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钻探
，
遗址南 、 北有两条壕沟 ， 壕沟和东 、

一

、 田 野工作 回 顾西两侧河边 断崖 间 的 面积约 4 0万平方 米

西坡遗址位于河南灵宝市阳平镇 以东 （ 图
一

）
，
是灵宝西部铸鼎原周 围地 区庙

约 3公里 ，
南距秦岭约 5公里

， 北距黄河约 1 1底 沟类型聚落群 中仅次于北 阳平遗址 的 中

公里 。 遗址分布于南涧村全部居住区和大部心性聚落 。

分耕地 、 西坡村西部部分居住区和耕地 ，
以 2 0 0 0年 1 0月 至 2 0 0 1年 1 月 ， 中 国社会科

及北涧村南部少量耕地之下 ｅ 两条发源于秦学院考古研究所与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院组

岭的小河——夫夫河和灵湖河 ，
自南向北由成 的联合考古 队在遗址 中部偏南 区域进行

遗址东 、 西两侧流过 ，
在遗址以北不远处交了第

一次发掘
，
发掘面积约 4 0 0平方米

，
揭

汇 、 再向北汇人黄河的支流沙河 。 遗址东北露了 1座小型半地穴房址 、
1 个蓄水池 、 数十

低 、 西南高 ，
海拔 4 5 5 ￣ 4 7 5米

， 与两侧现代个灰坑
Ｕ ｌ

。 2 0 0 1 年 3 ￣ 5月
，
在遗址 中部进行

河床的高差约 1 0 ￣ 1 5 米 。 根据 2 0 0 4年的 系统了第二次发掘 ，
发掘面积约 5 5 0平方米

，
主

＊ 此发掘和研究为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 目
“

河南灵宝西坡遗址综合研究
”

（
1 2 ＆ ＺＤ 1 9 6 ） 内容 ，

得到
“

中华文明探源工程及相关文物保护技术研究
”

资助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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型房屋布局 的 推测 ’ 更深

／^
（

＿＿ｙＪ／ｌＸ 人地了 解房屋 建筑技术和

房屋与 周 围遗迹 的 关系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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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积为 1 5 6 6平方米 。 发掘区

Ｗ＼Ｌ的 全站仪基点设定 为ｍ ｏ 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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站仪ｎ
、
ｅ坐标 （ 编号方式

Ｉ＼ｆ
 ｜｜为 Ｎ －Ｅ ） 。 共清理庙 底沟

＾

4 8 5

＾

）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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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类型半地穴房址 2座 、 灰坑

－
4 9

％Ｓ ｆｒ＾Ｓｒ＾
＿ ＾ ．｜Ｓｉ

2 7 个 ， 以及 西周早期灰坑
、 1ＩＪｙ

 2个
、
墓葬 1 2座 （ 图二

；
图

图
－

遗址細和历年发掘位置示意图三 ） 。 以下简要介绍庙底沟

要 目 的是 丫 解聚落核心部位 的布局和房屋类型的 2座房址 。

建筑结构 ， 共揭露半地穴房址 3座 、 蓄水池 2 座房址的编号为 Ｆ 1 0 7和 Ｆ 1 0 8 。 Ｆ 1 0 7是

2 个和灰坑数十个 ｜

2
1

。 2 0 0 1 年 1 1 月 至 2 0 0 2年在Ｆ 1 0 8上改建而成的 ， 并将Ｆ
1

0 8完全叠压 。

1 月
，
在核心部位进行了第三次发掘 ，

发掘房址位于发掘区北部正中 区域 。

面积约 8 0 0平方米 ， 揭露了 占地面积达 5 1 6平 2 0 1 1 年 1 0 月
， 首先清理 了上述房址范

方米的特大型半地穴房址Ｈ 0 5
， 门道朝 向东围内东部各探方的第 2层土

， 暴露 出 Ｆ 1 0 7 半

南 ［

＼ 2 0 0 4年 4
￣

7 月
，
继续在聚落中部进行地穴墙体南墙和东墙的一部分 ， 揭示了墙体

了第四次发掘 ， 发掘面积约 8 0 0平方米 ， 又和房 内第 1 层填土的土色 、 土质特征。 随后

发现 1 座大型半地穴房址Ｆ 1 0 6
， 门道朝 向东清理 了房址西部各探方的第 3层 ，

Ｆ 1 0 7完全

北 ｜

4
1

。 2 0 0 4年 1 0
￣

1 2 月 ，
对整个遗址进行了暴露出来 。 为更准确地认定房址的范围 ， 清

全面系统的钻探
，
初步认定遗址中部有

一个除 了房址范围 内各探方的隔 梁 。 最后划定 了

遗迹稀少的 中心广场 ，
广场四 角各有 1 座大Ｆ 1 0 7 的轮廓线 以及打破房址的近代墓和西周

型房址
，

Ｆ 1 0 5
、
Ｆ 1 0 6正是其中 2座

，
门道均早期墓的轮廓线

，
并开始清理墓葬 ，

以获得

指 向广场 。 同时 ， 还发现南 、 北两道壕沟和房址各个部位的剖面。 墓葬清理完毕后清理

南壕沟外的墓地 。 因墓地较为重要
，
我们于Ｆ 1 0 7 的 内部堆积 。 我们重新设立Ｔ 1 2 0 － 9 0

、

2 0 0 5 、 2 0 0 6年对其进行了发掘 ， 并于 2 0 1 0年Ｔ 1 2 0 － 9 5
、
Ｔ 1 2 0－ 1 0 0和 Ｔ 1 2 0 － 1 0 5 的北隔梁 ，

整理出版 广发掘报告
1

5
1

。以及Ｔ 1 1 5
－ 9 5

、
Ｔ 1 2 0 － 9 5 ，Ｔ 1 2 5

－ 9 5和Ｔ 1 3 0 － 9 5

＿

＿

 4 －Ｘ 4 －Ｊ ，Ｐ＾的东隔梁 ，
将Ｆ 1 0 7 戈 ｉ

ｊ分为四部分 ， 同时向下
二

、 发掘经过和地层关 系逐层清理 ， 在半地穴墙体内侧保留厚约 1 0厘

2 0 1 1年 9 ？ 1 2 月 ， 为进一步了解聚落核心米的堆积暂不清理 。 房内堆积土清理完毕后

部位的布局
，
联合考古队在 中心广场东南部清理居住面和火塘。 之后再清理房址内 的隔

进行发掘 ， 拟揭露该部位巳探知的大型房址梁以及半地穴墙体内侧保留 的堆积 ， 揭露墙

和周 围的灰坑等遗迹 ， 验证我们对核心区大体内壁 。 1 2月 房址清理完毕 。

？

 4  （总 4 8 4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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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二 2 0 1
1 年发掘区总平面图

“

．輕擎 1 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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ｍｍ
图三 发掘区全景 （ 上为北 ）

