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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0 1 1年发掘的 内蒙古克什克腾旗喜鹊沟盆 。 陶 鬲的 口沿上端或颈部常见一周附加堆

遗址是迄今为止我国长江以北地区发现的年纹
，
且常在领部加装鸡冠形鋈 ［

1

］

。

代最早的铜矿遗址 ，
具有独特的聚落特点和与喜鹊沟遗址陶器特征相似的遗存见于

生产方式。 对此遗址的发掘 ，
不仅丰富 了对赤峰市松山 区砚台山遗址Ｂ 2 区 。 该遗址是

一

本地区晚商时期考古学文化的认识 ，
更使我处小型居住址 ， 从 出土陶片看 ，

可辨器类有

们了解到这一时期土著人群对当地铜 、 锡矿鬲 、 甎 、 尊形器 、 盅 、
陶拍 、 纺轮等 ［

2
1

。 以

产资源的开发情况 ， 为深人研究本地区早期往在林西锅撑子山 ［
3

1

、 克什克腾旗天宝同 ［

4
］

、

青铜时代的文化 、 生业与技术等提供了
一批巴林右旗古 日 古勒台

［

5
］也 曾采集到风格类似

珍贵的资料。的遗物 ，

2 0世纪初在哲里木盟小库伦还收集

、 ｍ＾＾Ａ，到类似的完整 陶鬲
［

6
］

。 近年在西拉木伦河流
一

、 域的考古调查 中 ， 在巴林右旗的呼特勒 、 查

喜鹊沟遗址 出土 陶器中 ， 夹砂灰 褐陶日斯台 、 和布特哈达和塔布敖包等地点也曾

占全部陶片 的 7 5 ％以 上
， 夹砂红褐陶 约 占发现过领饰附加堆纹 、 或有珍珠纹和鸡冠状

2 0％ 。 陶器中饰绳纹者占 8 0％以上 ， 素面者鋈的鬲类器物 口 沿残片
［

7
］

。 在喜鹊沟遗址发

不到 1 0％ 。 部分绳纹比较模糊 ， 也见少量先掘期间 ， 李延祥 、 陈建立与韩立新调查发现

施绳纹再局部抹平者 。 遗址出土的大量陶片了黄岗梁上的伊和沃门特采矿遗址 ， 采集到

中
，
可辨器类以鬲为大宗 ，

另有少量的罐和的陶片及石锤等采矿工具 ， 特征与喜鹤沟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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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一 喜鹊沟类遗存陶器
1
￣

4 、 6 、 8
－

1 2 ， 1 7 ． 鬲 （喜鹊 沟 Ｆ 1② ： 2 0 、 喜鹊沟 Ｆ 1① ： 3 2 、 喜鹊沟 Ｆ 1② ： 2 1 、 喜鹊沟 Ｆ 1① ： 3 3
、
砚 台山 Ｂ 2 区

Ｈ 1 2 
： 1 5 、 砚台山 Ｂ 2 区Ｈ 1 6  ： 1 、 小库伦 、 小库伦 、 砚台山 Ｂ 2 区 Ｈ 1 2  ：1 3 、 天宝 同 、 砚台 山Ｂ 2 区Ｈ 1 6 ：  2 ） 5 ． 盆

（ 喜鹊沟Ｆ 1① ：

2 9 ）
＂

7 ． 罐 （ 喜鹊沟Ｆ 1① ： 3 1 ） 1 3 ． 齟
（
砚 台山Ｂ 2 区Ｔ 1① ：

1 5 ） 1 4 ． 尊形器 （ 砚台山 Ｂ 2 区 Ｆ 2 ：

1
） 1 5

、
1 6 ． 盅 （砚 台 山Ｂ 2区Ｈ 1 5  ：1 、 6

）

址 出 土遗存完全相 同 ， 应当是与喜鹊 沟遗中均可见 到领饰附加堆纹的 高领鼓腹鬲 ，

址地域 毗邻且年代 同时的另
一处重要 的采然而形体上均较赤峰地区上述遗址所见同类

矿遗址 。器瘦小 ， 同时袋足也显瘦而浅 ，
足跟形态多

这类遗存的陶器 以夹砂灰褐陶为主 ， 其样
，
领部不见对称鋈 ， 未见珍珠纹装饰 。 向

次为夹砂红褐陶 ，
另有极少量泥质陶 。 器表阳岭遗址颇有特色的高领深弧腹鬲不见于赤

流行饰竖向 、 斜向或交叉绳纹 ，
且存在先施峰地区 。 此外

，
向 阳岭遗址第三 、 四期遗存

绳纹再局部抹平的做法 ， 极少见弦断绳纹 。和喀左后坟陶器群中流行夹砂红褐陶 ，
器表

以陶鬲为主要炊器 ，
另有少量陶覷 。 陶鬲 以素面或绳纹被抹去的 比例更高 。 两地所见其

领 、 腹分界 比较明显的高领鼓腹鬲为多 ， 体他罐 、 钵类陶器的形制特征也有明显区别 。

形较宽胖 ， 袋足较肥硕 ， 均有附加的尖锥状鉴于现有的资料积累 尚不充分 ，
且已有迹象

实足跟 。 此类鬲的领部在绳纹之上常加饰
一显示两地含

“

花边鬲
”

遗存存在明显区别 ，

周附加堆纹 ，
有的在领中部饰一周珍珠纹 ，所以可暂将赤峰地区 目 前所见的以高领鼓腹

或有对称鋈 。 也有少量领 、 腹无明显分界的花边鬲为代表的遗存称为喜鹊沟类遗存 （ 图

筒腹鬲 。 领饰附加堆纹条带 的鬲 以往多被称
一

） 。 目前来看 ， 此类遗存的分布地域可能

为
“

花边鬲
”

