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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南三门峡市仰韶文化遗址考古勘探取得重要成果

河南院 三门峡所

　　▲图一 三门峡地区本次勘探的

　　重要仰韶文化遗址位置示意图

　　为深入了解豫西地区仰韶文化的发展水平、聚落形态及社会复杂化状况,为文化遗产保护工作提供科学、准确

的考古资料依据,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院联合三门峡市文物考古研究所、灵宝市文管所、灵宝铸鼎原文管所、渑池

县文化广电和旅游局等单位于2018～2019年在河南省三门峡市对数处仰韶文化重要遗址开展考古调查和勘探工

作(图一),取得了重要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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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灵宝市北阳平遗址考古勘探

　　北阳平遗址位于灵宝市阳平镇北阳平村西,东、西分别为阳平河和关子沟,坐落在两者之间狭长的黄土小台塬

上。2018年3～5月进行系统性勘探。

　　▲图二 灵宝北阳平遗址考古勘探主要遗迹分布图

　　勘探结果显示遗址范围北抵遗址北大冲沟,南至乔营村北“猫屎疙瘩”台地,南北延续约2000米、东西宽300

～500米,现存面积约72万余平方米。遗址中北部有较薄文化层,发现的新石器时代遗迹主要有壕沟2条、房址35

座、陶窑9座、数座墓葬以及大量灰坑等(图二)。

　　遗址主体为仰韶中期庙底沟类型遗存,覆盖整个遗址,偏南部有一人工壕沟(壕沟2),其与遗址北冲沟之间的区域

应为聚落生活区,壕沟以南台地很可能为墓葬区。壕沟2略呈西北—东南向,现存长度约300米、宽约11米、深5.6

～7米,斜壁下收,形状较规整,沟内堆积可分4大层,年代应为仰韶中期。发现房址32座,均半地穴式,平面多呈近方形

(应有窄长条形门道,勘探不易发现),少数室内火塘位置明确,有处理过的夯土硬面。面积大小不一,如依据<50、50

～100、100～150、>150平方米作为标准则可划分为小型、中型、大型以及特大型四个等级,小型最多,中型其

次,少量大型,个别特大型房址,突出特征是中大型房屋数量较多且分布密集,并有特大型房屋建筑。整体呈东北—西

南向排列,与阳平小原走向一致,大型房屋周围一般有小型者分布,有两个东西并列和数个分布较近呈组团状的现

象。房址的形状、结构、营建技术等与西坡遗址基本一致,表现出较强的仰韶中期时代特点。陶窑多位于中小型房

址附近,平面近圆形,直径1～2米,包含大量红烧土块和烧结硬面,具体结构不明。在遗址南部台地上发现数座可能为

仰韶时期的墓葬,特征与西坡仰韶墓葬相同。

　　仰韶晚期及龙山时期遗存主要集中于遗址南部台地上,面积约10万平方米,其南部边缘有一平面为圆弧状的壕

沟(壕沟3),现存长约370米、宽10～16米、深3.2～4.5米,向下内收,年代可能为仰韶晚期或龙山时期。

　　该遗址是灵宝铸鼎原区域仰韶文化遗址群中面积最大的遗址,也是灵宝盆地最大的仰韶文化遗址之一。其规划

性强,布局较明确,偏南部壕沟、北冲沟和东西河流共同构成防御体系,墓葬区在壕沟外。遗址内涵丰富,聚落规模较

大,应为阳平河流域的中心聚落,甚至是灵宝盆地内区域性核心聚落。仰韶晚期和龙山时期,聚落空间位置南移,面积

缩小,明显衰落,不再是中心性聚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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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灵宝市五帝遗址考古勘探

