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048

探
索
与
研
究

2023 年第 6 期    总第 232 期  

摘要：受材料发表的影响，学界以往对营盘山遗址新石器时代遗存缺乏系统性的
分期。发掘报告在对层位关系进行描述时有些许抵牾不清之处。因此，对营盘山遗址
新石器时代遗存的分期，可首先对各年度发掘地点出土遗物按可靠的层位关系进行分
型定式，再将各年度发掘地点进行串联，依据典型器物型式与组合变化进行分期讨论，
由此可将该遗址新石器时代遗存分为三期四段，并可根据出土遗物形制及层位关系对
其他非典型单位相对年代做出推断。

关键词：营盘山遗址；新石器时期遗存；类型学

Abstract：The Yingpanshan site is located in Fengyi Town, Maoxian County, Sichuan 
Province, on a third level terrace on the southeast bank of the Minjiang River, covering an area 
of nearly 150,000 square meters. This site was a large settlement in the western Sichuan region 
about 5000 years ago. From 2000 to 2006, it underwent five large-scale excavations, revealing an 
area of nearly 2500 square meters, providing rich materials for exploring the archaeological and 
cultural landscape of the upper reaches of the Minjiang River. Due to limited material publication, 
there has been a lack of systematic periodization of the Neolithic remains at the Yingpanshan 
site in the academic circle. There are some inconsistencies in the description of stratigraphic 
relations in previous excavation report. Therefore, for the periodization of the Neolithic remains 
at the Yingpanshan site, reliable stratigraphic relations can be used to classify the unearthed relics 
at each year's excavation site. Then, based on typical types and combinations of artifacts, the 
excavation sites of each year can be connected and discussed in stages. The Neolithic remains at 
the Yingpanshan site can be divided into three periods and four phases, and the relative age of other 
atypical units can be inferred based on the shape and stratigraphic relation of the unearthed relics. 
Typological study is conducted on the Neolithic pottery unearthed at this site to determine a relative 
chronological framework that can serve as a benchmark for regional cultural periodization studies. 
In the past, the academic circle focused on the construction of archaeological and cultural lineages 
in the region, with less attention paid to the study of settlement morphology, which resulted in a 
slight lack of understanding of prehistoric society. After mastering the periodization materials of 
the site, one can further explore the diachronic evolution of households and settlements, as well as 
the changes reflected in social organizations, in order to explore the process of social complexity in 
the region. 

 
Key Words：Yingpanshan site, Neolithic remains, Typolog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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营盘山遗址位于四川省茂县凤仪镇，地

