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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西樟树吴城商代遗址第八次发掘简报

江 西 省 文 物 考 古 研 究 所

厦 门大学人 类学系考古专业

江 西 省 樟 树 市 博 物 馆

年 月至 月
,

为配合教学实习

和 对吴城文化内涵作进一步的认识研究
,

江

西 省文物考古研究所
、

厦门大学人类学 系考

古专业和 江西 省摊树市博物馆联 合对吴城

遗址进行了第八次发掘
。

这次发掘共开 义

米的探方三十一个
。

和 义 米的

探 沟七 条 包括扩方
,

发掘 面积近 平方

米
。

清理灰坑三十一个
、

灰沟四 条
、

墓葬二

座
、

柱洞四个
,

出土可复原 或荃本复 原 的

陶瓷器
、

石器和 青铜器一百四十余件
。

现将

发掘的主要收获简报如下
。

一
、

地貌
、

地层及遗迹

此次发掘分三区进行
,

即新溪园 区 简

称
、

黄家岭 上区 和 黄家 岭下 区 均 简 称
。

三处均在土城范围之内
。

新溪园区

新溪园处于土城范田的南部
,

为一片向

东
、

南
、

西三面倾斜的高地
。

北为吴城水库管

理局
,

西连油茶林
,

西南环绕着正塘水库
,

东

隔垄与黄家岭相望
。

高地顶部较平坦
,

标高

米
。

此次在顶部偏东南布探方十二个 编

号 一
,

分两列作南北正 向排列
,

布

方区 地势 自西北 向东南略有倾斜
。

另外
,

在

布方 区的西北部
,

即高地顶 部平坦区
,

开探

沟七条 编号 一
。

、

地层 下积概况

山于地势较高
,

加之历年打「作和雨水冲

刷
,

此 区所遗文化层 甚薄
,

大部分 探方和 所

有 的探沟
,

在扰乱层 即近现代耕土层
,

定为

层 下即为生土层
。

层厚 厘米
,

土

色黄褐
,

土质疏松
,

有植物的根茎残遗
,

出土

极少量的商代陶片
、

宋代瓷片等遗物
。

处于

布方区 中部的
、

一 等五个探方
,

在

耕土层下有厚 仅 一 拍 厘米的文 化层 定

为 层
,

土色黄褐
,

土 质较硬
,

土 中夹有少

量炭粒
。

层出土少量陶片 有泥质 灰陶 泥

质黑皮陶
、

夹砂 灰陶和 硬陶 装饰 纹样有凸

方格纹
、

方格纹
、

绳纹
、

叶脉纹
、

弦纹
,

以 及弦

纹和 圈点的组 合纹 可辨 器形只见罐 一种
。

生土层为呈色黄褐
、

质地坚硬的红壤土
。

、

遗迹现象

本区遗迹现象 只见灰坑一类
,

计十五个

 
一

、 、

‘
,

除个 别探 方缺乏 外
,

几 乎 分 布 于 整 个 布 方 区
,

尤 以 南 部 的

,
、

两方分布密集
,

共达六个
。

灰坑平

面 多作不甚规则的椭圆形
,

少量近圆形
、

腰

子形
,

较规则的圆形和 正圆形各见一例
。

坑

壁多弧 形内收
,

下 为圈 底
,

但也有坑壁较直
、

底部较平坦或急收成尖底者 见附表
。

坑中

填土多夹杂炭粒和红烧土块
,

出土遗物有石

质的刀
、

矛
、

斧
、

滋
,

但数量较少
,

且多残缺

陶片数量甚多
,

能辨认器形者有虎
,

秘器
、

豆
、

罐
、

灿
、

纺 轮
、

两 等 有 的灰坑 中还 出土铜渣

和 石范残件
。

以下
,

举
、

为例
。



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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袱
上

