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石家河遗址 （ 或遗址群 ） 有很 多不 同 具有文化分期的意义才保留 了不同 的文化名

时期 的聚落堆积 ，
大约从城背溪文化开始直 称 。 这样

一

个时期本身既是石家河聚落的繁

到周代的城址
， 其间很少间断 。 但不 同时期 荣时期 ， 同 时也是整个屈家岭

一石家河文化

聚落中 ， 显然以屈家岭文化时期和石家河文 最为繁荣的时期 。 这个时期在两湖 地区 的

化时期的聚落面积最大 ， 内容也最丰富 。 这 北部和西南部地区聚落的数量有 了成倍的增

个时期的石家河聚落 中心建立了
一座面积在 加 ， 特别是在江汉平原北部地区 出现了石家

百万平方米以上的大型环壕城址 ， 周围还分布 河等一大批大型环壕土城聚落及聚落群体 ，

有成片的聚落点 ， 占地面积约 平方公里夂 代表了
一种新型社会形态的出 现 。 新型社会

本文
“

石家河聚落兴盛时期
”

就是指这一时 形态必然会有新型的社会观念与之相适应乃

期 ， 具体来说大致相当 于屈家岭文化晚期和 至相激荡 ， 本文认为 当 时有些新观念甚至 出

石家河文化早期 。 无论从考古学文化还是从 现在 了最为保守的埋葬仪式之中 。 以下请试

聚 落和社会的 发展 角度看 ， 屈 家岭文化晚 为论述 。

期和石家河文化早期都应当是一

个连续发展

的时期 ， 期间或许还有
一些聚落和社会的变

一

化
， 但并不能截然划归为两个不 同的考古学 石家河遗址的发掘揭露了聚落兴盛时期

文化
， 只是由 于发现和研究的历史原因 以及 两个地点 的墓地 ，

一个是在位于城址西北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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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邓 家湾 ，

一个是在城址外东南部的 肖 家屋 头向则 以 朝东的为多 ，
而在三片墓地 中 ， 每

脊 。 邓家湾 发掘面积 平方米 ， 发现屈 家 片墓地同
一时期墓葬的头 向 是一致的 。 这说

岭文化晚期墓葬 （ 指长方形竖穴土坑墓 ，
下 明 当 时的墓地内部有基本统

一的规划
，
而不

同 ） 座 、 瓮棺葬 座 ， 石家河文化早期墓 同墓地之间则并不强求
一律 。

葬 座 、 瓮棺葬 座 。 前一时期 的墓葬分布 邓家湾墓 地屈 家岭文化晚期的 墓葬 中

虽不集中 ， 但大多位于发掘区的西北部 ， 墓 所见随葬品 皆为 陶容器
， 共计 件 。 石家

向均 为东北一西南向
，

只有少数几座分布在 河文化早期 墓葬共有随葬品 件 ， 除 件

南部 ， 墓向 多为东西向 ， 也许还分为不同的 残陶器 、 件陶纺轮 、 件猪下颂和 件石锛

葬 区 。 后一时期的墓葬则大多分布在发掘区 外
，
其余都是陶容器 。 随葬猪下颌 （ 、

的南部 ， 只有少数几座分布在西北部 ， 多数 、 和陶纺轮 （ 、 、

墓葬的墓向 仍为 东北一西南 向 ，
也有少数为 的墓葬有的没有其他随葬品

， 有 的虽有其

东西 、 南北乃至西北一

东南 向 。 这里显然应 他随葬品
， 但也不是很丰富 。 最大墓 长

当是一处连续下葬的墓地 ，
下葬的次序有从 、 宽 米 ， 有二层台 ， 随葬 件器物中

北 向南发展的趋势 ， 但这个墓地以西显然还 有 件为陶器 、 件为 石锛 。 肖 家屋脊屈家

有墓葬没有被揭露 。 岭文化晚期墓葬的随葬品也仅见陶容器
， 共

肖 家屋脊发掘面积 平方米 ， 清理了 有 件 。 石家河文化早期墓葬共出 土 件

屈 家岭文化晚期墓葬 座 、 瓮棺葬 座 ， 石 （ 套 ） 随葬品 ， 除 件陶纺轮 、 件石器 （ 残

家河文化早期墓葬 座 、 瓮棺葬 座 （ 此外 凿 、 钺 ） 外 ， 其余也都是 陶容器 。 随葬石

还有石家河文化晚期瓮棺葬 座
， 本文不予 凿 （ 和陶纺轮 （ 、 的墓葬也

讨论 ）

【

。 多数墓葬集中 分布于相对分开的 都是一

般 的墓 葬 。 随葬品 超过百件 的墓有

三片墓地 ， 每片墓地的规模只有十几到二十 两座
，

一为 件 ） ， 在南边一片石家

几座墓葬 ， 都各有这两个时期的墓葬 。 这样 河文化早期墓地的 中 间
，

另 一

为

的墓地就分布在居住房屋的旁边 。 如 东南
一

件 ）
， 在西北部

一片墓地石家河文化早期墓

片墓地就在 由 、
、 、 、 几座 葬的中 间 ，

旁边的 也出 土不少器物 （

房屋组成的
“

凹
”

