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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国众多的新石器时代遗址中
,

河姆渡

遗址 “
对诸多学科领域和研究方向产生了广泛

而深远的影响
,

同时它在文化源头
、

稻作农业
、

干栏式木构建筑
、

聚落形态和环境变迁等方面

却留下了函待解答的疑问
。

浙江余姚田螺山遗

址的发现为我们提供了一个重新审视河姆渡

文化的机遇
。

现将该遗址 孙 年的发掘情况简

报如下
。

一 地理位 与发掘概况

水 ’

鬓矍夔田螺
科

图一 探方位置示意图

田螺山遗址位于浙江省余姚市三七市镇

相番村
,

地处姚江谷地北侧低丘环绕的小盆地

中部
,

北面横亘四明山支脉翠屏山
,

东距海岸
一 公里

,

西南距河姆渡遗址约 公里
。

该

遗址围绕一个名为田螺山的小山头分布
,

周围

是大片低平湿软的稻田 海拔 米
。

经钻探
,

一
遗址的面积为 仪众 多平方米

,

在

地下
一 米深处埋藏着距今六

七千年的一个完整古村落
,

其存

在的时间跨度在 年以上
。

、、  年初
,

该遗址因当地一

夕闪 家工厂打井被发现
。

 年
,

国

了 家文物局批准对该遗址进行考古

发掘
。

 又 年 月 日
,

由浙江

省文物考古研究所主持
,

并联合

宁波市文物考古研究所和河姆渡

遗址博物馆正式开始发掘
,

按

一口
米 ‘ ’”米布置探方

,

发掘面积为

平方米 图一
。

至  只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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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初
,

发掘工作在普遍发掘到第 层下的重要

建筑遗迹层面
,

并落实了临时性的保护措施之

后暂告一个阶段
。

二 地层堆积

发掘区位于整个遗址的西北部
,

田螺 山的

西南侧
,

此处也是遗址主体堆积所在
。

地层堆

积由东北向西南平缓倾斜
,

最厚处约为 米
,

目前分为 层
,

其中第
一 层大致相当于河

姆渡遗址的第
一 层

。

除  ! 已发掘到生土

层 有线索显示
,

它可能还不是该遗址最终 的

图三 由北向南摄

生土层 外
,

其他探方均暂停在第 层表面
,

下

面还有平均厚约 米
、

内涵最丰富的第
、

两层堆积
。

现以
、 、  北壁剖面为例

介绍地层的堆积情况 图二
。

第 层 表土层
,

由现代建筑废弃物
、

灰色

薪土
、

黄褐色粉沙土等组成
,

厚 一 米
。

第 层 分 层
。

第 层 青灰色土
,

略含沙和烧土颗粒
,

较硬实
,

仅分布于高处
,

直接叠压在晚期文化

层上
,

厚 一 巧米
。

第 层 青灰色淤泥层
,

细腻
,

粘软
,

低处

厚
,

直接叠压在晚期文化层上
,

厚 一 米
。

经取样分析
,

以海相沉积为主
,

与遗址 的废弃

有很大关系
。

包含物很少
,

偶见树枝条和原始

瓷片
。

第 层 分 层
。

第 层 原生文化堆积
,

青灰褐色沙土
,

较干硬
,

分布于较高处
,

厚 一 米
。

包含较多

的陶片
、

烧土块
、

石块以及少量的石器
,

它们一

般与泥土胶结紧密
,

极少见动植物遗存
。

陶片

中可辨器形有釜
、

鼎
、

灶
、

支脚
、

盆
、

豆
、

钵
、

罐
、

委
、

异形恐等
。

第 层 在第 层下较深处 直接叠压

在第
、

层上
,

厚 一 米
。

主要由大量的沙

粒
、

小陶片
、

木炭
、

烧土块组成
,

还有少量的木

块
、

树枝条
,

应是经过冲刷
、

搬运而来的次生堆

积
。

从其中最晚的陶片和主要陶器器形看
,

与

第 层的年代接近
。

第 层 深青灰褐色土
,

含细沙
,

略粘软
,

被第 层叠压
,

厚 一 米
。

此层下开 口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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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五 陶支脚

质遗物
。

该层下部露出较多保存尚好且排列有

一定规律的木柱
,

并在此层下的地面上多能找

到柱坑的开口
,

表明其与遗址早期重要的木构

建筑遗迹有关
。

从出土的陶片中可以看出以敛

口釜
、

敞口釜为主
,

还有一些直口釜
、

单耳小 口

釜
,

另有盆
、

盘
、

钵
、

罐
、

支脚等
。

第 层 褐灰色土
,

较湿软
,

厚 一

米
。

除包含较多大块陶片外
,

还夹杂肉眼可见

的木块
、

木屑
、

树叶
、

菱角
、

橡子
、

酸枣
、

稻谷壳
、

炭化米粒
、

动物骨头等大量有机质遗物
,

以及

肉眼难以辨认的碎骨
、

种子
、

抱粉等动植物遗

存
。

在此层堆积表面保存着以成排方体木柱为

特征的木构建筑遗迹
。

此层下的堆积除  !

