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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安半坡博物馆

石 峁遗址是 １ ９ ７ ６ 年初发现的① 。 后来 陕土质较松散 ，
呈浅灰色 。 出 土有龙山 ， 西周及

西省博物馆 、 文管会 ， 中国社会科 学 院 考 古

研究所及神木县文化馆 、 高家堡文 化 站 等 单  

位 ， 又曾多次对该遗址进 行 了 复 查 。 ｉ ９ ８ ｉ年

８ 月 ， 我馆受陕西省文物局委托对该遗址进行＿
了试掘 ， 共开 ４Ｘ７（米 ） 探 沟三条 ， 发掘面Ｒ
积 ８ ４平方米 ， 发现房屋遗迹二处 （ 编 号 Ｆ

，

，^

仙风和魏 肚刚 等同志 》

石峁 遗址 位于陕北神木县高家堡公社石 峁ｖ／ｙ
］

大队 ， 东北距县城约 ６ 〇公里 ， 西到高家堡公社
层扰含旧 文化层 黄 色 生ｉ

约 ２ 公里 ， 向北 １ ０公里可到长城 。 发源于本县色
公泊海子的 秃尾河向东南流入黄河 ， 石 峁填址 ：

即位于秃尾河支流洞川沟南岸的 山梁上 。 通过

试掘得知遗址的房屋和窖穴遗迹主要分布在石
，图 一ＴＧ １ 东壁剖面 图

峁小学附近和洞川沟南岸 的 山梁上 （即遗址 的（ 比例 ｌ ｉ ８ ０ ）

中心区 ） ； 石 棺葬 、 瓮棺葬主要分布于石 峁村

子附近 （ 即遗址 的东北方向 ） ； 遗址总面积约近代陶片 、 瓷片等 。

５ 〇 ０ ０ ０平方米 。 由于水土流失 ， 遗址破坏 较 严第三层 ， 文化层 ， 厚约 １ ０ ８
—

１ ６ ８厘米 ， 质
重 ， 但遗物散布较普遍 ， 遗迹在断崖 上时有暴较硬 ， 呈深灰色 。 包含物较丰富 ， 出 土有龙 山

露 。 现就仅这次调 查 、 试掘 的收获简报如下 ：文化陶片 ， 红烧土块 、 白灰面残块等 。

第四层 ， 黄色生土层 。

一

、 地层 与遗迹（
二 ） 、 遗迹 ：

因发掘面积有限 ， 所以 只发现 一 个 灰 坑
（

一

＇ 地屋 ：

 （
Ｈ

，
， ）呈袋状 ，

口开在第三层 。灰坑的 口径 ３ ２ ０
、

现 以Ｔ Ｇ ｉ 东剖面 图为例 ， 简述如下 （ 图一 ） ：底径３ ００ 、 深 １ ６ ８厘米 ， 南壁上半部被破坏 ， 其
第一层 ， 耕土层 ， 厚约 ８

