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 涵 氏嗾 象 壤 考劣 的典 疙

真 家遗妯 疾掘 的 轰 要 成就 与所 究 的 反 思

亞 朱乃诚 （ 中 国社会科学驗古研究所
：

）

《＿寨 新石器时代遗址发掃靡告 》

？
蠢中 国 自

Ｉ ９ ５５ 年 以来开 展 氏 ：霖聚落考 古研究 的
一

个典蒗 。 说

它是
一

个典范 ， 是因为迄今为止 尚 緩有
一

处史前逢ｆｔ

的聚落考古研究 像姜：寨聚落址那样 ｆ

＇

＿落平面结

构揭示 、 复＿那 么完整而清晰 。 而 围绕姜寨聚落址

平面结构旃 展开 的各＃研究与探索 ， 撼集中体现了 中

国新石器財代聚露平面翁＿研究 的 ｉｆ入状况＊存在

的 问题 。

一

、姜寨遗址发掘 的过程

姜寨邋址位于陕西省臉緣县临１｜与 渭河交汇 的

属二＿阶地 的三 角 遗址西 南 丨＿河 ， 遗址＿
蠢戰临河冲毁

一

部分
，

面积翁 ５ ５ ＣＷ０ 平方米 ， 保留部

翁齒 ２ＳＯＢＯ 参平方米 ，
；屢址主蘩部分保存基本

Ｗ７２ 年春村民襄整土地而发现遗址 ， 由 当 时 负责陕

震會古生鞠化石和史前文 化遗ＪｌＬ专掘工作 的寧坡博

勸？行发掘 。

１９７３ 年 ４ 月 至 １ ９ ７Ｓ 年 １ １ 月
、对養寨遗址进行了

Ｕ次发掘 ， 揭露面积 １ＴＯ４ 平方氣基本 蠻

＠主体部分全面遍＿ 。

袁 中 １ ９７３ 年 ４ 月 ５ 月 中 旬 的 第
一

掘 ， 由越赶 昌鹽慮
；
在遗址东部倉掘面税 Ｓ００ 平方

来 ，
主要收获是在姜褰囊落銳东 ｉ 繼沟东侧发麵东 片

墓地 ， 清 無食化率坡类迦土坑墓 ３３ 座 、 翁＿
１ ２ 座 ， 还在东 片墓地北侧清理 １ 座＿象 。

１的 ２ 年 １ ６ 月 ３ １ 日 至 １ １ 月 ３ １ 日 的 第二次

由 王蠢＿ 负责 ， ＿绕靠一 ＆變掘发现 的 墓地进行发

掘 ， 揭露面积 ４ ＣＷ 平方米 ， 基本将？ 片墓地全部截雪 ，

Ｉ计清理土坑墓 Ｓ １ 座 、 蒼棺萍 ２ ６ 座 ， ０ 时发现并清

理 壕 聚 ｌ＆ｈ内东部 的 ｐ ｌ 大

房址 的东半部分 。 由 于 ｎ 房址规模很大 ， 南北宽达

１ １ ． ８５ 寧 Ｌ ５ 米 ， 故 １的３ 年 ４ 月 １ ６ 日 至 ７ 月 坫

日 的 第三次 发掘 ，
主要是追踪 Ｆ １ 大房址及该大房址

东侧 的儀 １ 壕沟 。 譲三次證細 由巩启明 负责 ， 发掘面

积 ８９３ 平方米ｙ 除了整体＿ ￥ １ 大房址与东 ｉ 穩釋

歲Ｓ ＫＧ ） 外 ， ｜｜清理了Ｅ１ ４ 、Ｍ ５ 、 Ｂ １ ７ ＿ １０座小處

与 中 型房址 、
Ｆ １ Ｕ墙所类 房扯 ，

ＪＩ ：Ｓ
—

批灰坑与聋橙

葬
，
还发现了

一

批客省庄二期文化的遗存 。 新 见的

中 、 小＿房址 的门道方 向 与 Ｆ１ 大房址 的门道方 向相

同 ， 也是馨向西 ， 而这些房址位于东 １ 霉沟 的 内 ＿ ， 东

１ 參Ｉｆｅ还有哨所类建筑址 ， 这些釋象显承已经发

掘揭露 的这 迹应是
一

个完會＿址东部 的
一

ｄ１

部分 ，錄落址内Ｊｔ他部ｔ的 房址？嫌是如何翁布 的

呢 ？ 由 此萌发了进行大规模发＾ ＞

全面掙ｇ寨攀＃

址 的思鬆 。

１ ９７ ３ 年 ９ 月 ４ 肩 至 １ ９７Ｓ 年 １ ２ 月 ２５ 日 ， 妻＿編

址第 四次至 苇八次 戈極
，
由 巩启明 负＊ ， 围翁姜寨聚

落址 匕 西 、 南 、 ＊ 几 个 不 同方位迸行大规＿地揭

露 ， 并在 中 局部攞響 ；

ｓ积 １Ｍ ７５ 平方米 ，

清理了东 、西 、 南 、 北四 ｆ鄭分 的
一

大批房址 、灰坑

坑等蘧＿￥ ；
东北钸 的鑛沟 Ｓ

ｉ
； ＊部 的 壕沟 ３

、 南部 的＿

沟 ４
， Ｋ及 南？壕沟 ４ ．袁 南 的 南 片 墓地 、 聚落址东 北

咅＿＿说外的愈北 片墓地的局部 。 在谋北 片墓 ｉｔｔ＃理

鑫＿４氣座 。 发现龜＊西 、 南 、 北 的 房址＿向 中部开门 ，



２０２２ ． ０４

在 中 部爾狻有 爱親房址 ， ｆｆｌ是宽视了晚于房址 的 墓

葬 。 开靖意況＿？址 ６ｆｆ部可能是广场 。

于 墨焦 九 次 发Ｉ屈 在 聚 落址 中 部 大规 ｉｌｆｔ行
，

１犯 ６ 年 ３ 月 １３ 日 至 ８ 月 ３ １ 日 ， 由 趙康民ｆｔ责 ■麵

Ｗ积 ８珀 平方米 ， 累计冀现了１ ８＋挫 ：±坑墓 。 与 此 同

半坡博＿馆 由 巩启明 负责于 １ ９７６ 年春还发掘了

渭 南县 阳郭 穸 史家繼 ；１ ， 灣 ：＿积 ３Ｓ） 平方米 ， 发现

４ 个窖穴 ，
４３ 座＿＿

一

批陶器 、石器 、骨 鳥器 。 文化

捕Ｉ親饺为舉魏
＞

其 中 ４０ 匪为多人二 次 合葬墓 。 史家墓

地 的 多人二次 合譯 其随葬酶慕 的文化揮貌 ， 与姜

綱擊翁址珠 部发现 ６ｔ１ ８ ４ 座 墓葬 的霉ｆ及部蠢食 ｆ
匕

面貌相 同 ， 量纏者 由 此确认这犧＾處難裹 同 时 的 。 而

依据姜寨＿发掘的局部层 位关 系 ， 发掘者翁姜寨聚

