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陕西神木县石峁遗址

陕 西省考古研究 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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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 ： 陕西 神木 石峁 龙山晚期 夏代

“ ”

，

，

、

博机构的 玉器而 闻 名 。 年 ， 时任科 隆

远东美术馆代表的美籍德国人萨尔蒙尼 （

神木县隶属陕西省榆林市
，
地处陕西

、
在北京征集陕西榆林府农民 出售的

山西和 内 蒙古三省 区交界地带 ， 西北与 内 蒙 牙璋等玉器 件 ， 其中最大的一

件是长

古 自 治 区鄂尔多斯市接壤
， 东 隔黄河与 山 西 厘米的墨玉质

“

刀形端刃器
”

， 即经萨氏之

省 吕 梁山 区相望 。 绝大部分处在黄土高 原与 手为德国 科隆远东美术馆收藏 。 据称
，
这批

毛乌素 沙漠过渡地带 ， 地貌以 黄土梁峁 、 剥 玉器为石峁遗址出土 。

蚀山丘 、 沙漠滩地为主 。

石崩遗址位于神木县城西南 余公里处
内蒙古

的高家堡镇
，

属 黄河一级支流秃尾河流域
， ？ 纖

河流 东西两岸 地貌差异 明显
，

西侧沙梁绵
— 、

。

延 ， 东部梁職横 ， 秀尾河众多支流即发源 水

于东岸梁 峁 山地中 。 石峁 遗址在秃尾河及其

支流洞川 沟交汇处
，
地表沟壑纵横 ， 支离破 。

碎
’
海拔在 米之间 （ 图一

）
。

“

贺家会

石節 遗址 因大量流散于海内 外一些文 图
—

遗址位置示意图

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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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 月
， 陕西省考古研究所戴应新 国家文物局批准 ， 在复查了前期调査成果的

先生根据神木县高家堡公社提供 的线索调查 基础上 ， 联合考古队重点发掘了石峁遗址外

了石 峁遗址
， 并于同 年 月 进行复查

， 征集 城东门及城内部分遗迹
，
取得了重要收获 。

到 了
一批极具特色的陶器和百余件精美的玉

一

器⑴
。 调査者认为采集到 的 陶器显示出 石峁

二
、 考古调查

遗址的文化性质和年代与客省庄二期文化关 本次调查参照国家文物局颁布的 《 田野

系密切
；
但其所获玉器年代不甚明确 ， 或为 考古操作规程 》 的 区域系统考古调查法并进

新石器时代遗物 ， 或属殷文化 。 年 ， 他 行资料记录 。 调查队员按照南北方向 踏查 ，

公布了这次调査所获玉器资料 ，
认为石峁玉 由 持 的队员控制前进方向 ， 左右队员 间

器和陶器都为龙山 时期遗物
，
石峁遗址是一 隔 米

，
以保证调查遍及 目标区域 。 根据不

处规模宏大 、 遗存丰富的龙山 文化遗址 。 同 的地形 ，
调查 队灵活选择踏查方法 ， 如在

后来又有更全面详细的报道气 保证队员 间距的前提下
， 将坡地 、 山 峁 作为

年 ，
西安半坡博物馆对石峁遗址进 一

个独立地理单元集中调查 。

行了考古发掘 ， 发现了房址 、 石棺葬 、 瓮棺 作为 石峁 遗址 的主要组成部 分 ， 石峁

葬 、 灰坑等遗迹 ， 出 土了
一些有确切地层关 城址是在 年区域系统考古调查工作中发

系的遗物 。 这是对石峁遗址首次进行科学 现并首次确认的 。 年 ， 石峁考古队对城

的考古发掘 ， 使人们对石峁遗址的认识有了 圈结构和城垣走向 展开 了复查 ， 再次确认石

较为客观的基础
， 但对玉器年代 、 文化背景 峁城址由

“

皇城台
”

、 内 城 、 外城 部分构

及属性等 问题
，
学者仍然聚讼不休 。 成 。 其中

“

皇城台
”

是四周 砌筑层阶状护坡

年 月
， 陕西省考古研究所 吕 智荣先生对石 的 台城 ； 内城以

“

皇城台
”

