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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克什克腾旗位于 内 蒙 古 自 治 区赤 峰市 骨 。 年 、 月
, 经国 家文物局批准

,

的西北部 。 境内东部的 山地 以 西拉木伦河为 吉林大学边疆考古研究中 心 与 内 蒙古 自 治

界
,

北侧为大兴安岭东南余脉 , 南侧 属七老 区文物考古研究所合作对这处遗 址进行 了

图 山 。 山 地西接内蒙古高原 , 其北侧为疏林 发掘 。

草原景观 , 南侧属浑善达克沙地 。 喜鹊沟遗 发掘前对遗址及周边约 平方公里的范

址位于 达来诺 日 镇官地 嘎查喜鹊沟 沟 口 处 围 进行 了 系统的 地面 调查
,

了 解 到 遗址 以

图
一

)
,

地处一

南北 向延伸 的马鞍形山 脊

之上
, 西望贡格尔草原 。 世纪 年代初 , 喜鹊沟遗址

在克什克腾旗进行文物普查时发现并确认了

这处遗址
, 在地表发现古代矿坑 处

, 采集
、

。胃％

到石器
、 陶 片等遗物 。 年 , 华北地探

局探矿队在此勘探 , 挖掘探矿沟槽 余条 。

从残留 的探槽剖 面观察 , 多数地段表土下即

一

为基岩 , 仅局部 有文化层堆积 。
河▲店

年 , 北京科技大学李延祥 、 中 国社会科学院

考古研究 所朱延平 、 北京大学陈建立等人在 丨 广
现代探槽 的断面上采集 到 陶 片 、 兽骨 、 鱼 图

一

遗址位置示意图

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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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 脊中 部相对较低 的
“

马鞍部
”

为 中 心 ’

南北长约 、 东西宽近 米 , 面积约

平方米 。 遗删绘原細細坐 标力絲

：

— 圖
呈二

辅

置
土

, 但距地表深度仍近 米 。 坑底 南 、 北两 獵 墜覆
侧各有一斜洞 向下延伸 , 南侧洞 口 高 、 卜 ：

宽 米
,
进深不明 ； 北侧矿洞几乎被淤土 職 漏 §

！
长 米

,
向細坡下延伸 。 墙宽约 米 ,

一两层大石块垒砌而成 。 位于遗址北部 ’

‘

呈弧形
, 由

一两层大石块垒砌而 成 , 残长 图二 遗址地形及遗迹 、 探方分布图

、 宽近 米 。 在 附近
一— 一 ——

采集 到少 量炼渣 , 但 未 发 ：
一

砌 , 西 墙 长 ”
、 北 墙 ：

木 次踐請 切 “ 一

化 层堆 积 的 遗址 南部 共 仏

探方 个 ( ’ 体
；

； ：

‘

；

露面积总计为 平方米

参见图二 ) 。 共清理 房 图三 北—南 )

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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址 座 ( 编号 、 、 古 矿坑 座 ( 编号
一 、 、

