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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论石峁城址的年代及修建过程

邵 晶

（陕西省考古研究院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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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 本文以 ２０ １ ４ 年石 峁 内 城韩家圪旦地点的发掘收获为切入点 ， 结合石峁遗址考古工作五年来积累的丰富

资料 以及邻近地区 的考古学材料 ， 将石 峁遗址予 以初步分期 ， 并根据各期典型遗存在石峁城址 内部的分布规律 ， 探

讨了 石峁城址三重城垣 的修建年代和相互关系 ， 为探讨石峁遗址聚落结构及其与流域 内其它石城聚落的关系迈出 了

第一步 。

ＫＥＹＷＯＲＤＳ ：Ｓｈ ｉｍａｏｓｔｏｎｅｗａｌｌｅ ｄ
－

ｃｉｔｙ
，

Ｃｅｒａｍｉｃ ｓ

，

Ｃｈｒｏｎｏｌｏｇｙ 

ａｎｄａｇｅ ，
Ｃｏｎｓ ｔｒｕｃｔｉ ｏｎａｌ

ｐｒｏｃｅｓ ｓ

ＡＢＳＴＲＡＣＴ：Ｔｈｅａｒｔｉ ｃｌ
ｅｓｙｎｔｈｅｓｉ

ｚｅｓｔｈｅｌａｔｅｓｔ ａ ｒｃｈａｅｏｌｏ
ｇ

ｉｃａｌ ｄｉ
ｓｃｏｖｅｒｉ ｅｓａｔ ｔｈｅＨａｎｊ ｉａ

ｇ
ｅｄａｎｌｏｃｕｓｉｎｓｉｄｅｔｈｅＳｈｉｍ ａｏ

ｓｔｏｎｅｗａｌｌ ｅｄ －

ｃｉｔｙ
ｉｎ２０ １ ４ｗｉ ｔｈｄａｔａａｃｃｕｍｕｌａｔｅｄ ｔｈ ｒｏｕ

ｇ
ｈ
ｐａｓ ｔｆｉｖｅ ｓｅａｓｏｎｅｘｃａｖａｔｉｏｎｓ ａｔＳｈ ｉｍａｏａｎｄｍａｔｅｒｉａｌ

ｓ ｉｎ ｎｅａｒｂｙ

ａｒｅａｓ ．Ｂａ ｓｅｄ ｏｎ ｔｈ ｉ
ｓｒｉｃｈｄａｔａｓｅｔ

，
 ｔｈｅａｕｔｈｏ ｒ ｔｒｉ

ｅｓｔｏｃｈｒｏｎｏ ｌｏｇ ｉｚ ｅｔｈｅＳｈ ｉ
ｍａｏ ｓ

ｉ ｔｅ ａｎｄ
，ｔｈｒｏｕｇｈｍａｐｐ ｉｎ

ｇ 
ｔｈｅｄｉ 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

ｏｆｒｅｍ ａｉｎｓ ｏｆｄｉ ｆｆｅｒｅｎ ｔ
ｐ
ｈａｓｅｓ

，ｅｘｐ ｌｏｒｅｓｔｈｅｃｏｎｓｔｒｕｃｔｉ ｏｎａｌｓ ｅｑｕｅｎｃｅｓ ，ａｇｅ ｓ
，ａｎｄｒｅｌａｔｉ ｏｎｓｈ ｉ

ｐ
ｏｆｔｈｅｔｗｏ ｌａｙｅｒ ｓｏｆｔｈｅ ｓｔｏｎｅ

ｗａｌ ｌｓ ． Ｔｈｉ ｓｓ ｔｕｄ
ｙ
ｗｉ ｌｌ ｌａｙｄｏｗｎａｓｏ ｌ ｉｄｆｏｕｎｄａｔ ｉｏｎｗｉｔｈｗｈｉ ｃｈｔｏａｎａｌｙｚｅｔｈｅｓｅｔｔｌ ｅｍｅｎｔ

ｐａｔｔｅｒｎｏｆ ｔｈｅＳｈｉｍａｏ ｓｉｔｅａｎｄｉｔｓ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ｈｉｐ
ｗ ｉｔｈｏ ｔｈｅｒｓｔｏｎｅｗａｌｌ ｅｄ－ ｓｅｔｔ ｌｅｍｅｎｔｓｗｉｔｈｉｎｔｈｅｓａｍｅｖａｌｌｅｙ

