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陕西佳县石摞摞山遗址龙山

遗存发掘简报

陕西省 考古研究所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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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 石摞摞山遗址 ，
位于陕西省佳县的

一座名为石摞摞 山及其附近区域 ， 距离黄河约 １ ５ 公里 ， ２０ ０ ３年 ７
？

１ ０

月 对此遗址做 了 考古发掘 。 本次工作揭露遗址面积约 ９０ ０ 平方米 ，
清理灰坑 、 窖穴 ９ ３ 座 、 房址 １ ８ 座 、 陶窑 １ 座 ，

以及用石块包崖镶坡所筑的 内外城墙 、 宽大 的护城壕 和保存较好的石砌护坡等遗迹 ； 出土陶器 、 石玉器 、 骨器等遗

物 ２ ００ 多件 。 这些发现 ， 为认识石摞摞山 遗址的文化 内涵和特征 ， 为 了 解陕北及相邻地区的龙山 时代及商时期 考古

学文化的面貌 ， 以及陕北地区新石器时代晚期的文化序列等等 ， 提供 了 非常重要 的科学资料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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石摞摞山 遗址 ，
位于陕西省佳县朱官寨 乡化遗存

，
并在遗址区 内确认了

一

座龙 山时代的

公 （
龚 ） 家抓村东北约 ４ 公里处 ， 属黄河二级古城 （图二 ） ，

还发现了少量商时期 的文化遗存 。

支流五女河南岸的梁峁地带 （ 图
一

）
。 遗址包本次重点发掘的区域位于被称为石摞摞山

括了 当地俗称的寨山 、 石摞摞 山两座 山 峁 以及７

两者之 间的缓坡地
，
总面积约 １ ５ 万平方米 。＾ （

１ ９８ ７ 年 ４ 月
，
陕西省文物局组织的文物普查队Ｉ／／

调查发现
，
采集到鬲 、 罐 、 盆等龙 山时期的 陶Ｃ

＂＊

ｌ＼［（
器及石器标本

，
并发现有 白灰面居址 、 残断的）

Ｉ＼
石砌墙体 、 石堆等遗迹

⑴
。＼

＇

｜
为了解该遗址的文化内 涵 、 性质以及石墙

的时代等 ，
２００３ 年 ７ 至 １ ０ 月 ， 陕西省考古研究＼

所报请国家文物局批准 ，
于对该遗址进行了初（


步勘探和发掘 ， 发现了内 涵丰富的 龙山 时期文图
－

石棟棵山 遗址位置示意图



４考古新发现

＿＿［７

￣

Ｖ｜
Ｔ０９ １ ７ 西壁 （ 图四 ）

＼Ｖ＼


＾

第 １层
，
现代耕土层。 黄

ｉｘｇ Ａ ｗ—
褐色

，
土质疏松

，
含沙量大 ，

Ｍｓ ｔ＼＼
＇

厚 １ ５
？

２ ５ 厘米 。 内有植物腐根
，

Ｍ ７

＾＼＼ 冲包含有夹砂篮纹陶片 。 该层下

内城
＇

）
）坑 Ｈ４９ 以及商时期灰坑 Ｈ ８８ 等

／
／单位 。

？

〇
ｖ＞ｒ＼＾第 ２ 层

，
龙 山晚期文化层 ’

／可分 两小层 。 Ａ 层
，
浅灰色

，

＼＼／｝／土质较硬
，
厚 丨 〇

？

２５ 、 深３ ０
？

４ ５

Ｖ
＾

￣
￣

＼ ｇ４
＇

／［厘米 。 含有灰烬 、 姜石 、 砂石等 。

＼ＶＶ［／Ｂ 层
， 浅灰红色

，

土质较硬
，
厚

＼奴

Ｊ １０
？

１ ５ 、 深 ４０
？

５ ５厘米 。 含有灰
＼
＼

沟
＾＾

厂 烬 、 姜石 、 砂石 、 夹砂篮纹陶
＼ ［

＾

片等
图二 石摞摞 山遗址平面示意及发掘 区域

第 ３ 层
，
龙 山 文化层。 灰

的 山 峁 上 （ 因山 峁上分布有许多大小不等 的石色土 ， 土质较 硬
，
厚 １ ０

？

５０ 、 深 ５０
？

７ ５厘米 。

堆
，
故名 ） 。 该 山峁北临五女河

，
东 、 西有冲内含有罐 、 瓮 、 缸等器物残片 。 该层下开 口有

沟
，
唯西南部较为平缓 。 这次发掘揭露面积约龙 山时代的房子 Ｆ９ 。

９ ００平方米
，
清理灰坑 、 窖穴 ９３ 座 、 房址 １ ８ 座 、

陶窑 １ 座
，
以及用石块包崖镶坡所筑的 内外城二

、 遗迹

墙 、 宽大 的护城壕和保存较好的石砌护坡等遗

迹 ； 出土 陶器 、 石玉器 、 骨器等遗物 ２ 〇０ 多件 。龙 山 时期遗迹有灰坑 、 窖穴 ９０ 座 ， 房址

本文对本次发掘 的龙山时代遗存进行简单介绍 １８ 座 ， 陶窑 １ 座
，
内 、 外城墙构成的城址等 。

（商代遗存另文发表简报 ）
。（

一

）
房址

主要有圆 形和方形的半地穴式房屋遗址
，

—

、 地层关系所见者似 以单体建筑居多
，
墙体高度保存情况

这次发赚＿
，
自于＿水土流細願

使遗址的文化堆积层保存较差
，

一

般在耕土层

以下即为綱獅龙 文化遗迹 。 錢所＾
＿

获商时期文化遗存较少
，
以后者最为丰富 。 现

１ １ １ ５？

^
以 Ｔ〇８ ｉ ７ 东壁、 Ｔ〇９ ｉ ７ 西壁剖臓 明如下 。沒＼＾

７７７７７，

Ｔ０８ １ ７ 东壁 （ 图三 ）２Ｋ

第 １ 层
，
现代耕土层 。 浅黄色

，
土质松软 ，Ｍ

Ｈ２ ３

Ｋ
含沙量大 ，

厚 １ ５
？

２０厘米 。 内有植物腐根
，

包＾＼／！／

含有绳纹和夹砂篮纹陶片 。 该层下即发现龙山
’力

，

１ ２０ ｃｍ

时期灰坑 Ｈ２３ 、 Ｈ２５ 及商代灰坑 Ｈ Ｉ ５ 。图三 Ｔ０８ １ ７ 东壁剖面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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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四 Ｔ０ ９ １ ７ 西壁剖面图

