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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查海遗址是辽西地区兴隆洼文化的一处重要遗址。遗址晚期的房址废弃程度低，保存状

况良好，且数量较多，居住面上保留了大量的器物。从家户考古的视角出发，对查海遗址晚期家户的生产活

动、财富分化、私有化三方面进行分析，探讨其社会经济状况。结果显示，遗址晚期家户的生产活动出现差

异化，有专业化分工的倾向; 家户之间的财富积累有一定差异，部分家户已经出现独立占有储藏设施的现

象，但私有化程度尚处在初级阶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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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Chahai Site is an important site of the Xinglongwa culture in western Liaoning． In the late period of the

site，the abandonment rate of house is low，and they are well － preserved with a large quantity of artifacts on the living sur-
faces．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household archaeology，this study analyzes three aspects of late household activities at the Cha-
hai Site: production activities，wealth differentiation，and privatization，to explore its social and economic conditions． The re-
sults show that there is differentiation in production activities among households in the late period of the site，with a tendency
towards specialization and division of labor． There are differences in wealth accumulation among households，with some house-
holds already showing signs of independent ownership of storage facilities． However，the level of privatization is still at a primi-
tive stage．

查海遗址是兴隆洼文化的一处重要遗址，

距今 8000 年左右，位于辽宁省阜新市蒙古族自

治县境内。查海遗址处在生态交错带上，其自

然环境、社会经济结构都有一定的特殊性①。
查海遗址可分为早、中、晚三期②，其中，晚

期房址及其房址内出土的器物保存状况较好，

且数量最多，废弃程度最低且废弃速度快，为

更细致的微观研究提供了较好的考古资料。以

往学者多从植物遗存③、淀粉粒分析④、动物

遗存⑤等方面着手探讨查海遗址的生业状况。
这些研究表明，查海居民很有可能从事原始农

业生产，但是，仍保留着狩猎采集的生计方式。
而对于查海遗址晚期家户的生产活动、财富累

积、资源私有化等社会经济问题，并未做详细

且深入的探讨。因而关于查海遗址晚期的社会

经济状况值得进一步研究。

“家户 考 古”在 20 世 纪 80 年 代 正 式 提

出⑥，是一种随着后过程考古学兴起的研究视

角。考古学的家户是社会中最基本且活动最为

丰富的组成单位，由社会、物质和行为三个方

面构成⑦，强调的是社会行为单位的界定，因

而可以更为客观地囊括和描述一批考古材料。
家户考古学从微观上研究古代社会生活，一定

程度上弥补了聚落考古注重宏观研究、功能性

研究，而忽视微观研究和后过程研究的缺陷，

并且将更多的遗物纳入到研究当中，从中可以

提取更多的有关社会行为的信息。基于此，近

些年学者们不断尝试使用家户考古的研究视角

探讨国内的一些遗址⑧，主要针对遗址家户的

空间分区、财富状况、家户宴饮仪式等方面进

行分析，一定程度上丰富了家户考古的研究。
本文拟从家户考古的视角出发，将查海遗址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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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的一座房屋大体对应一个家户⑨，通过石器

