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我的控制台 会员登陆 免费注册 最后更新 高级搜索 返回首页 我要投稿 退出登陆 联系我们

当前在线: 423

旧版文章 

天人古今 

 古今通论 

 古代通论 

 世界史论 

 当代三农 

 现实问题 

 旁通类鉴 

先秦史论 

 先秦通论 

 原始经济 

 文明起源 

 夏商西周 

 春秋战国 

汉唐史论 

 汉唐通论 

 战国秦汉 

 秦国秦代 

 西汉东汉 

 魏晋南北朝 

 隋唐五代 

宋元史论 

 宋元通论 

 唐宋通论 

 北宋南宋 

 辽金西夏 

 蒙元史论 

明清史论 

 明清通论 

 明代通论 

 明中后期 

 清代通论 

 清代前期 

近代史论 

 近代通论 

 清代晚期 

 民国通论 

 民国初年 

 国民政府 

 红色区域 

现代史论 

 近世通论 

 现代通论 

 前十七年 

 文革时期 

 改革开放 

学科春秋 

 学科发展 

 专题述评 

国学网－－中国经济史论坛 / 旧版文章 / 兴隆沟遗址发掘回顾与思考 

兴隆沟遗址发掘回顾与思考
20041024    刘国祥    中国文物信息网2002/3/28    点击: 660

兴隆沟遗址位于内蒙古赤峰市敖汉旗东部，地处大凌河支流忙牛河上游左岸，东南距兴隆洼遗址
约１３公里。２００１年７月初至１０月中旬，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内蒙古工作队对第一
地点和第二地点进行了试掘，《中国文物报》２００１年１１月１６日１版和《文物天地》２０
０２年第１期对遗址的发掘收获分别做了介绍。本文想重点谈一下兴隆沟遗址发掘的学术目标、
所采用的发掘方法以及今后发掘和整理工作的设想，以利于该项工作进一步系统化、科学化、规
范化，从根本上提高田野考古发掘和研究质量。 确定学术目标，制定合理的发掘方案，采取正
确的发掘方法对于能否达到预期的学术目的至关重要。 从学术背景看，由于辽西地区所处的地
理位置十分独特，是连接东北地区与中原腹地的关键地带，在中国文明起源进程中曾发挥过十分
重要的作用，所以多年以来一直是考古学界关注的热点地区之一。经过几代人的不懈努力，该地
区从新石器时代至青铜时代的考古学文化年代序列和谱系关系已大体建立，为今后更深入地开展
田野考古工作及学术研究打下了坚实的基础。通过认真总结已有的发掘成果，找出学术研究中存
在的薄弱环节，针对当前制约学术发展的主要问题，我们确定了兴隆沟遗址发掘的总体学术目
标，主要有以下３项： 第一、补充和完善辽西地区新石器时代至青铜时代考古学文化年代序列
和谱系关系，这是学科建设的长期性、基础性工作。从已有的研究成果看，该地区已正式确立了
小河西文化、兴隆洼文化、赵宝沟文化、红山文化、小河沿文化、夏家店下层文化、夏家店上层
文化，但对诸文化之间的年代序列和谱系关系的研究学术界尚存在不同的意见，某些焦点问题及
学术缺环需要依靠新的考古资料加以解决。就单一文化而言，通过已有资料对其内涵的认识尚不
充分，也需要新的田野考古资料加以补充和完善。通过地表调查可知，兴隆沟遗址包含兴隆洼文
化、红山文化、夏家店下层文化３种不同文化遗存，对三者之间各自文化内涵及在同一地点演变
关系的研究成为此次发掘的主要学术目标之一。 第二、充分利用辽西地区史前遗址埋藏和保存
的独特优势，大力开展聚落形态考古研究，借此探索该区域史前社会组织和结构的变化，阐明辽
西地区在中国文明起源进程的地位与作用。已有的发掘资料和大量的调查资料证实，辽西地区史
前遗址的埋藏和保存状况十分独特，同一文化或不同文化的遗址间很少存在叠压和打破关系，从
而为聚落形态考古研究提供了十分有利的条件。通过兴隆沟遗址的发掘，将搞清同一时期聚落内
建筑物的类型及布局，并结合出工遗物，分析建筑物的功能及相互关系，借此推断当时的技术水
平、社会组织关系：将搞清同一时期特定区域内聚落与聚落之间的相互关系，通过多方面的比
较，确定聚落功能的变化及规模的差异，进而了解当时人的生活习俗、人口规模及所处社会发展
阶段；将搞清不同时期聚落形态的演变关系，探索该地区文明化进程的主要规律及显著特征，并
深入揭示该地区文明化进程中的主导因素，为中国文明起源的研究提供新的考古证据。 第三、
从狩猎—采集经济向农业经济过渡及农业的起源是世界范围内不同区域考古研究共同关注的热点
问题之一，这也是人类在早期社会发展阶段共同走过的道路。有关该课题的研究在辽西地区并没
有得到深入展开，由于缺乏考古实证资料，大家在涉及这方面问题时，仍旧停留在表层讨论或主
观推测上，难以取得实质性学术进展。有鉴于此，兴隆沟遗址的发掘将以解决辽西地区史前经济
形态问题作为主要学术目标之一。 为了达到兴隆沟遗址发掘预期的学术目的，在发掘方法和手
段上又进行了一些新的调整，充分体现“精挖细做”的原则，力争较全面地获取考古信息资料。 第
一、发掘之前，请所内专业测绘人员到现场帮助设立永久性基点，对遗址进行总体规划及测图。
笔者在１９９８年曾到日本进行短期研修，参加了日本奈良国立文化财研究所在平城宫遗址的发
