时代上限为限也是很合理的

推测，只是需要今后做更多考古工作予以探寻。
那些经过发掘的典型的郑家坡类型先周文化遗

址如郑家坡、岸底遗址，其中商文化因素很少，反

过来说明它们在当时都是普通邑聚，还不是周人

的高等级的聚落，更不会是周人都邑所在，这对

今后寻找先周时期的周人都邑或许有些启发。
现在，我们再来看京当类型与先周文化“共

享”同一个空间的格局，也就容易理解了。京当

类型与郑家坡先周文化之间的这种空间格局，虽

然曾一度令研究者普遍感到疑惑，至今还有研究

者无法理解，这是有关发现仍然较少、研究不够

深入所致，需要在京当类型形成的历史背景下作

进一步分析。
正如上文所说，像京当类型的与郑家坡类型

先周文化交错分布的特点确实超出了我们的历

史认知。尽管如此，在考古学文化的层面，它是

一种事实存在。如果再上升到国和族文化的层

面，将其放在整个商文化的分布格局下作综合考

察［46］，就会容易理解。就整个商文化的面貌来

说，中心区域的商文化无疑是最典型的; 之外围

绕中心区域的第二圈区域虽然仍然以商式因素

为主，但已出现差异，可以划分为不同的类型; 最

外圈的区域，文化形态与典型商文化区别更明

显，有的地区的文化类型的分布区域或连片，有

的或呈据点式分布。像京当类型这种呈据点式

分布的情形并非普遍现象，它是一种特殊形态，

这种现象基本出现在商文化的边缘地带。如果

再上升到商王朝向外扩张、商与周边各种力量的

关系背景下考察，如前文所说，京当类型的那些

遗址就是商人势力自东向西扩张而留下的一个

个商人的据点，在商人这些最外围据点之内的所

有区域，都属于商王朝的势力范围。不惟在商王

朝的西面，商王朝势力多次不断向外扩张而进入

其他族群( 异族) 的势力范围，但在一些地方因

为没有力量和时间将后者彻底融合或同化，因而

使异族的物质文化传统得以保留，文化面貌呈现

出明显不同于商文化的特点; 商王朝势力退宿

后，这些地方的族群随之兴起，各自文化传统得

以复兴，这些在物质文化层面会显现出来。

三、关于考古学文化的空间分布特殊模式的思考

“考古学文化”是对古代物质文化遗存的概

括性界定，按照以往对这种文化的研究实践，一

个考古学文化在空间上虽然可分为中心区和边

缘区，但整个文化的分布区应该是统一成片的，

对所在空间是独占和排他性的，这可称为考古学

文化空间分布的常规模式。上文对京当类型的

讨论可知，考古学文化的空间分布还有一种特殊

形态，即边缘地区与中心区间不是连成一片的，

边缘地区的遗址呈据点式分布，这可称为考古学

文化空间分布的特殊模式，这是以往没有引起足

够重视的现象。
我们发现，像京当类型在空间分布和物质文

化上所呈现的独特文化现象，在历史上显然不是

个例，这种情形往往出现于一种力量急遽向外扩

张到其他族群势力范围的背景下。如果侵入者

的力量很强，时间也有保障，并采取激进的同化

方式，新扩张区域原有族群的文化可能会被融合

乃至同化。但还有另一种情形，如果侵入者的力

量和时间都有限，即使采取激进的同化方式，也

难以在短期内将原有族群的文化同化，在物质文

化形态上仍然会保留原有的文化传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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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古学文化在空间分布的这种特殊形态，在

历史上是经常存在的现象，商代如此，西周也是

如此。周人在灭商以前的势力范围大致以陕西

关中地区为限，灭商后急遽占领商王朝的疆域，

其中以晚商都城殷墟为核心的原商王畿及其邻

近地区，原来殷商文化传统根基深厚，从南自河

南焦作、新乡，北到北京的太行山东麓平原，西周

文化明显分为两种形态: 具有鲜明周人文化传统

的西周文化，从考古学文化层面看大多限于殷墟

范围内以及少数几个西周封国如卫、邢、燕的都

邑( 如鹤壁辛村、邢台、北京琉璃河) 和少数大中

型遗址，同时其中有一定数量的殷商文化传统因

素，这种文化形态分布范围不能连成片，而是呈

据点式分布。在这些中心性遗址地点之外的广

大地区的西周文化，在考古学文化层面普遍呈现

出浓厚的殷商文化传统［47］，生活用器、墓葬随葬

品大多是从殷商文化延续而来的风格，反倒典型

周式风格器物的数量普遍少甚至很少，豫北冀南

地区的一些遗址如殷墟外围的西高平［48］、温县

陈家沟［49］、邯郸龟台寺［50］等所见，这一地区的

这种情况更为明显。殷墟外围的西周遗址所见，

这种殷墟商文化传统在整个西周时期一直强烈

地延续着，到春秋早期时可能被入侵的少数民族

( 狄人) 打断，春秋中期时为晋文化彻底替代［51］。
在北京一带，西周封国燕国附近不仅有原殷商人

群( 物质文化传统明显为原殷商文化形态) ，在

此圈之外还被张家园上层文化的族群包围，经过

长达百年的力量准备，燕文化随燕国势力才逐步

向外扩展，深入张家园上层类型的核心地区［52］。
后代也有这种情况，如蒙古族、满族入主中原，其

势力最先占领的是中心性城邑、军事要地和交通

要道，这些地点的汉文化中最先出现明显的少数

民族印记，而在这些地点以外的广大地区，更多

的是汉文化及其传统。即便过了一百甚至二百

多年，直到这些少数民族政权灭亡，他们也没能

从根本上动摇汉文化传统，反倒接受了汉文化。
所以，像京当类型这种具有独特空间分布模

式的考古学文化形态，它是一种相对特殊的文化

现象，由此使我们思考，考古学文化的形成和空

间形态不是以前想象的那样只有一种模式，需要

在考古工作和研究中对考古学文化的形成背景

作具体考察，并对其形成和空间分布模式进行多

元、全方位的思考和认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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