落址 中 Ｋ 中 部 广场为 中心分布 房址緯摩落址作为伽

韶文化半坡类型前廳Ｓ遗＃＞播集褰議落址 中都广场

多 ，

人二敎 合葬墓与 史家墓地作为 半坡类型

后段 的遗＃ 。

一

举将仰韶文化半ｉ皮类型分 为翁罔脔太

期 。

第十次繁掘是完整揭露 已经 发魏并局部揭霹 的

东北 片墓她
，
于 １９？７ 年 ３ 月 激 日 至 ５ 月 ２ ： ｇ

日 由 阎磊 负责 ， 銳Ｉｆｃ积 ４？３ 平方遗 累 计清理墓葬

５５ 座
，

：

衝定了东北 片墓地 的范围 。

ｔＨ
＾

—

次发掘于 １ ９７９ 年 ２ ： 月 ２７ 日 至 １ １ 月 ２ ：３

日 进行 ， 先后 由Ｅ启明 、张瑞玲负责 ， 发＿＿聚落蠢

：？东 南？与 中部尚未发＿的部分 ， 揭露面积 ３３＆６ 平

方来
９
至此将姜＿＿址 ｆ呆存 的部分基本全部揭露 。

養寨遗趾 的 发掘过程 ， 是根据发现 的现象 ，遂步

追摩聚落址局部呈 片Ｅ 的 全貌 ， 直至
：

＿整 个聚落址

；ｉ全貌 。

二
、 姜寨遗址发掘 的主要收获

姜寨遗址 ｉ ｉ 羲讀＿ 的收获十分丰富 。 最重要 ６
｜

成果主要着以下四 个方面 。

１ －勸Ｊｒ 了仰韶文化半坡类型前期 、半麓类型 后期 、

庙底沟类型 、率坡我期类型 的早辑 四期 ６ｆ｜
ｉ

Ｊ分

在 １ ９？２ 年 以前 ， 关 中 ｉ醫 南 ｉｌｌ西地区 的 仰纖 ：愈

化基本總 ：分 为半坡类謙与庙底灣类壤 ，
以及爭？期

遗存 ， 而半坡类型与慮底沟类型之间 的早晚关辜 尚 時

明氣麵Ｓ址 的发掘 ， 至 ＪＷ３ 尋 ７馨 Ｌ次发攞之

后 ，从地层上区分出 四期＿早衡关藥Ｊ 卩姜寨
一

期 （ 半

坡类 型鏡期鲁書二期 Ｃ半坡类 型 后 期 ） 、 姜ｆｔ三期

（ 虛底沟类型 ） 、姜寨四期 （ 寧坡逾細类型 ｈ而且每期
＇

簾划分都有 ￥＿釣地层堆ＩＲ为 依据 ， 并且每期鄯有丰

富 的童廣；遗存 。

其 中姜＿－期 屎＃歲＆ ， 揭露了整 ｔ雜落址 的平

賣结构 ９夔霸有房址 １２０ 座 ， 存留在房址外的灶瑪 ： １ ８ １

个及零星分布 的 呈雜編 圖 的 柱洞 ， 灰坑与窖穴 ２＠７

个 ， 陶窑 ３ 座 ， 制陶作坊基址 １ 蜜
，
牲畜圃仁遗迹 ３赴

和牲畜夜宿场遗逾 ２ 处 ，搁 围聚落 的壕沟 ４ 条 ， 聚落

中
＇

—ｒ场 ， 道路 ２ 条 ， 以三 片墓地蠢 主 的 土？墓 ｍ

座 ／德嚷壽 １１６： 座等 。 遗修有石 、處 ，
骨 、 角

８

等质地

癒倉Ｉ中工具 麗１ １ 件
；
完整和 １１复原 的＿器 ？３９ 件

陶 片 ｌｔｔｔ 余
Ｉｆｆ 片 ， 包括大量彩陶 其 中 陶器 、 陶 片上有

舞 １划符号筠 ｉ ｆ 丨 ２ 件 （ 片 ） 、ｇ＃ 油 种 ； 不知 用途尊＿器

４ 件
；

石 、 骨ｓ陶、＿ 、 牙等材 质 制ｆｔ 的 装饰 品 ３８ ５ 件
；

石 、骨 、 陶制 ｆ＃遽其他物品 １Ｍ 件
；
黄親片与 黄铜管状

物各 １ 件
；
穿孔 贝 壳 ４０ 件 、 鱼下颉骨 ３ 件 、律好獎獪

＿＃籽 １？ １ 第粒

姜寨二期 闬存了少鄭分房址及完整的墓地 。 遺灌

有 房址 ７
＿ ／吐坑 ２ １今 ， 灰坑与窖穴 ４ １ 座

；
土坑墓

１ ９ １ 座 ， ４纖葬 １ ０３ 座 ， 魏■入骨魏意１９４ 具 ， ＃＃１斜

座 土坑 墓 、
２Ｕ 多 蜜瓮棺萆集 中 分 布 在

一

綠 ，积 约

■Ｄ 平方米的 墓地内 。 遗ｆｔ有石肩 、 骨 、 角 、轉等质

龜ｆ ｌ 各种工具 ５ １ ６ 件
；
完ｆｔ和可复原 的 陶容器 １１０５

件 ， 大部分出 自 墓葬 ， 绝大篸驗为 日 常生活 用 品 ， 包括

＿致 的彩ｆｔ
，

萁 中 ３ ５ 件＿器上刻划符＃ １ ２
、神

；
牙 、

？

？
石 、 骨 ｆｔ等材质制作 的 装饰品 １ ２ １ 件

；
还有蚌刀

４赘 、 陶连琢３ 组 、 陶塑羊为 １ 件 、 陶埙 ｉ ｉ 件 、爾■器 ２

件 ， Ｅｉ及 １ 件陶鐘内 件对扣 Ｐｆｅ鐘内 的＿粒 。

姜寨第三纖籠存很少 。 邋迹有窖穴 ．

Ｓ＋ 。 ＊ １有

石工具 ９ 件 ， 骨工具 １ ；
６ 件 ， 陶工具 ４件 ；

完整和可复

原 的陶器仅 ３ 件
，
蔚别 为？吐 、議 ， 其他为齡吐 、尖

賴孤瓮 、盆綱器锻翁［牛 （ 片 ） 包括彩

陶 片 的＿ 片 ；
还有骨笄 ３ 件 、石＃４ 件 、 陶坠饰 ｉ 件陶

雜 ｌｆｒ 。

姜寨四期遗存傷不多 。 遣戀有房址 Ｔ 座 ， 灶坑 ３２

个ｖ柱罈 參Ｔ％灰坑与箐 ：罵 ｉ ｔａ 座 ， 陶ｓ ｉ 座 ， 土

坑墓 Ｉ瓮棺葬 ３ 座 。 遗飽有石工具 ２ ８７ 件 ， 骨工具

ＫＷ 件 ， 議工具 ５ ｅａ 件
；
完整和可复原 的 ＿器 １３４ 件 ，

有少量包括前期 的彩陶 片 ， 中 ２ 件有形态 不＿刻

划符号
；
还有骨笄 ４４ 件 、廳鮮 ｇｏ 件 、石ｓ  ６ 件 、 石斑

１ 件 、长方形 片状玉器 １ 件 、 牙饰 １ 件 。

＿仰編文优 四期遗存 ， 以＿ 

一

期 与 第二期为