、

西壁剖面图 下
、

南壁剖面 图

为此区 出土物最 为丰富的一个灰

坑
。

坑 内填土呈红褐色
,

较疏松
,

夹有少量的

红 烧 土 块 及 炭 粒
,

近 底 部 更 有 一 块 长 达

咭
、

宽
、

厚 厘米的大红烧土块
。

出土

陶片 多块
,

以 夹砂灰陶 为主
,

夹砂红陶

次者
,

泥质的灰陶
、

红 陶和 原始瓷亦占一定
比例

。

可 辩 器 形 有 豆
、

高
、

取形 器
、

罐 等
。

川 。为此区面积最大的一个灰坑
,

且坑 内

堆积物可分为三层
。

上层厚 一 厘米
,

土

质较 软
,

呈色灰黄
,

出土有 不可复原的泥质

或夹砂的灰陶片
,

可辨器形仅有罐一种
。

中

层厚 一 厘米
,

土质较粘
,

色亦 灰黄
,

夹

有大 量的炭粒
,

且有少许红烧土 块和铜渣
,

出土石斧
、

石镰各 件
,

均残
。

陶片中可辨器

形有扁
、

罐等
。

下层厚 一 厘米
,

土色黄且

偏红
,

粘性强
,

含少量炭粒
,

出土较厚重的硬

陶片
。

黄家岭上 区

此 区位于土城范围的东部
,

为 自西北向

东南走 向的高地之一段
,

至高点 米
。

吴

城水库排水渠道在东侧 自北向南而贯
,

其东

北 侧 为吴城 曾家 新村
,

西侧 斜坡 辟 为佛

田
。

这次发掘在此所布探方分上下两区
,

均

在西侧梯田中
。

上区 在等高约 米的同一
· ·

平面上
,

布 探方九个 编号 一
,

南北正向
。

限于拼地形状
、

范 田
,

分成 四

列
,

每列 一 咬方不等
。

、

地层堆积概况

此 区文化堆积保存较好
,

文化层最厚处

达 厘米
,

一般为 厘米左右
。

可 自上

而下 划 为六层 层
、

层
、

层
、

层
、

层
、

层
。

下面以有明显地层关系的
、

两方的西壁 为例进行介绍
。

此两方位于布方区 的中部
,

堆积均可分

为六层 图一
,

上
。

层
,

耕土层
。

厚 一 厘米
。

土色灰

黄
,

土质疏松
,

发现零星近现代 瓷片
。

层
,

深 一
、

厚 一 厘米
。

土

色灰黄
,

土质较硬
,

局部夹杂有少量的卵石
、

红烧土及炭粒
。

出土陶片 余片
,

以 夹砂

灰陶
、

泥质灰陶和灰色硬 陶为主
,

还有泥质

红 陶和夹砂红陶
,

并有少量原始瓷
。

纹饰以

方格纹和 细绳纹为主
,

还有组合纹
、

云雷纹
、

附加堆纹
、

弦纹
、

凸方格纹
、

叶脉纹
、

圈点纹
、

菱形纹
、

圆圈纹
、

锥刺纹等
。

可辨器形有庸
、

罐
、

器盖等
。

层
,

深 一
、

厚 一 厘米
。

土色

灰褐带黄
,

土质较硬
,

含零 星炭末和小颗粒



的红烧土
。

出土物 以陶瓷器 片 为主
,

还有

件石链
。

陶器完整器较少
,

陶片以 泥质灰

陶和 灰色 硬陶为主
,

还有夹砂灰 陶
、

泥质红

陶
,

以及少量的原始瓷
。

纹饰以方格纹 为主
,

另有 细绳 纹
、

圈点纹
、

附加堆纹
、

凸 方格纹
、

弦纹
、

叶脉纹
、

云雷纹
、

波折纹
、

组合纹等
。

可

辨器形有扁
、

罐
、

豆
、

尊
、

网坠
、

刀 等
。

层
,

深 一
、

厚 厘米
。

土

色灰 黑带 黄
,

土质松软
,

夹杂有 卵石
、

炭粒
,

还有铜渣和较多的红烧土块
。

出土物亦 以陶

器 片 为主
,

还有石戈 残 件
,

锈蚀 严重

的铜片 块
。

陶片以 夹砂灰陶居多
,

还有泥

质红陶
、

泥质灰陶及原始瓷等
。

纹饰以方格

纹 为主
,

还有 细绳纹
、

波折纹
、

弦纹
、

形纹

等
。

可辨器形有刀
、

纺轮
、

鼠
、

罐钵
、

尊等
。

层
,

深 一
、

厚 厘米
。

土色黄褐
,

土质松软
。

出土少量陶片
,

以 泥质

灰陶 为主
,

余为夹砂红陶
、

夹砂灰陶和原始

瓷
。

纹饰 以粗绳纹为主
,

占 以上
,

还有

素面和 圆 圈纹
、

云 雷纹
、

凸方格 纹
、

叶脉 纹

等
。

可辨器形仅有罐
、

两
、

器盖等
。

层
,

深 一
、

厚 一 厘米
。

土

色红褐
,

土质偏硬
,

较纯
。

出土陶片甚少
,

以

灰色硬陶
、

泥质灰陶为主
,

还有泥质红陶
、

夹

砂红陶
、

夹砂灰陶和原始瓷
。

纹饰以方格纹

居多
,

还有凸方格纹
、

圈点纹
、

弦纹
、

波折纹
、

粗绳纹等
。

可辨器形仅有扁和罐
。

层以下 为生土层
。

、

遗迹现象

本区遗迹现象有灰坑和 灰沟两种
。

灰坑 四 个 编号 一
、 、

刁
、 ,

分

布于
、 、

等三个探方中
。

其 中
,

打破
。

除 开 口 于 层

下外
,

余均开 口于 层下
。

平 面形状 除

为椭圆形外
,

余皆均不甚规则
。

坑壁

大都陡峭
,

下为圆底
。

因坑内未见人为加工

痕迹
,

推测均 自然形成
。

坑 中填土偏于灰黑
,

往往夹有炭粒
、

红烧土和少量的卵石
。

出土

遗 物多为陶器残片
,

较完整者 只有 网坠
、

陶

刀等小件
。

从其形制和包含物分析
,

推测以

上四个灰坑均为放置废弃物 的垃圾坑
。

灰 沟三 条 编号
、 、 ,

推测两 条

灰沟 均 为放 置废 弃物 的 自然 沟
。

其 中 以

 面积最大
,

堆积最丰富
。

沟内堆积可分

上下两层
。

上层厚度 一 厘米
,

土色灰黑

带 黄
,

土质偏于坚硬
,

含 少量炭末和 红烧土

粒
。

出土石斧
、

原始瓷罐 残 和一些 泥质
、

夹

砂红陶片
。

下层厚 一 厘米
,

土色灰黑
,

土

质较软
,

亦含零星炭末
。

出土陶片较多
,

以夹

砂或泥质的灰陶为主
,

还有 少量泥 质红陶
、

硬陶和原始瓷
。

可辨器形有罐
、

尾
、

钵
、

器盖
、

范芯等
。

装饰纹样以方格纹
、

弦纹
、

菱形纹 为

主
。

黄家岭下区

此区位于黄家岭上区 的西侧
,

较上区地

势略低
,

高差 米左右
。

南北正向布 米

探方十个 编号 一
,

依耕地形分五

列
,

每列 一 方不等
。

、

地层堆积概况

此 区文化堆积亦保存较好
,

文化层最厚

处达 米
,

大多为 米左右
。

由于地 势的

倾斜
,

呈东北薄
、

西南厚之势
。

堆积可 自上而

下划为四层
,

即 一 层
。

除北侧的
、

两方外
,

其余各方均层位齐全
。

以 下 以

布方 区 中部
、

两 探方 的南壁 为例
,

进行介绍 图一下
。

层
,

耕土层
。

厚 一 厘米
。

土色灰

黄
,

土质疏松
。

发现少量瓷片和陶片
。

层
,

深 一
、

厚 一 厘米
。

土色

黄褐
,

夹杂红黄斑与黑斑土块
,

土质较硬
。

此

层 出土物较少
,

陶片有泥质
、

夹砂和硬 陶三

种
,

还有原始瓷
。

装饰纹样有方格纹
、

网纹
、

绳纹
、

曲折纹
、

叶脉 纹
、

圈点纹和蓖划纹 等

素面者甚多
,

几占一半
。

可 辨器形仅有高足

一种
。

另外
,

还发现 件完整的有段石镑和

数块宋代瓷片
。

层
,

深
、

厚 一 厘米
。

土

色红褐
,

带黄斑 点
,

含较多 的细沙及零星炭
· ·



末 土质疏松
。

出土 陶片较多
,

泥质陶
、

夹砂

陶
、

硬陶和原始瓷都有
。

可辨器形有罐
、

尊
、

两
、

器盖
。

还 出土石范
、

石斧等石器
。

层
,

深 一 一
月

、

厚 厘米
。

土

色红褐
,

带黄色斑点
,

有零星炭末
,

土质较疏

松
,

呈小颗粒状
。

无文化遗物出土
。

层 以下为生土层
。

、

遗迹现象

此区遗迹现象较 丰富
,

计有灰坑
、

灰沟
、

墓葬和住洞四类
。

灰坑共十二个
。

依其平面形制可分为两

大 类 第 一类 六 个 一改
、 、 、

一
、 、

,

近圆形
,

有的甚 至 为正圆
。

一般面积较

小
,

甚为规整
,

圆底
,

剖而多作深浅不一的半

圆形和 弯月形
,

但也有一例 袋状 卜通 和

一例 坑壁 内凹 者
。

坑 中出土 物 甚

少
,

仅为少量陶片
。

它们大都开 口 于 被后代

扰 乱的 或 层之 下
,

有 的坑 内还混 有 瓷

片 故推 测其时 代较 晚
。

开 口 于 层 下 的
、

两坑
,

出土 少量可复 原的陶 器和

石器
。

第 二类 六个
、 、 、 、 、

,

近椭圆形
,

但不甚规则
。

面积较第一类

为大
。

圆 底
,

剖 而轮廓亦 不甚规则
。

其 中
,

口 部面积达 通平方米
,

坑底深度

不一
,

整个纵向剖面呈带柄 的葫芦状
。

坑内

堆积及包含物可分为上下
、

 两层
。

上层

土色红褐
,

土 质较硬
,

含细 小炭粒
。

陶片甚

多
,

以 泥质灰 陶为主
,

少量红
、

黑陶 纹饰多

方格纹
、

粗绳纹 可辨器形有两
、

罐等
。

下层

土色 青黑
,

土质松软
,

底部呈淤泥状
,

含水量

大 土 中包含有炭粒
、

红烧 土块
。

出土 陶器

片 的质
、

色
,

与上层无太大差别
,

小件有泥

质红 陶纺轮和 石戈 残 各 件
。

根据灰坑的

形状
、

而积 及坑 内的包含物分析
,

推 测此坑

本为居住 区中的一个小水洼
,

干泅 后成 为抛

弃废物的场所
。

其它各坑 也应均 为垃圾坑
。

灰沟
,

一条
,

在探方 的北

侧
,

平面作不规则的长条形
,

开 口 于 层
。

长
、

宽 帕
、

深 刁厘米
。

沟内土色 灰黑
,

土质疏松
,

含有炭粒
。

出土少量陶片
,

可辨器

形有豆
、

罐等
。

此沟应为存放废物之用
。

墓葬
,

两 座
、 ,

都 在 , 一

个探方之 内
。

两 墓均 为长方形 的竖穴土坑

墓
,

东北一西南走向
,

开 口 于 层
。

长
、

宽
、

深 一 厘米
。

无人骨
。

在

墓扩偏西北的一侧
,

出土四 件 泥质灰陶器

豆
、

两
、

罐 件
。

在 一的东北

方 两 墓丛本连成一条直线
,

长
、

宽
、

深 厘米
。

墓的东北一端被 打破
。

墓扩中不 见人骨及任何随葬品
。

柱洞
,

共四个 一
。

一 均在

’ 一 个 探方 之 内
,

开 口 于 层
,

打 破

 ! 直至生土层
。

9 3 2 1 为一椭 圆形 的坑

洞
,

直 径 30 、

深 40 厘米
,

洞 内一侧的中部有

一长方形 的土块分隔
。

9

32

2 和 932 3 均 洞壁

倾斜
,

口 部朝向 9321
。

平面 }{:fi 回形
,

长 32 、

宽

22 、

深 22 一 31 厘米
。

从三洞的不同形制和相

对方位石
,

9 3 2 2

、

3 应 为安栽斜向附柱
、

以支

撑 932 1 中的主住之 J刀
。

9 3 2 」在 93llT 5 方

中
,

开 口 于 ¹ 层
,

形制大 小类 似于 932 1 ,

却

是孤立的存在
,

其作用 有待进一步探讨
。

二
、

出土遗物

此次发掘 出土文物 标本相对丰富
,

依器

物质料的不同
,

可分为陶瓷器
、

石器
、

青铜器

三大类
。

l

、

陶瓷器

出土陶瓷器数百件
,

其中已修复者 即达

90 余件
。

出土的陶片
,

按陶 色分
,

有红
、

黄
、

白
、

灰
、

黑五种
。

以灰陶最多
,

约 占 73 % ;红

陶
、

黄 陶次之
,

各 占 17 % 和 7% ;黑 陶
、

白陶

最少
,

均不及 l%
。

以 陶质分
,

泥质 陶最多
,

达 47 % ;夹砂陶和 硬陶次之
,

分别 为 27 % 和

22 % ;
原始瓷亦占一定 比例

,

将近 魂%
。

这些

陶 片
,

除 引 % 为素面者 外
,

余均 饰有花 纹
,

且纹 样丰富多彩 (图七 )
。

依装饰技法的不

同
,

可粗分为拍印纹
、

刻划纹
、

压 印纹及其他

四类
。

拍印是主要的装饰手法
,

大多施者于

容器 的腹部
。

其纹样以粗绳纹
、

细绳纹
、

凸方



格纹
、

凹 方 格纹为多
,

其 次 为曲折纹
、

叶脉

纹
、

云雷纹
、

网纹
、

菱形纹
、

蓝纹和 席纹
。

压印

纹样有圈点纹
、

圆圈纹
、

戳点纹和 s 形纹
,

主

要施者于器物肩部
、

肩腹相接处和 器 盖的表

面
。

刻划纹主要是弦纹
,

施之于器物的肩
、

颈

部
,

以及直腹罐的腹部
。

蓖划纹亦见使用
,

但

甚少
。

其 他还有了附加堆纹和两 种纹样配合

使用的组合纹
。

刻 划符号
,

仅发现六例
,

且均

为以 前发掘中 已发现过者
。

已修复 (及基本

修复 )的陶瓷器
.
依其 用途 可分为生 活用具

和 生产工具两大类
。

( l ) 生活用具

又 可分为炊器
、

盛食器
、

酒 器 和 其 他四

类
。

制法以轮制为主
,

少 部分形 制较小的器

具如 杯
、

钵
、

盂等
,

多手制 ;
造 型 复杂 的器 物

如戈
、

尊之类
,

则轮
、

模(或手)合制
。

A

、

炊器 有两
、

胁
器

、

刀l、

抓
、

罐等
。

高 13 0 件
,

占全部出土陶 器总数的 33
.

