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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海民和县喇家遗址 年发掘简报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甘青工作队

青海省文物考古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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喇家遗址隶属青海省民和县官亭镇下

喇家村
,

地处黄河上游的民和县官亭盆地
,

这里气候环境相对优越
。

遗址的地理座标为

东经
’ ’ ,, 、

北纬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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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一 民和县喇家遗址位置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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约 米
。

官亭镇西距青海省西宁市约

公里
,

从民和至甘肃临夏的公路经过该

地
。

遗址距官亭镇 公里
,

坐落在黄河北岸

二级阶地前端
,

东有岗沟
,

自北向南人黄河

吕家沟 自西北向东南至下喇家村北
,

然后向

东绕过村庄人岗沟
,

两条沟均为季节河泄洪

沟 图一
。

下喇家村就建在遗址区之上
,

对

喇家遗址破坏很大
。

年起
,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

所甘青队和青海省文物考古研究所联合开

展官亭盆地古遗址群考古研究
。

年秋

对喇家遗址进行初次试掘
,

年 一 月

进行正式发掘
。

据初步钻探调查获知遗址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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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长 米
、

南北宽 米
,

总面积约 万

平方米
。

根据发掘地点不同
,

目前将遗址分

为七个小区
。

年集中发掘了第 区
,

同

时亦对第班
、

和 区进行了零星发掘
,

揭

露面积 余平方米
,

清理房址 座
、

墓葬

座
、

灰坑 座
,

出土陶器
、

玉器
、

石器
、

骨器

共计 件
。

此次发掘不仅探明本遗址是具

有宽大环壕的大型聚落遗址
,

在聚落内分布

有密集的白灰面房址
,

而且还通过对房址的

发掘
,

发现人骨遗骸
,

揭示出前所未见的灾难

遗迹
。

消息报道后 ① ,

引起学术界关注
。

本文

特将本年度 区 内两处反映灾难遗迹现象

的房址 与 简报如下
。

一
、

房址出土情况
、

在第 发掘区的北部
,

东西向

并列排列
,

相距约 米
。

地层堆积简单
,

揭

去约 厘米的耕土层即露出居室残 口
。

两

座房址居室建于生黄土上
。

因居室中填充红

泥土
,

外为生黄土
,

故揭去表土后居址范围

基本清晰
。

因多次平整土地
,

房址上部堆积

已破坏殆尽
,

残存下部穴壁
。

座房址总体

结构相同
,

由居室
、

门道
、

门前场地构成
,

房

址的大小
、

形状
、

局部设施则有差异
。

位于
、 、

探方

中
。

门向北 图二
。

居室 建在黄土层中
,

现存残 口呈不规

则长方形
,

南北长
、

东西宽 米
。

居住面略呈椭圆形
,

南北进深
、

东西面

阔 米
。

地面经修整
,

系先敷一层厚约

厘米的黄土草拌泥
,

后抹厚约 厘米的白

灰面
,

因使用时间较长
,

地面凹凸不平
,

靠

墙基边缘局部残存零星 白灰面
,

中部磨损殆

尽
。

居住面呈斜坡状
,

北高南低
,

坡度为 一

度
。

北壁中部地面距地表深 米
、

南壁中

部地面距地表深 米
。

东西两壁平
、

剖面

皆呈弧形
,

壁面向上向内拱曲渐收缩
,

南北

两壁面近平直
,

剖面稍有弧度
。

东西两壁面

相互对称分为南北两段
,

北段较南段壁面略

向内凸出约 厘米 东壁北段长 米
,

凸

出面上尚存零星黑色烟良
,

西壁北段长

米
。

现存四壁均涂抹有一层草拌泥
,

后用 白

灰面涂抹磨光
。

壁面的白灰面多已脱落
,

残

存局部
。

草拌泥厚约
、

白灰面厚约 厘

米
。

居室四周无柱洞
,

仅室内中部偏东有一

圆形小坑
,

长径
、

深 厘米
,

填土灰褐

色
,

底部无陶片
、

石块等填塞物
。

居室中央有

一坑形灶址
,

形状不规整
,

周围略凸起
,

尚存

红烧土面及草木灰烬
。

门道 门道置于居室北壁中部
,

前宽后

窄呈开放状
。

南北长
、

东西宽 一

米
。

底部呈斜坡状
,

北高南低
,

坡度为

一 度
,

南端距地表深 米
,

北端距地表

深 米
。

地面为黄土踩踏而成的路土

层
。

在门道北端略靠内设置有门坎
,

表面呈

圆弧状
,

用黄花土垒筑而成
,

长
、

宽
、

高
一 厘米

。

门前场地 紧邻门道 口北端加宽至

米形成门前场地
,

现存南北长 米
,

推测其

可能继续向北延伸
,

但被邻方内其他地层遗

迹打破
,

故仅存局部
。

现存门前场地
,

东壁平

直较规整
,

西壁不规整
。

南北长
、

东西宽
、

残高 一 米
,

底部亦呈斜坡
,

坡度

为 一 度
。

地面也是由黄土踩踏而成的路

土层
。

场地东侧南距门坎约 米处有一石

块
,

在其四周有红烧土面及草木灰烬
,

推测应

属居室外临时性的简易灶址
。

在 东侧 米处
,

位于探方
、

中
,

局 部 延 伸到
、

东隔梁处
。

门向北 图三 图版叁
。

居室 建于生黄土上
,

残 口呈倒梯形
,

北宽南窄
,

南北长
、

东西宽 南壁
一 北壁 米

。

居住面亦呈倒梯形
,

南北

进深
、

东西面阔 一 米
,

面积约

平方米
。

居住面北高南低
,

略呈斜坡
,

坡

度为 度
。

北侧中部地面距地表深
、

南

侧中部地面距地表深 米
。

居住面东侧

高于西侧
,

其做法同
。

草拌泥厚约
、

白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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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厚 一 厘米
。