为 中心
，

沿山势

峁遗址进行了 踏査
， 征集到石器、 陶器 、 玉 砌筑石墙 ， 形成

一

个封闭的空间 ； 外城则依

器等遗物 余件 】

。 此后 ， 陕西省博物馆 、 托内城东南部的墙体修筑一道不规则 的弧形

省文管会
，

中 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及榆 石墙
，

与内城东南墙结合构成相对独立的外

林市文管办 、 神木县文化馆 、 高家堡文化站 城区域 （ 图二
） 。

等单位多次对遗址进行复查 。

“

皇城台
”

是 当地人对一处砌石台 地

年 月
，

罗宏才对石峁遗址展开考 的称呼
， 位于内城中心部位偏西 ， 为 四面包

察 ，
公布了 多达 余件特征明确 、 造型独特 砌护坡石墙的 台城 。 它大致呈方形

，
石墙转

的石雕或石刻人像 ， 均砂岩质地 ， 大部分为 角处为 圆形 ， 台顶面积 万余平方米 。 由 于

头面部像 ， 还有一些半身像或全身像 ， 其中 破坏严重 ， 部分护墙已难觅踪迹
，

目前保存

不乏头戴尖帽 、 高鼻深 目者 最好的石墙位于东北角 ， 有圆形转角 ， 表面

上述工作都说明
，
石峁遗址系 中 国北方 可见排列有序的孔洞

， 内有朽木残迹
，
总 长

地区一处极为重要的新石器时代晚期遗址 ， 度约 米 ， 高 米 。

“

皇城台
”

西南角 和

其数量庞大的玉器 、 风格独特的陶器及石雕 南侧亦发现一些残存的石砌墙体 ， 南侧墙体

人像等引起 了学术界的高度关注 。 但关于石 内还发现横向插人墙体的 圆木 ， 保存较好 。

峁遗址的规模 、 年代及文化背景等问题仍然 与内 、 外两城的石墙构筑方式不同
，

“

皇城

没有解决 。 有鉴于此 ，
年 月 至 月 ， 陕 台

”

没有高 出地表的墙体 ， 均系堑山砌筑的

西省考古研究院与榆林市文物考古勘探工作 护坡墙体 ， 护墙 自 下而上斜收趋势明显
，
垂

队 、 神木县文体局组成联合考古队 ， 对石 峁 直方向 上有层阶结构 。 据悉
， 世纪 年代

遗址进行 了 区域系统考古调查 。 年 ， 经 以前 ，

“

皇城 台
”

东北侧还可见 级石墙 ，

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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磨平整的 石块 多 被用 于砌

筑墙体两侧 ， 墙体内 的石

块 多为 从砂岩母 岩直接剥

圳？ 万平方 米 ，
外城 的城 内 面

■ 房址 ■ 灰坑 ▲ 窑址 ■ 墓葬 一 河流 民居 — 皇城 台城墙
禾

口 供 今万
■

平 ■ 方
■

米 石
内城实测城墙 一 内 城推测城墙

一

外城实测城墙
一

外城推测城墙

、

‘ 、

城址的总面积超过 万平
图二 石龍址遗迹分布 图

方米 。 另外 ，

“

皇城台
”

和

本次调查发现的部分墙体有 级结构 。 内 、 外两城城墙上均发现城门 ， 内 、 外城城墙

内 城将
“

皇城台
”

包围其中 ， 依山势 而 上发现了形似墩台的方形石砌建筑 ，
夕 卜城城墙

建 ， 形状大致呈东北一西南向 的不规则椭圆 上还发现了疑似
“

马面
”