房址范围 内各探方的 地层堆积基 本
一

第 1层 ： 耕土层 。 表面Ｚ坐标为 1 0 0 ． 0 5
̄

致 。 现 以Ｔ 1 2 5
－ 9 0 、 Ｔ 1 2 5

－ 9 5 
，Ｔ 1 2 5

－

1 0 0和 1 0 0 ． 4米 （ 即高于全站仪基点 0 ． 0 5
￣ 0 ． 4米 ）

，

Ｔ 1 2 5
－

1 0 5 四个探方的北壁剖面 （ 图四 ） 为例为灰褐色土 ， 土质疏松
，
厚 0 ． 2 ￣ 0 ． 3米 ， 包含

介绍如下。有少量西周及庙底沟类型陶片 。 少量晚近现代

？

 5 （总 4 8 5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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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为全站仪褪点高度标示 ｒ ｋ扰坑

0 2米
1 1 1

图 四 Ｔ 1 2 5
－ 9 0 － Ｔ 1 2 5

－

1 0 5北壁剖面 「
冬

1

1 ． 姘土层 2 ． 浅黄色土 3 ．深褐色土

Ｔ 1 1 5
－

9 5 、 Ｔ 1 2 0
－

9 5 东壁

北南
—

Ｔ 1 2 0
－

9 5Ｔ 1
1

5
－

9 5
—

5

Ｔ 1 2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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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 5北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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Ｉ

图五 房址内的堆积

Ｉ
． 浅棕色 土 2 ． 棕灰色土 3 ． 棕色土 4 ． 深棕色土 5 ． 棕灰色丄 6 ． 深棕 夹杂灰黑色上

扰坑直接暴露在地表 ’ 少量较早的现代扰坑叠周墓Ｍ ｌ

、
Ｍ 2及近代墓ＪＭ 4 打破 ， ＪＭ 4 同时又

压在此层下。打破Ｍ ｌ
；
北壁被西周墓Ｍ 4 、 近代墓 ｊＭ 3和现

第 2层 ： 明清层 。 表面 Ｚ坐标为 1 0 0 ． 0 4 ￣代水泥池打破 ， 水泥池同时又打破 ＪＭ 3
； 东

1 0 0 ． 2 5米 （ 即高于全站仪基点 0 ． 0 4 ￣ 0 ． 2 5米 ）
，壁被西周墓 Ｍ 7 打破 ； 门道东侧 的南壁被近

为浅黄色土 ， 较硬 ，
厚 0 ． 2

￣

0 ． 3米 ， 包含少量明代墓 Ｊ Ｍ 1 打破 ； 其 内部被西周墓 Ｍ 8 、 Ｍ 9 、

清瓷 片及两周 、 庙底沟类型 的陶片 。 此层被Ｍ 1 0 、 Ｍ ｉ ｌ 和近代墓 Ｊ Ｍ 2打破 。

少Ｍ现代扰坑打破 ， 表面有大体呈东西向的犁房屋内 堆积可分为 6层 。 现以Ｔ 1 2 0 － 9 5北

沟痕迹 ， 推测在明清时曾为耕地 Ｄ 在东部探方壁和东壁 、 Ｔ 1 1 5
－ 9 5 东壁和Ｔ 1 2 0

＿

9 0北壁剖面

中 ， 西周早期墓葬和 Ｆ 1 0 7叠压在此层下 。（ 图五 ） 为例 ， 介绍其堆积情况。

第 3 层 ： 两 周 层 。 表 面 Ｚ 坐 标 为第 1层 ： 表面Ｚ坐标为 9 9 ． 6 5
？ 9 9 ． 7 5米 （ 即

9 9 ． 8
￣

1 0 0 ． 0 2米 （ 即高于全站仪基点 0 ． 0 2
￣ 0 ． 2低于全站仪基点 0 ． 2 5

￣ 0 ． 3 5 米 ）
， 为浅棕色

米 ）
，
西北厚 ， 向东南渐 薄直 至消 失 ， 厚土 ， 较软 ， 厚 0

￣

0 ． 2米 ， 比较均匀地分布在整

0 ￣ 0 ． 3 米 ， 为 深褐色 土 ， 较硬 ， 包 含有 西个房屋范 内 ， 仅南部近门道处消 失 。 包含

周 、 庙底沟类型的陶 片 、 石器和兽骨等 。 在有庙底沟类型的陶片 、 石器和兽骨等 。

丙部各探方 中 ， 西周早期 墓葬和 Ｆ 1 0 7 叠压第 2层 ： 表面Ｚ坐标为 9 9 ． 6 ￣ 9 9 ．乃米 （ 即

在此层下 。低于全站仪基点 0 ． 2 5
￣ 0 ． 4米 ）

， 为棕灰色

Ｆ 1 0 7 被多个晚期遗迹打破。 西壁被两土 ， 较硬 ， 夹杂大Ｓ料礓石颗粒 ， 局部有料

？

 6 （总 4 8 6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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礓石硬面 ，
厚 0 ￣ 0 ． 1 5米

