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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元前第三千纪北方地区

社会复杂化过程考察
＊

——

以榆林地区考古资料为 中心

孙周 勇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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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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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 公元前 ３０ ００ 至公元前 １ ８０ ０ 年之间 的 北方地区人 口 数量较前期急剧增 长 ， 聚落规模差 异加剧 ，
社会结构

日 趋 复杂 。 在 经历了 财富集中 、 高等级聚落 、 大型宫室 、 祭坛及公共设施涌现 的 过程之 后 ， 聚落 间 防御需求 日 趋强

烈 ， 环壕 、 城垣等 防御设施成为聚落的 重要组成部分 。 日 益常态化的祭祀 、 占 卜 等宗教活动 成为凝聚聚落人群的核

心手段 。 公元前 ２ ３００ 年前后 ， 以石峁城址为 核心的北方地 区
“

大
一

统
”

的政治格局形成 ， 开启 了 早期城市化道路 ，

迈幵了走 向 早期国 家的步伐 。 面积超过 ４ ００ 万平方米 的石 峁遗址不 仅成 为 国 内 已 知规模最 大的龙 山时期至二里头早

期 阶段城址 ， 也 当仁不让地成为北方地区地缘政治的 中心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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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 ０ 世纪 ８０ 年代开 展的全国 第二 次文物 普遗址数量非常稀少
，
至今还没有正式发掘

一

处 。

查
，
提供了

一

个榆林地区史前遗址分布及数量是故
，
暂且认为榆林地区调查发现的大部分所谓

的 大致状况 。 在总面积约 ４ ． ３ 万平 方公里 的榆
“

新石器时代遗址
”

集中在仰韶晚期及龙山时期
，

林地区共调查确认了８ ２０ 处史前遗址
，
其中 １

２ ５这与环境考古学研究认为的
“

全新世最适宜期 出

处属于仰韶遗址
，

６９５ 处属于龙山遗址
Ｉ

Ｈ

，
龙山现在 ５０００

？

４ １ ００ａＢＰ期间
”

结论不谋而合
｜ ２ １

。

遗址的数量是仰韶遗址近 ６ 倍 。 全 国第三次文如果再将该地区发现的商周时期遗址数 駄

物普奄在榆林地区发现遗址 １ ３ ８ ８ １ 处
， 其 中 新与新石器晚期以后遗址 的数量做

一

比较
，
其数

石器时代遗址数量达 ４４４ ６ 处
，
占 已知古代遗址最悬殊更加显而易 见 。 二普发现的商周 （西周 ）

总数的 ３ ２％ 左右 。 根据 目前考古调查及发掘情时期的遗址数景约 ４０ 余处
，

三普数 Ｓ有显著增

况来说
，
榆林地区相 当 于半坡及庙底沟时期的力口

，

总数约 １ ３ ６ 处 。 相较于仰韶 晚期及龙 山时

＊ 本文 系国家 然科学基金面上项 Ｈ
“

河袞地区 ５ －４ ｋ ａ 的气候变化与 人类适应研究
”

（ ４ １５ ７ １ １ ９ ０
）
阶段件 成果 之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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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一 北方地区仰韶晚期及龙山时代分期表

