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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古新发现考古新发现
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评选活动协办

岳家湖遗址位于阜阳市颍东区朝阳大道与颍河东路交
叉口东南角，因地处岳家湖公园的东南角，故被命名为岳家
湖遗址。

为配合基建，2020年6月至11月，安徽省文物考古研究
所联合颍东区文旅体局对建设工地范围内遗址所剩区域进
行抢救性发掘。经全面钻探，遗址总面积约 20万平方米，其
中新石器时代遗存分布面积约12万平方米。

发掘区共分为三区，东北部为Ⅰ、Ⅱ区，西南部为Ⅲ区。
发掘面积共 620 平方米，发现新石器时代壕沟 1 条、墓葬 9
座、灰坑 29个、柱洞 18个；宋代水井 1座；清代墓葬 1座。出
土各类遗物小件、标本共250余件。

Ⅰ区发现 1座宋代砖砌水井，出土汲水器双耳罐、少量
陶瓷残片、动物骨骼等遗物。

Ⅱ区发掘面积 400平方米，该区地层堆积较为简单，上
部是1.5米厚的黄泛层，之下是0.8米厚的宋代堆积，底部是
新石器时代文化层，厚 0.5米。共发现新石器时代壕沟 1条、
墓葬4座、灰坑8个、柱洞4个。

墓葬基本沿壕沟边沿分布、较为分散，均为土坑竖穴
墓，东南向，单人葬，一次葬和二次葬均有，骨骼保存一般。
其中M1人骨较为零乱，错位严重，经鉴定为成年女性，随葬
陶鼎、豆、壶、鬶各1件，鬶为长颈冲天流、球腹、小实足，鼎为
小型罐形，豆为浅盘钵形。M2为儿童墓，侧身屈肢，头枕夹
细砂红陶块，陶块表面饰有交错篮纹，应是鼎或罐类残块。
M4为成年人墓，仰身直肢、头骨面朝东，出土平底杯 1件。
M4南侧有一小坑，近似圆角方形、坑底不平，底部摆放有完
整猪骨骼 1具，猪骨仰身平躺、四腿朝上偏东、似有捆绑迹
象，应是墓葬祭祀坑。

灰坑多数为普通小型垃圾坑，出土少量陶片、动物骨骼
残块等。

壕沟呈西北-东南走向纵贯发掘区，沟口残宽12米，沟

底残宽8米，最深1.8米，斜壁，平底，沟底呈不连续长条形坑
状，宽1.5米、深0.8米。沟内填土堆积可分11层，以灰黑土为
主，局部间以纯黄土，出土少量石器、陶器、动物骨骼和 1个
人头骨。壕沟内底部分布有少量墓葬、灰坑等遗迹。

Ⅲ区发掘面积 150平方米。该区地层堆积较为简单，总
厚 1~1.2米，其中近现代地层堆积厚 0.1~0.3米，宋明清堆积
厚0.2米，新石器时代堆积厚0.5米。共发现新石器时代墓葬
5座、灰坑21个、柱洞14个，清代墓葬1座。

新石器时代墓葬均为长方形土坑竖穴墓，2 座为东南
向，3座为西南向，墓坑较小，均为单人葬，人骨保存较差，无
随葬品。

发现2座相对规整且堆积丰富的较大灰坑，其中H21坑
口长 4.3米、宽 3.8米、深 3.8米，坑内堆积共分为 8层，且每
一层都呈坡状堆积，最底部为纯净的青灰淤土，之上为黑
色草木灰层，并有明显的水浸痕迹；之上为较硬的黄褐土
与粘软青灰淤土相间分布，出土少量陶片。H34近圆形，直
径 3.6~3.8 米，深 1 米，斜壁平底，共分为 4 层，每层都呈中
部低边缘高的堆积状态，最底部为灰黑草木灰层，上部三
层土质较致密。