， 分布于中南部以外体和墙体的墓葬的剖面分析 ，
Ｆ 1 0 7 的建筑过

的全部区域 。 包含有庙底沟类型的陶 片 、 石程大致包括在 Ｆ 1 0 8 的基础上修整半地穴坑

器和兽骨等 。体 、 挖柱槽 、 立柱 、 夯打半地穴墙体 、 建造

第 3层 ： 表面Ｚ坐标为 9 9 ． 5 ￣ 9 9 ． 7 5 米 （ 即火塘和铺设居住面等步骤 ，
下面依此顺序介

低于全站仪基点 0 ． 2 5
￣ 0 ． 5 米 ）

， 为棕色土 ，绍各部分的具体情况 （ 图六
；
图七 ） 。

较硬 ， 内夹杂青 白色胶泥 ， 厚 0 ￣ 0 ． 3米 ， 分布（

一

） 半地穴坑体

于中南部以外的大部分区域 。 包含有庙底沟Ｆ 1 0 7 系在 Ｆ 1 0 8 的基础上改建而成 ，
即

类型的陶片 、 石器和兽骨等 。利用 了 Ｆ 1 0 8 的半地穴而未新挖地穴 ， 只是

第 4层
： 表面Ｚ坐标为 9 9 ． 2 ￣ 9 9 ． 5 5 米 （ 即挖掉 了 Ｆ 1 0 8 的半地穴墙体 、 修整了其半地

低于全站仪基点 0 ． 4 5 ￣ 0 ． 8米 ）
， 为深棕色土 ，

穴坑壁 的边缘 、 改变 了其朝 向 、 新挖 了 门

较硬 ，
内夹杂细小烧土颗粒和炭粒 ， 厚 0 ￣ 0 ． 3道 。 其半地穴坑体呈五边形 ， 门道朝 向南偏

米
，
分布于中南部以外的全部区域 。 包含有西

，
方向为 1 9 8度 。 门道正对 的北坑壁长约

庙底沟类型的陶片 、
石器和兽骨等 。 1 3米

， 方向大体与 门道垂直 。 东壁长约 1 1 ． 5

第 5层 ： 表面Ｚ坐标为 9 9 ． 2 ￣ 9 9 ． 3 5米 （ 即米 ， 与北壁夹角约 9 7 度 ， 西壁长约 1 1 ． 6 米 ，

低于全站仪基点 0 ． 6 5 ？ 0 ． 8 米 ） ， 为棕灰 色与北壁夹角 约 1 0 2 度 。 门道东侧的南壁长约

土 ， 较硬 ， 内 含大量青 白胶泥 ， 并有 大面 7 ． 2米 ， 与东壁夹角约 1 0 6 度 ， 门道西侧的南

积硬面 ， 局部与居住面很难区分 ， 厚 0 ￣ 0 ． 1 5壁长约 7 ． 6 米 ， 与西壁夹角 约 9 8度 。 门道长

？ 米 ， 分布于中南部以外的全部区域 。 包含有约 4 ． 5 、 宽 1 ． 1 5
－

1 ． 4 5米
，
坡度约 7 度 。 Ｆ 1 0 7

庙底沟类型的 陶 片 、＆

石器和兽骨等 。＼＼「

第 6 层 ． 表 面Ｚ： ^

坐标 为
9 9 ． 4 5 ￣ 9 9 ． 6

米

（ 即低于全站仪基点 ｈ／
1

＂
＊

力
ｏ ． 4 ￣ｏ ． 5 5米 ）

，
为深棕＿匿 ， ｎ ｉ

‘

^
夹杂灰黑色土 ， 内含

＿／ 1ｓ ｉ〇
Ｉ
ｌｙ

烧土颗粒和炭粒 ，
厚＿ 1

、

＼｜Ｌ」

ｒｆ魏
ｓｄ 6 ：

ｈ 1
ｍ 4

的＝
有

ｉ＼ｉＲ
石器和兽骨等 。

＾＾
ｏ ｄ ｊｊ

第 2 ￣ 5层可能为房 霄ＹＶ
／
Ｓ－ 3走蘇捧^

屋倒塌并经水浸形成
一

＂

＂

ｔｌ

的堆积
， 第 6层则可能Ｌ

是房屋废弃 时有意掩^

埋火塘形雌糊。詹ｎｍ虑

三 、 Ｆ 1 0 7ｏ 5米
Ｉ ＩＩ 1 11

由 打破半地穴坑图六 Ｆ 1
0 7平面 、 剖视图 （ 虚线为推测 的Ｆ 1 0Ｓ 的轮廓及其火塘 ）

？

 7 （总 4 8 7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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ｆ
‘

Ｚｊ^ ＳＫｔＵＫｔｔ^ ｋＷｉ
和 青色泥块 ，

坚硬 。

ｔｒｒｉＳＳ

／ｍＪｍｒ
：丨

：

：

：三

＞ 1 ，ｉ＾
＃

ｆ ｉ
7

ａｉ
ｐ
 1＾

土颗粒 ，
不似 木柱腐

图七 Ｆ 1 0 7 （ 上为西 ）朽土 ， 应是柱 子被拔

走后形成 的堆积 。 柱

总面积约 1 6 9平方米 。 由 东西 向剖面观测 ，洞在墙体内部分不规则 ，
也应是拔柱时造成

修整完成后 ，
半地穴坑底 （ 即Ｆ 1 0 8 的居住的 。 柱槽 内柱洞周 围填土厚 0 ． 4 ￣ 0 ． 4 4米

，
上

面 ） 距离现存坑壁顶部约 0 ． 6 5
￣ 0 ． 7 8米 。部与半地穴坑底基本平齐 ， 为棕色土 ，

内夹

（ 二 ） 柱槽杂青色泥块 ， 质地坚硬 ， 可能经过夯打 。

Ｆ 1 0 7建造者修整出半地穴坑体轮廓后 ，
Ｍ 7 北壁清理出 的剖面显示 ，

该位置柱

沿着新坑体的边缘挖掘 出
一 圈柱槽

，
用于槽的底部不规则 ， 但整体较平 ，

最深处距现

立柱 。 ；Ｉ
Ｍ 4 和Ｍ ｌ北壁清理出 的剖面显示 （

图存半地穴墙体顶部 1 ． 2
、 距半地穴坑底约 0 ． 5 5

八 ）
’
该位置柱槽为 圜底 ， 最深处距现存米 ， 下挖过程中也破坏 了 Ｆ 1 0 8 的两层居住面

半地穴墙体顶部 1 ． 3 4
、 距半地穴坑底约 0 ． 5 7铺垫层。 此位置未立柱 。 槽 内填土有两层 ，

米 ， 在下挖过程中破坏了 Ｆ 1 0 8 的两层居住面下层厚 0 ． 1 4 ￣ 0 ． 4 8米
，
为棕色土 ， 夹杂青色泥

铺垫层 。 此位置正好有
一柱洞 ， 可以观察当块 ， 质地坚硬 ， 似经夯打 。 上层厚 0 ． 0 9 ￣ 0 ． 3 4

时立柱的情况。 柱洞下有
一层垫土

，
厚 0 ￣ 0 ． 1米 ， 为深棕色土 ， 夹杂红烧土颗粒 、 炭粒 、

米 ， 棕 色土 ， 夹杂 大量红烧土颗粒 、 炭粒料礓石颗粒 ，
质地坚硬 ， 似经夯打

，
上部与

；
．ｎ ： 、 、！ｍ

働■基

＝
（＿

：
＝

： 人 －

丨

：
：

程中会对周 围墙体造成破坏 ， 在

墙体顶部几乎难以辨认出柱洞痕

ｍ 迹 ， 墙体 内壁移柱 留下的痕迹也

不清晰 。 因此
，
判断柱槽 内立柱

位ｓ时 ， 半軟雜上 的痕迹只

图八 ＪＭ 4北壁剖面能作为参考 ， 主要是依据打破半

．

8Ｃ总
4 8 8 ）

？



中 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河南
一

队等 ： 河南灵宝市西坡遗址庙底沟 类型两座大型房址的 发掘

； ｗ
：ＨＨＨＩ

、
－ Ｊ －


：

／
■＃ｌ ：

：

。 ； ；

－’