．

２０ １ １ 年 ７ 至 ９ 月 ， 陕西省考古研究院 、 榆为核心 ，
内城环绕皇城台 ， 外城半环绕 内城的

林市文物考古勘探工作队 、 神木县文体局联合三重结构 。 其 中
“

皇城台
”

是 四周 以石砌筑层

组成调查队
，
对石峁遗址周边 １ ０平方公里的范阶状护坡的 台城

；
内城以

“

皇城台
”

为 中心
，

围进行区域系统考古调查。 调查表明
，

龙 山时沿 山势砌筑石墙
，
形成

一

个封闭的 空间
；
外城

期 陶片 、 灰坑 、 墓葬遗存与周边基本 闭合的多则依托 内城东南部的墙体修筑
一

道不规则弧形

重石砌城墙分布范围上存在着高度的趋同性 。石墙 ， 与内城东南墙结合构成相对独立的外城

结合内蒙古中南部及陕北地区龙山石城的考古区域
， 城内面积超过 ４００ 万平方米

［
３
］

。

资料 ，
调查队提出石峁遗址是

一

处规模超大的石峁城址具有三重城垣 ， 当非
一

日而成。

龙 山时期石城聚落
［

１
］

。根据测年结果及器物特征
，
石峁城址外城东 门

２０ １ ２ 年 ，
石峁遗址考古发掘工作全面启动

，址的修建年代被确认为不早于公元前 ２３００ 至公

考古队先后针对石砌城墙的开展了 复查
，
测量元前 ２２ ００ 年

［
４
］

；
废弃年代不晚于公元前 １ ９００

了石墙现存长度 、 暴露高度和可见宽度等基本至公元前 １ ８００ 年 。 关于皇城台 、 内外城城垣的

数据
，
发掘 了外城东 门址 、 后阳湾 、 韩家讫旦修葺过程及各重城墙的相互关系等问题值得慎

墓地 、 樊家庄子祭坛等地点 。 外城东 门址的发重考虑 。 本文以韩家圪旦地点居址出 土陶器类

掘首次从地层关系及出土遗物上确认了砌城墙型分析为依据
，
结合近五年来的调查 、 发掘资

系龙山时期遗物
，
是石峁遗址的重要构成部分

，料来讨论石峁城址的年代及建修过程等 问题 。

改变了早年关于石峁遗址范围及周边石墙为战需要说明的是
，

石峁遗址的考古工作还在持续

国秦长城的认识
［
２
］

。 石峁城址是以
“

皇城台
”

进行 中
，
本文的观点或许会随着新材料的不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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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为典型的龙山晚期遗存 。

、＼３５
＂

居址早段出土 的典型器物数量众多 ， 器形

雜 ， 獅纟胎絲 日細财次難出 现于不
’
’

＇

同遗迹单位中 。 早段典型器形主要有双鋈鬲 、

１２

单把高 、 喇叭口 罐 、 圜底瓷 、 敛 口 瓷 、 细柄豆等 。

０Ｔ＾
￣

＼典型陶器 的形态特征如下 ： 双鋈鬲体型较大 ，

１＾
＝ ＝＝＝＝＝

＝＝＝＝＾＝＝＝ ＝

＝＝＝＝
＾＾，Ｊ

Ｍ^ Ｉ＼
＇

矮直领
，
宽档下弧或略平

，

“

正装
”