、

。 出 土 遗物 较为丰 富 , 包括大量石器
二

、

和 陶 片 , 以 及少量骨 、
角器 , 另 外还发 现 本次发掘清理的 处遗迹 均位于遗址南

大量鱼 骨 、 兽骨 。 现将此次 工作 的 主要收 部山顶平台 的南侧 。 由 于遗址遭到现代探矿

获简报如下 。 沟槽严重破坏 , 且发掘难度较大
,

因此对延

伸 出探方外的遗迹未做完全揭露 。 现将所清
一

、 理的 座房址 、 座矿坑重点介绍如下 。

由于遗址位于山 脊上
,

长期受到 自 然力 房址 共清理两座
, 编 号为 、

侵蚀
,

又被现代探矿沟槽破坏 , 存留 的原生 ( 图五
；

图六 ) 。

文化堆积有限 。 、 、 的地层堆积状况 位于 中部 , 开 口 于第 层下
, 打

相近
,

从上至下可分为两层
, 第 层下 即 为 破基岩 。 东部被 打破 , 中部被东西 向 的现

基岩或打破基岩的遗迹 。 中因 存在 已塌陷 代探矿沟槽打破。 房址现存平面呈不规则 的

的 , 在第 、 层下
,

另叠压有一层黄褐色 圆形
, 南北残长约 、 东西残宽 米 。 房

沙土 , 夹杂有大小不一的铁矿石 , 并出土少 址大部分是在山 顶基岩上开挖而成 , 其南 、

量石锤
,

应为 坑 口 的填塞堆积。 现选取 北 、 西壁 及居住 面均 为基岩 , 南 壁基 岩保

西壁剖面为例对地层堆积情况加以 介绍 ( 图 存最高处约 米 ,
西

、
北壁基岩残高约

四 ) 。 米 。 东 部 被 打破
, 但从此 处地 势陡然变

第 层 ： 灰褐色表 土
, 含沙量大 , 土质 低 、 基岩表面略向山 下倾斜 , 以及房址东南

较硬
,
厚 米 。 此层夹杂大量植物根 侧散落 大量石块等迹象来看

, 该房址东部原

茎 、 腐殖质 、
石块 、 现代探矿垃圾

, 并包含 来应有人工垒砌的石墙 , 而且东侧也最有可

有极少量夹砂陶片 。 能是该房址的 出 入 口 所在 。 房址内 除被现代

第 层 ： 灰黑色土 , 含沙量较大 ,
土质 探矿沟槽扰乱的部分外 , 其余堆积均以 风化

疏松 , 厚 米 。 此层包含 大量 小石 的碎石屑 为主
,
从上至下可 分为 两层 。 第

块 、 动物骨骼和少量石器 、 夹砂陶片
,

系人 层为灰褐 色风化碎石屑
, 厚 米 ,

为活动与 自 然力共同作用形成 的堆积 。 应为 废弃后逐渐形成的堆积
,

出 土陶 鬲 、

第 层下为坚硬的基岩 。 开 口 于第 层 盆 、 罐的 残片和少量石锤 、 石钎 。 在此层 中

下
, 打破基岩 。 发现四 处明显的用火痕迹 , 其中 多见兽骨 、

鱼骨和少量陶器残 片 。 这 四处残存的用火痕

迹位于第 层的不同位置和不同深
南

一

、

度 ’ 分布面积各异 ’ 难以 据之对

房内 的废弃堆积再细 分层面 。 但

—— 也至少反 映出
’ 在此层堆积形 成

过程中 可能还 曾有人在此用火 。

、 现代探矿沟槽 第 层为 黄褐色 风化碎石屑 , 厚

丨 第 层 米
,

出 土遗物与第 层

、 也
大致相同 。 在 居住 面上共发 现

醒岩 叫
——

三处灶坑 ( 编号
, 其中

图 四 西壁地层剖酬
长 约 、 宽

灰褐 色土 灰黑色土 约 米
； 位于 南 部 ,

长约

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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约 、 残高约 米 。 房内 堆积为灰褐 色风 积土质混杂 ,
主要为废弃后的填塞和倒塌 堆

化碎石屑
,

出土石锤
、
石钎及大量鱼骨 、 兽 积 , 包含大量石块

,
出 土石锤 、 石钎等采矿

骨 。 工具 。 在坑底基岩上发现石锤 件 、 残鹿角

古矿坑 仅清理一座 ( 。 镐 件 ( 图七
；

图八 ) 。

位于 的西南部 , 部分延 伸 出 探
一 、

方外
, 开 口 于第 层下 , 坑底 即 为 基岩 。 地 二 、

表可 见半圆 形 凹 陷 。 北部被现代探矿沟 发掘 区出土的各类遗物以石器为大宗 ,

槽打破 , 坑 口及坑底均呈不规则半圆形 , 深 其次是陶片 , 有少量骨器和角 器 。 另 外 ,
还

米 , 东高西低 , 应为古人探矿所留 发现了大量的兽骨 、 鱼骨 , 对相关动物遗存

遗迹 。 已发掘 部分未见矿洞 迹象 。 坑 内 堆 的鉴定与初步分析详见本文附录 。

■ 北
一

) ■

数量较多
,

器类丰富 。 以 打制为主
,
也

有少量磨制 和琢制者 , 通常为打 、 磨兼制或

琢 、 磨兼制 。 从功能上 可区分为采矿工具、

加工矿石工具和狩猎工具等 。 对采矿工具和
匸

加工矿石工具的划分依据 ,
主要对 比参照 了

此前已 发掘 的林西大井遗址和大冶铜绿山 遗

址的 出 土材料。 在大井遗址出 土的 件石

器 中 ,
绝大多数是石锤和 石钎 】

, 其形制与

丨

喜鹊沟遗址所出 的 同类器大致相同 , 均是利
‘

用锤楔法采掘矿石的工具 。 据研究 ,
矿冶遗

夢 址附近出 土的石砧和石球应是加工矿物 的基

本工具 ’ 仅铜绿山遗址

,
,

考古发掘 出土

？ …

厘 米 四基岩 的石 占和石球 有百余件 。 喜鹤
、沟遗址出

图七 平 剖面图
石 求 、 研磨器和 碾盘

, 应当 与铜绿山遗

、 石锤 鹿角 镇 址所 出 石球 、 石砧 的功能

相 类似 , 均 为进行选 矿准

“

：

—

作 的 和 ： 椐

李延祥等人分析
, 喜鹊沟遗

：崎办
■

臓碰的主要功能是

对开細的含铜 、 锡 、 砷 、

力选 , 进 从共生￥ 资源

巾分离出以铜为主和以锡为

主的職矿物原料 。

采矿工具 数量较

■
多

’