田广金
［ ４ ］韩建业

Ｂ ］魏峻
［ ６］

Ｉ

《中 国考古学 （ 新石器卷 ） 》
［
７

］

海生不浪文化海生不浪类型海生不浪文化海生不浪文化

３８０ ０ＢＣ
－

３０ ０ ０ＢＣ３５ ００Ｂ Ｃ
－

３０ ００ ＢＣ３７ ００ ＢＣ
－

３ ００ ０Ｂ Ｃ３ ３０ ０ＢＣ
－

２８０ ０ＢＣ

空 白期阿善三期类型阿善三期文化阿善文化

３ ００ ０ＢＣ
－

２８ ００ＢＣ３０ ００ ＢＣ
－

２ ５０ ０ＢＣ３ ００ ０ＢＣ
－

２５ ００ ＢＣ


２８ ００ ＢＣ
－

２ ５０ ０ＢＣ


老虎 山文化

￣

永兴店类型老虎 山 文化

２ ８００ ＢＣ
－

２３０ ０ＢＣ＾ ２５ ００ＢＣ
－

２２ ０ ０ＢＣ老虎 山文化２ ５０ ０ＢＣ
－

２３ ００ＢＣ

朱开沟文化

￣老虎山 文化白草塔类型２ ５０ ０Ｂ Ｃ
－

２０ ００ＢＣ大 口
一

期文化

２２０ ０ＢＣ
－

１ ５ ００ＢＣ２２ ００ ＢＣ
－

１ ９０ ０ＢＣ２ ００ ０ＢＣ前后

期遗址数量来说 ， 商周时期遗址数量锐减 ，
其关键阶段 。 距今约 ３０００ 年前后 ，

在中原地区进

总数不足新石器遗址总数的三十分之
一

。 从这入庙底沟二期文化阶段时 ，
北方地 区史前遗存

一

统计所反 映的 趋势来看 ，
公元前 ３ ０００ 年 以的文化面貌保持 了仰韶晚期 的文化传统

，
表现

来的千余年之 间 ，
榆林地区遗址数量达到 了峰出 了与 中原腹地及其周邻区域的 巨大差异

｜

３
１

。

值
，
人 口 急剧膨胀

；

至公元前 １ ８ ００ 年之后 的本文通过榆林地区发现 的相当于庙底沟二期文

千余年间
，
遗址数量大幅减少 ， 人 口 密度减少 ，

化至龙 山 时代遗址 的聚落特征 、 规模布局 、 居

该地区进入了 文化衰落期 。 本文讨论的 时 间住形态 、 人地关 系等问题的系统分析 ， 探讨 了

区间 为公元前 ３ ０００
？前 １ ８ ００ 年之 间 。公元前三千纪前后北方地区区域政体中 心的形

３ ００ ０ＢＣ？ １ ８００ＢＣ 之间处于中原地区庙底沟成及社会复杂化的过程 。

二期文化至龙 山时代 ，
是中 国早期文明形成的需 要说 明 的是 ， 本文所称

“

北方地区
”

ＳＴＱ本



Ｉ ．ＡＨ Ｉ ９－ Ｈ２ Ｓ 平面图


２ ． ＢＦ Ｓ平面 图


３ ． Ａ Ｋ２平面图


图
一 海生不浪文化晚期房址结构及灰坑葬 （ 均采 自 五庄果墚遗址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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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 与探索

＼Ｗ
￣

＇ 零

―

職来考虑
１

９
１

。 从文化渊源上来说 ， 榆

） 气 ＿二）
｜

丨

壩
林祕相 当于

“

臓沟二期
”

阶段

ｉｉｉｉ？ｉｔ
． ．

５

＾

６

西北这
一

相对封 闭 区域 的 文化遗

Ｉ—Ｊｆ＼／３＾ｊｆ 存仍称为
“

仰 韶晚 期
”

，
包括 了

Ｖｙ
“

海生不浪文化
”
＿ 晚期 及

“

阿

ＶＪ／
＿

／

￣￣￣

＾
Ｉ）

善文化
” ｉ

ｕ
ｉ

（又被称为
“

阿善三期



７




Ｖ— Ｉ￣／ＶＬ／文化
”