组合、基尼系数分析等多种方式探讨查海遗址

晚期家户的生产活动、财富差异化与资源私有

化等社会经济问题。

一、生产活动

查海遗址晚期石器主要以铲形石器⑩、石

斧、石刀、石磨盘、石磨棒、敲砸器、砺石等

为主，同时，还有少量的石凿、尖状器、石环、
刮削器、有窝石器等。从查海遗址晚期生产及

生活类工具的数量�11看，加工食物类工具数量

最多，约 占 55% ; 其 次 是 生 产 类 工 具，约 占

39%，其中，铲形器数量最多，且种类多样，

可能用于农业生产、建筑发掘或取土等; 渔猎

工具主要以细石器为主，约占总数的 6% ( 表

一) 。石器组合的多样性体现了当时生计模式的

复合性。初级的农业生产和渔猎采集是查海遗

址晚期的生业背景，这是探讨家户生产活动的

基础。但狩猎采集、石器加工、纺织加工的工

具并非均匀地分布在每个家户当中�12，说明此

时家户的手工业经济和生业经济出现了一定的

分工。
石器生产和加工的家户。一般将石器加工

所产生的石料、石核、石叶，以及半成品作为

石器生产和加工的证据。从查海遗址晚期出土

的石器状况看，磨制石器数量较少，打制石器

的数量占主要组成部分。家户 F14、F21、F27、
F30、F31、F36、F46、F54、F55 相比其他家户

而言，更可 能 为 生 产 和 加 工 石 器 的 家 户 ( 表

二) 。石器生产与加工的家户主要位于遗址的北

部，南部仅有少量存在。

表一 查海遗址晚期生产及生活类工具分类

( 单位: 件)

石器分类 生产类工具 食物加工工具 渔猎

石器
名称

铲
形
石
器

尖
状
器

石
斧

沟
槽
器

石
凿

研
磨
器

砺
石

磨
盘

石
球

有
窝
石
器

磨
棒

饼
形
器

敲
砸
器

石
刀

石
核

刮
削
器

石
叶

小
尖
状
器

大
石
坠

数量 145 4 61 2 3 17 124 80 10 5 96 9 302 11 5 39 13 1 1

合计 356 513 59

占比 39% 55% 6%

表二 石器加工家户出土的石制工具构成

( 单位: 件)

家户 石料 石核 石叶 其他加工工具

F14 0 3 9 刮削器 31 件，小石钻 1 件，小石环 1 件，小型尖状器 2 件

F21 1 0 2 沟槽器 1 件

F27 11 2 0

F30 24 0 0

F31 19 0 0

F36 16 0 2

F46 23 0 0

F54 28 0 0 沟槽器 1 件，砺石 11 件

F55 12 0 0

狩猎家户。该遗址虽然没有出现专门狩猎

工具如石镞、骨镞等，但石球、石核、石叶、
刮削器、小尖状器等也可以作为狩猎宰割动物

的工具，因而也可将之作为狩猎家户初步的判

断标准。从 事 狩 猎 活 动 的 家 户 有 F14、F15、

F16、F18、 F21、 F27、 F30、 F36、 F44、 F46
( 表三) 。狩猎家户同时还可能从事着农业生

产、食物采集、石器加工等多项生产加工活动。
可见，狩猎活动并不是查海遗址中最主要的生

计方式。狩猎活动与农业生产活动相互补充，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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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三 狩猎家户出土石制工具构成

( 单位: 件)

家户
挖掘类

石器

木材加工

石器

食物加工

石器

工具加工

石器

狩猎石器

( 渔猎)