初

图八 西—东 ) 步 打 制成形后
, 于锤体中

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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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磨制出
一两道亚腰 。 少数器身布满打制疤 整

, 器身有
一道磨制亚腰 。 钎体

一

端有明 显

痕 ,
不排除存在二次加工的可能 。 依据制作 的使用痕迹 。 长 、 宽 、 厚 厘米 ,

重

工艺和形态差异 , 可分二型 。 部分石锤残损 克 ( 图九 , 图
一二 ) 。 ② ：

, 青灰色

严重
,
器形已不完整

, 未能分型 。 玄武岩 。 器形基本完整 ,
器身有

一

道磨制亚

型 ： 件 。 锤体中 部磨制 出
一两道亚 腰 。 钎体

一

端有明显的使用痕迹 。 长
、
宽

腰 。 依锤体形态差异 ,
可分四亚型 。 、 厚 厘米

,
重 克 ( 图九 ,

。

型 ： 件 。 形态较规整
, 横 、 纵截面 加工矿石工具 器类主要有石球 、 研

均略呈长方形 。 ③ ： 灰褐色花岗 岩 。 磨器 、 碾盘等 。

器形完整
,
器身两侧各打制

一

个腰窝 。 锤体 石球 件 。 打制 或琢制 成形
, 球体

两端均有明显的使用痕迹 。 长 、 宽 、 厚 均不甚规整 , 器身有一

至 四个小平面
,
平

厘米 ,
重 克 ( 图九 , ；

图
一

〇 ) 。 面上研磨痕迹明 显 。 ② ： 青灰 色玄

型
： 件 。 形态较规整 , 锤体一端明 武岩 。 器形较完整

, 器身有
一个 明 显的小

显大于另
一

端 , 横 、 纵截面均略呈三角形 。 平面 。 长轴 、
短轴约 厘米 ,

重 克 ( 图

③ ：

, 灰褐色花岗 岩 。 器形完整
,
器身 九 ,

。 ① ：
, 青灰色玄武岩 。 器形

有
一道磨制亚腰 。 锤体两端均有 明显的使用 完整

,
器身有 四个明 显的小平面 。 直径约

痕迹 。 长 、 宽 、 厚 厘米 , 重 克 厘米 , 重 克 ( 图九 , 。 ② ： 青

图九 ,
图
一

一

。 灰色粗玄武岩 。 器形完整
,
器身有三个明 显

型 ： 件 。 形态不甚规整
, 横截面 的小平面 。 直径约 厘米 ,

重 克 ( 图九 ,

呈多棱形 。
：

, 灰褐色花岗 岩 。 器形完 图
一三 ) 。

整 , 器身有一道磨制亚腰 。 锤体一

端有明 显 研磨器 件 。 打制成形 , 器身略呈 长

的使用 痕迹 。 长 、 宽 、 厚 厘米 , 重 方体 , 多有
一

两道亚腰 。 使用 面经磨制 ,

克 ( 图九 , 。 平整 光滑
, 使用痕迹明 显 。 ② ：

, 青灰

型 ： 件 。 形态不甚规整
, 横截面略 色玄武岩 。 残损严重 , 器体

一

侧残存一道亚

呈椭圆 形 。 ① ： 青灰色玄武岩 。 器形 腰 。 残长 、 残宽 、 残厚 厘米 , 重 克

完整
,
器身有

一道磨制亚腰。 锤体一侧面似经 图九
,

。 ② ： 灰褐色花岗 岩。 器

打磨 ,
比较平整

, 隐约可见数道平行的条状痕 形基本完 整
,

器身有
一道亚腰 。 使用面略呈

迹。 锤体两端均有明显的使用痕迹 。 长 、 宽 梯形 , 磨制光滑 。 长 、 宽 、 厚 厘米 ,

、 厚 厘米 , 重 克 ( 图九 , 。 重 克 ( 图九 ,
；

图
一

四 ) 。

型 ： 件 。 器身布满打制疤痕 , 似经 碾盘 件 。 体形及重量较大 。 琢制 成