—

２ ０厘米 ，
土质余保存均好 ， 底部较平坦。 灰坑 内填土呈褐灰

松散 。色 ，
土质松散 ， 包含物丰富 ， 有石器 、 骨器 、

第二层 ， 近代扰乱层 ， 厚 约 ５
—

３２厘米 ，陶器及红烧土块等 。 其 中陶器 以夹砂陶为主 ，

９ ２



表 一Ｋ 陶 质
、 纹 饰 统 计 表

数 ＼ 陶夹 泥 夹泥 泥 细Ｉ合百

＼
量＼ 席砂 质 砂质 质 泥＆

Ｖ灰 灰 红红 褐 轴分

＾陶陶 陶 陶陶 陶 计比

篮 纹３ １３ ７——
一

一６ ８３ １ ．
６ ３

弦 纹３１ ５ ｜
—


——冬１ ８８ ．

３ ７

绳 纹４ ４１３—


——４８２ ２

．
３４

方 格 纹
一１——一一１０

．
４８

圆 圈 纹８——

一


．

．
一一８３

．
２６

［

椎 刺 纹一４———

—

４
，
１ ． ８ ６

划 纹
一一


—

——

２２ ．０ ． ９３

附加堆纹１ ０２—


一一

；
一１２５

．
５ ８

镂 孔 一２——

——

２０ ． ９ ３

素面磨光 ．２ ６２ １—２３—５ ２２ ４ ． １ ９



＇

二


Ｉ



合计１ ２ ２８ ３３２３２２ １ ５ ［

百 分 比５ ６
．
７４３ ８

．
６ ０１

．
４ ００ ． ９３１

．
４ ００

．
９３ ｜

｜１ ０ ０

细泥红陶和褐 陶数量极少 （附表一 ） 。 从陶片３ ７厘米 的石子铺路 ．

中能辩认 的器形主要有 ： 鬲 、 番 、 卑 、袋足瓮 、在Ｆ
１与 Ｆ

２ 中都发现有鬲足 、 罐残 口 沿 及

罐 、
盆 、 碗 、 缸等 。石斧等 ＾ 从 陶片 的质地 、 纹饰、 器形 以及叠压

房屋遗迹二处 ， 是在石峁小学通往村子西关系看 ，

１＾ 和？ ２ 当属 同
一个时期的遗迹 ，

̄

边的ＴＧ ３③ 中发 现的 。 当发掘至第三层时露出

房屋的白 灰面残迹 （
ＦＪ

。 白 灰面 打 磨 得 十二 、 墓葬
分光滑 、 平整 、 坚硬 ，

厚 约 ６ 毫 米 ，
Ｆ

，
破 坏

严重 ，
仅残存东西长 ３ ０４

， 南北宽 １ ４ ８厘米的白共发现石棺葬四座 ， 瓮棺葬一座 ， 石棺葬

灰面一处 ， 门 向不清 。 在此房子的西边有一个大多数分布于石峁村子的周 围 ， 这几座墓葬都

柱洞 ， 当 和Ｆ
，
同时 。 柱洞 口径为 １ ６

、 底径 ８ 、是在断崖上 已暴露出 部分痕迹而被发现和清理

深 ２ ７厘米 。 柱洞周壁均用 碎陶片砌成 ， 很为坚的
， 所 以均遭到不 同程度的破坏 。 根据 目前钻

硬 。探的资料知道 ， 石峁村子附近当属石棺葬区无

在距Ｆ
１ 深约 ３ ５厘米之下又 发 现 Ｆ

２ ， 从和疑。 现仅就这次清理的数座墓葬分述如下 ：

卩
：
的叠压关系来看 ，

Ｆ
ｉ 是在 Ｆ

２ 废弃 后建立起Ｍ
， ： 是在村子的南部发 现的 ， 上部 已 遭

来的房子 ， 西残长 ２ ０ １
， 南北残宽９ ７厘米 ，到破坏 ， 经清理在死者的胸上压有

一 块 石 板

门 向不 清 。 白灰面的光滑度 仅次 于 Ｆ
： ， 厚度（ 当是棺盖 ）

， 背下衬铺有三块不规则形的石

比Ｆ
， 略薄一些 。 在 ？ ２南部有一段残长 ７ ８ ． 宽板 （ 当是棺底 ）

，
脚部和头部的壁上各竖有

一

＇

９ ３



块石板 （ 当是前 、 后棺档 ） ， 头 向东且髙于脚部 已被破坏 ， 只保留几块残片 。 死者的头骨和

部 ， 呈斜坡状 。 整个骨架保存完好 ，
两手 自然胸骨均在袋足瓮内 。 头骨保存完好 ， 头向东 ，

下垂 ， 两脚并拢 ， 为一单 人仰身直肢葬 ，
无随面向 上。 随葬品有 ： 陶罪二件 ， 陶罐二件 ， 石

葬品 。 墓长 ２ １ ０ ， 宽８ ０
， 深 ８ ９厘米 。刀 一件 ，

绿松石一件 。 绿松石置于死者的下颌

Ｍ ２
： 是在村 民袁筛桃 家窑洞上暴 露 出来

’