ｉ

ｉ ２
１

） 两个阶段 。

Ｉ＾
海生不浪文化时期 （

晚段） 年
？

Ｖ…

笑？＾ 代在公 元前， 。
？

公元前厕 年
１ ４

左右
，
榆林地区可以靖边五庄果墚

图 一 海生不 浪文化 （ 晚期 ） 典型器物（

＿．

＾
Ｐ ＼ ［

１ ３
］ 描 Ｉ 丨 丨搞臾 、＞ 卜 丨

１ ４
丨 笔 ４

虫

（
１ 、 ５ 、 ８ 为五庄果燦遗址出土 ； 余为杨 界沙遗址出土 ）（ 期 ） 、 横 山杨界 ／少 等Ｍ

址为代表
，
遗址数量较多

，
规模多

是 指 以 内 蒙古 中 南部 、 陕西北部及 山 西西北在 １

？

３ ０万平方米之间
，
遗址多分布在靠近河

部为 中 心 的河套地 区
，
大体涵盖 了 鄂 尔 多斯流的平缓山丘上 ，周边不设防

，
未 出现石砌城垣 、

高原 、 毛乌素 沙地 、 河套平原 、 晋陕 高原等环壕等防御设施
， 聚落之间对资源获取的压力

地理单 元
，
西 、 北 以黄河 、 东以太行 山 、 南尚未形成竞争关系 。 虽然聚落之间有了 等级差

以 自 然 山 系及河流为天然屏 障 。 内蒙古 中 南异
，

但其规模差异并不悬殊 ，不见大型公共设施
，

部是指黄河南流区域两 岸 （其 中 以右岸 的准不容易看出像 中原腹地那样 中心聚落与
一

般聚

格尔旗 、 伊金霍洛旗为主 ） ， 陕北地区则包落的差别及凸 出 的贫富分化现象 。 家庭观念突

括了 白于 山 以北 、 无定河流域及绥德以北 区出
，
房屋规模大致相 当

，
结构相似

，
多数 向阳

域
；
晋西北地区包括了 太 行 山 以西沿黄河东分布

， 没有 中心房址。 房屋形制包括窑洞及半

岸 西北部 。 关于 内 蒙古 中 南部 、 陕西北部 、地穴式 。 基本不见占 卜 、 祭祀等遗迹及遗物 。

晋西北 区域史前 考古学文化编 年与谱 系
，
特墓葬少见

，
但多见乱葬坑 （

死者多被埋葬于废

别 是文化命名
，
有数十种观点

，

兹不
一一

列举 。弃窖穴 ）
。 以下以五庄果墚遗址为例加以说明 。

本文釆用 《 中 国考古学新石器卷 》 编年体系五庄果墚遗址位于于山峁之上
，

面积约 ３０

及文化命名 （表
一

） 。万平方米左右 。 文化内 涵分为两期
，
第
一

期相

当于海生不浪文化时期 （ 图二 ）
，
第二期相当

一

、 公元前 ３〇〇〇？ 公元前 ２８〇〇 年聚落形态于阿善文化时期
１

１ ５
１

。 遗址周围环境以草原为主
，

整个地区气候适宜农作物 的生长 ，
经济形态 以

北方地区进入仰 韶时代晚期 的步调较中原农为主
，
狩猎 、 捕鱼为辅

１
１ ６

１

。

地区晚数百年 ，

一

直延续至相 当于 中原地区庙五庄果燦遗址未见壕沟或者墙垣等防御性

底沟二期文化阶段才结束 １

８
１

，
因此这类处于庙底设施 。 房址分为窑洞和半地穴式两类 （ 图

一

，

沟二期阶段 的遗存多被归入仰韶晚期范畴之 内１

？

３ ）
。 窑洞房址多为前 、 后两个居室

，

后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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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窑洞 ， 前室为半地穴式 ’＼Ｔｆｉｎ
一￣

ｗｍ
窑洞内面积约 １０ 余平方米 。 ；
半地穴式房址多为 圆 角＊ 广 售 ｆ 霤 Ｉ 暑 （ ＾

＼ｊ＿ｙ

形 。 五庄果墚居 民对居址
丨 譽 丨 §

１ｍ
＼Ｗ

ｊ

—

ｒａ

的选择 以
“

因地制 宜ｉ＼｜＼Ｉ丨 喔
原则

，
在峁坡地带多堑崖

＾

ｊ

￣￣

＾Ｉ＿
形成断面

，
修葺后室为 窑（

￣￣

、＼ｒｙ／＼ｊ
）＼Ｗ

洞的
“

吕
”

字型复合房址
；ｙ＿／０｜

在峁 顶等平缓的地方 ， 则１

＝
地穴结构 ，

其上起

Ｉ
ｒ
＾

Ｍ＼Ｔ
该遗址未发 现竖穴土ｆ＿＼

一

（

一

ＣＺＺ＼ Ｉ＿
坑墓葬 。但引 人注 目 的是

，＇ 胃 １
ＶＪＺｚ

在 ａ 地点发现了
－

座關ｊ

＾

Ｃ３Ｉ＾
ＪＬＢ

筒状乱葬坑 Ｈ Ｉ
，
坑 内麵

着未成年及成年人 个 体 ２２

ＶＷ＾



ＶＴ７ｓ＾７

具
， 分为 ４ 层

，
每
一

层有
／

艺鲁
：

’