处岷江东南岸的三级阶地上，面积近15万平方	

米［1］。该遗址是距今约5000年前川西地区的一

处大型聚落［2］，2000—2006年经历五次规模较

大的发掘，揭露面积近2500平方米，为探讨岷江

上游地区的考古学文化面貌提供了丰富材料。受

材料发表的限制，此前学界对营盘山遗址的系统

分期研究较少［3］，《报告》中将营盘山遗址分

为二期四段，笔者认为这一分期方案仍有进一步

完善的空间。

一　《报告》分期方案中值得商榷之处

《报告》在分期与年代一章中，先对四个

地点的五次发掘地层进行梳理，文中言“根据土

质、土色相近原则，我们将各个地点不同年份发

掘的相邻探方的地层进行了统一比对”［4］，对

比结果与其后文的分期结果一致，这种方法在逻

辑上有所不妥：一是由于各个地点各年度发掘的

探方并未连通，《报告》中称其地层对应是根据

“土质土色相近”原则，但存在将某年一层与他

年多层对应的做法［5］，在具体对应上也存在偏

差［6］。而且，由于该遗址地层断层情况甚多，

在分期一章中作者将所有单位的叠压打破关系列

出而并未明言依据哪几组叠压打破关系进行排

列［7］，首先，这很容易将开口于不同层位下、

无法判断相对年代的堆积单位认定为存在早晚关	

系［8］；其次，在层位关系示意图上也见有与遗

迹登记表不合之处［9］；最后，就结果来看，型

式变化也不甚明显［10］。

鉴于上述问题，笔者以各地点、各年度为单

位各自选取具有连续叠压打破的层位关系对典型

器物进行分型定式，再依据型式变化对各地点、

各年度进行串联，根据典型器物型式与组合变化

进行分期，最后以分期结果为标尺，确定无连续

叠压打破关系遗迹的年代。

二　典型遗迹单位分期

（一）第一地点

1.2002年	

连续叠压打破层位关系如图一所示。根据器

物的典型性，该地点演变序列明确的器物有小口

瓶、敛口折腹盆、鼓腹盆。

（1）小口瓶　依据颈部变化可分四式。

Ⅰ式　敞口，斜直颈。标本02T18⑩∶1

（图二∶1）。

Ⅱ式　直颈。标本02T18⑦∶14（图二∶2）。

Ⅲ式　曲颈，颈部最小径位于中间。标本

02H29∶15（图二∶3）。

Ⅳ 式 　 侈 口 ， 颈 部 最 小 径 偏 上 。 标 本

02H25∶23（图二∶4）。			

演变趋势：由斜直颈外敞向曲颈发展。

（2）敛口折腹盆　敛口，折腹。依据腹

部、口沿变化可分三式。

Ⅰ式　敛口，上腹略曲，下腹微鼓。标本

图一　2002 年第一地点层位关系图

图二　小口瓶演变图

1.I 式（02T18 ⑩∶ 1）　2. Ⅱ式（02T18 ⑦∶ 14）　3. Ⅲ式（02H29 ∶ 15）　4. Ⅳ式（02H25 ∶ 23）
（分别采自《茂县营盘山新石器时代遗址》，第 149、147、147、147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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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2H41∶8（图三∶1）。

Ⅱ式　敛口，斜直颈。标本02T1⑥∶1（图

三∶2）。

Ⅲ式　微敛口，沿上翘，斜直颈。标本

02H12∶5（图三∶3）。

演变趋势：敛口逐渐减轻，口沿愈上折。

（3）鼓腹盆　短沿，圆鼓腹。依据口沿、

腹部变化可以分为四式。

Ⅰ式　口部较直，平沿，腹略鼓。标本

02T18⑧∶11（图四∶1）。

Ⅱ式　口部微敛，卷平沿，腹略鼓。标本

02T18⑥∶5（图四∶2）。

Ⅲ式　敛口，卷沿上翘内扣。标本02H29∶	

10（图四∶3）。

Ⅳ式　敛口甚，短平沿，鼓腹。标本02	

H12∶4（图四∶4）。

演变趋势：敛口愈明显，口沿愈短，腹部愈

鼓。

2.2003年

连续叠压打破层位关系如图五所示。根据

器物的典型性，该地点演变序列明确的器物有小

口瓶、敛口折腹盆、卷折沿侈口罐与直筒形侈口

罐。其中，前两者与上述出土遗物演变序列相

同，不作赘述。

（1）卷折沿侈口罐　卷折沿，口径均小于

腹径。依据口沿、腹部变化可以分为四式。

Ⅰ式　短折沿，腹微鼓。标本03HG1∶32

（图六∶1）。

Ⅱ式　折沿较宽，腹渐鼓。标本03H57∶24

（图六∶2）。

Ⅲ式　折沿较宽似形成立领，腹愈鼓。标本

03H43∶118（图六∶3）。			

Ⅳ式　宽折沿，鼓腹。标本03H42∶52（图

六∶4）。

演变趋势：口沿逐渐竖起，腹愈鼓，口渐

大，至最后又缩小。

（2）直筒形侈口罐　侈口，直腹。依据口

部的变化可分为两式：

Ⅰ式	 	侈口明显，卷沿。标本03H43∶103

（图七∶1）。

Ⅱ式　侈口，小卷沿。标本03H42∶51（图

七∶2）。

图三　敛口折腹盆演变图

1. Ⅰ式（02H41 ∶ 8）　2. Ⅱ式（02T1 ⑥∶ 1）　3. Ⅲ式（02H12 ∶ 5）
（分别采自《茂县营盘山新石器时代遗址》，第 163、163、161 页）