骨 下方 ， 其余随葬品均在死者的 腰 部 位 置 。

的 。 因挖 窑洞时 已破坏 了
一

部分 ，
经清理在距Ｍ ２是这几座墓葬 中保存较完好的

一 座
。
墓 长

地表 ９０厘米处发现了 石椁板 （ 图二 、
Ａ ）

， 紧１ ９ ０
， 宽 ８ ０ 、 深 １ ８０厘米 。

接石椁板下即 是瓮棺 （ 图二、 Ｂ ）
， 它是 由大Ｍ

ｓ ： 是在距 凤
２ 西边十米远 的 地 方 发 现

型袋足瓮上部盖
一件大缸而组成 的 。 缸 的后半的 。 葬法和大小均与 Ｍ ， 基本相同 ， 只是骨架

＼參
＇

＼梦
〇 ，１

米

图 二 Ｍ ２平面图

石棺葬墓椁盖板
＾

Ｂ ． 石椁板下之瓮棺

（图中 以数孛代表的器物 ？１ ． 袋足 瓮２ ． 残缸

３
． 石刀４ 、 ７ ． 陶郅５ 、 ６

． 陶罐８ ？ 绿松石 ）

破坏较为严重 ， 仅能看到的是部分 头 骨 和 四砂粒较粗 ， 多为饮器及大型容器类 ； 泥质灰 陶

肢 ． 头 向东南 ， 面 向上 ， 无随葬品 。 墓长 ２ ００
，多为罐 、 瓶 、 碗等饮食器类 ； 细泥褐陶质地较

宽 ７５ 、 深 １ ５ ０厘米 。为细腻 ，
只有杯 、 小罐等 。

Ｍ ４
：
是在距Ｍ ２北边偏东十五米远 的 地方纹饰除素面外 ， 计有蓝纹 、 方格纹 、 圆 圈

发现的 。 葬式 、 葬法和大 小 均 与 Ｍ
， 、

１＾１
３ 相纹 、 划纹 、 镂孔 、弦纹 、绳纹 、 附加堆纹 、 几何

似。 此墓破坏严重 ， 长度不清 ， 宽 ７８厘米 。锥刺纹 、 网纹等十种 （ 图三 ）
。 蓝纹最多 ，

弦

Ｗ
ｌ ： 为当地群众在 右 峁小学南边的小路纹和绳纹次之 ，

＜余则较少 。 蓝纹除个别外 ． 纹

旁取土时偶然发纯的 。 经清理 ， 瓮棺是 由 二个道很粗 ， 有垂直斜行或交错排列 ， 横行排列者

折肩罐打掉 口 部而组成的 ， 内装
一

小 孩 的 尸很少 。 弦纹多 饰于器物的 口沿下或肩部 ． 腹部

骨 。极少 。 绳纹有粗细两种 ， 除少数外 ，

一

般都是

垂直或交错排列 。 附加堆纹多 见于饮器上 ？ 通

Ｚ ，ｉｆ＃常和蓝纹或绳纹交错使用 。 几何锥刺纹只在少
＇

数残 陶片上 见到 ， 不易辩认 出 器形 。 划纹是在

（
一

） 、 陶器一

表面十分光滑细腻 的釉陶片上发现的 ， 由 于

以夹砂灰陶为最多 ， 泥质灰 啕次之 ， 细泥陶片太小 ，
不易辩认 出 器形 。 镂孔 仅 见 于 器

褐 陶 和夹砂红陶最少 。 夹砂 陶质地粗糙 ， 内含座。

９ ４



沿下有三道弦纹 ，

－

余均为粗绳纹 。 高 １ ６
． ２

，口

． ， 一
■径 １ ５厘米 （ 图版肆 ，

１； 图 四 、 ２） ．

？

Ｉ式 ：

—件 。 标本采 ： ３
， 侈 口平沿 ，

口

沿两旁有－对鸡冠状 附耳 ， 器 形水 袋 足 较

＾
纹

严

口＿米＿ ，

Ｍ式 ：

－

件 。 标本 

Ｍ＿

２
：４

， 直 口平沿 ， 无

附耳 ， 足档较高 。 饰粗绳纹 。 高 １ １
、 口径 ９

． ７

厘米 （ 图 四 ，
３

） ^

？
袋跳細紙，砂规 三

喝
？

＝ ◎ 屬 ｉｆ

ｉｌｍ＼Ｍｍｎ＾
＼” …

ｌ＃＼ｍｌｍ
图 三 陶器纹饰拓片

Ｊ ＾

 ＞Ｖ＾ ＇

！

：７
＾

＿

Ｖ

｜
１ ？ 几何维刺纹

＇

２？ 篮纹 ３ ？ 弦纹１
，－＼

］

４ 
？ 圆圈纹 ５？ 划 纹 ６ ． 竖篮纹 ７ ． 绳纹

“‘乂

：

制法有轮制 、 模制和手制三种 。 轮制非常 丨 ｃｌｈ廢 ／｜１

普遍 ， 模制和手制均少见 。 鬲 、 ？ 、 盡 、 袋足

瓮都是模制的 ， 内壁常见 有
“

反 绳 纹
”