整个发掘区内出土的新石器时代遗物以陶器为主，另
有少量石器、骨器。陶器可复原器形较少，可辨器形有鼎、
罐、甗、甑、鬶、盆、杯、豆、器盖等，以夹细砂红褐陶为主，另
有较多的泥质灰陶；纹饰以篮纹、绳纹为主，少量附加堆纹、
戳点纹、弦纹等。鬶除了M1出土的实足鬶外，另有常见的长
颈、冲天流、袋足鬶，其他代表性器形有花边捉手器盖、细高
柄浅腹杯、圆腹绳纹罐（鼎）、盆形甑、小口高领瓮、斜腹红陶
杯等。鼎足以扁三角侧装凿形占绝大多数，足根多有 1~3个
按窝；另有少量正装长条铲形，足正面刻1~4道竖向深刻槽；
少量鸭嘴形鼎足，足根窄厚突起、尖部经刮削面部宽平且
薄；另有极少量正装宽扁铲形，足面刻竖向浅细弦纹，足根

一横排按窝，
或足面为叶脉
纹等。

石 器 有
钺、凿、砺石、
钻、镞等。石钺
为宽扁形，磨
制精细，双面
管钻孔，刃部残缺；出土的2件石钻较为特别，其中一件为长
条形石凿改制而成，质地细腻、坚硬，表面打磨光滑、器身布
满崩裂窝痕，顶端被磨成锥状，锥底与器身交界处仍可见留
有清晰的细密弦纹痕；另一件为扁方体双榫头形，两端乳突
形钻头均有明显的细密弦纹磨痕。另外还发现，壕沟底部有
较多灰白色砂岩质地的砺石残件，砺石块多呈较规整的长
方体，面部平整且多为弧形，表面多还留有细长条形、较深
的凹槽磨痕，集中分布于壕沟东南底部。

通过对出土遗物的分析，认为岳家湖遗址的文化面貌
较为单一，时代跨度不大，与尉迟寺一期3段和二期相近，与
豫东地区的段寨二期、栾台一期相当。总体上可纳入大汶口
文化尉迟寺类型晚期偏晚的范围，并有一定的石家河文化、
中原早期龙山文化因素。碳十四测年结果显示遗址的绝对
年代距今4300~4100年。

岳家湖遗址是阜阳三区（颍州、颍东、颍泉）首次发现并
开展发掘的新石器时代遗址，填补了此区域考古工作的空
白，初步揭露了此区域史前时期遗址选址分布和埋藏堆积
特点。为研究皖西北地区大汶口与龙山过渡阶段的文化变
迁和中原早期龙山文化的关系等重要问题提供了珍贵资
料。目前遗址资料整理、出土人骨的同位素分析、植物遗存
鉴定分析等研究还在开展中，相关研究另详文公布。

（执笔：韦邦加 张小雷 时和玉）

半千子遗址位于青岛市城阳区惜福镇街道驻地南 2千
米处，遗址东临崂山西麓的一处U型山谷，地形地貌为山前
冲积扇，南北两侧各有一条发源于崂山的季节性河流，遗址
现为青岛市级文物保护单位。2021年3~7月，青岛市文物保
护考古研究所对半千子遗址建设控制地带内的古代遗迹进
行了考古发掘，遗址建设控制地带呈“ ”型，发掘过程中依
据方位将发掘区分别编号为北发掘区、东发掘区和南发掘
区。此次发掘，发现一批较为重要的龙山早期、战国-汉代遗
迹和遗物，为认识崂山西麓史前-汉代的文化内涵等提供了
较为重要的实物资料。

地形地貌及遗址空间布局形态

地形地貌
该区域为崂山西麓山谷前的冲积平原，经过后期人为

大规模平整土地，地表平坦无起伏，覆盖一层厚薄不均的浅
黄色耕土层。遗址北侧的古河道，因常年干涸绝大部分区域
已被垫平。经过勘探和发掘后得知，龙山时期地貌与现在存
在较大差别，遗址位于南北两条古河道之间，南北360米、东
西 260米、总面积 93600平方米。人类活动区域内的地形东
高西底，南高北低，东西之间的高差在1~2米左右，地势低洼
处分布一些规模不大的池沼或洼地等。