二次打制成形 。 ② ： 青灰色玄武岩 。 形
； 使用面经磨制 , 平整光滑

,
且多见数道

器形完整
,
器身两侧各打制

一

个腰窝 。 锤体 平行的条状研磨痕迹 。 ② ：

, 黄褐色花

两端均有明显的使用痕迹 。 长 、 宽 、 厚 岗岩 。 残损严重 , 仅存一

小部分 。 上平面为

厘米 ,
重 克 ( 图九 , 。 ② ：

, 使用面 , 靠近中 部可见数道平行 的条状痕

青灰色玄武岩 。 器形完整 , 器身有
一道磨制亚 迹 。 残长 、 残宽 、 残厚 厘米

,
重

腰 。 锤体两端均有明显的使用痕迹 。 长 、 克 ( 图 九 ,
。 ② 黄褐 色花 岗

宽 、 厚 厘米 , 重 克 ( 图九 , 。 岩 。 残损严重 , 残存部分略呈圆 角梯形 。 上

钎 件 。 打制 成形 ,

一端较平整 , 平面为使用面 , 其上可见数道平行的条状痕

另
一

端较尖锐 。 钎体上部一般磨制出 一道亚 迹 。 下平面也较平整
, 但不见使用痕迹 。 残

腰 。 ② ：

, 青灰色石英细砂岩 。 器形完 长 、 残宽 、 残厚 厘米 ,
重 克 ( 图

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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罾

；

漏
卜 、 、 、

厘米
、

厘米

■ ■ ？
厘米 厘米

图 九 出土遗物
、 型石锤 ( ② ：

、 ② ： 型 石锤
( ③ ：

、 石研磨器 ( ② ：
、 型石

锤 ( ③ ：

、
石 钎 ( ② ：

、
型石锤 ① ：

、 、 石球 ( ① ：

、 ② ：

、

② ： 石 镞 ( ① ： 骨刀 柄
( ① ：

、 石 碾盘 ( ② ：

、 骨锥

① ： 型石锤 (
：

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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画圓图
一

〇 型石锤 ( ③ ：

图一二 石钎 ② ：

三 石球

剥落的石片 。 石片上均未见到进一

步加工的

痕迹 。 ① ： 青灰色玄武岩 。 长
、

宽

、 厚 厘米 , 重 克 。 ① ：

, 青灰
图一

一

型石锤 ③ ：

色玄武岩。 长 、 宽 、 厚 厘米 ,
重 克 。

九 , 图一五 ) 。 ( 二 ) 骨 、 角器

其他石器 器类主要有镞 、 石片等 。 数量很少
,
器形包括刀柄 、 锥 、 镐等 。

镞 件 ( ① ： 。 青灰 色凝灰 骨刀柄 件 ( ① ： 。 用动物肋

岩 。 通体磨制
, 镞尖锐利 , 横截面略呈梯 骨磨制 而成

,
十分光滑 。 整体略呈弧形

,

一

形 。 长 厘米 ,
重 克 ( 图 九 , 。 端磨成圆弧状 , 另一端残断 , 可能为骨柄石

石 片 件 。 多 为使用过程 中 崩 落 的 刃刀的柄部 。 残长 厘米 ( 图九
, 。

残 片 ,
房址 内所出 者可能为二次加工石器时 骨锥 件 ( ① ：

。 磨制 。 体细

■ 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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纹
,

腹部绳纹 比较模糊
,
领 、 腹 交界处 饰

一道细条 形附加 堆纹 , 腹 、 足交界处残 存

分斜 向 附加堆纹 。 、 残 高

壁厚 厘米 图一六
,

。 ① ：

, 夹

誠褐 陶 。 厚圆唇 ,
口 稍 外侈 ’