各异 ， 约在数厘米至 １ ５０ 厘米之 间 ， 地面和墙门道位于房子西南部 ，
长 １ ２〇 、 宽 ８〇厘米 。

壁多是先涂抹黄泥或草泥 ， 再抹
一

层 ０ ．２
？

０ ． ７门墩石置于 门道南端的东侧 ， 长 ３０ 、 宽 ２〇 、 高

厘米厚的 白灰面 ，
表面光滑平整 ， 也发现少量６厘米 。 靠门道

一

侧的 中间有
一

直径 ４ 、 深 ３ 厘

房子 的墙壁用石块砌成 、 地面也有铺设石板 的米圆形 门枢窝 。 在房子东南部有两灶坑 ， 相邻

现象
，
在室 内发现有灶坑 、 灶 台及柱洞等 。 还并靠近 门道 。 西边灶坑呈圆形 ，

直径 ５０ 、 深 １ ２

发现有带庭院的多室房址 ，
由 院墙 、 小庭院 、厘米 ，

灶坑及 四壁有 明显的 火烧痕迹 ；
另
一

灶

侧室 、 主室 的前 、 后室等部分组成
，
结构复杂 ，坑呈椭圆形

，
直径４０

？

１００ 、 深 １ ０ 厘米 。 灶坑东

应属于 以家庭为单位 的典型居住址
，
为过去同边有长 ５ ０ 、 宽 １ ０

？

５０厘米 的火道
，
火道用大小

时期考古发现 中所少见 。 现以 Ｆ４ 、 Ｆ １ ８ 为例说明 。 不等的石块全起 ，
其上抹有草拌泥

，
厚 ２〇 厘米

，

Ｆ４ 地穴式
，
平面呈圆形 ，

直径 ３ ７０ 厘米
，火烧面厚 ５ 厘米 。 在房子东壁 中部两灶坑之间的

门道方向为 ９０ 度 。 开 口于②层下
，
打破③层

，墙壁上有
一

壁龛 ，
长 ４〇 、 高 ３〇 、 深 ４〇 厘米 。

被 Ｈ５ 打破
，
开 口距离地表 １ ５

？

３０ 厘ｂ

米 （ 图六 ）
。

ｂ／Ｈ８２

＇
＇

＜

门 道位于房屋东 部 ， 残 留 东边 ^
局部 。 灶台位于房屋中央 ， 圆形 ，

直『／ｆｔｔＶ
＼Ｉ

径约 １〇 〇 厘米 ，
呈平整的红烧面 ，

表
Ｂ—

／Ｖ－７

＼
＼
￣ Ｂ

，

Ｉ

面坚硬 、 光滑 。Ｐ＜
踩＿

今１

房屋地面施冇白灰面
，
厚 ０ ．４ 厘＾^

墙壁上抹舶 灰 ， 厚 〇 ． ２ 厘米
，
白灰 Ｈ ６４ｆ

残存高 ２０ 厘米 。 居住面 以及墙面均 ， Ｊ

，一一 ， Ｉ
夹杂有草木灰 ，

包含細片 、 兽骨 。

｜ｑｐｊ１
陶片以夹砂灰陶为主

，
纹饰有绳纹 、Ｕ丨

丨Ｂ
，

＜

篮纹
，

可辨器形有罐 、 甎及器盖 。
＜ｕ

ｆ
Ｆ

１
８ 半地穴式

，
平面近长方形 ，Ｂ

｜１

残长 ３９ ０ 、 宽 １ ２ ０
？

２ ８０厘米 。 西部被

Ｈ６４ 打破 ，
北部被 Ｈ８ ２ 打破

，
方 向於？

｜

 １ ４，

１ ４５ 度 （ 图五 ）
。图五 Ｆ １ ８ 平 、 剖面图



６考古新发现

房屋中部有
一

圆形红烧土迹象 ， 内用石块夹砂灰 陶 ， 纹饰有篮纹 、 绳纹 、 方格纹 ，
可辨

铺底
，

石块上有明显的火烧痕迹 。器形有折肩罐 、
三足瓮等 。

房屋地面为黄褐色踩踏面 ， 厚约 ２ 厘米 ， （
三

） 陶窑

较坚硬
，
墙壁呈红色 ， 似经火烧烤过 ，

烧烤面本年度只发现
一

座陶窑 。 编号 Ｙ
１

，
破坏严

厚 １

？

５厘米 。 在 门道两侧 残存有石墙 ， 西墙长重
，
保存甚差

，
陶窑上部已被破坏

，
唯留有火

１ ３ ０ 、 宽 ４５ 、 高 ５０厘米
；
东墙长 ５ ０

、 宽 ４０ 、 高膛及火道 。 火膛方向为 ９０

°

（ 图九 ） 。 火膛以

５０ 厘米 。 墙体用大小不等的石块叠垒而成 ，
