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豫西北地区龙山文化聚落的
控制网络与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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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rough the site ca tchment analysis ( SCA) to the Xijincheng Sit e in Bo ' ai Count y,

Henan, t he contro l netw orks of the settlement com munity of Longshan Culture in Xijincheng Sit e and the

Xubao Sett lement Zone where the Xijincheng Site is located are rest ored. Based on this, t he set tlements

o f the Longshan Culture in the entire nor thw estern Henan are div ided into at least t hree settlement zones

cent ered by Yuancheng Site in Jiyuan County , Xubao Site in Wenx ian County and Lubao site in Xinx iang

City , respectively , each of w hich covered an area o f about 2000 sq km, cont ro lled four o r five sett lem ent

communit ies and had t hree or four decision m aking hiera rchies; moreover , t hese hierarchies of these

sett lement s a re inducted into t w o modes, w hich are called secto r mode and trapezoid mode. These three

sett lement zones would be po litical ent it ies independent from each ot her, the social natures of w hich are

still w ait ing for furt her research.

本文讨论的区域大体包括河南西北部

济源、焦作和新乡三个省辖市的主要部分。

本区地貌以冲积平原为主, 西、北环以太行

山脉, 南以黄河为界, 东面在龙山文化时期

很可能有黄河故道(今京广线左近)
[ 1]

, 形成

向东向南倾斜的类似盆地的地理特点。最近

10多年来, 本区的龙山文化考古工作取得

了显著进展, 陆续发现并大规模发掘了辉县

孟庄、温县徐堡和博爱西金城 3座城址, 济

源原城、苗店、新乡李大召等重要遗址也经

过较大规模的发掘。新资料的不断增加使本

区龙山文化时期的聚落分布及社会演进格

局渐趋明朗,对此刘莉、赵春青、钱耀鹏等先

生和张海博士都做了程度不同的探索和研

究
[2 ]
。近年来笔者在博爱西金城做了一些考

古工作, 从遗址资源域角度获得了一些初步

认识
[3]
。本文将在此基础上, 从泰森多边形

分析和遗址资源域分析入手, 对本区龙山文

化聚落的控制网络和模式展开进一步讨论,

并就社会性质等问题提出初步看法, 请大家

批评指正。

一、遗址年代和中心聚落的

基本估计

聚落的共时性是聚落考古研究的重要

基础,遗址断代则是分析聚落共时性的基本

前提
[4 ]
。从�中国文物地图集 的统计看, 本

区共发现龙山文化遗址 130余处
[5 ]

, 其中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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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或报道出土资料的遗址有 20余处
[6 ]
。

按照中原龙山文化的三期分法, 本区的龙山

文化早期遗存包括济源、孟州一带黄河沿岸

发现的庙底沟二期文化, 以及辉县孟庄、新

乡李大召等地发现的少量此阶段遗存 [ 7]。龙

山文化中晚期遗存大致相当于有学者划分

的王湾三期文化王湾类型和后岗二期文化

孟庄类型(二者大致以沁河为界)的早、晚两

期遗存
[8 ]
。检核本区已有资料可以发现, 属

于龙山文化早期的遗存很少,绝大多数属于

龙山文化中晚期、尤其是中期偏晚至晚期遗

存。对此 20世纪 90年代发掘的济源原城、

苗店和辉县孟庄、新乡李大召等遗址都有明

确体现
[9 ]