＼ＭＪ
＿等 的 动 物及人骨 ， ＿ＳＴＴＷ＾ＦＭ
以人骨为多 ，

多者达賊 ｔ＾Ａｍ
ｃ Ｔ^，Ｌｗ

少者也有３ 、 ４具 （ 图
－

， ＼ ＾１

４ ）
。 死者成组别排列

，
每

铂 阵右 ｒｔ ４Ｅ Ａ＊ 右去 成图三 阿善文化时期典型陶器
－ｉ ｇｆｃＷ ＪＫ＋Ａ

，

 Ｉ ． 后寨子 峁遗址出土陶器 ２ ． 寨峁
一期出 土陶器 ３ ． 郑则峁

一

期 出土陶器

年人
，
成组分布 的人骨之

间还发现完整 的动物骨架
， ｆＴ７＼

包括家猪等动物
｜

１ ７
１

。 从其（囚 ！

分布状况及＿形态耗 ， ：

（ －

成层分布 的每组个体可能
； ００）

ａａ

＼^
代表 了

－

个独立的家庭单＾
^

位
，
而死者周边 的 家畜或ｒ

－ ｎａ＾

Ｘ？／
为其家麵产 。 ａｈ ｉ这种＆

／
， ｍ

（： ：

^

集 中 埋葬 的现象暗示着五／

二 ｉ ：ｙ ｊ

ｉ＼

庄 果墚遗址或许发生过灾Ｉ
＂

｜

ｒ

Ｑ ＼

难性 的事件 。 结合 内 蒙古丨ｈ ＣＦ＿而 平酬
＿

中 南部地区其他 同期 遗存图四 阿善文化时期房屋形制 （
〗 、 ２ 采 自五庄果燦遗址 ，

＿３ 采 自后寨 子敗 ｉｔ址 ；
＞

发现的 集体死亡现象
１

１ ８
１

， 推测距今 ３ ０００ 年前二
、 公元前 ２８ 〇〇？ 公元前 ２５〇〇 年聚落形态

后北方地区 曾 经发生过大规模 的瘟疫事件 ，

可能正 是这
一

事件导致 了 该 区域仰韶 时期聚阿善文化的年代在公元前 ２８００
？

公元前 ２５００

落数量 的下 降及人 口 锐减
，
从而导致 了 文化之间

，
榆林地区可以吴堡后寨子峁 （

一

期 ）

１

１ ９
１

、

发展 的迟滞 。府谷郑则峁 （

一

期 ）

１

Ｍ
｜

、 神木寨峁 （

一

期 ）

１

２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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ｒ＊
｜

与防御需求强烈 。 居址形态依然延续了前

ｒ
－

ｐｓ
， ｒ＾ｒ？＿ 期形制

，
规模相类

，
财富趋于平均 ， 人群

／１？＇

丨 ＿ 丨 ■｜；

１

丨＿ 之间没有 明显阶层化现象 。 聚落内 部房址

ＡｘｒＢｆｔ
＼

：

爾 １ 麵 ｜ 爾 布願础 向錄征
， 不贴型公共设施 ，

Ｈ祕 卜骨等指示祭祀的遗物出 现 。 竖穴土坑墓
＇
＾

葬不见
，

死者葬于废弃窖穴常见 （ 图三）
。

总体来看
，
这
一

？

时期遗址数量较前期似有

／Ｌ ｉｗｆｉ
）／）Ｄ）明显减少趋势 ， 人 口 的锐减或与前期发生

＿
＠＾＝＝

絲麵廝雛

＾＾￣
＊

ｊｓ．后寨子峁遗址 由三座相连接的 山峁构

Ｊ
［ 圏 （ ＿＼ｆ？ 为通道 ， 面积约 ２ １ 万平方米 ＇每个 山

＼ｊｊ） ｆ^
Ｐ＼ 聲 ＼￥上沿山体等高线成排分布着房址

，
以 ２ 、

３ 座房屋形成组别
，
显示 出该聚落居 民之

图五 龙山早 期典型 器物间亲疏不 同 的社会结构关系 。 房屋分地面

１
． 寨山遗址 Ｆ３ 出土陶器 ２． 褰尚梁遗址出土陶 器式及窑洞两种

，

以利用断崖修葺的窑洞为

主 。 房屋之间排 、 组关系清晰
，
整个聚落

〇 ｊ
？内部呈现出 区 、 排 、 组以及单个房址四个

＠￣
￣

］层级的组合关系 ， 反映了 聚落 内部不同级
’