外
,

均未发掘
。

出土陶器中敛口有脊釜较多
,

另

有敞口釜
、

盆
、

盘
、

钵
、

罐
、

豆
、

器座
、

支脚等
。

第 层 深褐色土
,

湿软
,

夹杂少量纯净的

青灰色淤泥
,

厚约 米
。

包含物与第 层相

近
,

但保存状况较之更好
。

出土的陶器与第

层基本相同
,

但敛口有脊釜的比例较之更大
。

第 层以下是细腻
、

纯净
、

勃软的青灰色

田一六 玉块

多带垫板 木础 的柱坑类建筑遗迹和可能是

食物储藏坑的灰坑
。

出土陶片中可辨器形有敞

口 釜
、

灶
、

颤
、

豆
、

罐
、

盆
、

钵
、

支脚等
,

还有少量

鼎足
。

第 层 青灰色土
,

沙性大
,

松软
,

夹杂略

硬 的青黄色土块和木炭颗粒
,

也有较 多的陶

片
、

骨头和木块等
,

厚 一 米
。

此层下露出一

些木柱的尖部和几座二次葬的墓葬
。

出土陶片

中较多的器形有敞口 釜
、

敛 口釜
,

直口 釜较少
,

另有双耳罐
、

盆
、

盘
、

钵等
。

第 层 深灰色土
,

松散
,

夹杂较多的木炭

颗粒和黑色灰烬
,

与第 层不易区分
,

厚

米
。

除陶片外
,

还包含较多的木
、

骨类有机
图一七 木桨 出土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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淤泥
,

经取样分析
,

为全新世较早阶段的海相

沉积
,

在遗址附近厚数米至 多米
。

在田螺山

南侧较浅处打穿这层海相沉积的两个探孔底

部
,

发现了一些木炭颗粒和可能是小陶片的遗

物
,

这将在后续的发掘中设法加以证实
。

上述第
一 层

,

根据土色
、

土质
、

叠压次

序和出土器物的形制
,

可以分为早晚紧密衔接

且文化内涵各具特色的三个阶段
。

三 第一期遗存

遗迹

由于第 层下的堆积尚未全部发掘
,

第一

期遗存中的遗迹除了 处木构建筑单元的局部

较清楚以外
,

其他尚不详
。

在 以第 层下出土了排列

整齐
、

加工规整
、

用材讲究的两排方体木柱
,

方

向朝南且略偏西
,

横向间距约 米
。

西列由 根

木柱组成
,

跨度约 米
,

每 根邻柱的间距约

米
。

最北一根木柱最粗
,

边长约 米
,

似为

西北角的转角柱
,

其余木柱的边长约 米
,

往

南似未到头
。

东列由 根木柱组成
,

南段已缺失

根
,

其各 自的位置多与西列木柱相对
。

有些木

柱露头于第 层下
,

并在第 层下可找到柱坑

的开口
,

而且至少打破了第
、

层
,

坑 口以上

木柱长 一
米

,

坑下埋深和底部的处理方

式 尚不详
。

这两排木柱应是该遗址中保存 良好

的早期木构建筑遗迹的一个单元
。

另外
,

受发

掘面积的限制
,

单元形态 尚不完整
,

但整体形

态很可能是南北向伸展
、

东西两个方 向进出的

长排形连体分间木构房屋
,

同时从木柱的分布

趋势和遗址的空间布局分析
,

发掘区的东南方

向应是这组建筑的主体所在
,

并在位置上可能靠

近遗址的中心区域
。

这种形态的木构建筑遗迹在

河姆渡遗址的同期遗存中尚不清楚
,

从第 层堆

积的表面不适合人长期直接居住看
,

这类建筑也

应是架空居住面的干栏式木构建筑 图三
。

在 以
、

中有大致呈南北 向成

排分布的方体木柱
,

从木柱外表看
,

与 不

同
,

应是另一个木构建筑单元
,

其主体可能向

西南方向延伸
,

且西北部的一根可能是转角柱

的木柱的边长超过 米
,

格外粗大 图四
。

 独木桥 在 第 层下也出土

了早期木构遗迹
,

主体由 根横卧的首尾相连

的粗大木材和左右两侧起支撑
、

加护作用的小

木桩组成 图五
,

在其附近还出土了 件完整

的木桨 图六
、

一七 和一块残桨叶
。

初步推断
,

该遗迹可能是一处临近河湖的小码头或河埠

头
、

独木桥类设施
,

并且在层位上大致能与东

边探方中的成片房屋建筑遗迹相联系
。

这一发

现对于认识 田螺山遗址的村落布局具有重要

价值
。

遗物

第
、

层出土遗物的保存状况较好
,

我

们一方面用传统方法收集肉眼可见的粗体遗

物
,

另一方面用不同规格的筛子淘洗文化层泥

土以收集微体动植物遗存
,

为多学科的综合研

究提供材料
。

尽管只发掘了 的第
、

层
,

但出土的早期遗物很丰富
。

按性能和材质将出

土的遗物分为计件实用器物和不计件人工和

自然遗物两大类
。

第一类 计件实用器物
。

它们是当时的人

们用各种材料有 目的地加工和使用的单独成

件的器物
,

按材料分 为陶器
、

骨 器 含角
、

牙

衰一 陶片数, 与陶系统计衰 单位 件

地地层层 陶 系系 陶片片

总总总总总总总总总总总总总总总总数数夹夹夹砂砂 夹炭炭 泥质质质

峨月  !!!

      

      

 ! ∀∀∀  

      的

 !!! !∀∀∀ ∀∀∀

合合 计计 《减】】  

注 不含灰坑出土的陶片和已修复器物的陶片
,

第
、

层的陶片仅出自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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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一八 陶敛口釜 刃  图一九 陶敞口釜  