。 据韩嘉谷先生研究 ，
此类既包括赤峰地区北部的西拉木伦河流域 ， 也

风格 的器物主要是在晚商时期伴随北方系青包括南部的老哈河流域 。

铜器而广布于中 国北方的长城地带 以往以往对科尔沁沙地东部至松辽分水岭两

被划归魏营子类型 的辽宁西部义县向 阳岭翼地带进行的考古调查 中 ， 也发现有一批陶

遗址第三 、 四期遗存
［
9

］

和喀左后坟 陶器群
＿器特征与之相近的遗存 ［

＂
］

。 但由于缺乏发掘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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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 ，
上述地区含

“

花边鬲
”

的遗存的性质是的简陋窝棚式建筑 ， 应当就是采矿工人的临

否与喜鹊沟类遗存相同 ，
还有待今后的进

一

步时住所 。 遗址地表发现的两道石墙 （ Ｑ
1

、

工作来解决 。 但至少已有迹象表明 ，

“

花边Ｑ
2 ） 和一座石砌建筑 （ Ｊ 1 ）

，
用途不 明 ，

鬲
”

正是沿这一地带继续向东传播的 。但从位置靠近房址和矿坑 、 石砌建筑 （ Ｊ 1
）

一般认为 ，

“

花边鬲
”

在辽西等地 的出的墙 内也有垄砌进去的石锤且地表未见任何

现始 自 晚商时期 。 喜鹤沟遗址的碳十四测年晚期遗物等迹象来看 ， 很可能也与采矿活动

数据也主要在晚商积年范围之内 ， 其下限或相关 ，
不像定居性聚落中的建筑物 。 遗迹内

可至西周初 。 本次对喜鹊沟遗址的发掘 ，
无出 土的工具中 ， 采矿及加工矿石的工具占绝

疑证实 了这类含
“

花边鬲
”

的遗存在晚商时大多数 ， 有少量狩猎工具 ， 未见农具 。 出土

期的西拉木伦河流域确有分布 。 喜鹊沟类遗的生活用器中 ， 仅见陶鬲 、 陶盆和陶罐的残

存的发现与辨识 ， 填补了本区内夏家店上层片 。 这样的工具和用器组合 ， 说明聚落中的

文化与夏家店下层文化间长达数百年的年代人群来到此地的 目 的就是为了采矿和加工矿

缺环 ， 为我们探讨本地区夏家店上层文化的石 ， 并不从事专门 的农业生产 。

来源提供了
一

条重要线索 ，
也为我们进

一

步值得注意的是 ，
ｎ面积虽然不大 ， 但其

研究
“

花边鬲
”

向松嫩平原的传播过程提供居住面的不同位置共发现有三处坑式灶 ，
灶

了地域上的中 间环节 。内出土石锤、 石块 、 烧灰 、 炭粒、 经烧烤 ＿

的

—

兽骨 、 鱼骨和红烧土块 。 如果三处灶址 同时
二

、 聚落特点 与 生计万式使用 ，
未免会使得室内空间变得十分拥挤 ，

从诸多方面来看 ， 喜鹊沟遗址都是
一处所以不排除它们是不 同时间段使用所遗 留的

非常特殊的聚落 。可能 。 此外 ，

Ｆ 1 堆积中还发现有四处明显的

首先 ，
这处遗址的面积虽然可达 1 2 0 0 0用火痕迹 ， 其中也有经烧烤的兽骨 、 鱼骨和

平方米 ， 但其位于基岩裸露的山脊之上 。 从陶片 。 这四处残存的用火痕迹位于房内堆积

地探部门所挖的十多条探矿槽的剖面可以明的不 同位置 、 不同深度 ， 其间均存有不 同厚

显看出 ， 除遗址南部很小范围内存在文化层度的堆积层 。 虽然从整体上很难将 Ｆ 1 的房内

堆积和 明显的居住遗存之外 ， 绝大多数地段堆积分层 ， 但多处用火痕迹的存在 ， 表明在

地表 即可看到基岩或基岩风化形成的初育堆积形成的过程中也不断有人来此活动 ，
且

土 。 遗迹的类型以采矿形成的矿坑为主 ， 地每次活动之间均有一定的沉积物相隔 。 房址

表所见的遗物也主要是采矿和加工矿石的石内 出土的生活用器种类也很少 。 这些现象都

质工具 。 本次发掘发现的两处房址 ， 均位于反映出该聚落并非常年定居的村落 ，
而最有

遗址南部山顶平台 附近 ， 地表可见的六处古可能的是季节性使用的聚落 。

矿坑中有五处即位于其周边很近的范围 内 ，其次 ， 从遗址周边的环境 、 气候 、 土

且Ｆ 2 打破Ｆ ｌ
，

Ｆ 2应为 Ｆ 1废弃后在其旁修建壤 、 资源等方面来看 ，
在当时的生产力状

的 。 显然 ， 在同一时间段内很可能只有
一座况下也很难满足维持人们长期生活和居住

房址在使用 。 Ｆ 1 的居住面上及灶内 出 土有石的需要 。 喜鹤沟遗址位于大兴安岭西南端迎

锤等采矿工具 ，

Ｆ 2 的石墙空隙内也垒砌有残风坡面的
一处 山脊上 ， 西北接平坦宽 阔的

断的石锤 ， 说明这两处房址都与采矿活动密贡格尔草原 ， 西南濒临浑善达克沙地 。 这
一

切相关 。 从这两处房址的结构看 ， 均为部分带虽然年均降雨量可达 3 5 0 ￣ 4 0 0毫米 ， 但是

直接开凿在基岩之上 ， 部分用石块垒砌 ， 墙气候冷凉 ， 年平均气温仅有 Ｉｔ
￣ 2 ｔ 。 其中

壁 、 地面均未见特殊加工 ， 很像是临时使用
一

月 份平均气温在零下 2 3Ｔ ？零下 2 4 Ｔ
，
七

．

8 1 （总  4 4 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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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 份平均气温也仅有 1 6 1 ￣

