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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郑州电（记者 桂娟 袁月
明）宽阔笔直的道路相互连通，其上车
辙清晰可辨……记者日前从中国社会
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安阳工作站获悉，
考古人员在安阳殷墟洹河北岸新发现
一条大型东西向道路，洹河北岸道路
网格局初现“真容”。

“道路系统一直是都城考古的重
点。新发现为探索3000多年前商代晚
期都城的整体布局、交通网络及功能
分区等提供了又一关键材料。”中国社
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研究员、安阳工
作站副站长何毓灵说。

据悉，新发现的大型道路呈东西
走向，西低东高，已发掘长度达80米，
两端均延伸至发掘区以外。该道路最
宽处达14米，其北部道路边缘已全部
揭露出来，南部部分边缘处于发掘区
以外，被现代建筑所叠压。

“该道路用鹅卵石、打碎较均匀的
陶片及骨骼等混杂铺成，由于长期踩
踏、碾压，路面坚硬，其上有多条车辙
痕迹，十分清晰。”何毓灵介绍。

更重要的是，新发现的东西向大
道，与此前在洹河北岸发现的一条东
西向大道和一条南北向大道，构成了

类似“街区”的布局形态。
“洹河北岸这两条东西向大道相

距约500米，且均与南北向大道存在
交叉点。道路两侧分布有密集的建
筑居址、墓葬、手工业作坊等。”何毓
灵表示，“这样的‘街区’，为进一步深
入研究殷墟商代都城的聚落结构、治
理模式、手工业生产分工等提供了突
破口。”

作为我国第一个有文献可考、并
为甲骨文和考古发掘所证实的商代晚
期都城遗址，殷墟的布局问题一直是
考古学界关注的重点。此前，洹河南

岸区域的道路发掘与布局研究相对较
为充分。2015年以来，考古工作人员
持续加大对洹河北岸区域道路系统的
勘探与发掘工作。

“截至目前，我们已在洹河北岸发
现多条道路组成的路网、由交叉道路形
成的‘街区’等，取得一定进展。但洹河
北岸路网与王陵区的道路是否连通？
路网系统整体呈现何种形态？相关问
题仍需进一步发掘研究。”何毓灵说。

据悉，有关部门正在制定此道路
的保护规划，将在充分保护的条件下
展示此段道路，让公众感受殷商盛景。

安阳殷墟：

洹河北岸道路系统初现

圆明园考古新发现：

“田字房”和皇家稻田遗址露出真容
经国家文物局批准，2022年 9月

30日起，北京市文物局组织考古研究
院、海淀区圆明园管理处、北京大学考
古文博学院、北京联合大学考古研究
院、首都师范大学历史学院对圆明园
澹泊宁静遗址进行了考古发掘，目前
已取得重要成果，“田字房”和皇家稻
田遗址露出真容。

台基表面、天井等
发现火烧痕迹

资料显示，澹泊宁静殿是圆明园内
一处重要的游憩寝宫，是圆明园四十景
之一，主建筑是座“田”字式大殿，俗称
田字房，雍正五年（1727年）时已建成。

乾隆为皇子时曾写下《田字房
记》：“皇父万几之暇，燕接亲藩，游豫
于此。是地也，西山远带，碧沼前流，
每当盛夏，开窗则四面风至，不复知
暑。其北则稻田数亩，嘉禾生香蔼闻
于室。”

其名“澹泊宁静”出自司马相如
《长杨赋》：“人君以澹泊为德”，及诸葛
亮《诫子书》：“非淡泊无以明志，非宁
静无以致远。”

2020年开始，考古人员对澹泊宁静
遗址进行了三期考古发掘工作，目前已
全部揭露出澹泊宁静主体建筑——田
字房的基址。“田字房”共33间，各间皆
4.48米见方，廊深1.28米。该建筑地面
以上部分虽已不存，但基址保存尚好，
台基保存高约0.55米。

