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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场传真

陕西岐山首次发现五千年前天井式窑洞院落遗址

作者： 冽玮  发布时间： 2009-01-12  文章出处：中新社

    陕西考古工作者日前在西周王朝的发祥地岐山县，发现一处距今约五千年的天井式窑洞院落遗址，内有

天井、窑洞、火塘等。有关专家称，这处天井式窑洞居住院落属于龙山时期，设施完善、保存完整，在关中

地区尚属首次发现。 

    岐山县位于关中平原西部，文物资源丰富，有“青铜器之乡”的美誉。二00八年九月，此间考古工作者

进行文物勘探时，在周公庙广场前两百米处，发现了这座遗址并开始发掘。由于在该遗址的上部，发现有比

它更早的仰韶时期的灰坑，这个遗址位于仰韶时期的灰坑之下。按照常规，龙山人的遗存只能叠压在或者打

破仰韶人的遗存，加之关中地区很少发现同类遗存，因此，对遗址性质难以定论。 

    随着发掘工作的展开，在仰韶时期的灰坑之下，具有龙山文化典型特点的石器、陶器，草拌泥糊着的墙

壁，生火取暖和做饭的火塘、火灶……一座距今近五千年的先民居住生活的场景，完整地展现出来。 

    据介绍，该院落南北宽四米，东西长不足二十米，近八十平方米，坐北朝南。院落内的地面上分布着柱

洞。正面是两座大小相同的窑洞，窑高两米左右，面积大约有十多平方米。地面用火烧烤过，上面涂抹有白

灰。窑洞内壁平整，墙壁上一米高的白灰涂抹得整整齐齐。整个遗址内共发现了一个火塘，四个壁炉式火

灶，其中一个火灶位于北边的窑洞内。还有一个存放火种的小地窝，位于东边窑洞的一侧。在庭院一侧发现

了制作精美的石器、陶器。石器包括石铲、石凿、石刀，陶器有盘、罐等。 

    此间考古专家表示，龙山文化处于夏王朝建立的“前夜”，是社会剧烈转变的时期。该遗址的发现，对

于研究探讨当时社会及其家庭结构，具有重要意义。 

（责任编辑：高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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