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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海民和嗽家史前遗址的发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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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海民和喇家遗址在 年曾进行试

掘
,

年和 年连续进行较大规模的

发掘
,

目前共揭露面积约 多平方米
,

取

得了一些较为重要的成果
。

喇家遗址位于青海最东的民和县南端

的黄河岸边
,

所处地域是黄河上游的一个河

谷小盆地
,

其间分布着众多古文化遗址
。

近

年来
,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甘青队与

青海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合作
,

在这块小盆地

内开展
“

官亭盆地古遗址群考古研究
”

课

题
。

喇家遗址的发掘
,

是继胡李家遗址之后

选定的第二个发掘项 目
。

一

一 发掘的主要收获

年在第一次试掘中
,

就在该遗址

区发现了齐家文化时期宽大的壕沟遗迹
,

在 区发现了出土玉器的房址
,

在 区也发

现房址和遗存丰富的文化堆积
,

在 区则发

现有马家窑文化类型的灰坑
。

在广泛调查和

钻探的基础上
,

初步认识到喇家遗址是一个

以典型齐家文化内涵为主的大遗址
,

探查的

面积达 万平方米
。

在 年的发掘中
,

在 区发现了

号和 号房址
,

室内都保存有因灾难死亡的

人类遗骸
。

其中在 内发现一对母子
,

而

内则有多达 具人骨 图版壹
, 。

其

后
,

又在东边紧邻的 区 内清理出 号房

址
,

室 内也发现 个个体的人骨遗骸
。

在这

些房址内保存下来的灾难现场
,

给人以强烈

的震憾
,

显示 出距今 年前后的齐家文

化时期这里曾经发生过重大灾变
。

我们随即

邀请相关的古环境专家对遗址进行了地学

考察
,

在地层堆积中发现了黄河大洪水的遗

迹和沉积物
。

另外
,

年的发掘中在 区

还发现了一段壕沟
,

在皿区和皿区也发现了

房址
,

还清理了两座零散墓葬
,

但迄今为止

还没有探查到 喇家遗址 中墓地 的分布位

置
。

年 的发掘工作集 中在 区 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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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
。