1 7 冗
，
无霜期为难 以鉴定 ， 但大略可知鱼的体形较小 ， 长度

6 0 ￣ 1 0 0天 ， 不适合普通农作物生长 。 遗址多不超过 3 0厘米。 由此可以推定 ，
聚落内人

周边在克什克腾旗现今的气候区划 中也被划群的肉食资源主要源于专人饲养的家畜和捕

人温凉寒半湿润牧业气温区 。 而且
， 从土壤捞的鱼类 ，

很少一部分则源于狩猎活动 。 需

分布情况看 ， 遗址所在的达来诺 日镇管辖范要说明的是 ， 在土样浮选 中 ， 除木炭屑外 ，

围 内 ， 山 岗地带遍布基岩及由基岩风化形成未发现任何古代植物的标本 ，
这似乎表明植

的粗骨土和石质土 ，
属初育土范畴 ， 土体中物类食物在人群食物构成中所 占的 比重可能

烁石和岩石碎屑含量较多 ，
肥力极低 ， 难以十分有限 。 这样的食物来源构成 ， 显然与遗

利用 。 而草原 、 漫滩地带多属黄暗栗沙土或址周边的 自 然环境特点十分契合。 而且
， 从

沙质暗栗钙土 ，
还有沙壤质冲湖暗栗土 、 沙采矿活动的适宜期和大量捕鱼活动来看 ，

人

质冲湖暗栗土等土壤类型 。 这些土壤类型中群在此活动 的季节应当是在夏季前后 。 上述

的有机质含量也都很低 ， 属于不适合开展农人工驯养的动物中 ， 除家猪以外均是适应于

耕的土壤类型 ［

1 2
］

。 加之当地靠近浑善达克沙草原环境的动物 。 可以想见 ， 夏季牧草丰美

地边缘 ，
风沙十分严重等原因 ，

现今这
一

带之际
， 当驱赶足够数量的牛群 、 羊群进人草

仍只适合发展畜牧业而不宜农耕 。 遗址与最原
，
即使不依赖农耕 ， 仍可在相当大的程度

近的定居村落官地嘎查距离有 8公里 ， 距离上维持采矿人群的生计 。 遗址西去贡格尔河

最近的喜鹊沟牧站也有 3公里 ， 当地村民的仅约 2 0公里 ， 西南距岗更诺尔 、 达里湖也都

收入至今仍主要依赖于畜牧业 。在步行一 日 可往返的范围 内 。 而这些水域至

既然喜鹊沟遗址不属于定居的村落遗今仍盛产体形较小的鲫鱼与华子鱼 。 遗址往

址
， 周 围地 区 的环境因 素又 的确不适合农东即是绵延 的大兴安岭山 地 ， 林木繁茂 ，

至

耕 ， 那么
， 该聚落究竟是采用什么样的生计今仍有鹿 、 狍等野生动物出没 。 显然 ，

这些

方式来维持铜矿开采活动呢？野生的动物资源 自然可以成为采矿人群肉食

动植物遗存的采集 、 鉴定和统计分析是品的重要补充来源 。

研究聚落生计方式 的重要手段 。 发掘期间通由于采矿活动需要
一

定的人员相互配合

过分拣 、 筛选等手段对全部的哺乳动物骨骼才能完成 ， 除挖掘矿石 、 加工矿料 、 制作并

和绝大多数鱼骨进行了系统收集 ，
地层和遗修补工具外 ，

还需有人放牧 、 渔猎并加工食

迹内的堆积都收集 了浮选土样 。 喜鹊沟遗址物 。 所发现两处房址的面积均在 2 0平方米以

出土的哺乳动物骨骼标本总计 4 2 9块 ， 其中下 ， 并不适合多人从事长时间 、 大量的室内

可鉴定属种的标本为 2 1 7块 ， 分属 于四 目 七活动 。 可 以推测这两处房址的主要用途应当

科至少 1 0属 1 0种 ， 包括黄牛 、 绵羊 、 山羊 、就是加工食物 、 修补工具 ， 并在天气恶劣时

家马 、 家猪 、 家犬 、 马鹿 、 熊 、 鼢鼠和其他提供暂时躲避的场所 。

啮齿类动物 ， 其中前六类属于人工驯养的动综上可见 ， 喜鹊沟遗址显然不是普通的

物 ， 后四类属于野生动物 。 驯养动物在数量定居性村落 ， 而应是一处季节性的以开采铜

上 占绝对优势 ， 从肉食贡献率上看 ， 以黄牛矿为 目 的 的特殊聚落 。 采矿活动的季节应当

所 占 比例最高 （近 8 0％ ）
， 绵羊 、 山羊 、 家就是牧草丰美的夏季前后 ，

人们不仅可以从

马 、 家猪 、 家犬合计仅 占 1 4 ． 5 ％
，
野生动物家养动物获得较为稳定的 肉食和奶制品 ，

还

合计约占 7％
ｔ

ｌ 3
］

。 发掘中在Ｆ ｌ
、
Ｆ 2房内堆积及可以从事捕鱼和狩猎活动作为生计的重要补

居住面上可见大量金骨 ，
破碎化程度很高 ，充 。 需要指出 的是 ，

这样的生计方式与春秋

可辨部位有鱼鳞 、 鱼刺 、 鱼鳃盖骨等 ， 属种中期以后中国北方长城地带出现的游牧经济

？

 8 2  （
总  4 4 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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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显而易见的相同之处 ， 甚至很有可能就是大可能就是采下的块状铜铅共生矿石 。 与此

