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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 月 ， 由陕西省考古研究院与

榆林市文物考古勘探工作队 、 神木县文体局
一

＂

、

组成联合考古队 ， 对石峁遗址进行了区域系后阳湾地点位于皇城台东北方的山坳台

统考古调查 ，
发现了保存基本完整且大致可地之上 ， 西端南部为一处 自 然冲沟 。 2 0 1 2年

以闭合的石砌城墙以及城门 、 墩台 、 角楼 、春季 ，
石崩村新修生产路即沿沟北坡向东 ，

马面等附属建筑 。 2 0 1 2 年复查工作首次确认至后阳 湾地点北折 ，

一直去往麻黄石墙地

了石峁城址 由
“

皇城台
”

、 内城和外城三个点 、 内城东门和外城东门 。 2 0 1 1 年调查工作

层次构成 ， 城内面积在 4 0 0万平方米以上 1

1

1

。开展以来 ， 在后阳湾地点发现的房址较为集

经国 家文物局批准 ，
2 0 1 2￣ 2 0 1 3 年 ，中

，
尤以地面铺设白 灰者居多 。

联合考古队重点发掘了 石峁 遗址外城东 门后阳湾地点系石峁考古队驻地 ， 驻地分

（ 石墙阴洼地点 ）
，
揭露出一座规模宏大 、上 、 下两院 ， 下院为石 峁村民 的窑洞院落 。

建造精 良的龙山文化晚期至夏时期 的城门遗据称
，

2 0世纪 9 0年代挖崖建窑时
，
在此处就

址 ，
同时还对内城中的后阳湾 、 呼家洼地点发现了土坑墓 ， 知情者还详细讲述 了墓内 出

进行 了抢救性试掘 。 以下主要介绍 2 0 1 2 年度土有玉环和玉 Ｉ产等遗物 。 考古队驻地下院南

石峁遗址后阳湾和呼家洼地点 （ 图
一

） 的试侧土崖上暴露房址 （ 后阳湾 2 0
1 2 Ｆ 1） 以及

掘收获 。包含较多陶片和骨块的灰层 、
红烧土遗迹等

■

 6 0 （总 5 4 0 ）
？



陕西省考古研究院等 ＿
？ 陕西神 木县石峁 遗址后 阳湾 、 呼家洼地点试掘简报

＿
0 5 0 0米

1ＩＩ— 1—Ｉ—Ｉ

图一 后阳湾 、 呼家洼地点位置图

的断面 ，
即后阳湾

一号剖面 。 考古队驻地上我们沿
一号剖面顶部进行了局部的平面

院也是
一处窑洞院落 。 该院落现由 北 、 东 、发掘 ， 清理宽度依地形差异而不等 ，

目 的是

南三排窑洞构成 ， 北排为三间南向 的箍券石将剖面上暴露的遗迹现象全部予以清理。 发

窑 ， 东排有三间西 向 的掏洞 土窑 ， 南排是一掘表明后 阳湾
一号剖面附近无原生文化层堆

些向北的低矮土窑 。 这些土窑的窑面上的 白积
，

2 0 
￣

 3 0厘米厚的耕土层下为第 2层
，
为

灰面房址 、 袋状灰坑等遗迹现象很易辨清 ，
包含较多石块 、

陶片
、
骨块和瓷片 的黑灰色

据 2 0世纪 7 0年代参与修窑 的群众讲述 ， 此处土 ，
土质疏松

，
厚约 3 0厘米 。 考虑到一号剖

多见
“

白 面场
”

（ 陕北俗语 ，
指 色白 而平面处于山 峁坡底地带 ， 上述地层应是从高处

整 、 光滑的地面 ， 即房址之白灰地面 ） 。 此由 流水带来的 冲淤堆积。

一号剖面上的遗迹

说与实际情况相符 。 在后阳湾二号剖面的驻均叠压于第 2层下 ， 打破生土 。 遗迹包括房

地上院北部土崖上有
一处 白灰面长度超过 1 0址和墓葬两类 ， 由 北向南分别编号为后阳湾

米的房址。 2 0 1 2年夏季暴雨过后
，
上述两处 2 0 1 2 Ｆ 1 、 2 0 1 2Ｍ 1 、 2 0 1 2 Ｆ 2

， 其中 2 0 1 冗 2 打破

剖面均被不同程度冲垮 ，
崖坎崩塌 ，

二号剖 2 0
1

2Ｍ 1 （ 图二 ） 。

面西侧的生产路亦被冲切成渠 ，
石峁考古队限于客观原因 ， 本次试掘仅对二号剖面

随即予以抢救性清理 ， 收获如下 。上暴露的部分遗迹进行了剖面清理 。 铲刮之

（

一

） 地层堆积和层位关系后的后阳湾二号剖面显示 ，
白灰面房址叠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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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二 后 阳湾
一号剖面处遗迹平面分布 ［

？！

‘

7

！＾］［

树坑

Ｊ
房内堆积＼


－

Ｉ

￣

房址白灰麵
＂
”

