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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木县木柱柱梁遗址的分期
郭小宁

(陕西省考古研究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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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本文通过木柱柱梁遗址出土的遗物的分析，对该遗址进行了分期研究，同时确定了环壕以及其它遗迹的年 

代，为研究该聚落的年代及布局发展提供了依据。

K E Y  W O R D S ： M uzhuzhuliang s ite , Longshan C ultu re , Y ongxingdian C ultu re , D akou second  phase 

A B S T R A C T : This artic le  conduct a ch rono log ica l research  on the M uzhuzhuliang site  based  on  unearthed rem ains. In 

add ition , the  author tr ie s  to  iden tify  the  specific  date o f  the enc lo s ing  m oat and o th e r re la ted  rem ains. The ch rono log ica l 

study can th e re fo re  provide new  foundation  fo r  the d iscu ss ion  o f  the  se ttlem en t date and its se ttlem en t pattern.

木 柱 柱 梁 遗 址 位 于 陕 西 省 神 木 县 大 保 当 镇  

野 鸡 河 村 南 约 3 公 里 的 木 柱 柱 梁 北 部 缓 坡 上 ，东 

距 大 保 当 镇 约 4. 6 公 里 ，北 距 秃 尾 河 支 流 野 鸡 河  

约 2 公 里 。2 0 1 1 和 2 0 1 2 年 ，，陕西省考古研究院 

与 榆 林 市 文 物 考 古 勘 探 工 作 队 对 该 遗 址 进 行 了  

勘 探 和 发 掘 ，发 现 了 大 量 灰 坑 、房 址 及 少 量 墓 葬 、 

壕 沟 等 ，并 发 现 有 一 条 完 整 的 环 壕 [1]，其为陕北 

地 区 首次发现的龙山晚期完整的环壕聚落。

本 文 对遗址出土的龙山晚期遗存进行分期。

一 、典型遗迹分析

遗 址 中 遗 迹 间 的 叠 压 、打 破 关 系 较 多 ，但经 

过 对 上 百 组 叠 压 打 破 关 系 的 梳 理 ，发现很多遗迹 

没 有 陶 片 或 陶 片 没 有 明 显 特 征 。其 中 有 4 组关 

系 ，器 物 之 间 的 变 化 明 显 ：K6 — K4 ->  H57 — G3 、 

H79 —H80 — G3 、K14— G1 -  3 、H81 — H9 5 — G3 。

以下分别进行分析。

1. K6—K4 —H57 —G3

图 一 、二 、三 、四 中 ，鬲足 K6 : 2 、K4 : 3 、H57 

① :2 、H57 ② :2 足 部 较 肥 ，G3 ② :3 足部较细。

2. H79—H80—G3

由 简 报 图 四 可 以 看 出 ，鬲 足 的 变 化 明 显 ， *

H79② ：1 、H80③ ：2 1 足 部 较 肥 ，G 3② ：3足 部 较  

细 。豆 H80① ：1 、H80② ：1 豆 盘 口 部 无 沿 ，尖圆 

唇 ，腹 部 略 弧 ，G3② : 2 、G3③ :1豆 盘 口 部 有 外 折  

沿 ，尖 唇 。

3. K14->G1 - 3

由 图 五 可 以 看 出 （G1 - 3 资 料 见 简 报 ），犖 

K 1 4 :2 沿 部 略 内 凹 ，唇 部 较 光 ，未 加 厚 ，罪 G1 - 3 

① ：1唇 部 施 一 圈 泥 条 加 厚 ，G1 - 3 ② :4唇 部 施

图 二 K 4出土器物 

1 -鬲足（K4:3) 2 、3 .折肩罐（K 4 :2 、l l )

* 本文为科技部《中华文明起源过程中区域与居民研究》（课题编号2013BAK08B05)之“以石峁为中心的陕北地区史前聚落形态 

研究”成果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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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三 H 5 7 出土器物

1 、2 、5 ' 12 •折肩罐（H57③: 3 、H57②: 3 、H57④ : 3 、H57④: 4 )