字形院落外的西南角 。 可 件 ） ， 看来这两片墓地中石家河文化早期墓

知这样的墓地是这样一处院落中 的居民葬地 葬大致是以这两座墓为中心下葬的 。 其中

图一

） 。 这样的院落加小型墓地的结构应 的墓 口 长 、 宽 、 残深近 米 ， 有二

当是一

个家族生死场所的展现 】

。 层台和葬具
，
墓主为男性

， 随葬品除陶器外

邓 家湾和 肖 家屋脊墓地两个时期 的葬 只有墓主右上臂处的 件石钺 （ 图二 ） 。 从

式基本一样 ， 大多为竖穴土坑墓 。 土坑墓均 该遗址陶罐 （
： 上线刻人物手举石

为长方形
，

长度大多为 米左右
，
少数有脚 钺的图像来看 ，

石钺应是权力 的象征 。

坑或二层台 ， 有二层 台 的应当都有木质葬具 和 的随葬品均为 陶容器 。 由此可见
，
在

木棺 ） ，

一般是比较大型 的墓葬 。 可分辨 随葬观念上 ， 两片墓地都是以随葬陶容器为

的死者葬式大都是仰身直肢单人一次葬 。 瓮 主
，
越是大型的墓葬随葬陶容器就越多 。

棺葬主要是儿童的葬法 ， 以 对扣的釜 、 罐 、 邓家湾两个时 期的墓葬 中 分别有 座

瓮为葬具 。 邓家湾墓地人体头 向相对更为
一 和 座墓葬无随葬品

， 有 随葬品 的 最少仅

致 ，

一般都朝东北 ， 但也有少数向 东 。 肖 家 件 陶容器 ， 最多 的 分别有 件 和 件陶容

屋脊屈家岭文化晚期墓葬的头向则多朝北
，

器 。 肖 家屋脊两个时期土坑墓中 分别有 座

也有 向 西或向 东的
，
石家河文化早期墓葬的 和 座无随 葬品

， 随葬品最少 的有 件陶容

■ 总 ■



2 0 1 4 年第 期

北

‘

——

□□

一

米

匚 屈家岭 石家河

图 一

肖 家屋脊院落与墓地

器 ， 最多有 件陶容器 。 两个墓地各时期 家岭文化晚期还有壶形器 、 豆 、 釜 、
盆

随葬 陶 容器的 器类有多种 ， 但均以 罐 （ 高 、 钵 、 盂 壶形器 件 ，
石家河文化

领罐 ） 、 杯 （ 斜腹 杯 ） 、 鼎 （ 带盖小鼎 ） 早期 还有 瓮 、 豆 、 盆 、 钵 、 鬵 、 簋 、

和碗 为 主
， 其 中 带盖小 鼎 很 小

，
应是 明 小罐 、 壶形器 件 ； 肖 家屋脊屈 家岭文化晚

器 。 表一是这 种器物数量 的统计 。 其 中 数 期还有中 口 罐 、 小罐 件 ， 石家河文化早期

量最 多 的 是高领罐 ， 邓 家湾和 肖 家屋脊墓 还有大 口 罐 、 中 口 罐 、 壶形器 、 鉢 、
豆

地随 葬高领罐的 数量在屈 家 岭文化晚期接 复原件数 ） 、 罐形鼎 件 。 其中数量稍多

近随葬陶 容器总 数 的
，

在石家河文化 的盆 、 钵一类多见于邓家湾 ，

口径多为 厘

时期 则为 上 下 ， 其次是斜腹杯 ， 占 各 米 ， 是明器 。 所谓
“

小罐
”

个体都很小 ， 也

时期 随葬 品总数 的 左右
，

再 次 应为 明器
， 但形态变化很多

， 是何种器类的

为带盖小鼎 和碗 。 明器实际并不清楚
，
有些近似钵 。 豆和壶形

其他种类器物的数量都很少
， 邓家湾屈 器应是盛器 。 其他都只见 件 ，

是偶然在墓

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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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二 肖家屋脊 平 、 剖面图及部分随葬器物 图

、 、 、 、
、 陶高领罐 陶大 口 罐 、 陶碗 陶

中 口 罐 陶钵 陶壶形 器 陶器盖 、 陶小鼎 石钺 陶斜腹杯

表 邓家湾和 肖 家屋脊墓地出土 陶容器数量统计表 数量单位 ： 件 ）

邓 家湾墓地 肖 家屋脊墓地

恶 时

类
碰河她棚 碰

、

河她棚

罐 复原件数 ） 复原

杯 复原件数 ） 复原件数 ）

鼎 复原件数 ） 复原件数 ）

碗 复原件数 复原件数 ）

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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葬中 出现的 。 因此
，

邓家湾 和 肖 家屋脊墓地 报告则指 出墓葬中 鼎 、 杯的摆放位置一般在

随葬陶器的葬制中 就是以罐 （ 高领罐 ） 、 鼎 墓主脚下
， 较罐 、 碗的组合更靠近墓 主 。

带盖小鼎 ） 、 杯 （ 斜腹杯 ） 和碗为 中心
， 两个墓地的报告并没有全部发表随葬器物在

其他偶然 出现在随葬品 中 的器物不是葬仪 中 墓葬中 的摆放位置 ， 只 有邓家湾屈家岭文化

必备的 。 这样的
“

标准
”