对称鸡冠

，

）状鋈手 ， 大肥足
，

无实足跟
；
单把鬲体型较小 ，

＼ ３
＾

４
＇

Ｖ ；中直领
，
把中宽

，
腹部外凸 明显形成弧棱或直

小＿八 口 ， 肩部圆弧或稍折 ，
下腹斜直或稍外

ｏ

＾
ｃｍ凸 ， 平底较大

；
圜底瓮

，
体型厚实 ， 直 口方唇

，

直壁下收
，
旋钮成圜底

；
敛 口瓮 ， 体型较轻薄

，

图
一

二
遗

ｆｆ＝ｆｆＳｆ
＿賺有对称分布賺

－

组的小孔 ， 圆肩 ，

４ ． 单把高 ５ ． 细柄豆 ６ ． 圜底瓮下腹急收
， 平底 ，

上腹部
一

般有连续分布的复

杂刻划或戳刺纹样
；
细柄豆

，
体型较小 ，

豆盘浅 、

柄细高 （图
一

）
。

ＪＸ｜与韩家圪旦地点居址早段陶器相似的遗存

／＼（在陕西还见于佳县石摞摞 山 （ 图二 ）

［ ５］

和榆林

／＼ 編 ： 纖 寨崩梁
ｗ
等遗址 ，

以寨峁梁遗址出土材料最为

Ｉ
—

寨雜遗址位于榆林市榆 阳 区錢镇房崖

§村
，
与石峁 遗址 同属瓶河流域 ，

南距石峁 遗

图 二 石棵揀山 遗址出 土典型陶 器址约 ２〇 公 里
，
是

－ 一

座保 ，存较好 、 遗存 十 的

龙 山时代小型石城聚落 。 常见的 陶器组合包括

丰富而细化 、 深入甚至修正
，

所以 目 前的认识双鎏鬲 、 单把鬲 、 喇叭口罐 、 圜底瓮、 敛 口瓮 、

只能是初步 的 。细柄豆等
， 在多数房址等遗迹单位内重复出现

（ 图三 ）
。 这批陶器与韩家圪旦地点居址早段

一

、 韩家圪旦早期居址的年代陶器具有相同特征 ，
且复原陶器较多

，
弥补了

韩家讫旦地点居址早期典型陶器较于破碎的缺

发掘表 明
，
韩家讫旦地点先后承担过居址憾 ， 为石峁遗址文化遗存的分期及其与周边 同

和墓地两种聚落功能 。 早期为居址 ，
房屋 以高类遗存的对比分析提供 了 比照材料 。 从区域格

低错落的窑洞为主要建筑形式 ； 晚期成为墓地 ，局来看
， 陕西北部 、 山西中北部和 内蒙古 中南

墓葬形制包括竖穴土坑墓 、石棺墓和偏洞室墓 ，部地区 自公元前 ２ ５ ００ 以来考古学文化面貌高度

尤以竖穴土坑墓居多 。 居址和墓地形成两个具
一

致
，
这
一

认识 目前在学界基本达成共识
［
７
］

。

有先后承袭关系的相对独立单元 。近年来晋北地区龙 山时代石城聚落调查和 发掘

居址本身又可分为早 、 晚两段 。 居址晚段的最新成果
［
８
］

，
更加深了上述三个地区龙 山时

出土的陶器在外城东 门址多有发现
，

以高领鬲 、代 的文化联系 。

大 口尊 、 粗柄豆 、 喇叭 口折肩罐等器物为代表 ，与韩家讫旦地点居址早期遗存年代相当 的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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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
，
一—

ｒ

Ｓ

－

Ｔ７石峁遗址发现的双鋈鬲文化遗存典型

６＾屬 」
ｆ 麵 麵点 自細細土賺档双藝高

ｊＪ霸 ＼和 喇叭 口 圆 肩 罐
；

２ ）２０ １ ２ 年 内城后 阳湾

ｔ
￣

￣￣

＼＾＃点发现矮领瘤裆无实跟双鋈鬲打破矮领

ＶＪ＃宽弧裆无 实跟双鋈鬲 的层位关系
Ｍ

；３ ）

…！２０ １ ３ 年后阳湾地点发现花边高领尖角 裆实

囊 Ｉ屬跟双鎏鬲叠压高领尖角裆无实跟双整鬲 的

ｆｗｍ＼层位关系 ；
４

）２０ １２ 至 ２ ０ １ ３ 年外城东 门址

１笔帽Ｊ 、出土高领尖角裆高实跟双＿鬲叠压高领尖

｜ｇ
／角档实跟双 层位关系 ；

５ ）２０ １ ４年 内

城韩家讫旦地点出 土高领尖角裆实跟双鋈
图三 寨峁梁遗址出土典型陶器组合一

？ —

咼叠压矮领宽裆无实跟双鎏南的层位关系 。

山西汾阳杏花村 （图四 ）

［９ ］

、 定襄青石
［

１ °
］

、 内依据这些层位关系和典型 陶器标本并参考

蒙古岱海
“

老虎 山文化
”