现存白灰面保存较好
,

未脱落
,

仅出现多道裂缝
。

四壁形制较规整
,

东西两壁 向内略拱曲
,

南北两壁拱曲不明

显
。

东西两壁基本相互对称分为南北两段
,

北段均向内凸出
。

东壁北段长 米
,

凸出

厘米 西壁北段长 米
,

凸出 厘米
。

居室内东西两壁做法同
,

但不同的是

居室内在东壁北段凸出的白灰面壁之上又

用草拌泥二次重砌加厚
,

重砌面厚薄不一
。

自东北角向南 米处重砌厚度为 厘

米
,

“ 米处向南至 米处重砌厚度为

厘米
。

重砌面外表均匀
,

呈黑色
,

似具有

某种特殊的含义
。

由于这部分保存情况不太

好
,

又不完整
,

所以对它的判断还有待进一

步分析和确认
。

另外
,

此处还发现了几件玉

器 图版肆
, 。

居室 内四壁白灰面大多保存尚好
,

仅北

壁门道之西侧有坍塌
,

经观察该壁面似有宽

米的水蚀痕迹
。

因水蚀同时造成西北

角局部地面塌陷
,

形成一个长约 米的浅

坑
,

坑底距居住面深 米
,

坑边不规整
。

在该坑的东缘明显可见水蚀形成的缓坡
,

由

东向西渐低陷
。

由此迹象推测
,

房址内曾遭

洪水袭击
,

有可能洪水是经门道从东向西进

米

⋯
胜

⋯ ⋯
陶单耳杯 石凿

双耳罐 石刀

骨锥 骨 匕

罐 陶高领双耳罐

图二 平
、

剖面图
陶带流罐 陶高领双耳罐 陶侈口罐 陶侈口罐 陶高领双耳罐 陶高领

石斧 石刮削器 石刮削器 石锌 陶敛 口 瓮 陶侈口罐 陶纺轮
骨锥 石刀 陶器盖 陶侈口罐 陶高领双耳罐 陶豆 陶双耳

陶双耳罐 陶高领双耳罐 陶高领双耳罐 陶高领双耳罐 石斧
陶高领双耳罐 陶双大耳罐 陶单耳罐 陶颤 石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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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室内
,

首先冲击居室西北角北壁
,

造成北

壁坍塌和西北角地面下沉塌陷
。

在居室中央有一圆形灶
,

加工极为规整
,

直径 米
。

灶上部有一具人骨遗骸
,

故未全

部清理
,

从已清理部分可知
,

灶面平整
,

没有涂

抹白灰面
,

为烧土面
。

门道 居室北壁中间设门道
,

狭窄且

短
,

内窄外宽
,

长
、

宽 一 米
。

门道之中设凸棱状门坎
,

长
、

宽
、

外高
、

内高 米
。

门道底部呈斜坡

状
,

未铺白灰面
,

系踩踏而成的路土层
。

门前场地 门道外即为门前场地
,

北宽

南窄
,

呈向外开放形
,

底呈斜坡
,

坡度为

度
。

残长
、

东西宽 一 米
。

地面

较坚硬为路土层
。

在其西北扣放一个猪下领

骨
,

可能属废弃物随意扔弃至此
,

当然也不

能排除有某种特殊含义的可能
。

综上所述
、

现存结构有 以下特

点
。

房址均由居室
、

门道
、

门前场地构

成
,

门道与居室之间设有凸棱状门坎
。

居室残存穴壁都建于生黄土层 中
,

生土壁上都先敷有一层草拌泥
,

然后再抹一

层白灰面
。

草拌泥与生土壁粘结较牢固
,

只

有局部被侵蚀脱落
,

应是穴壁刚挖好
,

趁生

土壁未干时抹成的
。

抹草拌泥及白灰面的作

用一是防止生土壁进一步风化
,

裂隙变宽或

出现新的裂隙
,

二是使壁面平整美观
,

白灰

陶高领双耳罐 陶尊
陶杯 二 陶双耳罐

双耳罐 陶双大耳罐

陶带流罐
陶双耳罐
陶双耳罐

图三 平
、

剖面图
玉璧 玉璧 玉料
陶敛 口瓮 陶敛口瓮
陶双耳罐 陶侈口罐

置于敛口瓮内

玉料 石矛 石刀 陶盆
陶三大耳罐 陶双耳罐 陶

玉璧 置于敛口瓮中 骨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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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涂抹后不易开裂
,