 Ｉ！Ｉ一￣
１Ｊ 别 的 以血亲为纽带的家庭 、 家族之间 的社

，
—

１］｜会关系 。 后寨子峁遗址三处独立 山峁间 以

ａ
，＾下挖壕沟与砌垒的石墙为周界构建了 相互

ＶｊＮ＼依赖并相对独立的 防御空 间
，
成为榆林地

ｒ ＾Ｑ区 已知最早 的防御性聚落
，
这
一

聚落形态

Ｕ／ 的 巨变或许与环境趋于干冷 ， 资源获取难


／度增大 、 生存压力加剧有关 。

 ＼
１
２Ｎ

图六 龙山 早期房屋形制与结构三、 公元前 ２５００ ？ 公元前 ２３００ 年
１ ． 寨峁梁 Ｆ４ ２ ２ ． 寨峁梁 Ｆ５３ 

—

５４

聚落形￥

靖边五庄果燦 （
二期 ）

、 横山大古界
Ｕ ２

１

、 金山

寨
１

２ ３
１ 等遗址为代表 。 从陶器特征来看

，
可分为如果以空三足器的出现为标志区分的话

１

２ ５
１

，

早晚两段 ， 早段包括五庄果墚二期 、 后寨子峁以寨 山 Ｆ３ 为代表的遗存既包含 了尖底瓶向平底

一

期 、 大古界等遗存
；
晚段包括郑则峁

一

期 、瓶过渡 阶段的 圜底瓶 、 三足瓮前身圜底缸等器

寨峁
一

期等遗存 （ 图三 ） 。 遗址规模较前期没物 ，
又新出现 了 陶琿等三足器类

，
暗示着炊煮

有 明显变化 ，
仍未 出现大型中心聚落

，

但地域方式及生活形态 的转变
，

可视为本区域仰韶时

性 中心聚落 已逐步显现 ， 社会凝聚力增强 。 聚代的结束及龙山时代的到来 。 榆林地区以吴堡后

落周边开始 出现了设防现象 ， 暗示着人们生存寨子峁 （
二期 ）

、 榆林寨峁 梁 ｜

２６
１

、 佳县石摞摞

压力加剧及社会复杂化倾 向显著 ， 对资源控制山
Ｕ
７

１

、 横山寨山
｜

２８
１

、 王阳畔
１

２ ９
１ 等遗址为代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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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寨山 Ｆ３ 为代表遗存属于早期 阶￣

１）

—

４Ｌ
—

段
；
寨峁梁 、 石摞摞山二期等遗存 ＾ｆｇ

中尖 （圜 ） 底瓶基本消失
，
圜底器

｜

盛行
，
代表了该期遗存的晚段 （ 图＼Ｗｋ

＿

＼：ｗ＼
；

ｗ
五 ） 。 这类遗存 的年代与内蒙古凉ｗ， ｕｍ／

城老虎山 、 西 白玉 、 大庙坡等遗址？
￣￣

ｒ
—

＾Ｖ
－

１

^

Ｅｍ：
■羅爾

麵显著
， 但錢 巾在 １

？

８０万平
ｒ
＿＿＿

＿

方米之 间
，

５ ０ 万平方米之上 的 遗厂
＂

？＾
￣
̄

址数量显著增多
，
地方性 中 心聚

产嚇
£＾＼＿

落初步形成 。 普難賴酵建
丨 ｇ

石砌

，
等防御设施

：＾
有遍

： Ｉ、肩
ｓ，＾ ＾ｈ ｔ

ｒ

－ｋ＾
＇

ｃ．

－＾ ±ｆｓ Ｔ＾
－

ｍｔ
－ｂｎ ？Ｂ．ｍ．图七 龙 山晚期早段典型器物

尔洛 的 防御诉求较則 期加强 ， 聚
１

． 删饰二議＃２ ． 寨尚二 期陶器

落之 间 资源获取竞争加剧 。 未见

大型公共设施 ，
房屋形态及规模

ＩＴＷＪ

￣

—４

大致相当
，
结构相似

，

个别 聚落
／＼ Ｂ

：
出

＝＝讓■
ＨＪ
，
ｗ

以

锺 ｒｉ爾纖 ｙｉ
较好

寨

■讓爾
小型石城聚落 ， 面积约 ３ 万平方１

米 。 该遗址除东南侧 马鞍部与其Ｉ

一

它 山峁相连外 ，
东 、 西 、 北三侧

ｒ
－

｜
－

＞ｒ^
均临深沟 ，

南侧 山体马鞍部和西
＼
——

／ ＇

＾ｍ
侧 山坡处修建石墙 ，

残长约 ２〇〇
￣

￣

ｊ／＼

米 。 天然沟壑与石墙为周界ｍ 疒 續 麵 ＼ 霧
了较为封酬關挪 。＼ １ ７Ｖｄ＃＃＼Ｊ

￣

Ｔ
从保存较好者来看 ，

寨峁梁２ｕ＿＾－

房址为前后相接的直线联套式结图Ａ 龙 山晚期晚段典型器物

构
，
其后 室为蜜洞 。 房址沿等高

！
． 新华遗址 出土随 ２ ． 石＿址 出土陶 器

线绕 山体东 、 北 、 西三侧呈圆 弧状排列 ，
高低示了

一

个带有家族观念的 、 血亲关系密切 的小

错落
，
大致可分为四至五排

，
成组分布规律明显

，型村落 。 卜骨数量较多
，

只灼不钻
，
表 明祭祀

门道均开向 山坡低处
，

呈现出
“

凝聚而不向心
”