　　五帝遗址位于灵宝市大王镇五帝村东,整体地貌为黄土台塬,中东部为较平坦的塬面,塬顶及东、西两坡均有遗

存分布,相对高差较大。2018年11～12月进行调查勘探。

　　▲图三 灵宝五帝遗址考古勘探主要遗迹分布图

　　经勘探确定仰韶中期遗存分布面积约75万平方米。其东、西、北侧分别以干河、好阳河及二者交汇处为界,

南部以南壕沟为界。发现的仰韶遗存主要有南壕沟1条、房址4座以及大量灰坑。壕沟位于遗址南部,整体略呈西

北-东南向,现存长度约700米,开口宽7～10米、底宽2～3米、深6～10米。房址发现数量较少,可能与保存较差有

关,面积多为10余平方米。灰坑在遗址各处均有发现,其中西侧坡面及塬顶较为密集,东侧稍显稀疏(图三)。

　　庙底沟二期文化遗存主要分布于遗址北部台地,面积约6万平方米。发现有一座房址及少量灰坑。

　　经调查在遗址西部还发现有湖相沉积,呈不规则连续条带状,南北长约1400米、东西宽约200余米,北部较窄、

南部较宽,处于好阳河二级阶地偏下部,叠压于仰韶文化层之下,在仰韶文化层之上还有一层黄土淤积层。

　　该遗址是一处主体为仰韶文化,包含有庙底沟二期遗存的聚落遗址。仰韶中期遗存分布范围最广,是灵宝盆地

东部面积最大的聚落,利用河道天然屏障,结合南壕沟作为防御设施。庙底沟二期遗存分布范围明显缩小,主要集中

于遗址北部台地。湖相沉积的发现表明遗址所在区域环境地貌曾发生较大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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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渑池县仰韶村遗址考古勘探

　　仰韶村遗址位于渑池县城北约5公里,分布于仰韶村南的台地上,地势北高南低,总面积近30万平方米。2019年

3～5月进行系统性勘探。

　　▲图四 渑池仰韶村遗址考古勘探重要遗迹分布图

　　勘探表明遗址包含有仰韶文化和龙山文化两大时期的聚落,发现遗迹主要有环壕1条、壕沟2条、房址12座、

陶窑3个、墓葬3座以及大量灰坑等(图四)。

　　环壕位于遗址北部,整体呈倒“U”形,现存长约700米、宽约10～16米、深3.5～4.5米,向下内收,沟内堆积可

分四大层,依据包含物推断年代应为龙山时期。壕沟1位于环壕南,大致东西向,现存长约200米、宽10～20米、深4

～5.5米,向下内收,沟内堆积亦可分四大层,年代应为龙山时期。壕沟2位于壕沟1的南侧,两者方向近同,现存长近

200米,东端与壕沟1之间有间隔,宽约6米、深2.5～3.5米,中西部渐与壕沟1重合(实应为被后者打破)。沟内堆积可

分三大层,年代应为仰韶时期。仰韶文化房址7座,集中分布于遗址南部,房址面积10至20余平方米,多半地穴式,近

椭圆形、圆角方形,有经夯打的硬面,个别还有红烧土面。龙山文化房址5座,多分布在龙山环壕内,约长方形或近方

形,均有白灰地面。陶窑皆小型,两座平面近椭圆形,另一仅存烟道和部分烧结面,应分属仰韶、龙山时期。墓葬均竖

穴土坑小型墓,应属龙山时期。灰坑众多,遗址北部者多集中于龙山环壕聚落内,遗址南部者多集中于壕沟2以南区

域,房址附近最为密集。

　　该遗址是渑池盆地面积最大的新石器时代遗址,文化内涵丰富,延续时间长。仰韶文化聚落主要位于遗址中南

部,由壕沟2和东、西两侧沟构成防御体系,面积近20万平方米。其中仰韶早期遗物仅零星见于遗址最南部;仰韶中

期遗物丰富,以遗址南部最为密集,推测仰韶文化聚落主体应属仰韶中期,壕沟2很可能属于这一阶段;仰韶晚期遗物

较少,聚落范围不超过仰韶文化中期者。

　　龙山文化聚落主体移至遗址中北部,由环壕和壕沟1合围成环壕聚落,面积近7万平方米。遗址南部仍有房址等

遗存分布,聚落整体面积近12万平方米,是渑池一带较重要的一处中型聚落遗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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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门峡市窑头-人马寨遗址考古勘探

　　窑头-人马寨遗址位于三门峡市陕州区西张村镇窑头村和人马寨村,北为火烧阳沟,西北距庙底沟遗址约14公

里,坐落于黄土台塬上。2019年10～12月进行系统性勘探。

　　▲图五 三门峡窑头-人马寨遗址考古勘探环壕分布图

　　勘探发现遗迹主要有环壕1条、墓葬10座以及大量灰坑等。环壕是此次勘探的主要收获,全长近2000米、宽8

～12米、深8～10.4米,沟内填土分7～10层不等,据包含物判断其年代应为仰韶文化时期。环壕呈半圆环形,两端

通向火烧阳沟甚宽的多沟头,包围遗址形成一个闭合的环壕聚落,现存面积约70万平方米(图五)。



分享到： 转载请注明来源：中国社会科学网 （责编：齐泽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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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灵宝市墙底遗址考古勘探