遗址空间布局形态
虽然本次发掘工作的位置是在半千子遗址东、北边缘

区，但仍可从发掘出土的房址、水沟、灰坑等遗迹以及诸多
单元构成的聚落布局来管窥遗址的文化面貌。

遗址周围分布有数量较多、规模大小不一的洼地，主要
分布于东发掘区南、北两侧以及北侧发掘区北侧。从洼地底
部发现的红烧土、陶片来看，该洼地存续时间与遗址应该是
同时期的。洼地内遗物较为丰富，除了陶片、红烧土、兽骨
外，东发掘区发现的洼地中还有数量较多的石器、石料、人
骨等遗物。

房址分布于洼地边缘，方便取用水和处理生活废弃物。
发现的主要房址区位于东发掘区东侧较高位置，两处洼地
之间；北发掘区的南侧也零星发现了一些构成房址的柱洞，
但并不密集，保存状态也不甚理想。

洼地和遗址之间的区域内发现了数量较多的灰沟，位
于东发掘区房址北侧的洼地 1（WD1），西部边缘处便有一
条人工开凿的沟利用高差向西侧排水。北发掘区发现了数
量较多、纵横交错的沟，灰沟均从北发掘区以南的遗址核心
区通往北发掘区的洼地，推测也应是用作排水沟。

龙山文化层以上还发现一些晚期人类活动的迹象：东
发掘区在20世纪80年代开挖了一处规模较大的垃圾坑，该
垃圾坑对龙山房址区上部的地层破坏严重；在北发掘区耕
土下发现一道东南-西北走向的石砌构筑物，打破龙山时期
文化层，建筑物底部有基槽、石块较大，但垒砌并不规整，石
块上无加工的痕迹，石块之前填塞有龙山时期的大块红烧
土块和石器，构筑物上层的缝隙中发现有晚期的瓷片，鉴于
遗址北侧曾有一条河流，故推测该处石砌建筑物可能是明
清之际修筑在河边的堤坝。

龙山早期聚落遗迹和遗物

本次发掘较为重要的收获是揭露了一处龙山早期的聚
落遗址的局部，发掘区域位于勘探出的整个聚落东边缘。发
掘区内遗迹分布范围不大，南北约70米，东西约30米，因该
区域地层本身较薄、又被晚期人类活动严重扰动，导致发掘
过程中一些遗迹开口不明，地层及房址整体保存状态不佳，
发掘过程中发现了很多构成房址的柱洞排布较为混乱，从
残存部分的地层中能看到一些柱洞开口于不同层位，表明
该区域可能曾多次修建房屋，或者房屋在使用过程中可能
存在多次修缮和加固。另外在遗址中还发现有数量较多的
石器、陶器、红烧土等遗物，其中石器及石料数量最多。

遗迹
房址 共发现房址数量约为23间，均为地面式房址，未

发现夯筑台基和半地穴式房址。房址平面形状以方形为主，
少量椭圆形。另外在灰坑内发现数量较多内部带木骨空腔

的红烧土块，表面较为规整，且部分带有转角，推测可能是
房址的墙体。房址排布较为密集，绝大部分呈东北-西南走
向，表明房屋、聚落构建前可能已经有统一规划思想，这种
走向的房址布局方式，与日照东海峪遗址有较大相似性。房
址构造较为简单，空间并不宽裕，从建筑方式可分为有基槽
式房址和无基槽式房址。带基槽式房址多为偏大型房址，位
于房址群中部，共发现2座，边长约为4~6米，小型房址群分
为南北两组，分布在中心大房址的南北两侧，南侧 10座、北
侧9座，西侧大房址西南边缘2座。

无基槽式房址：无基槽式房址则全部为柱洞围起的房
址，边长多为2~3米，构造简单，柱洞分布较为密集，房址内
未发现较为明显的活动面。柱洞形态较为多样，部分为先开
挖柱坑，柱坑中再开凿圆柱形柱洞；绝大部分为直接开挖柱
洞，柱洞底部垫有较平的石柱础或陶片。柱洞内的填土较为
多样，绝大部分为灰褐色沙土夹杂红烧土颗粒，少量房址柱
洞内的填土呈同心圆状的红烧土。有基槽式房址：房址基槽
为长条状或曲尺状，基槽较宽、深，内侧开挖有圆形的柱洞，
其中房屋四角的角柱相比较其他柱洞来说更为粗大；东侧
较大房址F3南北两侧带有成排、规整的柱洞，构成疑似连廊
或者棚区的遗迹。