F14 4 3 16 1 43

F15 4 0 25 2 3

F16 8 6 64 3 1

F18 6 2 13 2 1

F21 14 2 24 4 4

F27 3 2 23 8 2

F30 16 3 22 6 2

F36 6 2 20 11 2

F44 0 2 0 4 1

F46 10 4 30 0 3

也是应对生态交错带上生计方式不稳定性的一

种生存策略。
纺织家户。遗址内的一些家户还从事日常

的纺织等活动。查海遗址晚期在居住面上共发

现 7 件陶纺轮，其中，家户 F13 出土 1 件，家

户 F15 出土 1 件，家户 F20 出土 1 件，家户 F14
出土 2 件，家户 F16 出土 2 件。这些陶纺轮主

要由两种类型构成，一类是由直腹罐的残片磨

制而成，表面上可以清晰地看到 “之”字纹等

纹饰，这类陶纺轮多为二次加工而成; 另一类

是直接磨制而成，素面圆珠状。陶纺轮大部分

中间都有钻孔，为对钻而成; 也出现半成品纺

轮，1 件纺轮钻孔未钻透，另外 1 件中心未钻

孔。由于陶纺轮这种工具形态较小且便于携带，

有可能被外出的居民带走，也有可能丢失了一部

分，因此，实际进行纺织的家户数量应该更多。

二、财富状况

( 一) 器物生产成本和房屋面积基尼系

数计算

考古学上衡量家户的财富状况通常从房屋

大小或农业用地大小、墓葬、人工制品组合等

方面进行分析�13，这些内容都包含了关于财富

分配的重要信息，但在衡量财富上各有利弊。
住宅包含了日常用途与炫耀功能，比墓葬更易

显示经济和政治的关系�14，并且房屋能量的投

入一定程度上可以反映财富和社会的不平等状

况�15。民族学也有相关的研究，如夏威夷社会

阶层的分化与房屋能量的投入有密切关系�16。
因此，房屋面积一定程度上表现了家户的人力、
财力、精力等资源的掌控情况�17。

房屋内的器物种类和数量一定程度上也代

表了该家户的物质财富状况。器物的生产成本

估计值与器物的类型、材料和制造方法有关。
皮特森等利用基尼系数�18对北方地区新石器时

代的福山庄遗址、尉迟寺遗址和大地湾遗址内

家户人工制品组合数据进行计算，该研究强调

了人工制品的生产质量，而不仅仅是数量; 并

且指出器物的稀有性不等于高价值�19，为本文

提供了一种较为直接和定量的方法来衡量社区

之间财富的差异，但是，在磨制石器与打制石

器的成本估值方面，皮特森等将打制石器的生

产成本估值定为 500，而磨制石器的生产成本

为 1000。本文认为，磨制石器的生产成本不只

是打制石器的一倍，磨制石器生产所花费的时

间及精力远比打制石器要多; 但相比玉器的生

产，其原料和制作技术又逊色一些，因此，本

文认为将磨制石器的生产成本定为 1500 更为合

适 ( 表四) 。

表四 查海遗址晚期家户出土各类器物生产成本估值表�20

类别 器物形制 估值

粗砂陶器 陶罐、陶缸、陶杯 500

复杂 ( 大型) 粗砂陶器 陶罐 ( 高≥40 厘米) 700

泥质陶器 陶杯、陶罐 1000

粗砂陶片 陶罐、陶杯、陶缸 10

泥质陶片 ( 夹细砂) 陶杯 10

陶器表面有处理: 贴塑 ( 仅处理方法估值) 陶罐 5

陶工具 陶纺轮 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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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四