的 痕鄉ｂ７Ｉ

迹
， 有的足尖还填有一个小泥球 ， 起加 固足尖ＩＭ

的作用 。 手制－般觸黯盘紐 ， 有－次筑｜Ｉ？Ｉ^
成 的 ， 也有分 段 筑 成 的 ， 然后再把器身 和足Ｓ＾ｆｆｉ＞！

■＇

接合起来 。
三足器的耳及足都是在器物做好后／ＶＮ／

６８

安上的 。
－

器形 以罪 、 罐 、 鬲 为最 常 见 ， 袋 足 瓮 、 ．图
Ｐ 陶器

蚕 、 碗次之 ， 瓶 、 杯 、 器座等极少 。 现按器形１ 、 ２
． ： ［ 式郅 （

Ｍ ２
：
７、 采 ： １ ）３

．ｆｆｉ式聲

分别叙述如下 ：（ Ｍ ２：４）．４．ＩＩ

．

式琿 （采 ！ ３ ）５ 、

乘 均
５
夹砂灰陶 ， ＿底罐下加三袋足９

． ］ 式袋足贫 （ Ｍ ２ ：Ｉ 采… ７
．Ｈ

而成 。

ｔ ？
分

士ｍ７
，

亩 ｎ 门可式袋足以 采 ：
ｅｏｅ

．ｘ 式盡 肋…
Ｉ 式 ：

二件 。 标本Ｍ ２
：７ ， 直 口

， 口沿下＿
一

方有三道弦纹 ， 弦纹下有一圈附加堆纹 ， 紧压
８ ．ｎ式盡 （采 ：

８ ） （ １
、

２
． １ ／ １

０
， ３ 、 ４

，

在附加堆纹上是
一

对鸡冠状附 耳 。 三 足 为 模６
．１ ／

８
，５ ． １ ／ ２２

，６ ．１
／ 纟

，
８ ．１ ／ ６ ，

９
．１ ／

２０ ）

制 ， 其余部分是手制和轮制相结合 ， 饰有粗蓝

纹 。 口 径 Ｉ ７ 、 高 １ ９
． ５厘米 （ 图四 ，

１） ． 标本件泥质灰 陶 。 器形高大 ． 胎壁 较厚 ， 造 型 稳

采 ： １ ， 敛 口
，
平唇微 内 卷 ，

兰足裆较高 。 口重 ， 有三个乳状袋足 ， 饰粗蓝纹 。 可分二式 ：

９５



Ｉ 式 ：
三件。 标本Ｍ ２

： １
， 系 泥质灰陶 ，

飞
—

ｐ
＿

敛 口 平唇 ， 下腹部较大 ， 圜底 ， 腹与底之间有￣ＵＵ） ｉ

）ｆ

Ｍ
明显 的棱角 ， 有三个乳状袋足 。 周身饰蓝纹 。￥ 二＾＼

口径 ３ １
．
８ 、 高 ７０厘 米 （ 图 版 肆 ，

４
； 图 四 ，１气 眷

５ ） ； 标本采 ： ４
， 夹砂灰 陶 ， 器身 有 弦纹三

＇

—
－

道 ， 余均 同上 。 口径 ２ ７ ．
４

、 腹径４ ４ 、 器高 ５ ０
．
７

ｆＹＲ
厘米 （ 图版肆 ， ５ ； 图四 ，

９ ） 。

乂ｒ
－

^
Ｉ 式 ：

一件 。 标本采 ： ６
， 泥质 灰 陶 ， 敛ｙｉ＼＼７

口平唇 ，
下腹外鼓突出 ， 腹底较平 ，

口沿下侧＼ｉ７ｗ＼＼ｍｇ
有两个对称的乳头状小扳手 ， 袋足作乳峰状 》＼疋 丨

Ｈ ，＼ ＼｛
Ｍ

饰蓝纹 。 口径 １ ２ ．
８

， 腹径 ２０ 、 器高 ２４厘米 （ 图
４８

版肆 ， ６
； 图 四 ，

７ ） 。）［＾１ｒ ：＾ 丁一

盡
： 均系泥质灰陶 ， 可分二式 ：

／ （

．／
Ｉ

＇

 ．

＊ ． ＃
］ （

Ｉ 式 ： 标本 ｔｇ
ｉ （ｄｈ １

： ４
， 敛 口 ， 斜肩 ，＼

＼＼ｊ／＞ ４
收腹 。 在一足的上方有

一

个筒状的流 ， 流左右＼ 禮
＇

＼ ：
：ｆ

５
＇

有两个对称的附耳 ，
三袋足档较宽。 自肩以 下

均饰有绳纹 。 口 径９
．
８

， 高 １３
．
２厘米 （ 图 版肆 ，

＇ｊ、

－

丁

３
； 图四 ，

６ ））ｐｖｒ 「 、 匕广
１

Ｉ式 ：

一

件 。 标本采 ： ８
，
深敛 Ｕ

， 阔肩 ，ｆＡ＼｜＿ 

Ｖ＾ ＇

收腹 。 肩 以下均饰细绳纹 。 口径 ４ ．
８

、 高 ６ ．
６厘｜＂

，龜
米 。 属 明器 。

（ 图 四 ，
８ ） 。》 广 〒

盆 ：

二件 。 均系泥质灰陶 ， 标本＾ ｉ
：１

，１
０

／／
？ Ｉ

一

口部残 ， 宽肩而折 ， 收腹 ， 小平底 ， 在腹的周＼

？

丨
印ｆｆｉｆ^

围有对称的小圆孔 。 周身饰蓝纹 ， 残高 ３２ 
．
３厘＼：ｙＸ ，

＇

米 （ 图版伍 ． １ ） 。 标本ｗ ，
：２

， 大敞 口 ， 细
