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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州商都书院街墓地 城墙脚下挖出国内迄今最早“兆域”
首次发现的“金覆面”隐藏着什么？ 新发现填补了郑州商都聚落考古的空间布局空白

□新华社记者 桂娟 袁月明
谈起近几年的发掘经历，黄富成感慨

万千。
2021年4月，为配合郑州市老城区基础

建设，黄富成带着几百名民工，走进距离郑
州商都遗址内城南城墙仅 150米的书院街
考古工地。

“进场一看，好家伙，基坑里堆满了周边
拆迁遗留下来的建筑垃圾。”黄富成直言，对
于能不能有重大发现，他心里并没抱什么期
待，“毕竟之前也有人在附近区域发掘过，都
没发现什么东西。”

清垃圾、布探方、细致挖……2021年 10
月 11 日，黄富成突然接到技工打来的电
话。“他们在垃圾堆里捡到个铜爵，我心里一
动，感觉有戏了。”黄富成说。

经过细致清理，一座编号为M2的墓葬
露出真容。该墓葬共出土青铜器、玉器、金
器、绿松石器、海贝等各类随葬品210余件，
是郑州商都遗址目前出土随葬品数量最多、
种类最丰富、组合最完整、等级最高的贵族
墓葬。

“最让我印象深刻的，还是金覆面。”黄富
成回忆，刚出土时，金覆面就贴在墓主人头部
西侧的墙壁上。“看到这件器物，第一反应其实
是‘奇葩’，一方面夏商周三代墓葬极少出土金
器，另一方面扇贝造型也的确非常罕见。”

金覆面一经出土，便备受关注。“扇贝形
金覆面及后续发现的铜覆面，是商代贵族阶
层独特的丧葬礼器，覆面习俗上升为覆面礼
凸显了商文明的高阶化及强大的文化张
力。另外，该金覆面的发现为探讨中原商文
明与巴蜀地区三星堆文明交流提供了崭新
视角。”黄富成说。

随着考古工作的持续进行，一个个重要
发现不断显露出来。

以M2为中心大墓，书院街墓地中共发
现墓葬 20 座，均为近南北向分布，排列有
序，一系列出土器物填补了商代青铜文化、
黄金文化等相关文化空白。同时，还发现人
牲坑、猪坑、狗坑、牛角坑等多种类型的祭祀
遗存。而墓地南北两侧发现的呈东西向平
行分布的两条大沟，也让黄富成和同事越发
觉得“不一般”。

“有没有可能是兆域？”考古人灵光一
闪，直觉再次发挥作用，“那就努力找合围迹
象呗！”

大胆假设，小心求证。黄富成带领团
队，开始围绕墓地南北两条大沟的东西两端
做工作。北侧大沟，西端已被建筑物占压，
东端被道路打断；南侧大沟，西端因早年间
拆迁已被破坏……“戏剧性的是，就在大家
快不抱希望的时候，南侧大沟东端发现了完
整的拐角剖面，书院街墓地兆域得以确认。”
黄富成说。

研究发现，书院街墓地由人工挖掘的兆
沟合围成近抹角长方形，东西长约240米，南
北宽约130米，兆域面积3万余平方米。墓地
共发现3处通道。其中，南部通道为陆地通
道，北部有2处相邻的栈桥式通道。通道外
侧均有门房类相关附属建筑的柱洞遗存。

“书院街墓地兆域是目前国内发现的时
代最早的规范化兆域，兆域形态较为成熟，
是殷墟西北岗王陵东、西并列方形兆域的直
接来源，对于极富文化特质的中国陵园史而
言，具有源头性和开创性。”黄富成表示，新
发现也填补了郑州商都聚落考古的空间布
局空白。

据了解，下一步，考古工作人员将继续
围绕书院街墓地开展多学科研究、加快发掘
资料的整理出版及重要遗迹的保护展示利
用。“继续向前！”黄富成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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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前！”在北京见
证河南郑州商都书院街墓地入

选 2023 年度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
后，郑州市文物考古研究院研究员、发掘

现场负责人黄富成发了一条朋友圈，言语
间难掩激动。

书院街墓地位于郑州商都内城东南，距
今约3400年，结构布局清晰，年代明确，展示
了中商早期高等级贵族丧葬礼制的规范，
是中央王朝都城内迄今所见年代最早的

具有兆域（墓地四周的疆界）性质的
高等级贵族墓地，凸显诸多礼

制性的制度创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