灰坑 灰坑形状多呈不规则状，疑似为遗址附近的取
土坑，废弃后改成填埋垃圾的灰坑。灰坑内填土多为一次填
埋，少量灰坑有多次填埋的迹象，填土以灰褐色沙土为主，
夹杂数量较多的红烧土、草木灰和灰陶片等；少量灰坑内填
土以红烧土为主，推测可能为窑址内的烧土废弃物；另外还
有少量袋状坑，出土一些较为完整的夹砂红陶鬶、罐型鼎、
陶杯等。

洼地、灰沟 洼地：房址区的南北两侧均发现有洼地遗
迹，洼地面积不大，形态不甚规整，内部的土质为灰褐色淤
黏土。值得注意的是，在洼地的边缘邻近遗址处，发现有多
层夹杂红烧土块的垫土层，垫土内部包含物非常丰富，夹杂
大量较为细碎的红烧土颗粒、碎陶片、石器残块和加工石器
的碎屑与半成品等，推测应该是在聚落活动过程中，居民从
聚落核心区往来北侧洼地时人工垫起的活动面。灰沟：灰沟
在北发掘区有较为集中的分布，形状多为较规则的长条状，
剖面形态呈U型或倒梯形，内部填土为灰褐色黏土夹杂数
量较多的红烧土颗粒、灰陶片和石器、石料残块等，这些灰
沟均从遗址核心区中延伸向北侧洼地，东发掘区北侧的洼
地 1（WD1）与北发掘区的洼地之间也有灰沟连接，灰沟形
态规整、指向性较为明确，均分布于洼地附近，推测可能是
遗址核心区向洼地的排水沟渠。

墓葬 墓葬发现数量较少，未发现集中分布的墓葬区，
主要分布于洼地附近，依据现场观察到的迹象可分为有墓
圹和无墓圹两大类：有明确墓圹的墓葬发现 1座，竖穴土坑
墓，圆角方形墓葬，墓向朝东，仰身直肢葬，无随葬品；无明
确墓圹的人骨主要分布于东发掘区和北发掘区，东发掘区
房址北侧的洼地淤土内发现人骨两具，北发掘区西侧的淤
土中发现人骨两具，均看不出明显的墓圹，随葬品较少，仅
在一名儿童的墓葬中发现随葬有陶碗一只。

遗物
陶器 器型以陶鼎、陶罐、陶甗、蛋壳黑陶杯和夹砂红

陶鬶为主。陶片标本以夹砂灰褐陶为主，泥质灰陶、夹砂红
陶次之，蛋壳黑陶和夹砂白陶最少。常见的陶片标本主要以
鼎、盘、罐的口沿、铲型足、凿型足为主，未见鬼脸足。

石器 出土数量较大，约为890件/套，石器按照用途可
分为：木材加工工具、石器加工工具、农具和武器狩猎工具
四大类。数量最大的是木材加工工具的斧、锛和凿等，其次
为石器加工工具的石锤、石砧和磨石；农具为铲、刀、磨盘和
磨棒；武器和狩猎工具较少，主要为箭镞和石球。另外还有
数量较多的加工石器的石材、石器半成品和加工过程产生
的石屑。从出土石器种类、数量上看，该聚落制作石器的工
艺成熟、生产工具分工明确。从出土遗迹和遗物的特点来
看，这处遗迹的年代可能为龙山早中期。

战国-汉代瓮棺葬区

南发掘区西南侧发现一批战国-汉代时期的瓮棺葬，数

量为 18座，分布较为密集，少量分布于北发掘区的西北、东
北方向。葬具多为泥质灰陶的宽沿盆和夹砂灰陶材质圜底
罐相扣合状态，值得注意的是，该片区域除了发现瓮棺葬
外，并未发现其他战汉时期的遗迹，因此推测该片区域可能
是专门用来埋葬夭折儿童的墓区。除了瓮棺葬外，在西侧发
现一处薄砖垒砌的“非”字形小型砖墓，内部未发现人骨，这
种类型的小墓近年来在平度三埠李家遗址中也有发现，中
间长方形遗迹内有幼儿骸骨。