、 角楼等设施 。

形 。 城墙大部分处于 山脊上 ，
为 高出 地面 的 调 查过程 中 ， 采集 标本使 用 了 系 统抽

石砌城墙
，
现存长度超过 、 宽约 米

，
样和 目 的抽样两种方法 。 系统抽样是指在遗

保存最好的部分高出现今地表 米有余。 址范围 内 画 出 同 向 等距 （ 米 ） 、 直径为

外城为 利用 内城东南部墙体 ， 向 东南方 米的圆 圈
， 以 其为单位全部采集标本 ， 每个

向扩筑的一道弧形石墙 。 绝大部分墙体为高出 圆 圈 即 为
一个采集点 。 这种做法既能够较好

地面的石砌城墙 ， 现存长度约 、 墙宽约 地了 解遗址内 遗存的分布状况
，
还能将圆 圈

米 ， 保存最好的部分高出现今地表 米余 。 作为一个基本单位 ，
对采集的遗存进行量化

依据地形差异 ， 石峁城址墙体的建造方 统计分析
， 便于认识相关 区域 的特征 。 目

法 略有区别
，
包括堑山砌石 、 基槽垒砌及利 的抽样是在遗址范围 内 有 目 的地采集有典

用 天险等形式。 山崖绝壁处多不修建石墙 ，
型 特征 、 能说明 遗存年代 和文化属 性 的遗

而利 用 自 然天 险 ； 在山 峁 断崖处则采用堑山 存 ， 比如 器物 口 沿 、 底部 以 及纹饰特征 明

形式 ， 下挖形成断面后再垒砌石块
；

在 比较 显的标本 。

平缓的 山坡及台 地 ， 多下挖与墙体等宽的基 本次调查中 ， 在石砌城墙 范 围 内 发现

槽后垒砌石块 ， 形成高出 地表的石墙 。 这些 的遗物几乎全部为龙山 晚期至夏代早期 的遗

石墙均 由经过加工的砂岩石块砌筑而成
， 打 存 。 就其分布密 度而言

， 外城外几乎没有发

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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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早期陶 片
；

内城与外城间大多数采集点 采 我们进一步对石峁遗址的城墙进行了 测绘
，

集的陶片少于 片
；

内 城内采集点采集到的 并引人了 国 家标准坐标网格 。

陶 片数量为 片 ， 部分采集点 （ 集 中 在 结合新石器时代晚期 内蒙古中 南部及陕
“

皇城台
”

附近 ） 则 为 片 ， 少量采集 北地区修建石城的传统 ， 考虑 到城墙范 围与

点可达 片以上 。 调査也发现了集 中分布 的 调查所获龙山 晚期 文化遗存的分布范 围高度

居住区 处 、 陶窑 处 、 竖穴土坑墓区 处 、

一致
，

我们根据调査成果初 步判断 ： 石墙 与

石棺葬 处和瓮棺葬 处 。 遗址主体遗存 的年代一致
， 石 峁 遗址是龙 山

此外 ， 我们对石峁遗址进行了 无人机航 晚期至夏代早期之间 的超大型中 心聚落 。

测
， 采集了 地表三维信息和高分辨率影像信

一

息
， 并生成了该遗址的 正射影像 、

二 、 考 古发掘

数字地面模型和 线划 图等 。 年 月 ， 年 月 ，
为解决石 峁 城址 的年

产
一

一 米

图三 外城东 门址平面 图

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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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四 外城东 门址 （ 北—南 ）

代问题 ， 进一步了解其布局及功能分区
， 我 弃之后进行过重建 ， 并在其东南角新建了一

们重点发掘 了外城北部的一座城门遗址 ， 依 处 向 西 的门 道
， 朝 向 城门 的石砌方形房址

其在整个城址中 的相 对位置
， 称之为东 门址 （ 。 本次发掘所获玉铲和玉璜均出土于

图三
；

图 四 ） 。 外瓮城石墙北端的倒塌墙体和倒塌 堆积中 ，

该门址位于外城东 北部 ， 门道东北向 ， 其中 件玉铲出 土于 北端东 西向 短墙 向 北倒

由
“

外瓮城
”

、 两座包石夯土墩台 、 曲 尺形 塌 的墙体 内
，

它们东西间隔 约 米
，

东 侧玉
“

内瓮城
”

和
“

门 塾
”

等组成 。 外城东门址 铲平置于石块错缝 间 ， 石块间还有少许草拌

位于遗址内 最高 处 ， 地势开阔 ， 位置险要 。 泥 （ 图五至图七 ） 。 南端墙体的倒塌堆积 中

门址内 各部分 以 宽约 米的
“

「

”

形门 道 连 发现了阴刻石雕人头像残块 。

接 ，
总面积约 余平方米 。 夯土墩台 以 门道为 中心对称建于其南 、

“

外瓮城
”

平面呈近
“ ”

形
， 完全遮 北两侧 ， 形制相似 ， 均为长方形 。 墩台外以

蔽了 门 道 。 其石墙呈
“

「
”