主 两期遗存是 目 前楚龜 的 同 期 、 同 类文化遗存 中

数量与 内涵壽最 为丰富的 。

２ ．丰富了客省庄二期文化的 内＿

姜＿篇五期是倉省庄二期文钯 ３ 逾逾有 房址 ３ ２

座 ， 房址外灶坑 ７ 个 ， 灰坑与窖穴 觉 个 ， 土坑墓 Ｓ 座 ，

眷檳葬 １ 寒 。 遨 有石 、骨 、 角
ｓ＿等质＿．种１具

，聊 件
；
完養＿复原 的陶容鬻 ：１ １５ 件 中冲天流陶

壶 、冲天淹陶簏 ，形制新键〗还有陶笄与＿坏等装饰品

２７ 件 。 客省庄二期文化遗存 自 １ ９５ １ ， 年发现 ，

，
１ ９ ５５牟

经

典

重

读

—

６ １
—



发掘长安县沣西客省庄遗谦繼ＩＩ后 ， 至姜＿址发侧

之前 ， 经大规模发掘揭零的客省庄二期文化 存仅见

于＿庄遗址 。 在 庄遗址釋｜
见了１０ 座 房址 、

４ ３

， 以及
一

批陶器 、 石器 、 骨 角

有 卜 骨 、 刻符等重要遗存 ， 陶器 多数是输？文 的灰 色

陶 ， 鬲 、譯 、？ 、鼎叢三足器繁：达 ，成 为客省庄二期文化

蕭代表性馕存
？

；
另在华阴横阵村■ 个别邋址也发现

了部分遗存
？

。 姜寨遗址发现的这批客省庄二期又化

霉纖存 ， 丰富了客省庄二期文化 涵 。

３ ．完整揭露了今ｆｆｌ猶 年前 的 址 ，

初步揭漭并复原了该聚落址 的平面结构

姜褰
一

期聚落址 的＿揭霡 ， 是姜＿遗址发麵 的

最大處就 。 经发掘者砑究 ，
姜寨

一

期聚落址分ａ 居住

Ｅ 、钤共墓地 、 窑场ｆ三 个部分 。 居住Ｅ 位于 中部 ， 呈

＿圆形 ，靡 ；》暴长 乡６ １ ６０ 乘 ， 东西最长輪 ２ １０
： 米 ；

，
面积

＿ Ｍ＆ＯＯ 平方米 。 居住区死麵 的东 、 北 、
三面挖设大

ｉｉ抅环绕 ，作焉对外 的 防御设施 》
？南部 ｐｆ胆临河作

为天然屏障《
：壕沟内 ＿ ， 每歷一定距离设

一

小房子作

为哨所
， Ｋ瞭望村鮮債况 。 居住Ｅ东部 的壕沟没有贯

通 ， ＿＃两个地面通道 可能舞 ｆｔ村民 出 ４柄两 个寨

门 ， 但居住区 的正门通道应在西南部 ， 那凰ｆｔ靠临轲
ｇ

临河是 当 时居民 日 常生活 的水源 ， 制作ｆｔｌｌ 的ｆｔ ；＆和

烧制陶碁的窑场Ｍｉ在河旁 。 居住Ｅ 中＊为
一

空旷 的

广塌 ，
面积约 ５舶６ 平方米 广场灣 ＿略高 ， 中 央＿

柢平 ， 有人们輝踏的路土 ＿ ，暴集体活动 的 公共＿ 。

靠广壤輯边 ， 辑興处面积＿ 

３０平方 畜圈栏 ， 可

能是牲畜痪宿场 。 环广场四 周 、分五 个方位建＊慮屋

五组＿１ ２ （｝
， ＿ 。 每组房屋 由 大 、 中 、 ＃型三种 房屋组

每组房屋 由 小型房屋■绕着大 、 中 型房屋 。 每组房

屋 的门 向鄯朝狗 中央广场 。 大房屋平面呈方形 ， 面积

？￣如 平方寧ｓ 小 的约 ５０ 平方寧ｓ
：＿ ；

ｆｃ 的
一

座达 ｉ ３４

平方米 ， 室 内设灶坑 、
灶 台 ， 置有 生产工具和生活 用

品 。 这稀大房崖藤作 为 居舍外 ， 可 ｆｇｇ是 当 时 的议事

中心 。 中 型房屋平面亦呈方形 ， 面积
一

般在 ２０ＨＯ 平

方米 ， 室 内亦有灶坑及 日 ？生产 、
生活 用具 。 小房绿歉

量最齊， 平面有薦形 、方形爾評ｗ輝积约 ｉｓ 平方米 ， 小

■ 

｛ｆ Ｓ？ 平方舉 ， 大 的 ２１參平方來 ， 同棒操有灶坑 ，

置着生产 、 生活 用具 牵
，
小型 房屋都是 当 时 的 居

舍 。健藝倉彻 、 用具 的窖穴大部在房屋附近 。 公共ｇ

位于大壕沟以东 ， 由 北而南发親了三块 。 墓地 中埋 的

大都是成年 人 的土坑墓 ， 而婴儿大都为 瓮棺葬 ， 埋于

房＃附近 。 奠 中
一

区墓地有 囊 ５ １ 座 、 ；德棺葬 ２ ６

＃ 纟

二 区 墓地有土坑墓 ５ ５ 座
；

三区 墓地有 土處墓 １ ８

座 、翁 座 。 三块墓地土坑墓 的識人人骨总 ＩＩＳ

１ ５４ 具 。 麗齒 尸骨数量与村落的规模 不相 ：違应 ， 因 此

＿测另有爾块ｇ可能已遭截等或尚未愛職 。

这最籩令为 止基本全面揭霧 、 复原完整的＿ 

一一

她ｆｅｌｇ文
ｆ
ｌ摩参址 ， 对于认识 当 时 的社会形态具有重

要 的惫 成 为 研究揭示距今 ６０００ 年前 后 仰韶文

半坡类型社会形态 的最为重蘩的实证依据 。

４ ． 完 了
一

號距今约 ６柳〕 年有 ２？０ 多具人

骨的仰韶文化规模＿大的墓地

姜泰二期墓地 的完整攝鬵 ， 是姜寨爆址发挪 的又

一

重要成果 。

仰韶文化半坡类型墓遞 ■ 在 ２０ 世纪 ５Ｇ 年ｆｔ 已经

发掘了西安半坡？
、 宝鸡北首岭？

、华 阴横阵材？ 、华县

元君庙？等 几处 。 其 中半坡遗址发＿土坑墓 口４ 座 ，

權＿ 

７ ３ 座 ｑ北首岭 ｉｔ鍾銳細土 ±１翁油ｉ； 座 ， 瓮棺葬

＿齡座 。 横阵村墓地发现三座复 合式集体埋葬坑 、
＃

座独立 含葬墓 、
１葬墓４ 座瓷精葬墓 ， 总共埋

入 １賴 多具 。 元君庙墓地清理墓＿ ５ ：

７ 座 ， 其 中 ７  ；＿为

豫鲁入骨的
“

空墓
”