, 近年经过大规模发掘的温县徐堡

和博爱西金城遗址也基本如此
[10 ]
。因此,我

们可对本区的龙山文化遗址的年代作出基

本判断,即以龙山文化中期偏晚至晚期遗存

为主, 绝对年代约在公元前 2300年至公元

前 1900年前后, 多数遗址可视为在这期间

基本共存的聚落。

根据已发表的资料判断,在本区已发现

的 130余处龙山文化遗址中,绝大多数规模

较小,面积在 20万平方米以下, 出土遗存较

贫乏。只有 10余处龙山文化遗址等级较高,

面积较大, 而且出土遗存较丰富, 具备中心

聚落的条件(图一)。以下择要介绍, 其中遗

址面积均依�中国文物地图集 , 特殊情况将

另外注明。

分布在沁河以南的有:济源原城遗址,面

积约 80万平方米。20世纪 90年代经过三次

发掘, 出土龙山文化遗存十分丰富,均属龙山

文化晚期 [11 ]。济源苗店遗址,面积 42万平方

米。1985年发掘,出土龙山文化遗存丰富,均

属龙山文化晚期
[12]
。孟州义井遗址, 面积

45�5万平方米。未经发掘, 历年调查采集遗

存以陶器为主, 多属龙山文化晚期
[13]
。沁阳

李王梁遗址, 面积约 20万平方米。未经发

掘, 同时有商周时期遗存 [14 ]。沁阳杨香遗

址, 面积 75万平方米。未经发掘,同时有二

里头文化和战国、汉代遗存 [15 ]。温县东韩村

遗址,面积 10万平方米。未经发掘, 同时有

仰韶文化遗存
[ 16]
。温县徐堡遗址,近年发现

并经大规模发掘, 发现龙山文化城址一座,

残存面积约 20万平方米,余为沁河冲毁。出

图一 豫西北地区龙山文化中晚期聚落分布的泰森多边形和资源域分析图



土遗存丰富,以龙山文化中期偏晚至晚期为

主 [17 ]。武陟赵庄遗址,面积 75万平方米。未

经发掘, 同时有仰韶文化、二里头文化和商

周时期遗存
[18 ]
。

分布在沁河以北的有: 博爱西金城遗

址,面积 70万平方米。近年经大规模发掘,

发现龙山文化城址一座, 面积 30�8万平方
米。因发掘区位于城外,出土遗存不太丰富,

以龙山文化中期偏晚至晚期为主
[ 19]
。武陟

东石寺遗址, 面积近 50万平方米。未经发

掘, 历年采集遗存以陶器为主, 多属仰韶文

化时期,少量属于龙山文化中期前后
[20 ]
。修

武李固遗址, 面积 24万平方米, 1981年试

掘。出土较多龙山文化遗存,以龙山文化晚

期为主
[21 ]
。新乡李大召遗址, 面积约 20万

平方米。近年经大规模发掘,出土龙山文化

遗存丰富,以龙山文化中晚期为主
[22 ]
。新乡

鲁堡遗址,面积 48万平方米。未经发掘, 为

较单纯的龙山文化遗址
[ 23]
。辉县孟庄遗址,

面积 36万平方米。20世纪 90年代经大规

模发掘, 发现龙山文化城址一座, 城内面积

12�7万平方米。出土龙山文化遗存丰富,以

龙山文化中晚期为主 [24 ]。

在上述 14处遗址中, 多数面积在 20万

平方米以上,经过发掘的 7处遗址出土龙山

文化遗存比较丰富, 并不乏重要遗存 (详见

后文) , 尤其是城址的发现,显示出中心聚落

的规模。部分遗址未经发掘,或面积不足 20

万平方米, 出土遗存不多, 但下文的分析将

逐渐显示其作为中心聚落的某种合理性。

二、泰森多边形和遗址

资源域分析

泰森多边形分析和遗址资源域分析是

西方聚落考古及环境考古比较常用的方

法。前者的原理是假定两个相邻的同时期聚

落对中间地带的开发和控制机率是相等的,

那么就可在这两个聚落的连线中点画一条

垂直线,作为两个聚落对中间地带控制和开

发的分界线。对多个这样的聚落进行垂直线

的划分, 每个聚落周围就会形成一个泰森多

边形,可视为该聚落的理论控制范围
[25 ]
。后

者的原理是古人开发利用周围资源离居住

地越远, 获取资源所需的时间和能量就越

大, 资源的开发利用价值就越小, 最终到达

无开发价值的边界,这个边界就是古人日常

活动范围即资源域范围。根据对近现代原始