诸遗址 （图五 ）

［
Ｕ

］

、已有 的研究成果
，

可以将石峁城址内部现知遗

准格尔旗洪水沟
Ｍ

、 清水河县城嘴子
［

１ ３
］

等遗存分作从早到晚的三组 ： Ａ 组以韩家圪旦地点

址 。 以相对年代来看
，
这类陶器组合属各地龙山居址早期 、 后 阳湾地点 Ｗ ３ 、 圆讫堵地点房址

时代早期遗存 。 就绝对年代而言 ， 陕西北部
［

１ ４
］和麻黄梁地点为代表 （ 图六 ）

；
Ｂ 组以后阳湾

和山西中北部 目前 尚无测年数据 ，
内蒙古中南部地点 ２０ １ ２Ｗ １

、 呼家 洼地点 ２０ １ ２Ｆ３ 、 外城东 门

的测年数据大体将
“

老虎山文化
”

的绝对年代定址早期 、 韩家圪旦地点居址晚期为代表 （ 图七 ） ；

在公元前 ２５００ 至公元前 ２３００ 年 。 依此
，
石峁遗Ｃ 组以后阳湾地点 ２０ １３ 晚期层位和外城东门址

±止韩家讫旦地点居址早段年代亦当在此 。 而据现晚期为代表 （图八） 。

有资料
，
韩家讫旦地点居址早段为代表的遗存在此三组 陶器组合除双鋈鬲 演变规律 明 显

石峁城内年代较早
，
当可代表石峁城建的较早年外

，
共存 的其它器形也有明确 的变化趋势或早

代
，
为下文探讨石峁城址的营建过程提供了时间晚关系 。 Ａ 组中常见 的直 口 圜底瓮 、 敛 口 刻划

基准 。纹瓮不见于 Ｂ 组和 Ｃ
；
单把鬲 由 Ａ 组的 中宽把

宽弧裆演变为 Ｂ 组的 宽把尖角裆
；
喇叭 口罐 由

二
、 石峁城址陶器遗存的分期Ａ 组的小 口 圆肩 （或轻折肩 ） 到 Ｂ 组的大 口折

肩再到 Ｃ组的重折肩加亚腰
；
豆 由 Ａ组的小盘

双鋈 鬲是陕西北部 、 山西 中北部 、 内蒙古细柄到 Ｂ 组的柄稍粗再到 Ｃ 组大盘粗柄
；
大 口

中南部的龙 山时代考古学文化极具断代意义的尊在 Ａ 组似折腹盆
，
到 Ｂ 组腹加深及至 Ｃ组大

典型器物
，
双鋈鬲的型制存在着裆部 由

“

宽
”

敞 口 下出现折棱
；

三足瓮不见于 Ａ 组
，
在 Ｂ 组

到
“

瘤
”

再到
“

尖角
”

的 发展演变过程
［

１５
］

，出现但保持直 口 筒腹状
，
应是 Ａ 组直 口 圜底瓮

领部随之变化 的趋势为由 矮变高 ， 实足跟从无直接演变而来 的
，

及至 Ｃ组
，
体型胖大

，
腹外鼓

，

到有再不断加高
，
这
一

演变规律已被越来越多成为正真意义上 的
“

蛋形三足瓮
”

；
另外

，
敛

的考古发现所证实 。 矮领宽裆无实足跟鋈鬲是口甎和直 口琿在 Ａ 组的出 现并不明 显
，
到 Ｂ 组

目前所认识到的
“

双鋈 鬲文化遗存
”

最早阶段明确兴起 ；
管流盃则有可能是在 Ｂ 组出 现并兴

的典型特征 。 石峁遗址韩家讫旦等地点 的发掘盛于 Ｃ 组的 。 上述不同组的陶器分别有其 自身

资料同样支持上述演变趋势 。的遗迹单位作支撑
，
当可代表当 下石峁城址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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纖ｇ
图 四 杏花遗址出土典型陶器图五 老虎 山文化典型陶器