， 清理人骨 ２２ ６ 具 。 姜＊｜二期墓地

清理 的墓＿量和Ａ骨数量 ｆ豪远多于这些墓地 。

姜寨二期墓地面积 纟｜ ：
：？伽 平方米 ，

清理土坑墓

１Ｍ 座 、 瓮棺專 ２６ 靼 ，获取人骨架 ２ １ ６５ 具 。 土坑墓分

布极蠢密集，
在墓地 中＊部位 ， 互相叠压 的 墓＃不腫

滅
？

敵 ８
－￥入＿有 ５０

＿座 ， 其 中単人
一

＿＿有 ３２ 座 。 其

愈爾是二次 合葬墓 ， 虫 则 ２ 人 ， 多繼达 ８ ４ 人 ，

一

般在

２ （＞ 人左右 ， 都是 不分性别 、 不 ｉｆ攀分 、 男女老少 合葬

在
一

起 。

一

般響分排分层头朝西整齐堆旗 ｐ
单人＿

葬品
一

觸是
一

墓
一

套 ， 多人合ｇ 随葬品太多是两聋

以上 ．种类 以陶發为主 ， 也有石器 、 骨 角蠢餐 ， 大 者ｔ皇

生活 用 品和生产工具 。 个别墓 中Ｍ随葬着一＿绘画工

具 ， 如带盖石親＾站开棒 、ｚＲ杯及赤铁矿靖释块等 。 这

是 中 国迄今发现 的 仰韶文化 、 也是新石器时代埋人＿

量最夢 的
一

处墓地 。 这 ２ １ ６ ５ 具人骨资料 ， 暴墩究滚墓

地所代 表 的
一

个社会组织单 位 的 等级规模 、 组织结

构 、 血亲与 亲属关 系 等最 为：直＿ 、最为重要 的 实物资

料 ，＆ 中 国新石器时代暴 重要 的发觀 。

餘上述 四 个方面 的成果外
，
姜寨

一

期 、
二１ 出 土

的尤量石画与骨制等生产工具 、 ＿等生活 用具 、骨

角 器等義饰品 、雜美＿彩陶与 塑等艺 术 品 夢 的

＿器 麓 １
：划符号 、 各种 房屋愈筑所体纖 的建筑工艺技

术 ， 以及手工业方面 的
？＾通＆端 产 品 ， 充实了 仰語文

化半壤类＿ 的绘挤生 产 、
生活活动 、手工业工艺技术 、

糧ｆ申文化＿社会各个方爾韵 内涵 。

姜寨遺址发掘与姜寨
一

期聚落址及姜寨二期墓

与研究
ｆ
是 中 国 自 １ ９ ５｜

—

１ ９５７ 年西安半坡

遗址发掘 址研究以来 ， 仰韶文ｆｆｃ半坡类型＿

落考古研究所Ｒ得 的最大逾＿ 。



２０２２ ． ０４

三
、 《姜寨
一

ｖ新石器时代遗址发掘报告 》

的编 写体例与主要特色

新石器时
ｆ
ｉ纖址发掘报告 》 的编写 ， 主

要是在姜＿搶址发掘 ；ｔ后 的 Ｌ购 １ 年至 １摊Ｓ 年期 间

迸行 ， 由巩启賴负责 ，分别 由巩启明 ｋ
王志俊 、 高强 、 周

春黎 、潘端玲执笔 。 其中晕 为重要 的筆分 ， 姜擧
一

期聚

落址与姜＿ ：二期墓地 由 王處？？写 ， 赫姜＿逾址发掘

收获总偉 ：认识 的全书播论部分由巩启明撰写 。

在 《姜泰
一新石器 ｆｔｆｆｔｌｆｔ址驾細报告 》ｇ 写之

前 ，■ 中 国 已经纖 版 的新石靡寸代考古发掘报告

专刊 ， 主要有 中 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编著 的 《庙底沟

与三里桥 ： 黄河水＿奪 古报告之二 》 （ 年
） 、 中 国

科学院考古研龙廣 、 餘西省西安半坡博物馆＿著 的

《西安半壤 Ｓ
原始氏豫 公社聚落遘址 》 ｎ％３ 年 ） 、 中 国

科学院考古研秀所海拿 的 《哀山 屈家岭 》 （
１％５ 年 ） 、

山东省量 ：物管理处 、＿南市博翻！官编著 的 《大汶 口
： 新

石鐵Ｍｆｌ墓葬发＃报告 》 （
：

１的４ 年 ） ， 新石

器时代遗址與編报告 》 的￥写体例应是辑收了这些考

古滂 告体例 ＿４＿点 。 在 《姜寨 新石器ｆｃｆ ｌｔＭ

址发掘报告 》编写期 间 露写出 ；屬釣新石器 日ｆｆ｜考古

发掘报告专齊 ，
有北京大学历史 系考古教研室＿著 ６

｜

《元君庙仰韶墓地 黄河水库考古报告之四 ＞ （
１ ９８５

年 ） 、 中 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编著 的 ＣＳ鸡北黧

岭 》 （ ｉ镩３ 年 青德拿文＿寶 １｜处考古＆ 、 中 国社会

科攀院考古研龙所 ｉｉ奢 的 《青海捕湾——ＳｓｉＷＨ弯原

始违会墓地 》 （
１ ９８４ 年 ） ， 《姜寨 響石蒂时代 址

发掘＃＆ 》的＿写体例与有关 的认识可能也受到这些

的影＿ 。

Ｉ姜寨 新石器时代遨址＿辑告 》全书 分 《序

言 〉＞
，
《地层堆积和文 Ｉｆｅ分期 》

， Ｉ
第
一

期 文牝遗存 》 、

｜
第二期文ｔｔ

＇

遼 第三期文化？存 》Ｖ《第 四期文化

擧存 》 、 《第五？ｆｃ
ｆｔ＊存 》 、 《结论 》等 ／Ｖ章 ， Ｗ及附表

１ ６ 种 、爾ｆｅ８ 篇 。 其 中 《序言 》介绍遗址 的地理环境 、

１ ；现和发截经Ｉ 《■屬讀響＆文化分期 》介绍遺址发

靡揭示 的纛址东部 、 北部 、 西 ａｉｔ
南部 、 中 部五 个部翁

前变化堆积情况 ， ｉｆ依据論层 ＿攀麻＿參、将发掘 的遗

存域分为 早繼五期 。 第三章蓬窮七章分别介绍＿第

一

期至靠五期＿義与遗翁 。 在 ｊ
ｊ
ｓ绍姜寨第

一

期 的 房

