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略论淅川沟湾遗址的仰韶文化遗存

靳松安

(郑州大学历史学院, 河南 � 郑州市 � 450001)

� � 关键词: 沟湾遗址; 仰韶文化遗存; 分期与年代; 聚落形态分析

摘 � 要: 淅川县沟湾遗址仰韶文化遗存, 依据层位关系, 结合出土器物的组合、特征及其演变规律可将其大体分为

四期, 其年代分别与枣园类型晚段、后岗类型、庙底沟类型和大河村类型早段约略相当, 基本包括了仰韶文化早期晚段

至晚期早段的整个时期。遗址外围发现有仰韶文化不同时期大、小两条环壕, 是一处保存比较好的环壕聚落遗址, 填补

了汉水中游地区史前聚落考古的一项空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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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 tract: Th is paper d iscusses the Yangsh ao cu ltu ral rem ain s from th e Gouw an s ite in X ichu an coun ty, H enan prov ince� Based on

s tratigraphy, and com position of unearth ed artifacts, the rem ain s can be d ivided into fou r period s, respectively correspond ing to the a�

ges of late ph ase of Zaoyuan type, H ougang type, M iaodigou type and early phase of Dah ecun type� They basically cover the whole

Yangshao period from the late phase of early p eriod to the early phase of late period� The s ite is a w ell preserved settlem ent w ith one

b ig m oat and one sm allm oat around its p eriphery� The d iscovery fills in a gap for the preh istoric settlem ent archaeo logy in the m iddle

H an R iver valley�

� � 沟湾遗址原名下集遗址 [ 1 ]
, 位于河南

省淅川县上集镇张营村沟湾组村东, 老灌

河 (古淅水 ) 东岸二级台地上, 西距老灌

河约 800米, 周围群山环绕, 地处盆地之

中。该遗址系 2007年计划开工的南水北调

丹江口水库淹没区文物保护项目之一。

2007年 7月至 2009年 7月, 郑州大学历

史学院考古系受河南省文物局南水北调文

物保护管理办公室委托, 经报请国家文物

局批准, 对其进行了考古勘探与发掘, 发

掘面积 5000平方米。钻探与发掘表明, 遗

址东西长约 310米, 南北宽约 190米, 面

积近 60000平方米, 文化层厚 3 ~ 8� 5米,

以新石器时代堆积为主, 包涵仰韶文化、

屈家岭文化、石家河文化和王湾三期文化

晚期四个时期。本文主要以 2007~ 2008年

度发掘资料为主
[ 2]
, 对该遗址发现的仰韶

文化遗存进行初步的分析研究。不当之处,

敬请指正

一、分期与年代

此次发掘根据地势和生产小路走向, 分

北、中、南三区进行。北区地势相对较低,

中、南区地势相对较高。各区仰韶文化地层

堆积不尽相同, 遗迹现象均十分丰富。依据

层位关系, 结合出土器物的组合、特征及其

演变规律, 可将沟湾遗址仰韶文化遗存大体

分为四期。其中陶器的发展变化最为明显。

第一期, 以北区 T3029第 8 ~ 11层、

T3229第 8 ~ 14层、T3329第 9 ~ 16层以及

M69、M72、M101、H 222等单位为代表。陶器

以泥质陶居多, 夹砂陶次之, 有少量夹蚌陶。

陶色以红陶为主, 灰陶数量较少, 黑陶罕见。

器表以素面为大宗, 有纹饰者较少, 多为弦

纹,绳纹极少。未见彩陶。器形主要有鼎、

罐、钵、盆等,以侈口高领素面釜形鼎和筒腹

或鼓腹弦纹罐较常见。整体来看, 一期的陶

器制作粗糙 造型简单。 (图一, 1~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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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期,以北区 T3029和 T3229第 6~ 7

层、T3329第 6~ 8层、中区 T3424第 14 ~ 17

层、南区 T3418第 15 ~ 17层以及 F43、W21

等单位为代表。陶器中泥质陶的数量稍多于

夹砂陶, 夹蚌陶消失。陶色仍以红陶为主,

灰、黑陶数量较一期明显增多。器表以素面

为主, 有相当数量的磨光陶,纹饰种类有所增

加,以绳纹、刻划纹居多,弦纹、附加堆纹数量

较少。有少量彩陶, 花纹图案主要有宽带纹

和直边三角纹, 均为红地黑彩。器形主要有

鼎、罐、钵、盆、瓮、杯、小口尖底瓶、器

盖、器座等, 以上腹磨光罐形鼎和鼓腹绳纹

罐较为常见。 (图一, 6~ 15)

