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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 仰韶 时 代 中 期 到 龙 山 时 代 早期 ，
独 木 棺是 长 江 中 下 游地 区 的 主 流 葬 具 。 龙 山 时 代 晚 期 ， 长 江 中 下 游

地 区 的 独 木 棺 葬 俗 逐 漸 式微 ，
但成 为 重 要 的 文 化 基 因 被 陶 寺 的 显 贵 继 承 随 着 以 中 原 为 中 心 的 历 史 趋 势 的

不 断 深 入 ，
历 经 近 两 千 年 的 史 前 独 木棺 传 统 最 终 被 板 棺 习 俗所 取 代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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独 木棺 ， 是 以 整木掏 空 来 安置死者 的
一

种 葬具 。

这种葬 具见 于 古今 中 外 的很 多地 区 。 明 《草 木子 》记

载元 朝 皇帝 驾 崩时 ：

“

用 啰木二 片
，
凿 空其 中 ， 类 人形

大小 ， 合为 棺
”？

。 清 《琼州府志 ？ 黎 情 ？原黎 》 亦说
“

凿

圆木 为 棺
” ＠

。 中 国 的 基诺 族 、 黎族 、 哈尼等 少 数民族

至今保 留着使 用独木 棺的 习 俗？
。 虽然 历 史 文 献和民

族志关 于独木 棺 的记 载出 现较晚 ， 但大量 的 考古研

究表 明 ， 以 独木棺作 为葬具 的现象在 中 国 古 代 的很

多地区 都有 发现 ， 而 且这种葬具 在史 前时期 即 已 开

始使 用 。

学 术界 对四 川 、 福建 、 广西等 地 出土 的商 周 时 期

独木 葬具开展 了全方 位 、 多 角度 的研 究气 与 之形成

鲜明 对比 的是 ， 对于 史前 独 木棺 的 研究仅在 讨论相

关葬俗 ？或木 质遗 存？等方面 的 研究 中 有所 涉猎 ， 未

能开展 全面系统 的专 项分析 。

在 事死如 生 的 史 前社会
，
葬 具是 墓葬礼仪和 思

想意识 的 重要物质 载 体 。 梳理 史前时 期独 木棺 的考

古 资料 ，对其 各方面 情况进 行比 较 系 统的 考察 ， 进 而

探究 其 中 反 映 出 的 墓葬 礼仪
，
不 失 为

一

项有意义 的

工 作 。 同 时 ， 根据 已 有的 考 古案 例 ，对 史前 独木棺 的

形 制和 使 用 情况进行分 析 ， 能 够帮助 我 们 在以 后 的

田 野 实践 中 获取 更 多 的考 古 信 息 ， 也能更 好地理解

后 世 独木 葬具的流布背 景 。

一

、独木 棺 的 辨识

从 制 作 工艺 的 角度 来说
， 史 前木 质葬 具大致可

分 为 三大 类 。 第
一

种是用 略加修 整 的 圆木 纵 横交 错 ，

垒叠而成 。 第二 种 为 木板或半圆 木拼接 的板棺 。 第 三

种 为 整木掏空 的独木棺 。 在平面 上
，
这三种 葬具均 为

长方形或近似长方形 ， 其实相关痕迹很难区 别 。 但在

剖 面 上 ，
独木棺大 多 保留 了整 木 的基 本形 制 ， 剖 面 为

圆 弧形
，
而其他两种 葬具 的 剖面为方 形 。 尽 管在

一

些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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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族志 和考 古资 料 中 ，