部不同 阶段的考古学遗存 ， 本文依其层位关系的促进作用 ，
但不得不说 的是 ，

这些典型遗址

和器形变化规律暂且将 Ａ 、 Ｂ 、 Ｃ 三组陶器代表均未能包含双鋈鬲发展的全部阶段
，
甚至有些

的石峁遗存称为 Ａ 段 、 Ｂ 段和 Ｃ 段 。 需要说明遗址中的双鋈鬲遗存并不丰富 。 神木寨峁遗址

的是 ，
虽然弧裆双鋈鬲和瘤裆双鋈鬲存在先后有石峁 Ａ 段和 Ｂ 段

，

但无 Ｃ 段 ； 神木新华主

关系 ，
但是否能代表同

一

文化不 同阶段的考古要是石峁 Ｂ 、 Ｃ 两段 ， 不见 Ａ 段
；
准格尔旗大

学遗存
，
尚且存疑 。口和永兴店遗址较为单纯

，
分别为石峁 Ｃ 段和

石峁遗存 Ａ 、 Ｂ 、 Ｃ 三段的分期并不乏支Ａ 段
；
朱开沟遗址则是包含了石 峁 Ｂ 、 Ｃ 两段

持材料 。 双鎏 鬲考古学文化 的 命名 就可窥
一 和一批商代遗存

，
年代跨度大 、 内涵更为复杂

；

斑 。 以双鋈鬲为代表的考古学文化 目前虽然尚凉城岱海地区老虎 山文化诸遗址较单纯
，
仅公

无统
一

的命名如陕西北部被称为寨峁文化
［

１ ７］

、布 了
一

件双鋈鬲 ， 大量出现 的是单把鬲 ， 因此

新华文化
［

１ ８
］

；
内蒙古 中南部称为大 口二期文将老虎山文化的 陶器认定为

“

以双鎏 鬲最为典

化 ［
１９

］

、 老 虎 山 文化 、 永兴店文化
［
２ １

］

、型
”

似乎显得牵强
［
２４

］

；
汾 阳杏花村遗址发现

朱开沟文化
［
２ ２

］

；

山西中北部为杏花文化
［
２３

］

。的双鋈鬲遗存 以石 峁 Ａ 、 Ｂ 两段为主
，
若结合

这些考古学文化都是以 当年的
“

典型遗址
”

命忻州 游邀遗址石峁 Ｃ 段的双鋈鬲遗存分析
，
似

名 的 ， 对双鋈鬲考古学遗存 的研究起到了重要当可以代表 山西中北部的双鎏 鬲考古学文化 。

漏＿Ａ４ ．

＼＾＞

图六 石峁遗址 Ａ 组 （段 ） 陶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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ｗｄｉＵ
图七 石峁遗址 Ｂ 组 （ 段