型
， 与两座墩 石块包砌 ， 内 为 夯打密 实 的夯土 ， 条块 清

台 并未完全连接 ， 南端 留 有缺 口
， 形成进 晰 、 夯层 明显 、 土质坚硬

，
墩台外包砌一周

人城门 的通 道 。 南北向 石墙长约 、 宽 石墙 （ 暂称
“

主墙
”

） 。 主墙墙体上发现一

米 。 南 、 北两端的 石墙较短
， 与 南北 向 石 些排列有序的孔洞 ， 其内有圆形朽木痕迹 ，

墙垂直 ， 北墙长约 米 ， 南墙损毁 ， 残长约 这些朽木嵌人石墙内部 ，
周 围敷以 草拌泥加

米 ， 两端石墙均宽约 米 。 发掘表明 ， 外瓮 固 。

“

皇城台
”

亦见类似插人墙体的 圆木
，

城石墙经过多次修葺 。 北端石墙的南北两侧 我们初步认为它们当为加固墙体的措施
，
起

均叠压有晚期的火烧遗迹和活动硬面
，

北端 到
“

木骨拉筋
”

、 防止墙体倾斜崩 塌 的 作

石墙内侧还发现上层 （ 晚期 ） 的活动 面叠压 用 ， 当与 《 营造法式 》 中
“

柱木
”

的功能相

于散乱石块之上 ， 因此推测外瓮城在石墙废 当 。 南北墩台外侧 ， 即 朝 向 城外的一

侧墙体

■ 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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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围还紧贴主墙增筑了
一道石墙 （ 暂名

“

护 墙厚 、 护墙厚 米
，
地面上的铺

墙
”

） ，
它将墩台东侧墙体以 及东 部两拐角 石

“

散水
”

宽 米 ，
墩台最高处距早期

完全包砌 。 护墙仅见于靠近城外
一

侧 ，
所 以 （ 龙山 晚期 ） 地面约 米。 紧贴西侧 主墙有

推测其修筑与增加墩台外侧防护能力 、 扩展 一道增修的石墙 ， 宽 米 ， 将墩台西南拐角

台 基上的 活动 范围有关 。 墩 台外侧靠近 护 包砌 。 这道石墙修建于 晚期地面之上 ， 为夏

墙的 地面有一 道与墙体走 向
一致 的长方形 时期修葺增补而成 （ 图九 ） 。

砌石
， 宽约 米 ，

形似
“

散水
”

（ 图 南墩台顶部夯土长约
、

宽约 米 。 主

八 ） 。 墙厚约 、 护墙厚 米 ， 铺石
“

散水
”

北墩 台顶部夯土长约 、 宽约 、 主 破坏严重
，
最宽处约 米

，
墩台最高处距早

期 （ 龙 山 晚期 ） 地面 约 米 。 夏时 期在 墩

台西侧砌筑了 一道护坡短墙 ， 并利用墩台 西

侧的空 间修建了 座类似庭院的独立空 间 。

令

石砌房址 为该
“

庭院
”

的主体 ， 平面呈方

形 ， 门 道 向 西 ， 室外以 石板平铺 ， 形成面积

■ 大致与 室内 面积相 等的
“

庭 院
”

。 室 内

面积约 平方米 、 屋墙宽约 、 残高约

图五 东 门址外瓮城北端东侧石墙内玉铲 米 。 院落内 活动 面保存较好
，
上面还有 黑色

草 木灰和 红烧土等烧火 遗迹 （ 图
一〇 。

内社了花卿 、
细職敲福

、 大 口 尊等

■ 夏代棚陶器 （ 图
， 院墙綱堆积中

有 件石雕人面像 。 需要说明 的是
， 南墩台

虽与北墩台 对称修建 ， 但 目前所见的形制及
’

规模与北墩台略有差异 。 根据发掘所获地层

关系
， 结合周 边遗迹推断 ， 南墩台靠近城内

一侧 曾 经坍塌
，

发掘所见 及周 边院落应为

晚期 夏代 飾修建而成 。

南 、 北齡巾
丨

、

■成了糾的主门道
，

宽约 米 。 朝 向 门 道一

侧 的主墙上分别 砌筑

出 道平行的南北 向短墙 ， 隔 出 间似为
“

门

图六 玉沪 图七 玉 塾
”