一

些 独 木棺 的 侧壁 或底板会

被略微修平
，
但侧壁 与底 板 之 间的 弧 角 会 基本 保 留

，

棺底的圆 弧轮 廊 也 有迹可追 。 在 田 野操 作 中 ， 如果 葬

具塌陷 、奋压打破等原 因 ， 独木棺 的 盖板 甚至部分 侧

壁已 遭到 破坏或 未能保 留
，
仅就棺底 而言 ， 是 否为 弧

底 ， 应 是区 分独 木棺与 其 它两 种葬 具的 重要 指 标 。

在
一

些情况下 ， 独 木棺常常被称作船棺 。 我们认

为 ，
船棺和独 木 棺 是依据不 同特征 对 同

一

事物 的 命

名
，
前 者强调形 制 ， 后 者 基干 工艺 。 严格来说

，
只有 形

制 为 船形 或接近 船形 的 葬 具 才 能称 为 船梢 ７

， 但 有 的

独木 棺与 舟船 的 形 制相 差 甚 远
，
所 以船棺 无法 涵 盖

独木 棺的 所 有范 畴 。

由 于 为 木 质材料 ，
加 上年 代久远 ， 当 时 也没 有 特

殊的 防腐 材 料 ， 史 前独 木 棺 本体保存 下来 并 非易 事 。

栾 丰 实先 生曾 经 归 纳过 史前 木 质葬 具 出 土 的 三种 情

ＭＥ
。

一

是 保存 有较好 的 棺 木本体 ， 发掘时这 些木 质

葬具 还保存 着原 状 。
二是棺 木 虽 已 腐 朽

，
但仍可看 到

板灰痕迹 ， 根据板灰 的 形 制 ， 可 以 勾 勒 出 独木棺 的 大

体形状 ， 这种情况发现最 多 。 三 是连 板灰痕迹也不 存

在
，
但 从 填土 的 质 地 、

结构 、 颜 色 等 堆积 特征可 以 辨

识 出 棺木 的 形 制
，
这种 情况应 该 不在 少数

。 这 也适 用

于考 古发现 的 史 前 独木 棺 ， 但在针 对 于 此 类特 洙葬

具 的
一

些 操作细节 上痛 要 说明 ^

具体而 言 ， 上 述 第
一

种 情况 比较 明 确 ， 需 要 讨 沦

的是 第二 、
三种 情况 。 关 于第 二种 情况中 的

“

板 灰
”

，

常常 见 于 各 类 发 掘 简报 或报告 ，

一

般 认 为
“

板灰
“

就

是 葬具腐 坨 的 痕 迹 ， 且 能 够 反 映葬 具 本 身 的 形 制 。 但

检索 相 关 资 枓 可 知 ， 目 前 似乎 没 有针对
＂

板 灰
”

的 科

技检测案 例 ， 所以 其形 成 原 因并 不 是十分 清楚 ＿实

上 ， 由 于埋藏环境 、 葬 具塌陷 以 及 不 同 树种 的特性 差

异 等 原因 ，

“

板灰
”

本身 并 不单纯 。 甚于仔细 的 田 野观

察和 分析 则会 发现 ，

“

板 灰
”