3 、8 . 鬲（H57(D: 1 、H57④ :5 ) 4 、9 、11、13•鬲足（H57CD:2 、H57〇): 1 、H57①: 2 、H57②: 2)

图 四 G 3 出土器物

1 . 2 . 豆（G3② ：1 、2 ) 3 . 鬲（G3② ：3)

折 棱 明 显 ，与 G3③ :1 特 征 接 近 ，可以 

判 断 F 2 0 与 G 3 为 同 一 时 期 。

2. H80 与 H57

鬲 H80③ :2 1 足 部 较 肥 大 ，略 直 ， 

与 H57① : 2 、H 57② :2 特 征 一 致 ，泽 

H 80③ ：1 6 内 折 沿 ，沿 部 未 加 厚 ，与 

H57① ：3 特 征 一 致 ，那 么 H 80③ 与  

H57① 、② 层 应 为 同 时 期 。

3. H60 与 G1 - 3

6 、7 . 三足瓷（出7〇) : 4 、出7 (1 ) :1 ) 1 0 .罪（吧7(1):3) 罪 （香 ）H60: 4 沿 部 上 折 ，G1 -  3

② :2 沿 部 也 略 上 折 ，两 者 应 为 同 时

^  I ' . "  ' I ^
、、 ：• • 0 4

图 五 K 14出土器物 

1•折肩罐（K14: 1) 2 . 聳（K 14:2)

一 圈 泥 条 加 厚 ，加 厚 痕 迹 明 显 ，G1 - 3 ② :2 沿部 

内 凹 明 显 。

4. H81—H95—G3

f ' ■ » ' ' I I  >' '  ' r  ； 〇

2 8mi 4. H8I 与 K 14、H 57、H80

— 1 鸯（盡）H57〇> 3 、内折沿，沿部未

加厚，K14:2沿 部 略 加 厚 ，那 么 H57① 

与 K 14略 有早晚或者同时。犟 （益 ） 

H81② 内 折 沿 ，沿 部 为 加 厚 ，应与 

H57① :3 特 征 接 近 ，鬲 H 57① ：2 足 部 较 肥 ，与 

H 8 1 :2 特征一致，那 么 H 8 〖 ② 与 H 5 7 同时。

图 四 、六 、七 中 ，鬲 足 H 81: 2 足 部 略 肥 ，较 

直 ，H95① :7 足 部 略 肥 ，略 有 弧 曲 ，G 3② ：3 足 部  

较 细 ，弧 曲 较 甚 。豆 H 95① :4 豆 盘 有 外 折 沿 ，唇 

部 较 厚 ，沿 下 弧 曲 ，G3③ ：1 豆 盘 口 部 有 外 折 沿 ， 

尖 唇 。

二 、其它遗迹分析

对 典 型 遗 迹 间 的 叠 压 、打 破 关 系 ，可 以 对 部  

分 器 物 的 变 化 有 直 观 的 认 识 ，但 因 器 物 类 型 不  

全 ，无 法 全 面 的 对 比 ，那 么 就 有 必 要 进 行 器 物 间  

的 类 比 。下 面 的 几 组 关 系 ，结 合 典 型 遗 迹 的 分  

析 ，可对遗址的分期有一个较清晰的认识。

1.F 20  与 G3

豆 F 2 0 U 与 G3② :2均 为 外 折 沿 ，沿与腹处

5. K 6、K4 与 H79

高 秘 :2 、似 ：4 足 部 较 肥 ，与 扪 9 ( 1 ) : ^ 7 9  

② :6特 征 接 近 ，应 为 同 时 期 。

图 六 H 8 1 出土器物

1 、2 . 鬲（咄 1 @ :3 、1 1 8 1 :2 )3 、5 .折肩罐（础 1 @ :2 、邯 1 :1 ) 

4 •犟（H81 ②：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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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七 H 9 5 出土器物