部落的观察和分析,这一范围的理论模式是

农耕定居社会以 5公里或步行 1小时为半

径, 狩猎采集社会以 10公里或步行 2小时

为半径
[26 ]
。

可见, 这两种分析方法关注的都是古人

从聚落出发对周围环境开发和占有的领地范

围,为聚落考古提供了新的研究视角。但它们

都有缺陷, 如前者没有考虑聚落之间的等级

差别, 划出的领地范围不能反映主从或统属

关系, 与实际情况不符 [27]。所以西方学者多

在同一等级聚落中使用这一方法, 如先对高

等级聚落划分多边形, 再对低等级聚落划分

多边形, 豪德尔( Hodder)对英国南部罗马时

期城堡的分析就基本如此
[ 28]
。后者的缺陷是

会把聚落置于领地的几何中心, 在聚落分布

密集地带,各聚落的领地范围势必发生重叠,

也与实际情况不符。针对这一情况, 宾里弗

( Bint llif ) 将这两种方法同时使用, 即先划分

泰森多边形,再在多边形范围内划分资源域,

这样聚落本身在多数情况下就不再位于领地

的几何中心, 而是古人考虑了领地内各种地

理因素的最佳选址位置
[29 ]
。

我们按照以上方法及其改进措施,对本

区龙山文化遗址进行了泰森多边形和资源

域的划分。首先以上述 14个中心聚落为中

心, 划分出 14个泰森多边形小区(见图一) ,

然后在对西金城小区的研究实践基础上, 对

各小区内部划分泰森多边形和资源域。我们

在 2006~ 2007年发掘西金城期间, 曾对遗

址资源域分析法做了尝试, 即从西金城遗址

中心沿不同方向步行 1小时,圈出一个东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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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二 西金城及其小区的泰森多边形和资源域分析图

直径约 8�5公里、南北直径 6�5公里的椭圆
形资源域范围,据此可将本区聚落的资源域

半径概括为 4公里左右; 此次尝试还显示,

20万平方米以上的遗址 (即西

金城) 构成最高级聚落, 5~ 20

万平方米聚落即酒奉和南朱营

遗址构成次级中心, 其他小于 5

万平方米的聚落属于最低等级

聚落, 很可能是作为西金城附

属小聚落的农耕轮作地
[ 30]

(图

二)。以这些数据对本区各小区

进行划分的结果显示, 每个小区

是由数个近似圆形的资源域组

成, 资源域范围应是聚落的密集

开发区, 资源域以外至多边形之

间则是浅度开发区或狩猎采集

区(见图一)。需要说明的是, 在

西金城个案中, 5~ 20万平方米

的次级中心尚未显示等级上的

太大差别, 但为了直观对比, 我

们在图一中仍按 5~ 10 万和

10~ 20万平方米分别标出, 以

待将来资料的检验。另外,图一

中部分次级中心有待发现的资

源域用虚线圈定其可能控制的

最低级聚落。

通过进一步分析, 我们认为

这种划分具有很大程度的合理

性, 并能使这两种分析方法相互

验证和校正。主要表现在: ( 1)苗

店、李王梁、赵庄和鲁堡小区的资

源域基本在多边形中均匀分布,

表明这两种方法的划分都比较

合理。原城、义井、杨香、东韩村、

西金城和李大召小区的资源域

和多边形分布也较为均匀, 也可

证明划分的合理性。( 2)徐堡和西

金城两个小区的资源域界线和

多边形界线基本重合, 而在具体

分析中发现, 重合地带很可能是古沁河流经之

地
[31]

,也能证明划分的合理性。( 3)李固、东石

寺两个小区的多边形与资源域冲突较大, 但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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果以现今卫河为界划分, 则资源域的分布较为