可 分 为 有空 间 的 淤泥淤

积和 葬具 腐 烂 后 的痕迹 两 大类气 前 者 是埋藏坏墒造

成 的
一

种 形成 于葬 具 与 塊 土 缝隙或葬 具与 葬 具之 间

的淤 泥堆 积 。 后 者 似乎 是木 质纤维 与纤维 之 间朽烂

后 未 受 到 过 多 外 力挤压 而淤 积而 成 。 前者 至 多 反 映

葬具 的外形轮廓 ，
而 不能 反 映棺壁 厚 度 、 内 部结 构 等

详细信息
；
后 者 是 真正意 义 上 的 板灰痕迹 ， 能够代 表

独木 棺 的 大致情况 。 所以 ， 在 田 野 Ｔ． 作 中需 要 对 两种

堆积进行有效 区 分 ， 才 能 正确辨 识史 前 独 木棺 的基

本形 制 。

第三种 情 况 是 没有 发现任何木 质灰痕 ， 但墓 坑

底 部 或接近底 部 的填 土 为弧 形 ， 也 可做 为 使 用独 木

棺的
一

种 证 据 。 因 为 无 论是 修 墓 放棺时 的 人工干 预

还 是 填埋之 后 的 自 然压 力 ， 墓坑 底部或接近 底部 的

填 土 经 过 长 时 间 的挤 压都 会 与 棺 木 底部 的 轮 廊 匹

配 ； 而 且它们位于 棺 底 下方 ， 相对 较 为 稳 固 ， 受棺 木

倒 塌 变形干扰的 概 率较低 ， 所 以最 有 可能 反 映 与＿

具 对应 的 底部形制 。

截 至 目 前 ， 出 土 有 独木 棺葬具 的 史 前 遗址有 二

十 余处 ， 主 要集 中在 长 江下 游 、 长 江 中游 黄河上 游 三

个地 区 ， 黄 河 中 、 下游地区 也 有零 星 的发现 。 通过 对

这些 案例 的 梳理 ， 我们对 史 前独 木棺的 产生 和发 展

有 了 了解 。

诚 然 ， 墓 猙 的 葬仪和埋蔵环境较 为复 杂 ， 而 独 木

棺作 为
一

类形制特 殊 、
工 艺 复杂 的 木 质 葬具 ， 在

一

些

情况 下也 很 难 在 田 野 中 被 辨 识出 来 ＾ 所以 下 文 的 讨

论也 只是 基 于已 知 资枓 的认识 。

二
、独 木 棺的产 生 和初 步发 展

根据现有 资 料 ， 仰 韶时 代 中 期 ， 独 木棺在 长 江 下

游地 区的 崧 泽 文化 已经开 始使 用 。 浙江嘉 兴 南 河 浜

遗址 是
一

处 规横较 大的 崧 泽 文化墓 地 ， 其 中 发 现 有

明 确 的独 木棺使 用 案例气 海 宁小兜 里遗 址发现的 崧

泽 文 化 末 期 墓 葬 也 出 土 了
一

些 独 木 棺 葬 具 ， 而 且

Ｍ３３ 的 独 木棺两端 上翘 、
中 间叫弧 ， 与 舟 船 的 形 态相

近气 此外
，
江苏常州新 岗＇江 阴 南楼＇ 上海福 泉 山

＠
等遗址 也有 独木棺发现 。 值得注 意 的 是 ，

南 楼 遗址

Ｍ７ 棺 木 痕迹清 晰 ， 棺底 凹 弧 ， 剖面 呈
“

Ｕ


’’

形
，
但 平面

为 形状 ， 两 端 各 有 两 个 凸出 。 两端 的凸 出 很 可 能

系 独 木棺 的把手 ， 以便抬棺入葬 。 这种 形 制的 独 木棺

在成 都 商 业街出 土 的战国 墓葬 中 也有 所 反映 ？
。

除了 长江下 游 ， 同 时 期 的 长江 中 游地区 也 出 现

了 独 木棺推具 。 位干 湖北 黄梅 的 塞墩遗 址 为 黄 鳐嘴 、

薛 家 岗 文化的 重 要糕 地 ， 出 土 了大 揪 的 独 木 棺 葬具

？
。 这些独木 棺 的 两 端有平 头和上 翘 两 种

，
显示 出 结

构 的 ｆｉ
；

杂性 。 有 意思 的 是 ， 寒 墩 Ｍ １ ４９
、
Ｍ １ ６６

、 Ｍ １ ９２

等 墓坑底 的間弧 面 上 ， 帖附 有 》 层 黑 色碳化物
；
人忖

架之 上的 凸弧 形面 上
，
也 存有 黑 色碳 化物 ， 均厚 约

１

－

２ 厘 米 ， 并 且 都带 有 木质 纤 维纹理 ， 说明 这些 独木

棺内壁可能经过 火烧 。 可参 考 的 是 ， 据民族 学资 料描

述 ？
，
铁 器进 入 海 南之 前

， 黎族 人 制作 独 木 棺就 采 用

反 复 烧刳 的 工 艺 。 所 以 ， 塞 墩先 民 很 可能也 使 用 了烧

刳技 术 ， 以至 于在
一

拽棺 木 上残留 蔚 火烧 的 痕迹 。

相关研 究显 示 ， 崧泽 文化 、 黄鳞嘴 文化等 所在 的

仰 紹时 代 中 期 ， 是 各 地 区 木 质 葬具 的 产 生和 初 步 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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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时期
，
大江南北或 者出 现了 木 质葬具 ，

或者 出 现木

质葬具 的线索
？

。 所 以
，
独木棺投人 到墓 葬营建的 时

间与其 他木 质葬具 的 明确 出现基本 同时 。 在此基础

上
，
借助 已发表 的 系 统报告 ，

大致可以看 出独木 棺 与

其他木 质 葬具 的使 用 比例 。 长江下 游 的 南河浜遗址

出 土墓 葬 ９ ２ 座
，
葬具 明确且保 存较好的 只 有极 少

数
，
为独木棺葬具 ；

上 海福 泉山 遗址 出土 同时 期 墓葬

１ ９ 座 ， 能识别 出 的 明确葬具痕迹 为
“

两块 凹弧形木

板组合而成
”

？
；

稍晚 的小 兜里遗址 出 土崧 泽 文 化末

期墓 葬 ２２ 座 ， 发现葬具 的 只有两座 ，
也 都是 独木棺 。

在长江 中游 的 塞墩遗址 ， 根据报告描 述 以及列 举 的

墓葬横剖面可知 ， 大 多 数墓 葬 的 底部 为 凹 弧 底 ，
足见

独 木棺也 有着很高 的使 用 率 。 由 此 可 知 ， 在 木质 葬 具

初 步发展阶段
，
长江 中 下 游地区 就开启 了 独木 棺 的

使 用传统 ， 并且 很可 能以此 为 主 要葬具 。 而且 ， 福 泉

山遗址 出 土 独 木 棺的 Ｍ ２４ 为 当 时 随葬 品最 多者 ， 小

兜里遗址 的两座独木棺 墓也都是
“

成人显贵墓
”