日二 陶单耳小口釜 了扣叹日 图二一 陶雄  

器
、

石器 含用各种矿物制作的玉器
、

木器
、

编织物 含绳索和线
。

陶器

夹砂灰黑陶最多
,

夹炭黑陶次之
,

泥质陶

尚未出现 表一
,

这与河姆渡遗址同期的陶系

构成有较大区别
。

陶器主要用泥条盘筑和分体

拼接的方法制作
,

有的器物还需 添加耳
、

把
、

纽
、

婆
、

流等
。

多数较大陶器的外表可见横向旋

痕
、

旋纹
,

这与慢轮修整
、

器表抹光的制作工艺

有关
。

多数陶器有装饰
,

常见在口沿下或肩腹

转折处附加凸起的脊棱并在其上压印连续相

间的锯齿纹
,

在腹部和目底外表拍印或滚压绳

纹
,

在口沿或器表刻划旋纹
、

短线纹
、

动植物图

案
,

在 口沿面
、

附脊
、

颈肩部戮印锥刺纹
、

蜡齿

纹
、

谷粒纹等
。

陶器中炊器的数量最多
,

圈底的

夹砂
、

夹炭陶釜是该遗址的典型代表
,

与河姆

渡遗址第 层的同类器相同
。

与陶釜配套使用

的还有陶支脚
、

器座
、

器盖
。

此外
,

还有陶盆
、

盘
、

钵
、

豆
、

罐
、

盖等饮食和储藏器
。

陶器以圈底

为主
,

平底次之
,

圈足较少
,

未见三足器
。

除陶

容器外
,

还有陶纺轮
、

弹丸等小件制品
。

敛 口 釜 口沿面和肩部多饰旋纹和谷粒

纹
,

有的饰间断的蛇齿戳印纹
,

附加堆纹 的凸

脊上多压印锯齿纹
。

标本  ! ∀
,

口径
、

高 厘米 图一一
。

标本 仍
,

口径
、

高 厘米 图一八
。

敞 口 釜 装饰普遍 比敛 口 釜简单
。

标本

 ! ∀
,

口径
、

高 厘米 图一九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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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口 釜 口沿微侈
,

口颈竖直一体
,

饰一

圈凸脊
,

脊上压印锯齿纹
,

未复原
。

单 耳小 口釜 形体小
,

单耳位 于 口 沿外

侧
,

略束颈
,

球 形 小腹
,

圈底 饰绳 纹
。

标 本

 
,

口径
、

高 厘米 图二
。

支脚 方柱体或圆柱体
,

粗大
,

实心
,

未

复原
。

罐 均为夹炭陶
。

小 口
,

矮卷沿稍外侈
,

微

束颈
,

多饰旋纹
,

口沿至颈部外侧有双耳
,

双耳

顶部略高于 口 沿面
。

标 本  ! ∀
,

口 径
、

高 厘米 图二一
。

钵 多为夹炭陶
。

敛 口
,

弧腹或斜直腹
,

平底
。

标本  ! ∀
,

口径
、

高 厘米

图二二
。

盆 标本  ! ∀
,

敛 口
,

斜腹弧凹
,

形

制特殊
,

疑为制作敛 口釜时用多余的部件改制

而成
。

口径
、

高 厘米(图二三 )
。

盘 均为夹炭 陶
,

表面较光亮
。

宽沿
,

浅

腹
,

未复原
。

豆 夹炭陶
,

器表呈灰黑色
。

厚胎
,

圈足粗

矮
,

未复原
。

器盖 夹炭陶
。

覆盆形
。

标本 T1 03 ¿
:
40

,

底径 25
.
6

、

高 11 厘米(图二四)
。

委 标本 T1 03 À
: 25

,

夹炭黑陶
。

上部呈

龟背形
,

中脊略呈
“

人
”

字形鼓起
,

在刻划的近

圆形轮廓线内饰谷粒形组合纹样 ;下部似陶罐

的下腹
,

刻划有猪
、

鹿形动物和火焰形图案

(图七 )
。

( 2) 骨器 (含角
、

牙器 )

骨器(含角
、

牙器 )是该遗址出土器物中数

量
、

种类最多的器物
,

是 当时人们的主要生产

工具和生活用品
。

根据器形和用途的不同
,

选

取不同种类
、

部位的动物骨头
,

用敲砸
、

切割
、

雕琢
、

钻凿
、

锉磨
、

刻划等方法制作而成
。

器类

有耙
、

链
、

哨
、

凿
、

锥
、

匙
、

针
、

饰件等
,

除招以外
,

形体一般较小
。

骨器的纹饰较简单
,

多见各种

细刻纹组成的几何纹
。

相 2 件
。

残
,

有明显的磨损痕迹
。

上段侧

向凿扁方孔
,

中部穿 2个小孔(图二五 )
。

链 100 多 件
。

形 制 和大 小 多种 多样

(图二六 )
。

( 3) 石器 (含用各种矿物制作的玉器 )
�落盯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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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二五 骨招(D K3( D
:
52 )出土情况 图二六 骨铁(n K3¿

、

D K 3
¾

)

日二七 木操形器(DK
3¿

:
55

、

54
)正面 图二八 木蝶形器(DK3 ¿

:
55

、

54
)背面

出土的石器较少
,

有斧
、

裤
、

凿
、

砺石等
,

多

数制作粗糙
,

打制出外形后在刃部略加修磨
。

另外
,

出土少量用各种矿物制作的玉器
。

(
4

)木器

出土的木器近 ro 件
,

相对骨器而言
,

数量

和种类较少
,

但保存状况较好
。

每件木器都用

整块木头制作而成
,

加工方法有砍
、

劈
、

镇
、

削
、

凿
、

雕
、

刻
、

挖
、

磨 等
。

器类有桨
、

蝶形器
、

矛形

器
、

把手
、

器柄等
。

桨 3 件
。

标本 T1 03 À
: 3

,

整器磨光
。

小

圆柄
,

后段略弯
,

尾端刻短线纹
,

柄与桨叶交界

处变厚
,

饰刻纹
,

桨叶长而扁平
,

头端钝圆
。

长

lro 厘米
。

标本 T1 03 À
: 4 ,

整器有斧
、

裤类石器

留下的劈痕
,

似为半成品
。

长柄中段近方体
,

尾

端大
,

略呈长方形
,

柄与桨叶交界处变厚
,

单面

呈瘤状凸起
,

桨叶较长
,

起 中脊
,

横断面呈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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橡子
、