屋等相关遗迹之 后 ， 还分辭了这些房屋 的 早晚关或￡１

及房屋 的議筑技泰与 房屋 的平面布局 ；
在介绍了第

一

期 的 房屋 、窖穴 、 窑 坊址 、牲畜國栏及牲畜夜宿

基 ｓ ■壕沟 、 广 与道路、 墓葬等全部遗編＆后 ， 还探索

复原了寥塞柿落的 布局 。 在介＿第二期 的土坑墓与

＿之后 ， 还分析了慕葬的早晚关 系 与分期 。 第八章

《培论》
， 分别阐述了第

一

期至第五期 的文化特怔 、 文

化性质Ｉ髮经濟狀况 ｓ并重点探讨了姜寨
一

期 的村

落总体布局 、 居民 的社会组织与社会发 展阶段 。 ｇ信

附录鲁别 皋寰元敏 、 巩启明 、 高强 ，、 周 春茂 的 《姜赛＿
一

期文化墓葬人骨Ｋｇ ， 巩启■ 、 高爾 ｉ舅春茂 、 王志

＿ 《姜搴第二期文化墓葬人骨野囊 》 ， 祁 国琴柄 《姜

褰新石器时代遼址动物群的分析Ｈ摄 的 《姜泰遗

址孢粉分析 》 ， 翟允爆 的 《姜＿遗址 出士 的黍粒稃壳肇

定报告 》 ， 韩汝玢 、 柯俊？ 《姜 ＩＩ窜
一

期文化出 土黄铜

制品 的鉴走报告 》 ， 吴钊 的 《陕西半坡 、姜＿仰韻文化

壤＿ 乐器＿音高测定烫ｉ关 问 禁青云等人 的 《新

石 ｌｌｉ寸 Ｉｔ姜纏遗址 的考古地纖Ｓｆ究 》 。

（ｍｍ
——新石器时代濃址 报告 ＞＿＿ ±ｉ

发掘时划分 的 早＿五纖地层 的遗存分 为 五期进ｆｆ？

写Ｓ焉輕ｆｅ 之
一

， 而萬最主要 ＿重心 ， 则是姜＿
一

期与 第二期 的文化遗存 。

《姜驀 新石器时代讓址发掘繼告 》 对姜寨第

一

期与 第二期文化遗存 的介绍基本上按興 《西安半

坡￥对遽＿ ｉ ：？＆的 式进行 。

如对姜寨
一

期房址 的弈領 ，橡照房址豹形樣分Ｉ

方形房址 、 圆形誠穩邊 ， 并按靈截筑结构 ， 将方形房

址齋＿地穴式和廳面上木架结构式两神
ｌ

ｉ；權圆形房

址分为地 ：＾１半地穴鸾、 地面上木架结构式 的三种 。

＿＃房址先总述数量 、大Ａ规模 、平面形制与结构 、 房

■處滅＿等 ， 然 后孽領介绍 ， 遴ＰＰＪＬ靡有代表性房址

进行详细窗驅，包ｇ现 的该房址 的靈變臟和

壶 较为完＿具有代表性 的还以线 方式

复原该房址 的形觀与结
一期 １ ２０ 座房址 ， 共

举 例介绍了 
Ｍ 座房址 。 其 中方形半地穴式房肚有 ３ １

座 ， 举 例 介 绍 了Ｆ ４６ 、
Ｆ４ １

、 ＢＳ 、
Ｆ３ ６＼ Ｆ慰、Ｐ１ ４ １

、
Ｆ１ ７

科７ 等 雩麵 ；
方形地面上木架结构房嫌有 ２４ 座 ， 拳ｆ ！

Ｊ

介绍了Ｆ ｌ
、
：Ｐ７４

、
Ｆ ｌ６３

、
Ｆ６３

、
Ｆ７ ７ 等 ｇ 座

；
圆形地穴式＿

址有 ６ 座 ， 举例介绍了Ｈ ２４ 、 Ｐ１２＃ ２ 座 半地穴

式房址有 １ ０ 座 ， 举籠＃
、

绍了 ＷＨｆｌ ２ ７ 、Ｗ ５ 等 ３ 座
；

圆摩 （ 包括權圆形和 不麵则形 ）地爾上 木灘结构房址

有 ４３ 座 ， 举例介绍了Ｆ４ ４ｖＢ４８、 Ｂ６９＃ ３虐 。 并前
一

： 霧
一

期 房屋登记表 ， 记录 公布 １？ 座 房址 的 平面

位 形制 、 大小尺 寸 、壁高 、 门 向 、 门道长度 、灶坑 、 居

住面结构
＇

、齡同 、室爽逢物 、备＆与雲他考古单位之间

的叠压打敬关系 ａ 其他邋＿逸坑 、 窖穴 、 土坑墓屬

塗葬等基本也是以这 或公布资料 。 而 ３ 座 、
１

ｆｃ＿ｆｃ：作翁＼ ２ 座牲畜 圈楼逢迹 、 ２ 处牲畜夜 宿 ：ａ：逾

条奪沟 、 中丧广籩， 条道路 ？ 因款量较Ｈ

介绍 。

这
一

部分内容 的整理者与纖写者王盡俊 ， 呔据 ａ

野发掘 的现象 ， 法＿了姜寨
一

期 １ ２０ 座虜激存在着

早 日备的现象＾ 依据 他的发編经验致整理分析 后 的认

经

典

重

读

—

６３

—



柯 ｓ
将这 １ ２Ｕ 應 房址分为早晚三銳 ， 并且 依据匾戆 中

轟广场的东 、 南 、 西 、 西北 、 北五个方位 ，＿ 海布了整

乎聚落址五 个方位的早 、 中 、■三段 的 房屋分布情况 。

ｆｔ是＿—期聚落址发掘 、整理 、 研究过程 ＿＿成 的

极为重要 的认识 。 揭示了姜寨
一

期聚落址及
：萬

＇

１２０ 座

房屋 的形或經历了
一

当 长时间 的现象 。

姜寨二期墓葬 的介绍 ， 总述了墓地范 围 ， 并分土

坑墓与瓮棺葬叙述 。 土 ±＃先＿墓葬的形制 、入 骨

ｆ呆存及性别審齡的盤建情况 、埋葬习 俗 、 随葬品状况

然 后携遐
一

次葬 、
二次葬以

．風下层 与 上层 ｔ分别攀 例

介 会 型 的墓葬 。 其 中 下层 的墓律，单Ａ
—

次葬有 Ｍ

座 ， 举例介绍了Ｍ７４
、Ｍ２４４ ＿幽 ；

二人
一

餐葬举例Ｉ

鐵 了Ｍ２３ ？Ｍ２５７

＇

麗 ＿ ；
三 人

一

次葬举 例 介 绍 了

Ｍ２ＳＯ

—

座
；
单人二次＿举例

？

绍了Ｍ１ ７４ 、
Ｍ １ ９７ 两

座
；
多Ａ 二德薄會 ：

１ ４ 座 ， 举 例介绍 了Ｍ８３ 、Ｍ８４ 、

Ｍ １ ６９