半千子遗址文化内涵较为丰富，包含有灰坑、墓葬、灰
沟和洼地等遗迹现象，总面积约四万余平方米。本次发掘也
取得了一批较为重要的龙山早期聚落遗址资料，较为规整
的房址和出土的石器、陶器资料，为复原史前龙山时期先民
的生存环境、生业经济提供了宝贵的资料。

从聚落布局、设计来看，先民似乎已经具备了统一规划
聚落的思想；从遗址周围存在数量较多的洼地来看，遗址所
处的时期气候较为湿润，水资源较为充沛；东发掘区发现数
量较多的石斧、石锛、石凿等木材加工工具以及洼地内发现
较多的石器残块、石屑和石料，虽然发现了一批房址，但房
址构造简单、开间狭小，推测该区域可能是一处木材或者石
器加工人员居住的场所。同时，该遗址发掘为探讨崂山西麓
毗邻分布的同时期遗址——西窑顶、冷家沙沟、李家宅头遗
址的关联和相互关系提供了研究方向，也为胶东半岛地区
史前文化研究增添了新的资料。

城阳地区在两周-汉代时期较为繁荣，近年来陆续发掘
和出土了一些较为重要的遗迹和遗物，如财贝沟墓群、城子
遗址、后桃林汉墓等，半千子遗址出土的瓮棺葬材料也为探
讨城阳地区周-汉代时期文化内涵、埋葬习俗等相关课题提
供了新材料。（青岛市文物保护考古研究所 青岛市城阳区
博物馆 执笔：綦高华 付胜龙 彭峪 王瑶）

晋阳古城遗址位于太原市西南晋源区晋源镇，西依龙山、
天龙山，东临汾河，面积20余平方千米，始建于东周，废弃于北
宋初。自1960年代考古工作就已经开展，至今已有60年。

2021年，为了探寻晋源苗圃二号建筑基址和三号建筑基
址的关系，晋阳古城考古队对两者之间的区域进行了考古发
掘。发现 1处瓷窑遗址，共清理出 3处瓷窑炉遗迹、9处灰坑和
近万件瓷片。

瓷窑遗址位置位于晋阳古城遗址内西北区域晋源苗
圃内，西距大运高速 1123 米，东距汾河 4112 米。叠压于晋阳
古城唐代文化层之下，西 60 米、东 50 米，分别为晋阳古城二
号、三号建筑基址，窑址保存较差，但基本能够复原基址形
制与结构。出土遗物中，有大量窑具、瓷片、炉渣和同时期
遗物。

三座窑炉遗迹中保存相对好的是二号窑炉（Y2）。窑炉位
于TS05W10西南部和TS05W11东南部，北距Y1的距离为2.2
米，且平行于Y1，方向 108°，距地表 2.4米，南部被H30打破，
与Y1、H30在一个活动面上。Y2为马蹄形馒头窑，东西长 5.6
（自火膛东端到窑床烧结面西端）、南北宽 3.4（火膛挡火墙外
侧两端）、深1.26米（自火膛底到窑床烧结面）。由于破坏严重，
仅残存火膛部分和窑床的红烧土烧结面。

火膛平面近梯形，剖面亦呈梯形，口大于底，底部平坦。
东西长 3、南北宽 3.4、深残存 1.06～1.26 米。火膛残存西壁
挡火墙和东西南火膛壁，挡火墙和火膛壁皆用规格为长
33、宽 16、厚 8 厘米的耐火大条砖垒砌，残存最高 13 层。挡
火墙自下向上呈阶梯状叠涩，共 13 层。挡火墙北侧有宽约
0.4 米的青灰色烧结面，四壁残留有烧结的耐火泥，火膛外
侧有 10～40 厘米的红烧土层。火膛内上部填埋红褐色土，
夹杂大量的红烧土，近底部有杂乱无章的窑具，底部为
10～15 厘米厚的灰烬。出土较多的蘑菇形窑柱、喇叭形窑
柱、炉条、垫圈、垫条和大量青釉瓷片和少量白釉瓷片等。窑
床平面呈圆角长方形，仅残存厚 4～10 厘米的红烧土层，窑
壁、烟道等相关遗迹均已不存在。窑床东西残长 2.52、南北
残宽 2.72米。