ＮＪＪ—
］

＾竖坑状遗迹
／

Ｚ Ｖ＿

 2 0 1 2 Ｗ 3（ 夫发桐 ）

锅底状遗迹 2 0 丨 2 Ｗ 2木友掘

（ 未发掘 ）
Ｖ

＾」
0 1 米

‘

｜
2 0 1 2Ｍ 2

阍三 后阳湾二号剖面处剖面图

ｌ ａ
、

ｌ ｂ ． 耕土

于耕土层第 ｌ
ａ

、
ｌ
ｂ层下 ， 剖面北部有两个树修 建窑洞院落时被挖毁 ，

原形状应为圆 角

坑
，
叠压于第 ｌ ａ层下 ， 打破第 ｌ ｈ层及白 灰面方形地穴式建筑 。 后阳 湾 2 0 1 2 Ｆ 1 底部边长

房址内堆积 ； 南部有近现代坡地冲沟 ， 叠压 3 ． 5 米
，
墙壁残高约 2 米 ， 自 下而上有内收趋

于第 ｌ ｂ层下 ， 打破 白灰面房址内堆积 。 房址势。 从此处地势观察 ， 门道应在被挖毁的南

白 灰面以下叠压两座瓮棺葬 ， 由晚到早分别侧 ， 面向 山坡低处 。 室内地面为踩踏痕迹明

编号为后阳湾 2 0 1 2Ｗ 2
、

2 0 1 2Ｗ 3
，
前者打破显的黄色生土 ， 偏北侧有用火迹象 ， 地面被

后者 。 瓮棺葬北侧还有
一座竖穴土坑墓

，
编烤成青灰色 。 室内正中有一个柱洞

，
编号为

号为后 阳湾 2 0 1 2 Ｍ 2 。 3座墓葬均打破下面有Ｄ 2
； 在其西侧和南侧另有两个较小的柱洞 ，

明显分层的锅底状遗迹 （
图三 ） 。 另外 ， 剖分别编号为 Ｄ

ｌ 、
Ｄ 3 。 3 个柱洞呈

“

品
”

字形

面西北部路面 上暴露有一座瓮棺葬 ， 编号为分布 ， 均 为 圆形筒状。 Ｄ 2 直径 3 4
、 深 2 0厘

后阳湾 2 0 1 2Ｗ 1
， 开 口层位不明 ， 打破生土 。米 ， 内部铺垫较多碎陶片 。 Ｄ ｌ

、
Ｄ 3 尺寸大致

（ 二 ） 遗迹相同 ， 直径 2 0 、 深 1 5厘米 ， 内部铺垫大量碎

2 0 1 2年度在后阳湾地点清理方形地穴式陶片 。 室内填土呈黑灰色 ， 土质疏松 ， 包含

房址 2座和墓葬 5 座
， 其 中竖穴土坑墓 2 座 、大量兽骨 、 陶片 以及少量石块 。 出土陶片虽

瓮棺葬 3座 。多
， 但多为碎小者 ， 无可复原器物 。

Ｉ
．方形地穴式房址 2座 。后 阳湾 2 0

1 2 Ｆ 2 位于后 阳湾 2 0 1 2 Ｆ 1 东

后阳湾 2 0 1 2 Ｆ 1 位于一号剖面 ， 叠压于南侧 ， 叠压于第 2层下 ， 打破后 阳湾 2 0
1 2 Ｍ 1

第 2层下
，
打破生土

（ 见图二 ） 。 东南部在及生土 （ 见图二 ） 。 后阳 湾 2 0 1 2 Ｆ 2 为铺设

？

 6 2 （总 5 4 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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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灰地面的方形地穴式建筑 ， 边长 3 ． 8 米 ，＼
墙壁残 留最高约 0 ． 5 米 。 房址西南部被建房「