ｈ

颈斜肩 ． 小平底 。 肩上饰蓝纹 ，
腹部素面 。 口图 五 瓮 、 罐

径 １ ８
．
２

， 尚 ４ ２ ．
５厘米 （ 图五 ，

５ ） 。１
．

１ 式 （采 《 ９ ）２ ． １１ 式 （采 ： ⑴

罐 ： 均夹砂或泥质灰 陶 ’ 有折肩 、
咼领 、

３ ． 瓜式 （釆 ｜

１
２
）４ ， Ｖ

■

式 （采 ：

１
４ ）

双耳 、 无耳等 。 可分十四 式 ：么、
（Ｗ ｉ

：

２ ）６ＶＩ式 （采 丨
１
５ ）

Ｉ 式 ：
二件 。 标本采 ：

９
， 泥质灰陶 ， 大

？＆？

？

口外撇 ， 宽领 ， 腹微鼓 ， 平底 ， 宽带耳 。 腹上
７

． ＶＩ
Ｉ 式 （采 Ｈｅ ）８ ． ＼１式 （米 ：

１ ９ ）

下饰弦纹三道。 口 径 １ ６
．
６

， 高 １３．
６ 厘 米 （ 图

９
．Ｋ式 （采 ＊ ２ ０）１

０
．Ｘ 式 （采 ＇ ２ １ ）

五
，

１） 。１ １ ．ＸＩ式 （采
Ｉ２ ２ ）１ ２ 、 １ ３

．ｘｎ式 （ 采

Ｉ 式 ：

一 件。 标本采 ：

１ １
， 敞 口 ， 高领 ，２７ 、 采 ： ２６ ）１ ５ ．Ｘ瓜 式 （Ｍ ２ ：６ ）

矮腹 ，
中腹 以下斜直 内收成平底 。 宽带耳的上 １ ４）

１Ｖ式 （采 １ ２ ９ ）（ ５１ ／
９

，
４１／ ６ ，

端 高耸出 口沿外 ， 下端在腹最 大 径 处 。 口 径＾ｌ
ｆｌ

， １ ／ ５
，
２ 、 ７ 、 ８ 、 ９ 、 Ｕ 

—

７
．
４

， 高 ８ ． ６厘米 （ 图 版伍 ，
４

； 图五 ． ２ ） 。

Ｉ 式 ：

一件 。 标本采 ：
１ ２

， 敞 口
， 长颈 ，

１
５

、 １ ／
３ ＞

折肩 ， 小平底 ． 带耳上端在折肩处 ， 下端紧在

肩下 。 颈部饰锯齿纹 ， 腹部饰锥刺纹和蓝纹 。平底 ， 宽带耳的下端在腹 上 ，
口 沿部 已残 。 残 ．

口 径 １ １
， 高 ２０厘米 （图五 ，

３） 。高 １ ４厘米 ．

Ｆ式 ：

一件 。 标本采 ：
Ｉ ３

， 长颈 ， 折腹 ，Ｖ式 ： 标本采 ： １４
， 敞 口

， 折 肩 ，
平 底 ．

９ ６



领部饰一圈弦纹和锥刺纹 ， 腹部饰蓝纹 ？ 口径均饰绳纹 ， 器形 高大 ， 容积主要在足部 。 口 径
１３ ．５ 、 底径 １ ４

． ８ 、 残高 ２０ ． ５厘米 （图五 ，
４
） ＿２５ ． ８

、残高 ４ ２
．
２ 厘米 （ 图六 ，

３）
。 标本 Ｔ

ｑ ？
贝式 ：

一 件 ？ 标本 采 ： Ｉ５
， 领高而直 ， 腹Ｈ

１
： ｌ ｌ

， 仅
一

残足 ，
残高４８ ． ８

、
残足 口径２ ０ ． ２

较深 ？ 肩下除有蓝纹外 ， 还有一周小三角纹 。厘米 。

口径 １ １
．
８ 、 底径 １ ０

．
７

、 高 ２ ６
． ５ 厘米 （ 图五 ，

Ｗ式 ：
三件 。 标本采 ： １ ６

， 器形 较 小 ’ 腹ｆ
］厂纖

ｓ
纹 。

＝
：
？ｒ

、 高 １３
．
８ 厘米

■誦
Ｗ式 ：

一件 。 标本采 ＿

？

１ ９
，
敞 口

， 长 颈 ，２＼

腹微鼓而矮 ， 平底 。 口 径 ７ ． ４
， 底 径 ４ ． ２ 、 高｜

一￣

资


「
——

，
３

９
．
５厘米 （ 图五 ，

８ ） 。ＩＳ
］

￣￣
￣

）

Ｋ 式 ：

一件 。 标本采 ： ２ ０
， 夹砂 灰 陶 ， 喇

＇５

／

叭 口 ， 长颈 ， 腹微鼓而深 。 腹部饰网纹 。 口径＼
——

＾／

７
．
３

、 底径５ 、 高 １ １
．
１

厘米 （ 图五 ９ ）
。、＼

＝＝＝＝＝＝／
Ｘ式 ：

一件 。 标本 采 ： ２ １
，
敞 口

， 高领 ，》ａ［

鼓腹 ， 平底 。 腹部饰有粗蓝纹 。 口 径 １ １
．
２

， 底｛
！

■

Ｉ^

径 １ ２
、 高２ ２

．
８厘米 （ 图版伍 ，

３
；
图伍 ，

１ ０ ） 。
^

ＸＩ式 ：
三件 ． 两件泥质灰陶 ，

一

件泥质褐图 ， 六 Ｉ