墙及火道 内均有红色烧土和草木灰 。 火膛位于前

基部有
一

层厚约 １
０厘米的灰褐色垫土 。部

，
平面近楠圆形

，
壁面光滑

，
火烤迹象明显

，

房屋 内填土为黄灰色
，
土质较硬

，
内夹杂堆积中包含有陶片 、 石块等物 。 火膛深 ３５ 、 长

有红烧土
，
木炭渣等 。 居住面上有

一

层厚 ５ 厘４０ 、 宽 ３ ８ 厘米 。 三条火道位于火膛之上
，
火道

米 的草木灰堆积
，
包含有陶片 、 兽骨等 。 陶片圆方形 ，

呈放射状南北排列分布 。 火道内均堆

以泥质灰陶为主
，
夹砂灰陶次之

，
纹饰有绳纹 、积有沙土和草木灰 。 火道残长 ２２ 、 直径 １４ 、 高

篮纹等
，

可辨器形有罐 、 盆等 。（深 ） ２６
？

２８厘米 （图
…

〇）
。

（
二

） 窖穴（ 四 ）
城墙

窖穴的 口部以 圆形 、 方形和长方形为主 ，城址处于遗址东北部的石摞摞 山 ， 发掘

剖面多呈袋状 ，
容量多较大 ，

能储存较多的东清理表明 ，
该城 由建于山顶部的 内城

，
环绕于

西 。 也有橢圆 形 、 不规则形等 ，
大小不

一

。 窖山体中 、 下部 的外城
，
以及沿西南外城墙平行

穴的壁和底面修整得较平整
，
或以草拌泥涂抹。的护城壕等部分构成

，
从而形成了

一

个比较完

以 Ｈ８ 、 Ｈ ５〇 为例说明 。备的防御体系 （图二 ） 。

Ｈ８ 圆形袋状 （ 图七 ）
。 开 口 于 Ｈ ７ 下

，外城墙沿 山势而建 ， 有多处的转弯和拐角 ，

距离地表４０
？

６０厘米 。 口 径 １ ７０ 、 底径 ２６０ 、 坑平面呈不规则 的 圆角 四边形
，

周长约 １ 公里
，

自 深 １ ７０ 厘米 。 斜壁
，
壁面光滑 ， 平底 ，

未见城 内面积近 ６万平方米 。 在城的西部城墙中段

明显的工具加工痕迹 。坑内填土为黄褐色 ， 含沙 ，尚存
一

整齐规整的缺口
，
经发掘清理确认为

一

处

土质松软 。 夹杂有木炭 、 石块等 ， 包含有陶片 、城门遗址 。 城门 的平面外窄内宽 ， 宽 １ ３０
？

１ ８０ 、

兽骨 、 骨器 、 玉石器等 。 陶片以夹砂灰陶为主
，进深约 １ ８０厘米 。 入 门后有向右侧方向延伸的坡

泥质灰 陶较少
，
纹饰有绳纹 、

＼

篮纹等 ，
可辨器形有罐 、 甎 、

—－ Ｎ
＇

＇
＇

＼

琿 、 鬲等 。；

：

（》／／＼＼
Ｈ５０方形直壁状 （ 图Ａ －

！ｆ ｊ

—

Ａ
’

八 ）
。 开 口 于⑥下

，
打 破＼Ｖｊ）

Ｈ ５４ 以及生土 ， 坑 Ｐ距离地（＼＼
＾
 ／

表深６５厘米 。 坑 口 长８０ 、 Ａ
—

｜／
一

、ｊ
—

Ａ
，、

＇
、
、


ｙ
，

’

宽７０ 、 坊： 底 长１００ 、 宽９５（ （Ｊ｜Ａ

Ｊ＼

Ａ

厘 米
，
坑深 １ ２ ５

？

１ ３０厘米 。
￣

＾＜Ｃｙ
ｊｊ
ｉ＼

坑 内 上部填土 为黄 褐色沙Ｉ＼

厘米
，
下部填土为黄褐色

，

糾一＂＂＂一＇＂一＂＂＂１ｔｗｍｍ励

含沙量少
，
夹杂少许草木灰 、？

｜

１
，

１ （

！

ｃ ｍ

？，

１

严
ｍ

小石块
，
包含有泥质灰陶 、六 Ｆ ４ 平 、 剖面 图图七 Ｈ８ 平 、 剖面 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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Ｉ