）
陶器

以上分析表 明 ，
以双鋈鬲为代表 的考古学文化

，地名命名
，
采集 陶片按地点收集整理

［
２５

］

。 除

在河套地区主要经历 了和石峁遗址类似的三个采集地表典型 陶片外
，

还采用铲刮剖面 、 清理

发展阶段 。盗洞等方式深入了解 各地点遗迹单位 的年代 、

前文已述
，

石峁 Ａ段遗存 （即韩家讫旦居性质和相互关系 。 截至 目前 ，
已完成半数地点

址早段 ） 的绝对年代应在公元前 ２３００ 年左右 。的野 外调查工作 。 上述调查工作获得了
一

批典

参照石峁 外城东门址晚期房址 ２０ １ ２Ｆ６ 碳十四测型陶片标本 。 结合内城后阳湾 、 呼家洼地点 ［
２ ６

］

年的数据 （
公元前 １ ９４０ 至公元前 １ ７８０ ） 及神木及韩家讫旦地点发掘资料

，
可将不 同期段的遗

新华测年晚期数据 （公元前 ２ １５ ０ 至公元前 １ ９００存分布范围及其与城墙的关系勾勒如下 ：

年 ） ，
石峁 Ｃ 段遗存 的绝对年代当不晚于公元１

．Ａ 段遗存主要发现于皇城台和 内城后阳

前 １ ８００ 年 。 石峁 Ｂ 段遗存 目前虽无测年数据
，湾 、 韩家讫旦 、 圆讫堵 、 麻黄梁等地点 ， 外城

但辅之以新华 、 朱开沟等遗址同 类器形对 比和诸地点 几无发现
，
外城东 门址 出土陶片中亦未

断代 ， 推定在公元前 ２ １００ 年左右 。发现 。 典型 陶器或陶片标本有 ： 矮领宽裆无实

跟双鋈鬲 、 单把宽裆鬲 、 喇叭 口 圆肩罐 、 直 口

三
、 石峁城址龙山遗存分布及其修建过程圜底瓮 、 敛 口刻划纹瓮 。

２ ． Ｂ 、 Ｃ 两段遗存普遍发现于皇城台 、 内城

自 ２０ １ １ 年石峁遗址区域系统考古调查开展和外城
，
且两段遗存重叠存在的现象较为明显。

以来
，
我们特别注重石峁城址内部采集陶片的内城后 阳湾 、 呼家洼 、 对面梁 、 夜蝙蝠榻等地

分区收集 。 ２０ １ ２ 至 ２０ １４ 年度发掘间 隙调查的采点
，

夕卜城坟崩 、 雷家塢等地点及外城东 门址都

集标本均 以小地名为独立地点分别 收集 。 ２０ １ ５有发现 。 典型陶器或陶片标本有 ： 高领尖角裆

年石峁考古队还开展 了石峁城址内部专门性考实根双鍪 鬲 、 单宽把尖角裆鬲 、 喇叭 口折肩罐 、

古调查
，

以 自然沟壑为界
，
将石 峁城址划分为三足瓮 、 直 口琿 、 敛 口甎 、 管流盃等 。

１ ６ 个 区域
，
每个山 峁都是

一

个独立地点
，
以小虽然 目前还无法像外城东 门址的发掘

一

样 ，



试论石峁城址的年代及修建过程 １ ０ ７

４―

，


｜

石 峁先民的活动范围不

Ｉ仅仅局限于皇城台和内

ｆ＼ｒ
＿

＿^Ｔ
＝

城 ，
已扩展至外城区域

＾内 （ 图九 ， 浅阴影区域 ） ，

Ｉ ｆ＾ｒ
＝

ｎ
一一

ｎ并 明确修建了半环绕 内
＂

５５＾＾／ ，^
， ．

－

４城的外城城墙及系统分

＼

＂

＼／ ：
：

ｒ？布 的马面 、 角 台等城防

Ｕ＼：書＿ 设施
，
在修建外麵

＼ｊｊＶｉｆＶｗ
图八 石峁遗址 Ｃ 组 （段 ＞陶器

１ ８００ 年左右 ， 该段遗存

在整个石峁城址范围 内

将内城城墙和皇城台城墙与石峁城内 发现的各均有发现 ， 与 Ｂ 段遗存的分布范围基本重合 （ 图

段考古学遗存直接对应 ，
但利用不同 时期陶片九

，
浅阴影区域 ） ， 外城东门址及其周边的城墙 、

分布情况来探讨石峁城址的修建过程不失为现马面 、 角 台等建筑局部塌毁后重新修葺 ， 甚至

下最为直接有效 的方法 。 上述不同期段典型陶还在城墙外侧利用城墙折角修建石砌墙体的地

片在石峁城址 内部的分布状况大致可以说明 ：面式房址
，
或掏挖墩台 、 角 台等建筑 的夯土内

Ａ 段 ，
即公元前 ２３００年左右

，
石峁遗址的芯修建窑洞

，
外城的防御功能似乎逐步式微 。

范围可能主要在皇城台和内城部分区域 （ 图九
，虽然 目前难以了解皇城台和内城在该阶段的具

深阴影 区域 ）
。 难有证据

；
外城城墙 系以 内城体情况

，
但外城东 门址及其周边城防设施的发

东部墙体为依托 ，
向东南方向再

行扩筑的
？

道弧形石墙
，
而 与外图 例如

城城墙相 比
，
内城城墙上无成系■？Ｊ

统分布的马面 、 角 台等城防设施 ，！

发现的 几处城门也不见像外城东二＾Ｚ

ｇ
门址那样对称分布 的高大墩台 。一

简言之 ： 石尚城墙存在着外城城 － ＝二＇

墙
“

叠压
”