类别 器物形制 估值

石片 ( 或碎片) 石料 1

石器毛坯 敲砸器、大石坠、石球 5

琢制工具 ( 也可以称之为磨制工具，使用时产生的磨

制痕迹)
砺石、磨盘、磨棒、研磨器 500

磨制工具 ( 生产时产生的磨制痕迹) 石斧、沟槽器、石钻、石凿、石环 1500

打制工具
铲形石器、石铲、有窝石器、石核、刮削器、石刀、

尖状器
500

石制饰品 石环 250

骨器 ( 生产) 骨刀、骨刀柄、骨锥、骨针、骨镞、骨鱼镖 100

骨器 ( 装饰) 骨簪、骨管 50

蚌器 蚌刀、叉形蚌器、蚌臂钏、蚌饰 10

雕刻玉器 玉器 2500

通过对查海遗址晚期居住面上出土的器物

进行分类统计 ( 表五) ，依据器物生产成本估

值，计算出每一个家户内的器物生产成本财富

总数，得出查海遗址晚期家户出土器物生产总

估值的基尼系数�21。基尼系数介于 0 与 1 之间。
基尼系数为 0，表示收入分配绝对平均，在图

形上反映为洛伦兹曲线与 45°对角线重合。基尼

系数为 1，表示收入分配绝对不平均，在图形

上反 映 为 洛 伦 兹 曲 线 与 90° 折 线 重 合�22 ( 图

一) 。
查海遗 址 晚 期 房 屋 面 积 的 基 尼 系 数 约 为

0. 28，房屋居住面上出土器物生产成本总值的

基尼系数约为 0. 34。国际惯例把 0. 2 以下视为

收入绝对平均，0. 2 ～ 0. 3 视为收入比较平均，

0. 3 ～ 0. 4 视为收入相对合理，0. 4 ～ 0. 5 视为收

入差距较大，当基尼系数达到 0. 5 以上时，则

表示收入悬殊。查海遗址晚期房屋面积和器物

生产成本总值基尼系数均大于 0. 2，说明在查

海遗址晚期已经初步出现了贫富差异情况，但

是，这种差异处在初级的萌芽阶段，并没有出

现较大的贫富分化现象。
家户的生产活动与其所掌握的财富状况也

表现出了一定的相关性。相对而言，石器加工

和狩猎家户在财富的掌控方面更具有优势。器

物生产总成本最高的家户 F16、F14 和 F21 都是

石器加工和狩猎采集的家户，除了日常的陶器

生产外，还从事狩猎采集和石器加工，生产和

手工业方式更为多样，财富的获取来源也更为

丰富。但 是，从 房 屋 面 积 上 看，家 户 F14 和

F21 的房屋面积并不是最大的一类，说明财富

图一 查海遗址晚期房屋面积及器物生产总值洛伦兹曲线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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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五 查海遗址晚期房屋居住面出土器物及房屋面积统计表�23

( 数量: 件; 面积: 平方米)