在 号房址的旁边又清理出 号房址
,

在室内发现经历灾难死亡的 具人骨
。

通过

对这座房址的细致清理
,

进一步搞清了人骨

被掩埋的地层堆积
,

地层关系显示出室内死

亡的人是因为突发的房屋坍塌被砸被压
,

人

骨的非正常姿式和存在骨折等情况都可 以

说明问题
。

更重要的是
,

这次发掘中在遗址

内找到了多处地震遗迹
,

包括地裂缝
、

塌陷
、

沙管和折皱起伏等现象
。

除了黄河大洪水遗

留的红土沉积
,

在遗址中也发现有强烈的山

洪带来的沉积物
,

山洪对遗址部分区域的冲

击表现得极为明显
。

地层关系表明
,

遗址区

内先遭地震
,

后有洪水
,

洪水形成的地层叠

压在地震遗迹和地震塌毁的黄土堆积物之

上
,

这样就对喇家遗址遭受地震和洪水等灾

害袭击的过程有了初步了解
。

但对于遗址堆

积过程的了解仍然还存在一些问题
,

比如地

震与洪水之间相隔的时间
,

黄河大洪水与山

洪之间的关系
,

以及诸多其他细节等
,

都还

有待作更进一步的考察
,

需要开展多学科合

作研究
。

考古发掘所揭示的现象是
,

地震对

喇家遗址造成了灾难性的打击
,

而洪水又给

它以毁灭性的冲击
。

在这里十分难得地保留

下 了黄河上游齐家文化时期重大的灾变事

件遗存
,

具有极其珍贵的科学研究价值
。

年
,

在 区的台地中部发现了一

片小型广场的迹象
。

在若干个探方内都发现

同一层位的硬土面
,

系人工踩踏而成
,

范围

已超过 米
,

但 目前还没有全面揭露
。

在这

个硬土面范围里
,

清理出存有人骨遗骸的杀

祭坑
,

坑呈袋状
,

口小底大
,

口沿处有浅槽痕

迹
,

人骨俯身弃置于坑内
,

坑 口及底部都见

到若干较大的砾石 图版壹
, 。

在此层硬土

面中多夹有灰烬
,

还有露天灶址
,

在硬面下

发现埋葬的奠基人骨架
。

另外
,

在硬土面中

还清理出埋藏坑
,

出土有较丰富的遗物
,

包

括完整的陶器
、

玉石器
、

骨器和 卜骨等
。

这些

现象足以说明
,

这片经踩踏的硬土面是当时

人们重要的仪式活动场所
,

具有广场的性

质
。

在广场下面又发现了壕沟
,

表明广场是

在壕沟废弃填平之后建起的
,

显示出喇家遗

址聚落形态的变化过程
。

以这个广场为中心
,

可以看出遗址 区

和 区所在的村东北台地和遗址 区所在

的村东南台地
,

实际是一个整体
,

已显示出
、 、 、 、

呈一排分列
,

门向都朝

北
,

构成一组房址
,

位于台地北部边缘 而新

发现的
、 、 、

这一排纵列房

址
,

位于台地西南边缘
,

门道均向西
,

初步表

现出一种有规律的分布格局
。

而这只是整个

遗址 万平方米范围中的很小部分
。

年发现的 号房址保存较好
,

保

存的墙壁高达 一 米
,

室内有大量遗物
,

门道及门外场地都保存完整
,

是齐家文化 目

前已知保存最好的房址
。

通过对已发现的房

址进行分析
,

可以基本肯定喇家遗址的房屋

多是窑洞式建筑
。

号房址的情况 比较充

分地说明了这一点
,

门外场地与室内地面处

于同一平面
,

房址内的坍塌物皆是黄土块
,

证实窑洞顶是黄土层
。

这些建筑多是利用黄

土断崖开凿的窑洞
,

往往背对中心位置
,

具

有独特的聚落形态特征
,

为探讨史前聚落形

态的多样性提供了范例和新资料
。

喇家遗址

所处地域为黄河二级阶地
,

属于次生黄土

层
,

黄土也并不厚实
,

应该说不适宜于建筑

窑洞
。

但这里的发掘情况表明
,

先民们确实

是以窑洞为家居
,

并为此付出了惨重代价
。

喇家遗址有好些房址内都发现有壁炉
,

颇具地域特点
。

室内中间地面上的火塘应是

主要的灶址
,

而壁炉只是附加的次要炉灶
。

在 号房址内清理出的壁炉
,

结构清楚
,

保

存较好
,

可以明显看出是一座壁式烤炉
。

这

种罕见的炉具形式
,

反映出当时人们饮食方

式和食物结构的一些特点
。

喇家遗址 中大多数遗迹都是因突发性

灾害而遭破坏并埋藏下来
,

在很多地方保留

了当时生活的原始状态
,

直观地反映出先民

的生活方式和生存状态
。

例如一些房址内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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置的陶器等生活用具的组合和它们的位置
,