。＿

．

图一一Ｆ 1 0 7石柱础

．

‘

％￥ ？－
： ：土

：

／
、

：
＇

■


‘


＿

？

．

．

．
、

：

〈

場 ，
步判断北墙墙体内有 1 8个立柱 。

图九 Ｍ 7北壁剖面Ｍ双 殳 ｉｔ ’■■

 
木结构 可能有着重 要 的 承重作

：福ＫＨＢ
川

ｙ； ｌ＾
＞

：附壁柱在居住面± 留下
＂

的半

ｖ圆弧形痕迹与墙壁接触位置的 宽

：？翻 度为 ＧＩ Ｇ ． 6 6米 ， 与柱子原来

的直径有关 ，
也与移动柱子时造

成居住面破损 的情况有关 。 多数

． Ｓ， Ｊｒ
宽坆㈣ｋ左右

，
可 以作为立柱

能驗考 。 北軸線洞直径

也多在 0 ． 3米左右 。 Ｍ 4底部的两个

圆形立柱痕迹直径约 0 ． 4 7米 。

Ｆ 1 0 7室 内 中部居住面上对称
ｆｆｌ－〇 Ｆ 1 0 7柱洞 （ 西—东 ）放置了 3块扁 平 的大石块 ，

应为

地穴坑壁和墙体的墓葬剖面和居住面上的空室 内柱的柱础 。 西南部柱础石 （ 编号Ｓ 1 ） ，

缺痕迹。 Ｆ 1 0 7墙体内 的柱子多为附壁柱 ， 部白 色 ， 近椭 圆形 ，
表面平整 ，

长径 0 ． 7 9
、

分被包裹在墙体内 ， 部分裸露在外 ， 居住面短径 0 ． 6 5
、 厚约 0 ． 2米。 东南部柱础石 （ 编号

围绕暴露在外的柱体铺设
，
会留下圆弧形空Ｓ 2 ）

，
青色

， 略呈圆弧长方形 ，
表面平整 ，

缺痕迹 （ 图
一 〇 ） 。 据此辨认出 的立柱痕迹长 0 ． 8

、 宽 0 ． 6 2
、 厚约 0 ． 2米 。 东北部柱础石

在东墙和西墙内各有 1 2处
，
门道以东的南墙（ 编号 Ｓ 3 ） ，

青色 ， 略呈圆角正方形 ，
表面

内有 1 1 处 ， 门道 以西的南墙 内有 1 3 处 。 如果平整 ， 边长 0 ． 7
、 厚约 0 ． 2 米 （ 图

——

） 。 被

ＪＭ 4 和Ｍ 7各破坏了
一个柱子的话

，
东 、 西两Ｍ 9 打破 的Ｚ 1 为一个柱洞的 遗迹 。 在居住面

墙内原来可能各有 1 3个立柱 。 如果ＪＭ 1 破坏上有直径 0 ． 7 2米的近圆形痕迹 ， 可能是移走

了 2个柱子
，
那么 门道东 、 西两侧南墙 内也柱子时形成的 。 在Ｍ 9北壁上可见深约 0 ． 4 5

、

各有 1 3个立柱 。 正对门道的北壁有附壁柱痕下部直径约 0 ． 1 6米的柱洞 ， 洞底和下部周边

迹 1 5处 。 打破北壁的现代水泥池 、
ＪＭ 3和 Ｍ 4都有坚硬的青灰泥层 （ 图

一二 ） 。 此柱的性

剖面及底部也显示 出立柱痕迹 8处
，
经仔细质有三个可能 ：

一它就是最初的西北角 室 内

辨认
，
又在墙体内认定柱洞 1 0处

，
这样 ， 初柱 ；

二是原来西北角室 内柱也是以在居住面

？

 9 （总 4 8 9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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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
－


－

？

？－■

 有一排紧密相邻的圆形痕迹 ， 直

： ： ，径均在 0 ． 2 ￣ 0 ． 3 米 （ 图
一

三 ） ’ 推

ｖ＾测此处原来有
一排密集的立柱 ，

） Ｄ 4Ｚｉ
？

－ ，

，

ｔｆ：＿

．

、 “ 丨 豳七在Ｆ 1 0 7后部形成了
一个封闭的空

＾＾ ： ‘

＇ ‘

1此 外 ■ 广ｕ 1



＿

＜
？

） 1

1
泊 的 火 坜通

…

ｓ
：

：

风 口东 、 两痛各发现 ｉ 个糾歸

＂
各二：

‘

「 ：

Ｖ
：迹

， 直径均约 Ｇ ． 2 7米 ，
可能也属

、“零 室 内立柱痕迹 ， 与通风 口 或门道

＿

、土／：－■ 设施有关 。

￡
，

广
： 、

： ．

．

广 ：

…
…

－

“ ．

 （ 四 ） 半地穴墙体

在立 柱 完成 、 柱槽 被填 平

图
一

二Ｍ 9北壁后 ， 沿半地 穴坑壁 夯打一 圈 墙

上摆放础石的方式竖立的 ， 后来改立此柱 ；体 ，
墙体将大部分立柱的

一

部分包裹 ， 使之

三是此柱是在房屋使用过程中竖立的西北角成为一半在墙体 内 、

一

半在墙体外的 附壁

有础石室 内柱的辅助柱 ， 有础石柱已经被Ｍ 9柱 。 北墙 的后排立柱则被完全包裹在墙体

破坏 。 无论何种可能性 ， 都可 以确定整个室中 ， 墙体现存宽度 0 ． 6 4 ？ 0 ． 8 米 ，
在东西 向剖

内中心部位原来应有四个对称分布的立柱 ，面上 ， 西侧墙体高为 0 ． 6 5 米
，
东侧墙体高约

标示出屋内核心空间范围 。 0 ． 6米 ， 墙体呈深棕色 ， 内夹杂红烧土颗粒 、

在 Ｆ 1 0 7 后部距离北墙 0 ． 7 5
－

1
． 2 2 米处 ，炭粒 、 料礓石颗粒 ， 质地坚硬 ， 似经夯打 。

＿＿因为拔取立柱和废弃后造成的破坏 ， 墙体保

存状况不佳 ，
与房屋内填土的 自然脱离不明

显 ，
表面局部可见残存的零星 白灰痕迹 。

‘

（ 五 ） 火塘

脅，
，每 ： ．

Ｆ 1 0 7 的 火塘近瓤形 ， 瓢身部分近椭圆

＼ｊ
ｊ
ｍｔ Ｗ 厂 ：、

．

‘

： 形 ， 瓢把部分近半月 形 ， 通长 2 ． 3 3
、
宽 1 ． 9 6

＿ＢＰ
－

＇ Ａ

＾ｒ％
ｖ

＂

．

＇

 ■米 （ 图一 四 ） 。 上部近直壁 ， 深约ｏ ． 5 米处

有二层台 ， 高约 0 ． 4米。 瓢身部分台宽约 0 ． 2 5

4＾ ．
．

米
，
东部保存较好 ，

西部破损 ；
瓢把部分半

径约 0 ． 6 米 。 二层 台内北侧有一个椭 圆形灶

：坑 ， 长径 0 ． 8 8 、 短径 0 ． 6 6米 ；
二层 台 内南侧

为一个扇形小坑 ， Ｋ 0 ． 8 9
、 宽 0 ． 2 7

、 深约 0 ． 6

米 。 其南壁底部有
一宽约 0 ． 5 、 高约 0 ． 2 米 的

拱顶通道 ， 推测 应与通风 口 相 连 。 火塘内

壁表面均抹泥 ， 已 被烧成红褐色 。 火塘 内

未 见 灰烬 ， 其堆积土与房 屋堆积第 6 层相
“

－

． ．

？

＊似
，
内含少量陶片 和动物骨骼 ；

面空

图一三 Ｆ 1 0 7后排柱洞
（
东—西 ）和门道之间

，
估计是火塘的通风 口 。 为保护

？

 1 0 （总 
4 9 0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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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角 也有
一

