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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8年第2期内容提要

作者：   发布时间： 2008-02-27  文章出处：中国考古网 

篇名：山东栖霞市古镇都新石器时代遗址发掘简报 

作者：烟台市博物馆、栖霞牟氏庄园文物管理处 

关键词：山东   古镇都遗址   房址    墓葬    大汶口文化  

内容提要：为配合栖霞市公路建设，1999年4～7月，烟台市博物馆及牟氏庄园文物管理处联合对古镇都遗址

进行了抢救性发掘，发掘面积近400平方米，发现大汶口文化中晚期墓葬15座、房址6座、沟渠3条。出土遗物

主要包括石器、骨器和陶器，陶器主要有罐、鼎、盆、杯、钵、器座等。其中最重要的是5号房址的发现，使

我们第一次看到了同时期房址的整体面貌，填补了胶东考古上的一项空白。此次发掘为深入研究胶东大汶口

文化习俗、墓葬形制等提供重要的实物资料。 

篇名：江苏金坛县薛埠镇上水土墩墓群二号墩发掘简报 

作者：南京博物院考古研究所 

关键词：江苏金坛县  上水土墩墓群  二号墩  西周晚期 

内容提要：2005年4月到8月，南京博物院考古研究所为配合宁常高速公路工程建设，对位于金坛县薛埠镇上

水村的4座土墩墓进行了抢救性发掘。此简报主要介绍其中D2的情况，发现的遗迹主要包括器物群、墓葬、土

台和房址，其中8座器物群和1座墓葬中出土有遗物。墓葬和其中3个器物群出土遗物有硬陶坛、瓿、碗、施釉

硬陶豆和夹砂陶鼎、泥质陶瓿等，该土墩的年代为西周晚期，但D2的其他5个器物群中出土了属于商代早期的

陶器，早于遗迹形成的年代，推测当为修筑土墩墓时采集商代早期遗物有意放置于土墩之中。此次发掘丰富

了土墩墓的文化内涵，为土墩墓的形制和葬俗研究提供了新的材料。 

   