图八 Ｈ５０ 平 、 剖面图图九 Ｙ １ 平 、 剖面图

１ ． 火 口２ ． 火膛 ３ ． 火 眼 ４ ． 窑室 ５． 石块

状道路
，
坡度较陡

，
显然仅供步行出入

，
保存有角度几呈 ９０

°

。 经发掘得知 ，
保存有墙体 、 墙

较清楚的踩踏路面 。基以及护坡设施
，
护坡 、 基础 以下为原始黄土 。

内城破坏严重
，
保存和发掘出的西南角

一

段墙体 由石块错缝堆砌而成 ，
顶部已遭破坏 。

城墙长 ７０ 米
，

呈 圆角方形
，
依走 向和现存的残墙体直立

，
走 向亦较直 。 所用石块比较规则 ，

墙估计面积约 ３ 千多平方米 。堆砌富有规律
，

石缝之间
一

般 由较小石块加缝 。

内外城墙均系用石块和黄泥砌筑而成
，
多墙体 内侧 为黄土 、 沙石填充 。 该处墙体长约

依原生黄土断崖构建
，
形成包崖镶坡的台城形５ ２０ 、 现存高度为 ３２８厘米

，
解剖处 的墙体基部宽 、

式
，

石墙的厚度大多在 ７０
？

１ ２０厘米之 间 ， 高度顶部窄 。 基部宽为 ３２０ 、 顶部宽度为 ５０ 厘米 。

多在 １ ００
？

２００厘米 ， 清理 出 的石墙最 高处保存墙基建于基槽之 内 ，
土质较硬 ， 由黄色沙

有 ３４０ 厘米 。 已 发掘部分 的 内城墙基础没有特土 、 红胶泥土构成 ， 夹杂有小姜石 ， 厚约 ２０ 厘

别处理的迹象 ， 而外城墙的建筑则根据需要 ，米 。 基槽宽度不详 。

经过了认真的加工处理 。 在外城西南部的探沟护坡位于墙体外侧 。 第①层 ，
表层土 ，

浅

Ｇ ２ 内
，
就发现 了厚达 １ ００ 厘米左右的夯层 、 夯黄色沙土

，
夹杂有 陶片 、 小石块及植物根系

，

窝非常清楚的夯土基础
，
在夯土基础之上

翻石块砌筑城墙
，
在城墙外的根部还有 －

经过夯实的職护坡土 。

围绕外城軸酿肺大体平行ｗ
＇

宽大护城壕 。 发掘 部分的城壕上 口 宽度

为 １０００ 、 深达 ６４０ 厘米 。 在靠城墙的
一

侧

发现 了 保存更好 的石 砌护坡墙
，
高度达

６２５ 、 最職约 ３００ 厘米 ，
石头护坡之内是

夯筑坚实＿職翻。

现以 ｇ ｉ 发掘情况为例说明外城的 构
｜

造 （图
一－

）
。 ｇ ｉ 处城墙位于遗址西部

，

外城的西段 。 该处为城墙
一

拐角处 ，
拐折图一Ｏ 陶密 （ Ｙ １ ）



８考古新发现

胶泥块
，
厚约 ４８ 厘米 （图

一

二
）

。

—－＾
—

一


＇

 Ｉ 
ｉ

 ｉ

ｆ Ｉ三 、 遗物

ｆ共 出土陶器 、 骨器 、 石
（
玉

） 器

及 卜 骨數物 ■ 乡件 。 離 以麵

和夹砂的灰陶为多
，
褐色及其它少见 。

獅以驗和雕力主 ， 也有附加堆

｜

纹 、 刺纹等 。 器类主要有尖底瓶 、 敛
ｔ ７^ｎ７７７７７７７７７^ ７７７ｒｒ

＂／＾^ ’ｖ／／／／／
＇

／／^／
、



 

１
， ，，


． ．


、 ，


．

 ，
？


？  ，， ＇

？

一

口 罐 、 如 罐 、 料罐 、 敞 口 盆 、 折

７

￣

—

食 ＇ｓ ＇§
ｐ

＇ 。 胃器胃针 ＇

卜 锥 、 发笄等
，
均磨制 。 石器有打制的

／

±
尖状器等细石器和磨制的铲 、 斧 、 镑 、

刀及玉环等 。 卜骨主要用羊的肩胛骨
，

只籠灼点 、 纖
，
没麵有钻孔者 。

Ｑ

， １

丨

６０ｃｍ（

一

） 陶器
—

出土的 陶器主要有瓶 、 罐 、 瓮 、 盆 、

图
一一

Ｇ １ 平面 、 北剖面 、 城墙直视图缸 、 鬲 、 琿 、 钵还有杯等 。

①浅黄 色沙±＠浅红色土 ③浅灰色沙土＿灰色沙±＿黄色沙土瓶 标本 Ｈ ３ ７
：

２ １ （残 ） ， 泥质灰

陶 。 侈 口
， 沿较钝 ，

束颈 ， 颈以下残 。

－
．

ｇｐ
： Ｉ ： （ ＾ ） ，！

ｌ

ｉ

ｉ
Ｍ ， ／ ／ ｃ ； ；

Ｊ％ ｜ ［

，

ｒ： ｖ；

—

：

＾罐
，

主要有

Ｉ ｉ

、

ｍ ：（ｄ ｉ

ｖ
ｉ ｉｒ，

、

：遍 束 ，
单耳 ，

＇

「
：

底 。 饰篮纹 。 口径 １ １ ． ４ 、 底径 ７ ．４ 、 腹
图一二 外城西墙护坡解剖及其

一处拐角径 １ ３ 、 高 １ ３ ． ６ 厘米 （ 图
一三

，
２

； 图

厚约 ３ ６ 厘米 。 第②层
，
浅红色土

，
芬筑

，

土质
一六

，
１ ） 。 标本Ｈ

１② ：

５
，
泥质灰陶 。 口微侈

，

坚硬 ，
为护坡夯土层

，
夹杂红胶泥小块 、 小石尖圆 唇

，
束颈

，

垂腹
，
小平底 。 单耳

，
耳残 。

块以及少量陶片 ，
厚约 ０

？

８０厘米 。 第③层
，
浅腹部饰斜篮纹 。 口径 １ ０ 、 底径 ８ 、 高 １

３ ．４ 厘米

灰色沙土 ，
为建筑城墙时的堆积

，
内含有灰焊 、（ 图

一

三
，

３
）

。 标本Ｈ １③ ： ６
，
泥质灰陶 。 口

小石块 、 少量陶片
，
厚约 １ ０

？

４４厘米 。 第④层
，微侈

，
尖圆唇

， 束颈 ，
单耳

，

垂腹
，
平底 。 腹

浅灰色沙土
，
即为基槽 内填土

，
含有灰烬 、 少部饰斜篮纹 。 口径 １ １ ． ４ 、 底径 ７ ．２ 、 高 １

３ ．６ 厘米

量陶片
，
厚约 ５０ 厘米 。 第⑤层 ， 浅黄色沙土

，（图
一

三
，

４ ） 。

为建筑城墙过程中 的堆积 ， 夹杂少量姜石 ，
红标本 Ｈ９ １ ：２９（残 ） ， 泥质灰陶 。 口微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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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
Ｊ圈坑窝纹