窑址发掘区共出土窑具 1600余件，窑具主要为支具和垫
具，支具有窑柱、匣钵和圆头条状支具；窑柱分蘑菇形窑柱
和喇叭形窑柱；蘑菇形和喇叭形窑具的胎质均为夹砂的耐
火材料，其上普遍粘连着垫具；匣钵为盆形，泥质，胎质较
细，粘黏有白瓷器残口沿和被熏的器足痕，为小件细白瓷烧
制所用。圆头条状支具有瓷胎和夹砂耐火材料，其表均涂一
层黄绿色的夹砂耐火涂料。垫具有垫圈、垫环、垫条、垫块和
三叉支钉，胎质均为泥质，较细腻，胎色黄白色，火候较高，
残存手捏痕。

发掘区出土瓷片主要为青瓷和白瓷，另外还有两件素胎
瓷塑。白瓷可辨识的主要器型为罐、碗、杯、钵和器盖等；釉色
多白中泛青或白中泛黄，基本上都施有厚厚的白色化妆土，有
的釉面严重沁蚀，已失光；有的保存较好，釉面有细碎开片。另
外，出土极少量的细白瓷，积釉处为水绿色，光照可透光。青瓷
可辨识的主要器型为罐、瓮、碗、盆、钵、瓶、灯台、纺轮等；釉色
有青绿釉、青黄釉、青褐釉和花釉，其中有的标本釉面严重沁
蚀失光，有的严重剥釉，有的釉面厚薄很不均匀，有的釉面保
存很好，玉质感极强；瓷胎主要为泥质，仅有一素胎瓷塑为泥
质夹砂。无论是白瓷还是青瓷，胎色多青灰色、灰白色和黄白
色，大部分器物露胎处呈现红褐色，大器型青瓷器物烧造火候
普遍较高，小器型化妆白瓷多数烧造温度略低，细白瓷则火候
较高。

晋阳古城瓷窑遗址处于晋阳古城遗址内北朝至唐代宫城
区的南部，这是晋阳古城开展考古工作以来第一次发现的瓷
窑遗址。发掘的瓷窑遗址开口于第⑤b层位下。第⑤b层是唐早
期文化层，其下为北朝建筑基址。

从瓷窑的残存遗迹分析，瓷窑均为马蹄形馒头窑，由火
膛、窑室和烟道组成，火膛与窑室之间有挡火墙，窑室与烟道
之间也有烟道墙相隔。窑炉的通风道应该在工作面上，现已
经破坏，无法确证。火膛内发现大量的木炭灰，证明烧窑所使
用燃料是木炭。从遗迹及出土遗物看，瓷窑的使用时间很短，
烧制的产品种类也不多。蘑菇形窑具是主要的支烧工具，还
有少量的喇叭形窑具。出土青瓷器和化妆白瓷都应是在这样
的窑具之间裸烧，但细白瓷使用匣钵，匣钵为盆型，上下两组
摞烧，从匣钵上的痕迹看烧制器物为倒置，即口沿朝下，足部
朝上。

出土器物有显著的隋代或唐代早期特征，我们判断该瓷
窑的时代可能是隋代，使用时间不长，烧制器物种类少，但技
术水平较高，而其位置位于当时的晋阳宫宫城内，说明这是
一处重要的隋代瓷窑。该窑址是山西地区目前发现最早的瓷
窑址，填补了相关研究的空白，在中国古陶瓷研究中有重要
意义。

（山西省考古研究院 山西省古建筑与彩塑壁画保护研究
院 执笔：韩炳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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匣钵内壁

晋阳古城二号窑炉（东-西）

蘑菇形窑柱

皖西北地区首次发掘
大汶口末期至龙山早期遗址

——安徽阜阳岳家湖遗址发掘收获

山东青岛半千子遗址发现龙山早期聚落遗存

M1出土陶鼎、陶鬶

出土鼎足

无基槽式房址

半千子遗址出土陶器东发掘区发现的房址正射影像

有基槽式房址、无基槽式房址和疑似连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