￣

＾北

取土破坏 ， 未见明确的门道遗迹 ， 与后阳湾ｏ
）

2 0 1 2 Ｆ 1 相似 ， 依地势推断 ， 门道应 向西 ，


［

Ｏ
」

面向山坡低处 。 室内地面为 白 灰面 ，
有上下Ｊ｜

两层
， 残甚 。 灶坑位于室内 中部 ， 为一圆形Ｖ


Ｊ

浅坑 ， 底部有一层烤成红烧土的烧结面 ， 直？
1

径 9 5
、 深 1 0厘米 。 室 内填 土为黑 色疏松沙

土
， 仅出土数片灰 陶篮纹和绳纹陶片 以及 Ｉ

一
＂̄

枚鳄鱼骨板 。％

2 ．墓葬 5座 。冬
（

1 ） 竖穴土坑墓 2 座 。 平面呈长方

形
， 东两向 ，

后阳湾 2 0 1 2 Ｍ 1 位于
一号剖面处 ， 叠压

于第 2 层下 ， 被后阳湾 2 0 1 2 Ｆ 2打破 ， 同时又

打破生 土 （ 见图 二 ） 。 坑壁竖直 ，
壁上 的

竖向挖掘痕迹 明显 。 墓坑长 3 ． 0 5
、 宽 1 ． 6

、 深

2 ． 9 5 米 。 墓 内填土为均匀地夹杂棕黑色土粒

的灰黄色花土 ，
较为硬实 。 经调查得知 ， 该ｆ

墓于 2 0世纪 9 0年代末期遭到盗掘 ， 盗洞 由 顶

部直达墓底 。 墓底有少量散乱人骨及 1 件陶

瓮足 ， 还有一

？

些灰 色和青 色板灰 ， 应为葬一

“

—）

具残 留 。 板灰北侧有 1 具完整人骨 ， 侧身屈

肢 ， 头朝西 ， 面向南 ，
上肢似为捆绑姿势 。？ ．？

嘛

经初步鉴定 ， 墓主为 2 0 岁 左右的青年女性图五 后阳湾ＭＵＭ 2平面 、 剖视图

（ 图四 ） 。 另 外 ， 在被盗扰的西侧墓壁近底于房址 白灰面之下 。 墓坑长 1 ． 5
、 宽 0 ． 7

、 深 2 ． 2

部还发现 3个猪下颂骨 。米 。 墓 内填土为灰黄色花土 ， 墓壁上留有明

后 阳湾 2 0 1 2Ｍ 2 位于二号剖面处 ， 叠压显的竖 向挖掘痕迹 。 墓底四角有木质葬具腐
－

‘

？朽后 留下 的 空腔 ’ 底部铺＾ 色 ／了

板 ， 石板上有 自 色板灰及骨骼粉

末 。

量头骨和上肢骨 ，

年个体 ，

—

1
‘

＾ 量红色颜料 ，
或为朱砂

（
图五

；

阁六 ） ｏ

■

■ 2

‘

－

；

＾ 
＂

ｉ 剖 ｉ！附近 ， 发现时 即已暴露于石

图四 后 阳湾 2 0 1 2 Ｍ 1（ 上为北 ）峁 村新修生产路 的地表 ，
开 口 层

？

 6 3 （总 5 4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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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ｏ
图六 后阳湾 2 0 1 2 Ｍ 2 （上为

＂

ｐ
北？ ，？

0厘米 ＾，

ｆ
ｒ

＂

＼图八 后 阳湾 2 0 1 2Ｗ 2 、 Ｗ 3平面 、 剖视图

＿ｙ

图七 后阳湾 2 0 1 2Ｗ 1平面图
1

． 陶 鬲 2 ． 陶三足瓮

位不明 ，
墓坑亦无迹可寻。 葬具由 一双鋈陶

鬲足和一陶三足瓮对 口套接组成 ， 大致呈东

西 向
，
鬲东瓮西 （ 图七 ） 。 鬲 内已遭严重扰

动 。 瓮 内有婴儿头骨 、 上肢骨和肋骨
，
胸部

近颌处还肺－块 ／
ｊ

、Ｗ ， 碰細驗＆

縮。

后 阳 湾 2 0 1 2 Ｗ 2位于二号 剖 面处 ，

叠 压 于 房址 白 灰 地 面之 下 ， 打 破后 阳 湾

2 0 1 2Ｗ 3 。 后阳湾 2 0 1 2Ｗ 2呈长方形竖坑状 ，

东西向 ， 残长 9 0
、 宽 5 0厘米

，
距开 口深 9 0厘

米。 坑内填疏松的灰黄色土 ， 葬具位于坑下图九 后阳湾 2 0 1 2Ｗ 2 （ 西—东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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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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垂
，＿＿Ｍｇ图一〇 后阳湾 2 0 1 2Ｗ 2内织物

图一二 后阳湾 2 0 1 2Ｗ 3 内婴儿骸骨

织线 的 经纬依稀可见 ，
又可细分为上下两

层
， 下层紧贴骨骼 ， 经纬较为细密 ，

上层经

纬较为粗疏 （ 图
一

〇 ） 。 经初步鉴定 ，
这些

织物原料为苎麻类纤维 。

后 阳湾 2 0 1 2 Ｗ 3 位于二号剖面处 ，
叠

压于房址白灰地面之下 ，
被后阳湾 2 0 1 2Ｗ 2打

破。 后阳湾 2 0 1 2Ｗ 3呈方形竖坑状 ， 东西向 ，

残长 6 5
、 残宽 3 0厘米 ， 距开 口深 4 5 厘米。 坑

ｙｊ％内填疏松的灰黑色土 。 類由
－

陶翻三足

套接组成 ，
其中靠 内侧 的两空足对 口套接 ，

外侧 的空足下部再套接一空足 （ 图
一一

） 。

人骨保存完整 ，
经鉴定

，
属于一不足周岁 的

婴儿 ， 部分骨骼上残留红色颜料 ， 似为朱砂

图
－－

后阳湾 2 0
1
屬 （ 西

￣＞东 ）（ 图
一

二 ） 。 人骨以腰部为界 ，
上下部分别

部偏南 ， 由
一双鋈陶 鬲的两个袋足对 口套接位于两空足 内 ，

与后阳湾 2 0 1 2Ｗ 2相同 。 葬具

组成 （ 图八 ；
图九 ） 。 人骨较为零散

，
肢内未见人为填土迹象 ， 仅在人骨周边有少量

骨 、 肋骨等散乱置于陶鬲 的袋足之内 。 经鉴细腻的激土。

定
，
骸骨属于一不足周岁 的婴儿 。 陶鬲 的袋 （ 三 ） 遗物

足 内未见填土 ，
仅在骨骼以下有一些细腻的后阳湾地点 2 0 1 2年度试掘出土的遗物以

淤土 。 婴儿骨骼上部还残留
一些织物残片 ，陶器为大宗 ，

另外还有少量石器 、
骨器及数

？

 6 5 （总 5 4 5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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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一三 后 阳湾地点出土陶器