季节性游牧生产方式起源的一种途径。 不同相 比 ， 晚商时期喜鹊沟遗址开采并加工出的

之处主要在于后者 的季节性游牧 已成常态矿砂 ， 会最大限度地减轻运输的压力 ， 自然

化 ，
且畜群构成中移动性较好的绵羊 、 山可被输送到更远的地方进行冶炼 。 由此可

羊与马 的 比例明显升高 ，
而牛 的 比例较少见 ， 晚商时期的喜鹊沟铜矿遗址与年代稍晚

而已 。的林西大井夏家店上层文化铜矿址在生产方

式上是有明显差异的 。

二
、 生产万 式当然 ，

这种就地加工选取矿料并 向外输

喜鹤沟遗址此次发掘面积虽小 ， 但收获送的生产方式 ，
很可能与晚商时期土著人群

颇丰 ， 尤其是出土和采集到大量的采矿和加在当地的定居点数量稀少、 无法为专 门的冶

工矿石的工具 。 所发现的采矿工具主要有石炼活动提供保障有关 。 虽然近年在赤峰地区

锤、 石钎和鹿角镐 ， 加工矿石的工具主要有已发现和辨识出来的晚商时期的遗址数量有

石球 、 石研磨器和石碾盘。 本次试掘清理的所增加 ， 但仍然是屈指可数 ，
远不能与本地

矿坑Ｋ 5底部即发现有采矿工具石锤 2件 、 鹿年代较早的夏家店下层文化和年代较晚的夏

角镐 1件 ，
Ｋ 5坑 口外的尾矿堆积中出 土有获家店上层文化的遗址分布密度相比 。

取矿砂的矿石加工工具石研磨器 2件 、 石碾可见 ， 作为一处季节性的采矿遗址 ， 喜

盘 2件 。 在遗址地表采集到的石研磨器和石鹊沟遗址开采矿石和加工选取矿料的工作是

碾盘也多集中分布于Ｋ 1 ￣Ｋ 3坑 口外不远处的同时进行的 ，
出产的矿砂很可能主要是被输

尾砂扇 面上
， 表明当时加工并分选矿料的工送到他地进行冶炼 。 而对于这些矿料去向的

作 ， 是在采矿坑的外围就地进行的 。探索 ， 将有助于我们深人认识辽西地区早期

通过调查 ， 在遗址及周邻大约 4平方公青铜文化的发展及与周邻地区尤其是中原地

里的范围 内并未发现明显的冶炼遗迹 ， 仅在区的关系 。

遗址北部坡上采集到零星的炼渣。 据冶金考“ 、“ Ａｕ

古专家李延祥 、 陈建立教授现场初步判断 ，
四 、 与 辽西

普
期青铜 又化

这很可能属于采矿过程中试炼矿石所留下的＠￥

残渣 。 加之矿坑附近尾砂扇面上多见石研磨辽西地区内年代约当 中原夏至早商时期

器 、 石碾盘的现象 ，
可以推断当时所采矿石的夏家店下层文化已有冶金业。 常见的金属

大多是被加工成矿砂 ，
再通过畜力或人力制品种类有青铜刀 、 锥 、 耳环 、 指环 、 杖首

输送到他地进行冶炼 的 。 李延祥教授的研究及斧钺的柄首和镦等 ， 属于小件的工具或复

业已表明 ， 与喜鹊沟遗址同 在赤峰地 区北合工具 、 兵器类的构件及装饰品 ［
1 6

1

。 大甸子

部 、 且年代稍晚的林西大井夏家店上层文墓地还发现过金耳环和锡杖首
［

1 7
1

。 目前发现

化矿冶遗址 的采矿规模也远大于其 自 身的形体最大的 1件青铜制 品是锦西水手营子墓

冶炼规模
［

1 4
1

。 通过近年的专项调查与检测 ，葬中出土的连柄铜戈
［

1 8
1

。 发现的铸范很少 。

已证实是夏家店上层文化先民开采林西大井赤峰四分地东山嘴遗址出土有 1 件长 3 ． 4厘米

矿区的铜铅共生矿石 ， 并运往邻近的巴林右的扁平椭圆形陶范 ，
是合范的

一

扇 ［
1 9

］

。 北票康

旗塔布敖包等多个地点进行冶炼和铸造
［

1 5
］

。家屯遗址出 土的 1件石范两扇俱全
［

2°
】

。 所铸器

值得注意的是 ， 大井遗址虽出土有数以千计形还都不曾见于 已知的青铜器种类中 。 最近

的石锤 ， 却至今未发现 1件石碾盘 ， 所以在对辽宁建平庙 台地和小北山两处夏家店下层

该遗址就地冶炼和输出他地进行冶炼的 ， 最文化遗址进行复查时均发现 了青铜冶铸的坩

．

8 3 （
总 4 4 3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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埚残片和铜炼渣 ， 其中有的坩埚残片还带有 1 件
［