，
其下饰方格纹 。 口

＼ ；ｆ ／径１ ０ ． ６ 、 底 径５ ．４ 、 高８ ．２厘 米

｜Ｕ＾ （ 图
－

三
，

９
；
图
－

六
，

２ ） 。 标

１胃＼本 Ｈ９ １
： ４。

（残 ） ，
夹砂灰陶 。

ＶＪ１口微侈 ， 圆 口沿 ， 溜肩 ， 肩 以下

、

＇

＇

、

』＼＾ ３残 。 口沿素面 ，
以下饰中绳纹 （ 图

＼Ｍｒ
￣

ｒａ
／

￣

ｗ
４５

６
＇

溜肩 ，
腹微鼓

，
腹 以下

■

残 。 唇沿

／

￣￣

ｉＪＲ＾

￣

ｎｒ肺压绳纹
，
肩上饰有

“

ｘ
”

＃

Ｗ 響 疆 纹 。 口 径 １ ４ 厘

７

 。Ｌ。 ＾０
１ ０

ＨＣ，标本 Ｈ８ ６
：

ｌ ， 泥质灰褐 陶 。

１
？

３ ＇ ５
？

７ ＇ ９ ‘
｜＿Ｉ＿Ｉ４ ．Ｌ＿＾＿ Ｉ８ ＿ Ｉ＿＿ Ｉ＿＿■

斜平沿 ， 尖圆唇
，
束颈

，
高领 ，

１
． 瓶 （ Ｈ３ ７： ２ １

）２ ． 单耳罐 （
Ｈ９

１ ：６ ）３ ． 单耳罐 （Ｈ １② ： ５ ）４ ． 单耳罐 （ Ｈ １③ ： ６ ）￥
肩

，
腹部弧

＾
内收

，
底 。

；

＂员 、

５ ． 侈 口罐 （ Ｈ９ １： ３ ５ ）６ ． 侈 口罐 （ Ｈ９ １ ：２ ９ ）７ ． 敛 口罐 （Ｈ １② ： ８
）肩素面 ，

腹上部饰
一

圈戳刺纹 ，

８ ． 瓶 （隨 ： １乃 ９ ． 敞 □罐 （
觀 ： ⑷１ ０ ． 侈□ 罐 （剛 ： ４〇 ）其下饰竖 向篮纹

， 再下有数圈凹

尖圆沿 ，
微束颈

，
溜肩

，
肩 以下残 。 饰篮纹 。道纹。 口 径 １ ３ ． ６ 、 底径 ９ ． ８ 、 高 ２０ ． ６ 厘米 （ 图

口径１ １ ． ２厘米 （ 图
一

三
，

６ ） 。 标本Ｈ９ １ ：３ ５
，

一

＾

ｔ
，３

； 图
一

四
，

３ ） 。

泥质灰陶 。 口微侈
， 圆唇 ， 颈微束 ，

颈 以下残 。瓮 标本 Ｈ ９ １ ：１ ９
，
夹砂灰陶 。 敛 口

，
平

饰竖篮纹 。 口 径 １４ 厘米 （ 图
一

三
，

５ ） 。 标本沿
，
方圆唇

，
颈微束

，
腹上部鼓

，
下部内收

，

Ｈ １② ：

８
， 泥质灰陶 。 敛 口

，
尖 圆唇

，
腹内收 、平底 。 颈部饰

一

圈泥条堆纹
，
口沿下及腹部饰

近底部 内折
，
底残 。 腹部内折处饰二周戳刺纹 。方格纹 。 口 径 ３ ３ ． ２ 、 底径 ２０ ． ４ 、 残高 ４２ ． ８ 高厘

口径 ９ 厘米 （ 图
一

三
，

７ ）
。米 （ 图

一

五
，

１ ） 。 标本 Ｈ ９ １ ：２６（残片 ） ， 微

标本 Ｈ９ １
：１ ４

，
泥质灰陶 。 敞 口

， 平沿 ，敛 口
， 方沿 ，

口沿下饰二周泥条堆纹 ， 其下饰

方圆唇
，
颈微束

，
腹微鼓

，
平底 。 腹上部饰

一

篮纹 （ 图
一

五
，

１ ０
）

。 标本 Ｈ３ ７ ：７（残 ） ， 夹

ｉｉ£
１２３

图
一四 陶器

１
． 陶瓶 （ Ｈ９ １ ：１ ７ ）２ ． 陶缸 （Ｈ ９ １ ：１

８ ） ３ ． 陶罐 （ Ｈ８６：１ ）



１ ０考古新发现