1 、 2 、 1 1
． 鬲 （ 2 0 1 2Ｗ 3 ： 1 、 2 0 1 2 Ｗ 2  ： 1 、 2 0 1 2Ｗ 1： 1 ） 3

、
4 ． 益流 （

2 0 1 2 Ｆ 1 ：  6
、 2 0 1 2 Ｆ 1：

7  ） 5 ． 瓮 （ 2 0 1 2 Ｗ 1：  2 ）6 、 1 0 ． 瓮足 （ 2 0 1 2Ｆ 1： 2
、

2 0
1

2 Ｆ
1 ： 3

） 7 ． 犟 （ 2 0 1 2 Ｆ 1：

 4
） 8 ． 豆

（
2 0

1
2 Ｆ

1 ：  5 ） 9 ． 鬲足 （ 2 0 1 2 Ｆ 1 
： 1 ）

量较多的动物骨骼 。 值得注意的是 ， 在这些唇上压印
一周短斜绳纹 ， 矮领竖直 ，

鼓肩
，

动物骨骼 中还辨识出
一枚鳄鱼骨板 。袋足 自领下鼓出 ， 较为肥大 ， 裆部有明显的

1
． 陶器 灰 陶 占绝 对多数 ， 夹砂 陶较瘤状下凸 ， 上附黑色烟炱 。 领部抹光 ， 领部

多 ，
泥质 陶次之 ， 另 外还有 少量泥质灰皮以下通体饰细密的斜向拍印绳纹 ， 纹饰较深

红褐 陶和红 陶片 。 陶 器纹饰 以篮 纹和绳 纹且规整 、 清晰 ，
足 内侧饰交错绳纹 ；

器身上

居多 ，
还有少量细方格纹 。 器形多为空三足腹部有两个对称的梯形鋈 ，

上饰绳纹
， 其

一

器 ， 可辨器类有 鬲 、 罪 、 豆 、 番 、 三足瓮位于裆部正中的上方 ，
另
一

位于对称的袋足

等 ，
典型标本如下 。正上部 ，

二望中间还有
一

个压印指窝 。
口径

鬲 4件 。 后阳湾 2 0 1 2Ｗ 1： 1
， 夹粗砂灰 2 2

、 高 4 3厘米 （ 图
一三

，
2

；
图一四 ） 。 后阳

陶 ， 陶色暗黑。 方唇 ， 斜直领较高 ， 溜肩 ，湾 2 0 1 2Ｗ 3：1
， 夹粗砂灰陶 ， 陶色暗黑 。 直

肥袋足 。 领部贴两周细泥条凸棱 ， 上下平行口
， 厚圆唇

， 直领外侈 ，
溜肩 ， 袋足外撇 ，

分布 ， 领部 以下周身饰竖向或斜向 的拍印粗裆部分得较开 。 矮领竖直 ，
表面均抹光 ， 领

疏绳纹
；
裆与领之 间贴 附一梯形 鋈 ， 偏 于部以下饰较为稀疏的篮纹

，
纹饰宽深

，
器身

鬲足一侧 ； 裆部瘪瘦 。 口 径 2 2 、 高 3 9 ． 2厘米多处有较厚的黑色烟炱 ；
两个梯形鐾上均饰

（ 图一三
，

1 1 ） 。 后阳湾 2 0 1 2Ｗ 2 ： 1 ， 夹砂灰浅疏的篮纹 ， 其一位于裆部正中上方 ， 另
一

陶 ， 胎质细腻 ，
陶色亮灰 。 直 口

，
厚圆唇

，位于对称的袋足正上部 。
口 径 2 2 、 高 4 2厘米

？

 6 6  （总 5 4 6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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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ｋ（＿Ｊ
图
－

四 陶鬲 （ 后阳湾 2 0 1 2Ｗ 2 ： 1

（ 图－三
，

1 ） 。 后阳湾 2 0 1 2 Ｆ 1 ： 1
，
泥质灰

陶 。 仅存南足 ， 较细瘦 。 足上饰细方格纹 。

图一五 陶瓷 （ 后阳湾 2 0 1 2Ｗ 1 ： 2
）

残高 5 ． 6厘米 （ 图一二 ，
9 ）ｏ

瓮 3件。 后阳湾 2 0 1 2Ｗ 1： 2
， 夹细砂灰

陶
， 陶色蓝灰 。 直口

， 方唇 ， 平沿稍外斜 ，
＃

身呈直筒形 ’
臓折翻显

， 醜 ，
下接三空

足 。 口沿上有
－麵軸短绳纹 ， 大部分被抹？《

罅

疆
光

’
口沿部歸出明显的贴泥加馳分界线 ，

沿部以下至腹底拍印斜向篮纹 ，
局部抹光

；
ｍ

中部偏上有两个对称的梯形鋈 ， 其上棚印＾
“ ‘

‘

ｊ
窝 ，

－足正上方有－个较小的三角纖印窝 ’