8%
,

但能基本 复原者 仅 5 件
,

皆为泥质 灰

陶
。

标本 93 H 26B :4 ,

通高 9 、

口 径 8
.
6 、

腹径

9
.
4 厘米

。

侈 口
,

方唇
,

卷沿
,

束领较高
,

大袋

足
,

分档近平
。

器表层 剥落殆尽
,

装饰情 况不

明 (图二
,

l 图九
,

9 )

。

标本 93M I:3 ,

口 沿残

缺
,

残高 8 、

领径 7
.
3 、

)仪径 9
.
6 厘米

。

直领较

高
,

大 袋足
,

分档近瘪
,

素而无 纹 (图二
,

5 )

。

标本 H T 15 º B : l ,

残高 16 、

口径 13
.
2 、

腹径

14
.
礴厘米

。

平折沿
,

圆唇
,

高领
,

颈腹分 明
,

分档
,

袋足
,

腹及足部饰细绳纹 (图二
,

4 )

。

标

本 93于13 3 : l
,

硬 I淘
。

口 护f专残缺
,

残高 10
.
8 、

领

径 10
.
8 、

腹 径 15 厘 米
。

颈腹 分明
,

分档 袋

足
。

颈部饰一周 圈 点纹
,

之下
,

饰 凹弦纹两

逆 ;腹及足之外表
,

饰细绳纹 (图二
,

2 )

。

标本

93118 :3 ,

陶 色偏 红
。

通高 13 、

领 径 13 、

腹 径

l通
.
‘厘米

。

平折 沿
,

圆唇
,

高颈
,

颈腹分 明
,

分档较平
,

袋足
。

胎体较薄
,

通体素面 (图二
,

3 )

。

孰形 器 7 件
。

均为上呱下釜的连体
。

已

修复的 魂件
,

可 分为两式
。

I 式
,

直腹 折肩

补
2件

。

夹砂红陶质
,

器 表呈黄白色
·

标本

93川
:l ,

通高 30 、

抓 口 径 27 、

釜肩广 31、

瓶

底釜 口 径 23
.
5 厘米

。

甄 直 口
,

方唇
,

斜折沿
,

直腹
;釜 折肩

,

圆底
。

器 内无其
,

但抓
、

釜连接

处有一周 向内凸起
,

可 以承算
。

全器 最大径

在 釜之肩部
。

通 体饰 细方 格纹 (图二
,

7
; 图

八
,

3)

。

标本 93 H I:2 ,

通高 35
、

瓶 口径 24
、

釜

肩广 28
、

抓底釜 口 径 22 厘米
。

总体造型同

于标本 93川
:l ,

但通体所饰方格纹较粗 (图

二
,

6
; 图八

,

“,
。

, 式
,

弧腹溜 肩叔
,

“件
。

标

本 93 H T 8»
:2 ,

夹 砂灰 陶
,

通高 28
、

瓶 口 径

25
.
5 、

版底釜 口 径 15 、

釜肩广 24
.
6 厘米

。

饭

侈 口
,

方唇
,

壁上 部 斜直
,

下 部 内收呈 弧线

形
。

釜鼓腹
,

班习底
。

器 内有一周箕 凸
。

断之

上半部内外壁 皆饰弦纹
,

釜部 器 表饰绳纹
。

器 体 变 形 严 重 (图 二
,

8
; 图 八

,

1 )

。

标 本

93 H 」:3
,

夹砂红陶质
。

通高 29
、

抓 口 径 20
、

呱底釜 口 径 16
、

釜肩广 2刁
.
5 厘米

。

敞 口
,

斜

折沿
,

圆唇
,

微束领
,

呱鼓腹
,

釜 口微束
,

口 沿

内有附耳一对
。

呱腹外表饰斜方格纹
,

釜素

面 (图二
,

9 )

。

鼎 仅见残足 2 件
。

标本 H 20
:10

,

锥足
。

泥质红 陶
,

残 长 7
.
8 厘米

。

空心的粗圆锥状
,

偏 上部带三个小 凸 起
。

标本 93 H 26 B :6 ,

扁

足
。

夹细砂泥质灰陶
,

残 长 2
.
3一 3

.
9 、

厚 1
.

1 厘 米
。

整体造 型呈上 宽下窄 的外卷 尾夔

状
,

足端 向上弯 曲
。

通体器表 饰细绳纹 (图

五
,

9 )

。

呱 仅 见 一 底 部 残 片 (标 本 93 H 26 A :

10)
,

泥质红 I乃J
。

罐 可断 为炊器 的罐
,

仅束领 圆底 罐一

种
。

已 修复 ! 件
,

标本 93H T 15 » B :2 ,

泥质硬

陶
,

器表呈灰色
。

通高 20 、

口 径 18 、

腹径 2」
.

5 厘米
。

侈 口
,

外卷式折沿
,

沿面饰有数逆凸

棱
。

束领
,

球形腹
,

圈底内凹
。

颈部以下通体

饰叶脉纹
。

胎体厚薄不均
,

火候 甚高
,

底部有

气泡 (图三
,

7
; 图九

,

1 2 )

。

B
、

盛 食器 有 豆
、

罐
、

盆
、

尊
、

钵
、

盂
、

篮
、

碗等
。

豆 13 件
。

能 }r多复 的 8 件
,

可分为两式
。

·

9

·



式
,

真 腹豆
,

3 件
。

标本 93 H I;7 ,

泥质 灰

陶
,

呈色偏红
,

通高 11
.
5

、

口 径 22
、

底 径 7.

5
、

柄高 ‘
.
8 厘米

。

敞 口
,

圆唇
,

沿内侧有子母

口 状凸起
,

可以承盖
。

盘腹深
,

壁斜收
。

粗柄
,

圈足外撇 (图二
:
12 ;图八

,

8 )

。

标本 93 H I:4 ,

原始瓷质
,

残高 14 、

口径约 18
、

柄径 8 厘米
。

盘 口沿不存
,

柄之下半及底部亦失去
。

敞 口
,

器壁 内收
,

盘底较平
。

柄粗硕
,

胎体厚重
。

全

器呈色灰黄
,

火候较高
,

釉层剥落殆尽
。

制造

工艺粗 放
,

器柄 残留加工 时所 遗的 刀 削痕

(图二
:10)

。

标本 93HT 8»
;3 ,

泥质黄陶
,

残

高 7 、

底径 8 厘米
。

口沿部不存
,

盘较深
,

粗

柄
,

圈足
。

通体素面 (图四
,

5)

。

I 式
,

假腹豆
,

5 件
,

除标本 93 H I:3 外
,

均为泥质灰陶
。

标

本 93G 4 :l ,

通高 16
.
4 、

盘深 2 、

盘径 14
.
4 、

底

径 7
.
2 厘米

。

敞 口
,

外折沿
,

浅盘
,

豆柄较细
,

柄之 中下部束腰
,

近底外张
,

形 成喇叭状器

足
。

盘
、

柄
、

足外表饰有数周 弦纹和 圈点纹

(图三
:l;图八

,

6 )

。

标本 93M I:l ,

通高 13
.