器物群在 肖 家屋脊 晚期 座
、
石家河文化早期 座和 肖 家屋脊

墓葬中看得尤为 清楚 ， 除此基本没有其他器 屈 家岭文化晚期 座 、 石家河文化早期 座

物 。 墓葬发表有墓葬平面图 。 在这些平面图 上可

邓 家 湾 的 位置 在石 家 河城 址 的 西 北 以 清楚地看到 ，
两处墓地各个时期都有形制

角
，

肖 家屋脊则 位于城外东南部 。 两地墓葬 不同 的墓葬
，
形制不同 的墓葬中 随葬器物 的

的年代基本同 时 ， 延续的时间也大致相 当 。 摆放位置也有所不同 。

从 肖 家屋脊墓 葬的分布情况看 ，
十几乃 至 邓家湾和 肖 家屋 脊墓葬 的墓室 结构在

二十几座墓葬构成的墓地
，
是一

个基本居住 屈家岭和石家河文化时期区别不大 。 按照报

单元——院落 中 的居 民
，

也就是一

个家族 的 告的分类有窄坑 、 宽坑和有二层台等几种形

葬地 ，
由 于 肖 家屋脊在整 个石家河聚落中 的 式 。 其中邓家湾屈家岭文化 座墓葬有二层

位置
一

般 ，
这里的 院落和 墓地应是整个石家 台 ， 石家河文化 座墓葬在脚端 、

一

侧或 四

河族群中 最普通的族众的生死场所 。 邓家湾 周有二层台 ，
约 占 所有竖穴 土 坑墓 的 三分

与 肖 家屋脊墓葬的葬制如 墓向 、 葬式 、 墓葬 之一

。 肖 家屋脊屈家岭文化 座竖穴土坑墓

结构以及随葬品 的种类基本
一致

，

二者之间 中 ，
座有二层台 ，

座脚端还有扩大的器物

的差别仅在于随葬品 的数量 。 肖家屋脊墓葬 坑
；

石家河文化 座土坑墓中 ，
座有二层

的数量少于邓家湾近一

半 ， 但随葬器物的总 台 ，
座有脚端器物坑 。 在有二层台 的墓葬

数却比邓家湾多 ， 特别是 肖 家屋脊最大的两 中大都发现了 木板或墓底淤土的迹象 ，
因此

座墓葬 （ 和 要 比 邓家湾最大的墓 发掘报告认为是有葬具也就是木棺的证据 ，

葬 （ 随葬器物 多出
一

倍 。 这说明邓家 这是很有道理的 。 但在邓家湾 和 肖 家屋脊也

湾墓地虽在城内 ， 但并不比 肖 家屋脊更重 都在没有二层台 的墓葬 中 发现有木 棺的 迹

要 。 也就是说 ，
邓家湾墓地中 的族群身份也 象 ， 如邓家湾 和 肖 家屋脊 ， 说明有

应是石家河普通族众
， 只不过他们的居住地 葬具的墓葬不

一定都有或保留 有二层台 。 如

很可 能 位于城内 。 邓家湾墓地墓葬数量虽 果注意到邓家湾 和 肖 家屋脊多数窄坑墓葬的

多
，
也很可能 同样是 由类似肖 家屋脊那样 的 深度都只有 厘米 ，

也可 以有理由 推测

家族墓地构成 ， 只 是因为邓家湾所在地点空 墓葬原有的二层台 已经被后来破坏掉而无法

间狭小
，

家族墓地之间难以 区分而已 。 得知原先的状况 。

几乎 所有没有随 葬品 的 墓葬都是窄坑
二

墓葬 ， 而有二层台 的墓葬随葬器物最多 ， 器

上 述两个墓地 的完整葬仪虽 然 已经难 物分别置于棺 内和二层台上 （ 棺外 ） 。 在二

以全面复原
， 但随葬品 的组合及不同组合器 层 台上放置器物 的空 间 不够大的情况下 ，

物的放置程序却有迹可循 。 邓 家湾和 肖 家屋 有些墓葬还将墓穴放置器物的
一

端 （

一

般是

脊发掘报告巳经注意到
， 上述随葬器物在墓 脚端 ） 稍 稍 扩大 ， 如 邓家湾 屈 家岭文化晚

葬中是有基本组合关系 的
，

如邓 家湾报告指 期 、 、 、 石家河文化早期

出 屈家岭文化晚期的基本组合有两种 ，

一是 肖 家屋脊屈家岭文化晚期 、

鼎 、 杯的组合 ，
二是罐的组合、 肖 家屋脊 石家河文化早期 等 。 还有一些墓葬是将脚

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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端放置器物 的空间挖得更大而突 出于墓坑 ， 和 石 家河文化 时期 的有二层 台和 器物坑的

像是特意设置 的或 圆 或方 的器物坑 ， 这样 墓葬 都是这样的情况 ， 如 鼎 、 杯

的墓葬有邓家湾屈 家岭文化晚期 、 石 家 罐 、
碗 图三 ） 、 鼎 、 杯 罐

河文化早期 和 肖 家屋脊屈 家岭文化晚期 、 鼎 、 杯 罐 图 四 ） 、

、
、 及石家河文化早期 、 鼎 、 杯 罐 、 碗 、 鼎 、 杯

等 。 因此可知 ， 在这两处墓 地的葬仪中 ，
随 罐 、 碗 、 鼎 、 杯 罐 、 碗

葬器物是分两次进行的 ，
两部分器物放置的 图五 ） 。 个别 的 变化情况 有 例

， 分别

空间位置一

在棺内 ， 可能是在墓穴外就已 经 是 ： 棺内只有 鼎 的墓 座 ， 即 鼎 罐

放好 ， 随棺木一起进入墓穴
；

另一

在棺外 ，
；
棺内 没有而只在二层台上有 器物 的墓

是在安置好棺后才放置在二层台上或脚端器 座
，

为 鼎 、 罐 、 钵
、 罐

物坑中 的 （

一

般与二层台平齐 ）
，
个别还放 、 鼎 、 杯

、
壶 、 碗 、 罐 ；

在木棺之上 ， 如 肖 家屋脊 、 。 有 些 棺内 只有杯的墓 座 （
，
棺内有杯 件 ，

墓葬 的棺木 腐朽后塌 陷 ，
致使棺外二层 台 器物坑中 有一字排开的 罐 件和集 中 堆置的

上的器物落人棺穴中
，

如邓家 湾 之 、 鼎 件 、 杯 件 ，
在空 间上鼎 、 杯与罐还是

、 号陶罐 ， 但这样的情况并不多见 。 分开 的 。 最大的 随葬品置于棺内足下墓坑

排除邓家湾 这种情况 ， 就可 以发现 底部 者有薄胎红 陶杯 排 件 ， 置于人骨左

在棺内 和棺外两 处放 置的器 物种类是不同 上身 者有带盖小鼎 件 、 石钺 件 ， 置于头部

的 ， 在棺 内
一般都是 鼎 和杯两种器物 ， 大 左侧 者有 壶形器 件

，
置于足端二层 台 上者

量高领罐和少量碗只见于二层台上和器物坑 有高 领罐 件 、 碗 件及大 口 罐 、 中 口 罐 、

内 。 这在 肖 家屋脊尤为严格
，

所有屈 家岭 钵各 件 （ 见图二 ） 。

厘米

图 三 肖 家屋脊 平 、 剖面图

、
陶高领罐 陶碗 陶小鼎 陶斜腹杯

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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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四 肖家屋脊 平 、 剖 面图及部分随葬器物图

