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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海民和喇家遗址发现齐家文化祭坛和

干栏式建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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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闰社 会科学 院考古

研究所甘青工作队和青海 省文物考古研究

所在青海 民和喇家遗址 发掘 中
,

再获新 成

果
。

这两年是在遗址 区 台地上
,

在先前

发现小广场 的区域扩大发掘
。

年发现

两座地 面建筑遗迹
、 ,

初 步分析

认定 是干栏式建筑 年发现人工

堆筑 的土台及特殊墓 葬
,

进 一 步分析认 定

土 台是祭坛
。

这些 发现是喇家遗址 新 的重

要 收获
,

也是齐家文化和黄河 上游 史前考

占的又一新突破
。

一
、

地面建筑

喇家遗址 已发现 多座房址
,

多是窑

洞式建筑
,

地 面建筑还是新 发现
。

两个地

面建筑相距 一 米
,

位于小厂
‘

场的东南边
,

门不详
,

但应面向广场
,

或向北
,

或 向西

柱洞 都排列有序
,

比较粗大
,

气径 般 为

厘 米 以 上
,

深 约 厚 米 以 卜

在小广场地 面 和两 座房址地 面 飞都概 盖右

砂层或砂砾层
、

这层洪水堆积是喇家遗址

齐家文化遗存最晚的地层

在 的东南侧
,

是 川卜 列

个柱 洞 的地 面建筑 图一
,

平 接近 方

形
,

约 一 米见方 地 面 有 比较 好的加

工硬 而
,

有 的为烧 土 而 有 的柱洞有特殊

加 工
,

硬 而 随柱洞 而凸起 地 而散有 大以

遗物
,

包括 石 器
、

陶器
、

,’器
、

漆 器 等

在房址东侧有一个大灰坑
,

清理 寸

发现有木 头框架痕迹
,

应是储藏月 的官穴
,

但没有发现重 要的储藏物品 再东边 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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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一 几 地面建筑遗迹 北 南

图二 十柱式建筑遗迹 北神南

二
、

土台祭坛

土台位于小广场北边
,

相对于广场地 面的高度约

米左右
。

年先发现

土台东南边沿部分
,

清理

余座墓葬
。

年揭露

了土 台从东南角至 中心顶

部的大部分
,

发现人工堆

积和多层 硬 面
,

还发现土

台上部东南侧一个经加工

的拐角
。

拐角保存虽 不完

整
,

但所存部分转角的硬

面轮廓清晰
,

可 以看出土

台略呈缓坡覆斗状
。

坡度

极缓
,

仅 一 度
。

土 台顶部约 一 米见

方
,

中间有 座特殊墓葬
,

墓葬周围还有约

米宽的台面范围
。

顶部以

下缓坡 延 伸约 余米左

右
,

年曾在东南位置

发掘 出约 米长的一段砾

石垒砌 的墙体
,

宽 米

左右
,

推测 可能是土 台的

一个边沿
。

这个位置正好

工 的硬 土 护墙
,

可 能是 小

广场的东南边沿
。

比 ’ 更靠近小广

场
,

是 三排 个柱 洞 的地

面建筑 图二
,

仅约 米

见方
。

地 面没有 明显 硬 面

和 活 动痕迹
,

也 没 有什么

遗 物
。

推测 是 一 个结 构 比

较简单的干栏式高台建筑
。

该遗迹 现 象 比较特殊
,

有

建筑史学者认 为它 很 可 能

就是
“

社
”

或
“

明堂
”

一

类的干栏式礼制建筑
。

图三 墓口及土台顶部红土堆积 北、南

·

总
·

考 古



图四 出土人骨及随葬玉器 南 北 图五 上 玉璧

下 土台上出土玉刀 ⑥

与顶部和 开 口 的东南角相对应
,

很可

能就是土台的东南角
。

土台是在废弃房址 的黄土坡上再堆筑

加工 的
,

像是 因地制宜利用 了较凸起的黄

土高地
。

土台的硬面与小广

场上发现的硬面很相似
,

都

没 有 夯 窝
。

从 清理 的情 况

看
,

土 台不算十分规整
,

硬

面保 存得 不 是 很 连续 和 完

整
,

有的硬面 比较清楚
,

而

有的部分则不明显
。

有些地

方可以看出红土与黄土叠加

而成的堆积
。

土 台坡面上发

现有打破土台的灰坑
,

有的

堆积大量灰烬
,

也有的堆积

大量砾石
。

硬面上还有石头

堆
,

有的硬面被火烧过
。

土 台顶部的 是一座规格 比较高的

墓葬
。

特殊的是
,

清理出来的墓 口 呈
“

回
”

