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新华遗址位于陕西省神木县大保当乡

新华村西北约 5 00 米处
,

地处毛乌素沙漠

南部
,

气候干旱
,

沙丘起伏
。

遗址居于当

地所称
“

彭素屹塔
”

的小山包上
,

北部有

野鸡河自西向东流过
。

由于受沙漠侵蚀
,

遗址破坏严重
,

石器
、

陶片俯拾皆是
。

为配合
“

陕京天然气管线
”

及
“

神延

铁路
”

建设
,

陕西省考古研究所曾先后于

19 9 6年
、

19 99 年两次对该遗址进行了发

掘
,

总计发掘面积 40 00 余平方米
,

发现房

屋遗址 20 余座
、

灰坑 208 个
、

陶窑 6座
、

成

人墓葬 82 座
,

小孩瓮棺葬 13 座
,

出土千余

件各种陶器
、

石器
、

骨器及 卜骨 (图 1祭

祀坑 )
。

特别值得注意的是 199 9 年发掘的

I座祭祀坑
,

出土玉
、

石器 36 件
,

为研究

新华遗址所代表的这一地区社会文明提供

了有力的资料
。

玉器祭祀坑呈南北向
,

坑口长 1 4
、

宽

0
.

5
、

残深 0
.

12一 0
.

22 米
,

为不规则的长方

形
。

坑底中央有一小
“

腰坑
” ,

内有鸟类骨

骼
。

坑周围分布有墓葬
,

从地层关系判断
,

祭祀坑与其周围墓葬为同一期的遗迹 (图

2 )
。

玉器均插于坑底
,

组合成类似人形图

案
。

特别是坑内的唯一 1件玉缓位于人形

的头侧
,

坑内玉器主要有钱
、

铲
、

刀等
,

下

面简单作以介绍
。

玉锥
,

长 23
.

9
、

宽 10
.

5一 12
.

1
、

厚 0
.

卜

0
.

5 厘米
。

色不匀
,

灰绿中杂有黑褐色斑
。

一侧略浅
,

顶端有白色瑕
,

表面磨光
,

切

割工整
,

上端正中有一孔
,

两面钻
,

较圆

滑
。

孔径 1
.

1厘米
,

未开刃
,

应为礼器 (图

3 )
。

玉锁
,

长 13
.

9
、

宽 6
.

9一 7
.

4
、

厚 0
.

1一 .0 4



厘米
。

青色
,

内有山峦状白络
,

上端有上

沁
,

表面光润
,

土端偏左有一孔
,

单面钻
,

下端开双面刃 ( 图 4 )
。

玉铺
,

长 1
.

5
、

宽 8
.

5一 8
.

7
、

厚 0
.

1一住 4

厘米
。

顶端有瑕
、

残
。

青色
,

内有山峦状

络
,

表面光润
。

单孔
,

单面钻
。

孔下有一

未钻成的孔痕
,

清晰可见当时钻孔工具为

管状物
。

另孔右有一纵向沟槽
,

可能是切

割玉器留下的痕迹 (图 5 )
。

玉铺
,

长 11
.

5
、

宽 8
.

8一 9
.

6厘米
,

墨绿

色
,

内有黑色点状
、

云雾状斑纹
,

单孔
,

单

面钻
,

无刃
,

制做规整 (图 6)
。

玉锯
,

长 9
.

4
、

宽 4
.

9一 7
.

1
、

厚 0
.

1一 .0 6

厘米
。

深青色
,

内含白色点状
,

黑色丝状

斑纹
。

两孔均为单面钻
。

背面有一斜向棱
,

顶上似有孔的残留部分
,

从孔的分布观察
,

这件钻可能是用别的器物改制而成
,

下端

有双面刃
,

但较纯 (图 7)
。

玉铲
.

高 j5
.

5
、

宽 6
.

2一 .6 6厘米
。

深绿

色
,

有白色条状斑
.

透明性差
,

单孔双面

钻孔不甚圆
,

无刃 (图 8 )
。

玉镇
,

高 10
、

宽 7
、

厚 .0 2厘米
。

深绿

色杂有浅斑
,

表面光滑
,

略残
。

单孔单面

钻
,

下端有单面刃 (图 9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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玉铲
,

高 15 .9
、

宽 6
.

3一 7
.

1
、

厚住 3 厘

米
。

青玉内含白色条斑
,

接地一侧有上锈
。

表面光润
,

单孔
,

单面钻
,

下端为两面刀

(图 10 )
。

玉钱
,

高 14
.

5
、

宽 8
.

4 一 10
、

厚 0 2 )里

米
。

深绿色近黑
,

内有白斑
。

制做规整 外

缘均磨光
。

单孔较大
,

径 1
.

8厘米
,

单面钻
,

下端为单面刃
,

刃部有豁口 (图 1 1)
。

玉铺
,

高 、 .7 2
、

宽 8一 8刀
、

厚住 2厘米
。

浅黄褐色
,

内有黑色石絮状斑纹
,

卜
、

卜

均残 一角
,

表面光润
,

左侧有单面钻大孔

痕
,

单孔
,

单面钻
,

孔微斜
,

下端磨成双

面刃
,

刀较钝
,

顶端锯痕明显 (图 12 )
。

琼形器
、

高 12 2
、

宽 .6 7
、

厚 0
.