第 三 期, 以北 区 T3029、 T3229 和

T3329第 5层、中区 T3424第 10 ~ 13层、

南区 T3418第 10~ 14层以及 F77、H 235等

单位为代表。陶器中夹砂陶的数量稍多于泥

质陶。陶色以红陶居多, 灰、黑陶占相当比

例。器表以素面为主, 有一定比例的磨光

陶, 纹饰以线纹、弦纹多见, 绳纹、刻划

纹、附加堆纹数量较少, 出现了少量篮纹。

彩陶数量增加, 花纹图案主要有圆点纹和弧

边三角纹, 多为红地黑彩, 有少量白衣彩

陶。器形主要有鼎、罐、盆、钵、小口尖底

瓶、器盖等, 以小口弦纹折腹釜形鼎和折腹

附加堆纹罐较有特色。 (图一, 16~ 20)

第四期, 以中区 T3424第 7 ~ 9层、南

区 T3418第 8~ 9层以及 H113等单位为代

表。陶器以夹砂陶为主, 泥质陶次之。陶色

以红陶稍多, 灰、黑陶的数量有显著增加。

器表仍以素面为主, 纹饰以绳纹多见, 有一

定数量的弦纹和附加堆纹, 篮纹比例有所增

加, 刻划纹少见。器形主要有罐、鼎、瓮、

缸、盆、钵、杯、器盖等, 以鼓腹篮纹罐和

花边纽器盖较有特色, 出现了具有屈家岭文

化因素的瓦状扁足盆形鼎等器物。 (图一,

21~ 25)