酸枣
、

芡实
、

葫芦
、

野

草
、

草籽
、

芦苇
、

麻栋果
、

豆

类等
。

它们与当时人的生

产
、

生活 以及生存环境密

切相关
,

是全面复原当时

社会面貌
、

生态环境的重

要材料
。

四 第二期遗存

}

图二九 芦苇编结物(D K3 ¿
:
印)

形
,

头端尖似矛
。

长 153 厘米
。

标本 T303 ¿
: 1 ,

整器小巧
,

表面大致平整
。

小方柄
,

尾端大
,

略呈

长方形
,

桨叶较短
,

扁平
,

头端近平直
。

长 107

厘米
。

蝶形器 标本 DK3¿ :55
,

残宽 17
.
4 、

高

11
.
5 厘 米 (图 二七 : 上

、

二八 : 上 )
。

标 本

DK 3¿ : 54
,

宽 32
、

高 12
.
5 厘米 (图二七

:
下

、

二八 :下 )
。

( 5) 编织物 (含绳索和线 )

芦苇编结物 已出土数片
,

有的面积较大
,

似席子
。

芦苇条劈取较匀
,

常用多经多纬垂直交

错法编织 (图二九 )
。

线团 标本 DK 3¿
:61

,

出土于一个鱼骨

坑内
,

似用植物纤维绞成
,

单根粗约 0
.
1厘米

。

第二类
:不计件人工和 自然遗物

。

从理论上

说
,

古代遗址中不存在与人的活动完全无关的

纯 自然遗物
。

在以往的考古发掘中通常不注意

系统收集器物 以外 的零散遗物
,

如烧土块
、

石

块
、

木炭等
,

但它们无疑都是人工遗物或受人为

影响的自然遗物
,

只是无法单独成器
。

该遗址

出土的这类遗物的数量和种类都很多
,

有古人

猎食动物并取下骨器原料后废弃的动物骨头

(图三O )
、

人 自身死亡后留下的骨骸
、

木柱
、

木

块
、

树枝条
、

树叶
、

木屑
、

果核
、

抱粉
、

稻草
、

稻叶
、

谷壳
、

炭化米粒 (图三一 )
、

菱角(图三二 )
、

菱壳
、

一 1
.
遗迹

} (l )木构建筑

第½
、

¾ 层的堆积由

一 于受地 下水浸润
,

木质遗

物的保存状况较好
,

为我

们判断木构建筑遗迹提供了条件
。

在 T2 03 东部

和 T303 西部的第¼ 层下
、

第½ 层表面有 10 多

个柱坑开口 (图八)
,

分布不规则
,

坑 口多呈不规

整的方形或圆形
,

边长或直径
、

深均约 0
.
6 米

,

坑底多有一块以上厚薄不一的垫板 (图三三 )
,

其中一个柱坑内错向挥叠 6 层垫板
,

总厚度约

为 0
.
5 米 (图九)

。

从柱坑的形态和垫板的加工
、

图三O 龟腹甲出土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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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三一 TZ以第¾ 层底部出土炭化米粒

日三二 菱角(DK
3¿ )

图三三 丫犯〕西南角第¼ 层下柱坑

处理技术看
,

它们代表 了史前时代

以挖坑
、

垫板
、

立柱作为木构建筑基

础营造技术的成熟形式
。

虽然在有

限的发掘范围中很难看清单体建筑

的平面形状
、

规模和走向
,

但这些柱

坑很可能属于同一个建筑单元
,

暂

编号为 F2( 图三四)
。

在这些柱坑的

周围分布着很多大小相似的食物处

理和储藏性质的灰坑
。

这些柱坑和

灰坑所在的第½ 层堆积的表面松软

且潮湿
,

不可能作为稳定的 日常居

住地面
,

而从个别柱坑旁仍竖立着

早期木柱的情况看
,

这个阶段的建

筑应是干栏式的木构连体长屋
,

而

且年代可能早至河姆 渡文化第二

期
,

即距今约 65 00 年
。

(
2

)墓葬

第½ 层下的遗迹较少
,

在 T203

的偏西位置发现了几座位于居住区

附近的简单墓葬
。

这几座墓葬均没

有明显的墓坑
、

葬具和随葬器物
,

多数肢骨残缺不全且散乱无序
,

骨

骸的形态特征显示其多为青少年
,

它们很可能属于非正常死亡的二

次葬
。

M S 骨架呈屈肢状
,

方向 950
,

骨架长 70
、

宽 50 厘米(图三五 )
。

M 6 骨架呈堆状
,

方向约 1300

(图三六 )
。

M g 肢骨叠放在一起
,

方向

约 团
。 ,

骨架长 4O
、

宽 35 厘米 (图

三七 )
。

(
3

)灰坑

在第¼ 层下有许多与柱坑一起

开 口 的灰坑
,

大小和形态与柱坑相

似
,

只是底部没有垫板
,

而多有较薄

的淤沙层和橡子
,

有的有 2 一 3 件残

破的陶器
,

它们多数可能是位于干

栏式建筑居住面下方和周围的食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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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TT30333

熟熟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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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理理理理理

健健健

汀平
...T3《抖抖

刁刁刁刁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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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一一