两足之间正上方有两个较大的尖圆形戳印窝。

口径 2 6
、 高 3 5厘米 （ 图一三

，

5
；
图一五 ） 。图

一

六 轉鱼骨板 （ 后阳湾 2 0 1 2 Ｆ 2
： 1 ）

后阳湾 2 0 1 2 Ｆ 1 ： 2
， 夹砂灰陶 。 仅存锥状瓮 1

￣

2厘米 （ 图
一

三
，

3 ） 。 后 阳湾 2 0 1 2 ＩＨ：

足 。 足上饰篮纹 。 足高 1 1 ． 6厘米 （ 图
一

三
，7

， 呈筒状 ，
较粗短 。 长 6 ． 8

、 管径 1 ． 6 ￣ 2 ． 8厘

6 ） 。 后阳湾 2 0
1

2 Ｆ 1 ：3
， 夹砂灰陶 。 仅存瓮米 （ 图一三

，
4 ） 。

足
， 较矮胖 。 下半部饰细方格纹。 残高 9厘米 2 ． 鳄 鱼 骨 板 仅发 现 1 件 （ 后 阳 湾

（ 图一三
，

1 0 ） 。 2 0 1 2 Ｆ 2  ： 1） 。 呈方片状 ，
正面有许多点状

聲 1件 （ 后阳 湾 2 0 1 2 Ｆ 1： 4 ） 。 夹砂小孔
，
内侧凸起一条脊 ，

背面略内凹 。 边长

灰陶 。 敛 口
，
圆唇

，
颈部内斜 ， 折肩 ， 腹部约 2厘米 （ 图一六 ） 。

斜内收 ， 下部残 。 口 沿抹光 ， 器身饰竖向绳
一

纹。 口径 1 4 ． 2厘米 （ 图一三 ，
7 ） 。二

、 呼家法地点

豆 1 件 （ 后 阳湾 2 0 1 2 Ｆ 1 ： 5 ） 。 夹砂呼家洼地点位于 皇城 台 正南端的 山 峁

灰陶 。 仅存豆柄 ，
豆盘底部平整 ， 柄部略内台塬北坡 ， 其东端北侧为

一处天然冲沟 。 2 0

收 。 器身抹光。 残高 3 ． 2厘米 （ 图一三
，

8
） 。世纪 9 0年代中期 ， 当地村 民修建进村道路时

益 2 件 。 夹砂灰 陶 。 仅存流部 。 后阳将冲沟南侧周边的山 峁削坡成崖 ， 暴露出灰

湾 2 0
1 2 Ｆ 1： 6

，
呈筒状 ， 较细长 。 长 7

、 管径坑 、 深穴式房址 （ 剖 面形状与袋状灰坑近

？

 6 7 （总 5 4 7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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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一七 呼家洼 2 0 1 2 Ｆ 3 出土陶器

Ｉ

－ 单把蛣 （
2 0

1 2 Ｆ 3： 1 ） 2 ？ 罪 （ 2 0 1 2 Ｆ 3 
：

 2 ） 3 ． 甎 （ 2 0 1 2 Ｆ 3 
：

 3  ） 4 ． 折肩罐 （ 2 0 1 2 Ｆ 3
：

5  ） 5 ． 大 口 尊 （ 2 0 1 2 Ｋ3 
：

 6 ） 6 ． 豆 （ 2 0 1 2 Ｆ 3 
：

 4  ）

同 ， 唯地面有柱洞 ）
、 白 灰面房址等多处遗米

， 其中 东壁上部还 留有涂敷草拌泥时的横

迹 ， 尤以呼家洼地点崖坎上 的遗迹现象最为向五指抹痕 ， 房址地面为踩踏硬实的黄色生

丰富 ：
2 0 1 2 年 9 月 雨季过后 ， 呼家洼地点断土

： 东壁北端有一柱洞 ， 残剩半圆 。 房址地

崖上暴露的遗迹时有崩塌之险 ， 是故在此重面上有
一层包含大量陶片的堆积层 ，

厚约 2 0厘

点复查 ， 发现窑洞式房址 4座 ， 并对其中
一米 ， 其上又覆较为疏松的灰黄色土 。

座进行了抢救性试掘 。（
三 ） 遗物

（

一

） 地层堆积和层位关系呼家洼 2 0 1 2 Ｆ 3 出土遗物仅见 陶器 ， 其

房址所在剖面无文化层堆积 ， 厚约 3 0厘中灰陶 占绝对多数 ， 夹砂陶最多 ， 泥质陶次

米的耕土层下即出露遗迹 ， 打破生土 ， 各遗之 ， 另外还有几片 灰皮红褐陶 。 纹饰以绳纹

迹间无打破关系 ：和篮纹为 主 ， 兼有少量细方格纹 。 可辨器类

（
二 ） 遗迹有鬲 、 翬 、

丨
瓶 、 豆 、 大口 専 、 折肩罐等 。

共发现 4 座房址 ， 自 南 向北分别 编号为单把鬲 1 件 （ 呼家洼 2 0 1 2 Ｆ 3： 1） 。 细

呼家洼 2 0 1 2 Ｆ 1￣ Ｆ 4
： 这些房址似有成排分布泥灰陶 ， 陶 色亮蓝

，
胎体较薄 直 口

，
方

的规律 ， 囿于诸多客观原因 ，
我们仅对保存唇 ， 高领稍 内 朿 ，

二
足上部 圆鼓 ， 下部斜

最差的呼家洼 2 0 1 2 Ｆ 3予以清理 ：

收 ， 实足尖较细高 ＾

一宽把 由 口部连至一空

呼家洼 2 0 1 2Ｈ 仅存东南
一

角 ， 残余面袋足 圆鼓处
，
宽把高 出 口沿部分 、 领部及足

积不足 1平方米 ， 挖建于生土之中 东 、 南两尖抹光 ， 宽把表面及三足饰拍印 的细密方格

壁残高约 5 0厘米
，
自下而上有 内收趋势 。 屋角纹 。

口 径 1 0 ． 2 、 高 2 2厘 米 （ 图
一七

，
1

； 「冬1

较圆
， 墙面上涂有

一＂层早摔泥 ， 厚 0 ． 6 ？ 0 ． 8厘￣■

八 ） 。

？

 6 8  （总  5 4 8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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Ｂ
ｇ