2 4
】

。 1 9 8 1 年 5月 ， 翁牛特旗头牌子大队敖

鼓风孔 。 鉴于小北 山遗址地表发现的是单纯包山前出 土铜甎 1件 、 铜鼎 2件 ， 鼎 中盛满了

的夏家店下层文化遗物 ，
坩埚残片的陶质及棕色结晶体矿砂

1

Ｍ
｜

。 这 6件大型青铜鼎 、 甎时

厚度等与夏家店上层文化同类器有别 ，
可初代特征明显 ， 年代均不晚于殷墟第二期 （ 图

步将这两处遗址冶铸遗迹的时代推定为夏家二 ） 。 其中 ，
头牌子出土铜鼎内所盛矿砂的

店下层文化 。 不过 ， 从庙台地和小北山遗址锡含量高达 5 0 ％左右
， 据李延祥先生分析 ，

的调查来看 ，
坩埚残片和炼渣都只集 中发现其与喜鹊沟及邻近的伊和沃 门特遗址出产的

于遗址中很小的范 围之内 ，
表明青铜冶铸生矿石成分相同

｜

2 6
1

。 克什克腾旗天宝同铜甎出

产的规模都不会很大 ，
很可能属于某

一

家庭土地点附近还采集到喜鹊沟类遗存的 陶片 ，

的行为 但迄今为止 ， 在辽西地区仍未发现也说明这些青铜容器很可能与喜鹊沟类遗存

明确属于夏家店下层文化时期的采矿遗址 ，
这密切相关 。 这些中原风格青铜容器及矿砂的

一时期是否已经出现铜矿开采 ， 其生产方式如发现表明
， 喜鹊沟这类遗址出 产的矿砂应

何 ， 与喜鹊沟遗址的生产方式有何异同 ，
这些当就与中原商王朝对辽西地区矿产资源的需

都有待于今后工作的进
一

步开展 。求有关 。 而且 ，
如果将这些发现的地点相连

辽西地区发现的几批属于殷墟早期及稍接 ，
已可明显看 出一条 由克什克腾旗出发 ，

经

早阶段的青铜鼎 、
甎十分引人注 目 。 克什克翁牛特旗 、 赤峰松山区 ，

向更南的辽宁朝阳延

腾旗天宝同
1

2 2
1和赤峰市松山 区西牛波罗

1

2 3
1

各伸的交通路线 。

出 土弦纹甎 1 件 ，
朝 阳地区曾收集到 弦纹鼎苏赫先生 曾指 出 ，

头牌子遗址 所 出 铜

ｙ

｜ｊ

ｌｋｍ鼎 、 覷及西牛波罗遗址所出 的甎 ， 在制作特

——

ｆ 1

一

￣

点上与中原有所不同 ，
可能是本地产品

【

2 7
】

。

Ｉ＝＾／杨建华先生认为 ， 这些中原风格的青铜容器

＼Ｉ以鼎 、 甑等器类为主 ， 说明 了 当地文化对外

Ｖ—— 来文化的影响是有选择地吸收 。 杨先生同时

令
／／辦－雅雜￥龍翻考

－

搏

Ｉ Ａ ｕｗ文化还有待今后这
一地区的发现 。 应 当注意

＾Ｕ ｌｉ的是 ， 与天宝 同铜舾同时发现的零星陶片 为

1 ／
3

这一问题的解决提供了线索 ｜

2 8
1

。 通过此次对

Ｙ ［喜鹊沟遗址的发掘 ，
我们对喜鹊沟类遗存的

，

＾ ｆ

ｊＪＩ Ｉｆ

］文化内涵有了较为清楚的认识。 已 可说明 ，

Ｈ1

1 1＿

ｆ｜该类遗存所代表的晚商时期土著人群已经具

，
ＩＩＩ

＾备了开采矿石 、 加工选取矿料的能力 ， 并很
；

可能報了麟大赚辦器的技术 。

－

ｒ
ｊｊ

ＩＩ Ｉ辽西地区拥有 丰 富的铜 、 锡等金属资

Ｊ源 。 西拉木伦河以北至乌 兰浩特洮儿河以

＼南的大兴安岭南段面积约 ｉ ｏ万平方公里的地

Ｗ Ｗ ＷＷ ｜ｆｐｆ

区 ’ 是我 国北方重要的稀有金属和铜锡多金
■
ｙ

ｃｉ■ｕｕ属成矿集中区 。 该成矿区的南部 ，
即西拉木

图二 辽西地区出土殷墟早期龍器

1 、 3 ． 覷
（ 头牌子 、 天宝同 ） 2 、 4 ． 鼎 （ 头牌子 ）锡铜银成矿带和敖尔盖

一好来宝铜金多金属

．

8 4  （总 4 4 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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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矿带 其中黄岗梁
一

浩布高锡多金属成逃亡时 ， 便出现了用于藏匿青铜重器及其铸

矿带是长江以北已知最大的锡矿带 ， 地质学造原料的窖藏 。 另外 ， 喜鹊沟
一

类采矿遗址

上称为锡的
“

燕辽成矿带
”

［

Ｍ
1

。的发现 ， 也为本地 区晚商时期常见的青铜武

可以想见 ， 晚商时期喜鹊沟
一

类遗址器、 工具找到了矿料的来源 。

出产的铜锡砷铅共生矿矿料 ， 特别是其中富西周时期 ，
辽西地区 的青铜文化进人

含 的锡料 ，
无论对商王朝还是对其他具备铸到了一个新的发展阶段 。 努鲁儿虎山以东以

造大型青铜器能力的地方势力来说 ， 都是极喀左为中心的地带有数批大型青铜器出土 ，

其珍贵的资源 。 从现代地矿资料来看 ， 黄河其青铜器的来源和文化归属虽不同于前述几

中下游地区出产铜 、 铅 ， 但至今未发现锡矿批晚商铜器遗存 ， 但重要的是其中已不乏形

资源 。 闻广先生曾力图从文献 中寻找证据 ，制上颇具地方特色的青铜容器 。 努鲁儿虎山

以期证明夏 、 商 、 周王朝冶铸青铜器所用的以西的夏家店上层文化更创造 出 了如小黑石

锡料主要产 自 本地 【
3 1

1

。 但基于相同的史料 ，沟所发现的有地方特色的青铜容器群 ［
3 5

1

。 可

童恩正先生等则得出 了截然不同的结论 ， 即见 ， 喜鹊沟类遗存对辽西地区青铜文化的发

认为 中国青铜时代主要的锡矿产地在我国南展产生了颇为深远的影响 ， 其承上启下的作

方 ｜

3 2
1

。 金正耀先生认为 ：

“

如果中原地区确用显而易见 。

实无锡 ， 则晚商大规模锡青铜铸造的锡料可

以 肯定是来 自 其他地 区 ； 反之 ， 即使今后五 、 ＾ｉ

探 明存在有锡矿床 ， 则在古代是否已被开采我们将视野拓 宽
一些则不难发现 ， 晚

利用 ，
还需要考察 。 许多矿藏 ，

因为埋藏较商时期商文化周边地区大型青铜器集中发现

深
， 其探矿和开采的困难 ， 都只有在现代技的区域 ， 无一不是铜矿 、 锡矿等重要矿产资

术的条件下才可能被克服
”