领 。

制 、 外 均 饰 以觀棒状循關成排斜

向 浅窝 , 领部饰斜向 细 绳纹 。 领中 部有 一

珍珠纹
, 其旁可 见 个 由 内 向 外 的钻孔 。

残宽 、 残高 、 壁厚 厘米 ( 图 一六
,

。 ② ：

, 夹细砂灰黑陶 。 圆唇 , 直

图
一

四 石研磨器
( ② ： 领稍 侈 , 领 、 腹 交界不甚 明显 。 通 体饰细

密绳纹
, 有 手抹痕 。 残宽 、 残高 、

壁厚 厘米 图
一六 , 。 ：

, 夹

砂红褐 陶 。 醒 , 高领微弧 。 领上端饰

叫 条 带 状附 加 堆纹 , 余 器 没 丫 绳 纹 被 抹

去痕迹 。 残宽 、 残高 、 壁厚 厘米

图 六
,

。 ① ： 夹砂灰褐 陶 。

圆唇 , 侈 口
,

高领稍斜 。 领部饰细绳纹
,

有

长
, 横截面略呈三角形

, 尖端较锋利 , 尾端 手抹痕
,
领下端残存条带状附加堆纹 。 残宽

有
一

钻孔。 长 厘米 ( 图 九 ,
。 、 残高 、 壁厚 厘米 ( 图一

六 , 。

鹿 角镐 件 ( ： 。 残甚
, 仅存 ① ： 夹砂灰褐陶 。 圆 唇

,
直 口 微敛

,

鹿角尖和角 枝各
一段

,
且已粉化 。 可能为采 筒腹 。 器表饰斜向细绳纹 。 近 口 部于绳纹之

矿工具 。 上饰五道平行的条带状附加堆纹 , 最下面一

三 ) 陶器 道较宽
；

附加堆纹上或其边缘有戳压的斜向

陶器以 夹砂灰褐 陶为主
, 占全部陶片的 坑窝 。 残宽 、 残高 、 壁厚 厘米

以 上
； 其次为夹砂红褐 陶 ,

约 占 图
一六

,
。

器表多经烟熏 , 略呈灰色 ；
另有少量夹砂灰 鬲足根 件 。 尖锥状 , 横截面呈圆形

黑陶和夹砂黄陶 。 陶 片中饰绳纹者占 以 或椭圆 形 。 外壁绳纹 粗疏 。 ① ：

, 夹

上 , 素面者不到
,

另 有少量附加堆纹 、 砂灰褐 陶
,

漏斗 形 内 壁呈黑色 。 残高 厘

珍珠纹和戳 印 的浅窝纹 。 绳纹分较粗疏和较 米 ( 图
一六

,
。 ① ： 夹 砂红褐

细密两种 , 竖向 或斜向 排列
；

一部分绳纹比 陶 。 足根尖残断 。 残 高 厘米 ( 图
一六 ,

较模糊
, 也有少量施绳纹后再局部抹平 。 此 。 ① ： 夹砂黄陶 。 残高 厘米

次发掘未见可 复原的 陶器
, 从出 土 的口 沿 、 ( 图

一六
,

。 ① 夹砂灰褐 陶 。

器耳 、 鬲裆部 、 器底 和器足残片来看 ,
可辨 横截面略呈椭圆形 。 残高 厘米 ( 图

一

六 ,

器类以 鬲为大宗 , 还有少量的罐和盆 。 。

鬲 口 沿 件 。 器形可辨 者多为 高领 盆 可确认者数量极少。 ① ：

, 夹

鼓腹 鬲
,
也有少量筒腹鬲残片 。 ② ：

,
砂灰褐 陶 。 已残 , 尖唇

, 侈 口
,

腹部微鼓 。

夹细砂灰褐陶 。 方唇
, 领部近直

,
领 、 腹交 口 部内 、 外均饰

一周戳印 的 浅窝纹带 ,
腹部

界处有
一

鸡冠状横耳 。 领部饰细 密的竖 向 绳 饰粗疏的绳纹 。 残宽 、 残高 、 壁厚

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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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厘米 。