；甸器

陶 。

ｇ
本采 ＿ ２ ２

，

＾
３

， 束 颈 ， 鼓 ．胤 干底 ，

１ ． 瓶 （采 ： ｗ２ ？ｎ式高 （采 ： ３ ２ ）

体型矮而粗 。 周身素面 ， 表面光 滑 。 口径 １ ０ ． ４ 、

〇ｔ ｔ

底径 ９
、 髙 １０ ． ７厘米 （

图五 ，
１ １ ）

．Ｉ 式 南 （ＴＧ＿Ｈ ｌ
：１ ０ ）４

、
６ ？ 碗

妞 式 ： 四件 。 有泥质灰 陶和泥 质 褐 陶 两
（ ＴＧ ｉ③Ｈ＂１ 、 采 ： ３ 丨 ） ５

． 杯

种 。 器形小而制作精制 ， 属明器 。 标本采 ： ２ ７
，（ ＴＧ ｉｄ ）

Ｈ ：２ ） ７
． 大 口尊 （ Ｔ Ｇ ｉ⑧

泥质褐陶 ，
口微敞 ， 直颈 ， 鼓腹平底 。 表面十Ｈ ＞

！
２ ）８ ． 器座 （ＴＧ ｉ③Ｈ ｉ ：９ ）

分光滑 ， 周身素面 ？ 口径 ４ ． ２
， 底径 ５ ， 尚 ６． ８＜１ 、 ４ ．１

／
６

，
５ 、 ６ ． １／４，

２
、

厘米 （ 图五 ，
１ ２ ） 。标本采 ： ２ ６

， 敞 口
， 束颈 。

７１ ／８３ １ ／
９
〇８ １

／ １
９

^

斜腹 ， 最大径在下腹 部 ， 厚底 ？ 口 径 ５ ． ４
、 底

？７，？７ ＂？７

径 ７
、 高 ６ 厘米 （ 图五 、 １ ３ ） 。

ＸＢＩ式 ： 标本 ＾１
２ ：６

， 夹砂灰 陶 ， 敛口 ， 鼓Ｉ 式 ：

一 件 。标本采 ： ３ ２
， 口 微侈 ， 矮裆 ｓ

腹 ， 平底 ， 下腹壁及底较厚 。腹周 围饰粗蓝纹 。周身饰绳纹 ， 中有弦纹
一道 。 口 径 １ １ ． ６

， 高 １ ４

口 径４
．
１

， 底径 ６ ． ２ 、 高７
．
８厘米 （图 五 ，

１ ５ ） 。厘米 （图版伍 ，
６； 图六 、 ２） 。

ＸＩＶ式 ： 标本 采 ？

？

２９
，
泥质 灰陶 ， 喇 叭 口 ，碗 ：

二件 。 均系泥 质 灰 陶 ， 素 面 。 标本

束颈折肩 ， 平底 。 腹部饰蓝纹 。 口 径 ８
．
９

、 底采 ： ３ １ ， 直口 、 厚 壁 、 平 底 。
口 径 ９ ． ６ 、 底 径

径 ７ 、 高 １ ２厘米 （ 图 五 ，
１ ４ ） 。８

．
８

、 高 ５
．
５厘米 （图六 ，

６ ） 。 标本 丁〇
｜ （１）

１＾ ： １
，

瓶
：

一件 。 标本采 ： ３ ０
， 泥质灰 陶 ，

口 微敞口 斜唇 ， 平底。 口径 ９
． ２ ， 底径 ７ ． ６

， 高 ４．
８

敛
， 颈细长 ， 鼓腹平底 ， 整个器形 近 似 葫 芦厘米 （图六 ，

４ ） 。

形 ？ 口 径 ５
、 底径 ６ ． ２ 、 高 １ １

．
８厘米 （ 图版伍 ，杯 一件 。 标本 ２ ．口 微敞 ．

５
；

． 图六 ， １ ）？厚唇 ， 平底 ， 内底 上凸 。 口径 ７ ， 底径 ５
．
８ ，

鬲 ： 均为夹砂灰陶 。 可分二式 ：高２ ．４厘米 （ 图六 ， ５） 。

Ｉ 式 ：
九件 。 标本 侈 口 ，大 口尊 ： 标本 ＴＧ

ｉ
ＣＤＨｐ Ｕ ． 泥质灰陶 ，

高领 ， 高袋足 ， 分裆明显 ，

一对附耳 ， 领 以下颈上有数道阴弦纹 ， 虽仅一块残 片 ， 但清楚 的

９７



（
二 ） 、 石器… ＼

共 ６ ｉ件 ， 计冇石凿 、 石斧 、 石 刀 、 石辞 、

ｌｌ
， ．

．

． ．（ ＇

ｉ
■

１

石纺轮等 。ｆ

，

’
＿

；

１＼
＇ ＂

３：１
凿

：
五件 。 皆通体磨光 ， 可分三式 ？

■

 ，

１ｒ｜ ：

Ｉ 式 ：

二件 。 标本采 ： ３ ４
， 长条 形 ’ 顶端齡 ：

：扇ｉ
＂

ｉ１

平齐 ？ 刃部锋利 。长 ６ ． ３ 、 宽２
．
５ 、 厚 ２

．
１厘米 ，［ ，

°
；

１

；

｜士 ．

：

标本采 ： ８ ７
，
顶端 已残 ， 特点处厚度大于兔 度 。

，＇＾＊￡^ ＾
２

残长 ８
．
１ 、 宽 １

．
５

、
、

厚 ３

￣

厘米 （图版陆 ，
７；

图

八 ’