困 回回圈圈圈
屯
、

\

, ,

} 口
、”扩

口 “
、

一一一 OOO

。。。 口 黑 , (1----7777777

!!!!!
。嚼

;
镯镯镯镯镯镯镯 二二二二二二二二

9 . 子米

圈三四 丁2 0 3
、

T 3 0 3

、

几以
、

T 3( 只第¼ 层下柱坑
、

灰坑
、

墓葬平面分布图

储藏坑
。

在第½ 层下有几个灰坑的形成也与日 第一类
:
计件实用器物

。

按材料分为陶器
、

常生活有关
。

骨器(含角
、

牙器 )
、

石器 (含用各种矿物制作的

H 7 开口在第½ 层下
,

坑 口近圆形
,

圈 玉器)
,

木器和编织物基本不见
。

底
,

深约 0
.
4米

。

堆积有原生灰褐色烧土和黑色 (l) 陶器

草木灰
、

木炭
,

可能是一处室外土坑式灶址 夹砂灰黑陶最多
,

夹炭陶次之
,

泥质陶基

(图三八 )
。

本不见
。

器形 比第一期相对规整
,

凸脊减少并

H g 开口在第½ 层下
,

坑 口呈圆形
,

深约 弱化成附加堆纹
,

纹饰明显简化
,

素面陶器增

0
.
2 米

。

在坑口西北部出土一堆由原料
、

半成品 多
。

多见短线纹
、

戳印纹
、

旋纹
、

蜡齿纹
,

釜
、

罐
、

和健石钻等 41 个个体组成的萤石和健石制品
,

钵的口沿外缘多饰锯齿状花边
。

器类与第一期

中部出土一件残陶釜
,

周围出土一些夹杂在灰 基本相同
,

有釜
、

罐
、

盆
、

盘
、

钵
、

器座
、

支脚
、

豆
、

白泥中的细碎鱼骨 (图三九)
。

纺轮
、

小件玩具等
。

2

.

遗物 敛 口釜 数量比第一期有所减少
。

口 径显

由于埋藏的深度略浅
,

第二期遗物中有机 大
,

器高变小
,

形体逐渐变宽
。

标本 T1 03 ¾
:

质遗物的数量和质量都不如第一期
,

但陶器和 58
,

素面
。

口径 13
.
4 、

高 13 厘米 (图四O )
。

石器相对较多
。

按性能和材质将出土的遗物分 敞口釜 数量比第一期有所增加
。

腹部的

为计件实用器物和不计件人工和 自然遗物两 形态多样
。

标本 DKI ½
: 1,

筒形腹
,

双脊
。

口径

大类
。

2 3

.

4

、

高 25
.
2厘米 (图一二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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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五 M 5( 由西向东摄) 图三六 M 6( 由西北向东南摄)

图三七 M 9( 由北向南摄)

直 口釜 口微侈
,

口颈竖直一体
,

颈下部

和中腹部饰凸脊
,

脊上压印锯齿状花边
。

标本

T205½
:39

,

口径 20
.
4 、

高 20
.
7厘米 (图四一 )

。

单耳小 口 釜 形体小
,

单耳位于 口 沿外

侧
,

略 束颈
,

球形 小腹
,

圈底饰 绳 纹
。

标本

T303¾
:8

,

口径 11
.
6、高 10

.
6厘米(图四二 )

。

钵 标本 T3 02 ½
:
50

,

口径 27
、

高 14
.
8厘

米 (图四三 )
。

盘 标本 T1 03 ½
: 82

,

平底
。

口径 27
.
2 、

高

5
.
7 厘米 (图四四 )

。

雏 标本 M Z
: 1 ,

夹炭陶
。

形体高大
。

侈 口
,

双耳
,

深腹
。

口径 巧
.
4

、

最大腹径 37
、

高约 92 厘

米 (图一O )
。

标本咒05½
:
40

,

口径 13
.
8

、

底径

16
.
4 、

高 36
.
2厘米(图四五 )

。

( 2) 骨器 (含角
、

牙器)

骨器 (含角
、

牙器 )仍是当时主要的生产工

具和生活用具
,

数量多于石器
、

木器等
。

主要器

类
、

器形与第一期基本相同
,

有些骨器的加工

技术有所进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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圈三八 H7(由南向北摄)

图三九 H g(由南向北摄 )

招 6 件
。

均 残 破 或 磨 损 严 重
。

标 本

T3 01 ½
: 17

,

用牛的舰骨制作而成(图四六 )
。

链 数量较多
。

形制和大小多种多样
。

梭形器 取鹿角的尖端作为材料
,

用切割

缺 口
、

挖槽
、

穿孔等方法制作而成
,

似为纺织用

具 (图四七)
。

( 3) 石器 (含用各种矿物制作的玉器 )

石器占出土器物总数的比例仍很小
,

这与

石器在生产
、

生活中很大程度上被骨器取代有

关
。

另一方面
,

当时在砍伐和加工木材
、

营建木

结构房屋以及加工骨器的过程中
,

石器具有优

势
,

骨器无法取 而代之
。

器类有锌
、

斧
、

凿
、

楔

等
。

石材除 了用较硬的青灰色硅质岩外
,

也开

始用硬度适中的泥岩
。

有的石器经过磨光
,

且

器形规整
。

锌 与斧在形制上没有明显分化
,

难以区

分
,

唯两面起刃不对称
,

厚度略薄(图四八 )
。

斧 多呈长方形
,

器身中段较厚
,

略显转折
,

双面刃略偏锋
,

刃宽多为 4 一 5 厘米 (图四九 )
。

凿 长条形
,

较厚实
,

对称双面刃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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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四O 陶敛口釜(T1 03¾
: 58) 图四一 陶直口釜(长仍½

: 39)

日四二 陶单耳小口釜(下刃玉日
:
8) 图四三 陶钵(T3( 泛½

:
50 )

日四四 陶盘(T1 03 ½
: 82) 图四五 陶旅(TZos½

:
4o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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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四六 骨粕(T30 1½
: 17 )