1 、2 、3 、4 、8•鬲（H95① : 7 、H95②: 2 、H95① : 2 、H95①: 3 、H95①：1) 5 •豆〈H95①: 4 ) 

6 、7 .三足瓮（H95②: 丨、H95①:6 )  9•折肩罐（H95②:3 )  1 0 .罪（H95①:5 )

三 、遗址的分期

通 过 典 型 单 位 的 分 析 ，对 同 类 器 物 间 的 变 化  

有 较 明 确 的 认 识 ，对 同 类 器 物 间 的 类 比 ，确定了 

同 一 时 期 的 遗 迹 。

经 过 分 析 ，得 出 下 面 的 器 物 演 变 图 （附 表 ）：

观 察 图 八 ，鬲 、豆 、缂 （香 ）、折 肩 罐 的 变 化 较  

明 显 ，有 如 下 规 律 ：

鬲 ：主 要 为 双 鋈 鬲 。足 部 由 早 期 的 细 长 ，到 

晚 期 演 变 为 矮 肥 ，并 出 现 足 跟 ，口 部 早 期 折 沿 外  

张 明 显 ，到 晚 期 外 折 沿 不 甚 明 显 。

豆.•豆盘早期有折沿，折 棱 明 显 ，到 晚 期 ，折 

沿 基 本 消 失 。

缂 (益 ）：犟和香口部的变化基本一致。早期唇 

部施一圈泥条加厚，晚期唇部未加厚，不施泥条。

折 肩 罐 :口 部 早 晚 期 的 差 别 在 于 外 折 的 程 度 ， 

此外早期沿外加厚不明显，到晚期沿夕卜加厚明显。

依据器物的演变，可以把木柱柱梁遗址龙山晚 

期遗存分为早、中 、晚三期，各期之间的变化较明显。

四 、结语

从 木 柱 柱 梁 遗 址 出 土 的 器 物 看 ，各期器物组 

合 没 有 明 显 的 变 化 ，均 以 鬲 （封 二 ，3 ; 封 三 ，1 、2 、 

3 ) 、折 肩 罐 、三 足 瓮 、聳 （封 三 ，5 、6 ) ( 番 ）、豆 、盆 

等 为 主 ，那 么 该 遗 址 为 一 年 代 、文 化 比 较 单 纯 的  

环 壕 聚 落 。其 器 物 群 与 永 兴 店 文 化 接 近 ，器物特 

征 与 永 兴 店 文 化 中 、晚 期 较 一 致 ，所 以 ，年 代 上 ，

木 柱 柱 梁 遗 址 应 为 永 兴 店 文 化 的 中 期 偏 晚 及 晚

期 [2] 〇

龙 山 晚 期 ，在 内 蒙 中 南 部 、晋 中 、陕 西 北 部 ， 

广 泛 分 布 着 石 峁 [3]、新 华 [4]、杏 花 村 四 期 [5]、永 

兴 店 [6]等 一 类 的 遗 存 。器 物 特 征 上 ，木柱柱梁遗 

址 以 单 把 鬲 和 双 扳 鬲 、聲 、香 、折 肩 罐 、三 足 瓮 等  

为 主 ，另 有 豆 、小 罐 、小 刮 削 器 等 ，与 石 峁 、新 华 、 

永 兴 店 等 遗 存 特 征 相 近 。杏 花 村 四 期 ，H 6 、H 1 2 、 

H 2 0 、H132: 1 等 单 位 与 木 柱 柱 梁 同 时 ，其它单位 

相 对 较 早 。这 些 单 位 出 土 物 中 ，除 单 把 鬲 、双扳 

鬲 外 ，还 有 无 扳 鬲 ，与 木 柱 柱 梁 相 比 ，缺 少 三 足  

瓮 ，折 肩 罐 沿 部 较 短 。

从 以 上 的 分 析 看 ，龙 山 晚 期 ，内 蒙 中 南 部 、陕 

西 北 部 这 一 时 期 的 文 化 特 征 相 近 程 度 高 ，与晋中 

地 区 有 一 定 的 区 别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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