内城城墙的
“

层位关： ３ｄｊ^

系
”

， 而 内城城墙较为
“

简朴
”

．

－

７
＾

；

的设计理念似乎也暗示着其雜
＂

：ｒ

年代当早于外城城墙 。 截止 目前
，ｍ

＂

ｆ
依外城东门址测年数雛断 ，

石

峁外城城墙難鮮代可能在公／
■八士

元前 ２ １００ 年左右
，
故此本文推断＜ｂ 、 ＿遣＂ 增

”

分鐵

内城城峨修糾能醉 ｆ公儿ｇｆＩ ．

ｉＷ２ ｉ ｏｏ 年
，

皇城台四周城 ｉＵ足介ｆ
：Ｋ

 ？
 ．

吏早 ，
还需资料的逐步积累 。


‘： 、．

 ： ｜
＇

：

＂

Ｂ 段
，
即公元前 ２ １ ００ 年前后

，图 九 石峁城址 Ａ 、 Ｂ 、 Ｃ 两段扩增典型遗存分布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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掘材料似乎可以说明 ，
石峁城址在公元前 １ ８００ ［ ７

］
ａ ． 韩建业 ． 中 国北方地区新石器 文化研究 Ｍ ． 北京 ： 文

了。物出版社 ， ２０ ０３ ． ｂ ． 孙 周勇 ■ 公元 
３０００ＢＣ

？

１８００ＢＣ北方

，区域政体的形成过程考察 ［
Ｃ

］
／／古代文 明 ． 待刊 ．

榆林地区诸黄河
一

ｊ支流疋陕北地区龙 山
［ ８

］ 张光辉 ， 海金乐 ， 王麵 ． 山西兴县碧村发现龙 山石城及

时代石城聚落的主要分布区域
，
自北向南依次大型石砌房址 Ｍ ． 中国文物报 ， ２０ １ ５

－

８
－

２８ （８ ） ．

有黄甫川 、 清水川 、 孤山川 、 石马川 、 窟野河 、［
９

］
国家文物局 ， 山西 省考 古研究所 ， 吉林大学考古学系 ． 晋

中考古 ［Ｍ ］
． 北京 ： 文物 出版社 ， １９９９ ．

秀尾河、 佳芦河、 无疋河等 。 本文讨论的石卯 、

［ １
０ ］ 山 西省考古研究所 ， 忻州 市文物管理处 ． 忻阜高速公路

寨峁梁遗址位于秃尾河流域
，
已经发掘并见诸考古发掘报告 ［Ｍ］ ． 上海 ： 上海古籍出版社 ，

２０ １２ ．

报道的石摞摞山遗址位于佳芦河流域 ，
金山寨［

１ １ ］＆ 内 蒙古文物考 古研究所 ． 老虎 山文化遗址发掘报告集

杜 ｗ丄 工工—、ｒｒ
、

由 間 ｉｚ＊至ｔ 山［Ｃ］ ／／ ｔＳ海考古 （

一

） ． 北 京 ： 科学出版社 ，
２ ０００ ． ｂ ． 韩 建

等石城聚洛均位于无疋河流域 。 随着石卯业 ． 中 国西北地区先秦时期 的 自然环境与 文化发展 ［Ｍ ］
．

遗址周边石城聚落调查工作的不断深入 ，
中大北京 ： 文物出 版社 ， ２００８ ．

型石城聚落具有两重或三重结构的现象越来越［ Ｉ
２ ］ 内 蒙古 自 治区 文物考古研究所 ． 万家寨 水利枢纽工程考

多
，
如佳芦河流域的石擦擦山遗址 ；

秀尾河流
［ １３ ］ 内 蒙 古 自 治 区文 物考古研究所 ． 内 蒙古 文物考 古文集

域的桃柳沟 、 薛家会遗址
；
窟野河流域的神木［Ｍ］ ． 北京 ： 科学出 版社 ，

２ ００４ ．

寨峁遗址
；
石马川流域的寨山遗址等 。 这些中［⑷ 据 中 国科技大学测 年 ’ 寨 饰 梁遗存年代 可早 至 公元前