掘工作，当时最大的感受就是中日双方主要的差距在于我们的发掘工作往往缺乏对遗址进行周密
的总体规划，考古测量和技术手段的应用也明显落后于日方。对于那些需要连续做工作的史前大
型聚落遗址和历史时期的城址而言，这两个方面工作的滞后能够直接导致考古发掘资料科学性的
降低，对于遗址的长期保护工作也十分不利。当然，彻底改变目前的现状还受到很多客观因素的
制约，一方面需要投入较多的经费进行设备的更新，另一方面也需要时间对考古测量队伍进行专
业化培训，但最主要的是主持发掘人员意识的更新，力争在现有条件下把差距降至最低点，杜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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仅凭皮尺和罗盘就可以进行布方发掘的现象。 第二、根据发掘项目的总体及年度要求，合理确
定本年度的发掘区，统一布方进行发掘。考虑到兴隆洼遗址经过大规模发掘，已将一期聚落完整
地揭露出来，为在辽西地区开展聚落形态考古研究积累了丰富的经验。兴隆沟遗址第一地点属于
兴隆洼文化中期遗存，从当前学术研究和遗址保护的长远性出发，全面揭露是没有必要的。根据
地表能够观察到房址明确分区的现象，每年度选择不同区的房址进行重点发掘，搞清各区房址的
年代关系，再结合地表所见房址的数量及排列走向，能够探明聚落的整体布局。 第三、采用网
格法对半地穴式房址进行清理。在我国旧石器时代遗址发掘中网格法被广泛采用，在新石器时代
遗址发掘中大多不用，在辽西地区同类遗址发掘中尚属首次采用。耕土层清理掉后，房址开口露
出，以西南角为基点，设立横纵坐标，布出１平方米的网格，统一用线绳拉出。同时要穿过房址
的中心点，设立宽２０厘米的横纵隔梁各一道。发掘时首先要逐层进行清理，在同一层位内则按
５厘米的水平深度进行清理。网格法的应用，有利于处理房址内出土遗物的横纵关系，对于系统
采集浮选土样是十分有效的。 第四、对房址堆积层内和居住面上出土的所有遗物包括人工遗
物和自然遗物逐一进行编号、绘图及重点照相。以往的发掘中，对堆积层内出土遗物缺乏详细
记录。房址堆积层内出土遗物是了解房屋废弃过程及当时人废弃行为的重要证据。在考古学研究
中，遗物出土位置及组合关系的重要性往往胜过遗物本身。 第五、清理居室墓葬与普通墓葬略
有差异。兴隆沟遗址第一地点再次发现居室墓葬，证明居室葬俗在兴隆洼文化中具有普遍意义，
此前，兴隆洼遗址和查海遗址均有发现。在清理工作中，一定要搞清楚墓葬和房址之间的关系。
墓口上面如果发现有通连的居住面，证明埋入墓葬后该房址曾被继续使用：如果没有硬面，可能
埋入墓葬后该房址即被废弃。另外还要注意墓葬填土内有无居住面残块，兴隆沟遗址第一地点所
发现的居室墓葬的填土内均有或大或小的居住面残块，证明墓葬是在房址使用一段时间后埋入
的。 第六、系统采集浮选土样，选择重点单位采取孢粉土样、炭样。在发掘过程中，以网格为
单位，分层采取土样，对于灶坑、窖穴、陶器内的土样全部采取，阴干后，由专人现场进行浮
选。共获土样标本２０００余份，取得了较重要的收获。植物考古学家的现场参与是十分必要
的。 第七、分类收集各类遗物。由体质人类学家到现场对人骨进行鉴定，按部位编号、提取，
挑选出供ＤＮＡ的标本。对第一地点５号房址内出土的聚组兽头际本，由所内派专家现场指导，
整体取回，确保了所获资料的完整性和科学性。 第八、发掘出土全部过筛，避免了石叶、果核
等细小遗物的遗失。此种做法是借鉴我所中美联合考古队在河南商丘地区工作经验的结果，十分
有效。需要指出的是，筛土一定要记清单位，以便对筛出的遗物进行复位，提高资料的利用价
值。 第九、采用高精度ＧＰＳ对房址内出土遗物及发掘现场遗迹进行了测绘。 第十、发掘工作
结束后，对现场进行了保护。对灶址及房址穴壁用药品加固处理，居住面以上填１５厘米厚的细
砂，穴壁用纯生土包实，四角埋有木桩，房址开口上堆土高出周围３０厘米。 围绕前文提到的
３项学术目标，今年的发掘工作有以下３项： 第一、发掘第一地点中区部分房址，搞清该区房
屋形制及与东区房址的年代关系，进一步了解聚落的布局关系，加强兴隆洼文化聚落形态的比较
研究。 第二、利用春耕过后的大好时机，对第二地点地表所见的灰圈遗迹进行测绘，寻找围壕
的出入口。在去年工作的基础上，选择保存较好的部分房址进行发掘。鉴于目前红山文化居址零
散、分期问题始终没有解决，希望通过第二地点的发掘工作寻找新的学术突破口。 第三、第三
地点分为Ａ、Ｂ两区，Ａ区位于山坡上，是一处有圆形围壕的夏家店下层文化居住址；Ｂ区位于
西南侧的山顶上，是一处有石墙和石圈的祭祀址，通过调查及小规模试掘，尚需进一步确认两者
之间的年代关系和使用功能。 在发掘工作中，根据课题设置要求，将邀请植物、动物考古学
家、体质人类学家、地质、地貌专家到遗址现场参与发掘、鉴定工作，同时做好各类样品的采集
工作，对已采用的发掘方法将根据发掘工作的现实需要进一步完善。发掘工作结束后，将与地方
政府联合做好遗址的保护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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