片地面呈红黑色 ， 似

±ｙ ：二 气‘

Ｗ四 、
Ｆ 1 0 8

＾献酬肺紐其形制的

Ｈ主要依据包括脚雜和北壁上的

、

“

ｖ灶的剖面 ，
以及打破房址的墓葬剖

面上显示的居倾和室内柱痕迹 ，

ｉ
＂

：
－

．：Ｆ 1 0 8 火塘在 ＪＭ 2南壁上 ， 宽

■ 约 1】
、 深约 0 ． 9 3米

，
近直壁 ，

随 ， ＭＭ部 经长期 火烧

图一四 Ｆ 1 0 7火塘 （ 东—西 ）形 成红烧土层 ，
厚 0 ． 0 2 6 ￣ 0 ． 1 3 4

房址
，
未做完全解剖 ，

火塘和通风 口 的连接米
，
侧 壁薄 ，

底厚 （ 图
一五

；

图

方式不明 。
一

六 ） 。 火塘内未见灰烬 ，
有 5层堆积 。

火塘后有泥制挡火墙 ， 整体呈由较长的第 1 层 ： 浅棕 色土 ，
夹 杂青灰 泥 ，

坚

北墙和东 、 西短墙形成的 曲尺形 ，
北墙和东硬

，
厚 0 ． 0 3 4 ￣ 0 ． 0 6 8米 。

墙保存较好 ， 西墙倒塌 。 北墙长约 1 1 5 、 宽第 2层 ： 深棕色土 ， 夹杂大量青灰泥和

约 0 ． 1 5 米
， 东墙长约 0 ． 4 9

、 宽约 0 ． 2 1米 ，
西壁料礓石 ，

坚硬
， 厚 0 ． 0 8 5

￣

0 ． 1 0 丨米 。

长约 0 ． 4 3 、 宽约 0 ． 2 4 米 ， 高约 0 ． 4米 。 墙体面第 3层 ： 灰褐色土 ， 夹杂大量青灰泥和

向火塘的内面呈褐色 ， 坚硬 ， 外面则保留 着料礓石 ，
厚 0 ． 0 9 5

￣ 0 ． 2 5米 。

泥本身的灰白色 ， 局部被烧成红色 。第 4层 ： 红烧土层
，
夹杂有青灰泥和料

（ 六 ） 居住面礓石 ， 坚硬 ， 厚 0 ． 3 1
￣ 0 ． 4 4米 。

Ｆ 1 0 7的居住面是在Ｆ 1 0 8居住面的基础上第 5 层 ： 棕色土
，
内夹杂青灰泥和料礓

铺设的
，
因此只有一层青色的泥做铺垫 ， 上石

，
较坚硬 ， 厚 0 ． 0 7 7 ￣ 0 ． 2 3米 。

面即为石灰硬面 。 在ＪＭ 4 和Ｍ ｌ 的北壁剖面位这 5 层坚硬的堆积很可能是Ｆ 1 0 7 的建筑

置 ， 青色泥层的厚度为 0 ． 0 4
￣

0 ． 0 9 米 ， 在Ｍ 7北者有 意填充 的
，
用 以 防止火塘 的位置发生

壁 的位置
，
此泥层的 厚度

为 0 ． 2 1
￣ 0 ． 2 3 米

’ 石灰硬面
东顶点Ｚ坐标＂． 0 8 2西顶点Ｚ坐标卯．

：
的厚度均为 1厘米左右 。 泥

一

Ｆ ｌ ｏＳｇｔｔ ｆｆｉｌｉ Ｊｌ／

＂


Ｉ

——＝ 柱洞
＂＂

Ｆ 1 0 8 火塘第 1层 二！！

层厚度不同 ’ 可能是为了居倾下层
柱
— Ｈ ＦＭｒｎｉｉｍ

保证石灰硬 面基本水平 。



上述两个剖 面位置的 石灰Ｊ

麵均比全贿Ｓ点低 1 ． 2 4 ＼Ｐ 1 0＿＿

米左右 ， 水平程度很高 。義 ＼ｙ

其他墓葬剖面显示的情况Ｆ 1 0 8火塘練
大体相同°

绝大部分石灰硬面呈 0 5 0 原米
火塘壁
＾ 0

＂

青灰色 ，
火塘 附近的 硬面


呈红色或黑灰色 ， 房屋西图
一五 Ｆ 1 0 8灶 （ 顶 2南壁 ）

？

1 1
（
总 4 9 1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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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乂

‘炉 ｜

‘

 1（ ） 7 ｎ
、

ｊＭ ｉｆ
ｈ 而 ， ＾ｊＡ

＾
＾ ｆ ｉ ： ｉ ｌ

ｎ
Ｊ

根据 ｈ述遗迹现象 ， 我们 可

：
＇
“

“

．

以 九 」ＶＡＭ Ｏ Ｓ
的 ；Ｈ推测其

‘

， 形状麵积与？大体相同 ， （Ｓ

图一六 丨

，

，

丨 0 8灶 （ 頂 2南壁 ）五 、 知物

塌 陷 。Ｆ 1 0 7填土内包含有少量破碎的陶 片 、 石

Ｆ 1 0 Ｓ火 塘第 1 层 上覆盖着 （

？

’

 1 0 7 的居住器 和兽骨等 ： 陶片均难以复原成完整器 。 现

面 ， 与其他位置相似 ， 包括厚 0 ． 0 5
￣ 0

．

0 7 4 米选择若干典型标本介绍如下 ：

的青灰泥层和约 1厘米的石灰硬面 。 在火塘小 口瓶 6 件 。 均为 双唇 ， 依据器形差

以外部分 ， 此居住面叠压着Ｆ 1 0 8 的两层居住异
，
可分为二式。

面 ， 下层厚 0 ． 0 9 ￣ 0 ．

1 丨 米
，
为青灰泥层 ， 上层Ｉ式 ：

4 件 。 泥质红陶 。 上 、 下唇均较

厚 0 ． 0 8 5
？ 0 ．

1
2米 ， 为棕色泥加青灰泥层 ，

其厚 ， 下唇凸 出较少 ， 剖面近 岡角 二角形 。

上有厚约 0 ． 0 1 米的石灰硬面 ， 灶边缘附近被Ｆ 1 0 7 火塘内 －

7 ： 1
，
上唇顶 面倾斜 ， 略凸

烧成红色。起 。 口下部饰较稀疏线纹 ？口径 5 ． 6
、 残高

在 ＪＭ 2 和Ｍ ｌ及Ｍ 7北壁剖面上 ，
Ｆ 1 0 7居住 4 ． 5厘米 （ 图

一七 ， 1
） 。 Ｆ 1 0 7火塘内 －

1： 1 ，

面下也叠压着两层Ｆ 1 0 8居住面 。 ＪＭ 2 和Ｍ ｌ剖上唇顶面较平 口下部饰细线纹 口径 5 ． 5 、

面上 ，

Ｆ
1

0 8居住面下层厚 0 ． 0 9 ￣ 0 ．

1 米 ， 为青残高 5 ． 9厘米 （ 图 七
，

3 ） ．Ｆ 1 0 7
－ 4 ： 1

，
上

灰泥层 ；
上层厚 0 ． 0 9 ￣ 0 ． 1 2 米 ， 为青灰泥夹杂唇顶面倾斜 ， 略凸起 ：

口下部饰横 、 斜交叉

大量料礓石层。 Ｍ 7剖面上 ， Ｆ 1 0 8居住面下
丨

层厚约 0 ． 1 3 米 ， 为青灰泥层 ；
上层厚约 0 ．

1 3

米 ， 为棕色泥夹杂青灰色泥层 。 其他打破＾一Ｍ＼＼
Ｆ 1

0 7 和Ｆ 1 0 8墓葬剖面上的情况与此类似 。
’