匕 二件 。 长条形 ， 顶端略
ｊ
于下端

、 １

刃部锋利 ？ 标本 采 ： ３ ５
， 长８ ．

６
、 菇

２ ． ５５ 、 ｉＶ－．

／Ｔ
－ ＇

ｖ
ｒ

－

－

； ．

２ ．
３

厘米 （图 八 ，
５ ） 。／Ｍ／ 丨

：

．

． ． ＼广
Ｉ 式 ：

一 件 。 标本采 ： ８ ６
，
磨 制梢细 ，

七 ／ ：

＇

：

＼ｆ
ｆＩ

端残 ， 单面刃 。 残长 ６ ．
６ 、 宽 １ ． ６ 、 摩 １ ． ２ ５厘米

丨

，

｜

１Ｉ
ｆＩ［

？

；

？


．

＾１

ｍ攸三式 ：ｙｋＪＵＩ
ｉ 式 ：

十二件 。

－齡卿 纟满賊

加工 ， 器身 厚重 ， 呈长方形 。 标本 采 ： ３ ６
，
氏

１ １ ． １ 、 宽 ７
．
２

、
厚 ４ 厘米 ； 标本采 ： ３ ７

，
长 １２ 、图 七 石斧

宽 ６ 、 厚 ３
．
３厘米 （ 图七 ，

１ 、
６） 。

．１ 、 ６
．Ｉ式 （采 ？ ３ ６ 、 采 ＊３ ７ ）

Ｉ［ 式 ：
二十九件 。 磨制 ？ 呈梯形 ， 两面斜２ 、

３．Ｉ ［式 （采 》 作
、 采 ＊４ ８ ）

刃
，
加工较细 。 标本采 ： ４ ８

， 长 １４  ．
８

、 宽４ ． ５ 、／ｍ十 ？ 丨 ７ ７ ）

厚 ４
．

５ 厘米 （图 版陆 ，

． ８）
； 标本采 ： ７８ ， 长

＿

、？ －

ｘ、１

１４ ． ４ 、 宽 ６
、 厚 ３ ．

６厘米 （ 图七 ，
３

， ２ ） ．

Ｉ式 ： 八件 。 形状和 １ 、 １ 式基本相似 ，
主形 ， 刃部锋利 ， 有明显的砍劈 使 用 痕 迹 。 长

要特点是刃 部磨制非常锐利 。 标本 采 ： ７７
， 长６ ． ６

， 宽 ４
＿
３

、 厚 １
．
９厘米 （ 图八 ，

１） 。

１ １ ．
２ 、 宽 ６ ． ７ 、 厚 ３

．
１ 厘米 ； 标 本 采 ：《

， 长Ｉ 式 ：
二件 。 标本采 ： ８ 〇

， 磨制 ， 呈梯形 ，

１ １ ． ４
、 宽 ４

．
６

、 厚 ３ ． ８ 厘米 （ 图 版陆 ，
９

； 图刃部锋利 ， 有清楚的使用痕迹 。长 ７． ４ 、宽５
．
６ 、

七 ，
５ 、 ４ ） 。厚 １

＿
５厘米 （ 图八 ，

２ 、 ３） 。

刀 ：

二件 。 可分二式 ：
Ｉ 式 ：

一件 。 标本采 ： ８ ２ ， 磨制精 致 ， 刃
＇

Ｉ 式 ：

一件 。 已残 ，
细砂岩磨制而成 ， 刃部已残 。 长 ７ 、 宽 ３

．
４

、

＾
０

．
７厘米 。

部较锋利 ， 中间有一 孔 。 标本 丁仏③ ： ３
，
残纺轮 ：

一件 ？ 标本 采 ： ８ ４
， 圆饼状 ， 中间

长 ４
．
８

、 宽４ ． ５厘米 （ 图八 ，
７ ） 。有孔 ａ

￥
径４ ． ５ ５ 、 厚 １ 厘米 （ 图九 ，

７ ） 。

Ｉ 式 ：

一件 。 标本Ｍ ｉ
：３

， 磨 制 ，
呈长方（三 ） 、 玉器

形
，
刃部锋利 ． 靠背部钻有两个小 圆孔 ，

系 由 ． 共 ４ 件 。 有锛 、 铲等 。

两面钻成 。 长 ３ ．
５

、 宽７
．
４ 、 厚 ７ ．

４厘米 （ 图版锛 ：

二件 。标本采 ： ８ ８
， 由玉髄磨制而成 。

－

陆 ； 图八 ， ８ ） 。长方形 ， 单面刃 ， 呈晶亮的茶色并夹杂有紫红

锛 ：
４ 件 。 可分三式 ：色斑点 ， 有使用痕迹 。 长 ６． ２ 、 宽３

． ５厘米 （ 图

Ｉ 式 ：

’