图四　鼓腹盆演变图

1. Ⅰ式（02T18 ⑧∶ 11）　2. Ⅱ式（02T18 ⑥∶ 5）　3. Ⅲ式（02H29 ∶ 10）　4. Ⅳ式（02H12 ∶ 4）
（分别采自《茂县营盘山新石器时代遗址》，第 160、161、163、163 页）

图五　2003 年第一地点层位关系图

演变趋势：由侈口到微

侈，沿渐消失。

（二）第二地点

2003年该地点发掘区连续

叠压打破层位关系如图八所

示。根据器物的典型性，该地

点演变序列明确的器物有小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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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图一〇所示。根据器物的典型性，该地点演变

序列明确的器物有小口瓶、浅腹盆。其中，前者

与上述出土遗物演变序列相同，不作赘述。

浅腹盆　依据口沿与腹部的变化可分为四

式。

Ⅰ式　仰卷沿，腹极浅。标本02H44∶52

（图一一∶1）。

Ⅱ式　仰卷折沿，腹较浅。标本02H44∶42

（图一一∶2）。

Ⅲ式　平折沿，腹变深。标本02H44∶58

（图一一∶3）。

Ⅳ式　折沿下压，腹愈深。标本02H36∶19

（图一一∶4）。

演变趋势：由仰卷沿到折沿下压，腹部愈

深。				

（四）第四地点

2006年该地点发掘区连续叠压打破层位关系

如图一二所示。根据器物的典型性，该地点演变

序列明确的器物有折沿鼓肩盆。

折沿鼓肩盆　口径大于肩径。依据口沿、肩

部的变化可分为两式。

Ⅰ式　仰折沿，微鼓肩。标本06T6③∶4

（图一三∶1）。

图六　卷折沿侈口罐演变图

1. Ⅰ式（03HG1 ∶ 32）　2. Ⅱ式（03H57 ∶ 24）　3. Ⅲ式（03H43 ∶ 118）　4. Ⅳ式（03H42 ∶ 52）
（分别采自《茂县营盘山新石器时代遗址》，第 314、312、312、316 页）

图七　直筒形侈口罐演变图

1. Ⅰ式（03H43 ∶ 103）　2. Ⅱ式（03H42 ∶ 51）
（分别采自《茂县营盘山新石器时代遗址》，第 320、
319 页）

图八　2003 年第二地点层位关系图

瓶、卷沿鼓肩盆。其中，小口瓶与上述出土遗物

演变序列相同，不作赘述。

卷沿鼓肩盆　敛口，卷沿。依据口沿及肩部

的变化可分为四式。

Ⅰ式　卷沿，肩部较高，有小短颈。标本

03T7⑤∶3（图九∶1）。

Ⅱ式　卷沿较平，肩部较高，无颈。标本

03H48∶274（图九∶2）。

Ⅲ式　卷沿内扣，肩部下移。标本03H31∶	

2（图九∶3）。

Ⅳ式　卷沿下压，肩部下移。标本03H45∶	

13（图九∶4）。

演变趋势：由卷沿到卷沿下压，肩部逐渐	

下移。

（三）第三地点

2002年该地点发掘区连续叠压打破层位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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Ⅱ式　卷折沿近平，鼓肩。标本06H9∶13