陶斜腹杯 陶小鼎 、 、 、 陶高领罐 陶大口罐

邓 家湾 报告发表 了 平面 图 的有二层 台 鼎 、 杯各 及豆 、 罐 、 鼎 、 罐 、

或脚坑 ） 的墓葬大致也是如此 。 只是在棺 小罐 但其中 鼎 、 杯放在
一起

，

内 与鼎 、 杯放在一起 的还多 见小罐 和盆 、 鼎 在头端 、 罐在脚端 ， 也未混放 。 此外 ，

钵 ， 罐 、 碗也均置 于二层 台或器物坑 内 。 只 在二层台 上出 土鼎 、 钵 、 碗 、 杯各

这样的墓 葬有 鼎 、 杯 、
小罐 、

盆 件 ， 只在棺内人脚下有鼎 、 杯 、 罐各 件

碗 、 罐 、 鼎 、 杯
、 盆 、 和小罐 件 。

壶 罐 、 盆 、 残罐 、 杯 、 盖 肖 家屋脊报告发表 了 平 面 图 的没有二

碗 、 罐 、 盆 、 杯 、 鼎 、 小 层台 或器物坑的墓葬 ， 多见仅随葬鼎 、 杯组

罐 盆 、 罐 、 鼎 、 杯 、 小罐 合 （ 或只有杯 、 或还有壶 ） ， 这样的墓 葬有

、
盆 罐 、 鼎 罐 、 碗 、 鼎 、 杯 、 鼎 、 杯 、

杯 、 鼎 罐 和豆 、 碗
、

簋 、 鬵各 （ 鼎 、 杯 、 鼎 、 杯 、 壶
、

、 杯 、 鼎 、 小罐 、 壶 碗 、 杯 、 鼎 、 杯 。 只随葬罐

罐 、 鼎 、 小罐 、
壶 罐 、 的墓葬只有 有 件 ， 其中头顶置高领

鼎 、 杯 、
小 罐 、

小钵 罐 、 罐 件 、 足下放高领罐和大 口 罐各 件 、 身体

鼎 、 杯 、 簋 罐 、 碗 、 右侧分三层放高领罐 件 。 鼎 、 杯组合与罐

罐 、 罐 、 碗 、 小罐 。 同 出 的墓葬有两座
，

出土的 件鼎 、 件

鼎 、 杯与罐一起放在二层 台上的例外情况有 杯置于墓坑 中 部偏东 ， 件高领罐放在墓坑

座
，

即 鼎 、 杯 、 罐 、 鼎 东端上部 （ 图六 ）
， 可见鼎 、 杯放在坑底 ，

、 杯 、 罐 、
碗 、 杯 、 小罐 回填墓坑至

一

半 时才放高领罐 。 墓主头

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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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 邓 家湾 报告 发 表 了 平 面 图 的 没 有二

暖
「

令
能纏龍 n 肖賴龍砂 ，

錢

極 赫 錢 ’ 餅
—二 的墓葬有 鼎 、 杯 、 小罐 、

鼎 、 杯 、 鼎 、 杯 丨 、 小罐 、

盂 、 鼎 、 碗 、 杯 、

壶 、 杯 、 鼎 、 小罐 、

杯 、 鼎 、 杯 、 鼎
、

°
“

杯 、 杯 、 体 、 杯 、

纺轮 。 只有髙领罐 和碗组合的墓葬有

座 ， 为 罐 、 罐 、 碗 、

一

罐 、 碗 、 罐 、 碗 。

两种组合同 出 的墓葬有 座
，

为 鼎 、

碗 、 罐 、 杯 、 盖 、 罐 。

以上引 述邓家湾 和 肖 家屋脊报告已 经

发表具体器物摆放位置的墓葬资 料 ， 目 的

在于试 图恢 复两处墓地随葬器物的仪式过

射昔 就 酣雜 赚魏

餘 龍另糨雕軸賊 贿

不 同 的器物 ， 在可能没有棺的墓葬中 也可

以清晰地看到
， 这样 的两组器物被放在了

丨

不 同 的位置 ， 或者说是在不 同的下葬程序

！ 中被分别放置 ， 因 此可 知这两组器物的象

征意义 是不同 的 。 鼎 、 杯 （ 有时还有壶 ）

是一

套 ，
放在棺 内

； 罐 （ 有时还有碗 ） 是

另一套 ， 放在棺外或出 自填土中 。 肖 家屋

脊最大 的墓葬 随 葬有石钺
，

墓 主是有

？
厘米 身份地位的人物 ， 代表了 葬仪的 高端 ， 应

图 五 肖家屋脊 平 面图 （ 上 ） 、 坑 口 足端平面图 当有最完整 的程式。 其棺内 有 鼎 、 杯 、 壶

丨

目
组合 ，

应是完 整 的一套 ， 其他墓葬棺 内 的
陶小鼎 陶斜腹杯 陶碗 陶高领罐

鼎 、 杯组合是其简化形式 ， 这一组合显然

上放 鼎 、 杯 、 壶各 件 ， 脚端有两组器物 ，
是 当时 的饮食器具

， 代表了 葬仪中 以饮食为

其中鼎 件 、 杯 件集中 贴近脚部 ， 高领罐 中 心的观念
，

而这套器物在 中 随葬了很多

件 、 钵 件一组靠外 放置 。 这 座墓的墓坑 比 件 ， 或许呈现的是墓主有能力提供的宴享规

其他墓葬要长 ， 显然是故意预 留 了在脚下多 模 。

放置器物的空 间
，

头顶一

套鼎 、 杯 、 壶应当 棺外放置大量高 领罐 （ 有时还 有少量

也是特定 的组合 ，
脚 下 高领罐和 钵分开放 碗 ） 的葬仪显然是在盖棺之后

， 代表了 葬仪

置 ， 同
—样 ， 实际上也与有二层台 的墓 中 的 另

一

类观念 。 陶罐是储藏用具
， 在墓

葬分别放置两套器物的情况没有 区别 。 葬中有些高 领罐上覆盖有碗
，

如 见图

■ 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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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六 肖 家屋脊 平 、 剖面 图