田字房虽然是单层建筑，但它的
工程做法十分精致。台基面上可见柱
顶石、铺地方砖、排水沟，外围可见如
意踏跺、卵石散水和道路。

台基由9层夯土夯打而成，夯打致
密，并采用“满堂红”做法，基槽底部满
布地钉。考古人员介绍，经过测量，地
钉打入地下的深度为1.8米到3米。当
时的海淀还是一片沼泽地，在历史上水
位较高，为防止建筑下沉，就打了地钉。

此外，考古人员发现，天井由大小不
等的石板铺成，3.8米见方，设置有完善的
排水设施，进一步补充了文献记载。

1860 年，英法联军攻占北京后，
3500名英法联军冲入圆明园，纵火焚
烧圆明园，大火三日不灭，世界名园顷
刻化为一片废墟。此次的考古成果也
为这段历史进一步提供了实证。

台基表面、天井、道路多处经火烧

过，地面发红，铺地方砖、石板皲裂。
有些方砖表面能够明显看到起了些不
规则的“小泡”，出现了严重的硫化现
象。据考古人员介绍，说明1860年的
那场大火持续时间长、火势猛烈，把柱
子烧塌了，整个屋顶落在地面上，闷着
灼烧，形成了这种现象。

“田字房”以北发现稻田遗迹

33间田字房承担了不同的功能，
有的房间用来存放字画，有的房间用
来读书，有的房间用来陈设工艺品，但
它最重要的作用是，皇帝会在四周的
稻田里进行劳作，体验农事的艰辛和
丰收的喜悦。

文献记载，康熙皇帝亲自培育“御
稻”（即京西稻的前身），经康熙、雍正、
乾隆三代皇帝精心种植，并在玉泉山
周边开辟了御稻田，所产御稻米供宫
廷食用。此后，京西稻在北京大面积
种植。“田”字象征农耕，古代中国重视
农业生产，清朝皇帝不但以“田”为房，
还在“田字房”旁的稻田里亲自劳作，
察看农事农时，以示对农业的重视。

据史料记载，澹泊宁静周边曾种植
大片稻田，清朝皇帝每年不但在田字房
以北的稻田里举行亲耕仪式，还在观稼

轩察看农事农时。此次“田字房”以北
发掘的稻田遗迹也有重大发现。

“田字房”以北发掘的稻田遗迹，
发现了南北两侧的田埂，南侧田埂可
见两次修整痕迹，稻田内此前以植物
考古的手段发现有水稻植硅石。

据考古人员介绍，两侧的田埂，北
侧是利用自然的坡度，南侧的田埂能
够看出来是人工修筑的，而且经过两
次修筑，修筑一次可能经过几年耕作
之后，田埂或者水土流失变低了，就再
填垫一次。

今虽已不能见澹泊宁静景区全
貌，但从发掘的情况看，遗址表现出浓
郁的乡村园林景象。发掘工作厘清了

“田字房”的形制和工程做法，为清代
皇家园林建筑研究提供了新材料。稻
田遗迹的发掘，对探讨清代的御稻培
育、种植和农耕技术具有重要作用。

期待在现场发现稻种

考古现场，稻田区域的土和田埂
质地颜色不同，稻田土显得更肥沃一
些，稻田土厚度在30厘米左右。考古
人员将稻田分成一米见方的方块，分
别进行标注和取样，下一步要对土壤
的成分和微结构进行浮选和实验室分
析，期待能有稻种的发现。

考古人员说，稻种是有机质，如
果没有经过火烧，它就特别容易腐
化。植物的颗粒经过火烧炭化之后，
它才能得到长期的保存。可能它没
有经过火烧，所以说当时那把火没烧
到这儿来。

本次全程向公众开放考古工地，还
通过各种方式及时与社会共享考古成
果，进一步向公众展示了考古成果所内
蕴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 （本报综合）

▲ 考 古 人 员
在皇家稻田遗址
考古发掘现场测
量土层厚度。▲

“田字房”
出土的部分文物。

新华社记者
陈钟昊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