该遗址出土遗物丰富, 典型器物演变序

列清晰 基本包括了仰韶文化早期晚段到晚

期早段的整个时期。第一期出土的侈口束颈

釜形鼎 (M 72�1)、罐形鼎 (M 101�1 )、筒
腹弦纹罐 (M 69�2)、鼓腹弦纹罐 ( H222�

5)、深腹钵 (T3229 �42), 分别与淅川下

王岗仰韶文化第一期的 !式鼎 ( M 282�1)、

∀式鼎 ( M 404 �1 )、 ! 式罐 ( M 93 �1、
M259�2)、∀式罐 (W 131�1) [ 3 ]以及翼城枣

园第一期的斜腹钵 ( F1�33) [ 4]相同或相似,

年代与枣园类型晚段
[ 5]
大体一致。第二期

出土的侈口高领釜形鼎 ( F43�1)、罐形鼎
( F43�21、W21�2)、筒腹罐 ( F43�25)、鼓

腹罐 ( W 21 �4 )、覆盆形和覆钵形器盖

(W 21�1、3)、彩陶碗 ( T3229# �3、T3229

∃�2), 分别与下王岗仰韶文化第二期遗存

和第二期早、中段墓葬的 %式鼎 ( T3& �

34)、 ! 式 鼎 ( T20 ∃ � 190 )、 ∀ 式罐

(H298�5)、!式罐 ( M 618�2)、%式和 !
式器盖 ( T4∋�440、H 298�3)、∀式和%式

彩陶钵 (M 239�4、M302�2) 以及邓州八里

岗仰韶文化第二段的高领釜形鼎 ( M 100�
2)、罐形鼎 ( M 100�23 )、彩陶碗 (M 53 �

16、M100�18) [ 6]近同, 年代与后岗类型基

本相同。第三期出土的小口折腹釜形鼎

(H235�3、 9)、壶形鼎 ( T3424��� �2)、折
腹附加堆纹罐 ( H235�7)、圜底釜 ( H235

�8) , 分别与郑州大河村仰韶文化第二期的

B∀式鼎 ( T59�� �2) [ 7]
、八里岗仰韶文化第

三段的壶形鼎 (M 13�3)、大河村仰韶文化

第三期的 A( 式罐 (W 109�2) 和陕县庙底

沟仰韶文化的 D2c釜 (H12�112) [ 8 ]相同或

相近, 年代与庙底沟类型约略相当。第四期

出土的鼓腹篮纹罐 (H113) �5)、覆碗形器

盖 (H113) �9)、鼓腹盆 (H113) �4)、敛

口钵 (H113) �8) , 分别与均县朱家台仰韶

文化晚期的 !式罐 ( T57∗ �21) 和 ∀式器
盖 ( T33∗ �32) [ 9]、大河村仰韶文化第四期

的 B!式盆 ( T30# �11) 以及八里岗仰韶

文化第五段的敛口钵 ( F21∗ A�2) 相似,

年代与大河村类型早段大体同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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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一 � 沟湾遗址出土仰韶文化陶器

1�M 72�1� 2� M 101�1� 3� M 69�2� 4� H222�5� 5� T3229 �42

6、 7、 9、 11� F43�1、 F43�21、 F43�25、F43�24� 8、 10、 14、 15�W21�2、W21�4、W 21�1、W21�3� 12� T3229# �3

13�T3229∃�2� 16、 17、 19、 20�H 235�3、H 235�9、H235�8、H 235�7� 18�T3424��� �2

21~ 25� H 113) �1、H 113) �5、H 113) �4、H113) �8、H 113) �9 ( 1~ 21、 23、 24为 1 /10, 22为 1 /16, 25为 1 /12)

二、聚落形态分析

勘探与发掘表明, 沟湾遗址外围存在有

仰韶文化不同时期大、小两条环壕, 是一处

保存比较好的仰韶文化环壕聚落。小壕编号

为 G48, 大壕编号为 G10。 (图二 )

G48位于南区东南部, 开口于 G10下,

坐落在生土之上, 结合钻探情况可知, 整体

呈环形分布于遗址外围。剖面呈口大底小的

倒梯形, 沟壁人工痕迹清晰, 系人为建造无

疑。口部宽 3�5 ~ 6�8米, 底部宽 0�9~ 1�4
米, 深 1�8~ 2�2米, 发掘区内长 43米。沟

内填土可分 3层。第 1、 2层为褐色或浅褐

色土, 土质较软, 结构疏松, 应为废弃后的

堆积; 第 3层为青灰色土, 土质松软细腻,

结构致密, 粘性较大, 含有较多水锈和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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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二 � 沟湾遗址环壕分布平面图 ( 1 /4000, 虚线为钻探部分 )