楔 形制似斧
,

但一般比斧窄长
。

整体较厚
,

顶端多有麻点状的击打痕
,

可能是一种剖裂长木

材的工具
。

球 多用硬度较大 的隧石
、

石英
、

硅质

岩制作而成
,

表面粗糙
,

多麻点
。

直径多为 3
一 5

厘米
。

砺石 材料为砂岩
。

主要用于加工骨器和

石器
,

有的磨面平缓
,

有的残留因磨制条形骨

器而形成的条形浅槽
。

饰件 一般用石英
、

萤石
、

叶蜡石等制作

而成
。

器类有块
、

瑛
、

管
、

珠
、

坠等
,

无纹饰
。

第二类
:不计件人工和 自然遗

物
。

由于文化堆积埋藏的深度仅 1

米多
,

地下水不能长期稳定在这个

深度
,

有机质遗物 的保 存状况较

差
。

除了柱坑底部的垫板和动物遗

存外
,

木屑
、

果核
、

种子
、

草叶等

只残留在较深的灰坑和柱坑底部

(图五O )
。

第三期的遗迹较少且零散
,

只有一片较密

集的石块
、

红烧土块分布区和少量的灰坑
、

柱

坑
、

墓葬
。

( l) 建筑残迹

在第º A 层下
、

第» A 层表面有近南北向

密集排列 的石块
,

可能与遗址晚期的建筑有

关
,

也可能是村落居住区的边界
。

在第» A 层下有 9 个不规则分布的柱坑
,

其中 2 个柱坑近方形
,

边 长约 0
.
6

、

残深 0
.
巧

米
,

坑底有条状垫木
,

其余 7 个柱坑底部均有单

块垫板 (图五一 )
。

它们与第二期的柱坑有明显

的传承性
,

应是一种建筑遗迹
,

暂编号为 F I
。

(
2
) 墓葬

M 3 在 T3以 东北角第º A 层下开 口
。

坑

口近圆形
,

圆底
,

直径约 0
.
8

、

残深约 0
.
3 米

。

出

土 3件陶器
,

其中 2件是上下叠压的夹炭红褐

陶盘口 釜
,

在河姆渡遗址附近的誊架山遗址中

也出土过类似的陶釜
,

当时推测是一种比较特

殊的瓮罐葬(图五三 )
。

M 4 在 T304 北部第» A 层下开 口
,

坑 口

被一个柱坑打破
。

残长 0
.
85

、

宽约 0
.
65

、

深约

0
.
2米

。

出土一具骨架
,

方向好
,

肢骨集中堆放
,

未见葬具和随葬器物
,

应为二次葬(图五二)
。

(
3
)灰坑

H l 在 T303 东北部第º A 层下开 口
。

坑

口 为圆角长方形
,

坑壁略呈袋状
,

长 1
.
05

、

宽

0
.
85

、

深约 0
.
65 米

。

坑底有较多的红烧土块和草

木灰
,

出土 l件夹砂红褐陶筒腹釜和许多陶釜
、

五 第三期遗存

遗迹 图四七 骨梭形器(D K3 ¾
: 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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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四八 石镇(T 30 1½
: 11) 图四九 石斧(1

,

30
1

½

:

5)

盘的碎片
。

Hl 可能是一处土坑式灶址(图五四)
。

H 2 2 在 TZ以 东北角第» A 层下开 口
。

坑

口 为圆角长方形
,

坑壁近直
,

圈底
,

长 0
.
8 、

宽

0
.
6

、

深 0
.
85 米

。

坑底有许多橡子 (图五五 )
。

2

.

遗物

第» A
、

¼ 层出土的有机质遗物较少
,

主要

是灰褐色泥质陶
、

红褐色夹砂陶
、

烧土块
、

石

块
、

残石器等遗物
,

仅在 T1 03 第» B 层出土了

一些骨器和木头
。

另外
,

在个别较深的灰坑底

部出土了一些木头
、

橡子
、

草叶等有机质遗物
。

按性能和材质将出土的遗物分为计件实用器

日五O HS 出土橡子

物和不计件人工和 自然遗物两大类
。

第一类
:
计件实用器物

。

按材料分为陶器
、

骨器 (含角
、

牙器)
、

石器 (含用各种矿物制作的

玉器 )
。

(
l
) 陶器

夹砂陶
、

泥质陶和夹炭陶的比例相当
,

其

中夹炭陶的质地疏松
,

多有红衣
,

并多饰繁复

的附加堆纹 ;夹砂陶以夹砂灰陶为主
,

含砂粒

较粗
,

胎质多硬实 ;泥质陶有红
、

黑两种
,

前者

多是外壁红
、

内壁黑
,

后者一般是泥质灰胎黑

皮陶
。

器表装饰已明显简化
,

以素面为主
,

部分

器物上有绳纹
、

短线纹
、

锯齿纹
、

戮

印纹
、

附加堆纹等
。

陶釜中的敞 口

釜仍为主流炊器
,

但形制
、

装饰风

格
、

制作工艺与前期相比有较大的

区别
,

新出现了以不规整柱状足为

特征的鼎
、

多角沿釜等炊器
,

另有

罐
、

支脚
、

灶
、

陶塑等
。

敞口釜 夹细砂灰黑陶
。

形体

较大
。

敞 口
,

粗颈
,

垂腹
,

圈底近

平
。

沿下饰附加堆纹
,

腹部和底

部饰绳纹
。

标本 H 4 : 2
,

口径 犯
.
6 、

高 24
.
4 厘米(图一三 )

。

另有一种

形体较小者
。

敞口
,

浅筒形腹
。

饰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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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五一 第三期柱坑 图五二 M4(rl一西l‘]东摄 )