［
3 3

］

。源富集并且开采较早的地区 。 商王室和贵族

鉴于喜鹊沟晚商时期采矿遗址向外输们为冶铸青铜器 ，
无疑需要大量的铜 、 锡资

出矿料的生产模式和辽西地区商代大型青铜源
， 其获取 的方式无非是控制矿 区 、 武力

鼎 、 甎的频繁发现 ，
我们有理由做出这样的掠夺或贸易交换 。 早商时期 ，

盘龙城商城出

推测 ： 喜鹊沟遗址出产的矿料至少应有
一

部现的一个重要原因 ， 就是商王朝要控制长

分是向商王朝或其他具备铸造大型青铜器能江中游地区丰富的铜 、 锡资源 。 晚商时期 ，

力的方国输出 ， 至于是通过交换还是贡赋的虽然盘龙城商城遭到废弃 ， 商文化范围向北

手段来实现 ，
还需寻找进

一

步的证据 。 太行收缩 ， 但晚商文化创造的青铜文明却步入巅

山东麓 的低山丘陵和 山前平原地带是商代峰 ， 大量精美绝伦的殷墟式青铜器显示出商

连接中原与北方的重要通道 ， 房山塔照 （ 二人的矿料来源之路并没有随着盘龙城商城的

期 ） 、 易县七里庄 （ 三期 ）
、 涞水炭山等遗废弃而告绝闭 。 这或许说明 ，

此时的商王室

存均反映出使用
“

花边鬲
”

的人群在晚商时和贵族们可能调整了获取铜 、 锡资源的方式

期的活动范围和能力
［

3 4
】

， 故而辽西地区与商与策略 。 大量的铜 、 锡矿料可以通过贸易或

王朝之间所存在的青铜容器和矿砂之间的辗贡赋等途径从矿产富集地区的土著群体手中

转流通并非没有可能 。 更为重要的是 ， 随着流人到商文化的中心区 。 通往大兴安岭南端

长期的交往和文化交流 ， 土著人群也有可能喜鹊沟等铜锡矿产地的道路上之所以会频频

掌握铸造大型青铜容器的技术 ， 并且成功地发现中原风格的青铜重器 ， 其原因亦当如是

仿制中原风格的青铜鼎 、 瓶 。 由于这些大型观之。

青铜容器并不方便携带 ，

一旦面临战乱需要当然 ，
只有依靠对商代矿冶遗址的科学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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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掘 ， 以及对商文化 中心区出土青铜器进行ｂ ．吉林大学边疆考古研究中心 、 内蒙古扎鲁特