经打磨略有光泽
,

不仅

美观
,

而且具有防潮作用
。

居室南北两壁平直
,

剖面稍有弧度
,

东西两壁均向内拱曲
、

收缩
,

故出现残 口小

而居住面大之特点
。

另外
,

东西两壁均基本

对称为南北两段
,

其北段皆向内凸出
,

比南

段壁面凸出 一 厘米
。

居址均坐南朝北
,

门向一致
。

底部从

门前场地至居室都呈缓状斜坡
,

北高南低
。

居室 内居住面东侧略高于西侧
。

门前场地及

门道底部皆为踩踏而成的路土层
,

居室 内底

部敷抹一层草拌泥
,

然后抹白灰面
。

因两座

房址需就地保护
,

故居住面未解剖发掘
,

草

拌泥下是否有夯筑黄土层尚不清楚
。

房址四周均未发现柱洞
。

二
、

室内出土人骨

座房址内均发现有人骨
,

数量不等
,

姿态各异
,

一组组呈不同姿态分布于居住面

上
,

有的相拥而死
、

有的倒地而亡
、

有的甸甸

在地
、

有的母子相依
,

从人骨分布及姿态分

析
,

反映出室 内死者应属意外而亡
。

各组人

骨有的紧贴地面
,

个别人骨与地面空隙间填

充有红泥土
。

居室内有 具人骨 编为
、

号
,

位于居室内东壁 中部
,

工号为女性
,

年龄

岁左右 号性别不清
,

年龄 一 岁
,

应是

一对母子或母女遗骸
。

女性身体朝北
,

右侧

紧倚东墙壁
,

双膝屈跪于地
,

臀部落坐在脚

跟上
,

双手紧抱怀中幼儿
,

幼儿双臂紧搂着

母亲的腰部
。

女性面向上
,

领部前伸
,

骨架空

隙处填充红泥土 图版肆
, 。

居室内共有 具人骨 分别编为 工

一 研号
,

按室内位置分为六组 图四
。

第一组 仅 具人骨 编为 工号
,

位于

居室中央灶面之上
,

男性
,

年龄 一 岁
。

身躯俯卧
,

右臂稍曲向前伸过头顶
,

左臂弯

曲
,

肘部抬起
,

呈不 自然弯曲状
。

右腿弯曲外

撇
,

其股骨平直横放
,

胫排骨向下斜伸呈蹬

地状
,

左腿股骨膝关节向胸部前伸
,

胫排骨

折屈压于胸下
。

整体姿式似甸甸向前
,

挣扎

在泥泞中
。

人骨整体浮于地面
,

头部距地面
、

服骨距地面
、

左股距地面 厘米
,

最

高处的左肤骨距地面 厘米
、

最低处的右

脚趾骨距地面 厘米
。

人骨与地面空隙间均

填充室内堆积的红泥土
。

第二组 亦为 具人骨 编为 号
,

性

别男
,

年龄 一 岁
。

位于室 内东部
,

与

号相距 厘米
。

头南足北
,

面朝东
,

侧身

屈肢
。

右臂前伸
,

肘部上举弯曲成 度
,

左

臂弯曲置胸前
。

右下肢非正常屈肢
,

胫排骨

反折于胸前
,

左下肢弯曲压于右下肢股骨

上
。

右下肢反折于胸前
,

只有在强有力的撞

击或挤压条件下方可形成肢骨反折现象
,

这

种姿势显示出在某种力量撞击或挤压下侧

卧于地的状态
。

此外
,

人骨亦略高出地面
,

右

腿膝关节距地面 厘米
,

左腿膝关节距地面

厘米
,

右手高出地面 厘米
。

第三组 有 具人骨 编为
、

号
。

号为女性
,

年龄 一 岁 号性别不详
,

年

龄 一 岁
。

这组人骨从年龄
、

性别上分析
,

应

为母子或母女关系
。

号女性头向北
,

面朝

下
,

上身向前倾
,

并紧倚东壁屈膝而跪
。

右掌

撑地
,

左臂将幼儿紧抱于怀中
,

脸颊紧贴幼儿

头顶
。

右下肢向后弯曲
,

脚掌上翻
,

紧贴地面
,

左下肢后折外撇
,

膝部稍抬起
,

膝关节距地面

厘米
,

脚跟着地
。

臀部坐于 件陶双耳罐

上
,

陶器均被压碎
。

幼儿面向母亲
,

身体紧贴

于母亲怀中
,

右臂紧紧搂着母亲腰部
。

这组人

骨母子相依
,

形象地显示了慈母以身护子之

感人场面
。

第四组 计 具人骨 编为 一 正号
,

位于房址西南角
,

相聚集中而死
。

号为男

性
,

年龄 一 岁
。

头向南
,

面朝下
,

俯身屈

肢
。

左臂弯曲
,

左手压于 号人骨脊椎之上
,

右臂因人骨叠压未能清出
,

仅露出局部
,

似

伸向仄号腰部
。

右下肢折屈较甚
,

屈于胸前
,

脚骨压于左髓骨下
,

脚掌上翻
,

左下肢向前

总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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黔禽
第三组

彝澎鲁

图四 出土内人骨编号及分组示意图

弯曲
,

右下肢紧贴于地面
,

其他部位高出于

地面 一 厘米
。

号性别男
,

年龄 一

岁
。

头向西南
,

面朝下
,

俯身屈肢
。

左
、

右

臂向前弯曲呈甸伏状
,

左手指紧压于 号右

手腕部
,

似在用左手紧拉珊号右手
。

右下肢

向胸部折屈压于胸下
,

脚骨与盆骨并齐 左

下肢亦呈弯曲状
,

左股骨压于右脚跟骨之

上
,

膝关节处股骨与胫骨关节脱离
,

胸部以

下高出地面 厘米
,

盆骨与地面平齐
。

孤号

性别不明
,

年龄 一 岁
。

颅骨与矶号颅骨相

贴
,

头向西
,

面朝北
,

侧身屈肢
,

右臂弯曲上

举
,

腕部之上压有 号左手
,

左臂位置不

清
。

下肢弯曲于胸前
。

两脚趾骨全无
,

推测该

骨骸因年幼不易保存已朽蚀或其他原 因所

致
。

珊号为男性
,

年龄 一 岁
。

头向上
,

面

朝北
,

呈席地跪坐状
,

上身前倾
,

紧贴 号
,

左侧紧贴居室西壁
。

右臂肘部撑地
,

右手前

伸似拉 号
,

左臂未清露
,

姿势不清
。

右下肢

第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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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屈贴于地面
,