的空间
， 南北各 间

，
两两对称

，
个别

—

图八 外城东 门址北墩台南壁 （ 南—北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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陕 西省 考古研究 院等 ： 陕西神 木县石 峁遗址

还 有灶址 。

“

门塾
”

地面加工规整 、 踩踏痕 米 ， 保存最好的部分高出 早期 （ 龙山 晚期 ）

迹 明显 ，
早

、
晚两期地面可与 门道对应 。 进 地面 米余 。 这段墙体在 门道内 侧增修了

一

人门道后
， 南墩台 西北的石墙继续延伸 ， 向 道宽约 米的石墙 ，

两墙 紧贴并行 。 结合

西砌筑 米后北折 米
，

在门址内侧形成曲 城址内地层关系 ， 推测这道石墙修建于晚期

尺形的
“

内瓮城
”

结构 。 石墙墙体宽约 夏代 ） 地面之上
，

应为夏时期修补形成 。

此段石墙墙根的地面上

发现了 成层 、 成片分布

：

岡 残块 块
’

部分壁画还附着在晚期
‘

‘

石墙的墙体上 。 这些壁

画 以 白 灰 面 为 底 ， 以

：
乂

：

红 、 黄 、 黑 、 橙等色绘
—

出 几何形图案 ，
最大的

城墙 与 南 北 墩 台 主 墙
‘

相 连 ， 沿墩 台 所 在 山

脊 分 别 朝 东 北 和
‘

、

卜 现 两 处 识 ‘ 地

图九 外城东 门址北敏台 （ 东
—西 ）

人头 骨的 遗迹 （ 、

，
，

‘ “

’

、
‘

：

‘

‘

、

图 一 西一

东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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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位于外瓮城南北向 长墙的外侧 ，
略 集中埋置了 个头骨

，
头骨摆放方式似有规

呈椭圆形 （ 图
一

四 ） 。 位于门道人口 处
， 律 ， 但无明显挖坑放置的迹象 ， 多数颞骨朝

靠 近北墩 台 ，
呈南北 向 近长方形 。 两者均 上

，
还有一些枕骨朝上或颅顶朝 上 。 部分头

骨有明 显砍斫痕迹 ， 个别枕骨和下颂部位有

灼烧迹象 。 经初步鉴定 ， 这些头骨以年轻女

性居多 。 这两处集中发现的头 骨可能与城墙

修建时 的奠基或祭祀活 动有关 （ 图
一五 ） 。

东门 址门道内揭露出上 、 下两层地面 。

上层地面及其上层堆积内 出土遗物较丰 富 ，

陶器主要有 细绳纹高领鬲 、 方格纹单把鬲 、

花边鬲
、 宽流鬵 、 篮纹折肩罐等 。 下层地面

多见绳纹和篮纹陶片 ， 数量略少 。 器形多为

鬲和罐 。 上下两层出 土的 陶器器形和纹饰差

异明显 。

发掘 表明
， 东门址门 道 内上 、

下层地面

叠压关系 明确 ，
两层地面间隔一层厚约 米

的混杂土层 。 下层地面以下是一层厚约 米

的黑褐色硬土
， 东门址的主体建筑及相关设

施均修建在该层上
，
石墙主体基槽亦建在这

图一一 大口尊 （ 层土上 。 因此 ， 该层土为东门址修建时 的地

￡：

夢 福可将城址 的年代分为早
、 晚

：
叫 个阶段 分 别 代 及 修建及再

‘

层地面出土 物分顧于内蒙

古中南部 、 陕北及晋西北地 区常

赚 山 晚 期純 丨 丨捕 遗 存 。

石、 丨成 址 《 门 址乃 至石

辦⑷ 崩石城的 年代当 在龙 山 晚 期至

图一二 出 土壁 画

八 ‘

“

：

■

图一三 东 门址壁画第 层局部 （ 南—北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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陕西省 考古研究院等 ： 陕 西神木县石峁 遗址