活动 日益世俗化 。

的平面布局 。 寨峁 梁遗址成组分布 的房址 ， 揭寨峁梁与石峁遗址同属秃尾河流域
，
直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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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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丨

：－

）
－

］

？＼／
￣￣

￣

Ｖ


ｙ
｜
＞０

ＷＢ
，

ｅ＾＊
＊？？

＂

ｈ

＾
Ｅｌ 料糊｜響

歷３
？洲 ＿ 丨 丨 丨

ｉ

ｎ
綱

０ ，１ ００ｃｍ ０ ｌ ＯＯｃｒａ

１Ｉ

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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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九 龙山 晚期房屋形制 （均采 自新华遗址 ）

１
． ９９Ｆ３ 平 、 剖面图 ２ ．９９ Ｆ９ 平 、 剖面图

距离约 ２〇 公里 ， 从秃尾河流域史前石城调查资四 、 公元前 ２３〇〇 ￣ 公元前 １ ８００ 年

料来看 ，
寨峁梁遗址属于次级小型村落 。 若以聚落形态

石峁城址作为黄土高原北部早期都邑出现的标

志
，
寨峁梁则处于这

一

都邑形成过程的早期孕以神木寨峁 （
二期

）

１

３ １

１

、 新华
１

３ ２
１

、 神圪挞

育阶段 ， 展现了 区域社会复杂化及阶层化的两梁
Ｍ

、 木柱柱梁
｜

３ ４
１

、 石峁 １

３ ５
１

、 府谷郑则峁 （
二

个极端 。期
）

Ｍ
、 寨山 及等遗址为代表 。 大致可以分为

石砌城垣的普遍 出 现暗示着生存压力与早 、 晚两段 ： 以寨峁二期 、 郑则 峁 （
二期 ）

、

竞争格局 已 经成为公元前 ２５〇０ 年 以来
一

个大新华 （早期 ）
、 石峁 （早期 ） 等遗存为代表早

趋势 。 这
一

时期大量涌现的石城聚落多选择在段遗 存
，
年代在距今 ２ ３００ＢＣ？ ２

１
００ＢＣ 之 间

；

三面被深沟陡坡环卫 的 山顶上
，
采用堑山成障以新华晚期 、 石峁 （晚期 ）

、 木柱柱梁 、 神讫

的方法
，
并在削堑的土崖外包筑石壁

，
使 山坡挞梁等遗存为代表 的 晚段遗存

， 年代在距今

更加陡峭险峻 ，
以形成相对封闭 的空间 。 有些２ １ ００ＢＣ ？ １ ８ ００ＢＣ之 间 （ 图七 、 八 ）

。 该期遗址

城址虽然规模不大
，

但较周边区域及内 蒙古中面积及规模出现了高度分化
，
区域性 中心聚落

南部地区龙 山时期石城而言 ， 建筑结构复杂 、涌现
，

４００ 万平方米以上 的超大型 区域中心都

功能完善
；
其修建城址 （环壕及石墙 ） 所需的邑——石峁 出现 。 遗址设防现象普遍

，
小型聚

劳力资源显然超出了 城内人 口 之负担 ，
暗示着落发现环壕及石砌城垣类防御设施

，
中型聚落

地域性社会组织不仅初现端倪
，
而且具备了筹多见石砌城垣

，
大型遗址如石峁 出现了 环套结

措更大范围劳力资源的能力
，
也反映了聚落之构的 多重石砌城垣 、 宫城及祭坛等具有早期王

间凝聚力增强
，
支配与被支配关系成为约束层国特征的高级设施 。 祭祀作为

一

个重要内容 ，

级化聚落之间 的普遍法则 。 聚落之间竞争 日 趋不仅见于小型遗址 ，
更常见于大型都邑 。 中 、

显著及社会复杂化倾向 的加剧 ， 奠定了公元前大型聚落 内部功能区划明显
，
防御设施结构复

２３〇〇 年前后中心都邑石峁形成的社会基础 。杂 、 功能完善
，杀戮奠基及宗教仪式等行为出现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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纵观这
一