，
或

许 暗示独木棺 与身 份地位 或财富有 着存 在着
一

定联

系 。

此外
，
根据两端 档头 的形 制 差 异

，
可将这

一

阶段

的独 木棺 分为 两 类 。

一

类是档头 外 侧相对平 直 的
“

原

木状
”

独木 棺 ， 另
一类 是两端上 翘圆 弧 的

“

船形
”

独木

棺 。 两类独木棺共存 于该阶段 ，

一

方面 反映了 当 时独

木棺处 于初 步 发展时 期
，
形 制比较 多 样

；
另
一

方 面 ，

两端上 翘的 造 型暗示 ，
至 少部分独木棺或是接受 了

舟船的 影响 。 不过 ， 从发表 的 资料来看 ， 这
一

时 期原

木状独木棺 的数量明 显要 多于船形 者
， 而且 占据绝

对主 体 ，
所以独木棺 的起源应是

一个较复杂 的 问 题 ，

其探讨有待于 更早阶段木 质葬具 的发现和丰富 。

三
、独木 棺的 变迁与 社会 意 义

仰韶时 代 晚期 到龙 山 时代 早期 ， 使用 独木棺 的

遗址 明显增 多
，
除 了长 江 中 下游 地 区 之外 ， 淮河流域

也 出现了 独木 棺葬具 。 这
一

时期 出现 了很 多新 的变

化
，
独木 棺外表 的 装 饰逐 渐复 杂 ， 外侧 的 附属设施逐

渐 丰富 ，
制 作程序逐渐多 样 ， 而且最 重要的 变化是 出

现 了与棺 木匹配的 椁 具 。

在长江下游 ， 浙 江桐 乡 普安桥遗址发现 良 渚 文

化 早期 墓葬 １７ 座
，
大半 墓 葬中 发现有葬 具痕迹 。 这

些葬具 中 的
一

部分为 平底结构 ， 是板 材制作 的箱 式

棺
，
另
一

部分为 浅圜形底
，
应该就 是独木棺

？
。 海宁 小

兜 里 遗址 的 独 木棺外 侧专 门 放置 有垫 板 ，
并且 营 建

了 与 独木棺匹配的 木 椁气 更 为奢华 的是 ，
江苏 昆 山

赵 陵 山遗址 不仅 出 土大量独 木棺 ，
而且 有 的独 木棺

带 有精美 的彩绘 图案气 应该 有特定 的表 达含 义 。

时代与之相差 不远
，
位于江苏江 阴 高城墩 遗址

发现 良渚 文化 墓葬 １ ４ 座 ， 出土 了形 制清晰 的独 木棺

葬 具 ，

一

些 棺木 外 侧亦 带 有 椁具
？

。除 了 椁具之外
，
还

出 现了 与独木 棺匹 配的 其他附属 设施 。 浙 江余杭庙

前 遗址 Ｍ３ １ 的 独木棺 外 侧放置 有 数根 用 来支撑棺

木 的 小木桩？ 。 而且 精细 的 田野发掘还注 意 到 ， 该独

木 棺北端 的半 圆形 档板很可 能 是
“

另 外 加设
”

的
， 丰

富 了 我 们关 于独木棺制 作程 序 的认 识 。 反 山墓 地出

土 了 大量成组的 玉礼器 、精美 的 漆器 等 ，
被认 为 是 良

渚 古 城的 王陵所在 。 考 古发掘 表明 ， 墓地 的
“

棺床
”

大

多 呈凹 弧形 ， 而且 随葬 品从两侧 向 中 部倾斜 ， 说 明棺

木 本身 应该是独木棺 。

“

棺床
”