家户
粗砂

陶器

粗砂大

型陶器

泥质

陶器

粗砂

陶片

泥质

陶片

陶质

工具

石片或

碎片

石器

毛坯

琢制石

制工具

磨制

石器

打制

石器

石制

饰品

雕刻

玉器
总成本

房屋

面积

F13 2 0 0 13 2 1 0 2 1 0 2 0 0 2710 13

F37 5 0 0 9 0 0 17 5 1 0 1 0 0 3632 20

F44 4 0 0 31 0 0 4 1 4 2 0 0 0 7319 19

F41 7 0 0 35 3 0 2 0 4 1 0 0 0 7382 22

F23 6 0 0 55 0 0 2 6 5 0 5 0 0 8592 41

F52 7 0 0 14 3 0 7 12 5 1 3 0 0 9237 13

F8 12 0 0 37 1 0 2 8 5 0 1 0 0 9422 35

F10 12 1 0 23 0 0 0 3 3 0 4 0 0 9745 35

F11 9 1 0 20 3 0 0 4 3 0 2 0 1 9750 28

F15 4 0 0 30 7 1 0 19 9 0 7 0 0 10515 33

F47 4 1 0 102 10 0 2 3 8 2 2 0 0 11137 30

F45 10 0 0 63 5 0 10 15 6 1 5 0 0 12765 46

F5 17 4 0 59 1 0 0 5 5 2 2 0 0 15625 41

F2 13 0 0 43 0 0 1 3 10 1 5 0 0 15946 40

F31 13 2 0 70 7 0 19 3 8 2 4 0 0 16304 35

F39 3 1 1 69 7 0 14 14 20 0 7 0 0 16844 45

F3 16 0 1 41 0 0 0 10 7 1 5 0 0 16960 41

F6 4 3 0 79 6 0 0 5 8 6 5 0 0 18375 68

F7 12 3 0 95 5 0 1 8 14 3 3 0 0 20041 41

F4 26 2 1 90 11 0 0 7 2 1 5 0 0 20045 50

F48 21 0 0 25 0 0 11 3 12 1 5 0 0 20776 26

F55 19 2 0 30 3 0 12 9 17 0 5 1 0 21137 26

F17 12 3 0 54 3 0 0 8 15 3 1 0 1 21610 27

F27 12 0 0 91 4 0 11 12 19 2 5 0 0 22021 44

F20 22 0 0 168 13 2 0 2 5 4 1 0 1 24420 20

F36 9 1 0 63 7 0 16 12 14 2 12 0 2 26276 73

F18 25 0 1 253 11 0 0 10 5 2 7 0 1 27690 33

F30 18 2 0 191 16 0 24 14 14 3 18 0 0 31664 72

F46 8 2 0 276 36 0 23 16 16 4 11 0 2 31723 157

F53 38 0 0 266 8 0 9 3 9 2 5 0 0 31764 78

F54 13 2 0 102 8 0 28 8 20 4 7 0 2 32168 51

F1 35 1 1 153 11 0 0 9 6 5 8 0 0 34685 59

F21 29 3 0 85 4 0 1 10 16 3 18 0 0 36941 35

F14 20 0 0 167 13 2 0 13 5 3 48 1 1 45715 38

F16 43 0 0 354 23 2 3 58 9 6 9 0 1 46163 63

并没有出现集中性的积累和掌控现象。该阶段

农业生产处在初级阶段，并未产生大量的粮食

剩余。虽然不同家户所占有的财富在数量和种

类上存在一定差异，显示了不平等的存在，但

财富分化程度较低。

( 二) 储藏设施与私有化

从新石器时代早期开始，在狩猎采集野生

资源转向动植物强化利用的过程中，私有化也

相伴而生。更大的群体或社会固然拥有所有权，

但作为其中的成员，家户为了自身的生存，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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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六 家户储藏设施及出土器物统计表

( 单位: 件)