1

图
一八 陶单把高 （ 呼家佳 2 0 1 2 Ｆ 3  ： 1 ）

图
一

九 陶罪 （
呼家洼 2 0 1 2Ｆ 3 ： 2 ）

聲 】 件 （ 呼家洼 2 0 1 2 Ｆ 3 ： 2）ｏ夹粗

砂灰 陶 ，
陶色暗灰 。 直 口

，
方唇 内倾 ， 高直

领 ， 领 、 匪接贿艱隱ｆｔ纖 ， 醜

钝圆 ，
三袋 足的尖部圆厚。 自颈部折棱以下

通体饰竖向 的细密绳纹 ； 腹 中部偏上有对称

麵个长方形鋈 ， 斜向 下贴附 ，
鋈上有长圆

形小戳窝 ； 裆部以上烟炱较厚。 口径 2 2 、 高

2 5 ． 2厘米 （ 图一七
，

2
； 图

一九 ） 。
＿

甎 1 件 （ 呼家洼 2 0 1 2 Ｆ 3 ： 3 ） 。 夹砂ＨＰ
＾Ｈ

ｊｇｇ
^

灰陶 ， 陶色暗灰 。 麵唇 ，
口唇部外撇 ， ％ＨＰ

折肩
，

斜直腹下收 ， 束腰 ，
内 有一圈腰隔

，

上有指桓痕 ， 袋足瘦高 ， 跌稍峻 ：
腰部ｉｍＫｋ

偏上有对称贴附的鸡冠状鋈 ， 其一位于裆部

正 中 以 上 ， 另一位 于
一

足正上方 ； 折肩部

素面 ， 其下饰粗疏的竖 向绳纹
；
上腹有平行

分 布的 两周 凹弦纹 ； 裆部有烟 贫痕 。 口 径

1 7 ． 2
、 高 3 0 ． 4厘米 （ 图一七 ，

3
；

图二〇 ） 。图二Ｏ 陶ｆｆｉ（ 呼家洼 2 0 1 2Ｆ 3 ： 3 ）

豆 1 件 （ 呼家洼 2 0 1 2 Ｆ 3 ： 4 ） 。 细泥灰唇 ，
口沿外贴泥条加厚 ， 上腹微鼓 ，

下腹斜

陶 ， 表面抹光 。 仅存柄下部及豆座 ，
抦顶端收 ， 平底 ：

腹部外鼓处有对称贴附的两个鸡

有切磨痕迹 ， 柄部有三个等距分布的圆形镂冠状鎏 ，
鋈以上有

一周戳印 的斜向小 圆窝 ，

孔 ， 圈足外撇 ． 呈喇叭状 。 圈足径 1
3 ． 4

、 残其上又有一周凹弦纹 ， 鋈上及其下部饰浅疏

高 9厘米 （ 图一“

ｔ
，
 6 ） 。的竖向篮纹 。 口径 2 2 、 底径 1 0 、 高 2 0 ． 2厘米

大口尊 1件 （ 呼家洼 2 0 1 2 Ｆ 3： 6
）

。 泥 （
图一？“

1＾ ，

5
；
图二一 ） 。

质灰陶 ， 陶 色亮灰 ， 表面抹光 。 敞 口
，
薄圆折肩罐 1件 （ 呼家洼 2 0 1 2 Ｆ 3 ： 5 ） 。 泥

．

6 9  （总 5 4 9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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鬲是陕北地区和内蒙古中南部特有的遗物 ，

翻灘誠Ｌ于麵巾北部 ， 以純Ｈ Ｉ Ｉ Ｓ为

代表
【

3
｜

，
唯两者鋈的安装方式不同 。 山西中北

部多见侧装双鋈鬲 ， 而后 阳湾地点 出土者为

Ｈ；

Ｈ正装鋈 。 瘤裆鬲 以往发现数難多 ， 典型遗

ｉＰ

‘

＊＾

ｗ＾^ Ｓ^
！

＇

ｘ

－■址有神木寨峁
⑷

、 内蒙古永兴店
ｐ】

等 ； 尖角裆

鬲与寨峁ＡＨ 6 0 出土議覷裆部风格
－

致 。 石

；峁遗址后阳湾地点出土的陶鬲完善 了正装双

鋈鬲的类型学发展序列 ， 有利于进
一

步加深

对龙山文化中晚期以来黄河两岸以陶鬲为代

表的考古学文化遗存的年代及面貌的认识。

后阳湾地点出土的鳄鱼骨板是包括陕晋中北

部 、 内蒙古中南部在内的河套地区的首次发

图二
一

陶大 口尊 （ 呼家洼 2 0 1況 3 ： 6 ）现 。 晋南地 区 陶寺Ｍ 3 0 1 5
［

6
1和清凉寺Ｍ 5 4

、

质灰陶 ， 胎质可见少量细砂 。 口
、 底均残 ，
Ｍ 8 2和Ｍ 1 4 6

1

7
1均出土鳄鱼骨板。 上述墓葬在墓

折肩 ， 折棱尖凸 ， 肩部下端略内凹 ，
深腹向地中均处于较高等级 ，

鳄鱼骨板应与鼍鼓相

下斜收 。 肩部可见平行分布的刮抹痕迹 ， 折关
，
代表了墓主身份 ， 特别是陶寺Ｍ 3 0 1 5

—度

肩 以下饰浅疏的竖向篮纹 。 残高 4 3厘米 （ 图被认为是
“

王墓
”