2 、

盘径 巧
.
2 、

底径 9
.
2 、

柄径 7 厘米
。

平折

沿
,

圆唇
,

浅盘
,

粗柄
,

喇叭状高圈足
。

口 沿下

饰两周凸 弦纹
,

柄部饰数道弦纹所夹的 S 形

纹一周 (图三
,

2
; 图八

,

7 )

。

标本 93H T 2»
:2 ,

通高 4 、

口径 14 、

底径 9
.
6 厘米

。

平折沿
,

圆

唇
,

浅盘
,

盘外壁折角 明显
。

高 圈足
。

器表 自

上而下分 别在假腹
、

豆柄和 圈足部各饰一周

两组弦纹所夹的圈点纹
。

胎质坚硬
,

通体色

偏黄 褐(图三
,

5
; 图八

,

4 )

。

标本 93 M I:2 ,

通

高 15
、

盘径 巧
、

底径 9
.
6 、

柄径 7 厘米
。

平折

沿
,

圆唇
,

浅盘
,

豆柄较粗
,

喇叭形器足
。

柄之

上部饰一周 S 形云雷纹
,

上下夹以 弦纹 (图

三
,

3
; 图八

,

5)

。

标本 93 H I;3 ,

夹砂灰陶质
,

仅剩 豆盘及部分 豆柄
。

残高 6 、

口 径 18 厘

米
。

敞口
,

圆唇
,

沿外折
。

盘下部折壁
,

内底

较
r
平

,

真腹深浅
。

盘外壁及粗柄表面饰凹 弦

纹数迸 (图二
,

1 1 )

。

罐 140 余 件
,

占 出土 陶器 总数的 40 %

左右
。

已修复者 可分为四式
。

I 式
,

折肩罐
。

已修复 6 件
。

依 口径与通高之 比的不同
,

又
·

1 0

·

可分 为两型
。

I 式 A 型
,

大 口折肩罐
,

3 件
。

口径大于或等于通高 (图四
,

7
; 图九

,

2
)

。

均

为夹细 砂的泥质灰陶
。

标本 93H 6 :3
,

通 高

20
、

口径 20
、

肩广 Zd 、

底径 10 厘米
。

侈 口
,

卷

沿
,

领较高
,

斜折肩
,

腹壁弧形
,

外观呈 圆鼓

状
,

底部内凹
。

肩
、

腹部饰绳纹
。

胎体呈色青

灰 (图三
,

心;图九
,

1 0 )

。

标本 93H 2:l ,

通高

21
、

口 径 24
.
2 、

肩径 26
.
8 厘米

。

侈 口 外折

沿
,

束领
,

斜折肩略逞弧度
。

腹壁上半部较

直
,

腹外 壁饰拍 印的方 格纹
,

亦较 草率 (图

三
,

8
; 图九

,

8 )

。

x 式 B 型
,

小 口 折肩 罐
,

3

件
。

器物 口沿远 小于通高
。

均泥质灰陶
。

标

本 93H 26B :16 ,

通高 33
.
5 、

口 径 16
.
5 、

肩 广

38
、

底径 12 厘米
。

侈 口
,

方唇
,

束领
,

广折肩

微溜
。

收腹
,

立面轮廓线有一定弧度
。

平底
,

底 心内凹
。

肩部环饰锯齿状 附加堆纹十余

达
,

器 表呈 灰黄 (图三
,

g
; 图八

,

1
0)

。

标 本

93H 24 :2 ,

通高 20
.
8 、

口径 12
.
8 、

肩广 26
.
5

、

底径 9
.
6 厘米

。

小 口
,

折沿
,

尖唇
,

束领
,

肩部

略呈弧形
,

斜收腹
。

平底
,

微内凹
。

除肩部饰

数 迸刻 划弦 纹外
,

通体 饰斜 方格 纹 (图三
,

1 0
; 图九

,

7 )

。

标本 93H 10º
:2 ,

通高 29
.
8 、

口径 20
.
2 、

肩广 28
、

底径 10
.
5 厘米

。

总体造

型显得瘦长
。

侈 口
,

卷沿
,

束领
,

斜折肩较广
,

收腹
,

平底
,

底心略内凹
。

器表呈色青灰
,

饰

细绳纹
,

肩部有一刻划符号
“

x
”

( 图四
,

3
;

图

八
,

1 1 )

。

l 式
,

高领 圆底罐
。

数量甚多
,

已修

复 2 件
。

标本 93H 32
:1 ,

泥质灰色硬陶
,

通高

31
.
2 、

口径 21
.
5 、

腹径 34 厘米
。

侈 口
,

方唇
,

卷沿
,

高领
,

鼓腹 内收
。

圆底
。

唇面饰一周凸

弦纹
,

颈部复饰数道
,

肩部及上腹部饰 凸 方

格纹
,

肩部并按压 泥饼状纽数处
,

下腹 及底

部饰曲折纹 (图三
,

7
; 图九

,

l )

。

标本 93H 15:

2 ,

夹砂灰陶
,

通高 25 、

口 径 18
.
6 、

腹径 25 厘

米
。

侈 口 较直
,

尖唇
,

卷沿
,

高束领
,

鼓腹
,

圆

底
。

自肩至底 的器表饰拍印的雷纹
;
肩腹交

接处
,

上下各饰数边弦纹(图四
,

4
; 图九

,

3 )

。

此式罐
,

烧制火候均甚高
,

故器表呈色青灰
,

陶质坚硬
。

皿式
,

高领折肩束腰罐
。

已修复



件
,

标本 H 26B :3 。

原始瓷质
,

通高 27
.
2 、

口

径 14
、

肩径 22
.
4、

底径 11
.
2 厘米

。

侈 口
,

圆

唇
,

卷沿
,

高束领
,

折肩
,

斜 直腹
,

平底 内凹
。

领部饰两组弦纹
,

中间夹一组 圈点纹
;
肩部

饰三组弦纹
,

两组圈点纹 ;
腹部饰两周弦纹

,

近底部饰三组弦纹
,

一周圈点纹
;肩部有一

个用斜十字联结四个 圈点而成 的刻 划符号
” 。

火候甚高
,

通体呈色青灰
,

器表釉层剥

落 (图四
,

2
; 图八

,

1 2 )

。

w 式
.
浅腹平底罐

。

已

修复 l 件
,

标本 93 M I:4 。

泥质灰陶
,

通高 5.

2 、

口径 6
.
9

、

腹径 l魂厘米
。

口部残缺
,

直领
,

溜肩
,

肩上有对称双耳的遗痕
,

斜折腹
,

大平

底
。

肩部器表饰有凹弦纹
,

并有系纽痕迹(图

四
,

9
;

图九
,

1 3 )

。

盆 1 件
,

标本 93 H T 12 º A :6 。

残甚
,

仅

剩下腹和底部
。

灰色硬陶
,

残高 2
.
1 、

底径 1
.

3 厘米
。

壁斜
,

圆底
,

底心内凹
。

胎质较 白
,

火

候 甚高
,

器表饰方格纹
。

尊 10 件
。

可分 为两式
。

I 式
,

敞 口尊
‘

已修复 1 件
,

标本 93H 26 A :11 。

泥质灰陶
,

通

高 59、

口 径 55 、

腹 径 36、

底 径 20 厘米
。

侈

口
,

卷沿
,

圆唇
,

无 明显肩腹部
。

腹直
,

近底部

内收
,

有一定弧度
,

平底略内凹
。

腹之上部饰

锯齿状附加堆纹两周
,

以下
,

为上下各一道

弦纹所夹的竖线凹刻纹
,

接着为一周凸 棱状

的凸弦纹
,

然后一直至底的整个下腹部饰拍

印的方格纹 (图四 ;1 ;图/又
,

9)

。

I 式
,

折肩

尊
,

未修复
。

标本 H 24:3 ,

残高 23
、

口 径 30
.
6

厘米
。

泥质黄陶
。

侈 口
,

折沿
,

方唇
,

折肩
。

肩

部饰方格纹
。

钵 10 件
。

可分为两式
。

I 式
,

敛 口钵
。

已修复 4 件
。

标本 H T 3»
:6

,

夹砂灰陶
,

通高

3
.
9 ,

口径 6
.
1、

底径 3
.
2 厘米

。

敛 口
,

腹上部

略鼓
,

下部斜收
,

小平底
。

胎体甚为厚重
,

通

体素面无纹
。

标本 93H 34:l ,

泥质灰陶
,

通高

6
.
2

、

口 径 11
.
5

、

底径 3
.
1一 3

.
d 厘米

。

敛 口
,

收腹
,

小平底
。

腹之下部有 向上放射状的划

线纹
。

器表涂抹一层黑衣 (图五
,

5
; 图九

,

6 )

。

标本 93H T 16» A :4 ,

泥质灰陶
,

通高 5
.
3 、

口

径 7
.
2一 7

.
5

、

腹径 9
·

5

、

底径 4
.
7 厘米

。

敛

口
,

圆肩
,

削腹
,

平底
。

器表略偏红色 (图五
,

1 3 )

。

标本 93G 3:2 ,

泥质灰陶
,

通高 4
.
8

、

口

径 8
.
d 、

底径 3
.
8 厘米

。

敛 口
,

鼓腹
,

小平底
。

通体素面
。

I 式
,

敞 口 钵
。

已修复 2 件
。

标

本 93H T 12 º B :3 ,

泥质黄 陶
,

通高 3
.
6 、

口 径

6
.
8~ 7

.
7 、

底径 3
.
8 厘米

。

敞 口
.
口沿变形呈

椭圆
,

收腹
,

圆底 较平
,

手制而成
,

工艺较粗

糙
。

通 体素 面无纹
,

器 表 凹 凸 不 平
。

标 本

93 H T1 3º B :2 ,

通高 3
.
2 、

口径 8
.
4厘米

。

造

型甚为规整 (图五
,

1 8 )

。

盂 5 件
。

能修复者 3 件
。

标本 93H 34:

2 ,

原始 瓷质
。

通高 J
.
3 、

口 径 5 、

腹径 6
.
6 、

底

径 5 厘米
。

平沿
,

圆唇
,

直 口
,

鼓腹
,

平底
。

通

体 素面 (图五
,

4 )

。

标本 93G 6¹
:1 ,

原始 瓷

质
。

通高 5
.
2 、

口 径 7 、

腹径 8
.
6 、

底径 5 厘

米
。

敛 口
,

鼓腹平底
。

通体素面
,

有薄釉 (图

四
,

1 0 )

。

标本 g3H T 17 » A :10
,

泥质灰陶
,

仅

余 口部残片
。

口径约 10 厘米
。

篮 2 件
。

标本 93H T 17 » A :5 ,

偏黄的泥

质灰 陶
,

通高 11、

口 径 15
.
5 、

足径 10
.
7 厘

米
。

敛 口
,

折腹
,

喇叭形圈足
。

器身纹饰不清

(图四
,

6)

。

标本 93 HT I¼
:2 ,

夹砂红陶
。

仅

剩 口 沿残片
。

口径约 20 厘米
。

碗 1 件
,

标本 93 HT 3º
:
13

。

残甚
,

未修

复
。

原始 瓷质
,

足高 0
.
7 厘米

。

收腹
,

平底
。

器表素面
,

底部有一刻划符号
“

己
” 。

c

、

酒器 仅见翠
、

愈
、

小盅三种
。

l 件
,

标本 93 H T 12 º A :5
,

残
,

剩 口

沿及少许上腹部
。

残高 7
.
8 、

口 径 15 厘米
。

泥质红陶
。

直 口
,

尖唇
,

腹微曲
。

腹之上部饰

规整庄重 的云雷纹 (图五
:1)

。

罄 l 件
,

标本 93H T 12º B :6
。

通高 7
.
2 、

口径 6
.
4 、

肩广 11 、

底径 6 厘米
。

直 口
,

方 唇
,

无 明显领部
,

折肩微溜
,

全器最大径在肩部
。

腹斜收
,

近平的圆底
,

下置外撇的圈足
,

足底

交接处对钻两孔
。

在肩部和足部共饰圈点纹

三周
,

并夹 以刻划弦纹 (图五
,

3 )

。

小盅 1 件
,

标本 93H 27 :2 。

通高 2
.
8 、

口

·

1 1

·



径 3
.
9 厘 米

。

夹细砂灰陶
,

整个造型不甚规

划
。

敛 口
,

斜直壁
,

圈底
,

下接方形平座
.

D 、

其他 有器盖
、

盖纽
、

器把
、

器 栖等
。

器盖 10 件
。

可分为两式
。

I 式
,

伞状器

盖
,

8 件
。

此式器 盖在 历次发掘 中多见 (图

五
,

2
; 图九

,

1 1 )

。

标本 93 }12 0 :」 ,

泥质灰陶
,

通高 3
.
9 、

盖径 9
.
6 厘米

。

全器呈伞状
,

蘑菇

形纽
,

带子 母 口
。

盖面饰三周 弦纹和两周圈

点纹
,

纽顶亦环饰弦纹和 圈点纹
。

l 式
,

复钵

状器盖
,

2 件
。

标本 93H T 7»
:3

,

泥质灰色硬

陶
。

通高 魂
.

1
、

盖径 9
.
5

、

纽径 2 厘米
。

整体

造型 近于带纽 的圆 讲状
:
平顶

,

直壁
,

方唇
,

龟形纽
。

器 顶部饰两周圈点坟
,

问以数周弦

纹
,

壁上部饰一周圆圈 纹 (!月四
,

8
; 图九

,

4 )

。

标本 93ll f l7 À 11 :j ,

夹 细砂灰陶
。

通高 7
.
2 、

盖径 20
.
6 厘米

。

形 似倒置的直 口 折腹圈 底

钵状
,

顶 部和 器之折肩上下饰有圈点纹和 弦

纹 (图五
,

6
; 图九

,

5 )

。

器把 5 件
。

可分 为两式
。

I 式
,

蛇形 器

把
。

1 件
,

标本 93 H 29 :1。

夹砂灰 陶
,

通 长 9
.

l、

径 1
.
3一 1

.
6 厘米

。

整体作
“

s
”

状的游蛇

形
,

蛇身弯曲
,

头颈分明
。

蛇头作桃子形
,

截

面 呈椭圆形
,

器表 素而无 纹 (图四
,

1 2 )

。

l

式
,

圆注状器把
。

」件
,

标本 93H , : 1
,

泥质灰

陶
,

残长 2
.
9 、

直径 3
.
3 、

孔径 0
.
6 厘米

。

较 规

整的圆柱状
,

中有一对穿圆孔
。

通体素而
,

器

表灰色中有黑色斑点
。

( 2) 生产工具

主要有
:
纺轮

、

刀
、

网坠
、

范芯等三种
。

纺轮 13 件
。

可分 为三式
。

I 式
,

圆饼状

纺轮
。

已修复 9 件
。

整体造 型呈中有 圆孔的

算珠形小圆饼状
,

皆通体素面
。

此式纺轮在

历次发掘中多 见
。

标本 93 I1’r !º
:l

,

泥质 白

陶
,

直径 2
.
7 、

厚 !
.
」厘米

。

扁平体
,

周边收

薄
,

中间 钻 一 圆 孔
,

孔 径 0
.
5 厘 米 (图五

,

1 2 )

。

l 式
,

伞状纺轮
,

2 件
。

全器 呈倒置的伞

状
,

上为渐收的圆柄
,

下 为向四周 渐薄的圆

饼
,

中有对通 的小圆穿
。

标本 93H 28
:2 ,

泥质

灰陶
,

高 2
.
2 、

径 3
.
5 厘米

。

器面饰两迸 同心

·

1 2

·

圆纹 (图五
,

7)

。

皿式
,

蘑菇状纺轮
,

l 件
.
标

本 93 》仃
:2 。

泥质灰陶
,

径 2
.
8 、

厚 1
.
4 厘米

。

整体近于算珠形
,

但上部收成 束领状
,

形成

二层 台式
。

束领部环饰一周 剔点 纹 (图五
,

8 )

。

刀 12 件
。

皆为历次发掘中常见的马鞍

形陶刀
,

平 刃
,

曲脊
,

两 肩上翘
,

器 身有 小圆

穿
。

标本 93H 20:2 ,

泥质灰陶
,

长 7
.
8 、

宽 2一

6
、

厚 0
.
4 厘米

。

两肩翘起甚高
,

单面刃
,

器身

中部近背处有两圆穿
,

正面器表饰细绳纹
。

网 坠 5 件
。

可分为三式
。

I 式
,

长 条形

网 坠
,

l 件
,

标本 93日T 曰 º B : l
,

泥灰陶
,

长

6
.
6 、

宽 3
.
魂

、

厚 0
.
8一 1

.
2 厘米

。

扁平的长条

形
,

两侧有对 称的双 凹 口
,

两面 中央纵 向有

四 入而 (图五
,

1
5)

。

I 式
,

圆柱体网坠
,

2 件
。

标本 93 11 20
:3 ,

泥质 灰 陶
。

长 3
.
3 、

径 3 厘

米
。

器体矮短
.
立而中部一周半圆凹槽

,

纵 向

亦 有两凹 嘈
,

交叉成十字形 (图五
,

1
7)

。

班

式
,

椭 圆形 网坠
,

2 件
。

标本 93H 20:!
,

泥质

青灰色硬陶
。

长 2
.
9 、

宽 2
.
6 、

厚 0
.
8一 1

.
2 厘

米
。

轮廓线呈禽蛋状
。

正背面中部内凹
,

两

侧亦有半 圆形四 槽 (图五
,

1 4 )

。

范芯 l件
。

标木 93G 3 :8 ,

泥质灰陶
。

长

13
.
5 、

径 1
.
5 厘米

。

整体作长条口柱体状
,

横

截 而呈椭圆形
。

一端尖且较 圆
,

一端则较扁
,

器 身一侧有一块状凸起 (图四
,

1 1 )

。

2

、

石器

出土石器 55 件
,

可分 为生 产工 具和武

器 两类
。

( l) 生 产工具

此次出土石质生产工具种类较多
,

计有

刀
、

镰
、

斧
、

济
、

凿
、

砺石
、

料石和石范八种
,

共

55 件
。

这些 器物
,

大多磨制而成
,

造型规整
,

带刃 者刃 部诈说
。

以下分别介绍
。

石刀 8 件
。

可分为三式
。

I 式
,

马鞍形

石刀
,

3 件
。

其造型类似同 出的陶刀 (图六
,

l )

。

标本 93 H T 3º
: l ,

砂岩质
,

残长 3
.
5 、

宽

弓
.
6

、

厚 0
.
4 厘米

。

脊部弧度不大
,

单面直刃
,

肩宽大于刃 宽
,

近肩部的器身有穿孔
。

通体



磨光
。

l 式
,

长条形石刀
,

魂件
。

标本 YI’f 3º
:

12 ,

灰色砂岩质
。

残 长 2
.
7 、

宽 2
.
6 、

厚 0
.
5 厘

米
.