（图一三∶2）。

演变趋势：肩愈鼓，沿近平。

（五）典型器物型式补充

1.敛口折腹盆　02H34∶1（附图∶8）敛口

程度较02H8∶3（附图∶7）轻，仰折沿，应晚

于02H12∶5。

2.直筒形侈口罐　02T1⑨北扩方∶3（附

图∶32）较03H43∶103（附图∶34），侈口明

显，大卷沿，应早于03H43∶103。

3.浅腹盆　03T28④b∶10（附图∶23）较

02H36∶19（附图∶22），口沿下压明显，腹愈

深，应晚于02H36∶19。

4.折沿鼓肩盆　02H36∶6（附图∶18）较

06H9∶13（附图∶17），肩愈鼓，沿平，应晚

于06H9∶13。

三　典型堆积单位内典型器型式共存举例

首先择取出土典型器物，小口瓶、敛口折腹

盆、折沿鼓肩盆、浅腹盆、鼓腹盆、卷折沿侈口

罐、筒形侈口罐等较为丰富的遗迹来统计其型式

共存情况，再根据型式变化、器物组合情况进行

分期。

根据典型堆积单位的典型器型式共存表，可

以依据器物型式组合变化将表中典型堆积单位分

为四段（表一）。

第一段　典型堆积单位包括：02H41、02

第一地点⑨、02第一地点⑧、02第二地点④、

02H32、04H17。典型陶器有Ⅰ式小口瓶，Ⅰ式

敛口折腹盆，Ⅰ、Ⅱ式折沿鼓肩盆，Ⅰ、Ⅱ式浅

腹盆，Ⅰ、Ⅱ式鼓腹盆，Ⅰ、Ⅱ式卷折沿侈口

罐，Ⅰ、Ⅱ式筒形侈口罐。

第二段　典型堆积单位包括：06H9、02第

图九　卷沿鼓肩盆演变图

1. Ⅰ式（03T7 ⑤∶ 3）　2. Ⅱ式（03H48 ∶ 274）　3. Ⅲ
式（03H31 ∶ 2）　4. Ⅳ式（03H45 ∶ 13）
（分别采自《茂县营盘山新石器时代遗址》，第 293、
289、293、293 页）

图一〇　2002 年第三地点层位关系图

图一一　浅腹盆演变图

1. Ⅰ式（02H44 ∶ 52）　2. Ⅱ式（02H44 ∶ 42）　3. Ⅲ式（02H44 ∶ 58）　4. Ⅳ式（02H36 ∶ 19）
（分别采自《茂县营盘山新石器时代遗址》，第 164、164、161、161 页）

图一二　2006 年第四地点层位关系图

图一三　折沿鼓肩盆演变图

1. Ⅰ式（06T6 ③∶ 4）　2. Ⅱ式（06H9 ∶ 13）
（均采自《茂县营盘山新石器时代遗址》，第 474 页）

一地点⑥、02第一地点⑦、03H43、00H17、

03H41、04H18。典型陶器有Ⅰ、Ⅱ式小口瓶，

Ⅱ式敛口折腹盆，Ⅱ式折沿鼓肩盆，Ⅲ式鼓腹

盆，Ⅲ式卷折沿侈口罐，Ⅱ、Ⅲ式筒形侈口罐。

第三段　典型堆积单位包括：02H38、

02H8、02H29、02H44、02H12。典型陶器有

Ⅱ、Ⅲ式小口瓶，Ⅲ式敛口折腹盆，Ⅰ、Ⅱ、Ⅲ

式浅腹盆，Ⅳ、Ⅴ式鼓腹盆，Ⅲ式卷折沿侈口

罐，Ⅲ式筒形侈口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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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一

　
典

型
陶

器
型

式
共

存
表

　
　

　
　

　
　

器
型

　
　