沙, 显然应属使用时期的堆积。第 1、 2层

填土分别出土有线纹小口尖底瓶和曲腹红陶

盆等残片, 其年代属于仰韶文化第三期, 而

第 3层填土出土卷折沿红陶罐的年代大体相

当于仰韶文化第二期。据此可知, 小壕的建

造与使用年代应不晚于仰韶文化第二期, 至

仰韶文化第三期已经废弃。

G10位于北区北部、中区东部和南区东

南部, 开口于汉代层下, 根据钻探和发掘情

况推断, 应为遗址外围的环壕。整体呈圆角

长方形, 除西北部被古河道冲毁以外, 其余

部分保存较好。口部宽 14~ 40米, 深 4~ 7

米, 周长现残存约 600米。剖面呈口大底小

的锅底形, 沟内壁较陡直, 人工痕迹较明

显, 沟外壁较平缓, 人工痕迹模糊。沟内填

土自上而下包含有汉代、王湾三期文化、石

家河文化、屈家岭文化和仰韶文化第四期堆

积, 其中以屈家岭文化堆积最为丰厚。最下

层为淤积层, 填土较纯净, 砂质明显, 底部

还有零散分布的鹅卵石。由此可见, 大壕是

在小壕废弃后才开始成为环壕, 其使用年代

主要是仰韶文化第三、四期, 至屈家岭文化

时期开始废弃 直至汉代才完全淤平

根据壕沟的形制和规模推测, 沟湾遗址

原来可能是位于高台之上, 台地周围地势低

洼, 仰韶文化第一、二期的居民就在低洼地

带开挖了小壕, 作为聚落的排水和防御设

施。小壕淤平废弃后, 第三、四期的居民将

遗址外围台地边缘加以修整, 使比较宽阔的

低洼地带成为聚落的排水设施, 兼具一定的

防御功能, 这可能即是大壕 +沟内壁较陡

直, 人工痕迹较明显, 沟外壁较平缓, 人工

痕迹模糊, 的原因。

从发掘情况来看, 仰韶文化时期的房

址、墓葬、瓮棺、灰坑 (窖穴 ) 和陶窑等

遗迹, 均分布于壕沟内侧。房址保存状况较

差, 大部分仅残存基槽或柱洞, 除 1座为半

地穴式外, 其余皆为地面式建筑。平面形状

可分为圆形和方形两种, 以圆形居多, 方形

房址又有单间和双间之分。圆形房址面积相

对较小, 为 2�3~ 18平方米, 方形房址面积

相对稍大, 为 2�6~ 22平方米。墓葬均为长

方形竖穴土坑墓, 墓坑多较窄、浅, 宽度多

为 0�4~ 0�6米, 深 0�2~ 0�6米, 未发现葬

具。以单人一次葬为主, 另有少量单人二次

葬 一次葬中多为仰身直肢 个别为仰身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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肢。少数一次葬人骨残缺不全, 或缺头骨,