： 三座 。 上层墓葬 ， 单人

一

次葬有 １ ７
１ ， 举例隱顏

了 Ｍ２３３

—

座
；

； ＿Ａ二 次葬有 ？ 座 ， 讀侧 绍 了

］？ １３６、題３０ § １５！＿｜
二

Ａ二次 合葬举例身 ）绍了Ｍ２２？

一

繼４＃基二决＆響合葬有 ３ 塵 ， 举例介绍了 Ｍ３的

一

座
； 参入二孜邊层 分排 合＿有 ２ 座 ， 举 例介绍了

Ｍ乃
一

座
｜
＿人二次

一

列叠压歲 ＊

＆＿有 １ １ ３ 座 ， 举例

介绍了Ｍ ｉ ｌ ｌ
—

座
； 多人二次 内 上层乱葬下层

叠压式 合葬有 ６ 座 ， 举例介超了Ｍ２０５
—

座
； 参人二

次大坑套 ／
］雜叠压式＊＿有 ？ 座 ， 举鎌介绍了 Ｍ２０８

一

座
；
多人二次乱葬有 Ｍ 座 ，

，
，例介绍了 Ｍ３Ｓ ８

—

座 ，Ｍ３ ５８ 
±里＿ 

８４ 人 ，是
—

座 Ｉ

ｓ杆以附表

ｆｌａ 第二期土坑 表 ， 记录 公＃１ ８ ９ 座土坑墓 的

位置 、 墓南、结构与大＃ 、 尺 寸 、 是否扰乱 、 人骨数量 、条

倉＾生别年鹼 、 随葬＿注葬式 、 层 位 、 人骨分层叠

压＿銳 。 并具体 ：公布了早期 ４１
＿墓 的 墓号与觀期

１ ４３ 座墓 的 墓号 ， 便于 期墓地 的＿｜±程与 早 日屬

文化面貌搶变发 展韆象 的迸一步研先 。

结论部分对姜寨
一

期 落总体布局 的分析曝逡 ，

是整 个报告 的点睛之等ｓ
重 申 并 归纳了＿三■第二节

第七部分对姜寨第
一

期村ｉｓ布局 的认识 ， 成为 后来 卞叙

广 为 ３Ｔ用 的姜寨第
一

？聚落址平面结构 的主要依据 》

在结论部分遇潭过分析村落布局 ．大 、 中 、

／
ｊ釋 房

屋 的 用途反相：互之间 的关 系 ， 并推测其 日 常 居住人 员

的数量 ， 以瓦墓葬特 怔？生 产工具等特 怔 ￥迸
一

步探

讨了姜篸
一

期 居民的社会组织与社会发 展阶段 。 罪剩

姜寨
一

期聚落＿ Ｂｆ便 用 的 房疆鈦量怒 Ｊ 川 丨 丨 座
；
推＿小

型房屋 居住 的是
一

个家霍 的成员 ；

一

虜中型肖Ｓ

＿若干 个小型房屋组成 的单元 ， 居住 的是 由 若干 个对

偶家庵 组成 的
一

个家族 ｉｔ期 的母ｉ家族 ｆ推植
—崖大房屋 周 围有若干群 中 小型离ｇ ５

合起来构成
一

辛更大 的经济单元 ， 这 是氏辕 ？擔＿＿个姜搴
一

期

应是五个氏族 的聚居墻 ，
五个＿组成 的麵中纖

落的 人 口 总数可瞻Ｉｆ 
Ｓａｌ

Ａ ｑ苟进
一

步推测姜搴
一

期

聚落基 由五 个氏 组戚的两 个脸族 ， 又 由两 个脸族组

禮
一

个部落 ， 并推测 当 Ｗ 的社会发 展阶＆＆姓于母 系

氏族社会的翁期 。

对姜＿
一

期聚落 居民 的着：会氣织与社会浚 展．

段 的 是 中 国 自 １

＊

３ ５ ５ 年以来从考古学 角摩探索

距今 ６０？年前 后 氏族社会翁形＜笔
一

个具有代表性

ｆｔ认识 ， 这也蠱 《姜寨 新石器时代 ：遗址绶翻报告｜

的
一

１
、

翁

需要縊明 的 是 ， 論蠢遗址发掘揭示与ｉｆｔ人的对姜

＿？一期房屋 、窖穴 、 窑址和 儒畜圈栏薇＿＿＿

宿场 、壕＃３ 、 广场与道路 、墓葬等徽痛及其平面关系 的

初步 ｉＡｉ Ｒ ， 在驚＿告编写之前或之初 由巩启

文明加 以进
一

步研究 ， 并撤＜ 

从姜褰早期輕落布局探

讨其 居民 的社会组织结构 》 为题在 £ ％古与文猶》》８ １

年ｔｅ １ 期刊发 。 从时间 及作者购 角癀看 ， 该文霉＿写

与发表 ， 对ｆｅ議■料的論理麗Ｃ姜寨 新石器时代

遗址袁＿告 》的编写应 产生了
一

定薄靜碗 乂

四 、姜寨
一

期聚落址平面结构研究的

深入状况及存在的主要 问题

在姜＿遗址发掘 、 整理
；

分析 究 的違＃成果

中 ， 最重要纏贏欒
一

期聚落址 平面布局 的揭示与研

究 ，ｆｔ表了 中 国在 油 世纪 ８６ 年 ｆｆ：

中期之前这方面研

究 的水平 。 这在 当 时是中＿石器时代聚落考古方面

豪具深度 的 研究成 ：聚 ：》 但现在看来还存在着
一

些 问

１ ．＿寨
一

期＿址平面结构研究 的深人程度

对新石器时代＊落址平面结构 的瘍露与研究 ， 在

中 国始于
＊

？Ｓ Ｓ 年 对西安半竣遗址 的大规機＿

掘 。 由 于是第
一

次大规模揭露 ， 又 由 于对揭露ａ 房址

等逮迹需饔稼护而不疼下挖等原因 ， 对 的＃种遗

迹 ， 尽管尽量从平面关 系 幾度迸行辨识与 分 但忽

＿了各种遗迹之间 的早晚关 鎮 ５琴讀
一

些早晚相 差致

百年 的還通 ，
在发？初就＿１１得到 区 翁 。

ｌ ９ＳＳ年 ＃ 月 至 Ｉ９６０年秋对宝 ＾｜北首＿義｜ｔ灌行了大

规＿後掘 ， 发掘面嫌 ４ ５働 平蠢米 ， 揭露部分保存较好

的 仰韶文化竽壤类型聚落址 ， 聚落址 中 《？ 广驗 ， 其

北 、 西麟§＾ 南有 ３ 个房屋群落 ， 有 拍 座房屋 。 在东 南

房感壽的 幽麵有＿处墓燦 ４００ 最＿墓 。 当 时也