左下肢尚未完全清露
,

颅骨

下领距地面约 厘米
。

号为女性
,

年龄
一 岁

。

头向上
,

面向东
,

背部倚墙
,

身体

略前倾
,

呈跪坐状
。

因 一 珊号围其而卧
,

故

除头骨外
,

其余骨骼未清理
。

头骨下领距地

面约 厘米
。

位于居室西南部的第四组人骨
,

除 号

为成年女性外
,

其余 具为儿童
、

具为少

年
。

成年女性倚西壁跪坐或蹲着
,

儿童或坐或

侧拥向该女性
,

头颅相聚
, 、 、

孤号头骨相

贴
,

珊号与皿号头骨相贴
,

珊号身体倾向

号
,

手前伸紧紧拉住仄号
。

号为少年
,

局部

骨架压于其他骨架之上
,

左臂搭于 号背部
,

右臂露出局部似伸向成年女性
,

搂抱其腰
,

其

形体姿态表现出似以其身保护他人
。

第五组 计 具人骨 编号为 一 姗

号
,

位于居室西北部
。

号为男性
,

年龄
一 岁

,

头向北
,

面朝下
。

头
、

背部紧倚房

址西壁
,

侧身屈肢
。

右臂下臂撑地
,

弯曲贴于

胸前
,

左臂姿势不清
。

双腿 自然前屈
,

右腿压

于左腿之上
,

头骨下领处高出地面 厘米
,

右腿高出地面 厘米
,

左腿贴于地面
。

号

压于 号之上
。

号性别不明
,

年龄 一

岁
。

头向北
,

面向西
,

身体紧贴于地面
。

皿号

性别不明
,

年龄 一 岁
。

头向东
,

面朝下
。

身

体卷曲团缩在一起
,

上肢仅见一臂
,

另一臂

不清
。

一下肢似枕于头下
,

另一下肢反折屈

于胸前
。

该骨架严重扭曲错位
。

据分析有可

能原为蹲跪状
,

后倒向一侧所致
。

现号性别

不明
,

年龄 一 岁
。

头向西
,

面朝北
,

俯身屈

肢
。

右臂下垂弯曲
,

左臂压于胸下
。

下肢均屈

呈蛙状
。

身体紧贴于地面
。

这组人骨均为儿童
,

大者 一
、

小者

仅 一 岁
,

相拥而死
。

其中皿号身体严重

扭曲
,

呈非 自然卷曲
,

为何因所致
,

尚待进

一步研究
。

第六组 仅 具人骨 编为娜号
。

为男

性
,

年龄 一 岁
。

位于居室门道内西侧
,

头骨及左肩置于居室西北角塌陷坑东缘
。

头

向西
,

面朝北
,

俯身屈肢
。

颅骨位于坑沿
,

随

坑陷而倒置
,

故现颅骨与颈椎相分离
。

左
、

右

臂弯曲甸伏
,

左臂肮骨
、

肩脚骨亦随坑沿下

陷倒置
。

左下肢卷屈于胸下
,

躁骨处被右骸

骨所压
,

右下肢屈肢
。

此外
,

该人骨下有一层

红泥土
,

在红土下白灰面居住面之上
,

还夹

有一层草拌泥白灰面层
,

自北向南渐薄
,

厚

一 厘米
。

经分析夹于红土与居住面之间

的白灰面层应是北壁西段坍塌于地的 白灰

面草拌泥墙皮
。

由此推知
,

柳号是房址内最

年长的男性
,

是在水人室后墙体受损后倒地

而亡
,

又从其身体所处位置是紧靠门道 口 内

西侧
,

身体向西而俯卧于西北角坑沿旁
,

也

许该死者是因试图封堵人水 口
,

受到 自东向

西而来洪水的猛烈冲击倒卧于地后
,

淹没于

洪水中身亡的
。

三
、

室内出土遗物

座房址居室 内遗物的出土情况略有

不同
。

除北壁东北角外
,

其余各壁旁均放

有生产工具与生活用具 内 件陶器放

于北壁东侧
,

其余则集中放于东壁旁
,

件

玉璧
、

件玉料
、

石矛集中置于东壁北段黑

色墙壁旁
,

另外 件敛 口 瓮亦紧贴该壁放

置
,

瓮内装有 件玉璧和 件骨器
。

骨器因

朽蚀已残碎
,

器形不明
。

、

内共出土遗物 件
,

有陶器
、

石

器
、

骨器
、

玉器
、

玉料
。

一 陶器

共 件
。

制法普遍采用手制
,

小型器用

手直接捏塑成形
,

大型器采用泥条盘筑或对

接成形
,

同时兼用慢轮修整技术
。

陶质可分

为泥质陶和夹砂陶
。

泥质陶以红陶为主
,

橙

黄陶次之
,

灰陶较少
。

器类有高领双耳罐
、

敛
口瓮

、

敛 口罐
、

双耳罐
、

大双耳罐
、

大三耳罐
、

单耳杯
、

尊等
,

器表多经过打磨
,

略有光泽
,

以素面为主
,

个别器物有纹饰
,

如高领双耳

罐
、

敛 口罐
、

敛 口瓮
。

纹饰有篮纹和弦纹两

种
,

篮纹又以竖行为主
。

夹砂陶又可分夹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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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陶和褐陶
。