均匀,这表明本区龙山文化时期的卫河河道很

可能与现今差别不大, 即这两个小区的多边形

分界应在今卫河一线。这可视为资源域对多边

形的校正。类似的还有李大召和孟庄两个小区

之间的卫河,以及杨香和西金城两个小区之间

的丹河,均可视为校正后的分界线所在。至于

各小区在平原和山区留下的不少领地空白区,

还有待今后实地工作予以解释。

既然这 14个小区的多边形划分在地理

分布上有其合理性,那么这些小区的实质是

什么? 仅仅是地理分布现象,还是具有某种

政治含义?对此西金城个案的研究实践可以

给出答案。该案例圈出了一个面积约 50平

方公里的椭圆形资源域范围,结合西金城遗

址发掘出土的遗存,推测该遗址获取生存资

源的日常经济活动基本就在这个范围之

内。同时, 该案例的资源域范围可归纳为半

径 4公里的理论模式,以此可将该遗址周围

的 10余个龙山文化聚落分成 2~ 3个聚落

群,它们应向西金城贡纳粮食、肉类、石材和

木材等自然资源,西金城则通过分配石钺等

权力象征物控制这些聚落群。这显然意味着

以西金城为中心应能构成一个相对完整的

经济和政治控制网络, 是一个相对独立的聚

落及社会小区 [32](见图二)。通过地质专家的

野外调查表明, 西金城遗址坐落在晚更新世

以来形成的决口扇或自然堤黄土残丘上, 这

是整个博爱县南部平原地带(基本相当于西

金城小区范围) 最大的黄土残丘
[33 ]
。可见,

西金城遗址的选址居住不仅有政治上的优

势,还有地理和资源方面的优势。根据相关

考古和地学研究资料
[34 ]

, 原城、徐堡、孟庄、

李大召等中心聚落也有类似情况。因此, 本

文对西金城小区的这一判断应适用于其他

小区。

三、聚落控制网络及模式分析

通过对这 14个小区之间相互关系的进

一步分析,尤其是对中心聚落的地理分布格

局及其在多边形和资源域中的实际地位分

析, 我们认为本区至少存在 3个更高层次的

聚落区域, 它们分别以原城、徐堡和鲁堡为

中心,将有关相对独立的聚落及社会小区囊

括进来, 构成了较为复杂的聚落控制网络

(见图一;图三)。

原城区: 以原城遗址规模最大, 应控制

着东面的苗店、义井、李王梁和杨香 4个中

心聚落及其小区。其中苗店小区的多边形和

资源域分布较为均匀, 表明对区内资源的开

发比较密集, 控制也比较严密。该小区正位

于原城小区和义井、李王梁、杨香 3个小区

的中间地带, 但苗店遗址本身并不在小区内

的几何中心位置上,而是偏向原城遗址数公

里, 表现出某种接受原城控制的趋向。李王

梁和杨香遗址的地理位置也偏离其在自己

小区内的几何中心位置,更靠近现今的新蟒

河一带, 可能意味着当时的新蟒河中上游河

道与现今变化不大,充当着整个原城区的东

西交通要道。这样,原城区的聚落控制网络

可复原为原城 ∀苗店 ∀义井、李王梁和杨
香, 加上各自小区的 5~ 20万平方米次级决

策聚落, 构成了四级决策聚落的控制网络。

也就是说,原城是通过对苗店的直接控制而

间接控制了义井、李王梁和杨香 3个中心聚

落及其小区, 后者的中心聚落应首先向苗店

贡纳生存资源, 再由苗店向原城贡纳, 资源

再分配应沿着相反的方向进行。

徐堡区: 以徐堡遗址为中心, 应控制着

西金城、东韩村和赵庄 3个中心聚落及其小

区。其中徐堡遗址很可能是区内最大遗址,

其城址复原面积应超过西金城城址
[35 ]

, 而

且西金城和徐堡两座城址南北相距仅 7�5
公里,位置如此靠近在中原地区已知的同期

城址中还未见到, 又同属于龙山文化中晚

期, 可知二者之间必有密切的主从关系。而

西金城偏离其在自己小区内的几何中心位

置近 10公里,明显偏向徐堡一侧,可以断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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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三 豫西北地区龙山文化中晚期聚落的控制网络示意图