、 、 、 陶高领罐 、 、 陶小鼎 陶斜腹杯

三 ） 、 说明 陶罐内 可 能盛有东 西
， 大 罐 、 碗组合在墓 中放在一起的少数例子 ， 但

量使用 陶罐也许是为 了 随葬陶罐中可能已 经 多数墓葬的葬仪同 肖家屋脊是一样的 。 而邓

朽烂了的粮食一类东西 ， 而不仅仅是随葬陶 家湾最大 的墓葬 只 随葬 件陶器和 件

罐 。 还要加以 注意的是 ， 两处墓地中 都有不 石锛 ， 说明邓家湾没有 肖 家屋脊族群那样富

少髙领罐个体 比较小且制 作粗糙
，
应 当是明 有

，
葬制也不是那么严格 。 同时也说明 即便

器 。 也就是说 ，
随葬大量 明器高领罐乃是一

同样都是在石家河遗址中 的不同 族群 ， 也有

种象征
， 表示 的只能是对财富大量拥有的渴 经济实力上 的差别 。 像 肖 家屋脊那样的家族

求 。 此外
， 这套器物中有些碗是对扣在一起 墓地的葬制 以 显示财富 为葬仪的重点 ， 说明

的
， 如 中 有两对 （ 见图五

） ，
这种现象 当时家族这样

一

个最小的社会族群已 经是拥

也多见于邓 家湾
“

祭祀
”

遗迹中 ，
不能排 有很大程度独立地位的经济实体了 。

除碗内 也盛装有东西 。 从大量没有随葬高 领
一

罐及没有棺木的墓葬也随葬了鼎 、 杯组合的 三

情况看 ， 以 饮食为 中心 的葬仪是普世性的
， 葬俗 及葬俗所表现 的观念需要 区分地

是大家都希望在死后保有 的 。 而在棺内 随葬 域 、 群体和阶层来看待 。

了鼎 、 杯组合之后
，
再在棺外随 葬大量高领 与邓家湾和 肖 家屋脊墓地葬仪

一样的例

罐和碗的葬仪 ， 则越是在大型墓葬中表现得 子还出 现于天门 笑城和荆 门叉堰冲 。 其中天

越充分 ， 显然是财富 的 显示 。 肖 家屋脊大 门笑城是一处屈家岭文化晚期至石家河文化

墓之一

中 甚至只在棺外随葬罐这一种 器 早期 、 面积接近 万平方米的城址 ， 比石家

物 ， 并有 件之多 ， 说明后一种葬仪已 经 河城要小很多 ， 在城墙上清理的两座石家河

成为社群高端特别要强调的观念 。 文化墓葬都是竖穴土坑墓 ， 中 间随葬高领

与 肖 家屋脊相 比
， 邓家湾墓地随葬品 的 罐 件 、 中 口 罐 件、 碗 件 ，

—

侧至少随

葬仪中 还有些小的 区别 ， 如棺 内 除随葬鼎 、 葬高领罐 件 。 荆 门叉堰冲是一处小型遗

杯外 ， 还常见小罐 ， 也有鼎
、
杯 的组合与 址

，
这里发掘 的 随葬 陶器 件 ， 其中豆 、

总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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杯各 件和鬵 件放置在头端二层台 上 ， 圈足 无随葬品 。 在偏北 的汉水谷地虽然也是儿童

盘 、 碗 、 缸各 件放置在脚端二层 台上 ， 其 瓮棺葬与土坑墓葬在一处
， 但还多见瓮棺附

余 件均为罐 ， 放置在两侧二层台上 ； 葬在土坑墓 的腰坑中 的例子 。 襄樊谷地与 随

随葬 件器物 中 除 瓮 、 杯各 件外 ， 其余 枣走廊墓葬则大多没有随葬品 ， 葬俗均与江

都是罐 】

。 这两处遗址连同石家河都位于江 汉平原北部大不相同 。

汉平原北部地区大洪山 南麓屈家岭
一石家河 在江汉平原西南洞庭湖地区的安乡划城

文化分布的核心位置 。 岗 、 澧县城头山 和石首走马岭发现有屈家岭

这个 区 域以北 的汉水 中游地 区也是屈 文化晚期至石家河文化早期 阶段墓葬 。 其中

家岭
一石家河文化的分布区域 ， 在郧县青龙 城头山屈 家岭文化墓地分布在同时斯城内 中

泉 、 淅川 黄楝树和下王岗 、 房县七里河
、
宜 部稍 偏北处

，
已 经发掘墓葬 多座

， 其中

城老鸹仓 、 随州 西花园等遗址都发现屈 家 的三期 （ 相当于本文所说屈家岭文化晚期 ）

岭文化晚期至石家河文化早期墓地 。 其 中淅 墓葬 座 ， 但土坑墓只有 座 （ 其余为瓮

川黄楝树遗址 面积约 万平方米 ， 发掘
一 棺葬 ） 。 所有墓葬都有随葬品

， 从 件至上

座 屈 家岭文化晚期
“

凹
”