夹砂红陶含砂量少且颗粒细

小
,

器表亦经打磨
,

器类有带嘴罐
、

盆
、

杯
、

颤
。

夹砂褐陶以红褐陶为主
,

灰褐陶次之
,

器

类有侈口罐
、

双耳罐
、

单耳罐
。

夹砂红陶有盛

储器
、

饮食器
、

水器
、

炊煮器四种
,

夹砂褐陶

均为炊煮器
。

器表纹饰大多为绳纹
,

个别饰

篮纹或交错绳纹
。

纹饰拍印规整
,

且以竖行

为主
。

夹砂陶器底除个别模糊不清晰外
,

大

部分饰有席纹
、

篮纹和绳纹
。

高领双耳罐 件
。

泥质红陶
。

依器形

差异分为二式
。

工式 件
。

器形高大
。

宽沿
,

敞口
,

鼓肩
,

肩腹处折棱明显
,

下腹斜收为平底
。

折棱下置

环形双耳
。

肩部磨光
,

腹部饰竖篮纹
。

高
一 厘米

。 ,

口径
、

最大腹径
、

底径
、

高 厘米 图五
, 。

式 件
。

器形低矮
。

口沿微

残
,

溜肩
,

折腹
,

平底
。

折腹下部置双耳
,

耳

残
。

肩部磨光
,

腹饰方格纹
。

最大腹径
、

底径
、

残高 厘米 图五
, 。

双耳罐 件
。

陶质以泥质陶为主
,

夹

砂褐陶次之
。

均侈 口
,

口部两侧附环形小双

耳
,

多平底
,

少凹底
。

依腹部差异分为二式
。

工式 件
。

长弧腹
,

腹径均大于 口径
。

泥质橙黄陶 件
,

均素面
,

外表磨光
。

高
一 厘米

。 ,

口径
、

腹径
、

底径
、

高 厘米 图六
, 。

夹

砂褐陶 件
,

器形大小与上述泥质双耳罐相

类同
,

用途不一
,

泥质双耳罐均为存储器
,

夹

砂陶皆属炊煮器
。

器表饰篮纹或绳纹
。

,

器表颈以下饰竖绳纹
,

双耳粘附捏塑泥

条堆纹
,

底有席纹
。

口径
、

腹径
、

底

径
、

高 厘米 图五
, 。

式 件
。

泥质灰陶
。

器形极

小
,

大 口
,

上腹矮扁
,

下腹壁内收
,

腹径与 口

径基本相同
。

口径
、

腹径
、

底径
、

高 厘米 图六
, 。

大双耳罐 件
。

泥质红陶
,

陶质细腻
,

打磨精细
。

素面
。

据颈及腹之差异分为二式
。

式 件
。

矮领
,

器形矮扁
,

扁圆腹
,

置宽双耳
。

口径
、

腹径
、

底径
、

高 厘米 图六
, 。

式 件
。

大敞口
,

高领
,

折

腹
,

肩腹处折棱明显
,

宽大双耳
。

口径
、

腹径
、

底径
、

高 厘米 图六
, 。

大三耳罐 件
。

泥质红陶
。

器形均同于大双耳罐
,

置三耳
。

口径
、

腹

径
、

底径
、

高 厘米 图六
, 。

单耳杯 件
。

泥质红陶
。

大敞
口

,

高领
,

折腹
,

肩腹折棱明显
,

宽大单耳
。

口

径
、

高 厘米 图六
, 。

单耳罐 件
。

夹砂红褐陶
。

直 口
,

圆鼓腹
,

大平底
。

一侧置环形单耳
。

耳

部上端有齿形刻纹
,

口沿外饰绳索状附加堆

纹
。

口 径
、

底径
、

腹径
、

高 厘

米 图六
, 。

侈 口罐 件
。

陶质有夹砂红褐陶和灰褐

陶两种
。

侈口
,

平底
。

依腹部差异分为二式
。

工式 件
。

矮鼓腹
,

器形整体

矮胖
。

腹饰篮纹
。

口径
、

腹径
、

底径
、

高 厘米 图六
, 。

式 件
。

长弧腹
,

器形瘦高
。

个别器
口部饰一周附加堆纹

,

器表颈以下均有篮

纹
、

绳纹和交错绳纹
,

排列规整
,

多为竖行
。

底部饰席纹或篮纹或交错绳纹
,

多模糊不

清
。 ,

口径
、

腹径
、

底径
、

高 厘米 图六
, 。

敛 口罐 件
。

泥质灰陶
。

敛
口

,

折肩
,

下腹斜直
,

凹底
。

肩部一侧附置一

钮
。

肩部饰 道弦纹
,

下腹饰斜行篮纹
。

口

径
、

腹径
、

底径
、

高 厘米

图五
, 。

带流罐 件
。

夹砂红陶
。

大敛口
,

平

底
。

器 口外一侧置管状流
,

口部置双耳
,

颈部

略有差异
。 ,

无颈
,

斜直腹内收
,

口沿饰

两周戳印纹
,

腹饰绳纹
,

器底亦饰绳纹
。

口径
、

底径
、

高 厘米
。 。

敛 口
,

束

颈
,

圆弧腹
。

口沿外饰一周刻划纹
,

耳部上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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亦饰刻划纹
,

腹饰绳纹
。

口径
、

底径
、

高 厘米 图五
, 。

敛 口瓮 件
。

内敛 口
,

平底
。
口部均配

有器盖
。

据器形不同分为二式
。

工式 件
。

器形矮胖
。

泥质红

陶
。

鼓肩
,

圆腹
,

钩形双钮耳置于腹中部
。

器盖

与身原为一体
,

后经切割
,

器盖顶部有一凸起

长把钮
,

盖钮另捏制并与器盖顶接合
。

下腹部

饰绳纹
,

底部亦有绳纹
。

口径
、

腹径
、

底径
、

高 厘米 图六
, 。

式 件
。

器形瘦高
。

泥质灰

陶
。

斜肩
,

肩腹间折棱明显
。

折腹处置双钮
。

肩部磨光
,

腹饰竖行篮纹
。

口部配置切割盖
,

为便于 口盖扣合严实
,

在切割前于分割处有

意刻划五道直线纹
,

其口与盖直线纹相吻合
,

器盖即可扣合严实
。

器盖顶部平直
,

于中部接

合有一圆锥形盖钮
。

在器盖中部凸起圆柱处

有两个相互对称的孔眼
,

其用途除装饰外
,

还

起着致使罐内通气的作用
。

口径 巧
、

腹径
、

底径
、

高 厘米 图五
, 。

盆 件
。

夹砂红陶
。

圆形不

规整
,

壁厚重
。

平沿
,

大敞口
,

斜直腹
,

平底
。

盆

外壁饰篮纹
,

器底中部亦有篮纹痕迹
。

口径
、

底径
、

高 厘米 图五
, 。

工式高领双耳罐
式敛口瓮

图五 出土陶器
式高领双耳罐

‘

纺轮 工式双耳罐
, ,

余均约

敛口罐
带流罐

盆
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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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劝热
“ 兮“‘