￡ＺＺ＾Ｂｒ
＂

＾＾ｓ臟獅脚 彳如厘米 （图

＼｜ｆ＿ ａ



２３
■

内收
，
底 内凹 。 口 沿加厚 ，

饰

４
５ ／标本 Ｈ３ ３：１ ３

，
泥质灰陶 。 敞

ｘ
ｆ

＼ｔｙ＼７

１口
， 尖圆唇

，
束颈

，
鼓腹

，
腹

６／
＾＝

４＾＼０ｈ
ｒＷＭ下部内收 。 体表饰有较窄的刻

Ｖ
＾ ｌ

ｊ＾Ｏ＼Ｉ删案 （ 图
－

五
，

２ ） 。

８９ １０缸 标本 Ｈ ９ １：１ ８
， 夹砂

Ｋ ３ ，４ ， ６ ， ７ ．

？｜
２

｜

Ｃｍ

２８５ ９ ｉ ，１

丨

６ｃｍ灰陶 。 直 口
，
平沿 ，

腹壁较直 ，

＇

平底 。 口沿下饰有 四圈泥条堆

１ ． 瓮 （Ｈ９ １ ：１ ９ ）２ ． 盆
（
Ｈ ３ ３：１ ３）３ ． 瓮 （Ｈ ３７：７）４ ． 盆

（
Ｈ２４：４ ）纹

，
腹部饰绳纹 。 口径３ １ ． ２ 、

５ ． 侈 口罐 （Ｈ １ ① ： １ １ ）６ ． 盆 （
Ｈ９

１ ：４４ ）７ ． 盆 （
Ｈ９

１ ：４３ ）８ ． 陶片 （
Ｈ５ ２

：２ ）底 径２５ ２ 、 高４６６厘 米 （ 图
９ ． 盆 （Ｈ９ １ ：２０）１０ ． 瓮 （Ｈ９ １ ：２６ ） ，ｍ？

一－

１
， １

；
图
一

四
，

２ ） 。

砂灰陶 。 口 微敛
，
平沿

，
方 圆唇

，
直腹微鼓 ，鬲 标本 Ｈ８ ：６（残 ）

，
夹砂灰陶 。 直 口

，

腹以下残 。 口 沿下四道泥条 ， 其上加有圆坑窝 ，平沿 ， 方唇近圆
，
直领鼓肩

，

肩以下残 。 附横

腹部饰方格坑窝纹 。 口径 ３２ 厘米 （ 图
一

五
，

３ ） 。状鋈 ， 鋈上饰戳刺纹 。 领部素面抹光
，
肩部及

盆 标本 Ｈ９ １：２０
，
泥质灰 陶 。 腹斜状 内以下饰绳纹。 口径 ２４ 厘米 （ 图

一七
，

６
）

。 标本

收
，
平底 。 表面饰横 向篮纹 。 底径 １ ６ 厘米

（ 图Ｈ １② ：

２２
， 夹砂灰陶 ， 鬲足 。 袋状

，
尖锥足内收

一

五
，

９ ） 。 标本 Ｈ９ １ ：４４ （残 ） ， 泥质灰陶 。（ 图
一

＂

ｔ：
，

９
）

。

敞 口
， 平沿微卷 ， 方唇 ， 颈微束 ， 腹稍鼓 ，琿 标本 Ｈ １② ：

９
， 夹砂灰陶 。 敛 口

， 平

腹 以下残 。 口 径 ２８ 厘米 （ 图
一

五
，

６ ）
。 标本沿。 鸡冠状双鎏之 间饰有戳刺纹。 近 口 部为素

Ｈ９ １ ：４３（
残 ） ， 泥质灰陶 。 敞 口

，
平沿 ，

方唇
，面

，
其下饰绳纹 。 口径 １ ０ 厘米 （图

一＾

ｔ
，

２
）

。

ＨＰ
ｘ

１２３

图
一六 陶器

１ ． 陶单耳罐 （ Ｈ ９１ ： ６ ）２ ． 陶敞口罐 （ Ｈ９ １： １ ４ ）３ ． 陶郢 （Ｈ８ ：２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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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 １