夏代早期 。
丨

本年度 还 试掘 了 内 城 圆 圪

旦 、 后 阳 湾
、

呼家洼 、 对面梁和

夜蝙蝠塔等地点 ， 社 了 些龙

山 中 晚 期 至夏 时 期 的 典型 陶器

图
一六

；
图

一七 ） 。 其 中 后

阳湾地点解維地点錢 了房

址 、 窑址 、 瓮棺葬 、 石棺墓等遗
■

迹
，

出土遗存较为丰富 。

四 、 初 步认识 ：

通过 年对石峁遗址开展

的系统考古调查及 年对石峁

遗址外城东 门址的考古发掘 ， 我 目 目 东—西 ）

们确认了
一处规模宏大 、 保存较

为完 整 、 基本可以 闭合的石砌城
■

址 ， 发现了城门 、 墩 台 、 角 楼 、

疑似
“

马 面
”

等顏雜 。 碰

城址 由
‘ ‘

皇 城 台
”

、 内 城 和外

城 三道 砌石台 基及 石 墙构成 ，

城 内 面积在 万平方米 以 上 ，

城 内 采 集 遗物 的 时代 晚

年 的考古发掘 工作发

现 了体量巨大 、 结构 复杂 、 构筑

技 术先进瓶碰址外城細

址 以及石城墙 、 墩台 、

“

门 塾
”

、

外
“

瓮城
”

等重要遗迹 ， 出 土 了

玉器 、 壁画及 大量龙 山 晚期至夏
、變

时期 的隨 、 石器 、 骨鮮

遗物 。 本次发 掘首次从地层关系

上确认了 石峁城址的修筑年代 。

结合地层关系及出 土遗物
，

我们

初 步认定石峁 城址最早 （

“

皇城

台
”

） 当修建于龙山 中期或略晚
，

夏 时期毁弃 ， 是我 国北方地区的

砌 城墙与雌发现賊髓大的

石峁玉器
，

显示出 石峁遗址在北 图 一五 南—北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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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
一六 后阳湾 出土 陶鬲 图

一

七 后阳 湾 出土 陶瓮

方文化圈 中的核心地位 。 项 目 的 顺利 实施得到 了 国 家文物局 、 陕西 省

石峁石城面积在 万平方米 以上
，
规 文物 局 以 及榆 林市 、 神 木县及 高 家 堡镇等

模大于年代相近的 良诸遗址 、 陶寺遗址等城 各级政府 的 大力 支 持 ， 在 此一 并致谢 。

址 ， 当是 目 前所见中 国史前时期最大的城 执笔者 孙周 勇 邵 晶 邵安定

址。 它的发掘不仅为研究石峁玉器的年代 、 康宁武 屈凤鸣 刘小明

文化性质等问题提供了科学背景 ， 亦为研究
沐 軽

中 国文明起源 的多元性和发展过程提供了全

新资料 ， 对进一

步理解
“

古文化 、 古城 、

戴应新 ： 《 陕西神木 县石崩 龙山 文化遗址调

古 国
”

