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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南发现4000多年前具有鲜明礼制色彩的成组明器

　　新华社郑州11月25日电(记者桂娟、史林静)煮肉的鼎、盛食物的豆、饮酒的觚……在4000多年前，这些随葬

物品不仅要全套配齐，就连排放的位置可能都有讲究。近日，河南叶县余庄遗址出土了一组随葬陶器，这些陶器

排列有序，器类成组，呈现出鲜明的礼制色彩。这也是目前中国考古发现的最早时期的带有明确礼制色彩的高规

格成组明器。

　　据考古人员最新发掘发现，余庄遗址一座标号为M10的墓葬保存完好，墓内共出土33件随葬陶器。“这组

陶器包括食器、酒器两大类，有鼎2件、罐2件、长颈壶1件、尊1件、高柄杯6件以及豆、觚、碗各7件，且排列

有序，有很鲜明的礼制色彩。”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院余庄遗址项目负责人吴伟华说。

　　“这组陶器形体较小，制作较好，属于明器。”吴伟华说，明器是古代人们去世时专用于随葬的器物，是生

活中使用器物的模型。

　　此外，考古人员在标号为T0405的探方内也发现一组摆放有序的陶器，其中豆与觚依次摆放，数量均为7

件，与10号墓内随葬的主要器物数量相同，反映出相同的礼制观念。“这不是偶然现象，在古代，礼器的使用规

格有严格的等级限制，用来表明使用者的地位和身份。说明当时社会已经初步形成一定的礼器制度。”吴伟华

说，这为研究中原地区社会复杂化、文明化进程以及礼制发展提供了重要的实物资料。

　　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院院长刘海旺说，从现有的考古发现来看，余庄遗址部分“遗存”可能已进入夏代纪

年。刘海旺认为，这组带有礼制色彩的明器的出现，对探索夏文化具有重要的价值，有助于进一步深化对夏代早

期国家社会分层、等级制度，礼制现象和规制的认识。

　　余庄遗址位于河南省平顶山市叶县，是龙山文化时期聚落遗址。为配合基建，2020年8月，河南省文物考古

研究院联合当地，对遗址进行抢救性发掘。目前，考古发掘已揭露面积1000余平方米，清理出墓葬、房基、灰

坑及窖穴等各类遗迹50余处，发掘出土器物近200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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