表面剥剔 出 的板 灰痕

迹上
， 常能 看到 大片 的 朱红色 涂层

，

应是独 木棺 的 涂

色 残 留 ？
。 属 于 良 渚遗 址群及其附近 的 卞家 山 ？

、 仲

家 山 、 文家 山？ 、 上 口 山 ？
、 后 杨 村 ＠等遗址 也发 现了

多 座独木棺墓 葬 。

此 外 ， 随 着 良渚 人 的扩张 ， 淮河流域 也 出现 了独

木 棺葬具 。 位于江 苏东台市 的蒋庄遗址 是 良渚 文化

的 重要墓地
，
出 土 的葬具几 乎均为独木棺气而且 ， 这

些独木棺 结构清晰 ，
盖板种 类 丰 富

， 有平板 和弧形两

种 。

在长江 中 游 ， 由 于埋藏 环境以 及保 存状况方面

的 原因 ， 这
一

时 期发现木 质 葬具的遗址 点 并不是 很

多
，
葬具的 有 无大 多依 靠熟 土 二层 台 或 者 随葬品 的

空 间 分布加 以确认 。 最近 ， 这
一

问题的探 究取得 了突

破 。 新发现 的湖 北沙 洋县城河 遗址王家谤 墓地为 屈

家岭 文化 的墓地 ，保 存 了大量 的 独木棺葬具痕迹 。 这

些独木棺 的结构较 为复杂
，
不仅侧壁有 斜 直和外弧

两 种 ， 而且 两端的 档 板 与底 板 ， 或浑然
一

体 ， 或 拼接

而成气 王家谤墓地 的发掘情况 表明
，
盘踞于 长江 中

游地区 的 屈家 岭文化也有 使 用独木 棺 作 为葬具的 习

惯 。

与此 同时 ， 独木 棺在长 江 中 下 游可能被逐 渐赋

予 了 更多 的社会意 义 。

一

般而 言
，

“

棺 椁齐 备
”

是判断

墓 主人身份地位 的重要指标 。 目 前 ，
长江下游地区 明

确 出 土 有棺 有椁 的 墓葬包括 普安桥 、 高城墩 、 小兜

里
、 反 山 、汇观 山 等遗址 。 其 中 ， 普 安桥 为板 棺

，
可能

跟 年代较早 、 葬制 尚处 于 初创阶段有关
，
汇观 山 出 土

葬 具 的 剖面情况不详而无 法 明判 ，
其他 一棺 一 椁的

墓 葬在椁 内放置 的 几乎 都是 独木棺 。 年 代稍晚 的 新

地里 遗址也继承了 这
一

传统 。 同时 ， 城河遗址王家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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墓地 已 发掘 的大 中 型 墓葬 也全部使 用 独 木棺 。 由 此