直刃
,

通体磨光
,

有孔
。

标本 93 Il’f l5 »

A :4 ,

青 石质
。

残长 3
.
4 、

宽 2
.
7 、

厚 0
.
4 厘

米
。

器 体较薄
,

单面弧刃
,

无孔
,

通体磨光
。

石镰 2 件
,

均 残
。

标本 93 H 10 º
:2 ,

青石

质
,

后内及前 锋残失
,

残 长 22
.
5 、

宽 5 厘米
。

长条形
,

一侧双 面刃
,

打磨光 册 ;微胡
,

脊部

打制较 粗糙
,

不甚规整
。

标本 93X’r2 ¹
:l ,

残

长 4
.
5一5

、

宽 4. 5 厘米
。

石质细腻
,

单面刃
,

通体打磨光滑
。

石斧 6 件
。

可分为两式
。

I 式
,

长条形

石 斧
,

d 件
。

标本 93 ll’r l8 » A :l
,

青砂岩质
,

磨制而 JJ戈
。

长 l刁
.
5

、

宽 4一 6、

厚 2一 3 厘米
.

弧刃
,

正锋
,

刃 锋 宽略大 于肩宽
,

截 面椭 圆

(图五
,

20
)

。

标本 93H ,l’l 5» A :3 ,

青石质
。

残

长 6
.
5 、

宽 5 、

厚 2
.
5 厘米

。

形 ;!刁J孚重
,

背部鼓

起 呈弧形
,

刃 部残 失
,

器表有打击痕
。

标本

93 采
:!.青灰岩石质

。

通 长 日
.

1
、

肩宽 4 、

刃

宽 5
.
2 、

厚 3
.
8 厘米

。

甚厚重
,

截 面近 椭圆

形
,

双而弧刃
,

但残缺严重
。

器身有多处扣击

点
。

标本 , 3 G 3 : 1 1
,

节r石质
。

长 一2
.
7

、

宽 3
.
6

~ 6
.
d 、

厚 3 厘 米
。

立面近 等腰梯形
,

器身较

厚且长
,

双面弧刃
,

一而作出凹 而
。

磨制而成

(图 五
,

2 1 )

。

皿 式
,

短 体 石 斧
,

2 件
。

标 本
HT 18 » A :

3, 青砂岩质
。

长 6 、

宽 6
.
3 、

厚 1
.
5

~ 2 厘米
。

立面近正方形
.
器身厚重

.
双面弧

刃 (图五
,

1 9 )

。

标本 H’r6 »
: l ,

灰 白色页岩

质
。

通长 5
.
2 、

宽 3
.
4 、

厚 2
.
8 厘米

。

短体的

长方形
,

双面圆弧刃 (图六
,

2)

。

石挤 7 件
。

可分 为两式
。

I 式
,

厚体石

铭
,

5 件
。

标本 93H T I»
:3 ,

青灰砂岩质
。

残

长 4 、

宽 2
.
5

、

厚 1
.
5厘米

。

仅残存刃 部
,

单面

刃
,

不甚锋锐(图六
,

1
5)

。

标本 93 1:10 º
:1 ,

青石质的细砂岩
。

长 3
.
8 、

宽 2.1
、

厚 0
.
9 厘

米
。

略近扁平的 长方体
,

上 窄下宽
,

单 而弧

刃
,

器表屏制光滑
,

刃 部有使用后 留下的凹

口
,

背面有人 为力!l工痕迹
。

标本 93H T 7º
:l ,

i 丫灰砂岩质
。

长 !0
.
5 、

宽 3
.
3 、

厚 3
.
8 厘米

。

了i段石 铸
,

斜而平刃
,

造 型十分 规整 (图六
,

5 )

。

标本 g3H I
’

7

:

l

,

灰 白色粉石质
。

长 6
.
魂

、

残宽 2
.
2 、

厚 1
.
5 厘米

。

长 条形
,

通体磨光
,

正面平齐
。

单面刃
,

器 体上半部背面有一半

圆形凹 槽
.
推测为装栖固定之用 (图六

,

1 8 )

。

标本 93H 7 :4 ,

青砂岩的有段 石裤
。

长 6
.
7、

宽 2
.
8 、

厚 1
.
4厘 米

。

单 面弧刃
,

段部较高
。

通 体磨光 (图六
,

4 )

。

皿式
,

薄体石挤
,

2 件
。

标本 93 采
:2 ,

青灰色的砂岩质
。

长 8
、

宽 2.

魂
、

厚 0
.
6 厘米

。

整体为 长条形的扁平状
,

单

面刃
,

通体磨光
。

标木 93 H 2 7 :l ,

灰 白色的水

成岩质
。

长 !5 、

宽 d
.
5一 5

.
1、

厚 1
.
1一 1

.
8 厘

米
。

整体为较宽的长条形
,

有段
,

单面平刃
。

磨制而成
,

局部风化剥 落
。

石凿 4 件
。

可分为两式
。

I 式
,

厚体石

凿
,

2 件
。

标本 93 H
’

rl
¹

:

!

,

青灰砂岩质
。

残

长 7
.
5 、

宽 2
.
4一3

.
5 、

厚 1
.
7 厘米

。

长条形
,

厚体
,

{负截 面作梯形
。

单面刃
,

上段 已残(图

六
,

1 6 )

。

标本 93e 6¹
:2 .

青石质
。

长 6
.
3

、

宽

2 、

厚 0
.
8 厘米

。

长条形
,

单面刃
,

通 体磨光

(图六
,

! l )

。

篮 式
,

薄 体 石 凿
,

2 件
。

标本

, 3 11 ,r 一8 º
B : l

,

青砂岩质
。

残长 一 5
、

宽 3
.
3 、

厚 l厘米
。

长条形
,

侧刃 偏锋
,

一端 残缺
。

标

本 93 ll’r2 º B :l ,

青砂岩质
。

残 长 1
.
5

、

宽 3
.

3 、

厚 l厘米
。

长条形
,

侧刃 偏锋
,

一端残缺
。

标 本 g3rlr rZ º
:I, 青 石质

。

长 8
.
2 、

宽 3 、

厚

0
,

6 厘米
。

扁平的长条形
,

磨制较精细一端

平齐
,

一端为双 面弧刃
。

出土时
,

器体上部有

破裂 (图六
,

1 7 )

。

砺石 9 件
。

形状 以扁平的长条形为主
,

还有长方体和不规则形等
。

标本 93工
一

I
R

18
»

A

:

2

,

青 砂岩 质
。

残 长 8
.

心
、

宽 5
.
7 、

厚 1 厘

米
。

长方的扁平块状
,

磨面光滑
,

中间部位 由

于磨损而微凹
。

标本 931
一

IT
S

º

:

l

,

灰黄色的

砂岩质
。

长 5 、

宽 4 、

厚 3 厘米
。

略扁的长方

体状
,

一面磨得较为光沿
,

另三面则较粗糙
,

两端有断痕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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料 石 l 件
,

标 本 93 H T 12 º B :礴
,

青 石

质
。

残长 13
.
5 、

宽 5
.
8 、

厚 1
.
8 厘米

。

呈长条

形
,

有打剥和磨光的痕迹
,

具体用途不明
。

石范 9 件
。

均残
,

可辨认者有戈 范
。

标

本 93卜1 2 8
:
l

,

粉砂岩质戈范
。

残长 刁
.
4

、

宽 7 、

厚 2 厘米
。

截面呈近似月牙的半 圆形
,

磨制

光滑
,

正 面 留有 铸造戈 援 中部 一段 的 凹 槽

(图六
,

l 」)
。

标本 93H rlZº B :5 ,

青色 砂岩

质戈范
。

断为两截
,

拼对后残长 9
.
4 、

残宽 8 、

厚 1
.
2 厘米

。

整体近锐角三角形
,

截面 为梯

形
。

内侧凹入的铸型为长条形 的微胡戈
,

前

锋圆饨
,

无 明显内部
。

标本 93H
’

r7 »

:

2

.