纹
。

标本T203¼
: 4 ,

口径 31
.
6 、

高 22
.
6 厘米

(图五六 )
。

盘口釜 标本 M 3
:3 ,

夹炭黑陶
,

器表红褐

衣已脱落
。

盘 口
,

束颈
,

宽肩
,

圆底
。

肩部饰附加

堆纹和蜡壳印纹
,

腹部饰细绳纹
。

口径 24
、

最大

腹径 38
、

高 43 厘米(图一四)
。

鼎 夹粗砂陶
。

宽沿
,

沿面大多内凹
,

以柱

状足为主
,

未复原
。

罐 形体多矮胖
。

有牛鼻形双

—耳
,

未复原
。

支脚 标本 T303 » A
: 1 ,

夹

砂红褐陶
。

下部为中空的喇叭形
,

上部捏塑成动物头形
,

肩部有一半

环形耳
,

其下方用戳孔加刻划的方

法饰人面形
。

底径 18
、

高 20 厘米

(图一五 )
。

灶 残
。

表面有指甲剔刻纹
,

有的有拱形投柴孔
,

未复原
。

陶塑 多以动植物为原形制

作而成
,

有的单独成件
,

有的是陶器

的 纽
、

耳
、

流 等 部 件
。

标 本

长以» A
: 2 ,

象头形陶塑
。

夹砂红陶(图五七 )
。

( 2) 骨器 (含角
、

牙器 )

骨器(含角
、

牙器 )很少
,

有招
、

坠饰等
。

相 标本犯03 » B
: ],

形制与第二期基本

一致
。

中部有明显的用于安柄的凹痕(图五八 )
。

坠饰 标本 T2 03 ¼
: 1,

用鹿类动物的角

略加修磨和钻孔制作而成 (图五九 )
。

图五三 M 3( 由西向东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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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一
二二二二 , 一 一 一 一 ~ ~ 、

量较多
。

它们对于认识该遗址晚期的聚落形态

有一定的价值
。

六 结 语
\\l|

A‘

l|||||||日日�111,

-·,,,门川川I|I||!。
;

A一

训、·、、

、 、

一七二二二二二二
-
一

}

口
3......…… ,

皿
形

0
‘

图五四

50 厘米

H I平
、

剖面图

( 3) 石器 (含用各种矿物制作的玉器 )

石器在选料
、

工艺方面与第二

期相比有明显的改进
,

高硬度的石

料基本被淘汰
,

多选用沉积岩等硬

度适中的岩石
,

但锋利程度有所提

高
。

石器大多形体规整
,

磨制光洁
,

有斧
、

裤
、

凿
、

砺石
、

球
、

弹丸等
。

用各

种矿物制作的玉器多采用线锯切

割和片锯切割工艺
,

有块(图一六 )
、

管
、

瑛
、

珠
、

坠等
,

其中块
、

管
、

珠等还

采用实心钻或点式旋钻工艺
。

第二类
:不计件人工和 自然遗

物
。

除个别较深的灰坑底部有木头
、

草叶等外
,

还有红烧土块和石块
,

数

近年来
,

在宁绍地区西部
、

南部和金衙盆

地边缘的浦江小盆地
,

相继发现和发掘了跨湖

桥
”I

、

上山 ”’、

小黄山 14等重要遗址
,

出土了约距

今 l以拟〕
一 7 以刃 年的新石器时代较早期遗存

,

在学术界引起了很大反响
。

虽然它们均未能表

现出与河姆渡文化的直接联系
,

但在一个空间

不大的地理区域找到了诸多早于河姆渡文化

的遗存
,

明确显示出钱塘江和杭州湾南岸早期

史前文化格局的复杂性
,

也更加凸显出探索河

姆渡文化源头的紧迫性和必要性
。

对于田螺山遗址的发掘来说
,

河姆渡遗址

既是一个考古发现的界标
,

更是史前文化学术

研究难以超越的一个顶峰
,

但 田螺山遗址 2(X 科

年的发掘还是显现出非同寻常的意义
。

第一
,

在 300 平方米的发掘范围里
,

在大部

分 尚未发掘到底的情况下
,

已出土各类器物

l仪旧多件
。

而在河姆渡遗址 2以X) 多平方米的发

掘范围里出土 叹X旧 多件遗物和不计其数的动

植物遗存
,

虽为复原远古社会的生产
、

生活场

景与生态环境提供了丰富的材料
,

但由于晚期

遗存较单薄
、

早晚期文化的差异
,

至今仍有关

于河姆渡遗址早晚期遗存的文化属性等问题

图五五 H22 (由西向东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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圈五六 陶敞口釜 (T2 03¼
: 4) 图五七 象头形陶塑(几【坤À A

: 2)

的争议
。

田螺山遗址清晰和连续的地层关系以

及第一
一 三期遗存中紧密衔接的文化内涵

,

特

别是第三期以大量陶敞口 釜为代表的核心因

素
,

可以有力地平息上述争议
。

第二
,

在河姆渡遗址发掘之后直至 199 6 年

鳍山遗址 I5] 的发掘
,

其间没有发现其他河姆渡

文化早期遗存
。

2 (X 抖年 田螺山遗址的发掘实现

了河姆渡文化早期遗址在姚江流域的空间分

布
“

由点成线
,

再到面
”

的历史跨越
,

由此促使

我们提出
“

河姆渡文化核心聚落群
”