^
在 Ｆ 1 0 7 居住 面上 ， 发现 7 处 近圆 形痕々



（



、

2

̄

迹 ， 四角 的Ｄ ｌ 、 Ｄ 2 、 Ｄ 3 和 Ｄ 4较大 ， 直径分
，产

别为 0 ． 8 7
、

0 ． 9 5
、

0 ． 8 5 和 0 ． 7 1
米 。 居中的 Ｄ 5

、＾
Ｄ 6 和Ｄ 7 较小 ’ 直径分别 为 0 ． 6 3

、
0 ． 5和 0 ． 5 4

3

＾


、

米 ： 根据其分布及其与 Ｆ 1 0 8火塘的相对位置＜ｚｚ

＾
̄

分析 ， 应为Ｆ 1 0 8 的室内柱遗迹 ， 标示出 Ｆ 1 0 8ＩＳ——＜＾
3ｌ

ｙ［

的核心空 间 。 我们推测 ’ 在建造Ｆ 1 0 7 时拔除^

了 Ｆ 1 0 8 的室 内柱 ， 将移柱形成 的坑填埋夯
5 6

实后铺设 了居住面 。 但填土不够坚实 ，
在废？■ … ，

丨 木

弃后的漫长时间里 ， 坑上的居住面下沉 、 破
4 试 （丽＾内

1

1
7 ：＾ 0＝ ；＾ 0 7火塘内－

丨
：

丨
．

损 ， 形成 了与移柱坑形状相似的痕迹 力保Ｆ 1 0 7 － 4 ：

1
） 5 、 6 ． Ｉ Ｉ式 （ Ｆ 1 0 7 － ｌ

：

ｌ

、

ＩＩ 式Ｆ 1 0 7 － ｌ ： 2
）

？

 1 2 （总 
4 9 2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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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队等 ：
河南灵宝市西坡遗址庙 底沟类型两座大型房址的发掘