青灰

色砂岩的器耳范
。

长 9 、

残宽 8 、

厚 ‘
.
8 厘米

。

整体呈半 圆的柱体状
,

一侧平面上刻有三进

平行的锥形扣合槽和 一个器耳的铸模凹 槽
,

铸摸上刻云雷纹 (图六
,

1 9 )

。

标本 g3H T 7»
:

l ,

红 色砂 页岩 匕首范
。

残长 12 、

残宽 8 、

厚

5
.
5 厘米

。

器 体(残 )呈三角形
,

剖面 为长方

形
,

内侧除凹 入 的 匕首铸型外
,

还有刻槽式

的铆眼一迸(图六
,

l 。)
。

标本 93H T 9º
:1 ,

红

褐色砂质岩平 口 凿范
。

残长 8
.
6 、

宽 5
.
7 、

厚

3 厘米
。

横截 面为半圆形
,

内侧平面 中央纵

向凹刻残 长 6
.
7 、

宽 5
.
8 厘米的平 口 凿铸型

(五
,

2 2 )

。

( 2 ) 武器

出土 的石 质武器 不多
,

仅有戈
、

做
、

饿
、

矛等 四种
,

共十件
。

石戈 4 件
。

均 残
。

标本 93 H 3魂: 4
,

青石

质
。

内部及援之后段残失
,

残 长 8 、

宽 魂
.
8

、

厚

1
.
1 厘米

。

三角形前锋
,

上下弧形 刃
。

通体磨

光
,

一 面 平 齐
,

一 面 呈 拱 起 的 弧形 (图六
,

1 2 )

。

石漩 3 件
。

标本 93 H ll º B :4 ,

青石质
。

通长 7
.
5 、

叶宽 1
.
9 、

厚 0
.
3 厘米

。

锋部呈长

柳叶形
,

截面为扁平的六边形
。

无翼
,

艇部作

锐角三角形
,

截面椭圆
。

磨制而成
,

器表光滑

(图六
,

9 )

。

标本 93 H T 16 º 11 :2 ,

青砂岩质
。

锋部前段残失
,

残长 4
.
刁

、

叶宽 12
.
3 、

厚 0
.
5

厘米
。

磨制而成
,

叶部断面呈菱形
,

无翼
,

后

·

2 0

·

带挺
,

挺断面近圆形 (图六
,

8 )

。

标本 93H 34:

6 ,

青石质
。

残长 」
.
4

、

翼宽 2 、

厚 0
.
3 厘米

。

三

角锋
,

无脊
,

双翼开张
。

后挺部分残失 (图六
,

6 )

。

石饿 l 件
。

标本 93 H T I»
:2 。

青石质
。

长 17 、

宽 5
.
1 、

厚 0
.
3 厘米

。

长条形
,

体扁平
,

单面的斜弧刃
,

器表磨制光滑 (图六
,

1 3 )

。

石矛 2 件
。

标本 93 H T 9º
:2 ,

青灰砂岩

质
。

骸部不存
,

残长 6
.
8 、

宽 3
.
4 、

厚 0
.
9 厘

米
。

叶部作斜长的弧角菱形
,

锋钝(图六
,

7 )

。

标本 g3HT d»
:1 ,

青石质
。

前锋及前段叶体

残失
,

残长 13 、

宽 1
.
7~ 2

.
8 、

厚 0
.
6 厘米

。

隆

脊
,

两侧双而直刃
,

骸部扁平
。

通体磨光 (图

六
,

3 )

。

3

、

青铜器

出土青铜器仅 2 件
,

分别为凿和削
。

铜凿 l 件
。

标本 93HT I»
:4 ,

圆 口 凿
。

刃

部残失
,

仅剩染管和部分凿身
。

残长 3
.
5 、

黛

径 0
.
9X 0

.
5 厘米

。

坐管椭圆形
,

凿身断面呈
“

V
”

字(图五
,

1 1 )

。

车I可i万IJ I 件
。

标本 93H T I»
:5 ,

器身断为

两截
,

柄端亦残失
,

残 长 5
.
6 、

器体 径 0
.
g x

0
.
6 、

柄径 0
.
‘又 0

.
3 厘米

。

长条形
,

器体及柄

断面均呈菱形
,

前锋为弧形双面刃
,

两肩平
.

略带溜 (图五
,

1 0 )

。

三
、

结语

较 之历次 发 掘
,

吴 城遗 址 的第八 次 发

掘
,

地层堆积较 为理 想
,

出土器物 标本 比较

丰富
,

为进一步认识吴城文化的 内涵提供了

较重要 的地层和 实物资料
。

现就发掘和整理

所得
,

简结 如下
。

( l) 从地层 堆积 的包含物分析
,

可断定

此次发掘的主要文化层的时代 皆为商代
。

新

溪园区文化层较薄
,

十二个 探方和七条探沟

的 ¹ 层 为 近 现 代 耕 土 层
,

但 部 分 探 方

(93X T 3 、

5
~ 8) 所具有的º 层和 开 口 于耕土

层的十五个 灰坑 (93H I一 13 、

3 3

、

3 」)
,

皆可

划入商文化层
。

黄家岭上区 的九个 探方地层

保存较好
,

在所 划的六个地 层中
,

除¹ 层 为



近现代耕土层外
,

º 一¼ 层等五个层位及开

口 于 º A 层及 以下 的四个 灰坑(g3H 18 、

2 0

、

2 」
、

2 9 )

、

三 条灰 沟 (g3e l 、

3

、

5 ) 皆可划入 商

文化层
。

黄家岭下区 的十个探方地层保存也

较好
,

在所划 四个地 层中
,

除 ¹ 层为近现代

耕土层 外
,

º 层及 开 口 于 º 层的 四 个灰 坑

(93H 14 、

1 6

、

一7
、

1 9 )

,

因 出土宋 代瓷片
,

可定

为宋代文化层
。

»

、

¼ 两层及开 口于此两层

的遗迹单位 (灰坑六个
:93H 22 、

2 7

、

2 8

、

3 0 一

32
;
灰沟一条

:93G 钓均可划为商文化层
。

另

外
,

9 3 H 1 5

、

26 两灰坑虽开 口于 º 层下
,

但从

包含物分析
,

亦应划为商文化层
。

( 2) 经过将三区商文化层 出土的遗物同

前七次发掘资料进行的器形学 比较
,

可断定

第八次发掘的商文化层在相对年代上属 于

吴城文化第二期
。

山于黄家岭上下两 区各方

的地 层堆积叠 压关 系清 楚
,

出土器 物的质

地
、

造型
、

装饰有一定的演变规律
,

据此可试

将吴 城第二期文化 自早至 晚地分成 I 、

皿
、

l 三段
。

第 I段的地层和遗迹单位
,

有黄家

岭 上 区 的» B 、

¼ 两 层
,

下区 的¼ 层 和灰坑

93H 27 、

墓葬 93M I 、

2

。

第 皿段
,

有上区 的» A

层和 灰坑 93H 18 、

灰 沟 93G 5 ,

下 区 的º B 层

和 灰坑 93H 27 、

2 8

、

3 一
、

3 2

、

灰沟 93G 4。

第 皿

段
,

有上 区的º A 、

º
B 两层和 灰坑 93H 20、

2 9

、

灰沟 93G I 、

3

,

下区 的灰坑 93H 15 、

2 6

。

吴

城 文化的 时问跨 度很 大
,

二期 文化 尤其如

此
,

而二 期文化又 是吴城文化 的繁荣期
,

故

将 吴城文化 (尤其是吴 城二 助文化)进行再

分期
,

是弄清吴城文化内涵
,

探讨其发展
、

演

变轨迹的重要先决条件之一
。

但在历次发掘

中
,

限于地 层及 实物资料的相对单纯
,

此项

工作一直未能进行
。

第八 次发掘的收获
,

为

此项研究提供 了一 定条件
,

但要 指出的是
,

此次分段仅为限于现有资料的初步尝试
,

许

多问题
,

特别是相对年代的断定
,

还有待于

进一步的科学发掘和新资料的出现
。

( 3) 出土一批能修复的新器 形
。

如陶器

中的两件直腹折肩式形器 (标本 92H :l、

2 )

,

标本 93 H 26 A :11 敞 口尊
,

标本 93H 27 :8 带

方座 的 小 盅
,

标本 93H 26 :B 6 夔 形 扁 足 鼎

足
,

都是过去未发现 的新 品 种 (或虽有零 星

残片出土
,

却无法拼对修复而窥其全貌者)
。

石器 中
,

也不乏短体石斧之类的新品种
。

两

件青铜工 具
,

虽是小件
,

亦 为不可多得 的珍

口
「JIJ o

( 钧 出土物 的丰富
,

还 为器物 的分型分

式和探讨其器型学上的演变规律
,

提供了第

一手的资料
。

如陶器 中的

恤
器

、

豆
、

钵
、

器

盖
、

器 把
、

纺轮等
,

皆可分 为两式
,

网坠分三

式
,

罐更可分为两类
、

五式
。

石器 中
,

刀 可分

三式
,

斧
、

锌
、

凿可分两式
。

许多出土器物的

分型分式
,

正是历次发掘 时想做
、

却 又 由于

资料的限制而无法做的工作
。

综上所述
,

吴城遗址 的第八 次发掘
.
无

论在地层学还是类型学上的收获
,

都较前几

次有所扩大
,

有所突破
。

这 为进一步弄清吴

城文化的内涵
、

演变及各期文化的分段
,

乃

至 探讨江南地区青铜文化发展的轨迹
,

提供

了初步的
、

却是十分重要的科学资料
。

可以

预料
,

随着今后吴城遗址 的调查
、

发掘 工作

的继续和深入
,

上述研究课题必将会较早地

取得较圆满的成果
。

执 笔
:
詹 开逊

、

丁 炯 浮
、

钟礼 强
、

刘林

发 掘
、

整理
:
厦大 91 级 考古专 业 全体

一

同

学
,

刘林 (领 队 )
、

丁炯 浮
、

钟礼强
、

黄水根
、

余

江安
、

詹开逊

修复
:
黄水根

、

刘 山 中

摄 影
:
詹开逊

、

刘林

绘图
:
黄水根

、

中云艳
、

李福 善

拓墨
:
刘林



附表
:
灰坑登记表

阵阵方号号 形 状状 尺 寸寸 上 下层位位 出土 主要 遗物物

HHH lll X T ZZZ 平 面 近 长 方方 242 X 178 一一 ¹ ~ 生土土 气 器
、

豆
、

陶陶 被 H ll 打破破

形形形形
、

口 大底小小 588888 片(罐)
、

桃核核核

HHH 222 X J
’