。 因此
，
后阳湾地点出土

一七 ，
4 ） 。的鳄鱼骨板可能在

一

定程度上反映了石 峁遗

、

五址的聚落等级 。

二
、 ＃胃呼家洼 Ｆ 3 出土 的 陶器共存关 系 明确 ，

2 0 1 2年度石峁遗址的试掘工作属抢救性包括 鬲 、 聲 、 獻 、 豆 、 折肩 罐 、 大 口 尊

清理 ， 由于发掘面积有限 ， 有关房址及墓地等 。 其中 ， 方格 纹单把鬲与新华 9 9 Ｆ 1 7 ：

布局等宏观信息获知较少 。 本次试掘揭露的 5
1

8
］

、 陶寺 9 9 Ｉ ＩＨ 2 2 ： 9
1

9
1

以及朱开沟Ｍ 1 0 3 6 、

一些遗迹之间的叠压打破关系及平面关系 、Ｍ 1 0 3 8
、
Ｍ 1 0 5 1 、 Ｍ 3 0 4 3 、 Ｍ 4 0 3 7

＿
等遗迹

遗物的共存关系及其出 土位置等信息 ，
为了单位出土的 同类器物相似 。 聲 、 覷 、 豆

、
折

解石峁城址 内各类文化遗存的分布状况 、 分肩罐 、
大 口尊都可在新华等遗址 中找到相类

期与年代等提供了重要依据 。或相同的器物 ， 年代应与之相 当 。 因此我们

后阳湾地点试掘的最重要收获是出土了认为石峁遗址 呼家洼 2 0 1 2 Ｆ 3 出土 陶器群的

3件形态有别 、 演变成序的双鋈陶鬲 ， 大致反年代应已进人夏纪年范畴 ， 与其他遗址发表

映了河套中南部地区龙山文化 中晚期陶鬲的的材料相 比 ， 呼家洼地点 出土的陶器组合器

发展形态 。
Ｗ 3

、
Ｗ 2

、
Ｗ

丨出土的陶鬲 以往分类更为丰富 。

别被称为宽弧裆鬲 、 瘤裆鬲和尖角裆鬲
1

2
1

，
 2 0 1 2 年度 的试掘工作确认了后 阳湾和

代表了双鎏鬲 由早到晚的发展形态 。 Ｗ 2打破呼家洼地点为石峁城址内城两处居住 区 ， 其

Ｗ 3
，
这一层位关系再次印证了瘤裆鬲晚于宽周边分布有成人墓葬及瓮棺葬 ， 对此有以下

弧裆鬲的认ｉＲ 。 Ｗ 1 的层位关系虽然阙如 ， 但两点认识 。 其一
，
从时代上看 ， 后 阳湾地点

从带鋈鬲 自 身的发展演变规律来看 ，
其 出现早于呼家洼地点 ；

从地形上看 ，
两处地点均

年代应晚于Ｗ 3和Ｗ 2
， 处于尖角裆鬲阶段。 目以较为独立的梁峁 台地为居葬区域 ， 两者相

前发表资料显示 ，
后 阳湾出 土的宽弧裆双鋈距一定距离 ， 或许暗示着石 峁城址 内部的

？

 7 0 （总 
5 5 0

）

．



陕西省考古研究院等 ？
？ 陕西神木县石峁遗址后阳湾 、 呼家洼地点试掘简报

居住区域在不同时期存在着变迁或扩张 。 其《考古》 2 0 1 3年第 7期。

二
， 后阳湾地点发现的两座土坑墓在层位上［ 2 ］ 张忠培 ： 《杏花文化的侧装双鎏手陶鬲 》 ， 《故

都早于房屋基址 ，
可能表明石峁城址内部相宫博物院院刊》 2 0 0 4年第 4期 。

同区域在不同时期存在着不同的功能划分 ，

［ 3
］
国家文物局

、
山西省考古研究所、 吉林大学考

这
—

点有待进
一

步确认 。 另外 ， 结合近年来
古学 《晋中考古 》第 1 1 9页

’
文物出版社 ’

1 9 9 8年
调查 、 勘探成果分析 ，

石峁城址内部墓葬多
［

4 ］ 陕酣考古研究所 ： 《陕西神木县寨峁舰发
发现于房屋聚集区周边 ，

分布零散 ， 规模不掘简报 》 ， 《考古与文物 》 2 0 0 2年第 3期 。

大 ， 难见成片分布的大型墓地 ， 这或许是石［
5 ］ 内蒙古文物考古研究所： 《准格尔旗寨子永兴

峁遗址墓葬分布的
一

般规律。店遗址 》 ’ 见 《内蒙古文物考古文集 》第
一辑 ，

附记 ： 本成果为
“

中华文 明探源及其相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 ， 1 9 9 4年 。

关文物保护技术研究 （ 2 0 1 3 

－

2 0 1 5  ）

“

子课［
6
］ 中 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山西工作队 、 临汾

题
“

中华文明起源过程 中 区域聚落与居民研地区文化局 ： 《 1 9

＂

7 8 ￣ 1 9 8 0年山西襄汾陶寺墓

究
”