’

飞

色

匆
·

刁

图六 出土陶器
尊 式敛口瓮 器盖 大三耳罐 式侈口罐

式双耳罐 单耳罐 单耳杯 式侈口罐 甄 杯
豆 式大双耳罐 式大双耳罐 式双耳罐

、 、 、

约
,

余均约

颤 件
。

夹砂红陶
。

广 口
,

尊 件
。

泥质橙黄陶
。

制作

斜深腹
,

平底
,

底部密集排列有 个 孔
。

口 极粗糙
,

于颈部随意贴附有一周泥条
,

未经

下置双耳
,

耳已残
。

仅 口沿外贴附一周宽带 抹平
,

腹部亦凹凸不平
,

未经打磨
。

口微敞
,

附加堆纹
。

口径
、

底径
、

高 厘 高直领
,

折腹
,

凹底
。

素面
。

口径
、

腹径

米 图六
, 。 、

底径
、

高 厘米 图六
, 。

豆 件
。

泥质红陶
。

浅形豆 杯 件
。

夹砂红陶
。

直 口微

盘
,

大喇叭 口
,

豆柄粗矮
,

喇叭形圈足
。

口径 侈
,

筒形深腹
,

近足部杯体略外鼓
,

平底
。

素
、

底
、

高 厘米 图六
, 。

面
。

口径
、

腹径
、

底径
、

高 厘米 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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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
, 。

器盖 件
。

夹砂红陶
。

圆

形
,

盖面鼓
,

有实柱形盖钮
。

盖面饰绳纹
。

口

径
、

高 厘米 图六
, 。

纺轮 件
。

夹砂红陶
。

圆

形
,

一面平直
,

一面略凸起
,

中部对钻单孔
。

直径
、

孔径
、

厚 厘米 图五
, 。

二 玉器

共 件
。

成形器 件
,

均为璧
,

同出于

中
。

其中 件放于居室东壁北段
,

与玉

料
、

石矛放在一起
,

件 放在敛 口

瓮中
。

另有玉料 件
。

璧 件
。

均呈圆形
,

璧外周磨制不规

整
,

一面管钻单孔
,

璧面经磨制
。 ,

白

色
,

局部打磨不光滑
。

直径
、

孔径
、

厚

一 厘米 图七
, 。 ,

呈碧绿色
,

周边不规整
,

两对边直
,

两对边圆弧
,

近似圆

角方璧
。

璧面磨制较精致
。

直径 一
、

【 ‘ 二

图七 出土遗物
、

玉璧
, 、

玉料
,

斧 件
。

梯形
,

窄顶宽刃
,

横剖面呈圆

角长方形
。 ,

青灰色
,

长
、

刃宽

厘米 图八
, 。

锌 件
。

磨制十分精细
。

梯形
,

单面刃
。

长
、

刃宽 厘米 图八
, 。

凿 件
。

长条形
,

平顶
,

斜刃
。

孔径
、

厚 一 厘米

图七
, 。

玉料 件
。

切割面平

直光滑
,

其余各面未经加工

呈 自然状
。

有学者推测此玉

料非 自然采集
,

属人工开

采
。 ,

长
、

宽

厘米 图七
, 。 ,

长
、

宽 厘米 图七
, 。

三 石器

共 件
。

分打制和磨

制
。

打制石器仅见刮削器
。

磨制石器有斧
、

锌
、

凿
、

刀
、

矛
。

以生产工具为主
,

也有

兵器
。

石器多出于 内
,

共

件
。

内只出有刀
、

矛各

件
。

刮削器 件
。

打制石

片
,

刃部尚存使用痕
。

,

长
、

宽 厘米 图八
,

。

图八 出土遗物
石镑 骨 匕 石刀

石凿
、

骨锥
、

八
,

余均约

石刮削器
石矛 若捧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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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长
、

刃宽 厘米 图八
, 。

刀 件
。 ,

已风化残碎
。

另外

件均呈长方形
,

中间穿单孔
,

两面对钻
。

,

长
、

宽
、

厚 厘米 图八
, 。

矛 件
。

器身扁平
,

磨光
。

前

端磨成尖锋
,

两侧刃缘磨制锋利
,

后端齐

平
。

长
、

宽
、

厚 厘米 图八
, 。

四 骨器

共 件
。

其中 放于 敛口

瓮中
,

残碎
,

器形不详
。

其余 件有锥和 匕
。

锥 件
。

用动物肢骨加工磨制而成
,

顶端保留原状
,

另一端磨成锥尖
。 ,

长 厘米 图八
, 。 ,

残长 厘

米 图八
, 。

匕 件
。

用动物肋骨磨制

而成
,

长条形
,

刃部磨制精细
。

残长
、

宽

厘米 图 又
, 。

四
、

结 语

在上述资料基础上
,

逐一对房址建筑形

式
、

功能性质和修建年代以及室内死者之死

因
,

予以分析与推测
。

一 房址建筑形式

与 建筑的上部早已破坏殆尽
,

居

室现仅存下部穴壁
,

难以准确判断这两处房

址属半地穴式或窑洞式建筑
,

只能从现存房

址结构予以推测
。

在房址内外
,

仅 居室

中部偏东侧有一洞
,

还难说是否是柱洞
,

其

余各处均无柱洞痕迹
。

即使 内的洞为柱

洞
,

从其支柱位置分析仅起防险支护作用
,

与构筑房址的做法无关
。

在工程做法上
“

一

般来说
,

横穴无需构筑
,

原始横穴只是取土

而成
” ②。

由此分析
,

两座房址建筑有可能属

窑洞式
。

居室南北两壁略平直
,

壁面稍有弧

度
,

东西两壁向上明显拱曲渐收缩
。

现存

壁面较高
,

故东西壁拱曲较甚
。
口小底大

,

残

口皆小于居住面等特点
,

也反映出房址应属

窑洞式
,

还可推知窑洞原来顶部应是略呈
“

券顶
”