石器
、

玉器等的配置和 出土位置
,

人员在室

内的位置
,

不同房址之间的差异等
,

诸多现

象所反映的是古人生活的原貌
。

对遗址中出

土的人骨遗骸
,

已经采样
,

将做 分析
,

结合人骨鉴定
,

今后的测试结果一定可 以提

供更明确的研究资料
。

喇家遗址的发掘还要继续
,

实际上还有

许多问题没有搞清楚
,

有许多问题还需要进

一步做工作去解决
。

对这个具有一定特殊性

的遗址
,

多学科介人
,

加强环境考古的投人
,

都会有更实际的意义和作用
。

二 喇家遗址的重要学术意义

喇家遗址 目前已发现近 座房址
、

约

座灰坑
、

段壕沟
、

座墓葬
、

个小型广

场和 个奠基坑
、

个杀祭坑
、

个埋藏坑
,

出土了丰富的陶器
、

石器
、

骨器以及数量较

多的玉器
,

发现了地震和洪水等多种灾难遗

迹
。

一个遭受灾难毁灭的史前聚落
,

正逐渐

被揭示 出来
。

喇家遗址发掘的重要成果及其学术意

义
,

可以简要地归纳为三点
。

喇家遗址的发掘是齐家文化研究的

重大突破
,

明显提高了对齐家文化发展高度

的认识
。

喇家遗址的发现
,

把对齐家文化的

认识扩大了
,

更提升了对齐家文化的重要地

位和发展水平的认识
。

喇家遗址具有中心聚落的性质
。

发现的

宽大壕沟深 一
、

宽达 余米
,

为史前时

期所罕见 窑洞建筑和窑洞式聚落形态的确

认
,

对于黄土地带史前聚落类型的研究关系

重大 围壕聚落的废弃及变化过程
,

可能更

反映了深刻的文化和社会背景
。

喇家遗址中

广泛出现的玉器资料
,

突显了该遗址的特殊

重要性
,

新器形
、

器类的发现
,

在地层和房址

中出土玉器等
,

大大丰富了齐家文化玉器的

内涵
,

为进一步的研究提供了新资料
。

喇家遗址中齐家文化时期史前灾难

现场的发现
,

揭示出距今 年前后黄河

上游的史前灾变事件
,

它包括大洪水和地震

等多重灾害
。

这不仅是考古学的重要发现
,

其科学意义更超出了考古学的范畴
,

为多学

科交叉和综合研究
,

为更高层次的环境考古

研究
,

提出了新的课题
。

这种深层次的环境考古研究
,

已经不是

局限于一般意义上的复原遗址植被
、

生态和

气候小环境等问题
,

而是需要对史前时期大

的地理现象和灾变事件进行探讨和研究
,

更

切人了人地关系的深层面
,

有可能由此探寻

与社会发展相关联的 自然因素及其规律
。

距

今 年前这个关键时期
,

黄河大洪水证

据的发现
,

更有其特殊含义
。

从某种意义上

说
,

这为古史 中的洪水传说找到了一定印

证
。

同时
,

灾难现场保留下 了诸多先民生活

的原貌
,

更是十分难得的考古研究材料
。

喇家遗址的发掘和研究为探索黄河

上游地区文明起源和早期发展
,

提供了新资

料
。

研究齐家文化迈向文明的发展模式
,

对

于 中国文明起源的研究有着极其重要 的参

考价值
。

黄河上游地区是 中华文明的重要源头

之一
,

齐家文化又是在这个区域内古代文化

发展的一个关键阶段
。

灾变事件反映了极端

的人地关系
,

灾变事件的发生也有可能对于

处在关键历史阶段的人类社会产生深远的

影响
。

喇家遗址的聚落形态有过一定的变化

过程
,

这一变化可能意味着文明因素的转

变
,

自然灾变又可能促使文明进程转化抑或

加速
。

进一步探寻和揭示相关文明因素及其

转化发展的线索
,

逐步构建起齐家文化迈向

文明的演变模式
,

将是我们今后不断努力的

方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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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第 期

本期要览

青海民和喇家史前遗址的发掘 在青海 民和喇家遗址发现 了众多房址及宽大壕沟
、

小广场

和人祭
、

人牲遗迹
,

确认了窑洞式聚落
,

揭露出 年前的地震和洪水灾难遗存
。

由此提出

了以多学科的方法研究考古学的新课题
,

是黄河上游齐家文化研究的重大突破
。

河南堰师商城商代早期王室祭祀遗址 祭祀遗址群发现于堰师商城宫城北部
,

分三个区

域
。

猪是数量最多的动物牺牲
,

另外还有人牲以及用于祭祀的植物遗存等
。

祭祀区从堰师商

城商文化第一期 段延续使用到第三期 段
。

它的发现丰富了宫城的内涵
。

成都金沙遗址的发现与发掘 金沙遗址位于成都市西郊
,

是一处大型的商周时期古蜀文化中

心遗址
,

现已发现祭祀区
、

重要居住区
、

一般居住区和墓地等
。

出土金器
、

铜器
、

玉器
、

石器等珍

贵文物 余件及大量象牙和陶器 还发现了一些与宗教祭祀活动相关的特殊遗迹现象
。

西安秦始皇陵园的考古新发现 近年来
,

秦始皇陵的考古工作取得许多重要成果
,

新发现众

多陪葬坑和陵园门址
、

阻排水系统
、

三出网等遗迹
,

内城墙内外还发现廊房建筑
。

在陪葬坑中

发现了青石恺 甲
、

百戏陶俑
、

彩绘文官陶俑
、

青铜水禽以及大型青铜鼎等重要文物
。

贵州赫章可乐夜郎时期墓葬 年
,

在贵州赫章县可乐镇可乐村发掘夜郎时期的土著民

族墓葬 余座
。

墓葬存在多种特殊的埋葬方式
,

其中最重要的是形式不同的套头葬
。

出土

的随葬品包括兵器
、

装饰品
、

日用器和印章等
。

这是近年来夜郎考古的重大进展
。

杭州雷峰塔地宫的清理 一 年
,

对杭州雷峰塔遗址进行 了考古发掘
,

发现部分重

要碑刻
,

在地宫中出土了 余件珍贵文物
。

它的发掘为研究五代时期佛塔形制
、

地宫构造
、

寺院布局
,

以及 了解吴越国末期的历史背景
、

佛教文化
、

工 艺水平提供了宝贵资料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