一件 。 标本采 ： ７ ９ ， 磨制 ， 呈 长方 ： 版陆 ，
３ ； 图九 ，

４） 。 标本采 ： ８ ９
， 呈晶 亮 ：

９ ８



ａｉ＿ａ＿ 〇 ｜

隱 瞧 ａ ｉ ｎＵ
ｒ

、 ．－

；ｎｉ
、Ｕ霸

＼＼．


，．Ｊ＾？图 九 玉、 石 、 骨器

８１
．
绿松石装饰品 （Ｍ ２：８ 〉２ 、 ４ ． 玉

图 八 石器石锛 （采 ＞ ８ ９
、采 ： ８ ８

）３
． 骨锥 （ ＴＧ ｌＨ ｌ

：

６ ＞

１
．

１ 式石锛 （采 ＞

７ ９ ）２ 、 ３
．ＩＩ式石５． 玉石装饰品 （采 ＊９

１ ）６
． 玉 石 铲

锛 （采 ： ８ ０
，采 ： ８５ ）４

．Ｉ 式石凿 （采 ： ３ ４ ）（采 ： ９０
）７

． 石纺轮 （采 ： ８ ４ ） （ ４
、

５ ． ｎ式石 凿 （采 ：

３ ５ ）６
．ｍ 式 石 凿７

．１
／
４

， 余均 １ ／ ２ ）

（采 ＊８６ ）７
 ．Ｉ 式石刀 （ＴＧ

ｌ③ ＞８＞

８
．ｎ 式石刀 （Ｍ２

：５ ）（ １ 、 ２ 、 ４ 、颜料 ：

一块 。 标本 ＴＧ
ｉ ＣＤＨ ！

：７
， 呈不规

５ ，６
，７ ，１ ／ ４

，８１ ／ １ ０
，３

． １ ／ ２）则梯形 ， 周身紫红色 ， 使用痕迹非常清楚 。 长

３
．
６５ 、 宽 １

．
９ 、 厚 ０

．
５ ５ 厘米 （ 图版陆 ，

６ ） ，

的乳 白 色 ， 有清楚的透明感 和使 用 痕 迹。 长
４ ． ３ ５ 、 宽３

．
４

、 厚 ０
． ５ ５ 厘米 （图版陆 ， ２； 图四 、 遗址的相对年代

九 ？２） 。

铲
：

一件 。 标本采 ： ９ ０
， 近似梯 形 ， 两面石峁遗址的相对年代可 以从 以下几点来判

开刃
， 呈晶亮的 茶色 并 夹 有 紫 红 色 斑 。 长断 ：

５
．
５

、 宽２ ． ３ 、 厚 ０
．
５ ５厘米 （图九 ，

６） 。（
一

） ． 、 从陶器的质地 、 纹饰、 器形等方

小玉器 ：

一 件 。 标本采 ：
９ １

， 呈圆锥形 ， 系面来看 ： 陶质 以夹砂灰陶为最多 ，
泥质灰陶次

由玉髓磨制而成 ， 表面十分光滑细腻 ， 透 明感之 ， 只有很少量的泥质红陶和泥质褐陶 ； 纹饰

强 ． 尖端有锯痕 。 长 ４ ． ９
、 径 １

．
０５ 厘米 （图版则 以蓝纹和绳纹为主 ； 器形 主 要 有 鬲 、 聲 、

陆 ， ４ ； 图九 ， ５ ）
。
盡 、 袋足瓮 、 罐等 。 其 中 Ｉ 式聲和三里桥龙山

（
四 ） 、 其它文化的萆②及 山西芮城南礼教村遗址 的罪③都

绿松石 ：

一件 。 标本Ｍ ２
：８ ， 外表为一层很相似 ， 和客省庄第二期文化的 Ｉ 式罪④除耳

绿色夹花斑 ． 中 间穿
一

斜孔 ， 出 土时在死者的不同外 ， 其余也很相似 ； Ｉ 式鬲与三 里桥

下颌骨下方 。 当为死者随身佩带的装饰品 。 长鬲Ａ⑤很近似 ； Ｉ 、 Ｉ 式袋足瓮和 内蒙 古准格

３
．
５

、 宽 ２
．
３ 、 厚 ０

．
９厘米 （ 图版陆 ，

５
； 图九 ，尔旗大 口遗址第二期文化所出的 Ｉ 、 Ｉ 式袋足

１ ）
。瓮⑥完全相似 ；

Ｉ 式盡与 王湾 ， 南礼 教 村 ⑦

骨锥 ：

二件 。 标本 ：６， 由骨片等的 盡很近似 ；
Ｉ 式罐和客省庄 二 期 的 双耳

磨制而成 ， 尖部锋利 。 后半部残。 残长 ７
． １５ 、罐⑧及紫荆遗址第 四期双 耳罐⑨相似 ； 瓮与大

宽 １
．
４厘米 （图九 ，

３ ） 。口 二期文化的折肩罐 以及客省庄二期⑩ 、 庙底

９ ９



沟龙山文化的折肩罐？相似 ； ｗ 、 Ｋ 、
Ｘ 、 各两种不同时期的文化类型 ？ 石峁遗址所获得的

式罐在客省庄 第二期文化罐的无耳类内都可找资料 ， 对研究陕北古代文化 ， 陕西龙山文化不
．

到同类器物？ 。 由此可见 ， 石峁遗址的相对年同类型的特征 ，
以及与山西、 内蒙古等地区 同

代 ， 约与陕西客省庄第二期文化同时 。时期文化的关系 ， 都提供了重要的科学依据。

（
二 ）

、
从石峁遗址的房屋遗迹看 ， 虽然

我们仅挖了两座不甚完整的房子 ， 但其
“

白灰（执笔者 ： 魏世刚 ）

面
”

和其它地 区龙 山文化的
“

白灰面
”

完全一

样 。 同时在这两座不甚完整 的房子里还出有龙ａ麻

山文化的 陶片等 ， 所以 ， 它 的年代 当与遗址同
^

时 ？ 当然 ， 姜彻底弄清石峁遗址
“

白灰面
”

房①戴应新 《
《 陕西神木县石峁龙山文 ｆｔ遗址 调査 》 ，

屋的结构 、 布局等还有待作进一步的工作 。《 考古 》 １打 ７年 ３ 期 。

（
三 ） 、 从石峁遗址所出 的数 座 石 棺 葬②中 国科学院考

竺

■

所 Ｉ
《庙底沟与三里桥 》 图版 捌拾

看 ， 其葬具和葬式均与关 中等地区有所不同 ，

？，
／

ｒ
山 帕时劫！口士ｔ③中 国科学院考古所 山西队 ：

《 山西内城南礼 教村遗
虽然，

所出 的随葬＾ 中 Ｉ５

＾
罪 １^罐 均和中原址发纖报 》 图六 ，

８
！？ 考古 》觸年 ６ 期 。

地区龙山文化所 ．出 同类器相似 ， 但其所用瓷棺 ④中 国科学院考古所 ： 《 沣西发掘报告 》 图 版拾柒 ，

葬具 （袋足瓷 ） 却是具有其独特风格的 ？ 它和２
？
图三七 ，

２
ｉ 文物 出版社 ，

１ ９６ ２年 。

内蒙古大 口遗址第二期文化所出 同类器完全一 ⑤同② ， 图版捌拾壹 ，

３
， 图六二

，
Ａ４ ｂ 。

样 。 而大 口第二期文化被认为
“

相 年粍要早⑥吉发习 、 马耀圻 ＜
《 内 蒙古准格尔旗大口 遗址的调

于偃师二里头早商文化 ， 晚于客 省 庄 二 期文査与试掘 》
，

《 考古 》 Ｉ ９ ７９年 ４ 期。

化
”

。 同时在太原光社遗址 中也 曾发 现过与袋⑦同③ ， 图七 ， ９ 。
．

足瓮非常相近的 同类器？ ，
而太原光社遗址的２

＾报 》 图十四 ，
《 考古与文物 》 邮诈 ３ 期 。

者接近于商代 。 由此 ， 我们认为 ， 这批石棺
？同④ ， 图版巻拾陆 。

葬的年代当晚于石峁龙山文化 ， 而与大 口第二 ？同② ， 图臓拾陆 ，
１ｒ

＿七
，
鼻２ ，

期文化同时 。？同④ ， 图版叁拾 。声

对于石峁遗址所出 的玉器？是很值得注意？ 《 太原光社新石器时代遗址的发现与遭 遇 》 ，
《Ｘ ．

的 。 据调査知道这些玉器多 出于石棺葬 内 ， 所物参考资料 》 １挪年 １ 期 》
《 光社遗址调 査试掘简

’

以 ， 它的年 代当与石棺葬 同时 ？报 》
，

《 文物 》 １的２年 ４— ５ 期 。

鉴于 以上分析 ， 我们认为石峁遗址存在着

．

 ＞
？

 ： ？

１ ０ ０



图版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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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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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 ）神４ ． Ｉ Ｉ式罐 （采 ： １ 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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遗

２ ．ＶＩＩ式罐 （采 ： １ ６）址５ ？ 瓶 （采 ： ３０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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Ｋ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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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版陆陕西神木石 峁遗址玉 、 石 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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