字形院落 ， 院落 百件不等 ， 其中除少量石器和陶纺轮外 ， 其

周 围发现有 座墓葬 ， 其中 座集中分布于 余大多为 陶容器 。 从报告全部发表的其 中

院外东北角 ， 皆为竖穴土坑墓
，

座有瓮棺 座墓葬的情况看 ， 随葬品的摆放位置难以分

葬具
，

座是长方形竖穴土坑墓与瓮棺葬的 辨 出 规律 。 随葬器物最多的 墓坑长 、

合葬墓
， 其余皆为单人墓

， 仰身直肢葬 ， 个 宽 米
， 件随葬品 布满全坑 ， 有 陶豆

别有瓮棺腰坑 。 大多数墓葬没有随葬品 ， 有 、 壶 、 鼎 、 罐 、 盂 、 盖 、 甑 、

随葬品者最多不超过 件 。 在青龙泉发掘屈 杯 、 纺轮 件及石链 件 （ 图七 ） 。 随

家岭文化晚期土坑墓 座 、 瓮棺葬 座和石家 葬器物分两层放置 ，
下层有陶罐 、 壶 、 豆

河文化早期 土坑墓 座
、 瓮棺葬 座

， 土坑 、 碗 、 盖 、 鼎 、 甑 、 纺轮 件 ，
上层有

墓不少带腰坑 ， 腰坑中附葬儿童瓮棺 ， 随葬 罐 、 豆 、 盖 、 壶 件 。 城头山还有石家河

品都很少 ， 比较丰富 的 出 土玉笄 件及 文化时期土坑墓 座 （ 另有瓮棺葬 座 ）
，

陶盖 、 碗 、 澄滤器 、 罐 、 瓮 各 件 。 在房 其 中 随葬鼎 、 釜 、 盘 、 缸 件 ，

县七里河发掘石家河文化早期墓葬 座 （ 含 随葬罐 、 瓮各 件 ， 和 各随葬

报告所称三房湾文化 ） ， 大多为单人墓
，

二 鼎 件 、 罐 件
㈣

。 这处墓地与邓家湾墓地类

次葬多见
，

还有 座是多人合葬墓 。 随葬 品 似 ， 都位于城内 ， 但似乎并不是高等级族群

多为猪下颌骨 ， 随葬器物少见
，
早期只有红 的葬地

， 大墓随葬品 中 以鼎 、 豆 、 壶随葬数

陶杯 ， 偏 晚阶段的 随葬石斧 件及猪上 、 量最多
，
展示的是宴饮之俗 。

下颂骨各 件 ， 有腰坑 ， 内 有陶钵 件 、 罐 在划城 岗 清理 了 屈家岭文化晚期 （ 报

件 。 在随州西花园 发掘屈家岭文化晚期 告称为 中 二期 ） 墓葬 座
， 随葬品每墓

墓 葬 座 、 石家河文化早期墓葬 座 、 瓮棺 件 ， 有瓮 、 杯等 ， 其中 随葬豆 、 高圈 足

葬 座和石家河文化中期墓葬 座 、 瓮棺葬 杯 、 钵 件
；
石家河文化早期墓葬 座 （ 报

座
’
大多无随葬品

， 仅 、 和 分别 告称为晚期 ）
， 随葬品每墓 件不等 ， 有

出 土石锛 、 小罐各 件及半头猪 。 在位于襄 杯 、 壶 、 盘 、 鼎 、 鬵 、 瓶等 ， 其中 随葬

樊谷地的宜城曹家楼遗址 和老鸹仓遗址 杯 、 盖 件 。 在走马岭发掘清理了墓葬

分别清理 了 座屈家岭文化晚期和 座石家河 座
， 集中分布在房屋居住区 的南北两片墓地

文化早期墓葬 ， 有二次葬 ，
也有

一

次葬 ， 多 中 。 这些墓葬多数有二层台和木质葬具 ， 葬

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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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七 城头山 平 、 剖面图