没有区＃出半坡类型前期遗存与 后期遗存 ， 聲因发＿

主持者等原因 ， 发掘之 后没有继续进
一

步 揭露 的

这些 房址与 墓地墓葬 的＿翁牟代关 系 与聚落址 的平

面缮齒问讓 。
Ｉ ９６０ 年之后 ， 中 国餘有再次大规繾象掘

＿霧保存有大量房屋建筑等遗迹的仰韶文 衰趾 。 直



２０２２ ． ０４

至 ｉ
＜ｍ 年秋姜赛邋址第四次发鐘， 开始对繁霧却遞

行大面积

在盡＿遺址爱＿象前 ， 对半瑜纖ｆｔ仰韶文 彳杉纖穿

的主聲堆积 ， 学术界基本上 已经区分出半坡类型与＿

于半坡类型 的 仰韶文化晚期遗存 。 而姜寨遗址 的发

掘 ，
已经从地层叠压关 系上首次Ｅ分出了 仰鏺文化半

坡类型前期 、半坡类型 后期 、庙底沟类型 、 半＿期痛

型 的平辑四期 ＿划分 。 所Ｕ
， 将聚落址内房址等各种

遺廳进行眷面结构的蠢面揭露与研究
，

控制在仰詔 ：愈

化半坡类型前期这
一

年代范 围 内 ， 成 为 当 日＿韶文化

＿落址平面结构揭＿＿究 的最前絡＾ 而将整 个聚落

址塞拿ｉ蠢面揭露与整体复原 ， 据以考察聚落址所体

现 的 当 时 的 氏機德会 ， 是至 ２６ 世纪 ８０ 年 ｆｔ挪期形成

獨唯
一一

项重親成果 。

２ ．姜寨
一

期聚霧址平面结构研究存在的主要 丨

＇

３？

姜寨
一

期聚落址平面结梅研邦可能存在问邐

初是 由苏秉讀 觉到 的 。 懷发现姜＿遗址第
一

次寫ｆｔ

中 ， 于探方
＇

ＴＯ １ ２ 的下？ 
６ 层至第 ５ｂ 层 、 至 １

Ｓａ 层 、 至第 ４ 层 的 四个层 位所出土 种小 口 瓶 的寿

不 同 ，寒參货 中具有早 ｌｉ
■

关 ｌｌｆｔ ｌ 墓， ＭＳ３ 和灰坑

Ｈ３ ７〇 出土 ？小 口 尖底瓶 的形制也 不 同 ， 这鮝＿１＃

褰擧址年代分期 的 重要依据Ｖ但是 ， 广场墓地 中 出 土

杯形 口 尖底瓶＿ｆ 

口 壶罐形 口 尖廳瓶 同 居 住地沟

外＿墓＃出 ＳＳ 同 类器外部琢ｆ乘相 似 ， 发 ｆ雜皆却将两者

分 ：

属于
一

期与二期？
。 这萄爾茶先生察觉郅发娜者所

划分 １的姜寨
一

期与 二期 的部分遗拿通ｆｔ 属对能存在

问题 。

飄在来看 ，胃者与 编写者王志俊 已经＃姜寨聚

緣ｉ＊ ；现 ＿１如 座 房址分属姜蠡
一

期 的 早 、 中 、 晚三

段 ， 但没有进
一

＃势析这早＾ 中 、朦三］蒙＿址班蹺＿伯

＿对时间断绝对时间是多少 。 结翁部＃撰写＃巩启 ｇｇ

也没有进
一

步分析或陈途＿
一

期 Ｉ ２ａ＿＃址齋尊

越了多长 的时间 ， 而是獨单地确金了 当 时 同 时使 用 的

房屋总数约在 ｉ ００ 座左右 。

经查＿Ｉ姜寨 新石蠢６寸代纖址发掘报告 》 公

布 的＿瘭
一

期 房ｆｔ 的 发掘层 位关 系 ， Ｒ有 Ｆ４２ 、 Ｆ４５ 、

Ｆ４ｋ Ｆ４７ 等 少量 房址在探方地层 剖爾國 ：上 反 映了眞

薪处 的 层 位 ， ６【及举例介绍 的 Ｆ４６ 、
Ｆ２ ９ 等 房址说明 了

所处 的层 位外 ， 其他歡太多戳房址都樣有交代其新聽

的遗址发掘 的 层 位 。 这可ｆｇ是作 为 原繪襄擊身料公布

的
一

大缺瘤 ， 也是欲：分析研究聚落址爽新有房屋建饞

＿遗遨 的平面结构而 不 公布被分析 的 各种遗猶ｆｔ考

古层 位关 系 的重要＿權￥ 这导致 后 来＿禽者 ，
无从

依据 已ｆｔ 公布 的 发掘资料
，
对姜＿一期聚落址进行平

面结构的籠獻截 ５
也无从依据 公布 的 资料ｆｆｃ翁证 已经

揭露 ， Ｓ原 的姜寨
一

期讀参址 的平面布局是否 丨

即 使是＿现代蒙学各种计算 析方式重新分析姜

塞潭址 的＿鑛＿＋ ， 并參处公布分Ｍ成果
？

， 也无法突

陂Ｉ姜寨 新石器时代蠻１￡銳：＿嫌告 一期

？址平面结构 、 材落布＾ 的分 结论 。 这应是 ２０

世靖 肋 年 中 国新石器时Ｒ考古发＿资枓公布

纖一大 ｉｆｅｌｉ ｉ 。

比魏ｂ依据 《姜寨 新石器时 ｔｍ址 暴＾告＞

公布 的 资料 ，

进
一

步分析 Ｆ １ 大房址 的文化属性与栢

Ｓ年代
＞
是十分困 〗＿勺 。

Ｍ 大房址面积＿
１２４ 平方米 ， 位于姜寨農＿！：爾

的
■

ｐ４
，

＊

Ｔｉ 、
Ｔ ｌ ｌ

、
Ｔ：２４

、

＊

３３？ 、
ｌ

ｉ

３ 〇 Ｔ

ｙ

ｔ３３ 、
ｌ

＇

６〇 、Ｔ＾：
ｌ

、Ｔ６３等

１０ 个探方迹扩方ｆｃ 蠢 ：中探 北議顧部 已经切Ａ

了Ｆ １ 的局部 ＜但公布 的探方 Ｔ４ 北ｇ地层剖面图 ，
：銳

有标注 Ｆ １ 大房址的 层 位关 系 。
Ｆ１ 大房址没有 出土器

物
，
无法依簾出土 的陶舞等器物判断其戈ｆｔ緩性 。 Ｓ１

大房址徽慕葬 ：Ｍ站 打載 ， 但域＿告没有 公布墓葬

Ｍ３Ｓ 属于何神文化邋参与＿对年代 ，
无法据此层 位

破关 系确食 １５ １ 大房址年代 的下限 。 Ｆ１ 大房址叠压了

灰揉：

Ｈ？
、 餚窗葬 ＷＳ 、 房址 ＦＷＯ 与 ＦＷ １

， 房■
Ｆ ｌ ＋Ｏ

还叠压着 Ｆ １ ４１ ， 其 中 灰虎 Ｈ激 、 房址 与 Ｆ １ ４ １ 靈