 单
位

小
口

瓶
敛

口
折

腹
盆

折
沿

鼓
肩

盆
浅

腹
盆

鼓
腹

盆
卷

折
沿

侈
口

罐
筒

形
侈

口
罐

Ⅰ
Ⅱ

Ⅲ
Ⅳ

Ⅰ
Ⅱ

Ⅲ
Ⅳ

Ⅰ
Ⅱ

Ⅲ
Ⅳ

Ⅰ
Ⅱ

Ⅲ
Ⅳ

Ⅴ
Ⅰ

Ⅱ
Ⅲ

Ⅳ
Ⅴ

Ⅰ
Ⅱ

Ⅲ
Ⅳ

Ⅰ
Ⅱ

Ⅲ
Ⅳ

第 一 段

02
H

41
√

√

02
第

一
地

点
⑧

、
⑨

√
√

√
√

02
第

二
地

点
④

√
√

02
H

32
√

√
√

04
H

17
√

√
√

第 二 段

06
H

9
√

√

02
第

一
地

点
⑥

、
⑦

√
√

√

03
H

43
√

√
√

√
√

00
H

17
√

√

03
H

41
√

√

04
H

18
√

√

第 三 段

02
H

38
√

√
√

02
H

8
√

√
√

√
√

02
H

29
√

√

02
H

44
√

√
√

√
√

√
√

√

02
H

12
√

√

第 四 段

03
H

47
√

√
√

02
第

二
地

点
③

√
√

02
H

36
√

√
√

√

06
第

三
地

点
③

√
√

√

04
第

二
地

点
③

√
√

√
√

06
H

11
√

√
√

03
H

42
√

√
√

√

02
H

25
√

分   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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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段　典型堆积单位包括：03H47、02第