—

２３ ００
年 。

大型石城应与石卯城址的修建
一

样
，
内外城垣

［ １５ ］ａ ． 张忠培 ． 杏花 文化酬装双鋈手陶＿ ． 故 宫 博物 院

的修葺可能多存在先后关系
，
并且这种年代差院刊 ， ２ ００４⑷ ． ｂ ． 《忻州 游邀考古 》 结语部分 ， 忻 州考古

异已经具备了分期意义 。队 ． 析州游邀考古 ［
Ｍ

］
． 北京 ： 科学 出版社 ， ２〇〇４ ．

＇ ＇

［
１６ ］ 陕 西考古研究 院 ， 榆林市文物考 古勘探工作队 ， 神木县

文体局 ． 陕西神木石峁遗址后 阳湾 、 呼 家洼地点试掘简报

［ Ｊ］ ． 考古 ，
２０ １ ５ （ ５ ）

．

⑴薦 年 ， 陕西省文物普查工作发现 了
“

■ 山舰
”

（ 即
陕

＾
内蒙

ｍ
部

＝
匕駆＿ 文化 ［ｃ］ ／／

今石峁遗址 ） 。 调査者认为这些城墙有
“
三套结构 ”

， 其

中 以位于石峁大 队皇城台高地 的
“

头套城
”

最为清晰 。 Ｓ

是关于石顏址石齡构最補认识
， 惜料起

Ｍ

［ ２ ］ 戴应新 ． 神木石峁龙 山文 化玉器探索 （

一

） ［】］
． 故 宫博

物院月 刊 （ 台北 ） ，
１ ９９３

（ 总第 １ ２５
）

．
“

遗址西部被
－

支沟＝
建 、 老虎 山 文 化 的扩 张 与 对外 影 响 ＬＪ ］ ． 中 原 文

＝
为二 ’＿秦长＿＿梁 自东 彳且西经遗址西南 部而

［
２ １ ］ 魏坚

Ｑ ７

试^ 永兴店文化 Ｄ ］ ． 文物 ，
２＿⑶ ．

［ ３ ］陕西省考古研究院 ．麵神木县石腿肋 ］
，
考古 ， ２〇 １３ （７ ） ．［ ２２ ］

５
金

；：＝ ．

． 朱

＝
文化研細 ／／考古学廳五

［ ４］ 测年标本为修建北墩 台时使用 的飪木 ， 树干粗 、 树龄长 ，

 「 Ｔ １＃由

所 以外城如址雜鮮代舰于麵年觀 ， ｘ据賴［ｊｉ ．

典麵片 ， 我们推定石崩外城东 门 的修建年代约在公元前
． 老 虎 山 文 化 的扩张 与 对外 影 响 ［ｊ］ ． 中 原 文

２ １ ００ 年左右 。＿

＿
’

＊

［ ５ ］ａ ． 张天恩 ， 丁岩 ． 陕西佳县石摞摞山龙山时代城址 Ｍ ／／２Ｑ０３
［ ２５ａ ， 孙周 勇 ’ 邵 晶 ？ 石 ＃遗址 ： ２０ １５ 年考古 纪事

中 国重要考古发现 ， 北京 ： 文物出臟 ，＿ ．

ｂ ． 张天恩 ． 石
国 邵 晶 ． 石饰 是座什

摞擦 山舰 Ｍ／／陕西文物古迹大观 （
三 ） ． 北京 ： 三秦 出

么城 ［
． 光 明 日报 ，廳

－

物

丁 援山 龙山古城及相关 问
［“炜林 ： 马 明 志 ． 陕北 新石器 时代石城聚落 的網

初 步 研究 ［Ｊ］ ． 中 国社会科 学 院 古代 文 明研 究 中 心通
［ ６ ］ａ ． 陕西省考古研究院謝至 ２〇 １ ５年发掘资料 ． ｂ ． 孙周勇 ’

讯
，

２＿ （ 总第 ｕ
）

．

邵 晶等 ． 陕西榆林寨 峁梁龙山遗址发掘获重要收获 ［
Ｎ］ ．

２０ １ ５
－

１ １

－

６ ．

（责任编辑 杨岐黄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