卜 0 3

厘米
。

墨绿色
,

内含黑色斑
,

单孔 单面

钻
。

这件器为玉琼改制而成
。

孔 仁端留有

玉琼的孔痕
。

无 刃 (图 13 )
。

玉铲
,

冶以 8
.

3
、

宽 .4 9一 5
.

6
、

厚 0
.

卜 0
.

4

厘米 青玉
,

内有褐斑
,

通体光润
,

制做

规整
.

单孔
,

单面钻
,

单面刃
,

较钝
,

似

非实用器 ( 14] 14 )
。

单孔刀
.

长 17月
、

宽 8
.

5
、

厚 .0 5厘米
。

黑色内有自色絮状斑 单孔
,

单面钻
,

孔

下磨成横向凹痕
,

双面刃呈弧形
,

刃部有



豁 口 (图 15 )
。

单孔铲刀
,

长 12
、

宽 38
、

厚 0 2 一 0
.

3

厘米
。

青玉
,

有褐色沁 内含黑色斑点
。

单

孔
,

两面钻
。

仁端及左端皆为双面刃
,

表

面光润平滑
。

与 刀相对应而有锯痕 ( 图

16 )
。

单孔铲
,

长 12
.

9
、

宽 5 9一 6
.

3
、

厚 0
.

1

厘米
。

墨绿色
,

内有黑色云絮状沁及 自色

斑纹
。

制作规整
,

两侧经打磨较薄
,

近似

刀刃
,

下端为单而刀
,

刃呈弧形
。

单孔
,

钻

术高超
,

孔内外基本
一

致 ( 图 17 )
。

双孔铲刀
,

长 18
.

3
、

宽 9
、

厚 .0 2 厘米
。

墨绿色
,

局部为黑色
。

两孔
,

均单面钻
,

小

孔内外墓本一致
。

似乎先作为铲使用
,

后

作为单孔刀使用
。

上端
、

左端均为双面磨

制之刃部 (图 18 )
。

双孔铲刀
,

长 14
.

5
、

宽 4 一5
、

厚 0
.

1厘

米
。

墨绿色
.

内含浅绿色斑点
。

孔下磨成

台阶状棱
,

棱以下磨成单面刃
,

两孔均单

面钻
,

其中左侧孔右有 一未完成的孔
,

清

晰可见管钻痕
,

孔 「似原有 一孔
,

经切割

只留 一部分
。

右端磨成双面刃
。

两孔分别

作为铲或刀时使用 (图 19 )
。

玉圭
,

残长 14 .5
、

宽 .2 3
、

厚 .0 4 厘米
,



上端均有残痕
。

青玉
,

内有白色斑点
,

自

上而下颜色逐渐变深
。

边缘磨光
,

下端呈

弧形
,

单孔两面钻
。

表面光洁 (图 20 )
。

玉莽
,

长 14 4
、

宽 1
.

6
、

厚以9厘米
。

锥

形
,

顶呈弧状
。

青玉
,

内含斜条状白色斑

纹
。

表面表滑 (图 21 )
。

玉暖
,

内径 6
.

9
、

外径 .4 4
、

厚 .0 4厘米
。

青玉
。

内
、

外缘均打磨成斜面
,

光洁无瑕

(图 22 )
。

新华遗址祭祀坑出土的玉器
,

通过观

察
,

我们可以归纳出以下的特征 :

第一
,

由于产地不同
,

所以玉色较多
,

有墨绿色
、

青色
、

浅黄色
、

浅褐色等
,

另

外在祭祀坑中还发现含有大量云母的石片
。

除墨绿色出自于祁连山一带之外
,

其余产

地不明
。

据我们掌握的情况
,

陕北榆林地

区 目前尚未发现玉料产地
,

所以大多玉料

应是与别的地区的文化交流而来
。

第二
,

玉器有相当 部分明显不是工

具
,

似乎专为礼仪
、

祭祀而作
,

像前文所

介绍的锁
、

漂形器等
,

都无刃
。

第三
,

有相当
」

部分玉器作为两种用

途的工具使用
。

如铲刀
,

忽略一孔一刃
,

即

为铲
,

同样
,

忽略另
一

孔
,

另一刃则为刀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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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工具
,

是先作为一种单一的工具
,

而

后又改成另一种单 一的工具
,

还是同时作

为两种工具使用了尚需进一步研究
。

第四
,

玉器加工技术较为成熟
。

从器

物观察
,

有明显锯
、

切割
、

管钻
、

打磨的

痕迹
,

而管钻又有单面钻和双面钻孔的区

别
,

有的孔难以观察到是单面还是双面钻
,

说明其钻术之高明
。

第五
,

相当一部分玉器为别的玉器改

制而成
,

这足以反映当时玉料之珍贵
。

第六
,

这批玉器均光素无纹
,

但似乎

不是技术上的原因
,

通过观察
,

我们发现

大多玉器
,

就质料而言
,

均不失为精美的

艺术品
,

玉质中的络
、

斑有的似睛空中飘

散的白云
,

有的似重叠起伏的山峦
,

给人

一种美的享受
。

新华遗址地处陕西北部
,

这一地区是

连接中原文明与河套地区文明的重要区域
,

通过对遗址出土器物特别是陶器的观察
,

这一遗址的年代已进入夏纪年
。

祭祀坑的

出土
,

为研究这一地区的文明起源
、

原始

信仰
、

原始宗教提供了一批重要的资料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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