说明 ， 在长 江 中 下游地 区 ，
独 木棺 的使 用 与墓 主 的 身

份地位 之间可能存在 着
一

定联 系 。 这 与 海 岱地 区 大

汶 口 文 化的 显 贵 酷 爱使 用 板棺作 为 内 棺 的传统有所

不同 。

四
、 独木 棺 的 扩散和 断 裂

到 距 今 ４６００ 

－

４０ ００ 年 前 后 的 龙 山 时代 晚 期 ， 独

木棺葬 俗在 黄 河流域 开 始 出现 ， 而 且 长 江 中 下游 内

部 也发 生了 明 显的 阶段性 变化和 区 域差 异 。

良 渚 文 化晚期 ， 独 木 棺 在长 江下 游地区 的 数 Ｍ

开始减 少
，
但 板棺 的使 用 数 Ｍ明 显 增 加

， 幷 占 据 相 当

比例 。 浙 江桐 乡 新地里 遗址 为 良 渚晚 期 的 大型 墓 地 ，

发现墓 葬一百 余 座
，
大 约 有二十 余 座 墓葬 出土 了葬

具 痕迹 ， 根 据 细致 的 田野观 察 ， 这 些 葬 具可以 分 为三

类
，
板棺 、 独木 棺以 及带 惇 的独木棺

？
。 其 中 ， 独 木棺

所 占 比例 不 多 ， 板 棺的 数 量 规模 明 显较大 。 浙江桐 庐

小青 龙 ？等遗 址 的发掘 情况 也 显示 有
一

定 的 板棺数

Ｍ ．

．

， 此 外
，
这个 阶段 出 土

一

些遗 存能够 帮助我 们了 解

独木棺 本 体的 规横尺 寸
（
余 杭石 前圩 遗址 Ｍ ２ 出 土

了 近 乎 新 鲜的独 木 棺 表 皮 ， 表 皮 下 的木 料 Ｍ 已 成腐

泥 ，但可 以 判断 出梢 木 的厚 度 Ｍ
。 与 之 不 同 的 是 ． 同 时

期 的 长江 中 游没 有 看 到明 确 的独 木棺 痕 迹 ， 肖 家屋

脊遗 址 出 土 的 唯
——

副 葬 具也 似 乎 为 薄 木板 组合 而

成？
。

之后 ， 这
一

趋 势 更加 明 显
，
独 木 棺的 使 用 情 况急

剧减 少 。 曾 在 长江 下游 普 遍 流行的 独木 棺在这 一阶

段 只发现 于个 别遗 址 的少 鰌： ？＃ 中 。 好 川莆 地 是 良

渚 文 化晚期 至 ？末 商初 的
一

处 態 地 ， 出 土 ８０ 座 蓽 榨

发掘 者 根据 螅坑 的 大 小将 ？ 雅 分 为 五 类 ， 为 数 不

多 的 独木 棺 仅 存 在 于
一

般 旗栉 中 。 大 多 数ｍ 搾 采用

木 板 组合 的 葬 具 ，

一 些 葬 具 开始 引 人圆 木 搭 逮的 方

法 ， 内部 有 着足 够 的 空间 ， 甚至 可 Ｍ 案具 或 搁 板 。 良

渚 文化 强盛 时 期建立 的独 木 棺 与 身 份地位 之 间的 联

系 ， 此时 应 该发生 了 改 变 。

值得 关注 的 是 ， 同 时 期 黄 河流域 的
一

些遗 址 开

始 出现 了独 木棺葬具使 用 的现 象 。 在 黄河下 游 ， 曰 照

尧 王城遗 址 是 龙 山 文化在 鲁 东 南地 区 的
一

处 中 心聚

落
， 近年 发现 了 数 Ｍ 不少 的 龙 山 文化墓 葬 其 中 的

Ｍ２ ６ 除 随葬陶 器 外还 出 土 有 玉璧 、 玉 斧和骨 梳 等 审

要遗 物
， 是尧王城遗 址迄今 发 现的最 高 等级 墓葬

， 该

墓葬 的 葬具 即为 独木棺
？

。 不 过 ，
由于 资 料相对较 少

，

目 前 尚 无法对独 木棺 在 黄河 下游 的 使 用惝况 做 出 全

面 的 评估 。

除此之 外 ， 在 黄 河上 游 的 甘青 地 区 也 发 现 了 独

木棺 的使 用 案例 。 青 海乐 都 柳湾 墓地 经过 多年 发掘 ，

清 理半山 、 马厂 类 型 以及齐 家文 化墓 葬
一

千 五百 余

座 。 其 中 ，
马 厂类 型 和 齐家 文化 的 墓 葬中 都发现了独

木棺
？

。 然 而 ， 统计 可知 ，马 厂类型 的 独木棺 墓 葬 只 有

２０ 座左 右
，
仅 占 当 时 墓葬 总 数的 ０ ． ０２％左右 。 这 些独