、 、 、 、 、 、
、

、 、 、 、 陶壶 、 、 、 、 、 、

、 、 、 、 、
、 、 、 、 、 陶器盖 、 、 、

、 、 、 、 、 、
、 、 、 、 、 、 、 、 、 、 陶豆 、 、

、 、 、 、 陶罐 、 、 、 、 、 、 、 、 、 、 、 陶鼎 、

、
陶甑

、 、 陶小罐 陶杯 陶盂形器 陶纺轮 石锛

式是二次葬 。 随葬品最多 的有 件 ，
少的也 钺 、 锛 件 。 在余家岗发掘墓葬 座 ， 只有

有 件左右 ，
发表的 座墓葬随葬品都放置 手臂上有陶环

，
随葬品放置在仰 身直

在棺内
， 其中 随葬器物较多的第四期墓葬 肢人体之上 ， 有陶鼎 、 碗 、 盆 、 罐各 件 ，

随葬有豆
、 壶 、 罐 、 杯 、 小罐 、 碗 、 其他墓葬没有随葬 品 。 在吴家坟发掘 墓葬

盂 、 盖 件 ， 这里的 第四 期 墓葬相 当于屈 座
， 其 中 随葬陶鼎 、 壶 、

豆
、 碟

家岭文化晚期 。 走马岭墓地与 肖 家屋脊类 件 ， 其他不明 。 这样的葬制显然是继承了大

似 ， 规模像是小型的家族葬地 ，
墓葬虽然也 溪文化晚期油子岭类型 （ 或称油子岭文化 ）

多见二层台 ，
表明有木质葬具

， 但随葬 品均 的埋葬传统 ， 而实际上放鹰 台墓地正是从油

在棺内 ， 并没有 显示财富的葬仪 。 显然洞庭 子岭类型 一直延续下来 的 。 类似 的 情况在

湖地区 的葬制特别是随 葬器物的葬仪也是与 洞庭 湖地 区相 当多见
，

如城头 山 、 华容车

江汉平原北部地区很不相同 。 轱山 、 澧县宋家台
【

、 怀化高坎垄％
等遗

江汉平原北部地区屈家岭文化早期墓地 址
， 都有从油子岭文化时期至屈 家岭文 化早

发现于武 昌放鹰 台 、 孝感吴家坟 、 安陆 期 的墓葬 。 这些墓地的葬制均与城头山 墓地

余家岗等遗址 ， 其中在放鹰台 墓地发掘竖 十分类似 。 而所谓大溪文化晚期 油子岭类型

穴土坑墓 座 ， 人骨不存 ，
随葬 品最少仅 或油 子岭文化与屈 家岭文化早期 也是很难截

件 ， 最多 的 随葬 件 ， 分别为 陶鼎 然划分的 【 】

。

、 罐 、 壶 、 杯 、 豆 、 簋 、 盖 件及石 从上述屈 家岭文化晚期至石家河文化早

总



张弛 ： 石 家河 聚落兴盛时期 葬仪 中 的新观念

期各个区域的葬制 比较以及与这些区域中屈 在 所有 程序 的最后 ， 不仅显示这一葬制 与

家岭文化早期的葬制 比较来看 ， 江汉平原北 前述 以 饮食为 中 心 的 随葬习 俗有所 区 隔
，

部以石家河的邓家湾和 肖家屋脊墓地为代表 而且很像是在葬制演 变过程 中后来才 出 现

的葬仪显然是在屈家岭文化晚期才开始出 现 的附加行为 。

的
， 这种葬仪 目 前只发现于这

一

地区 。 江汉 对大溪文化晚期 （ 油子岭文化 ） 至屈 家

平原以南 的洞 庭湖地区屈家岭文化晚期至石 岭文化早期葬俗比较的结果表明
， 大量随葬

家河文化早期则是直接继承了油 子岭
一屈家 陶罐的葬制是在屈家岭文化晚期在江汉平原

岭文化早期的葬制 ，
没有发生江汉平原北部 北部新出现的 ， 而洞庭湖地区在屈 家岭文化

地区那样 的葬仪变化 ，
而汉水 中游地区另有 晚期和石家河文化早期则

一直延续了 此前屈

当 地 自 身的特色 。 家岭文化早期的葬制 。 目前资料表明
，
从大

溪文化晚期开始 ，
长江中 游的两湖地区人 口

迅速增长
， 社会分化开始加剧

， 在江汉平原

在石家河聚 落兴 盛时期也就是屈 家岭 北部出 现了天门龙嘴 、 在洞庭湖地区 出现

文化晚期 至石家河文化早期 ， 位于石家河城 了 澧县城头山那样的城址 ， 但区域间的社会

西北角 的邓家湾和东南城外的 肖 家屋脊一

直 发展似乎还没有差别 。 而从屈家岭文化晚期

存在家族墓地 ， 两处墓地表现出 相当
一致的 开始 ， 两湖地区文化和社会发展的中心则集

葬俗并从多方面反映出 了 当时的丧葬观念。 中 出现在了 江汉平原北部的山麓地区
， 石家

如有 不同层次的群体聚族而葬的 区别 、 儿童 河以及一系列数十上百万平方米的大型城址

以瓮棺为葬具与成人埋在 同
一墓地 、 以随葬 和聚落都位于这一地区 ， 最大型的聚落如石

石钺为某种权力 的象征 、 以随葬饮食器具为 家河 、 屈 家岭 、 陶家湖 、 门板湾之间 的距离

中 心意图将现世生活带人地下等等 。 这些观 为 松里
，
最小的城址之间 的距离只有

念也同时见于屈 家岭
一石家河文化时期其他 公里左右

， 指示出 当时高 度繁荣的 区域社

地区的墓地 。 但在这两处墓地葬仪中可以分 会形态或许还有紧张的社群关系都已 经超过

辨出来的另 一葬制 ， 即在墓葬中或特意开辟 了屈家岭一石家河文化分布的其他地区 。 石

或划分出空 间或在葬埋顺序上刻意加 以 区分 家河聚落兴盛时期的葬仪中新 出现并极力表

以 埋藏大量高领罐 ，
以及 由此宣示财富 、 显 达的以 财富增强威望的观念

，

正与这个地区

示威望的观念 ， 却只发现于石家河 、 笑城和 不同族群间相互竞争 日 趋激烈从而不断出 现

叉堰冲遗址所在的江汉平原北部地区
， 而在 新的社会联合体的社会发展进程互为表里 。

屈家岭
一石家河文化广泛分布的汉水 中游地 在 中 国新石器时代各个 时期 的葬仪中 ， 普

区和洞庭湖平原均未见到 。 从在石家河遗址 通族众如此大肆宣 示财富 的丧葬观念也 属

揭露的邓家湾和 肖 家屋脊墓地以及笑城和叉 首例 。

堰冲墓地的规模来看 ，
这一

葬俗反 映的无疑

是当时各 自 社群的普通族众中广泛存在的观

‘

曰
北京大学考古系 、 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 所 、 荆

観 馆石家河考古 队 ： 《石 址调
期 在葬仅中卿的数量有越細多的趋势 ’

魏告》 ，
见 《 南方民族考古 》 第五辑

，

表明 财富是当时普通族众中极力 树立威望的

群体或个体所极力追求的 如 肖 家屋脊 本文引人屈 家岭
一

石家河文化这样 的概念
，
以

和 那样的例子 。 在石家河的葬仪下葬过 强调这 两者之间在文化 、 聚落和社会意义上的

程 中 ，
随葬标志 财富 的大量罐类的程 序是 不可分割性并方便行文 。

总



者 式 年第 期

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 、 北京大学考古学系 、 期 。

湖北省荆州博物馆石家河考古队 ： 《邓家湾》 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 宜城市博物馆 ： 《 湖

第 、 页 文物出版社
， 年 。 北宜城老鸹仓遗址试掘报告 》 ， 《江汉考古 》

湖北省荆州博物馆 、 北京大学考古学系 、 湖北 年第 期 。

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石家河考古队 ： 《天门 石家 湖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 ： 《澧县城头山——新