形式
,

而非
“

弯窿顶
” 。

二 房址功能

在喇家遗址该发掘区 同一台地上先后

经发掘清理的房址共 座
、 、 、

,

其中 室内无人骨
,

亦无完整的 日用

陶器
,

只出有 件残陶罐
、

个别石器及玉器

半成品
,

该房址可能属正常废弃或非生活居

住的房址
。

则与 和 相同
,

皆为意

外灾难致使房址废弃
。

人骨尚未鉴定
。

在

这座房址内亦有人骨 具
,

分别为 具成

年
、

具儿童
。

居室规模
、

室内日用物品

及生产工具和放置位置都基本与 相 同
,

不 同的是 居室内南壁下设置贮藏窖穴
,

窖内储存有粮食及 日用陶器等
。

经 比较

和 都是一般家庭住房
。

居室中部及外侧

的灶址
、

灶坑等主要用于炊事及取暖
。

东

壁北段壁面有烟良
,

而地面却无红烧土面
,

可能其烟良系采用某种燃烧方式或照 明留

下的烟熏痕迹
。

环绕居室四壁放置的物品
,

均为 日常所需用品
,

生产工具中斧
、

锌
、

凿
、

刀
、

刮削器等齐全
,

日用陶器均以高大的盛

储器及炊煮器为主
,

小型饮食器不多见
。

内为母子 人
,

内有成年男女各 具 未

正式鉴定
,

儿童 具
。

从人数
、

性别
、

年龄推

测
,

这 个个体应属 同一家庭成员
。

居室内

人骨遗骸间接的反映出 和 内的成员

是由单个家庭所组成的
。

有若干遗迹现象及遗物显示出此房

址不同于上述一般住房
,

需要探讨其功能性

质
。

其一
,

居室修建考究
,

制作规整
,

房壁

及居住面白灰面光滑平整
。

不仅居室面积较

大
,

而且室 内物品均集中陈置于房 内东壁

下
,

使得西侧活动空间大
,

可以集中容纳更

多人活动
。

居室 中设置的圆形灶面直径达

米
,

而且极为规则
,

显然是满足众人特

殊活动的需要
。

其二
,

室内有特殊的遗迹现

象
,

如在东壁北段紧贴白灰面房壁上有似为

二次重砌的一段凸出墙面
,

墙面上均匀地涂

有一层黑色涂层
,

可能具有某种特殊的含

义
。

玉璧
、

玉料和石矛均集中放于黑色壁面

第 期 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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旁
,

件盛于敛 口瓮中的玉璧
,

亦紧贴黑壁

放置
。

贵重的礼器玉璧等集中放于黑色壁面

旁
,

其中是否有着某种特殊的含义
,

尚待研

究
。

其三
,

室内器物种类生产工具不齐备
,

只

有石刀 件
,

但放有一般住房内不见的石矛

和玉璧及制作玉礼器的玉料
。

日常用品陶器

以小型的饮食器为主
,

高不足 厘米的陶

器占陶器总数的一半
,

炊煮器仅出有 件侈
口罐

。

其四
,

室内人骨遗骸多达 具
,

其中

具成年男性
、

具成年女性
、

具少年和

具儿童
,

相互关系显然不同于简单的单一家

庭成员
。

对其亲缘关系的正确判定还有待于

鉴定结果
。

中特殊的迹象及遗物反

映出该房址的功能不同于一般家庭住房
,

有

可能是集体活动的场所或兼具进行宗教活

动的场地
,

房主的身份应非一般成员
,

或是

公共集体
。

三 房址年代

喇家遗址基本上以齐家文化遗存为主
,

和 具有典型齐家文化特征
。

因 与

属一场意外灾难致使房址废弃
,

故室内主

人生前所用生产工具及生活用 品均保持原

位
,

直观地展现出当时人们 日常生活状态及

所需全部必备物品
,

真实地再现了远古先民

生活场景中的一幕
。

居室中所出陶器为进一

步分析房址的年代也提供了直接的依据
。

室内出土器物共计 件
,

其中陶器

件
。

陶器组合包括高领双耳罐 件
,

双耳

罐 件
,

侈 口罐 件
,

敛 口瓮
、

带嘴罐
、

双大

耳罐
、

单耳罐
、

豆等各 件
。

如典型器物高领

双耳罐
,

大者高达 厘米
,

通长 一 厘

米
,

肩部磨光
,

肩腹间有明显折棱
,

腹部多饰

竖行篮纹
。

侈 口罐
,

侈 口
,

长弧腹
,

颈以下饰

竖行篮纹或绳纹
。

甄颈侧附有对称的环形

耳
,

底部有密集的镂孔
。

综述陶器特点 器形

总体瘦长
,

如上述三类代表性器
,

器表纹饰

较规整
,

篮纹或绳纹均以竖行为主
。

这些特

点均具有齐家文化晚期之作风
,

与其他同类

文化比较
,

陶器组合
、

器形特点
、

纹饰风格与

甘肃天水七里墩遗址为代表的齐家文化
“

七

里墩类型
”

较为相似
。

七里墩出土的高领双

耳罐器形较高大
,

大者高达 厘米
,

一般高

度也在 一 厘米
。

肩腹间折棱明显
,

肩

部磨光
,

腹部饰竖篮纹
。

颤颈侧附一对称

环形耳
,

底部有密集的镂孔
。

这些均为其他

文化类型所罕见 ③ 。

七里墩类型经碳十四

测定年代距今 一 年 ④。

由此推测

的年代应与
“

七里墩类型
”