是受后者控制。东韩村和赵庄遗址也不在自

己小区内的几何中心位置, 在某种程度上也

可视为接受徐堡的控制。这样, 徐堡区的聚

落控制网络可复原为徐堡∀西金城、赵庄和

东韩村,加上各自小区的 5~ 20万平方米次

级决策聚落,构成了三级决策聚落的控制网

络, 徐堡通过对西金城、赵庄和东韩村 3个

中心聚落的直接控制而控制了整个区域, 3

个中心聚落应直接向徐堡贡纳资源, 资源的

再分配方向则相反。

鲁堡区: 以鲁堡遗址为中心, 至少应控

制着孟庄、李大召两个中心聚落及其小区。

尽管在孟庄遗址发现了城址,但以鲁堡遗址

面积最大, 李大召和孟庄遗址的规模均不及

鲁堡遗址, 而且这两个中心聚落均不在自己

小区内的几何中心位置,而是明显偏向鲁堡

方向, 说明应是接受鲁堡控制的。目前在鲁

堡以东尚未发现 20万平方米以上的中心聚

落,只有 13万平方米的何屯遗址略具规模,

但考虑到这里自古以来就是太行山东麓南

北交通干道上的战略要地 (商周之际的 #牧

野∃就在这里) ,可推测龙山文化时期这里很

可能已存在中心聚落。由此,鲁堡区的聚落

控制网络可复原为鲁堡 ∀孟庄、李大召以及

可能的另外一个中心聚落, 其对整个区域的

控制方式与徐堡区相同,其资源贡纳和再分

配形势也与徐堡区基本相同。

东石寺、李固两个小区处在徐堡区和鲁

堡区之间,对这两者之间的关系目前尚不好

判断。如果单从遗址面积来看, 可能东石寺

对李固有某种主从关系, 但是如果与上述 3

个聚落区域一级聚落到二级聚落的距离均

在 15公里以下 (详见下文) 相比, 东石寺到

李固的距离显得过长 ( 25公里) , 它们是否

为两个独立的聚落区域也未可知。

从西金城小区的聚落分析出发, 我们认

为原城、徐堡和鲁堡 3个聚落区域的实质应

是政治上相互独立的实体组织, 各自区域的

资源贡纳与再分配关系实际上构成了政治

实体内部的本质联系。代表权力象征物的奢

侈品可能就是达成这种联系的重要方式, 对

此曾有学者从更大范围探讨了我国史前晚

期的奢侈品交流网,为理解前国家社会的跨

地域政治联系提供了重要的研究视角
[36 ]
。



图四 豫西北地区出土的龙山文化奢侈品

1、2、5� 石钺 (孟庄% T 171H 347& 1、酒奉采集、西金城 T 0602∋ B& 3) 3�玉铲 (苗店H 19&
39) 4� 蛋壳陶器(李大召( T 2507H 139) & 4) 6� 陶圈足盘(西后津 HM X & 1) 7�陶四足

盘(许村 T 2∗ & 29) 8� 玉锛(苗店 H 6& 4) 9�玉凿(孟庄% T 134H 409&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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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五 豫西北地区龙山文化中晚期聚落控制网络模式图
1� 原城模式 2�徐堡- 鲁堡模式

针对本区而言, 代表中心聚落及其显贵人物

身份地位的权力象征物已经有所发现, 目前

资料主要有原城遗址出土的精美陶器和卜

骨、苗店遗址出土的玉铲和玉锛、徐堡城址出

土的刻划卷云纹陶器、西金城遗址出土的齿

刃石钺、孟庄城址出土的条状石钺和玉凿、李

大召遗址出土的蛋壳陶器, 以及武陟大司马

遗址出土的玉璜、孟州西后津遗址出土的陶

圈足盘和绿松石饰、孟州许村遗址出土的陶

四足盘、博爱酒奉遗址出土的舌形石钺等(图

四)。目前对这些奢侈品的产地和来源尚未

进行有针对性的分析,但根据有关学者对类

似遗存的形制和工艺方面的研究
[ 37]