888 平 面 近 椭 圆圆 140 X 100 一一 ¹ ~ 生土土 陶 片 ( 罐
、、

坑 壁 近 于 垂垂
形形形形

、

底近平平 l88888 鼎)
、

石范范 直
,

坑底近平平

正正1333 X T 1000 平 面 呈 不 规规 260 X 140 一一 ¹ ~ 生长长 陶片(罐))) 剖 面 呈 一 头头
则则则则的腰子形

、、

4 4444444 深
、

一头平 的的
圆圆圆圆底近平平平平平 勺状状

1111444 X l一

888 平 面 近 椭 圆圆 206 义 2 2 0 一一 ¹ ~ 生土土 陶 片(两
、

罐
、、、

形形形形
、

圆底底 855555
队形器器器

1111555 X T I!!! 平面 近圆
、

圈圈 250 X 220 一一 ¹ ~ 生土土 陶片
、

石刀刀 壤 土 中红 烧烧
XXXXX Tggg 底底 85555555 土 及 炭 粒 甚甚

多多多多多多多多多

HHH 666 X
’

r ! 000 平而 近 椭圆
、、

1 6 0 义 1 0 0 一一 ¹ ~ 生土土 罐 (残 )
、

纺纺 剖面近勺状状
圆圆圆圆底底 G88888 轮

、

石刀刀刀

HHH 777 X
’

r ‘‘ 平面近 圆形形 300 义 约 30000 ¹ ~ 生 长长 纺 轮
、

石 挤
、、

壤 土 中有 大大
一一一一一5 55555 丽

、

益;纽
、

形 器器 量红烧土土
(((((((((((((残 )))))

HHH 888 X
’

r lll 平 面 近 正 圆圆 115 义 1 0 0 一一 ¹ ~ 生土土 陶 片(两
、

罐
、、、

形形形形形 200000 豆等)))))

}}}1999 X T llll 平面 不 规 则
、、

1 7 4 义 1 5 6 一一 ¹ ~ 生土土 陶 片 (罐 ) 甚甚 包含物零乱乱
圈圈圈圈底底 800000 多多多

以以1000 X T SSS 平面 近椭 圆
、、

5 2 0 义 2 6 5 一一 ¹ ~ 生土土 石 斧
、

石 刀
、、

夹 杂大 量 炭炭
口口口口 大 底 小

、

底底 1600000 陶片(罐))) 粒
、

红 烧 土土

部部部部 不平平平平平 块
,

并 有少两两
铜铜铜铜铜铜铜铜渣渣

1111!111 X 一

r ZZZ 平 面 不 规 则则 120 义 1 2 0 一一 ¹ ~ 生土土 陶片 30 多片片 坑 壁斜收
、

呈呈
的的的的 近圆 状

、

口口 5 0000000 尖底 状状
大大大大底 小小小小小小

1111222 X T
、

222 平面 近 圆 状
、、

8 5 X 9 0 一 5333 ¹ ~ 生 土土 极 少 量 的 陶陶 打破 H 1333
圈圈圈圈底近平平平平 片片片

111 !333 X TZZZ 平 面 不 规 则则 110 义 7 0一 3 000 ¹ ~ 生土土 陶片 铭 片片 坑底较平坦坦
书书书书有圆形

、

圆底底底底底底

近近近近平平平平平平

rrr工1 444 }IT ggg 平 面 近 正 四四 84义 8 4 一 2999 º ~ »» 瓷 片 (黄 袖袖 坑 内炭 粒 多
、、

形形形形
、

圈J茨茨茨茨 碗))) 坑 壁规整整

注注1555 ll T SSS 平 面 形 近 椭椭 120 X 92一5 000 º ~ »» 夹 砂 灰 陶 片片 坑壁粗糙糙
圆圆圆圆 状

、

口 大底底底底 (罐)
、

砺石石石
刁刁刁刁

、、、、、、

注注1 666 H l
’

666 平 面 近 正 四四 78义 7 8 一 6222 º ~ »» 陶 片 ( 罐
、、

坑 壁 不 见 加加
形形形形

、

圈底底底底 两 )
、

瓷片片 工痕迹迹

1111’

I

,

666 平而 近 圆 形
、、

6 月X 5 8 一 6000 º ~ »» 陶 片(罐
、

豆
、、

口口口大底小小小小 两 )
、

瓷片片

22



平 面椭 圆形
、、

1 7 0 X 1 0 0 一一 º 匕
~ ¼¼ 陶片(两))) 坑 壁 陡削

、

填填
圈圈圈圈底底 70000000 土 中有 红 烧烧

土土土土土土土土块块

HHH 1999 H
厂

f ggg 平 面 状 近 圆圆 60 X 5 2一 7000 ¹ ~ ºº 不见遗物物 坑 壁 有 人 工工
形形形形

、

口大底 小小小小小 加工痕迹迹

HHH 2000 H T I月月 平 面 近 抹 角角 240 X 2 10 一一 º
a
~ ¼¼ 陶 片 (罐

、
‘

器器 壤 土 中 夹 有有
正正正正方

、

口 大底底 922222 盖 鼎
、

钵
、

刀
、、

卵 石
、

红烧土土

刁刁刁刁
、、、、

网坠)))))

HHH 2222 H
’

f 666 平 面 近 椭 圆圆 200 义 1 6 5 一一 » ~ ¼¼ 陶 )寺(罐
、

两
、、

坑 底 显 得 浅浅

形形形形
、

圆底底 200000 豆))) 平平

HHH 2444 H T 1222 平 面 近 椭 圆圆 2 10 义 1 7 0 一一 º bes争

¹¹ 陶 )李(罐
、

两
、、

壤 土 中有 红红
形形形形

、

口 大底小小 700000 钵
、

网坠))) 烧土土

HHH 2666 玉1
’

r 444 平 面 近 椭 圆圆 4 12 X 280 一一 º ~ »» 陶片(罐
、

两
、、

坑 内 堆 积 可可
形形形形

、

圈底底 1255555 纺 轮
、

尊) 、

石石 分上下 两层层

戈戈戈戈戈戈戈戈戈
}}}12777 H T 666 平 面 近 椭 圆圆 290 义 1 9 7 一一 » ~ ¹¹ 陶 片 ( 罐

、、

坑 底 凹 凸 不不
形形形形

、

口 大底小小 900000 丈李)
、

石 范
、

石石 平平
价价价价价价价价价

以以2 888 H T ZZZ 平 面 近 正 圆圆 10 4 义 1 0 4 一一 » ~ ¼¼ 陶 片(罐
、

两
、、、

形形形形
、

圈J戊戊 366666 纺轮)
、

石 范范范

比比2 999 H T l lll 平面近 圆 形
、、

约 300 义 25 000
º

b
~ ¹¹ 陶 片(罐

、

高
、、

未 窗寿理 完
、

填填
口口口口 大底 小小 一 6 55555 器把

、

丈华))) 土 中 有 红 烧烧
土土土土土土土土块块

以以3 000 全1 1
、

888 平 面 近 正 圆圆 约 2 10 义 2 1 000
»

一 卜
生土土 陶 土 (豆

、

纺纺 未 李寿理 方 外外
形形形形

、

圈底底 一7 00000 轮))) 部分分

以以3 111 于IT 444 平 面 近 正 圆圆 60X 60一 3555 » ~ ¹¹ 夹 砂灰 陶
、

红红红
形形形形

、

圈底底底底 陶数片片片

[[[13222 ll Y 777 平 面 近 椭 圆圆 ? X 10 6一3 666 » ~ ¼¼ 陶 片 (高 领领 未 李青理 方 外外
形形形形

、

口 大底小小小小 击挂))) 部分分

}}}13333 C 444 平 面 椭 圆 形
、、

2 0 0 义 1 0 0 一一 ¹ ~ 生土土 陶 )t (罐
、

豆
、、、

圈圈圈圈底底 700000 两
、

大 I」丈华)))))

以以3 444 G 555 平 面 为 较 规规 390 X 190 一一 ¹ ~ 生土土 陶片(刀
、

两
、、

坑底 较平坦坦
则则则则 的 长方 J匕

、、

9 00000 盆
、

卫华
、

罐 )
、、、

平平平平底底底底 石戈
、

石嫉嫉嫉

(上接第 57 页 )半 身
, , “‘ 。

因此
,

笔者认 为第二 阶段和第三阶段的

干栏式建筑仍然多次失火
,

这些出土于居住

区废墟中的人骨架
,

可能也是其次火灾中被

烧死的
,

他们是这些干栏式 建筑的建造者和

居住者
,

同时也成 为这些建筑物失火时的殉

又住者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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