时期 中小型聚落 内 的房址结构
，面积约 １ ． ７ 万平方米 。 房址多 圆角方形半地穴

不难发现房址结构 多种多 样 ，
包括了 窑 洞 、式单间结构 ， 没有窑洞 。 距离木柱柱梁遗址西

半地穴式 、 石砌 房址及地面式 等多种 。 自 仰约 ３ 公里之外的新华遗址是另外
一

处重要的全

韶 晚期 以来 的 窑洞房址数量逐步减少
，

这与面揭露的小型聚落
，
位于平缓沙丘顶部

，
但并

龙 山 晚期古人对聚落选址多在较为平缓并靠没有类似环壕类防御设施
，
所见的房址仍 以半

近河流 的做法密切相 关 ； 同 时半地穴式及地地穴为主
，
还出现了少量地面式建筑 。

面式 居址数量显著 增加 （ 图 九 ）
。 这种居址木柱柱梁及新华遗址是榆林地区龙 山晚期

构建 方式 的转换反映人们能够 更好地利用 自小型遗址 的典型代表 ，
分别代表了设防与不设

然环境及周 边地质 资源 ，
如在 石料资源丰富防两种聚落布局形态 。 发现于房址及废弃窖穴

的 区域
，

石砌 的 房址则成 为
一

个重要选项 ，之 内带有烧灼痕迹的 卜 骨及祭祀坑 （如新华遗

人与 自 然之 间 由被动适应变 为主动 的 改造利址 ９９Ｋ １ ） ，
表明祭祀活动已经成为这

一

时期包

用 。 墓葬规模差异 明 显 ， 最 小者仅可容身 ，括 中小聚落在内的普遍现象
１

３ ７
１

。

面积不足 １ 平方米
；
大者达 １ ０ 余平方米 ，

棺这
一

时期 的 墓葬保持了 晋 西北 、 内 蒙古

外殉人 ，
且有丰厚 随葬 品 及木棺等葬具 。 墓中南部及陕北地区龙 山晚期以来的 随葬 品稀少

葬体量相差悬殊
，
随葬 品 多寡不均 。 墓葬规的特点 ， 多数墓葬规模较小 ，

仅可容身 （ 图

模的 巨大差异显示 出 死者 （ 或其亲 属 ） 动 用
一

〇 ） ；
中 、 大型墓葬 出现

，
并且规模略大者

社会资源 的 能力不 同
，
更为直接地体现 出 死多埋葬两人 ，

一

人居 中显系墓主人
，
另外

一

人

者生前社会经济 地位 的 巨大差异 。 玉器 、 铜多侧身屈肢
，
或为殉葬者 。 暗示着财富不均现

器等体现身份等级及财 富 的 随葬 品 出 现。 中象 日益凸 出
，
等级差异逐渐明显

｜

３ ８
１

。

小型聚落 以木柱 柱梁及新华遗址为例 ，
大型石峁遗址形成于公元前 ２３００年前后

，
废弃

聚落 以石峁为例 。于公元前 １ ８００前后 ，
面积达 ４００ 万平方米以上 ，

木柱柱梁遗址东距石峁遗址约 ２０公里
， 面由

“

皇城台
”

、 内城和外城构成
，
系已知规模最

积约 ５ 万平方米
，
属于北方地区首次发现的

一

大的龙 山时期至二里头早期阶段城址 。

“

皇城

处小型的环壕聚落 。 环壕周长约 ５６２ 米 ，
壕 内台

”

为大型宫殿及高等级建筑的核心分布区
；
内



 、


、
城将

“

皇城台
”

包围其中 ，

ｎ
，＝

｜

｜ｊ＾
城墙依山势大致呈东北

一西

Ｂ＾Ｑ
／ 南向分布

，

面积约 ２ １ ０ 万平

｜］ ｜ｐ ｉｉｉｉ
Ｉ１Ｉ ｆ！

＼ ＿ｉ；１

／
夕 卜城城墙总长度约 ｉ 〇千米

，


ＪＩ 宽度在２ ． ５米以上 。

１〇５〇ｃ ｍ ２３石峁遗址防设施复杂先

图
－

Ｏ 新华遗址祭祀坑 Ｋ １ 及墓葬 （ 均采 自新华遗址 ）进 ， 大型 吕室建筑

＝

么

＝
又

１ ． ９９ Ｋ １ 平 、 剖面 图 ２ ． ９ ９Ｍ ３ ０ 平 、 剖面图 ３ ． ９９Ｍ６ １施制度化 ，
藏玉于墙 、 杀戮



７ 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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７９Ｓ２所在的秃尾河流域调查并确认 的石城聚落不下