, 其中

多数具有礼器色彩,它们在区内的流动向我

们透露了政治实体进行内部控制的重要信

息,也是对上文分析和推断的一个佐证。

以上分析为归纳聚落控制模式奠定了

基础。经过对原城、徐堡和鲁堡 3个政治实

体的反复比较, 可归纳出两种基本模式 (图

五)。一是原城模式, 可归纳为扇形模式(也

可以是三角形)。这一模式无论是聚落等级

还是地理分布都呈现明显的金字塔格局, 一

级中心聚落位于扇形的中心,二级和三级决

策聚落依次向下展布,加上属于各自的第四

级决策聚落, 共四级决策聚落的控制体系基

本覆盖了整个扇形区域。二是徐堡 + 鲁堡模

式, 可归纳为梯形模式。此模式的最大特点

是一级中心聚落基本位于区内的几何中心,

二级决策聚落则呈犄角分布拱卫一级聚落,

再加上属于各自的第三级决策聚落, 共三级

决策聚落的控制体系也能基本覆盖整个梯

形区域。比较这两种控制模式, 其控制体系

的层级数量明显不同, 我们认为这应与政治

安排有关, 而正是政治安排的不同, 决定了

它们在结构稳定性上也有不同。前者的扇形

结构很可能与区内地理和资源特点有关, 关

键在于一级聚落的原城遗址。它位于济源小

盆地的西边缘,地势高畅且靠近铜铅锌矿产

地 [38 ], 再加上新蟒河东西交通要道的存在,

所以尽管原城看似远离区内地理中心,但正



第 1 期 ! 67(总 67) !

表一 本区 3个聚落区域一级聚落至

二级聚落直线距离统计表

原城区(原城至) 苗店 8公里

徐堡区(徐堡至)

赵庄 14公里

西金城 7�5公里

东韩村 13公里

鲁堡区(鲁堡至)
孟庄 9公里

李大召 13公里

可以拥有较大的战略缓冲, 并有效发挥其资

源再分配的优势,从而做出了这种较为稳定

的政治安排。后者的梯形结构最大优势是一

级与二级聚落的空间距离较短, 能够便捷开

展资源贡纳和再分配,进而有效控制整个政

体区域, 但也存在缺少必要战略缓冲的劣

势, 增加竞争性乃至取代事件的发生, 所以

其稳定性很可能不如扇形模式。

四、余 论

按照上面的论证逻辑, 很自然会引出一

个重要问题:这 3个政治实体究竟达到了怎

样的社会发展水平,具有怎样的社会性质?