或缺一侧股骨, 或缺胸骨以下部分, 情况较

为特殊, 可能与原始宗教有一定的关系。少

数墓葬出有随葬品, 少者 1件, 多者 3 ~ 5

件, 以陶器为主, 器形有鼎、罐、钵和杯

等, 另有个别石器和骨器。瓮棺保存较差,

大多仅残存陶器中腹以下部分, 作为葬具的

陶器种类以瓮为主,另外也有鼎、罐、尖底瓶、

尖底缸等,上部倒扣盆、钵或器盖, 也有少数

为瓮和罐扣合而成。瓮棺内大多未见人骨,

少数有骨头腐朽痕迹或牙齿。灰坑平面形状

可分为圆形、不规则形、椭圆形和长方形四

种,以圆形为主, 其中少数圆形坑和个别椭圆

形坑为袋状窖穴。陶窑发现较少, 被破坏严

重, 仅残存火膛、火道及工作坑部分。

灰坑、窖穴和瓮棺的分布情况各期比较

一致, 均散布于房址周围, 而房址和墓葬的

分布状况各期则有所不同。

第一期的房址和墓葬集中分布于北区。

房址共发现 21座, 除 1座方形外, 余皆圆

形, 均属地面式建筑, 大多为在地面上直接

栽桩立柱建房, 先挖基槽再建房者罕见。墓

葬共发现 19座, 皆位于房址周围, 墓向不

一, 或西北或东北。

第二期的房址共发现 19座, 主要分布

于北区墓葬的东部, 中区有一定数量, 南区

仅有零星分布。方形和圆形房址数量大体相

当, 出现了个别方形双间房址, 绝大多数属

于地面式建筑, 此外还见有 1座圆形半地穴

式房址, 地面式建筑皆为先挖基槽再栽桩立

柱建房。此期墓葬共发现 49座, 主要分布

于北区, 中、南区只有零星发现。北区墓葬

排列整齐有序, 东西成行可分数排, 墓向大

多朝北, 据此推测此处可能为该遗址仰韶文

化第二期的墓地。

第三期的房址共发现 53座, 集中分布

于南区中、北部, 中区也有少量发现, 北区

仅有零星分布。以圆形居多, 方形较少, 皆

为地面式建筑 从发掘情况来看 个别圆形

房址的建筑程序较为特殊, 应是先在槽内挖

柱坑埋柱再填埋基槽建成的 (如 F77 )。该

期墓葬共发现 10座, 主要分布于南区北部

房址的东侧和中区的中、北部, 北区只有个

别发现, 墓向比较零乱。

第四期遗迹数量较少。房址共发现 16

座, 大多位于南区中、南部, 中区亦有一定

的数量。以圆形为大宗, 方形少见, 均为地

面式建筑。墓葬仅发现 2座, 散布于南区南

部房址周围, 墓向不固定。

此外, 发现的 4座仰韶文化陶窑多属于

第二、三期, 均位于南区靠近壕沟附近, 推

测此处可能是制陶作坊区。

由遗迹分布状况考察, 不同时期聚落的

内部结构和布局特征有一定的变化。沟湾仰

韶文化第一期的居民主要活动于遗址北部,他

们在此构筑房子, 修建墓葬,居住区和墓葬区

没有严格的界限。随着农业生产的发展,人口

的不断增加,遗址北部区域已不能满足人们活

动的需要,第二期的居民开始将居住区迁至遗

址的东部和南部,东南部壕沟附近可能是其制

陶作坊区,遗址西北部则成为氏族的公共墓

地,居住区和墓葬区分界较为清晰。第三期居

民的居住区集中在遗址南部, 制陶作坊区仍

位于东南部壕沟附近, 墓葬区因发现墓葬数

量较少而不甚明显, 此时遗址北部已少有人

们活动。到第四期, 由于仰韶文化的衰落以

及江汉地区屈家岭文化对汉水中游地区的渗

透与影响, 沟湾仰韶文化居民的活动规模显

著缩小,聚落内部结构和布局不甚明了, 但据

遗迹的分布情况, 可以大体看出此时人们仍

主要活动于遗址的中南部一带。

三、余 � 论

沟湾遗址新石器时代文化堆积深厚, 延

续时间很长, 包涵有仰韶文化、屈家岭文

化、石家河文化和王湾三期文化晚期四个时

期的遗存。仰韶文化又可细分为一、二、

三 四期 其年代分别与枣园类型晚段 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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岗类型、庙底沟类型和大河村类型早段大体

相当, 基本包括了仰韶文化一至四期发展的

全过程。文化发展序列如此完整, 在已发现

的汉水中游地区史前遗址中比较罕见。遗址

外围还发现了仰韶文化不同时期的大、小两

条环壕, 这是汉水中游地区首次发现的具有

环壕聚落特征的史前遗址, 填补了该地区史

前聚落考古的一项空白。

该遗址所在地系豫西南山地, 向东约

50千米为南阳盆地, 由此可进入豫中地区,

西北通过丹江可进入陕南和关中地区, 西南

通过汉江则可进入鄂西北和江汉地区, 是联

结黄河与长江中游文化区的枢纽地带
[ 10]

,

两大文化区同时期文化之间的交流、碰撞与

融合, 在这里表现得十分明显。如仰韶文化

第二期 M49出土的筒形瓶、三足钵, 均为

泥质红衣红陶, 具有典型的大溪文化风格,

这 2件器物很可能是从江汉地区输入的舶来

品, 或许 M 49的墓主人就是大溪人。而第

四期 H 113出土的盆形鼎, 沿面内凹, 瓦状

扁足, 具有浓厚的屈家岭文化因素, 说明此

时这里的仰韶文化已受到屈家岭文化较强的

影响, 至仰韶文化第四期偏晚阶段这里已成

为后者的分布地域。

此外, 从现有材料来看, 小口折腹釜形

鼎大体是在仰韶文化第二期从海岱地区的北

辛文化传至中原地区, 仰韶文化第三期时,

这种釜形鼎在中原地区由东向西传播的趋势

十分明显
[ 11]
。以往在鄂西北地区郧县大

寺
[ 12]
和陕东南地区安康花园柏树岭遗址

[ 13]

曾发现极少量此种形制的釜形鼎, 但它是如

何传播过去的, 学术界并不十分清楚。沟湾

遗址仰韶文化第三期大量小口弦纹折腹釜形

鼎的发现, 可以说为解决这一问题找到了一

条比较可信的途径, 或许鄂西北和陕东南地

区的釜形鼎即是由豫中地区通过南阳盆地传

至沟湾遗址, 再通过古淅水、丹江和汉水河

谷而传播过去的。

综上所述 沟湾遗址的发掘不仅对研究

汉水中游地区新石器文化的发展序列以及不

同文化的分期与年代, 揭示不同时期的聚落

布局及其演变规律, 探索当时人们与自然环

境的关系, 而且对探讨黄河与长江中游两地

区的文化交流状况, 乃至中国古代文明多元

一体格局形成的历程等问题, 都具有十分重

要的学术价值。

(附记: 本文线图由鲁红卫同志绘制,

志此以表谢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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