３０ ０ ０１ ０ 处
，
包括桃柳沟 、 庙石摞子 、 石摞子 、 石抓 、

２ ５０ ０寨合￥ 、 虎头￥ 、 薛 家会 、 高家川 、 寨 ＠ 梁 、

１ ５ ０ ０
－

＾１Ｉ白兴庄等
，
此外还有 大量没有防御设施 的小

誦■■Ｎ ，
型聚落 。 正是这种 多层级的 聚落 系统 ，

“

聚
５ ０ ０一

邑成都
”

，
形成了 以石崩为区域核心的金字塔

．

、
务＾形社会结构

，
奠定了王权国家

一石峁的政治 、

＾＾经济 、 宗教及社会基础 。

、＾＾公元前 ２３ ００ 年后
，
陕西北部 、 内蒙古中南

图
一 一

榆 林地 区新石器 时期遗址数量与面积统计图部及晋西北地区 中小型聚落数量暴增
，
中心聚

落与小型聚落规模相差悬殊 ， 每个 （次 ） 中心

奠基及祭坛等祭祀宗教活动等盛行
，
成为凝 聚聚落的控制区域面积或在数百平方公里上下 ，

中小型聚落核心手段 。 石峁遗址 的形成
，
终结使得 区域内背景复杂的不同人群得以整合 。 这

了北方地区复杂纷争 的割据局面 ， 促成 了距今些众星拱月般环绕在石峁遗址周边的
“

卫星村

４０００ 年前后地处华夏北缘最为重要的
一

支政治落或次级中心
”

，
改变了仰韶晚期及龙 山早 、

势力 的孕育发展 。 种种迹象表 明 ，
石峁城址的中期所见的多 中心 、 对抗式聚落分布形态

，
并

社会功能不同于
一

般原始聚落
，
已经跨入了早逐渐 向单 中心 、 凝聚式的形态演变

，
最终形成

期城市滥觞时期作为统治权力象征的邦 国都邑了石峁遗址为代表的早期王权 国家 。

的行列之 中
，
它具备 了集约人 口 、 集约经济 、公元前 ３０００ 至公元前 １ ８００ 年之 间 的 北方

聚敛高等级物质文化 的空间地域系统 ， 是距今地区经历了财富高度集 中 、 高等级聚落涌现 、

４３ ００ 年前后北方社会的政治 、 经济 、 文化及宗大型宫室 、 祭坛及公共设施形成的过程 。 聚落

教 中心
，
也是不同于仰韶时代 的维护社会新秩规模差异逐步加大 ， 等级化趋势明显 。 防御需

序的礼制与宗教中心 ｜

３ ９
１

。求越来越强烈
，

环壕 、 城垣等防御设施成为聚

落构成 的重要组成部分 。 祭祀 、 占 卜等现象 日

五 、 结语益常态化
，
成为凝聚聚落人群的核心手段之

一

。

大型宫室 、 祭坛等反映社会公共权力的设施形

全国三普资料提供的榆林地区 ４４４６ 处新石成 。 个人财富不均 、 城 乡分化初现 ，
迈开了走

器时代遗址中
， 面积在 １ 万平方米以下者 ２９８２向早期国家的步伐 。

处
；

１

？

５〇 万平 方米之 间 者 Ｉ ４５ ２ 处
；

５ 〇
？

１００进入第二千纪早期
，
北方地区考古学文化

万平方米之 间者 １ １ 处
；

１ ００ 万平方米以上者仅仍然延续 了本地龙 山晚期 以来的文化特征
，
陶

石峁遗址 １ 处 （ 图
—一

） 。 面积超过 ４〇０ 万平器面貌上丝毫见不到 中原二里头文化 的影子 。

方米的石峁遗址是公元前 ２００ ０ 前后榆林地区乃因而可 以认为
，
夏文化 的影响在夏王朝建立初

至整个北方地区 唯
一一

处特大型中心聚落
，
她期远未波及到北方地区

，

包括 内蒙古 中南部 、

与周 围其他 中小型聚落共 同构成 了 四级聚落结陕北地区在内 的河套地区并未随着夏王朝建立

构 。 从空 间分布形态来说
，
处于第二等级的 聚而成为其势力范 围

，
反而保持着 自 己独立的文

落 （ ５
０
？

１
００ 万平方米 ） 多是地域性中心 ， 周边化传统与发展轨迹

｜

４０
１

。 生活在内蒙古 中南部 、

散布着数量不等的面积在 ５ ０ 万平方米以下的中陕北 、 晋西北 的 以石峁遗址为核心的人群与夏

小型遗址 。 据不完全统计
，
陕北地区龙 山时代王朝鼎足而立

，
形成了华夏沃土上

“

万邦林立
”

石城聚落的数量大约七八十处 。 仅在石峁遗址的社会图景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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