全面的科学检测 ， 才能从根本上解决商文化旗文物管理所 ： 《 内蒙古通辽市扎鲁特旗香山

青铜器铜 、 锡料来源的问题。 仅就 目前的资镇双龙泉与水泉沟遗址的调查 》 ，
《考古与文

料来看 ， 晚商时期中原地区所需的铜 、 锡矿物 》 2 0 1 1年第 3期 。

料至少应有
一

部分是来 自 于大家过于关注的
＾文物考古研究所 ： 《 内蒙古库伦旗查干朝鲁

长
ｆ
中游以外的地区 。 ＿ 中 ’ 辽西地 区北部台遗址的调查与初步认识 》

，
见 《边疆考古研

的喜鹤沟
一

类采矿遗址是不能忽视的 。

究 》 第 1 0辑 ， 科学出版社 ，
2 0 1 1年。

附记
： 该文 系教育部重点研 究基地重大ｄ ．朱永刚 、 张哈斯 、 温景山 ： 《科左中 旗白菜

项 目 研究成果 （ 2 0 0 9
ＪＪ
Ｄ 7 8 0 0 0 4  ） 。营子遗址复查与遗存试析 》

，
《 内蒙古文物考

＾？古 》
2 0 1 0年第 2期 。

5
±軽

ｅ ．吉林大学边疆考古研究中心 ： 《 敖恩套布和

［
1  ］ 吉林大学边疆考古研究中心 、 内蒙古 自治区文西固仁茫哈遗址复查与遗存辨析》

，
见 《边疆

物考古研究所 ： 《内蒙古克什克腾旗喜鹊沟遗考古研究 》第 9辑 ， 科学出版社 ， 2 0 1 0年。

址发掘简报 》
，
《考古》 2 0 1 4年第 9期 。 后文凡未ｆ．吉林大学边疆考古研究中心 ： 《通榆县三处

另注出处的喜鹤沟遗址资料均出于此简报。史前遗址调查与遗存分类 》 ，
见 《边疆考古研

［
2

］
赤峰市博物馆 ： 《砚台山遗址 （ Ｂ 2 区 ） 发掘简究 》第 7辑 ， 科学出版社 ，

2 0 0 8年。

报》
， 《内蒙古文物考古》 2 0 0 9年第 2期 。ｇ ．吉林省文化厅、 辽宁省文物考古研究所 、 吉林

［
3

］ 内蒙古 自治区文化局文物工作组 ： 《 内蒙古 自大学边疆考古研究中心 ： 《吉林通榆县长坊子四

治区发现的 细石器文化遗址 》
，
《考古学报 》处遗址的调查》

，
《北方文物》 2 0 1 1年第 3期 。

1 9 5 7年第 1期 。ｈ ．吉林大学边疆考古研究 中心 ： 《吉林洮南 四

［
4

］
克什克腾旗文化馆 ： 《辽宁克什克腾旗天宝同海泡子 四处遗址调査与初步认识 》 ， 见 《边疆

发现商代铜瓶 》
， 《考古》 1 9 7 7年第 5期 。考古研究 》第 9辑 ， 科学出版社 ，

2 0 1 0年。

［
5

］
巴林右旗博物馆 ： 《巴林右旗古 日古勒台新石［

1 2
］ 克什克腾旗编纂委员会 ： 《克什克腾旗志 》

，
内

器时代遗址调查简报 》 ， 《 内蒙古文物考古 》蒙古人民出版社 ，
1 9 9 3年。

1 9 9 2年第 1 、 2合期 。［
1 3

］ 汤卓讳 、
王立新、 李东杰 、 刘讳 ： 《 内蒙古克什

［
6

］
日本东亚考古学会 ： 《貔子窝——南满洲碧克腾旗喜鹊沟遗址出土动物遗存的鉴定与初

流河畔Ｗ先史时代遗迹 》第 4 8
、

4 9页插图 2 2
，步分析 》 ， 《考古》 2 0 1 4年第 9期 。

《东方考古学丛刊 》 甲种第
一

册 ， 1 9 2 9年 。 ［
1 4

］
李延祥 、 韩汝粉 ： 《林西大井古铜矿冶遗址冶

［
7

］ 内蒙古 自治区文物考古研究所 、 吉林大学边疆炼技术及产品特征初探 》 ，
见 《边疆考古研

考古研究中心 ： 《西拉木伦河流域先秦时期遗究》第 1辑 ， 科学出版社 ，
2 0 0 2年。

址调查与试掘》 ， 科学出版社 ，
2 0 1 0年。［ 1 5 ］ 李延祥 、 董利军 、 陈建立 、 朱延平 ： 《塔布敖包

［
8
］ 韩嘉谷 ： 《花边鬲寻踪——谈我国北方长城文冶铜遗址再探》 ，

见 《边疆考古研究》第 1 2辑 ，

化带的形成 》
，
见 《内蒙古东部区考古学文化科学出版社 ， 2 0 1 2年。

研究文集 》 ， 海洋出版社 ， 1 9 9 1年。［ 1 6
］Ｗａ ｎ

ｇＬｉ
ｘｉｎ

， 2 0 1 3 ． ＴｈｅＬｏｗｅｒ Ｘｉ ａ
ｊ
ｉａ ｄ

ｉ
ａｎＣ ｕｌｔｕ ｒｅ

［
9 ］ 辽宁省文物考古研究所 ： 《辽宁乂县向阳岭青 ｏｆ ｔｈｅ ＷｅｓｔｅｒｎＬｉａｏＲｉｖｅｒＤｒａｉｎａ

ｇ
ｅ ．

^ 4 Ｃｏｍｐａｎｉｏｎ

铜时代遗址发掘报告》 ， 《考古学集刊 》 第 1 3ｔｏＣｈｉｎ ｅｓｅＡ ｒｃｈａ ｅｏｌｏｇｙ ，Ｃｈａｐ
ｔｅｒ  2 3

，

Ｗｉ ｌ ｅ
ｙ

集 ， 中 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 ， 1 9 9 9年 。Ｂｌａｃｋｗｅｌｌ Ｐｒｅｓ ｓ ．

［
1 0

］
喀左县文化馆 ： 《记辽宁喀左县后坟村发现的 ［

1 7
］
中 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 ： 《大甸子——

一

组陶器》
，
《考古》 1 9 8 2年第 1期 。夏家店 下层文化遗址与墓 地发掘报吿 》 第

［
1 1

］ａ．李甸甫 、 朱声显 ： 《科尔沁右翼中旗呼林河沿 1 8 8 

￣

 1 9 1页
， 科学出版社 ，

1 9 9 8年 。

岸原始文化遗存》
，

《文物资料丛刊 （ 7 ） 》
’

文［ 1 8
］
齐亚珍 、

刘素华 ： 《锦县水手营子早期青铜时

物出版社 ， 1 9 8 3年 。代墓葬 》
，

《辽海文物学刊 》 1 9 9 1年第 1期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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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立新等 ： 论克什克腾旗喜鹊沟铜矿遗址及相关问题