的线纹 。 口径 6 ． 6
、 残高 4 ． 5厘米 （ 图

一七 ，阁案 为对角对应的两个直角弧线三角 。 残长

4 ）ＤＦ 1 0 7 － 3 ： 1
， 局部呈褐色 。 上唇顶面较 4 、 残高 4 ． 3厘米 （

图一八
，

3
）

。

平 。 口下部饰横线纹 。 口径 5
、 残高 4 ． 4厘米Ｂ型 ：

2 件 。 泥质红陶 。 敛口 。 均饰有黑

（ 罔
一七

，

2 ） 。彩图案 。 Ｆ 1 0 7
－

1： 3
， 尖圆唇 。 唇上饰

一道

Ｉ Ｉ式 ：
2 件 。 下唇较薄 ， 凸 出较多 ， 剖黑彩 ，

口外侧饰黑彩 ，
残存图案上边为两个

面扁平 。 Ｆ 1 0 7
－

Ｉ：1 ， 夹细砂红褐 陶 。 上唇相连的弧线三角 ， 下边为
一道横线 ，

中间为

短而厚 ， 倾斜 。 口下部饰斜 向稀疏线 纹。
一弧线三角 ， 与上边的两个弧线三角相交 ，

口径 5
、 残高 5 ． 7厘米 （ 图

一七 ，
5 ） 。 Ｆ 1 0 7

－形成花瓣状的 空 白 。 残长 7 ．

1 、 残高 4 ． 8厘米

1： 2
，
泥质红陶 。 上唇较薄 ， 顶面较平 。 口（ 图

一八
，

5 ） 。 Ｆ 1 0 7 门道 ：

Ｉ ， 圆唇 。 唇上

下部残存
一周 附加 泥条堆纹 ， 部分已 经脱饰一道黑彩 ，

口外侧饰黑彩 ， 残存图案为弧

落 ， 其下饰细密线纹 。 口径 5 ． 4 、 残高 6 ． 3厘线三角和弧线 ， 空 白处形如花瓣 。 残长 6 ． 6
、

米 （ 图
一＂七 ，

6 ） 。残 局 3 ． 5厘米 （ 图
￣■八

，
4 ） 。

鉢 6 件 。 依据器形差异 ， 可分三型 。Ｃ型 ： 1 件 （
Ｆ 0 7

－ 4 ： 4
）
。 泥质红 陶 。 敞

Ａ型 ：
3 件 。 泥质红陶 。 口 略敞或近直口

，
尖 圆唇 。 素面 。 残长 6 ． 2

、 残高 3 ． 1厘米

口
，
圆唇。 均饰有黑彩图案 。 Ｆ 1 0 7 － 4 ： 2

，（ 图
一八

，
6 ） 。

口略敞 。 唇上饰
一道黑彩 ，

口外侧饰黑彩 ，鼓腹盆 3 件 。 泥质红陶 。 圆唇 ，
口沿

图 案为 对角对应 的两个直角 弧线
＝
角 ， 中外折 。 Ｆ 1 0 7

－

3： 2 ， 沿面略弧起 。 唇部饰
一

间 加两道弧线 。 残长 6 、 残 高 3 ． 6 厘米 （ 图道宽黑彩 ， 鼓腹上部饰黑彩 ， 残存两个长弧

一八 ， 1 ） 。 Ｆ 1 0 7
－ 4 ： 3

，

口略敞 。 唇上饰
一线三角纹的局部 。 残长 1 3

、 残高 6 ． 5厘米 （ 图

道黑彩 ，

口 外侧饰黑彩 ，
图案上面为连续的

一九 ，
1） 。 Ｆ 1 0 7 － 2 ： 1

， 沿面较平 。 唇部饰

直角弧线三角
，
下边为

一道横线 。 残长 4 ． 7
、

一道黑彩 ， 沿面残余黑彩为长弧线三角的一

残高 3 ． 9厘米 （ 图
一八

，
2 ） 。 Ｆ 1 0 7 － 5 ：1 ，部分 ，

鼓腹上部残存两个弧线三角 的局部 。

近直 口 。 唇上饰一道黑彩 ， 口外侧饰黑彩 ，残长 5 ．

1 、 残高 4 ． 2厘米 （ 图
一九 ，

2 ） 。 Ｆ 1 0 7
－

1
： 4 ， 沿面略弧起 。 唇部饰一道宽黑彩 ， 鼓

ｎ＾＾


；腹上部残存横线 、 双弧线 和弧线三 角 的局

／／＿

部 。 残长 
1 0 ． 5

、 残高 5 ． 1
厘米 （ 图

－九 ，
3

）

斜腹盆 3 件 。 依据器形差异 ，
可分为

—－‘ 4－

两型 。

｜

一

ａ型 ： 2件。 泥质红陶 。 上腹部近直。 圆

ｒｍｒ

0 5厘米Ｖｒｙ
？

3
1 1 1 11 1Ｈ

、 ｌ ｒ

ｍ 9 01 0厘米
图一八 出土 陶钵

21

1
－

3 ． Ａ 型
（
Ｆ 1 0 7 4 

？

？  2
、
Ｆ 1 0 7

－

4 ： 3 、 Ｆ 1 0 7
－

5  ： 1 ） 4 、 5 ．图
一九 出土 陶鼓腹盆

Ｂ型 （ Ｆ 1 0 7
－

1 ： 3 、 Ｆ 1 0 7 门道 ：

1 ） 6 ．

Ｃ型 （ Ｆ 1 0 7
￣

4 
：

 4 ） 1 ．Ｆ 1 0 7
－

3  ： 2 2 ．Ｆ 1 0 7
－

2 ： 1 3 ．

Ｆ 1 0 7
－

1  ： 4

．

1
3 （总 

4 9 3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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唇 ，
口沿外折 ， 沿面略弧起 ： Ｆ 1 0 7