大致相当
。

内共出土器物 件
,

其中陶器 件
。

陶器

组合与 有差异
,

主要是使用功能上的差

异
,

个别器物也有变化
,

这也可能反映出早

晚差异
。

以双耳罐为主
,

计 件
,

大双耳

罐 件
,

其他器类有高领双耳罐
、

敛 口瓮
、

带

嘴罐
、

三耳罐
、

敛 口罐
、

尊
、

杯
、

盆等各 件
。

器形总体矮小
,

高 厘米以下的陶器占陶

器总数的一半
。

内数量最多
、

形体高大的

工式高领双耳罐在此房内不见
,

只出有 件

式高领双耳罐
,

器形较小
,

高不足 厘

米
,

腹饰方格纹
,

出土数量最多的是低矮的

泥质双耳罐
。

炊器侈 口罐仅 件
,

器表饰十

分规整的竖绳纹
。

敛 口瓮为 式
,

内所出

的 式敛 口瓮
,

尚具马厂类型之遗风
,

式

敛 口瓮
,

则具有典型齐家文化晚期陶器特

点
。

大双耳罐皆为 式
,

三耳罐除多一耳外
,

其他器形特点与大双耳罐相同
。

陶器器形较

同类器有的相类同
,

如侈 口罐
、

型双耳

罐 有的有变化
,

如 式敛 口瓮
,

由圆腹变化

为折腹
,

式大双耳罐由工式矮
、

低
、

短耳变

为高领
、

大双耳
。

与 是否是同一时间废弃的 经比

较分析 与 居室 内的陶器特点
,

发现

部分陶器略晚于 的同类器
。

此外
,

两

座房址居住面的磨损情况亦反映出 使

用时间较 要长一些
。

由此推断
,

修建

时间或许略晚于
。

四 室内遗骸之死因

房址内最重要的遗迹是发现众多的死

者遗骸
,

揭示出一幕约 年前的史前灾

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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难
。

内母子相依而死
,

内众多的死者

以不同姿势聚死于一室
,

这些现象不同于通

常发现的史前居室葬
,

而像是因一场突如其

来的灾难所致
。

对于灾难原因
,

我们暂且推

测为洪水
。

居室内自上至下填充红泥土等迹

象表明
,

有可能是一次特大洪水侵袭夺去了

室内生命
,

造成房屋废弃
。

北京大学城市与

环境学系夏正楷教授曾亲临喇家遗址实地

考察
,

对喇家遗址和周围黄河一级阶地及二

级阶地的地层
,

以及房址内的红泥土及遗址

内的红土堆积进行综合考察和采样分析
,

认

为这种红土堆积层非 自然形成
,

可能是来 自

黄河大洪水的洪水沉积
。

但这只是初步的推

论
,

还有许多问题有待进一步论证
。

喇家遗址史前灾难遗存是一项具有重

要学术意义的发现
。

同时发现的洪水沉积

层
,

再现了黄河大洪水的历史
。

这些都极具

研究价值
,

尤其对于整个遗址群的研究
,

更

有直接的帮助
。

这次发掘揭露面积还有限
,

工作还将进一步深人
。

对这批人骨已采集样

本进行 分析
,

今后将提供相关的重要

信息
。

附记 参加发掘及资料整理工作的有中

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王仁湘
、

叶茂林 青

海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王国道
、

任晓燕
、

蔡林

海 民和县博物馆何克洲
。

人骨由中国社会科

学院考古研究所王明辉鉴定 王国顺绘图
。

工

作中还得到社科院考古所科技实验研究中心

的多方面帮助与合作
,

刘煌
、

齐乌云
、

赵志军
、

李存信等分别在现气参与 了相关工作
。

北京

大学城市与环境系夏正楷教授及研究生杨晓

燕参与了遗址环境的考察
。

国家文物局和青

海省文化厅
、

文物处都给予了积极支持
。

执笔者 任晓燕 王国道 蔡林海

何克洲 叶茂林

天地 》
,

《中国文物报 》 年 月 日第 版
。

② 杨鸿勋 《建筑考古学论文集》第 页
,

文物出

版社
,

年
。

③谢端据 《论谓河上游史前文化 》
,

见 《中国考古

学论丛 》
,

科学出版社
,

年
。

④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 中国考古学碳十

四年代数据集 》
,

文物出版社
,

年
。

责任编辑 新 华

附录

青海民和县喇家遗址

人骨及其相关问题

注 释

①王国道等 《青海喇家村齐家文化遗址最新揭

示 史前灾难现场慑人心魄
,

黄河慈母佑子情动

喇家遗址位于青海省民和县官亭镇喇

家村黄河北岸的二级阶地上
,

是一处齐家文

化的大型聚落遗址
。

年
,

中国社会科学

院考古研究所和青海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等

单位对喇家遗址进行了发掘
,

首次发现了中

国史前灾难遗迹
。

灾难遗迹主要出现在两座

齐家文化的窑洞式白灰面房址中
,

其中

内有母子 具人骨
,

内有年龄不一的

具人骨
,

由此反映出的死亡原因也 比较特殊

详细材料请参阅本简报
。

出于遗址保护的

需要
,

我们对这批人骨在出土位置进行了加

固
、

拼对
、

粘结和复原等工作 这部分工作另

有论文发表
,

因此笔者只能在现场对这批

人骨进行简单的性别年龄鉴定和种族类型

的观察
,

无法进行详细的测量和统计
。

同时

我们采集了每个个体 一 枚牙齿送交吉林

大 学考古 系 实验室进 行古 代人骨

的提取
、

分析和亲属关系鉴定等
。

现将

本次工作的结果及相关问题报告如下
。

一 性别鉴定

由表一可以看出
,

这批人群中年龄最大

者在 一 岁
,

最小者才 一 岁
,

平均年

龄 岁
。

其中真正成年 以人类学的 巧

岁为标准 的只有 个个体 内有 个
,

内有 个 女 男
。

在可判断性别的

个个体中
,

男性或倾向于男性者 例
,

女

性 或倾 向于 女 性 者 例
,

性 别 比例 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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