二地点③、02H36、06第三地点③、04第二地点

③、06H11、03H42、02H25。典型陶器有Ⅲ、

Ⅳ式小口瓶（Ⅱ式小口瓶均为地层内出土，应是

扰入的），Ⅳ式敛口折腹盆，Ⅲ式折沿鼓肩盆，

Ⅳ、Ⅴ式浅腹盆，Ⅴ式鼓腹盆，Ⅲ、Ⅳ式卷折沿

侈口罐，Ⅲ、Ⅳ式筒形侈口罐。

可以发现，各种器物演变速率并不一致，最

为敏感的是小口瓶、敛口折腹盆、折沿鼓肩盆以

及数量较少的卷沿鼓肩盆。具体到各段来看，前

三段遗物型式组合变化较为明显，第三段与第四

段之间差异较小，仅少数单位出现Ⅳ式器型。由

此，可将第一段、第二段改为第一期、第二期，

第三段与第四段合并为第三期（附图）。

四　其他堆积单位分期

由于其他堆积单位出土典型遗物较少，难以

通过遗物组合对其年代进行推定，只能依据堆积

单位的叠压打破关系以及对堆积单位中部分典型

遗物的时代进行判断，取年代最晚者为该堆积单

位的相对年代（表二）。

1.第一地点2000年发掘区

2000年第一地点堆积较为简单。小口瓶

00H1∶15为第三期遗物，由于该遗址未见更晚

于第三期的遗物，则晚于00H1的④层与H2也应

均为第三期堆积。

2.第一地点2002年发掘区

与第一期堆积单位02H41平列的02H40被⑧

层叠压，⑧层出土的典型器物如卷折沿侈口罐

（02T18⑧∶77）为第一期遗物，无明显更晚的

遗物，那么02H40以及早于⑧层的堆积单位也应

是第一期遗迹。

打破⑧层的02H46出土浅腹盆02H46∶3为

Ⅲ式，应是第二期遗物。叠压其上的⑦层出土

典型器小口瓶02T18⑦∶14为第二期遗物，而

⑥层出土的典型器物也均为第二期，如鼓腹盆

02T18⑥∶5、敛口折腹盆02T1⑥∶1，表明⑥

层的年代应属第二期。02H39开口于③层下，直

接打破⑧层，出土的小口瓶02H39∶6为微斜直

口，应为第一期遗物，属该遗迹的遗物时代无明

显更晚者，可暂将其定为第一期遗迹。

打破⑥层的遗迹02H29开口于④层下，出土

的鼓腹盆02H29∶10、小口瓶02H29∶13为第三

期遗物，故02H29应属第三期。则叠压02H29的

④层与打破④层的遗迹单位也应为第三期堆积

单位。02H16出土的小口瓶02H16②∶7为第一期	

遗物。

02H22并未公布有可供分期的典型遗物，其

泥质陶钵02H22∶1与02T18⑤∶3形制相同。02

第一地点⑤层基本未公布其他陶容器，可暂将其

认为与02H22同期的堆积。这两件钵口微敛，腹

较圆鼓，与鼓腹盆02T18⑥∶5形制接近，因此

02H22与02第一地点⑤层应为第二期堆积单位。

晚于⑤层而早于02H22的02H23也应为第二期	

遗迹。

3.第一地点2003年发掘区

03HG1出土卷折沿侈口罐03HG1∶32为第

一期遗物，其应属第一期遗迹。⑤层公布遗物

较少，陶缸03T19⑤∶5，小短沿微下压，与

02H32∶4形制相近，应为第一期遗物，因此被

⑤层叠压的堆积单位应不晚于第一期。

03H57出土典型器物小口瓶03H57∶4，直

口，应为第二期典型器物；03H58出土鼓腹盆

03H58∶17和03H58∶28，口微敛，腹微鼓，为

第二期典型器物。03L1发表遗物较少，彩陶钵

03L1∶15，敛口，折腹，除却晚期地层出土者

之外，这种形制在03年发掘地点见于03H57、

03H41，这两者均为第二期遗迹；夹砂卷折沿

侈口罐03L1∶33，折沿风格较少见，整体与

03H57∶24风格相近，表明03L1应亦为第二期堆

积。03H52出土小口瓶为第三期典型器物，叠压

其上的03④b层以及晚于④b层的堆积应亦属于第

三期。

4.第一地点2004年发掘区

04T10⑤、④层出土鼓肩盆具有明显年代特

征，04T10⑤∶7，微卷沿，鼓肩靠上，为第一

期特征；04T10④∶3，鼓肩偏下，应为第三期

遗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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打破⑤层的04H28出土小口瓶04H28∶15，