框架下的 中 国 早期文 明格局具有重
》 ， （考古 》 ￥胃 期 。

戴应新 ： 《 神木石峁 龙山 文化玉器 》 ， 《 考

古与文物 》 年第 、 期 。

附记
： 参加 年考 古调 查 的 有陕 西

。 献 产紅 ：

‘

：

、
，

戴应新 ： 《 神木 石峁龙 山 文化玉器 探索 （
一至

省 考 古研究 院 王伟林 、 杨利 平 、 胡 珂 、 孙周
五、 完结篇 ） 》 ， 《 故宫文 物月刊 》 第

勇
，
榆林市文 物勘探队康宁武 、 郝志 国 、 周

健
， 神 木县 文体局 项 世荣 、 屈 风 鸣 、 刘 小 西安半坡博物馆 ： 《 陕西 神木石峁 遗址调查

明 。 参加 年考 古发 掘的 有 陕西 省考 古研 试掘简报 》 ， 《史前研究 》 年第 期 。

究 院 王炜林 、 孙周 勇 、 邵晶 、 邵安定 、 马 明 王炜林 、 孙周勇
： 《 石峁 玉器的年 代及 相关

志 、 杨利 平 、 郭 小 宁 、 白 海龙 ， 榆林市 文物 问题 》 ， 《考古与文物 》 年第 期 。

考古勘探队康宁 武 、 周 健
，

神 木县文体局 项 吕 智 荣 ： 《 陕 西 神 木县 石峁 遗 址发现细 石

世荣 、 屈凤鸣 、 刘 小 明 ，
西 北 大学硕士研究 器 》 ， 《 文博 》 丨 年第 期 。

生孟庆旭 、 杨磊等 ；
年考 古发掘 的 动物 罗 宏才 ： 《 陕西 神木石崩 遗址石雕像群组的

及人骨鉴定分别 由 陕西 省 考 古研究 院胡 松梅 调查与研究 》
，
见 《从中 亚到长安 》

，
上海

及西 北 大学 陈 靓承担
，

壁 画及麻织 物保护 由
大学出 版社

’
年 。

陕 西省 考古研 究 院邵安定 、 路智勇 承担 。 本 （ 责任编 辑 付兵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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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期 要览

江苏泗洪县顺山集新 石器时代遗址 顺山集遗址发现了距今 年的大型环壤聚落以及墓葬 、

房址 、 灰坑 、 灰沟 、 灶类遗迹和大面积红烧土堆积等 ，
出土陶器 、 石器 、 玉器 、 骨器等遗物 ，

该遗址的新石器时期遗存分为三期 。 这批材料填补了淮河中下游地区该时期环壕聚落考古的空

白 ， 为研究淮河中下游地区史前文化谱系和东部地区考古学文化的交流与融合提供了新材料 。

陕西神木 县石峁 遗 址 石峁遗址发现 了石砌城墙以 及城门 、 墩台 、 角楼 、

“

马 面
”

等附属建

筑 。 城址由
“

皇城台
”

、 内城和外城构成 ，
面积超过 万平方米 ， 系 国 内 巳知最大的龙山 时

期至夏时期城址 。 外城东门址包含内 、 外两重瓮城 、 砌石夯土墩台 、 门塾等 ，
出 土了玉器 、 壁

画 、 石雕和陶器等龙山晚期至夏时期遗物 。 石峁遗址对研究中 国文明起源有重要意义 。

新疆温泉县阿敦乔鲁遗址与墓地 年 ，
阿敦乔鲁遗址发掘了 座大型建筑遗迹和 座石板

墓 。 出 土了陶器 、 石器 、 铜器以及包金铜耳环 、 石人等遗物 。 遗址与墓葬的年代集中在公元前

世纪至公元前 世纪间 ， 属于青铜时代早期 。 这批材料对揭示西天山地区青铜时代遗址的面

貌 、 探索新疆地区早期青铜时代的文化及与亚欧草原地区的文化交流提供了重要线索 。

山 东沂水县纪王崮 春秋墓 纪王崮春秋墓为带
一

条墓道的岩坑竖穴木椁墓 ， 由墓室 、 墓道及附

属 的车马坑三部分组成 。 墓室与车马坑共凿建于一

个岩坑中 。 墓室 由外椁室 、 内椁室 、 二重

棺 、 两个器物箱 、 三个殉人坑组成 。 出 土了大量的玉器 、 青铜器等遗物 。 纪王崮春秋墓规模

大 、 规格高 、 结构特殊 、 出 土遗物丰富 ， 对研究该地区东周时期文化和丧葬制度等意义重大 。

河北邺城遗址赵彭城北朝佛寺 与北吴庄佛教造像埋藏坑 年 ， 南城南郭城区赵彭

城北朝佛寺遗址发现了寺院中轴线北端的大型建筑基址和东南院的中轴线大型建筑基址等。 在

邺南城东郭城区还发掘了
一处佛教造像埋藏坑 ，

出 土的数千佛教造像时代跨越北魏 、 东魏 、 北

齐 、 北周 、 隋和唐代 。 这些考古发现有力地证明 了 邺城作为 世纪中 国北方佛教中心的地位。

贵州遵义市海龙囤 遗址 海龙囤是集关堡山城与土司衙署于一身的土司城堡 。 年 ， 这里重

点发掘了
“

新王宫
”

遗址
， 并对遗址及周边展开调查

，
试掘了

“

老王宫
”

遗址 。

“

新王宫
”

是

四周有封闭城墙 、 以 中央踏道为中轴线的宏大建筑群 ，
出土了大量建筑构件和碑刻 、 瓷器等遗

物 。 海龙囤的发掘为从考古学的角度推进土司制度研究 、 探讨中央与地方关系提供了新材料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