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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浙江嵊州小黄山遗址的发掘简讯发表后（详见本报２００５年９月３０日第１版），笔者曾对小黄山遗址的文化时代和年代阐述了自己的看

法，认为小黄山遗址的文化时代不可能达到新石器时代早期，而应归属新石器时代中期前段，简讯中所公布的碳十四年代也偏老（详见本报２０

０６年２月１７日第７版）。此后，陈淳（详见本报２００６年３月３日第７版）、王青（详见本报２００６年３月２４日第７版）、蒋乐平

（详见本报２００６年４月２８日第７版）从不同的角度论述了嵊州小黄山、浦江上山等遗址属于新石器时代早期的可能性。近期浙江浦江上山

遗址的发掘简讯也已公布（详见本报２００６年２月８日第１版）。在此笔者再从自己的研究角度和研究方法对小黄山和上山两遗址的文化时代

和年代作进一步的探讨。 

 

    陶器和磨制石器作为新石器文化中的两个重要文化因素是有一定的演化规律的，在一个特定的区域内，如长江中下游的江南地区，陶器和石器

的演化还可归纳出一个大致演化序列，当然某种文化因素在受到原始宗教观念和外来文化的影响会产生某种突变，这就另当别论。 

 

    岭南地区和长江中下游的江南地区，新石器时代早期的陶器特征是：大多为夹砂陶，也有夹砂和夹炭陶，无泥质陶；手制，厚胎（湖南道县玉

蟾岩遗址的陶胎厚达２厘米），器壁凹凸不平，厚薄不均；陶器的纹饰以绳纹为主，有少量的刻划纹、圆涡纹、纺织纹，陶器的内外壁均饰绳纹

或编织纹；陶器的口沿有直口，也有口沿微外侈或内敛的；器底有平底和圜底，无圈足器和三足器，江西万年仙人洞遗址修复的１件陶器为夹砂

侈口圜底红陶；新石器时代早期的陶器在器形方面的另一个特征是器形简单、品种很少，器身上缺少耳、把手等辅助性部分。关于长江中下游地

区新石器时代早期文化的年代，现已公布的碳十四数据有：湖南省道县玉蟾岩遗址Ｔ９第３Ｂ２层和３Ｅ层的兽骨测定的年代分别为公元前８３

２７年和公元前７９１１年（树轮校正值）；江西省万年县仙人洞和吊桶环两遗址出土陶器的地层年代为距今１２０００ １００００年。 

 

    长江中下游地区新石器时代中期的陶器其总特征是：陶器的质地除夹砂陶和夹炭陶外，泥质陶的数量逐步增加；陶器的制作，除小型器皿用手

捏塑外，泥片贴筑和泥条盘作法普遍使用；陶器烧制的火候比新石器早期提高，较早期而言陶器的吸水性降低；陶器的施纹方法，采用拍印、压

印、刻划、剔刺、镂孔等多种方法；纹饰以绳纹和刻划的数量为多，其次是篦点，出现不同纹饰同施于一器的组合纹饰；少量陶器上有红色或白

色的陶衣；陶器的器形除新石器早期常见的圜底器和平底器外，开始出现圈足器和三足器，并且出现少量的假腹器；器身出现把手、器耳等附加

部分；作为支撑炊器的支架或称支座，架空器皿的器座，普遍出现；新石器时代中期前段，陶炊器以釜和支架为主，中期后段陶釜逐渐减少，陶

鼎（鼎足起支架的作用）逐步增多；陶器的器形和品种从中期前段到后段则逐渐增多。长江中下游地区新石器时代中期的年代根据现已测定的几

种文化的碳十四年代数据，其前段大约为距今８５００年至７５００年，中段大致为距今７５００年至６５００年，后段大约为距今６５００年

至５５００年。 

 