斜 直 口 ， 为 第 一 期 遗 物 ， 卷 折 沿 侈 口 罐

04H28∶30、04H28∶23，腹微鼓，为第二期

遗物。04H34、04H31出土鼓腹盆04H34∶2、

04H31∶7，口较直，微敛，为第一期遗物。

04H35出土敛口折腹盆04H35∶24，敛口，折沿

下压明显，应为第一期遗物。被其打破的04H36

也应为第一期遗迹。04H30出土卷折沿侈口罐

04H30∶7，瘪腹，应为第一期遗物。

5.第二地点2000年发掘区

第二地点2000年发掘区发表器物较少，从小

口瓶、鼓腹盆等的特征来看基本多为第二期。

6.第二地点2002年发掘区

卷折沿侈口罐02H28∶100、02H28∶4、

02H28∶9，腹略扁，口沿微仰折，均为第一期

遗物。浅腹盆02H32∶29，腹极浅，应不晚于第

二期。

02H30出土小口瓶，斜直口，应为第一期遗

物。02H21发表遗物较少，陶缸02H21∶1，与第

一期同类器03T19⑤∶5形制相近，则02H21应亦

为第一期遗迹。被其打破的④层同样应为第一期

堆积。02H7出土鼓腹盆02H7∶23，口部较直，

腹微鼓，应属第一期。02H6出土卷折沿侈口罐

02H6∶9，微仰折沿，腹较扁，应属第一期。

02H13、02H8出土小口瓶02H13∶1、

02H13∶7、02H8∶30应为第三期遗物。02H1∶6

鼓腹盆，敛口，短沿，鼓腹，为第三期遗物。

02H9出土泥质罐02H9∶1，小短沿，与第三期

03T14③a∶3、03H27∶10风格一致。02H3出土

夹砂罐02H3∶10、02H3∶18，小短沿，与第三

期小短沿罐形制相近。

7.第二地点2003年发掘区

03H8、03H14出土小口瓶03H8∶5、

03H14∶25，斜直口，为第一期特征，两者应为

第一期遗迹。03H2出土夹砂小罐03H2∶21，微

仰折沿，瘪腹，应为第一期遗物。

小口瓶03T18⑤∶2，直颈，应为第二期

遗物，敛口折腹盆03T24⑤∶2，平沿，上腹较

敛，与第二期同类器02T1⑥∶1	形制相近。由此

观之⑤层年代亦应为第二期。则叠压、打破⑤

层的堆积应不早于第二期。03H3、03H13出土

泥质陶罐03H3∶2、03H13∶216，卷沿外侈，

斜方唇，腹较鼓，与同类器03L1∶6形制相近，

应为第二期遗迹。03H10、03H36出土夹砂卷折

沿侈口罐03H10∶13、03H36∶15，仰折沿，腹

微鼓，应为第二期遗迹。03H13出土卷折沿侈口

罐03H13∶10，仰折沿，腹较鼓，应为第二期遗

物。03H21出土卷沿鼓肩盆03H21∶111，鼓肩较

靠下，应为第二期遗物。

④b层出土时代最晚的遗物有小口瓶03T28	

④ b ∶ 4 5 、 0 3 T 3 ④ b ∶ 8 ， 曲 颈 ； 鼓 腹 盆

03T23④b∶38，鼓腹；折沿鼓肩盆03T28④b∶4、

03T28④b∶28，平沿，鼓肩靠下；卷沿鼓肩盆

03T28④b∶25，肩部靠下，为第三期遗物。则

直接叠压或打破④b层的堆积应亦为第三期堆

积。03H7出土直筒形侈口罐03H7∶3，小侈口，

表二　部分堆积单位分期表

第一地点 第二地点 第三地点 第四地点

第
一
期

02H40、02H41、02⑩、02⑨、02⑧、
02H16、02H42、02H43、02H39、
03HG1、03H48、03H53、03⑥、03⑤、
04⑤、04H34、04H35、04H36、04H31、
04H30

02H28、02⑤、02H30、02H21、02H7、
02H6、03H2、03H8、03H14、04H6、
0 4H1 4、0 4H1 6、0 4H1 7、0 4④、
04H21、04H20、04H12

第
二
期

02⑦、02⑥、02⑤、02H22、02H23、
03L1、03H41、03H57、03H58、04H28、
02H46

04H3、04H24、04H18、04H11、03⑤、
03H3、03H13、03H10、03H36、
03H21、06H1、03H7

00H18、00H19 06H9

第
三
期

02H29、02H25、02④、02H12、00④、
00H1、00H2、03③a、03③b、03④a、
03④b、03H27、03H42、03H52、04④

02H13、02H8、02H1、02H9、02H3、
02H34、04③、03④b、03③b、03H16、
03H34、03④a、03H45、03H37、06③

02H44、02H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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短沿，为第二期遗物；03H37出土卷沿鼓肩盆