厘米
。

厘米
丄 、

：
、

、
——————

—

、

图
一六 出 土陶器

、 、 鬲 口沿 ( ② ：
、 ① ：

、 ② ：
、 ① ：

、 ① ：

、 ① ：

罐 口 沿 ( ① ： 盆 ( ① ： 鬲足根 (
① ：

、
、

、

厘米 ( 图
一六 , 。 器物绳纹模 糊或被抹去

,
不再流行 弦断绳

罐 口 沿 数量极少 。 ① ：
, 夹砂灰 纹

, 新出现了珍珠纹
,
器物群 中少见泥质类

褐陶
, 质地硬 。 方唇 ,

直领 ,
口 部有一椭圆 陶器

,
这些特征都已 明显区别于夏家店下层

形横耳 。 器表施绳纹后抹平 。 残宽 、 残高 文化 。 与此面貌类似 的文化遗存以往在克什

、 壁厚 厘米 ( 图一六 ,
。 克腾旗天宝 同 、 巴林右旗呼特勒 、 和 布特

、

哈达 、 赤峰松山 区砚台 山 等遗址都曾 发现

、 胃 过 。 从陶器群的整体特征分析 ,
这类遗存与

在 《 克什克腾旗文物志 》 及
《 中 国文 努鲁儿虎山 以东地区以 往被归入魏营子类型

物地图集 内 蒙古 自 治区分册 》 中 , 皆认 的义县向 阳岭遗址第三 、 四期遗存 和 喀左

为喜鹊沟古铜矿无论从采集遗物还是采矿方 后坟陶器群 有较多 的相似之处 , 比如 流行

式看
, 都与林西大井铜 矿属于同

一时期 , 即 高领鼓腹鬲 ,
多见绳纹模糊或被抹去的现象

夏家店上层文化时期 。 而此次发掘及 调査的 等 , 表明它们的年代应大致相当 。 但是若仔

结果表明 , 喜鹊 沟遗址 所见采矿工具 的种 细 比较 , 赤峰地区以 高领鼓腹花边鬲 为代表

类及形制虽然与 大井铜矿遗址的 同类器有相 的遗存与大 、 小凌河流域所谓的魏营子类型

似之处 , 但从最能反映 文化特征的 陶 器群 遗存也都存在
一

定的 区别 。 例如赤峰地 区的

来看 , 是以 夹砂灰褐或红褐 色的绳纹陶器为 这类遗存以夹砂灰褐 陶为主
,

流行绳纹
, 高

主 , 不见 器表磨光的素 面夹砂红褐陶 , 与夏 领鼓腹鬲数量多 ,
器形较大 。 而大 、 小凌河

家店上层文化的陶器特征区别十分明 显 , 无 流域的 同期遗存则 以夹砂红褐 陶为大宗 , 素

法将其归 属于夏家店上层文化 。 同时
, 喜鹊 面陶更为流行 ,

高类 陶器形式多样 。 这些区

沟遗址出 土陶器虽然在 陶质 、 陶色及流行绳 别的存在 , 使得难以将它们笼统地划 归 同一

纹等方面与夏家店下层文化也有相似之处
, 类遗存 。 鉴于现有的资料积累 尚不充分 ,

或

但器类多见高领鼓腹或筒腹的花边鬲
, 部分 可暂将赤峰地区以高领鼓腹花边鬲为代表的

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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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一

喜鹊沟遗址炭样加速器质谱 ( 碳 四测试结果

实验室
桂

碳十 四年代 误差 树轮校 正后年代 (

编 号 原编号

炭 ①

炭 ①

炭 居価

炭

炭

炭 ①

炭

说明
：
所用碳十 四半衰期为 年 , 为距 年的年代 。 样品无法满足实验需要

,
即有如下原 因

：
送测样品无测

量物质 ； 样 品成份无法满足制样需要
； 样品中 碳含量 不能满足测量需要

。 树轮校正所用曲线为

, ,

： 所用程序为 ,

遗存称为喜鹊沟类遗存 。 为主的矿料 行了适度分离 。 联系到翁牛特旗头

此次发掘过程中 , 我们从两座房址和 牌子出土殷墟早期铜鼎 内所盛矿砂的锡含量高

的地层堆积中选取了 例木炭样品
,
送交北 达 左右 ,

可以撤 其矿料来源有可能就是

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加速器质谱实验室做碳 辽西地区北部的喜鹤沟
一

类的采矿遗址。

十 四检测 。 检测结果表明 , 经树轮校正
,
这 附记 ： 此 次 发掘的 领队 为 王立 新 、 曹

些样品 当置信度为 时的年代范围为公元 建恩 , 参加发掘 和 测 绘 的 人 员 还有 克 什克

前 年 , 当置信度为 时的年代 腾旗博物馆韩 立 新 , 吉 林 大 学 边 疆 考 古研

范围为公元前 年 ( 表一

) 。 测年数 究 中 心博士研究 生 陈 小 三 、 史 宝琳 、 林森
,

据区间 的主体落在晚商的年代范 围内 ,
下限 硕 士研 究 生 刘 丹 、 王 涛 、 张 冰冰 。 本文 所

或可进人西周早期 。 还需说明 的是 , 这 例木 用 照 片 由 王立新 、 林雪 川 拍摄
,

王春雪 、 林

炭样品 中有 例采自 两座房址内堆积的烧火遗 雪 川 绘制 了 插 图
,

石 器材质及动植物遗存 由

迹中 , 例采 自 居住面或灶坑的烧灰中 , 均系 汤 卓炜鉴定 。 发掘期 间 得到 克什克腾旗文化

作为柴薪使用的灌木或草本植物 的样品 。 这 局 、 博物馆的 大力 支持 , 特此致谢 。 本文 系

些样品 的年代应当最大限度地接近于遗址使 教育部 重 点研 究 基地重 大项 目 ( 项 目 编 号

用 时期的年代 。 再者 ,
以往的研究表明

, 高 的 研 究成 果 。 年代及矿石

领鼓腹花边鬲与珍珠纹等因 素在辽西等地的 成份等相 关 测 定 工作得到 国 家科技支撑 计划

出 现与流行也大体始 自 晚商时期 。 所以
,

“

中 华文 明 探 源 工程
”

的 资助 ( 项 目 编 号

我们认为喜鹊沟遗址的年代应为晚商时期 , 、 。

其下限或可至西周初 。 这是迄今为止在我国 执笔者 王立新 李延祥 曹建恩

长江以北地区发现的年代最早的采矿遗址 , 付 琳 赵俊杰 陈建立 吴小红

并且显现出 独特的聚落特点和生产方式 。 据

初步检测 , 喜鹊沟遗址出 产的矿石为铜锡砷

铅共生矿料 , 并且在选矿过程中就将以铜 、 锡 克什克腾旗文物志编委会 ： 《克什克腾旗文物

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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志 》 第 、 顼
,
内蒙古人民出版社 , 年 。 址调查与试掘 》