平底 。 器表局部饰有方格纹 。

ｒｗ七： ：

．２ 、 高－

ｍ＼ｌｉｆ杯 标本Ｈ９ １
：

％侈 口
，

ｆ ＿ｎａ 尖圆唇
，
腹壁较直 ， 底残 。 口

ＶＪｍｓ^ ｒ
－

７｛Ｍ
——

７

＾
７８

器耳 标本Ｈ １③ ：

１ ９
，

ＵＺ７貧＜
－

丽
宽约 ３ ．６

２５１ ０

刻划纹陶片 标Ｈ５ ２
：

２
，

〇２４ｃｍ０１
０ｃｍ

１ 、 ６ ．Ｉ １

 １２
？

５ 、 ７ 、 ８ ＿Ｉ

——

Ｉ

——

Ｉ泥质
，
灰陶 。 饰浅篮纹 ，

刻划

图
一七 陶器图案 ， 刻划纹较宽 （ 图

一

五
，

１ ． 缸 （ Ｈ９ １ ：１ ８ ）２ ． 琿 （
Ｈ １

② ： ９
）３ ． 罐 （

Ｈ８６ ：１ ）４ ． 钵 （Ｈ３７ ：２ ）

５ ． 鉢 （
Ｈ９ １ ： １ １ ）６ ． 鬲 （Ｈ８： ６ ）７ ． 琿 （Ｈ ８ ： ２）８ ． 杯 （

Ｈ９ １ ：１ ２
）８

）°

９ ． 鬲足 （
Ｈ １② ： ２２

） １ ０ ． 器耳 （ Ｈ １③ ： １９ ）（
二

） 石 （
玉

） 器

ｉ「
—

￣

＿ｒ
－
—

￣

＾硕撕脑石英岩 、 火

Ｉ
－＼◎Ｉ％＼成岩 、 硅酸岩等 。 器类有刀 、

ＩＬ＾＿
＠
 ．３

＾＼ ＼斧 、 球等
，
多磨制 。

１ ｆ
ｌ＾石 球 桂 酸 岩 。 标 本

／＾
：

Ｖ，

｜

－

圆／
＼
＼

Ｈ ＫＤ ：９
，
浅 褐 色 。 直 径４ ． ８

Ｋ 刀 雷響 ＿／＾ｋ 厘 米 （ 图
－ 八

，
８ ） 。 标 本

看ｔｏ？？
米 八

二石英岩质。 多
＂ ＇

３４９翻色 。 麵刃
，
较尖锐

，
背

０６ ｃｍ０８ｃｍ部较平
，

一

般有
一

对钻孔
，

４Ｒ Ｑ 丨 Ｉ Ｉ１？ ３ 、 ６ 
？ ８ ． Ｉ ＩＩ

＇ ＇
＇

刃及器身 皆磨制 而成 。 标本
图
一八 石 、 玉 、 骨 器ｚ＃

１
． 石 刀 （Ｔ １ ０ １ ７② ：

１ ）２ ． 石刀 （Ｈ ２ ： ｌ ）３ ． 玉环 （ Ｔ０８ １８
② ： ２ ）４ ． 骨锥 （ Ｈ９ １：

３
）Ｔ １ ０ １ ７② ： １

，
长 １

２ ． ５ 、 宽５ ．３ 、

５ ． 骨针 （＿② ：
１ ）６ ． 石斧 （

腿 ： １ ｝７ ． 石球 （Ｈ １② ： ２４ ）８ ． 石球 （
Ｈ １③ ：

９
）厚 〇 ．９ 、 孑Ｌ 径 ０ ．４ 厘 米 （ 图

９ ． 卜骨 （册 １
． ２ ）—

八
，

１
）

。 标本 Ｈ２：１
，
长 ８ ． ７ 、

标本 Ｈ ８：

２
，
泥质

，
灰陶 。 敛 口

，
方唇

，
折肩

，宽 ４ ． １ 、 厚 ０ ． ６ 、 孔径 ０ ． ５ 厘米 （图
一

八
，

２ ） 。

罐式腹
，
袋足

，
足尖较平 。 口沿外及鋈下饰

一

石斧 多火成岩 ，
多黑色 。 标本 ＨＷ ：１

，

圈凹弦纹
，
肩部饰近方形双錾 ，

口沿下为素面
，黑色 。 长 ７ 、 宽 ３ ． ７

？

４ 、 厚 Ｉ ． ４ 厘米 （ 图
一八

，

６
）

。

腹及袋足饰绳纹
，
腹与足之间饰泥条堆纹 。 口玉环 标本 Ｔ０８ １ ８② ：

２ （残 ）
，
淡绿色 。

径 ９
、 高 １２ ． ４ 厘米 （ 图

一＾

ｂ
，

７
；
图
一

六
，

３
）

。断面宽 １ ． ５ 、 高 ３ ．４ 厘米 （图
一

八
，

３
）

。

钵 标本 Ｈ３ ７ ：２
，
泥质 ， 灰 陶 。 敞 口

，３ ． 骨器

尖 圆 沿 ，
腹 内 收

，
平底 。 素 面 。 口 径 １ ５ 、卜 骨 标 本 ＨＷ ：２

， 灼 孔 ，
有 整 治 痕

底 径 １ １
、 高 ３ ． ２ 厘 米 （ 图

一

七
，

４ ） 。 标 本迹 。 残长 Ｉ ２ ． ５ 、 宽 ３
？

Ｓ ． ７厘米 （ 图
一八

，
９

；
图

Ｈ９ １ ：１ １
， 泥质 ， 灰陶 。 敞 口

，
尖圆唇

，

弧腹内收 ，
一

九 ）
。



１２考古新发现

▲石摞摞 山 遗址的许多单位 出 土 的 以侈 口

碰
（尖底 ） 瓶 、 单耳罐 、 束颈鼓肩罐 、 口沿外加

／ｃ
－

■？？ ］施附加堆纹的筒形平底瓮 （缸 ）等为代表的 陶器
，

讀与陕北绥德小官道 、 府谷郑则峁
｜

２
１

，
内 蒙古的

隨
１

３
１

等離触綱类翻似 ， 后几处遗址

▲被称为庙底沟二期文化小官雜型
，
或被命名

为阿善文化 ，
可 以认为该遗址含有这

－

时細

＾
、文化遗存 。 瓮几乎均为直筒状

，
盆 、 罐往往折

腹等特征与小官道 、郑则峁
一

期所出者更接近 ，

位置又在这两地之间
，
应属于同 类文化

，
可代

雜舰＿
－

期文化遗存 。

不少单位 出土的双錾琿式鬲 、 高领尊 、 折

图
一九 卜骨 （Ｈ

Ｈ
２ ）肩罐及圜底瓮等陶器

，
则与内蒙古的老虎 山

１
４

丨

、

±＂ ＭｌＫ Ｗ Ｂ Ｉ

永兴店
１

５
１ 等遗址 出土的 同类器物相似 。 老虎

锥 标本 Ｈ ９
１
 ：３

， 骨质
，

近黄色 。

一

端尖山 等发现被认为属于北方地区龙 山时代早期文

状
，
磨制 ， 另

一

端仍旧保留骨关节原状 。 长 ８ ．７化
，
说明 石摞摞 山也含有这

一

时期的遗存 ， 代

厘米 （ 图
一

八
，

４ ）
。表遗址的第二期文化遗存 。 陕北地区过去考古

针 标本 Ｈ １ ８② ：

１
，
前端尖状

，
后端较粗

，工作较少
，
尚没有发掘到这类遗存

，