家户 室内窖穴 二层台 家户出土器物种类及数量

F1 1 0 陶器 37，石器 29

F6 1 0 陶器 7，石器 25

F8 1 0 陶器 12，石器 16

F14 2 0
陶器 22， 石 器 26， 细 石 器

43，玉器 1

F15 2 0 陶器 5，石器 34，细石器 3

F16 1 1
陶器 45，石器 85，细石器 1，

玉器 1

F18 2 0
陶器 26，石器 23，细石器 1，

玉器 1

F30 0 1 陶器 20，石器 71，细石器 2

F45 2 0 陶器 10，细石器 31

F55 1 0 陶器 21，石器 43

权直接、独立地开发利用社会资源里自己应得

的部分�24。弗兰纳里认为，当某些家户不愿意

与邻居共享室外窖穴时，会在室内建立窖穴、
二层台等“私有化”储存设施。这是防止与收

入少的家户共享的一种办法，当然也会有更大

的动力加强生产，从而在物质层面形成了等级

贫富差距的分化�25。查海遗址晚期的室内储藏

设施主要以窖穴和二层台为主 ( 表六) 。这些

具有储藏设施的家户大多都是晚期遗址中房屋

面积较大的家户。
室内的窖穴和二层台主要分布在房屋四周。

储藏区的出现使得房屋的空间利用多样化，不

仅在地下拓展空间———窖穴，而且在地上进一

步营建空间———二层台。窖穴的窖口形状多样，

有不规则椭圆形、圆角长方形、长方形等，多

斜壁、平底。具有丰富储藏设施的家户，其遗

物出土数量也相对较多。F55J1 是结构最复杂

的窖穴之一，该窖穴位于室内东壁近穴壁处，

有窖口，南北两个窖道西端相接，与窖口相通，

南北窖道皆长 0. 8 米，两侧窖室呈半圆形，平

底，大小相当。二层台在室内呈一周分布，也

有分段分布。家户 F53 的西侧和东北侧有分段

二层台，台面较平，但台缘不甚规则。其中，

东北角台宽 0. 7 ～ 1. 2、高 0. 14 米; 西侧台宽

0. 5 ～ 0. 7、高 0. 36 米，陶器主要集中在二层台

上。而家户 F30 内有一周不规则的二层台，基

岩台面，台壁不甚规整，在南侧二层台的东南

角处有一个宽 2 米的斜坡，边缘高于活动面 0. 1
米，斜坡面上有薄薄的踏土层，可能为房址内

二层台的踏台，该二层台台面上散落着铲形石

器、研磨器、石料等。具有二层台设施的房屋

相对其他没有二层台的房址来说，建筑结构较

为复杂，尤其凿基岩而成的二层台花费更多的

精力。室内窖穴和二层合的修建一定程度上显

示此时家户有一定的财富剩余，需要有更大的

空间来储藏，也表现出此时 已 经 出 现 财 富 私

有化。

三、结 语

查海遗址的农业生产处在初级阶段，仍需

狩猎采集经济辅助，经济生产活动总体上处于

多种方式互补的状态。家户是此时基本的生产

和消费单位，各家户普遍参与到食物生产等经

济活动中，但部分家户一定程度上承担了石器

加工、狩猎等专职任务，家户之间存在一定的

分协作。总体而言，石器生产加工的家户在财

富积累方面普遍更具有优势，室内储藏设施的

出现一定程度上可以视作财富私有化的体现。
不过，在这种较低水平的农业生产和手工业生

产的背景下，尽管每户的财富积累出现了一定

的差异，但这种差异并不显著。初级的专业分

工并没有更进一步催生出财富或权力的分化，

此时的社会总体仍处于较为平等的状态。

［基金项目］ 本文获得国家社科基金重大

项目 “欧亚视野下的早期中国文明化进程研

究” ( 项目编号: 18ZDA172) 资助。

注 释:
① 朱乃诚: 《辽西地区早期文明的特点及相关问题》，《考古》

2013 年第 5 期; 刘岩: 《GIS 支持下的中国东北地区中西部

新石器时代人地关系初步研究》，吉林大学硕士学位论文

2013 年。

② 辽宁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编著: 《查海———新石器时代聚落遗

址发掘报告》，文物出版社 2012 年，下同; 陈继玲、陈胜

前: 《查海遗址陶器风格变化的功能视角》， 《边疆考古研

究》 ( 第 18 辑) ，科学出版社 2015 年，第 161—178 页; 卢

立群: 《查海遗址的废弃过程研究》，吉林大学硕士学位论

文 2015 年。以上文章中对于 F50、F14 的分期有不同的认

·64·



识，本文认为，F50 归为中期，F41 归为晚期房址，参见徐

紫瑾: 《查海遗址晚期家户空间分析》， 《北方民族考古》

( 第 11 辑) ，科学出版社 2021 年，第 174—190 页。

③ 吴文婉: 《辽宁阜新查海遗址生业经济初步分析: 来自石器

淀粉粒分析结果的指示》，《农业考古》2015 年第 3 期; 王

育茜、吴文婉、辛岩、靳桂云、王海玉: 《辽宁阜新查海遗

址炭化植物遗存研究》，《北方文物》2012 年第 4 期。

④ 吴文婉、辛岩、王海玉、靳桂云、杨晓燕: 《辽宁阜新查海

遗址早期生业经济研究———来自石器表层残留物淀粉粒的证

据》，《考古与文物》2014 年第 2 期。

⑤ 辽宁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编著: 《查海———新石器时代聚落遗

址发掘报告》，第 625—630 页。

⑥ Wilk，Ｒichard Ｒ. ，Wendy Ashmore. Household and Community

in the Mesoamerican Past. Albuquerque: University of New

Mexico Press，1988，P. 1.

⑦ Wilk，Ｒichard Ｒ. William L. Ｒathje. Household Archaeology. A-

merican Behavioral Scientist，1982 ( 6) : 617 － 639.

⑧ 刘莉著，陈星灿、乔玉、马萧林等译: 《中国新石器时代

———迈向早期国家之路》，文物出版社 2007 年，第 29—64

页; 克里斯琴·彼得森、吉迪恩·谢拉克著，任晓莹、姜

璐、蔡经纬、温璧绫译，陈淳校: 《姜寨: 中国一座新石器

中期村落的社会与经济结构》，《南方文物》2015 年第 4 期;

Peterson，Christian E. ，Ｒobert D. Drennan，Kate L. Bartel.