,
科学出版社 ,

年 。

辽宁省博物馆文物工作队 ： 《 辽宁林西县大 赤峰市博物馆 ： 《砚台 山遗址 ( 区 ) 发掘简

井古铜矿 年试掘简报 》 见 《 文物资料丛 报 》 , 《 内蒙古文物考古》 年第 期 。

刊 》 第 辑 文物出版社 , 年 。 辽宁省文物考古研究所 ： 《 辽宁义县向阳岭青

苏荣誉 、 华觉明 、 李克敏、 卢本珊 ： 《 中 国上 铜时代遗址发掘报告》 ,
见 《考古学集刊》 第

古金属技术》 第 页 ,
山东科学技术出 版社 , 集 , 中 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 , 年 。

年。 喀左县文化馆 ： 《记辽宁喀左县后坟村发现的

华觉明 ： 《 中 国古代金属技术——铜和铁造
一

组 陶器》 ,
《考古 》 年第 期 。

就的文明 》 第 页、 彩图 大象出版社
, 韩嘉谷 ： 《花边鬲寻踪——谈我 国北方长城

年 。 文化带 的形成 》 见 《内 蒙古东部 区考古学文

同 。 化研究文集 》
,
海洋出版社

,
年 。

国家文物局主编 ： 《中 国文物地图集 内蒙古 自 王 立新 ： 《 中 国 东北地 区所见 的珍珠纹陶

治区分册》 ’
西安地图出 版社 , 年。 器》 ,

见 《边疆考古研究 》 第 辑 , 科学出版社 ,

克什克腾旗文化馆 ： 《辽宁克什克腾旗天 宝同 年 。

发现商代铜甎 》
,

《考古 》 年第 期 。 苏赫 ： 《 从昭盟发现的大型青铜器试论北方

内蒙古自治区文物考古研究所、 吉林大学边疆 的早期青铜文明 》 , 《 内蒙古文物考古》 总第

考古研究中心 ： 《西拉木伦河流域先秦时期遗 期 , 年。

附录

内蒙古克什克腾旗喜鶴沟遗址出土动物遗存

的鉴定与初步分析

我们对内蒙古赤峰市克什克腾旗喜鹊沟 科 , 至少有 属 种 , 其中有牛科 ( 黄牛 、

遗址 年发掘 出土的动物遗存进行了鉴定 绵 羊 、 山 羊 ) 、 马科 ( 家马 ) 、 犬科 ( 家

和统计 ( 表一

)
, 并在此基础上对动物群构 犬 ) 、 猪科 ( 家猪幼年个体 ) 、 鹿科 ( 马

成 、 生态学特征 、 古代人类对动物资源的开 鹿 ) 、 熊科 、 啮齿 目 ( 包括鼢鼠等 ) 。 驯养

发利用方式等加以初步分析 , 为进
一

步提升 动物至少有 种 , 野生动物有 种 。 驯养动物

该遗址的综合性考古学研究水平奠定了 动物 在数量上占有绝对优势 ,
主要是适应于草原

考古学研究基础 。 环境的牛 、 绵羊 、 山羊 、 马
,

以及很少的家

经鉴定和统计得知 , 该遗址 年出 土 猪和家犬 。 野生动物数量很少 ,
马鹿和熊反

的哺乳动物标本总数为 , 其中 , 部位可 映林地及林缘环境的存在 , 鼢鼠和其他啮齿

鉴定但是属种暂不可鉴定的标本数为 , 类动物反映草原环境的存在 。

属种可鉴定的标本数为 ,
最小个体数总 对 肉 食贡献率 的统计结果显示

, 黄牛

数为 。 除此之外 ,
还 出土了较多破碎程度 在驯养动 物中最高 ( 近

, 其次的羊达

很高的鱼骨
, 未加 以统计 。 动物遗存主要出 绵羊 、 山羊 家马只

自该遗址 第 层 、 第 层
, 其他遗迹单位 有 家猪仅有 野生动物中 马

出土的标本较少 。 鹿仅有 熊仅有 。 可见该遗址居

该遗 址 出 土 的 哺乳 动 物 分属 于 目 民的 肉食资源主要来源于驯养动物 ,
只有很

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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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一

喜鹊沟遗址动物遗存鉴定及 和 相关统计结果

属 种
丨

黄牛
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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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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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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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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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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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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驯养 养 驯养 驯养 驯养

’

驯养 野生 野生 野生 野生

可鉴定标本数 (

占可鉴定标数 ( ％

最小个体数 (

最小个体数依据
；

左

為
骨

；
右烧骨

右

骨

腓
上 门齿

占最小个体数 ( ％

肉食贡献率 ( ％ 忽略不计

少一部分来源于狩猎活动 , 遗址中 出 土的箭 的研 究成 果
； 同 时也得到教育部 重点研究基

镞 、 石球等遗物可能反映出 当时存在的狩猎 地重大项 目 ( 项 目 编 号 、

活动 。 教育部 人文 社会科 学 重 点研 究基地重 大项

综上所述 , 通过对喜鹊沟遗址出 土的动 目 ( 项 目 编 号 、 教 育部

物遗存进行的鉴定与分析可以 了解到 , 当时 人 文 社会科 学研 究 项 目 基 金 ( 项 目 编 号

居民的肉食资源主要依赖于以黄牛 为主的家 以及吉 林大学
“

工程
”