此次有较

带有穿孔
，
钻孔

，
器身磨制 。 长 ５ ．４ 、 直径最大丰富的发现

，
可以填补 当地这

一

时期考古学文

处为 ０ ． ２ 厘米 （ 图
一

八
，

５ ）
。化的 空白

，
对于研究陕北与内 蒙古中南部 、 晋

西北地区相应时期文化的联系有积极意义 。

四 、 结语石摞摞 山遗址
一

些单位出土 的陶器以敛 口

盆形琿 、 盎 、 尖锥足鬲等为主
，
形制与陕北神

陕北地区的考古工作过去
一

直较少
，

石摞木石峁
｜

６
１

、 内蒙古朱开沟
１
７

１

等地龙 山晚期文化

摞山遗址的 发掘获得较丰富的 资料 ， 为认识陕的 面貌相似 ，
可见该遗址也包含有这

－

阶段的

北及相邻地区 的龙山 及商时期考古学文化 的面遗存 ， 代表了该遗址的第三期文化遗存 ， 属龙

貌特征提供了新的契机 。 特别是发掘确认 了陕山 时期的最晚阶段 。

西境 内
一

座龙 山时代的古城
，
更具有非常重大石摞摞 山龙山城址的 发掘和确认无疑是此

的学术意义 。次工作最重要的收获 。 外城护城壕内 １ ０ 余层文

由于遗址所处的 自然环境是 陕北高原 的黄化堆积 的内含物均属于龙 山时期 的陶器
，
外城

土 山 峁
，
长期 的水土流失和人类 的耕作活动使墙护坡土的 内涵也是龙 山遗物 ，

以及压在 内城

文化堆积原始状态未能完好地保存
，
许多探方墙上 的第三 、 四 文化层和叠压、 打破这两层的

在表土之下即暴露出 龙山或商代遗迹
，
但部分众多灰坑 、 房子等均为龙山晚期 的遗迹 ，

可以

保存较好的区域则有较多层次的文化堆积 ，
往肯定这座城的建造年代应早于龙山晚期 。

往可见房子 、 灰坑等遗迹层层相累 ， 表明该遗内城墙有打破相当于 中原龙山时代早期 （庙

址 曾被长期使用 。 从 出土的文化遗物观察
，
也底沟二期文化 ） 小官道类型灰坑迹象 ，

故城墙

反映了较 明显的差异 ，
分属于不同的文化性质 ，的年代不会早于庙二时期 。 又因有相 当于龙山

为我们了解该遗址和陕北地区新石器时代晚期文早期的单位叠压于内城墙下部
，
加之压在城壕

化序列提供了重要资料 。最下部堆积的 内涵属于小官道类型 的侈 口
（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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底 ） 瓶 、 筒形平底瓮等器物 ，
初步推测该城的领队 ： 张天恩

兴建约相 当于庙底沟二期文化晚期
，

即小官道发掘 ： 张天恩 丁 岩 梁亚栋 史 来兴

类型 （或阿善文化 ） 阶段 。 参照相关文化的年代
，
刘 峰 史全平 齐文军 齐 军

可知石摞摞龙山城址的始建约在距今 ４５００
？

４６００郑 文娬
＾
红艳

测给 ？ＪＬ峰滅 中 秋

年左右 。 而从保存较好的西外城墙以及城壕石

砌护墙上部的修补墙体迹象分析 ， 该城沿用时了 岩

间较长
，

可能在第二 、 三期时仍在使用 ， 并曾
＾ｕ

对已经残损的墙体进行过修缮 。

石摞摞山 龙 山城址的营建是利 用 自 然地

势 ，
以石块塾黄泥砌筑在断崖陡坡的外侧 ， 成

⑴ ａ ． 国 家文物局 ． 中国文物删集
．

陕西分册 （ 下 ） Ｍ ．

为包崖壤坡的典型
“

台城
”

形式 。 中 国古城主西 安 ： 西 安地 图 出版社 ， １ ９９８ ：６６２ ．ｂ ． 陕西省 考古研究

要为平地起墙的垣城和堑崖镶坡的 台城两类 。所 陕北考 古队 ． 陕西缓德小 官道龙 山文化遗址的发掘 ［Ｊ ］
．

考古 与文物 ，
１ ９８３（ ５ ）

ｉｔｆｃ城属后者 。 这次发现不仅填补 了陕西地区
＇

没
［
２

］
麵省考古研究所陕北考古队 ， 榆林躯文管会 ． 陕西府

有早期城址的空白
，
而且让我们见到了北方地谷县郑则 峁遗址 发掘 简报 ［Ｊ ］ ． 考古与文物 ， ２００ ０ （ ６ ） ．

区保存状况最佳的早期石砸古城
，
与同时期许［

３
］
内 蒙古社会科学 院蒙古史研究所 ’ 触市文物管理所 ． 内

多小 ■

ｚ
ｉ？遗址以及４近的 内家古境内龙 山时期 的

［ ４
］
ａ ． 田广金 ． 凉 城县老虎 山遗址 １ ９８２

？

１ ９８３ 年发掘 简报

许多简单的小石城相 比 ， 建筑结构复杂 、 功能［ Ｊ ］
． 内 蒙古文物考古 ， １９８ ６

（
４ ） ．ｂ ． 内 蒙古文物考古研究

所 ． 老虎 山 文化遗址 发掘报告 集 ［ｃ］ ／／岱海考古 （

一

） ．

＇

５
＂

北京 ： 科学 出版社 ， ２０００ ．

该城虽然不大
，

但复杂的结构布局 、 工程
［ ５

］ 内 蒙古文物考 古研究所 ． 准格尔旗永兴店遗址 ［
Ｃ

］
／／ 内 蒙

所需 的劳动力远非城内居民在较短时 间 内所能古文物考古文集 （第
一

辑 ） ． 北京： 中国大百科全书 出版社 ，

承担的
，

暗示 当时已有动员 、 组织更大范围劳
１
９９４ ＿

＿ ，＾ｕＡｉ＾ ，［ ６ ］ 西 安半坡博物馆 ． 陕西神木石 峁遗址试掘简报 ［Ｊ ］ ． 史前
动力参与建设的社会机构存在 。 而此点 ，

对于研究 ， １
９８３ ⑵ ．

我们研究和认识北方地区龙 山时期 的文明进程ｍ 内 蒙 古 自 治区文 物考 古研究所 ，
鄂尔 多斯博物馆 ． 朱开

有着更为重要的意义 。
＇

沟
—

賴雜稍舰顏齡 ［
Ｍ］

？ 減 ： 細錄
Ｊ°

社 ， ２０００ ．

（责任编辑 谭青枝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