的概念
。

发

掘和钻探情况还表明
,

田螺山遗址是迄今为止

发现的河姆渡文化中地面环境条件最好
、

地下

遗存比较完整的一处依山傍水式的古

村落遗址
,

在地理位置上与河姆渡遗址

遥相呼应
,

并具有与河姆渡遗址相近的

聚落规模和至少相似的年代跨度
,

对于

研究河姆渡文化具有独特价值
。

第三
,

在 田螺山遗址普遍发现了

叠压在文化层上
、

下的淤泥层
—

全

新世海相沉积
,

它表明了河姆渡文化

在沿海地区形成和发展 的特殊性
,

也

为发掘区内东
、

西两部分早晚堆积的

明显落差找到了距今 日X】)年前后海

平面快速上升
、

自然和人文环境突变

的一个证据
,

并为解释河姆渡文化早

晚期遗存面貌的较大差异找到了重要 图五八

的切人点
。

我们结合萧山跨湖桥遗址类似的地

层关系和
’

℃数据
,

可以分析和修正对河姆渡文

化已有的年代判断
。

跨湖桥遗址的多个
‘
℃数据

显示其文化遗存在距今 7《XX )年以前
,

但这些数

据和河姆渡遗址原有
’

℃数据发生了矛盾
,

即导

致跨湖桥文化消失或毁灭的海平面 上升过程

却与河姆渡文化在沿海地 区出现和繁盛的过

程 同步
。

据古地理学等相关研究成果看
,

全新

世海平面上升虽然是波动式的
,

但在宁绍地 区

这样一个小区域里应该是同步的
,

所以跨湖桥

遗址和田螺山遗址的年代上限应该基本一致
。

据

田螺山样品
’

℃数据
,

第À 层标本的 2个校正数

骨招(T203» B
: l) 图五九 角坠饰(程03¼

: 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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衰二 14C 年代侧定裹

实实验室编号号 原编号号 标本物质质
,4

C 年代(Bp))) 校正年代(BC) 68
.
2%%%

BBBKZ 侧加旧2777 04 Y竹103ÀÀ 木炭炭 67 11
士
90 年年 5720

一
5 5 3 0 年年

BBBKZ (兀闷0 2 888 以YTr 104 » BBB 木炭炭 5081 土
66 年年 3960 一

3 7
90 年年

BBBKZ 《兀冈0 2 999 以Y了口以½½ 木炭炭 6362 士 1 1 7 年年 5480
一
5 2 3 0 年年

BBBKZ 以抖0 3000 04 Y丁口04 ÀÀ 木炭炭 694 9
土
7 3 年年 5890

一
5 7 3 0 年年

注
:B P 为距 19 50 年的

’4
c 年代

, ’礴
c 年代计算所用半衰期为55 68 年

。

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科技考古与文物保护实

验室 2加5 年3 月测定
。

据均在距今 8(X X)
一
75 00 年之间(表二 )

,

这在一

定程度上支持了河姆渡文化早期与跨湖桥文化

平行发展的新认识
。

第四
,

经过发掘和钻探已初步了解了遗址

的范围和布局
,

特别是在有限的发掘区内
,

发现

了第¾ 层下两种性质的聚落遗迹
—

干栏式建

筑和村落西侧通向外界的水岸木构设施
,

二者分

处不同的空间位置
,

在使用功能上又有直接的联

系
。

这为认识田螺山遗址的村落布局和进一步开

展河姆渡文化聚落考古研究提供了重要材料
。

第五
,

发掘出土的多层次柱坑遗迹
,

一方

面有序地代表了以挖坑
、

垫板
、

立柱为建筑基

础营建技术的阶段性特征和发展水平
,

另一方

面间接地反映出河姆渡先民的生存活动与 自

然环境演变的密切关系
。

同时
,

由于这些遗迹

的开口层位在发掘中得到可靠认定
,

因此可以

证实此类建筑技术的起始年代应该至少在河

姆渡文化第二期
,

即距今 65 00 年前后
,

并进一

步表明南方地区史前木构建筑中
,

围护与承重

功能分离的技术进步对后世建筑结构和形式

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

另外
,

已初步揭露的第¾

层下 以成排方体木柱为主要形式的早期木构

建筑遗迹的干栏式属性比较明确
,

建筑技术更

加成熟
,

为复原建筑单元创造了良好的开端
。

第六
,

在以往的考古发掘中通常会把纯净

的淤泥层看做生土层
。

在田螺山遗址距地表 5

米多深的淤泥层下的地下山坡表面发现了一

些微粒木炭
,

另外在 DK3( 施工坑 )一角的地质

钻探中
,

在近 ro 米深处发现了一些木炭和可能

是小陶块的颗粒
,

这为我们在姚江流域寻找距

今七八千年以前的古人生活遗存
、

揭开河姆渡

文化起源之谜提供了线索
。

第七
,

田螺山遗址得天独厚的埋藏环境和

丰富的遗存
,

为我们开展多学科研究
、

把握 当

时社会经济形态的复杂性提供了良好的条件
。

3 0 多年来
,

河姆渡文化一直是宁绍地区史

前考古的核心内容
,

田螺山遗址 2(X 抖 年的发掘

对于河姆渡文化的深人研究
、

保护和宣传具有

很大的促进作用
。

领 队 :孙国平

发 掘 :孙国平 黄渭金 郑云飞

刘志远 徐志清 渠开营

张海真

整 理 :孙国平 徐志清 渠开营

张海真

摄 影 :孙国平 李永嘉 郑云飞

绘 图 :刘志远 孙国平 许慈波

执 笔 :孙国平 黄渭金

浙江省文物管理委员会等《河姆渡遗址第一期发

掘报告》
,

《考古学报)l 97 8年第 1期;河姆渡遗址

考古队(浙江河姆渡遗址第二期发掘的主要收

获》
,

《文物》19 即年第 5期;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

所《河姆渡—新石器时代遗址考古发掘报告》
,

文物出版社
,

以刃3 年
。

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萧山跨湖桥新石器时代

遗址)
,

( 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学刊)l 望场 年
,

总

第 3期;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等《跨湖桥》
,

文

物出版社
,

2 以又 年
。

( 下转第 73 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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