（ 课题编 号 2 0 1 3ＢＡＫ 0 8 Ｂ 0 5
） 的 阶段性地发掘简报 》 ’

《考古 》哪年第 1期 。

ｖ
． ？

＊奂 4＊ｉａ［
7
 ］
山西省考古研究所等 ： 《山西商城清凉寺史前

ｉｆ；
的

＝ ＝
‘

ｉｔＴ墓地》 ’ 《考古学报》 2＿期 。

的人 贝有孙
，
勇 、 邵 印 、 康 丁 武 、 屈 凤

＝
、

［
8 ］ 陕西省考古研究所、 榆林市文物保护研究所 ：

刘 小明 、 白 海龙 。 本文线 图 由 刘 军幸 、 董红《神木新华 》第 1 3 9页
， 科学出版社 ，

2 0 0 5年。

卫绘制 ’ 照片 由邵 晶 、 张明 惠拍摄 。

［
9

］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山西队 、 山西临汾

执笔者 孙周勇 邵 晶 邵安定行署文化局 ： 《山西襄粉
？

县陶寺遗址ＩＩ区居住址

康宁武 屈凤鸣 白海龙 1 9 9 9 ￣ 2 0 0 0年发掘简报》 ， 《考古》
2 0 0 3年第 3期。

［ 1 0
］ 内蒙古 自治区文物考古研究所、 鄂尔多斯博物

＾ｍ馆 ： 《朱开沟——青铜时代早期遗址发掘报

［
1 ］ 陕西省考古研究院 、 榆肺文物考古聽工作告》

’ 文物出版社 ’ 2 0 0 0年 。

队 、 神木县文体局 ： 《陕西神木县石峁遗址 》 ，（ 责任编辑 洪 石
）

？信息与交流

《河北省考古文集 》 简介

《河北省考古文集 》 是由河北省文物研的新成果 ，
对研究河北省乃至中 国北方地区

究所编 ， 科学出版社 2 0 1 4年 1 2月 出版发行 。历史文化具有重要的史料价值和学术意义 。

该书为 1 6开本 ，
正文 3 4 3面

， 共计 5 0万该文集可供从事考古 、 历史 、 文博等

字
，
定价 1 9 8元 。方面的研究人员及高校相关专业师生参考

该文集共收录了考古发掘和调查报告 2 2阅读 。

篇 ， 集 中展示了近几年河北省文物考古工作（瑞 琪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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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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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期要览

河南灵宝市西坡遗址庙底沟类型两座大型房址的发掘 2 0 1 1年对河南灵宝市西坡遗址的发掘 ，

发现庙底沟类型大型半地穴房址Ｆ 1 0 7和被叠压其下的 Ｆ 1 0 8 。 Ｆ 1 0 7室 内面积 1 6 9平方米 ， 建筑过
‘

程包括在Ｆ 1 0 8的基础上修整半地穴坑体 、 挖柱槽、 立柱 、 夯打半地穴墙体 、 建造火塘和铺设居

住面等 ，
出有少量陶器 、 石器和兽骨 。 Ｆ 1 0 8面积与Ｆ 1 0 7相似 ， 均指 向聚落的中心广场 。

山西绛县周家庄遗址 2 0 0 7
？

2 0 1 2年勘查 与发掘简报 2 0 0 7 ￣ 2 0 1 2年对山西绛县周家庄遗址的发

掘确认了遗址的大型环壕 ，
明确了该遗址为

一处面积超过 3 0 0万平方米的龙山期大型聚落 。 聚

落 内部有居住区 、
墓地和手工业遗存 。 从出土遗物判断 ， 该遗址龙山期遗存属 陶寺类型 。 这些

发现为研究晋南地区龙山时期的文化与社会提供了重要资料 。

山西绛县周家庄遗址居址与墓地 2 0 0 7
？

2 0 1 2年的发掘 2 0 0 7 ￣ 2 0 1 2年发掘了 山西绛县周家庄遗

址中部偏东南区域 ， 发现一处龙 山时期的居址 ， 房屋成组分布 ， 附近还有陶窑 、 窖穴 、 灰坑

等 。 居址废弃后成了墓葬成组分布的龙山期墓地 ， 其中包括集中分布的儿童瓮棺葬 。 墓葬均无

随葬品 。 根据遗迹现象和出土遗物 ， 该遗址的遗存可分为龙山期早期和晚期 。

陕西神木县石峁遗址后阳湾 、 呼家洼地点试掘简报 2 0 1 2年对石峁遗址后阳湾和呼家洼地点进

行了试掘 。 在后 阳湾清理了 2座房址和 5座墓葬 ， 其中竖穴土坑墓 2座 、 瓮棺葬 3座 。 在呼家洼清

理了 1 座房址。 出土遗物以 陶器为主 。 本次试掘揭露的遗迹之间的叠压打破关系等 ， 为了解石

峁城址内各类文化遗存的分布 、 分期与年代等提供了重要依据 。

马尔康哈休遗址史前文化与生业 地处大渡河源头区的马尔康哈休遗址史前遗存归属于包含一

定仰韶文化晚期遗存和本土文化因 素的马家窑类型 ， 哈休先民以狩猎作为获取肉食资源的主要

手段 ， 与岷江上游地区主要以饲养家畜获取肉食资源的马家窑类型的生业方式有着明显的差

别 。 两个区域同时期生业方式之间的差异应与地貌环境 、
海拔高程甚至区域经济传统有关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