河考古发掘报告之 肖家屋脊 》 （ 上 ） 第 石器时代遗址发掘报告》 （ 上 ） 第 页
，

页 ， 文物出版社
， 年 。 文物出版社 ， 年 。

张弛
： 《 长江 中下游地 区史前 聚落研究 》 第 湖 南省博物馆 ： 《 安乡划城岗 新石器 时代遗

页
，
文物出版社 ， 年 。 址 》 ， 《考古学报 》 年第 期 。

同 ， 第 页。 荆州市博物馆等 ： 《湖北石首市走马岭新石器

同 ， 第 页 。 时代遗址发掘简报》 ， 《考古》 年第 期 。

鼎 、 杯 罐 、 碗 以
”

区分棺内外
，
意为 湖 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 ： 《 武 昌放鹰 台 》 第

棺内 出土鼎 件 、 杯 件 ， 棺外出 土罐 件 、 碗 页
，
文物出版社 ， 年 。

件 下同 。 孝感市博物馆 ： 《湖北孝感吴家坟遗址发掘 》 ，

同 第 页 。 《考古学报 》 年第 期 。

湖北省文物 考古研究所、 天 门 市博物馆 ： 《 湖 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 、 孝感市博物馆 、 安 陆

北天门笑城城址发掘 报告 》 ， 《 考古学报 》 市博物馆 ： 《湖北省安陆市余家岗遗址发掘简

年第 期 。 报 》 ， 见 《湖北考古报告集 》 汀汉考古编辑

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 ： 《 荆门 团林叉堰冲遗 部 ， 年 。

址发掘简报 》
，

《江汉考古 》 年第 期 ； 《荆 湖南省岳阳地区文物工作队 ： 《华容车轱山新

门叉堰冲新石器时代遗址第二次发掘简报 》 石器时代遗址第一次发掘简报 》 见 《湖南 考

《江汉考古》 年第 期 。 古辑刊》 第 辑 ， 岳麓书社 ， 年 。

长江流域规划办公室考古队河南分队 ： 《河南 湖南省 文物 考古研究所 ： 《湖南澧县宋家台 新

淅川黄楝树遗址发掘报告》 《华夏考古 》 石器时代遗址 》
，
见 《 湖南考古辑刊 》 第 辑

，

年第 期 。 求索杂志社 ， 年。

中 国 社会科学 院考古研究所 ： 《青龙 泉与 大 湖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等 ： 《怀化高坎垅新石

寺 》 第 页 科学出 版社 ， 年 。 器时代遗址 》 ， 《考古学报 》 年第 期 。

湖北省 文物考古研 究所 ： 《 房县七里河 》 第 郭伟民 ： 《 新石器时代澧阳 平原与 汉东地 区

页 文物出版社
， 年 。 的文化与社会 》 第 页

，
文物 出 版社

，

武汉大学历史系考古教研室 ： 《 西花 园与庙 年 。

台子》 第 、
、 页

，
武汉大学 出版社 ， 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 ： 《湖北省天 门市龙嘴

年 。 遗址 年发掘简报 》 ， 《江汉考古 》 年

武汉大学历史系考古教研室等 ： 《湖北宜城曹 第 期 。

家楼新石器时代遗址 》 ， 《考古学报 》 年第 （ 责任编辑 洪 石 ）

总



> 3 
?  A r c h a e o l o g y	 2 0 1 4  年第 期

本期 要 览

山西襄汾县大崮堆 山石器制造场遗址 年的发掘 大崮堆山石器制造场遗址是 临粉盆

地 目前所见唯一一处新石器时代石器制造场遗址 ，
出 土石制 品以石片最多

， 其次为矛形坯 ， 还

有斧形坯 、
刀形坯 、 铲形坯 、 锄形坯 、 锛形坯 、 凿形坯 、 石核 、 石锤及厨刀坯等 。 该遗址的发

掘 ， 对于研究 陶寺时期 的石器生产 、 资源利用 以及各遗址间 的交流具有重要意义 。

河南荥 阳市官庄遗址西周遗存发掘简报 年 ， 郑州大学历史学院考古系对官庄遗址

南水北调干渠占压部分进行了发掘 ’
发现两周 、 汉唐等时期的遗存 。 其中以西周晚期遗存最为

丰富 ，
主要有大型环壕 、 灰坑 、 墓葬 、 房址 、 灰沟等 ， 分布较密集且出 土遗物丰富 。 官庄遗址

的发现 ， 对研究郑州西部地区两周 时期的考古学文化和聚落布局等具有重要意义 。

西藏加查县达拉 岗 布寺 曲 康萨玛大殿遗址 发掘简报 加查县达拉岗布寺曲康萨玛大殿为天井式

建筑 ， 其建筑形式的变迁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西藏寺院建筑结构的时代特征 。 此次发掘 出 土佛

教造像与法器 、 佛塔等 件 （ 组 ） ， 特别是丰富的造像 ， 为研究藏传佛教造像艺术的发展变

化与风格特征
， 以及了解达拉岗布寺的历史地位及佛教文化交流等提供了重要资料 。

石家河聚落兴盛时期葬仪 中 的新观念 在石家河聚落兴盛时期 ， 邓家湾和肖 家屋脊两处墓地表

现 出相当
一

致的葬俗 ，
而在这两处墓地的墓葬中或特意开辟或划分出空 间 、 或在埋葬顺序上刻

意加 以区分以埋藏大量高领罐 ，
以及由此宣示财富 、 显示威望的观念 ，

正与这个地区不同族群

间相互竞争 日 趋激烈从而不断出现新的社会联合体的社会发展进程互为表里 。

祖檠考 文 中通过对河南淅川和尚岭春秋墓葬所出青铜祖檠铭文的释读 ， 考证此类器物的性质

实为古人致 日测影之勢表 ， 并正其名 曰
“

祖檠
”

， 纠正了学术界以往普遍将之视为镇墓兽座 的

错误观点 。 同时 ， 在研究先秦时期 的致日 制度及相关器物的基础上
， 阐述了 以器喻德的独特观

念 ， 建立了中 国 自 新石器时代至秦汉时期圭表测影的固有传统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