［
1 9

］
辽宁省博物馆 、 昭乌达盟文物工作站 、 赤峰县查 》第 4期第 6卷 ， 1 9 9 7年 。

文化馆 ： 《内蒙古赤峰县四分地东山咀遗址试［
3 0

］
芮宗瑶 、 施林道 、 方如恒 ： 《华北陆块北缘及

掘简报》 ，
《考古 》 1 9 8 3年第 5期 。邻 区有色金属矿床地质 》 第 2 0页

，
地质出版

［
2 0

］
辽宁省文物考古研究所： 《辽宁北票市康家屯社 ，

1 9 9 4年 。

城址发掘简报 》
，

《考古》 2 0 0 1年第 8期 。 ［ 3 1
］
闻广 ： 《中原找锡论 》 ， 《 中 国地质 》 1 9 8 3年第

［ 2 1
］ 资料将另文刊布 。 1期

；
《中国古代青铜与锡矿 》

，
《地质评论 》

［ 2 2 ］ 同 ［ 4
］ 。 1 9 8 0年第 4 、 5期 。

［ 2 3 ］ 刘冰 ： 《赤峰博物馆文物典藏》第 3 6页
， 远方出 ［ 3 2

］ 童 恩正 、 魏启鹏 、 范勇 ： 《 〈 中原找锡论 〉 质

版社 ，
2 0 0 6年 。疑 》

，
《四川大学学报 （社会科学版 ） 》 1 9 8 4年

［
2 4

］
辽宁省博物馆文物工作队 ： 《概述辽宁省考古第 4期 。

新收获》 ，
见 《文物考古工作三十年 》 ，

文物出［
3 3

］
金正耀 ： 《晚商中原青铜的矿料来源研究 》 ，

见

版社
，

1 9 7 9年。《科学史论集 》 ， 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出版社 ，

［
2 5

］
苏赫 ： 《从昭盟发现的大塑青铜器试论北方的 1 9 8 7年 。

早期青铜文明 》 ， 《 内蒙古文物考古》 1 9 8 2年第［
3 4 ］ 段宏振 ： 《太行山脉东西 两翼 ： 中原与北方

2期 。青铜文化 互动 的重要通道 》 ，
见 《三代考古

［
2 6

］ 承李延祥教授见告。 （三 ） 》 ， 科学出版社 ， 2 0 0 9年 。

［
2 7

］ 同 ［
2 5

］
。［

3 5
］ 内蒙古自治区文物考古研究所 、 宁城县辽中京

［
2 8

］ 杨建华 ： 《燕山南北商周之际青铜器遗存的分博物馆 ： 《小黑石沟一夏家店上层文化遗址

群研究》 ， 《考古学报 》 2 0 0 2年第 2期 。发掘报告》 ， 科学出版社 ，
2 0 0 9年。

卩 9
］
肖成东 、 杨志达 ： 《 内蒙赤峰北部两个重要的（ 责任编辑 苗 霞 ）

成矿带及其成矿特征》 ， 《有色金属矿产与勘

〇信息与交流

《新泰出 土田 齐陶文 》 简介

《新泰出土田齐陶文 》 由 山东大学历史时期的 田齐陶文 。 这是 目前发现的 田齐陶文

文化学院考古学系 、 山东博物馆 、 新泰市博数量最多的
一

批 ， 而且官营
“

立事
”

陶文和

物馆编著 ，
文物 出版社 2 0 1 4年 1 2月 出版 。 本民营非

“

立事
”

陶文齐全 。 像这样全面 、 系

书为 1 6开精装本 ，
有正文 3 4万字 ，

文后有彩统 、 科学的资料在 田齐陶文中是首次发现 ，

色图版 5 6版 ，
定价 2 6 0元 。这不仅对古代史 、 地理沿革 、 度量衡制度 、

近年来 ， 山东省新泰市城 区内 陆续发古文字研究 ， 而且对工官制度 、 姓氏制度等

掘大量春秋战国时期遗存 ， 其中有陶文或刻的研究也具有重要的意义。

符陶片 7 0 0 多件 ，
这些均为春秋末年到战 国（ 肖 玟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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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期要览

河南禹州 市前后屯遗址龙山 文化遗存发掘简报 2 0 1 0年 ， 山东大学考古与博物馆学系对河南省

禹州市前屯村北的前后屯遗址进行了发掘 ， 其中的龙山文化遗迹有房址 、 灰坑 、 沟和墓葬 ，
出

土遗物有陶器 、 石器 、 骨器 、 角器和蚌器等 。 本次发掘的龙山文化遗存属龙山文化早期阶段 ，

为研究中原地区龙山时期的社会复杂化进程提供了
一批重要的资料 。

成都市新都区高家院子商周遗存的发掘 2 0 1 0年 7月至 2 0 1 1年 3月
， 成都市文物考古研究所等对成

都市新都区高家院子遗址进行了发掘 ， 遗址中商周时期的遗迹有灰坑和灰沟 。 出土遗物有陶器和

石器
， 陶器有罐 、 瓮 、 壶 、 豆 、 益 、 器盖等 ，

石器有斧 、 锛 、 凿 、 刀 、 圭形器等。 从出土遗物特

征推断舰耐代应属于十二桥文化早段 ， 域在殷商第三 ， 四期 。

云 南陆 良县薛官堡墓地发掘简报 2 0 1 2年和 2 0 1 3年 ， 中 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等对云南陆 良

县薛官堡墓地进行了发掘 ，
墓葬均为土坑竖穴墓 ， 随葬品有铜器 、 铁器 、 陶器 、 玉石器 、 玻璃

器 、 漆木器 、 钱币和铜镜等 。 墓葬的主体年代应在西汉时期 ， 文化面貌有较强烈的地方特色 ，

因此判断该墓地为西南夷某地方部族的公共墓地 。

成都平原先秦聚落变迁分析 根据对成都平原先秦聚落的分布 、 聚落的密度与规模以及聚落的

结构的分析 ， 并结合考古学 、 环境 、 生业等对聚落变迁动因所作的初步推测与解释 ，
可以认为

成都平原史前人群最初是从岷江上游迁徙下来的 ， 并随着对成都平原环境的适应逐步向平原腹

心地区移动。 岷江冲积扇未发现三星堆文化聚落可能与洪水有关 。

论克什克腾旗喜鹊沟铜矿遗址及相关问题 喜鶴沟遗址是 目前我国长江以北地区已发现的年代

最早的铜矿遗址 。 从周边环境 、 地形地貌以及遗迹形态分析 ， 喜鹊沟遗址是
一处为配合采矿活

动而存在的季节性遗址 ，
居住者的食物来源主要依靠畜牧和渔猎 。 这一采矿遗址的发现 ，

为探

索中原地区晚商时期铜 、 锡矿料的来源提供了新的重要线索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