　　▲图六 灵宝墙底遗址考古勘探平面示意图

　　墙底遗址位于灵宝市函谷关镇墙底村,坐落于弘农涧河西岸二级阶地上,西侧地势略高,向东地势渐降低,整体较

为平坦。2019年6～7月进行了初步钻探。鉴于遗址文化遗迹普遍埋藏较深,南部破坏较严重,工作方法采取剖面勘

探与重点勘探相结合方式进行。(图六)

　　经勘探确定该遗址庙底沟二期文化遗存分布面积约70万平方米,其北界为墙底村与岸底村之间水渠,向东至河

边,南抵墙底村南,西达灵函大道以西200米左右的近衡岭塬坡根处。发现遗迹主要有房址5座、冲沟2条以及大量

灰坑等。房址面积不大,均13～15平方米,居住面多在夯土之上再施白灰面。遗址南北各发现一条冲沟,应是当时的

聚落边界及屏障。灰坑发现较多,以遗址西、中部较密集,多在地表以下3～5米处,部分体量较大。

　　另外,勘探发现有仰韶文化晚期遗存,主要分布于遗址西部近塬坡处,面积约20万平方米。调查还采集有二里头

文化陶片,但勘探未识别出同时期遗存,其分布范围暂不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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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收获及初步认识

　　通过系统性考古勘探,我们对三门峡地区仰韶文化数处重要遗址的规模、文化内涵、重要遗迹分布、聚落布

局、功能分区以及发展演变等有了一定的了解,对各遗址整体面貌有了较全面的认识。仰韶文化中期即庙底沟期,

三门峡地区出现了以北阳平、五帝、窑头-人马寨等遗址为代表,现存面积达70万平方米左右的大型区域中心性聚

落。结合西坡遗址发掘材料可知,开挖大型壕沟并借助自然河流作为防御设施是重要的中心性聚落所流行的现象;

生活居住区与墓葬区相分离;中心性聚落内部包含特大型、大型、中型、小型等不同规模和数量的房屋建筑,同时

在形状结构和建造技术等方面有显著的近似性;聚落区位的选择及重要遗迹的分布既充分因地制宜又有较强的规

划,反映出中心性聚落都经历了精心营建。

　　以三门峡为代表的豫晋陕交界地区处于新石器时代中原文化区的中心区域,是仰韶文化的核心分布区,遗址数

量众多,尤其是仰韶中期该区域文化强盛、聚落层级明显,种种迹象表明这时的社会已出现分层,开启了社会复杂化

和文明化进程,是文明起源研究的重要对象。以上遗址是该区域面积较大的几处中心聚落,对其进行勘探为豫西仰

韶文化聚落研究以及今后针对性考古发掘提供了坚实的依据。当然,由于勘探工作的局限性,对于这些代表当时社

会发展最高水平的中心性聚落的深入认识尚有待于考古发掘的开展和研究工作的进一步加强。

 

　　(魏兴涛 李世伟 李金斗 郑立超 杨海青 燕飞)

作者简介

姓名：魏兴涛 等 工作单位：

相关文章

今日热点

巩固提升脱贫攻坚成效的治理机制
【中国攻坚进行时】城乡融合发展：巩固提升脱贫攻坚成效的治理机制
罗奂劼：全球制造业东西分化明显 中国复苏态势强劲
经典何以从未过时、启迪常新
民法典的中国特色实践特色时代特色
南岛语族考古研究基地大变样：遇见史前 一眼千年

javascript:void(0)
javascript:void(0)
javascript:void(0)
javascript:void(0)
javascript:void(0)
http://www.cssn.cn/lsx/lishixuezhuanti/bwcxljsm/
http://www.cssn.cn/gggl/gggl_ggsygl/202008/t20200828_5176160.html
http://www.cssn.cn/gggl/gggl_ggsygl/202008/t20200828_5176160.html
http://www.cssn.cn/jjx_yyjjx/yyjjx_cyjjx/202008/t20200828_5176153.html
http://www.cssn.cn/mkszy/mkszyfzs/202008/t20200828_5176150.shtml
http://www.cssn.cn/mkszy/mkszy_mkszyjbyl/202008/t20200828_5176145.shtml
http://www.cssn.cn/kgx/kgsb/202008/t20200828_5176138.shtml


值班电话：010-84758788    E-mail：zgshkxw_cssn@163.com    京ICP备11013869号

中 国 社 会 科 学 网 版 权 所 有 ， 未 经 书 面 授 权 禁 止 使 用
Copyright © 2011-2019 by www.cssn.cn. all rights reserved

回到频道首页

http://www.csstoday.net/Index.html
https://www.cnzz.com/stat/website.php?web_id=5545901
javascript:goChannelPage();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