我们认为对这个问题目前还难以做出准确

判断。张光直、童恩正等先生早年就主张龙

山文化社会属于酋邦性质 [39 ], 近年刘莉、陈

星灿和陈淳等先生以更详细的研究基本赞

同这一观点 [40 ],但问题似乎并不止于此。一

方面, 西方学者多认为酋邦模式拥有 2~ 3

级决策聚落等级, 一般面积为 1400平方公

里左右, 二级聚落距离一级聚落约为 15公

里
[41 ]
。而本区 3个政治实体拥有 3~ 4级决

策聚落等级,平均面积为 2000余平方公里,

一级聚落到二级聚落的距离都在 14公里以

内(表一)。可见,本区似乎表现出比西方概念

中的酋邦更为发达的特征。另一方面,部分学

者并不认同酋邦概念, 提出了#邦国∃等替代

概念来表述龙山文化时期的社会特征
[42 ]
。更

重要的是, 迄今为止在本区尚未发现像以偃

师二里头为代表的正式国家阶段的遗存, 也

未发现像山西陶寺和浙江良渚那样的可能

属于初级国家阶段的遗存, 所以又不能遽断

本区已进入初级国家乃至正式国家阶段。看

来,对这一问题的回答还有赖于本区考古资

料的进一步积累,以及学术界关于文明起源

和国家形成研究的整体进度。但不管怎样,

对这一问题的考察都要将本区置于晋西南、

郑洛地区和豫东北三方势力综合作用的大

背景之下。

裴安平先生最近对史前聚落考古研究

的一些弊端提出严厉批评, 认为那种 #只简

单地根据城墙的有无和面积的大小等标准,

就纯粹形式逻辑地判别遗址的等级高低∃的
做法,是把聚落分类等同于陶器分类的类型

学式研究
[43 ]
。这实际上也是目前我国聚落

考古面临的一个重要问题: 在区域系统调查

尚未全面开展和考古发掘尚不充分的情况

下, 如何既能避免那种类型学式聚落分类的

做法,又能准确评价城墙有无和面积大小所

透露的社会信息。就本文而言, 尽管充分注

意了聚落的地理分布格局以及资源贡纳和

再分配的政治背景,在很大程度上能将各中

心聚落置于所在区域各种人文地理因素的

#最佳∃位置, 因而至少避免了单纯以城墙的

有无判定聚落等级的做法 [44 ], 但是仍然将

判定标准不统一、计算不太准确的遗址面积

作为判定聚落等级的重要条件, 未能避免这

一类型学式分类的弊端。从本文的研究实践

出发, 如何结合我国的实际情况, 在聚落考

古研究中更加准确地判断聚落等级, 并充分

重视地理分布和资源网络等各种人文地理

因素,这是需要学界共同思考的问题。

附记: 本文为西金城遗址多学科综合研

究课题的阶段性成果, 在写作过程中得到山

东大学东方考古研究中心栾丰实、郑州大学

考古系靳松安和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赵新

平等先生的热情帮助,在此一并表示感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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辽宁东港市山西头青铜时代遗址发掘简报 2002年和 2003年, 对辽宁东港市山西头遗址

进行了发掘。发掘面积 250平方米,发现房址 5座、灰坑 4个、灶址 2处。5座房址中有 4座

为土坑半地穴式, 1座为石筑半地穴式。出土遗物以石器和陶器为主。遗址的年代大约相当

于中原地区的商代。该遗址的发掘,为研究辽东南地区青铜时代文化提供了重要资料。

云南澄江县金莲山墓地 2008~ 2009年发掘简报 2008~ 2009年, 对云南澄江县金莲山墓

地进行发掘,共清理 260多座墓葬。其中石寨山文化墓葬均为竖穴土坑墓,人骨保存完整,葬

式复杂。出土遗物有铜器、铁器、陶器、玉石器等,以铜器为主。墓葬年代为战国至东汉初期。

该墓地的发掘,对于研究石寨山文化和滇国主体民族的族属等具有重要价值。

重庆市忠县将军村墓群汉墓的清理 2001~ 2008年, 对重庆市忠县将军村墓群进行了考古

发掘, 清理汉至六朝墓葬共计 257座。比较典型的 5座汉墓中有 3座为长方形竖穴土坑墓, 2

座为砖室墓。出土遗物有陶器、铜器、铁器和铜钱等,以陶器为主。5座汉墓年代为西汉中晚

期至东汉时期。该墓地的发掘,为研究当地汉至六朝时期的葬制、葬俗等提供了新资料。

豫西北地区龙山文化聚落的控制网络与模式 通过对博爱西金城遗址的资源域分析, 重建

了龙山文化时期西金城聚落小区及其所在徐堡聚落区域的控制网络, 以此将整个豫西北地

区的龙山文化时期聚落分为至少 3个聚落区域, 每个区域的面积约为 2000平方公里, 分别

控制着 4~ 5个聚落小区, 有 3~ 4级决策聚落等级,并有扇形和梯形两种聚落控制模式。

居延简文#临淮海贼∃考 居延汉简 33. 8中出现#海贼∃称谓,又记有#临淮∃、#乐浪∃、#辽东∃

郡名。这枚记载东方沿海地区军事行政事务公文的汉简在西北边塞发现, 值得关注。就#海

贼∃ 称谓而言, 居延汉简的这则资料可能早于文献记录, 其年代至迟应在汉明帝永平十三年

(公元 70年)之前,提供了有关#海贼∃活动年代最早的明确的历史文化信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