木棺底部梢 削 平 ， 两端 大 多 为 平 头 ？ 但 是 ， 到 齐家文

化时期 ， 独木 棺 的使 用率 明 显加大 ，
达 到 １ ８４ 座

？
， 几

乎 占到 该 期 墓葬总 数 的
一

半 ， 并且还 新出 现了 两端

头 为 圆弧 形 的独木 棺 。 平 头与圆弧 的 区 别 应 是 前 文

所说 的原 木状 与 船形 棺之分 。 关 于两 种独木棺 的 分

布 特征 ， 长 江 中下 游 与甘 青 地区 似 乎存 在 着异 同 。 相

同 的 是船形棺在 两 个区 域都 是 少 Ｍ 分布 。 不 同 的 是

长江 中 下游最初 是原 木状 棺 与 船形 棺共 存
， 到后 来

船形棺 少 见 甚 至消 失
；
而甘 青地区 则是 早 期全 部 为

原 木状棺
，
到后 来 才 出现船 形棺 。

此 外
，
根据发掘 报 告 呈现 的 棺 木 复 原 图

，
柳湾 遗

址 的独 木棺内 Ｗ 似 乎 为 直壁平底 。 若从 剖面 观 察 ， 侧

壁为 内 直外弧
，
底板 为 内 平 外弧 。 而 长江 中 下游地区

之 前或 同 时 期的
一

些遗址 则 是 内 外均弧 的 底板 。 如

反 山 大 ＩＩ 的随 葬 品 从两侧 向 中 部倾 斜 ， 造 成部分器

物 因掩 击 而破碎的现 象 ， 说 明棺底 内壁 为 凹弧形 的

可能性较 大
；
卞 家 山 甚至 还 出土过

一

块 丝 毫没 有 腐

朽 的弧形 木 板
，
很可能就是 良 渚 时 期弧 形葬具 的真

实 样貌
ｗ

；
小 兜 里 、 高城墩 的 解 剖性发掘 结 果 也 是 如

此 。 不过 ，
正如 前 文所述 ，

一

些 独木棺的 形 制复 原依

埘 的是板 灰痕迹 ， 而 后 者 的形成 原 因较 为复 杂 ， 相 关

信息 的 获 取在很大 程度 上取 决 于保存状 况和 田 野 的

现场 辨別 。 因 此 ， 独木棺 内槽 的 形制 分析 只 能限 于 个

别 的明确 案例之 间
，
而 无法 开展 两 区域 的 系 统 比较 。

这
一

时 期 ， 曾 经辉煌 强 势 的 良 渚 文 化 、 屈家岭－

石 家 河 文 化逐渐 衰 落 ． 意 味 着 长江 中 下 游 的 史 前 文

明 幵 始退 出 核心舞 台 。 相 反 ， 中原地 区 的 引 领地 位 毅

然 凸 显 ， 以兼 容 并包 的 姿态
，
不断吸 收 周 边地区 的 文

明 成 果 。 与 独 木棺相 关 ， 位 于 山 西襄汾 的 陶 寺遗址 此

时突 然出 现 了 独 木 棺 葬 具
， 而 且 多 分 布 于 大型墓 葬

？
。 蔚 然壮 观 的墓室 结构 、

色 彩华丽 的棺 木装 饰以 及

珍稀 丰富 的 随 痄 品
，
无 不 昭示璀 葬 主 人 的特洙身 份

这呰 现象 说明 ，
从 良 渚 到陶 寺 的 文 明之路 上

？
， 独

木棺 及 其 所 关 眹 的 社会意 义 也 足 传承 的 東要 文 化 基

因 。

随 ｔ 以 中 原 为 中心的 历 史 趋 势 Ｍ的 不断 深 入 ，
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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里头 文 化 的 强势 崛起
，
在 长 江 中 下 游历经 近两 千 年

的 史 前独木棺 传统 被板棺 习 俗彻底 取代
， 甚至

一

度

断裂 ，
直 到 后世 才 重新成为华夏边 缘的文 化元 素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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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浙江 海 宁 市博物馆