    小黄山遗址的陶器可分为三个发展阶段，第一阶段以夹砂红衣陶的数量最多，腹壁较厚，多为平底器和圈足器，圜底器较少，器形有盆、盘、

钵、罐、釜等，器皿的口沿或腹部流行把手或系。第二阶段夹砂灰陶数量增多，新出现的器形有敛口钵、双腹豆、甑等，并产生交错拍印绳纹、

镂孔放射线、红底白彩等装饰。第三阶段以夹砂灰陶为主，有少量夹炭陶，常见的器类仍为圜底器、平底器和圈足器。小黄山遗址陶器的总体特

征是，器类有平底器、圈足器和圜底器，无三足器，具体器形有盆、盘、钵、罐、釜、杯、豆、甑等；这反映出小黄山遗址的陶器品种多，并有

双腹器，甑一类组合使用的先进器形，陶器上有把手或系等有利于使用时提携、所握之辅助部分；并有红衣、红底白彩、镂孔等先进的烧制和装

饰技术；这些特征都超越了长江流域新石器时代早期陶器只有平底器和圜底器、无圈足器，器类、品种简单，无器皿辅助部分，无甑等组合炊

器，无镂孔装饰等新石器早期陶器的特征，这说明小黄山遗址的陶器不应归属新石器时代早期，而应归属新石器时代中期前段。 

 

    浙江省浦江上山遗址的陶器大多为外红内黑的夹炭陶，陶胎中普遍羼和草本植物碎屑，晚期陶器以夹砂陶为主，陶色偏灰褐，偶见黑陶片。陶

器的器表除红衣外，有少量的绳纹、堆贴、镂孔等。陶器的种类有平底器、圈足器和圜底器等三大类，器形丰富，常见的器形有釜、罐、盆、

盘、钵等，其中典型器形有大敞口的红衣陶盆、双耳罐、大平底盘、镂孔圈足盘等。上山遗址的陶器除平底器和圜底器外，已出现较多的圈足



器，并有圈足镂孔器，器形丰富，器耳和把手等进步特征也已出现，这些特征都表明上山遗址的文化时代大体和嵊州小黄山遗址的文化时代相

当，但从小黄山遗址陶器中已出甑之类组合炊器、红底白彩等进步因素来看，在具体年代上浦江上山遗址的早期阶段可能稍早于小黄山遗址的早

期阶段。在大的地域方面，浦江上山和嵊州小黄山地处浙江中东部丘陵山区，但两者属于不同的水系，浦江上山地理位置偏西，属浦阳江水系；

嵊州小黄山地理位置偏东，属曹娥江水系。上山的文化遗存和小黄山文化遗存，虽有年代的早晚，但文化时代相当，文化面貌上有许多相似，能

否作为同一文化系统，再根据文化面貌上的差异作类型划分和分期，这是一个值得探讨的问题。 

 

    关于小黄山和上山两遗址的年代还需研讨。据报道小黄山遗址第三阶段有两个碳十四测年数据，Ａ区Ｈ１出土夹炭陶标本测年数据并经树轮校

正为公元前６８６０ 前５９８５年，Ａ区５层木炭树轮校正年代为公元前６０２０ 前５９８５年。第三阶段的两个碳十四数据因所用测年标

本不同所测数据相差约８００年，即夹炭陶标本碳十四年测年代大于木炭标本所测年代大约８００年。同一个遗址同一个时期两个碳十四测年数

据竟然相差约８００年，这明显不合理。碳十四测定年代因所用标本不同所测年代差异很大这是常见现象，一般来说木头、木炭等木质标本所测

年代比较符合文化遗存的真实年代，兽骨、人骨、夹炭陶等标本所测年代与真实年代相差较大。据研究陶片标本所测年代一般偏老，小黄山遗址

夹炭陶标本所测年代也明显偏老；而木炭标本所测年代经树轮校正未超过距今８０００年左右，可能比较符合真实年代。第一、二阶段没有碳十

四测年，其年代是超过第三阶段数百年，还是更多，很难作出准确的判断；但从第一、二阶段的文化面貌和第三阶段相比较，其年代不会相差很

远。关于浦江上山遗址的年代，发掘简讯中只是笼统地将早期遗存放在“距今１１０００ ９０００年间”，其年代用什么方法和什么标本测

定，测定了几个数据等都未说明，故很难对这一年代作具体评判；但“距今１１０００ ９０００年”与该遗址早期文化遗存的文化面貌明显不

相符合，无疑年代偏老。 

（（（（2006年年年年6月月月月30日日日日7版）版）版）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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