Comparative Analysis of Neolithic Household Artifact Assemblage

Data from Northern China. Journal of Anthropological Ｒesearch，

2016 ( 2) : 200 － 225; 李新伟: 《仪式圣地的兴衰———辽西

史前社会的独特文明化进程》，上海古籍出版社 2017 年; 杨

谦: 《西方家户考古的理论与实践》，《江汉考古》2016 年第

1 期; 姜仕炜: 《安徽尉迟寺遗址大汶口文化晚期家户研

究》，《东南文化》2018 年第 5 期; 姜仕炜: 《雕龙碑第三

期聚落家户研究》，《江汉考古》2018 年第 4 期。

⑨ 徐紫瑾: 《查海遗址晚期家户考古研究》，中国人民大学硕士

学位论文 2020 年。

⑩ 原报告中将该类石器称之为铲形器，主要是依据原有石器的

命名。根据对此类工具进行工艺设计、微痕分析及实验考古

发现，偏锋石铲其功能为用作锄使用，正锋石铲其功能为用

作铲使用。参见杨宽、陈胜前、刘郭韬: 《内蒙古林西白音

长汗遗址出土兴隆洼文化石铲的功能研究》， 《边疆考古研

究》 ( 第 17 辑) ，科学出版社 2015 年，第 359—372 页。

�11 石器数量指的是查海遗址晚期房址居住面上出土的石器工

具，半成品石料没有计算在内。

�12 捕鱼工具大石坠只在查海遗址晚期家户 F3 中出土了 1 件，

因此，本文将狩猎家户作为重点描述的对象，渔户 F3 暂不

讨论。

�13 McGuire，Ｒandall H. ，Breaking down cultural complexity: Ine-

quality and heterogeneity. Advances in Archaeological Method and

Theory，1983 ( 6 ) : 91 － 142; Smith，Michael E. ，Timothy

Dennehy，April Kamp － Whittaker，Emily Colon，Ｒebecca Hark-

ness. Quantitative measures of wealth inequality in ancient Mexi-

can communities. Advances in Archaeological Practice， 2014

( 2 ) : 311 － 23; Schulting，Ｒick J. Mortuary Variability and

Status Differentiation on the Columbia － Fraser Plateau. Burnaby:

Archaeology Press，Simon Fraser University，1995.

�14 Earle T. Chiefdoms in Archaeological and Ethnohistorical Perspec-

tive. Annual Ｒeview of Anthropology，1987 ( 16) : 279 － 308.

�15 McGuire，Ｒandall H. ，Breaking down cultural complexity: Ine-

quality and heterogeneity. Advances in Archaeological Method and

Theory，1983 ( 6) : 91 － 142.

�16 Cordy，Ｒ. A Study of Prehistoric Social Change: The Development

of Complex Societies in the Hawaiian Island. New York: Academ-

ic Press，1981.

�17 Netting，Ｒobert McC. Some home truths on household size and

wealth. American Behavioral Scientist，1982 ( 25) : 641 － 662.

�18 基尼系数与洛伦兹曲线有关。洛伦兹曲线用于表现在一个样

本内社会总财富在个体之间的分配问题，洛伦兹曲线的弯曲

程度有重要意义。而基尼系数是计算洛伦兹曲线和理论绝对

平等之间的面积，即 A / ( A + B) 。如果 A = 0，基尼系数为

0，表示分析的样本为绝对平等; 如果 B = 0，基尼系数为 1，

表示分析样本为绝对不平等。

�19�20Peterson，Christian E. ，Ｒobert D. Drennan，and Kate L. Bar-

tel. Comparative Analysis of Neolithic Household Artifact Assem-

blage Data from Northern China. Journal of Anthropological Ｒe-

search，2016 ( 2) : 200 － 225.

�21 高技: 《EXCEL 下基尼系数的计算研究》，《浙江统计》2008

年第 6 期。

�22 张艳、王伟舟: 《经济学》，北京理工大学出版社 2018 年，

第 134 页。

�23 粗砂大型陶器指的是高≥40 厘米的陶器。

�24 马歇尔·萨林斯著，张经纬、郑少雄、张帆译: 《石器时代

经济学》，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2019 年，第 113 页。

�25 Flannery，Kent V. ，The Origins of the Village Ｒevisited: From

Nuclear to Extended Households. American Antiquity，2014 ( 3) :

417 － 433.

〔责任编辑 田索菲〕

·7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