03H37∶11，鼓肩下移，为第三期遗物。

8.第二地点2004年发掘区

04H6、04H14、04H16、04H17出土小

口瓶04H6∶7、04H14∶13、04H16∶20、

04H17∶24，均为斜直口，属第一期特征，则

被这些遗迹打破的堆积应亦为第一期遗迹。

04H12、04H21出土卷折沿侈口罐04H12∶12、

04H12∶13、04H21∶26、04H21∶32以及

04H20∶5均为微仰折沿，瘪腹，应属第一期	

遗迹。

04H3、04H24、04H18出土小口瓶04H3∶	

111、04H24∶10、04H18∶18，直口，属第二

期特征。04H11出土侈口折腹盆04H11∶9、

04H11∶8，斜直口，沿下压，与第二期遗物

03H58∶2形制相近。

③层出土时代最晚的器物是小口瓶04T1	

③∶9，曲颈，为第三期特征。则打破第③层的

堆积应亦为第三期。

9.第二地点2006年发掘区

06H1出土小口瓶06H1∶17，直口，为第二

期遗物，06H1应为第二期遗迹。

③ 层 出 土 年 代 最 晚 的 器 物 是 鼓 腹 盆

06T1③∶1，敛口明显，应为第三期遗物，则打

破③层的应均为第三期遗迹。

10.第三地点2000年发掘区

00H18、00H19出土小口瓶00H18∶4、

00H19∶16，直颈，应为第二期遗物。

五　结语

营盘山遗址是岷江上游地区的一处中心性聚

落，经过长时间的考古发掘，已积累了较为充足

的材料。对该遗址新石器时代出土陶器进行类型

学研究，进而确定相对年代框架，该框架可作为

区域性文化分期研究的标尺。以往学界将该区域

的工作重心放在考古学文化谱系构建上，而较少

关注聚落形态研究，对史前社会认知略显不足。

在掌握遗址分期材料后，便可进一步探讨家户、

聚落的历时性演变以及其所反映的社会组织的变

化，从而探索该区域社会复杂化进程。

附记：河南大学付永敢先生与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

研究所赵春青先生在本文写作过程中给予了许多指导，

特此致谢！

注释：

［1］成都文物考古研究院等编著：《茂县营盘山新石器

时代遗址》，第1～11页，文物出版社，2018年。

为行文方便，以下简称为《报告》。

［2］由于营盘山遗址的5个样品均采自第一期遗迹，

并非系统采样，因此很难讨论遗址延续时间的绝

对年代范围。参见成都文物考古研究院等编著：

《茂县营盘山新石器时代遗址》，第515～516

页。

［3］a.陈剑：《波西、营盘山及沙乌都——浅析岷江上

游新石器文化演变的阶段性》，《考古与文物》

2007年第5期；

 b.陈苇：《甘青地区与西南山地先秦时期考古学文

化及互动关系》，第51～54页，博士学位论文，

吉林大学，2009年；

 c.何锟宇：《甘肃东乡林家遗址分期的再认识——

兼论营盘山遗址的分期、年代与文化属性》，

《四川文物》2011年第4期；

 d.周梅：《营盘山文化分期研究》，硕士学位论

文，云南大学，2022年。

［4］成都文物考古研究院等编著：《茂县营盘山新石器

时代遗址》，第505页。

［5］如地层对应表将第一地点2000年④层（《报告》

中以00T1西壁为典型剖面称④为黑色土层，结构

疏松）对应2002年⑤、⑥、⑦三层（《报告》中

以02T1北壁为典型剖面称⑤、⑥、⑦为红褐色

土层、黄色黏土层、浅黄色土层，结构均较为致

密），从土质土色上很难确认有对应关系。如果

是由于地层的土质土色发生变化而作此对应，那

么2002年⑤、⑥这两层或是在2000T1西壁缺失，

但如若这样，2000年④层实际应是2002年⑦层，

2002年⑤、⑥层也应晚于2000年④层。在实际操

作中，如果出现地层断层的情况，在打掉隔梁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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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连通的地层应该重新确定应为第几层，这就

不会出现一层对应多层的情况。且地层分组结果

与分期结果一致，很有可能这种地层划分依据是

包含物的变化，那么这一逻辑序列便陷入依据类

型学来合并地层又依据地层来验证类型学的循环

论证之中。此外这种情况还存在第一地点2002年

⑨、⑩层对应2003年⑥、⑦层及2004年⑤层；第

三地点2006年③～⑥层对应2000年③层、2002年

③层的对应之中。地层描述参见成都文物考古研

究院等编著：《茂县营盘山新石器时代遗址》，

第48、115、117页。

［6］如第一地点2000年前④层与第一地点2002前④层

土质土色基本相同，且序列相同。但作者将2000

年④层对应2002年⑤～⑦三层。同时，第一地点

2002年③层包含有石棺葬遗物，第一地点2000年

③层应也为晚期地层。地层描述参见成都文物考

古研究院等编著：《茂县营盘山新石器时代遗

址》，第48、115、117页。

［7］《报告》将分型定式与地层分组分别放入第二章

与第八章，在地层分组之后描述层位关系，并言

“结合器物组合及形式变化规律”，对遗址进行

分期。并未交代具体用作分期的典型器物与典型

遗迹。

［8］如第一地点02T1剖面显示局部缺⑥～⑩层，而

H24开口于③层下直接打破生土，由于资料公布有

限，无法确定H24是否打破了④～⑩层，因此与开

口在④～⑩层下的堆积单位H29实际难以判断早晚

关系。

［9］如0 3 H 5 0应打破⑥层，0 3 L 1应叠压0 3 H 4 1、

03H43，开口于④a、④b层下，04H25应打破⑤

层，02H15、H17、H22、H23应为第一地点遗迹等

等。

［10］根据《报告》的分期结果，其式别划分很多，但

演变序列不甚清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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