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辽宁牛河梁遗址：第一地点2号建筑址新发现可复原陶器与红山人
礼仪有关

作者：赵乃林  来源：辽宁日报  时间：2021.04.01

　　牛河梁遗址第一地点2号建筑址位于“女神庙”北侧，这里的山台建筑中出土了彩陶缸、钵、罐

的碎片，这些重要文物与红山人的宗教礼仪活动相关，应该是某种祭祀活动的体现。 

　　3月27日，2020年度辽宁省田野考古工作汇报暨业务培训班在沈阳举办。其间发布的11项遗址

的考古成果中，前两项即牛河梁遗址第一地点2号建筑址、马鞍桥山遗址均与红山文化有着密切关

联。这两处遗址的发现，有的阐释了重要学术问题，有的丰富了过去的一些认知，给予考古工作者

新启示去探索更多的未知。记者就此采访了辽宁省文物考古研究院研究馆员郭明。 

　　在垫土层发现可复原陶器 

　　牛河梁遗址第一地点2号建筑址位于凌源市和建平县交界处，在著名的“女神庙”北侧，是面积

约4万平方米的大型平台遗迹。 

　　2020年度牛河梁遗址第一地点2号建筑址的发掘由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和辽宁省文物考

古研究院共同完成，由于2号建筑址面积大、结构复杂，此次发掘采用了探方与探沟相结合的方法，

以探沟初步了解遗迹的分布、对重点位置探方发掘确认其全貌。同时结合地面踏查和三维扫描、低

空高精度滤波测绘等技术手段，对区域范围内可能存在的遗迹进行细致探查。 

　　此前1981年的调查，初步确认这里存在品字形排列的3座山台，近年的调查和发掘在此基础上

进一步确认了8座山台石墙，编号为T1至T8，其中T1和T7分别对应最早判定为品字形山台的“北山

台”和“东山台”，“西山台”涵盖T3、T5、T6这3座山台，在东西两侧外围还发现了T4和T8两道

山台石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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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3是2号建筑址中年代相对较早的遗迹，目前仅保留北侧石墙，其东部被T2叠压，西侧砌石被

破坏无存。石墙为单层砌石，只保存底部的1层至2层，与T1不同，T3的石墙直接砌筑在垫土上，内

侧保存有宽3米的地上积石。 

　　此次对T3垫土的解剖确认垫土分为三层，每层垫土上都发现了可复原的陶器。值得注意的是，

这些陶器并不完整，有些只有整器的下半部分、有些只有上半部分，少数不同层位、不同位置的陶

片可以拼合在一起。 

　　据此推测，在构筑T3的过程中，极有可能是将完整陶器分解后，埋藏在台址的不同位置或不同

层位而起到了奠基或其他作用，应该是与红山人宗教礼仪中的某种祭祀活动相关。在这些陶器中，

也存在固定的组合方式，由体型较大的红陶器、个体较小的灰黑陶器和圆陶片组成。考虑到圆陶片

有可能是木觚的底部，那么这样一套组合就有可能与酒礼相关，即为“祼礼”用器。 

　　祼礼，是周代重要的礼仪，主要有祼祭和祼飨两类。 

　　2号建筑址较目前所知更大 

　　本次考古通过高精度滤波扫描，在最东侧山台石墙T8的北侧发现了被冲沟截断的多道疑似石

墙，从石墙的走向上来看可能与T8相关，是T8北侧延伸部分。在最西侧山台石墙T4的外侧还发现了

疑似长方形山台的痕迹，目前尚无法确定其是否为T5向西延伸的部分。虽然由于时间的限制未能对

所有疑似遗迹现象进行进一步的确认，但从地表发现的遗迹现象来看，2号建筑址的范围可能较目前

所认知的更大。 

　　此外，第一地点4号建筑址是一座半地穴式建筑，因其位于“北山台”的东侧、“东山台”的北

侧而将其独立编号，T8的发现表明其可划归到2号建筑址的范围内，可能属于2号建筑址的附属建

筑。 

　　重新审视多个遗迹间关系 

　　牛河梁遗址第一地点2号建筑址发掘的学术意义在于，对了解多个山台之间的关系并为未来的考

古工作提供线索和依据，可在此基础上进一步讨论牛河梁遗址群形成、发展演变的过程，牛河梁遗

址群的性质、功能以及牛河梁遗址群在中华文明起源中的地位和作用。 

　　2号建筑址经过了较为长期的营建和使用过程，山台的结构和砌筑方式的差别表明不同山台之间

可能存在功能上的差异，对于认识2号建筑址的形成、结构和功能的变化具有重要意义。对2号建筑

址范围的重新认定对于认识其性质、功能及其在第一地点的地位和作用具有重要意义，并且将推动

考古工作重新审视第一地点多个遗迹单位之间的关系。 

　　研究表明，2号建筑址的修筑和使用过程、结构和功能都较为复杂，需要更加细致的工作来对其

有更清晰的认知。 

　　（作者单位：辽宁日报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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