字形双重开 口 图三
,

即在长方形土坑墓

口 上还套有一个接近方形 的更大的浅 口
。

图六 土台边沿的祭祀性墓葬 东一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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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方形竖穴土坑方 向为 度
,

南北 长约
、

宽约
、

深 约 米
,

有木棺
,

已

朽
,

只有痕迹
,

填土塌陷致棺木有些变形
。

人骨 为男性
,

年龄约 一 岁
,

头 向北
,

面 向西
,

仰身直肢 图 四
。

套 口 深
、

南北长约
、

东西宽约 米
。

套 口

也有可能是长方形竖穴土坑墓 的封土部分

或墓上部分的一种特殊加工
,

但套 口 以上

的部分早 已不存在 了
。

套 口 内的填土是红

土 与黄土叠加 而 成
,

墓坑填土 是黄花 土
,

套 口 外围一圈是红土
。

发掘显示
,

墓葬填

埋后
,

似乎又用红土覆盖 了包括墓葬在 内

的整个土 台
。

因此土 台的上部都有一层厚

薄不匀 的较松散 的红土堆积
,

尤其在 台面

向下 的缓坡地带更 明显
。

这说明土 台和墓

葬都有意识地经过特殊加工
。

随葬较多玉器
。

在套 口 的填土 中

出 土 件 玉 器
,

包 括 三 磺 合璧 图 五
,

上
、

锌
、

玉料
、

璧芯
、

三角形玉片和小璧

芯各 件
,

且摆放位置 讲究
。

在长方形竖

穴墓 口 的填土中
,

也发现三磺合璧及璧芯各

件
。

在墓主身上还有 件玉器
,

包括璧

件
、

管 件
、

环 件
、

纺轮 或为小璧

件
,

均堆置在头颈部
,

另在右侧足端发现凿

件
。

全墓共计 出土玉器 巧 件
,

另有 件

猪下领骨放置在棺外左侧
。

该墓规模不算

大
,

但是形制特殊
,

随葬大量玉 器
,

规格

较高
,

墓主可能是 氏族或部落中有特殊身

份的人物
,

也可能为巫师之类的神职人员
。

土台东南边沿位置低于顶部约 米左

右
,

这里的 座墓葬没有太明确的分布规

律和方 向性
,

而有 明 显的早晚关系且排列

无序
,

儿童小坑墓和成人墓混在一起
,

还

伴有一些用途不 明的杂乱小坑
,

发掘时即

判断它们不是 氏族公共墓地
,

而与祭祀有

关 图六
。

这些墓葬除 了个别方 向向北
,

大多是 向西北和 向西
,

大体都是 向着

的
。

因此这批墓葬暂且可以考虑作为

的祭祀葬看待
。

同时
,

在此偏南的砂层 中

还出土 件大玉刀 图五
,

下
。

砂层和砂

砾层也覆盖 了顶部以下的土台大部分
。

台上 的多层硬面表明土 台经过多次加

工或修补
,

土 台也经过一定时间的频繁使

用
。

而反复加工修补
、

垫高扩大
,

也反映

了土 台的特殊性质
。

以上种种现象
,

都足

以说明位于广场上 的这个人工土 台不是简

单的墓地形式
,

而是一个不断有祭祀性埋

葬和祭祀仪式活动的祭坛
。

与 良清文化等

的祭坛 比较
,

可 以发现 喇家遗址 祭坛 的诸

多现象都与之相类似
。

三
、

结语

仁述新 的发现充实 了喇家遗址小广场

的内涵
。

祭坛 和干栏式建筑都是广场的重

要组成部分
,

相互具有密切 的关系
。

十栏

式建筑是在北方黄土地带首次被明确发现

和认 定
,

祭坛 在齐家文化也 是首次发现
,

特殊 形式 的高规格 墓葬也颇 为罕 见
,

这些无疑都是黄河上游史前考古的重大成

果
,

对于重新认识齐家文化的文明化进程
,

对于文明起 源研究
,

都有极其重要的学术

意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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