－ 4  ： 5
，径 2 6

、 残高 5 ． 7厘米 （ 图二
一

，
1） 。 Ｆ 1 0 7 －

沿 面饰
一道 宽黑彩 残长 7 ． 4

、 残高 4厘米 4 ： 6
， 夹砂红陶 。 圆唇 ，

口沿外翻 口下饰

（ 图二〇
，

1 ） 。横 、
竖交叉的线纹 。 残长 6 ． 7

、 残高 6 ． 1 厘米

Ｂ型 ：
1 件 （ Ｆ 1 0 7 － 3 ： 4 ） 。 圆唇

，

口沿外 （ 图二
一

，

2 ） 。 Ｆ 1 0 7
－

2： 2
，
夹砂黑灰陶 ：

折 ， 沿面倾斜 ， 较平 ，
上腹部开始倾斜 。 素方唇

， 唇面略凹 ，
口沿外折 。 口下是横凹弦

面。 残长 1 1 ． 8
、 残高 5 ． 5厘米 （ 图二〇 ，

3 ）
。纹 ， 残存

一个有按窝的小鋈 ： 残长 8 ． 5 、 残高

敛 口 盆 2件 。 Ｆ 1 0 7
－

3 ： 5
，
泥质红陶 。 4 ． 3厘米 （ 图二

一

，
3

）ｃＦ 1 0 7 － 1 ： 6
， 夹砂灰

圆唇
，

口沿 内敛 ， 沿外侧形 成
一

凸 棱 。 素褐陶 。 方圆唇 ，

口沿外折 ： 素面 。 口径 1 0
、

面 。 残长 8
、 残高 6 ． 2厘米 （ 图二〇 ，

2） 。残高 4厘米 （ 图二一 ，
4  ） ：Ｆ 1 0 7

－

1： 7
， 夹

Ｆ 1 0 7
－

1 ： 5
， 夹细砂红陶 。 圆唇 ，

口 沿 内砂褐 陶 。 圆唇 ，
口 沿外折 ， 沿面 偏上部凸

敛 ， 唇外侧略凹 ， 形成一 凹弦纹 ， 沿外侧形起
，
形成两个连 续的 凹弧面 。 口 下饰横弦

成一凸棱 。 素面 ： 残长 1 5
、 残高 6 ． 4厘米 （ 图纹 ， 残存半个小鎏 ： 残长 7 ． 6

、 残高 4 ． 5 厘米

二〇 ， 4  ） 。（ 图二
一

， 5 ） 。

罐 5 件 。 Ｆ Ｉ 0 7 火塘－ 4  ： 1 ， 夹砂黑灰工
、

陶 ： 方圆唇 ，
口沿外折 。 口下饰凹弦纹。 口六 、 结ｉ吾

广
 1（

一

 ） 两座房址的相对年代和聚落布局

ｚ 演变

ＳＴ＼

＼小口瓶的 口部特征一直是仰韶 义化分期

Ｉ

一

＼／：： 3


的重要参照 。 本简报中 的 Ｉ式小 口瓶上 、 下唇

‘

ｎ ］

——！—

＾均较厚 ，
双唇界限明显 ， 下唇凸 出较少 ， 剖

Ｗ
＿

ｒ
＂

Ｐｊ面近圆角
＝
角形 ，

一般被认为是庙底沟类型

＼＼

＂

Ｖ－
＼

、
一

＿
／早 、 中期 的典型式样 。 丙坡遗址 2 0 0 0年发掘

2？ 5厘米
4

出土的 Ｈ 2 2 ：1 0 2
、

丨 0 4
， 2 0 0 1年发掘出土的

图

＿

； ｌ ｉ 土陶器
Ｈ 1 0 4 ： 2 2 ， 以及Ｆ 1 0 5 填土中发现的 Ｆ 1 0 5： 1

Ｉ

．Ａ型斜腹盆 （ Ｆ＾ 7
－

4 ：

； 0 2 、 4 ． 敛 口盆 （
1

．

1 0 7
－

3 ： 5
、
同为此类型 ， 均被发掘者归人西坡遗址庙底

Ｆ 1 0 7
－

1
： 5 ）3 ．Ｂｆｆｌ ｌ 4Ｂ＾ （ Ｆ 1 0 7

－

3 ： 4 ）沟类型遗存的早期 。 尚未发表详细资料 的

卜

一－

 Ｆ 1 0 6填土 巾也有此类型 的 小 口瓶 口沿 。 本

Ｉ简报中的 Ｉ Ｉ式小 口瓶下唇较薄 ， 凸 出较多 ，

＼ 1


— 两翻的界随糊 ，

－般被认为是繊沟偏
丨


‘晚时期的特征 。 西坡遗址 2 0 0 0 年发掘 出土的

（ＺＪ＞
－ Ｈ 2 0 ：  4 5

、
2 0 0 1

年发掘 出土的 Ｈ Ｉ 1 0 ： 5 同为此

／／

‘

ｖ麵 ，
雌細雜入酣舰舰

、

沟類

．

Ｗ
‘

 3

遗存的晚期 。 因此 ， Ｆ 1 0 7 内 的第 2 ￣ 6层及火

＾  Ｉ



ｙ
ＷＪ


塘内堆积应属西坡遗址庙底沟类型遗存的偏

／／
＾＿

，ｖ ！ 早期 。 我们上面 已经讨论过 ． 这些堆积可能
‘

 4
 ‘

 5是Ｆ 1 0 7废弃不久后形成的 ，
其巾有 Ｆ

1
0 7的倒

＇

ｊ
■‘ ｜塌堆积 ， 因此 ， 堆积的年代应与 Ｆ 1 0 7 的使用

目二―
时间相差不远 ， Ｆ 1 0 8被叠压在Ｆ 1 0 7之下 年

1
． Ｆ 1 0 7 火塘－

4
：

1 2 ． Ｆ 1 0 7
－

4 ：  6 3 ． Ｆ 1 0 7
－

2 ： 2
卩州左… 乙 。 ｒ  1 Ｕ曜且江住 

ｒ ｉ ｌ＂：ｒ ， 吁

4 ． Ｆ 1 0 7
－

1 ： 65 ．Ｆ 1 0 7
－

1 ：

 7代应更早 。

？

 1 4 （总  4 9 4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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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队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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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 1 年发现的房址ｎ 0 2 被发掘者归人西立柱
； 放置室 内柱的柱础石 ， 铺设居住面垫

坡遗址早期 ，
对于另两座房址Ｆ 1 0 4和 Ｆ 3 的相层

； 依托立柱建筑半地穴墙体 ； 挖火塘 ，
立

对年代 ，
发掘者在简报 中没有述及 。 Ｆ 1 0 4叠室内柱 ； 在居住面铺垫层顶部 、 半地穴墙壁

压Ｆ 1 0 5
， 与Ｆ 1 0 7叠压Ｆ 1 0 8的情况相似 。 Ｆ 3 、内面和顶面 、 火塘内壁抹泥 ； 烧烤抹泥面 ；

Ｆ 1 0 2和Ｈ 0 4 的 门道方向分别为 1 0 5度 、
1 2 7度填充半地穴墙体和半地穴坑壁间 的缝隙 ， 修

和 2 1 0度 ， 均朝 向西南或东南 ， 与 Ｆ 1 0 7 的方筑地上部分和房顶 。

向接近 ， 与 ；Ｆ 1 0 5 、 Ｈ 0 6 和Ｆ 1 0 8 门道朝向 中心从现有的资料看 ，
Ｆ 1 0 7的建筑过程大体

广场的布局有差异 。 因此
， 推测位于中心广与此相同 ，

包括以下步骤 。 首先 ， 以 Ｆ 1 0 8 的

场西北 、 西南和东南角的Ｆ Ｉ 0 5
、
Ｈ 0 6和 Ｆ 1 0 8半地穴坑穴为基础 ， 清理 、 修整出新的半地

相对年代更早 ，

Ｆ 1 0 7和Ｆ 3
、
Ｆ 1 0 2及Ｆ 1 0 4可能穴坑穴和门道 ， 火塘很可能也是在此阶段挖

大体属于同一个较晚的时期 。成的 。 其次
，
沿地穴边缘挖柱槽 ， 立柱后 ，

Ｆ 1 0 5
、

Ｆ 1 0 6和Ｈ 0 8是发掘和钻探所知聚以夯土填满柱槽 ， 使柱子稳固 。 填埋后 ， 柱

落中规模最大的建筑 ， 它们的门道均指向中槽部分与半地穴的底部齐平 。 未见先将柱槽

心广场 ，
凸显了房屋使用时期中心广场在聚填实后再挖坑立柱的迹象 。 同时挖槽埋立后

落中的重要地位 。 这种 向心式布局继承了姜墙前面的
一排柱子 。 其三 ， 依托立柱夯打出

寨半坡类型聚落的传统
；

6
1

。 但 目前在三座大半地穴墙体 ， 将立柱包裹在墙体中 ，
更加牢

型房址附近未见成组小型房址 。 事实上 ， 我固 。 其四 ， 在半地穴底部铺垫青灰泥 ，
然后

们在 2 0 0 4年的钻探中 ，
只确认了半地穴房址在地表和半地穴墙壁上抹泥 ，

形成坚硬防潮

3 0余处 ，
对于 4 0万平方米的西坡聚落来说 ，的居住面和壁面 。 其五 ， 摆放室 内柱的石柱

这些房址 明显满足不了 居民 的基本居住需础
， 立室内柱 ， 搭建顶部木结构并盖顶 。

要 。 我们初步推测一般居民可能居住在比较（ 三 ） 大型房屋的功能

简易的地穴式房屋中 ，
在钻探中难以和灰坑Ｆ 1 0 5

、
Ｆ 1 0 6和Ｆ 1 0 8这些大型房屋规模宏

区分。 对于西坡聚落的布局问题 ，
还需要更大 、 建筑技术复杂 ，

又位于聚落的中心 ，
应该

多的发掘工作才能解答 。不是一般的居室。 Ｈ 0 5外有回廊 ，
Ｆ 1 0 6地面和

值得关注的是 ，

Ｆ 1 0 7 和Ｆ 3
、
Ｈ 0 2及Ｆ 1 0 4墙壁均涂朱 ，

Ｆ 1 0 8以多个室内柱标示和规划出

使用时期 ， 聚落布局明显发生了改变 。 上述屋内的核心空间 。 这些特殊的设施和装饰方

三座大型房址环绕的 中心 广场可能 已经不式
， 都是此类大型房屋具有特殊功能的标志 。

是聚落的中心 ，
或失去了特殊的重要地位 。正如很多学者推测的那样 ，

这些房屋很可能是

Ｆ 1 0 4和 Ｆ 1 0 7 都是在原来的大型房址基础上改举行公共活动 、 处理公共事务的场所。

建的
，
可见早期的大型房址也已经被废弃。Ｆ 1 0 7火塘的特殊形制和挡火墙的设置 ，

这些时代略晚的房址门道朝 向西南或东南 ，房屋后部由 密集立柱隔离出 的特殊空间 ， 西

很可能是考虑到了采光和避风的需要 ，
开始南角居住面上的火烧痕迹均表明 ，

这座大型

更多地考虑到房屋的实用性 。房屋中很可能会举行特殊的活动 。 可见当时

（
二 ） 房屋建筑过程大型房屋面向 中心 广场 的格局虽然 巳经改

在西坡遗址 2 0 0 1年发掘简报 中 ，
发掘变

， 但大型房屋的重要性并未减弱 。

者已经对庙底沟类型大型半地穴房址的建筑总之
，
Ｆ 1 0 7和 Ｆ

￣

1 0 8两座房址的清理为我

过程提出 了基本正确的认识 ，
指出此类房屋们深人了解庙底沟类型大型半地穴房屋的建

的建筑大体包括如下过程 ： 挖成半地穴和门筑方式和功能提供了新资料 。

道 ； 沿地穴边缘挖柱槽 ， 填土夯实后再挖坑附记 ： 西坡遗址 2 0 1 1 年 的发掘是 由 中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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