篇名：河南南阳市辛店熊营汉画像石墓 

作者：南阳市文物考古研究所 

关键词：河南南阳、辛店熊营、画像石墓、西汉晚期。 

内容提要：南阳市宛城区辛店熊营画像石墓为平顶砖、石混合结构，墓葬由墓道、封门、墓门和两个并列的

墓室组成，共用石料34块，其中画像石22块。由于未盗扰，随葬品摆放位置及序列组合清楚，共出土陶器22

件、铜钱43枚。墓葬年代为西汉晚期。该墓的发掘为研究这一时期、这一类型的墓葬提供了完整的墓葬形制

和器物组合，同时也为南阳地区画像石墓的分期提供了重要的新资料。 

篇名：河南洛阳市隋唐东都外郭城五座烧窑址的发掘 

作者：四川大学历史文化学院考古学系  洛 阳  市  文  物  工  作 队 

关键词：洛阳瀍河西岸  隋唐时期  官营烧窑作坊 

内容提要：2003年，洛阳市文物工作队在隋唐洛阳外郭城东北里坊区内发掘了5座烧窑遗址，出土有长方形

砖、板瓦、筒瓦等建筑材料，以及瓷器、釉陶器及陶器等生活用具。根据烧窑的形制结构及出土遗物，再结

合与临近地区窑址的比较，推断该窑址应属于隋唐时期的官营烧窑作坊遗址。 

篇名：从郑州商城和偃师商城的关系看早商的主都和陪都 

作者：潘明娟  

关键词： 偃师商城    郑州商城    主都    陪都   都城体系 

内容提要：从都城体系的角度看主都和陪都并存制度，是研究一个政权多座都城同时存在的重要视角，主都

和陪都政治地位的不同体现在都城规模、都城职能等方面。对于早商都城来说，郑州商城与偃师商城均有

“亳”名，而且从考古资料来看，分析偃师商城和郑州商城的都城性质、使用年代，可以确定二者是同时并

存的都城，在此基础之上，确定其都城地位，郑州商城是早商的主都，偃师商城为早商的陪都，并论证早商

都城体系形成的原因。 

篇名：殷墟卜辞 “朿”字考释（已翻译过，存样） 

作者：姚萱  

关键词：甲骨卜辞  朿/   宗庙建筑 

摘要：本文结合殷墟花园庄东地甲骨卜辞和旧有殷墟卜辞资料指出，甲骨文中的“朿”字除了常见的“刺

杀”义外，还有一种指宗庙一类建筑的意义。卜辞“凫朿”、“新朿”即在凫地和新地的宗庙类建筑

“朿”；有些卜辞系为是否在某地的“朿”举行宜祭或告祭等贞卜。这种用法的“朿”或写作“ ”，即为强

调其“建筑”义而添加意符“宀”的繁体。宾组胛骨记事刻辞有多辞说“乞自新朿”，由此可知当时占卜所

用的牛肩胛骨有一部分就来源于在某地之“朿”举行祭祀所用的牛牲。 

 



篇名：试论大同操场城北魏建筑遗址的性质 

作者：王银田 

关键词: 大同 北魏 平城 建筑遗址 

内容提要：大同操场城北魏一号建筑遗址发现于2003年初，同年进行了发掘，揭露总面积约2500平方米。遗

址位于大同市区北部，明清大同府城北端的操场城内，西临府城南北中轴线的北段操场城街。遗址座北朝

南，为一长方形夯土台基，台基东、北、南三面设踏步，其中南面为东西并列的双阶形制。根据遗址在平城

中的位置，遗址所反映的建筑形制以及出土遗物三个方面的进行分析，再结合文献与考古材料的对比，认为

遗址位于平城宫殿区，双阶显示了建筑为宫廷高等级建筑，所以推断该遗址为北魏平城的宫殿建筑遗址。 

篇名：跨度为2332年的考古树轮年表的建立与夏塔图墓葬定年 

作者：王树芝 邵雪梅 许新国 肖永明 

关键词：  树轮考古学  青藏高原东北部  吐蕃墓 

内容提要：本研究对青海省德令哈地区郭里木乡夏塔图墓葬出土的祁连圆柏木材进行了树轮年代学研究，建

立了跨度为2332年的考古木材树轮年表，并确定了墓葬群的年代，墓葬年代的确定为研究隋朝和南北朝时期

吐谷浑的迁移、文化及吐蕃统制时期吐谷浑文化、吐蕃文明史、研究中西文化的交流等提供了精确的时间依

据。同时，长年表的建立为今后这一地区古气候的重建提供了高精度的树轮年代资料，为我们了解气候在中

国古代社会经济形态转化中所起的作用提供了可靠的环境背景。 

篇名：读《北福地：易水流域史前遗址》 

作者：朱延平 

关键词：北福地、中易水、祭祀场、屋组 

内容提要：本文认为《北福地：易水流域史前遗址》这部发掘报告较好地体现了求实的原则，并反映出较高

层次的学术取向，是一部质量很高的考古报告。本文还通过报告中详细介绍的Ⅰ发掘区各房址的情况，分析

了12座房址在布局上两两成对的组合关系，其中8座房址更显示为环形列布的态势，由此可窥出北福地一期先

民在布设这批遗迹时所遵循的某种理念。这也正说明该报告在研究中的基础性作用。 

篇  名：“古代文明研究国际论坛•2007”纪要 

作  者：本刊记者 

关键词：中国古代文明  世界古代文明  考古学  学术论坛  

提  要： 

        2007年10月18～19日，由中国社会科学院主办、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和古代文明研究中心承

办的“古代文明研究国际论坛•2007”在北京举行。来自国内主要科研学术机构以及美国、法国的专家学者共

180余人参加了论坛。11位中外考古学者发表演讲，结合重要考古遗址发掘和研究的新收获，详细介绍了有关

中华文明起源的考古发现和研究成果，以及国际考古学界对世界其他地区古代文明研究的新进展，并就相关

问题进行讨论。本次论坛对加强中外考古学界在古代文明研究方面的交流与合作，进一步推动中国古代文明

乃至世界古代文明起源的研究具有重要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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