：
＜ ２００９

年 海 宁 小兜 里 遗 址 良 渚 墓 葬 的 发 掘 收 获《 南 方 文 物 ＞

２０ １ ０ 年 第 ２ 期 。

⑩浙江 省文物考 古 研究 所
：
（南 河 浜——崧 泽 文化遗

址发掘报 告 ＞ ，
文物 出 版社 ， ２００５ 年 。

？？浙江省 文 物 考 古 研 究 所 、
海宁 市博物 馆

：
＜小 兜

里 ＞ ， 文物 出 版社 ， ２０１ ５ 年 。

？常州 博物 馆
：
（常 州新 岗


＞ ， 文 物 出版社 ， ２０ １ ２ 年 。

？江苏 江阴 南 楼 遗址联 合 考 古队
： （江 苏 江 阴 南楼 新

石器时 代遗址发 掘简 报 ＞ ， 〈 文 物 ＞２００７ 年 第 ７ 期 。

？？上 海市 文 物管 理委 员会 ： ＜福 泉 山 ＞ ， 文物 出 版社 ，

２ ０００年 。

？成都 市文 物 考 古研究 所 ： 《成 都 市商 业街 船 棺
，独 木

棺 墓葬发 掘简报 ＞ ， ＜文物 ＞ ２００２ 年 第 １ １ 期 。

？中 国 社会 科学 院考 古 研究 所 ： ｛ 黄梅 塞墩 ＞ ， 文 物 出

版社 ， ２０１０ 年
。

？北 京大 学 考 古 学 系
、
浙江 省 文 物 考 古研 究所 、 日 本

上 智大学联 合考古队
：
《浙 江桐 乡 普 安桥 遗址 发 掘 简 报 ＞ ，

《文物 ＞ １ ９９８ 年第 ４ 期 。

？南 京 博物 院 ： ＜

赵 陵 山—— １

９９０
－

１
９ ９５ 年 度 发 掘 报

告 ＞ ， 文物出 版社 ，
２０

１
２ 年

。

？南 京 博物 院
、
江阴博物馆 ： ＜髙城 墩—— 太湖 西 北 部

新 石器时 代 考古报告 之二 ＞ ， 文 物出 版 社 ， ２００９ 年 。

？浙 江 省 文 物 考 古 研 究所 ： ＜良 渚遗址 群 考 古 报告 之

四
：
庙 前 ＞ ， 文物 出版社 ， ２０１ ５ 年 。

？浙 江 省 文物 考 古 研究 所
： ｛ 良 渚 遗 址 群 考 古 报 告 之

二
：
反 山


＞ ，文 物 出版社 ， ２００５ 年 。

＠ 浙江 省 文物考 古 研 究所
： 〈 良 渚 遗 址 群 考 古 报告 之

六
：
卞家 山 ＞ ， 文物 出版社 ， ２０ １ ４ 年

。

？浙江 省 文物考 古 研 究所 ： ＜ 良 渚遗 址 群 考 古 报告 之

五 ： 文家 山 》 ， 文物 出版 社 ，
２０

１ １ 年 。

？浙江 省 文物考 古 研究 所 ： ｛
浙江 余 杭上 口 山 遗 址 发

掘 简报 ＞ ， ＜文物 ＞ ２００２ 年 第 Ｕ） 期 。

？ ｉ宁 远 ： 《 良 渚遗址群后 杨 村 遗址 》 ， 浙江 省 文 物 考

古研 究所 编 浙江 考 古新纪 元 》 ， 科 学出 版社
，
２００９ 年 。

？ 南京博物馆 ： 《江 苏 兴化 、 东 台市蒋庄 遗址 良 渚 文 化

遗存 ＞ ， 《考 古 ＞ ２０ １ ６ 年 第 ７ 期 。

？中 国社 会 科学 院 考 古研 究 所 、湖北 省 文物 考 古研 究

所
、
荆 门市博物馆

、
沙 洋 县 文物管理所

：
Ｃ湖 北沙洋 县城 河

新 石器 时代遗 址王 家谤墓 地 ＞
，
Ｃ考 古 ＞ ２０１

９ 年 第 ７ 期 。

＠ 浙江 省 文物 考 古研 究 所 、
桐 乡 市文物 管理 委 员

：
（新

地 里 ＞ ， 文物出 版社 ， ２００６ 年 。

＠浙江省 文 物考 古 研 究所 、桐庐 博物馆 ： 《小青龙 》 ， 文

物 出版社
，
２０

１７ 年 。

？湖 北 省 荆 州 博物馆 、湖 北 省 文物 考 占研 究 所 、北 京

大学 考 古 系 ： 《 肖 家屋 脊 》 ， 文物 出版 社 ， １ ９９９ 年 。

？ 浙江省 文物 考 古研究 所 、 遂 昌 县文 物管理委 员会 ：

《好川 墓地 ＞ ， 文物 出版 社
， ２００１ 年 。

？ 梁 中合 、 贾 笑 冰
： ＜


尧王 城遗址 与 尧 王城 类 型 再探

讨 ＞ ， ＜北方 文物 ＞ ２０ １ ７ 年 第 ３ 期
。

？青 海 省文 物管 理 处 考 古队
、
中 国社会 科 学 院考古研

究所
： ＜青海 柳湾 ＞ ， 文物 出 版社 ， １９８４ 年 。

？ ａ 中 国 社会 科学院考 古研 究 所 山 西队
、
山 西 省考 古

研究 所 、 临汾 市 文物 局 ： ＜ 陶寺 城址 发现陶 寺 文 化 中 期 墓

葬 ＞ ， 《考 古 ＞２００３ 年 第 ９ 期 ； ｂ 中 国 社会 科学 院考 占 研 究

所 襄 汾陶 寺一－

１ ９７８
－

１ ９８５ 年 发 掘报 告


＞ ， 文物出 版社
，

２０１ ５年 。

？何 驽 ： ＜
山 西襄 汾啕 寺 城址 中 期王 级 大 墓 ＩＭ２２ 出土

漆杆
“

圭尺
”

功能 试探 ＞ ， 《 自然 科学研 究 ＞２００９
年 第 ３ 期 ＝

？ 韩建业 ： ｛ 良 渚 、陶 寺 与二 里 头——早 期 中 国文 明 的

演进 之路 ＞ ． （考 古 ＞２０ １０ 年第 １ １ 期 。

？赵挥 ： 《以 中原为 中 心 的 历 史 趋 势 的 形成文 物 》

２０００ 年 第 １ 期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