畜驯养 , 同时偶尔通过狩猎活动获得一

定的 项 目 的 资助 。

野生动物 肉食资源 。 动物群反映出 以草原为 ( 吉林大学边疆考古研究中心

主 、 林缘环境为辅的生态环境 。

‘

汤卓炜 王立新

附记 ： 本文 为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 重点 吉林大学文学院考古学系

研究基地重 大项 目 基金
“

东 北地 区 古代动 物 李东杰 刘 玮 )

遗存综合研究
”

( 项 目 编号 责任编 辑 杨 晖 )

〇信息与交流

《北城村——冀中平原的新石器时代文化》 简介

《 北城村
——

冀中平原的新石器时代文 和金元以后两个阶段的文化遗存 , 以 新石器

化 》 由 中央 民族大学民族学与社会学学院 、 时代文化遗存最为丰富 。 北城村遗址新石器

深州 市文物保管所联合编著
,
科学 出 版社 时代文化遗存显示出 强烈的北福地二期文化

年 月 出 版发行 。 该书为 开精装本 , 特征 , 同时又表现出 独特的地域特色 , 为认

正文共 页
, 约 万字 , 文后附有彩色图 识和研究华北地区新石器时代文化面貌及其

版 页 。 定价 元 。 发展演变提供了重要的新资料 。 本书可供从

本书全面系统地报道了南水北调中线天 事考古学 、 文物与博物馆学研究的专家学者

津干渠工程河北段考古发掘项 目容城县北城 及高校相关专业的师生参考 、 阅读 。

村遗址的发掘成果 。 该遗址包含新石器时代 ( 文 耀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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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期 要 览

内 蒙古克什克腾旗喜鹊沟遗址 发掘简报 年 、 月 ,
对内蒙古克什克腾旗喜鹊沟铜矿遗址

进行了调査和发掘 。 在遗址南部发掘 区 , 清理了房址 座 、 矿坑 处。 出土遗物中陶器以高领 、

鼓腹 、 领部饰附加堆纹的鬲残片为主 ,
石器中有大量采矿使用的锤及少量加工矿石的研磨器 。

该遗址的年代大致相当于晚商时期 , 是中 国北方地区迄今所见年代最早的铜矿遗址。

河南洛 阳市汉魏故城三座东周 墓的发掘 年 , 在河南洛阳市汉魏故城北魏宫城阊 阖 门遗址

附近发掘 了三座战 国早 、 中期的墓葬 。 这三座墓东西并列
, 有可能属于同

一

家族墓。 墓葬均为

土坑竖穴式 , 葬具皆为
一

椁
一

棺 。 随葬品多为陶器 , 还有少量铜兵器 、 石器 、 蚌器。 这批墓葬

的发掘 , 对于了解汉魏故城所在区域东周时期的城市变迁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 。

重庆璧山县棺 山坡东汉崖墓群 年 、 月
,
对重庆璧山县棺山坡崖墓群进行了发掘 , 共

清理崖墓 座 。 其中三座保存相对较好 , 皆为长墓道 、 双重门框 、 近方形的单室崖墓 。 、

各出 土一具画像石棺 , 的墓壁装饰较精美 。 残存的随葬品 以人物俑 、 动物俑等各类陶明器

为主 。 根据墓葬形制 、 画像题材及随葬品组合判断 ’ 墓葬时代应为东汉晚期 。

山西保德林遮峪铜器墓年代及相关问 题 晚商时期 , 在黄河中游南流段两岸存在
一

群具有地区

特色的青铜器 。 对这批铜器年代与族属 的认识 ’ 核心问题在于山西保德林遮峪所出青铜器的年

代 。 林遮略墓葬出土的可确定年代的铜器大都属于殷墟时期 ,
下 限并未进人西周 。 黄河中游南

流段两岸所见的晚商时期铜器群应归属于同
一

个文化系统 , 它们与李家崖文化有关。

东汉墓 仙人半开门
”

图像解析
“

仙人半开门
”

图像是汉代画像的一

类重要题材 , 流行于川

渝地区和鲁苏地区的东汉中 、 晚期墓葬中 。 分析其图像构成 ,
以及图像中启门人、 道士的具体

身份 ,
可以看到在东汉中 、 晚期画像中 出现并流行

一

种新的升仙程式 。 在这一

升仙程式中 ,
道

士作用的突显反映了早期道教兴起和天师道在巴蜀地区盛行这一历史事实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