有 出 土器＿
＼

：

籠儀葬 Ｗ２５ 葬具焉通 ；餐与 ％齡
＾ｆｅ已

囊 ＊没有 公布 ， 发掘报告将灰黨Ｋｆｅｊ
、 翁薄露Ｗ２５ 、 房

址 ＢＷ０ 与 ＦＷ １都列Ａ姜寨
一

期 。 王志ｇ大房址斑

叠压 ｐｌ ４０
、 ｆ １ ４０ 叠压 Ｆ １ ４ １ 的关 系 ， 将 ＰＭＵＨＷＨ

分属姜寨
一

期房址 的早 、 中 、晚三段 ６ 然而 ， 这些现象

不能够证 ）ｉ 大房址 Ｐ１ 是姜論
一

期 的遗存 ， 也 不能够

证 曰Ｊ！大房址 Ｈ 是鐵＃１二期 的遗存 ， 值是 ， 不癒＿＿除

大房址 Ｆ １ 可
＇

能悬姜寨聚＿ 中 央广场墓地下层墓葬

时期 的遗存 。 因 为 ， 能讓将姜寨
一

期 １？ 座 房酿区身

身豕 中 、晚３段 ，
已缀Ｕ明蠢

一

期聚落地的平面结

构实际上是经历了前 后多次增建与扩建形成 的 。 聚落

址 中 １ ２０
＿址 的形成经历了参少年 ， 目 前 无从＿＿

＿算 ， 估计 不会少于 期 辱 。 Ｗ 大房址鎮于驗析 的

姜寨
一

期 的最 段Ｊｊ有可簾是与姜寨聚落社 中 央

广场墓１下层墓葬同 时期 的違存 。

Ｆ １ 大崗嫌的補子 斤厘示 ， 《鲁馨 新石

＿时代潰址发掘报告 》 ＿布 的幾續
一

期 ｉ ２ｆｉ 座房址 中

有
一

部鲁房址可
＇

龜蠢与 落址 中 央广扬墓地下

层墓葬同减期 的遗存 。

如果 已 脅布 的姜霧
一

期 ＩＭ 座 房址 中 有
一

部分房址确实是与姜＿？址 中 央广场墓地下层 墓

葬隨时１ 的遗存 ， 那 么 《姜寨 新石器时代遺 ：址发

＿报告 》分＿姜寨
一

期 的Ｉｆ翁布局 ， 应重新进行仔

＿而具汰的分析 ， 而依据所分析 的村落布嵐維测 的 当

时法会组织与＾ 发 展險段 自 然也应重新 识 。 翁

而 ， 依据 《姜赛
一新石器时 代遗址驚＿报告 》ｆ ｆ 公布

经

典

重

读

—

６５
—



的 蜜料 ， 即 便憂 ．进行仔细而具体 的 研究 ，
已经是 不可

能得出新 的有说服力 的认识了 。

不鐘依据 《姜囊 新石麵ｔｆ ｔｉ：慶址 ：ｉ ；掘报告 》

公布 的 资料 ， 对发掘 的姜寨
一

期聚落址 的平面结构进

行深人嫌分析以印证其研究认识或是鲁出更焉＿
的 研究新认识 ，这暴＜〈姜＿ 新石器时代遼址愛掘

狼告 》 的最大＾莫 。

此外
，对秉

？

寨
一

期 居民 的社会组织与社会與 展阶

農韵推测 ， 最主要 的 ｆｔ据 ， 基本上是建立 在美鑛
一

期

小型房屋 居住着曦多三 、
四 人

：的对偶家庭成员这
一

蒸

＿之上 。 但是 ， 仰韶文化半坡类型 的 小型 房 ；ｔ是否是

对偶家庭 ：成员 居住的 》迄今 为 止
一

直没鲁籍舊实证 的

支持 。

五
、结 语

養ａｉ遗扯发掘蠢中 ＿考 古学 在步 人成熟发 展阶

段之前获得 的
一

个重大 的成果 。 ＩＩ发掘持续时■ 之

长 、揭露面积之大 、获得遗物念 ：丰富 、 清理聚落遗迹现

象之多以及完齋程度 ， 鄯超越Ｔｆｉｆｔ任何
一

个綠石器

时代遗址 的 发掘与收获 。 ？对姜赛
一

期寧落址平爾擊

ｆｔ 的揭露与 以及对 当
＇

射衬落布羅 的探索与 复原

研究 ， 则代表了 中 国 ２０ 世纪 汝 丨 年代新石器时代緣古

砑究 的本平＞成 为 中 国开展民族聚落考古硬穷以来 的
一个典范 。

ｆ姜褰 新石器时 ｆｉ辕址发掘报告 》 存在 的缺

馅与 系焉 ，是时代 的 局限 ， 体现 的 是 中 国新石鐵Ｗ代

考古研究愛 展至 划 世 纟ａ ＿ 牟代初期所存在 的被长

期忽视 的
一

＿顧讓Ｂ＞

如研究各稗遺逮ｓｔ： 间 的 平面关

系 ， 禽 Ｉ翁域雜分析的各种潰＿之间 的年代先 后关 系

＿是将研究 的 各种遗迹 ：± 间 的平 关 系置于年代■

魔歡数百年之内 ， 緣使这稗遺囊
＇

之间 的平面关 系研究

着于复原被断究轉 各种遗迹之间 ＿实际平＿关 君袂

乏可信度 。 又如 公布 的 逢料不完整 ， 不能印证勤樣据

的这些资枓迸行研究斯得 出 的结论 ， 更孓能依据 公布

獨鸾料做更 为深 人的研究 以产塗更令？Ｉ ；确 、耳 目
一

新

的藏 。

如果令 后 有夤件 的话 ， 希望簾够再次大面码裳

保存完好 的 仰韶文化半坡类型以藏庙＿沟类

型 的聚落最
，
全！
面而准＿ ＇公布发猶斯获得 的

料
，
以 ２ １ 世纪 的 发掘与碑究水准 ， 重新揭示 、探货距

辱 ＷＳＱｆｔ 辱＃ 后貪輕 中 游地区聚落址 的平面结构等 问

赢
，
或许處够获得时间跨度很短 的 、 更 为镇＿ 的 当 时

聚落扯的乎街结＿ ， 以？准复原 当 时 的社会组织结

＿ ， 
Ｓ济生产Ｖ射活活遵 手工逾工艺 ！ Ｓ神文化

等 Ｅ％編Ｉ土会 的方方面面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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