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碧村遗址位于山西省吕梁市兴县碧
村村北，地处黄河和蔚汾河交汇处，东距
兴县县城20公里，西离陕西神木石峁遗址
51公里。遗址范围北起猫儿沟，南达蔚汾
河，西抵黄河，东部以一道横亘南北的石
墙为界，形成一个相对封闭的山城，城内
面积约 75 万平方米，由东向西为城墙圪
垛、殿乐梁、小玉梁和寨梁上等四个逐级
下降到入黄河口处的串珠式台地组成，主
体年代以龙山时代晚期为主，下限可延续
至二里头时期偏早阶段。

工作概况

该遗址的考古工作始于2014年，调查
确认了遗址核心区小玉梁存在大量石构建
筑，并找到了在城墙圪垛地点发现东城墙
的线索；2015年开展了首次试掘，确认了上
述信息。此后，开展了点线面相结合系统考
古和多学科协同攻关工作，持续实施了遗
址核心区小玉梁地点石构建筑群、外城门
的全面发掘，进行了各重要地点的整体勘
探，推进了碧村遗址所在的蔚汾河流域系
统调查及黄河东岸晋西地区石城复查。

主要发现

截至 2022年 12月，基本完成核心区
小玉梁及东门址发掘，揭露面积 5500 多
平方米，确认了该遗址是一处具有内外双
重城墙的石城聚落，借助遗址的天险，在
其东部、中部各修筑一道纵贯南北，连接
两端河沟的城墙，并设置大型城门，以控
制进出入口。外（东）城墙及城门位于东部
城墙圪垛地点，内城墙及城门位于中部的
石门墕，核心建筑群则修建于地处内城之
中的小玉梁地点。

该石城总体随东西走向的大地形布
局；各地点建筑（如城墙及城门）虽随行就
势，但在方向、规制、结构等方面处处体现
出设计者的统一性、规范性。

揭露核心区域一组石构建筑群 遗
址核心区域小玉梁是一个四周砌筑护墙
的高台，护墙内面积 3700 平方米，以
255°为方向进行整体规划，修建了一批
以连间房址为中心的石砌建筑群，该组
房址坐东面西，共五间，位于台顶偏东
部，占地面积超过 400 平方米，背后有
大窖穴，迎面为中央广场，似一殿堂式
建筑，以中间面积最大的F2为中心，两
侧房址东墙向西依次缩进式排列，地面
墙面制作考究，圆形地面灶直径最大达
2.6米，小者也有 1.6米，部分墙面仅存
规整石砌立面，也有保留厚厚一层经火
烧烤的草拌泥层。

除了中心房址外，与其同时修建有倚
靠东北角护墙而建的大房址，还有南部墩
台及门道。东北角房址面西，与石砌排房
一致，早期为一大间，后期被分割为四间，
其中西北角设置有上下城墙的台阶，以作
登高瞭望之用。其与东面100米处的内城
门墩台形成良好的通视效果，以为护墙之
内的主人传递信息。

除台地西护墙保存基本不存外，东
北、东护墙保存较好，南部出入的门道及
在此基础上扩建的护墙、长房保存亦较完
整，各墙体方向与房址基本平行或垂直，
多采用两堵均为 1.6米的石墙拼合而成，
原来长宽 72.5×52 米。特别需要指出的
是，小玉梁护墙宽度达到3.2米，是所有墙
体中宽度最大的，比城墙 2.4米还要宽一
些，可见对该区域防卫的重视。

小玉梁出土遗物除了陶器外，还有一
部分稀有的玉石器、铜器，使用制作精细
的骨针，行占卜之事。

上述以五连间房址为中心的石构建筑
修建于 2100BC 左右，在 1900BC 之后，
这五座房址地面和屋顶经过了反复的修
整，与此同时，整个台地布局亦有调整，
包括东北角大房址被分割为四个单元，南
部墩台及门道被废弃，沿着坡地向南进一
步扩建了面南的长房，直至1700BC左右
基本废弃。

当然在这组石砌连间房址出现之前
（即 2200BC前后），小玉梁地点已存在一
批朝南的半地穴房址，且将大量垃圾倾倒
于南部坡地附近。

发现结构严密、形制规整的史前大型
门址 城墙圪垛地点是耸立于遗址东部

的平台，属于外城墙及门址所在，西距小
玉梁 900 米。城墙修建于台地东部，南北
向，南接蔚汾河，北连猫儿沟，现存长度接
近300米，宽2.4米，残高1.2米左右；门址
位于其中部，整体南北跨度约 74 米，东
西进深 48 米，由东、南、北三个石包土芯
大墩台呈“品”字形排列围合而成，包括
南北门塾、夹道、内外两重“瓮城”等部
分，“瓮城”中心已设置小型墩台及门塾，
两侧衔接障墙，组成其曲尺形的微循环。
通关进城时，需先绕过南北门塾及半圆形
墩台外侧夹道后，进入第一重类似“瓮城”
的封闭空间，迂回前行，经过两道“瓮城”
后，方可抵达城内。

整个城门墙体修建时，采用分单元由
内向外、由北及南的建筑顺序；地基处理
上采用垫高取平，修筑基础，出露地表后
垂直收分向上砌筑的方式；南北夯土土心
边缘采用垂直于墙体的小板夯筑而成。

在“瓮城”围墙夹角地面发现多处生
活迹象，留有炊煮等生活用器，亦有盛储
炊饮等成套陶器，个别围绕方形条石分
布，包括鬲、管流盉、敛口斝、蛋形瓮、高领
罐、双耳罐、大口尊、圈足盘等生活陶器，
还有石锛、石镞等，个别墙角附近残留有
灰堆及墙面经火烤现象，这与小玉梁地点
F5内部塌落的碳化木柱、西北角房址墙面
被火烤红的情况类似，证实在其废弃时有
不同程度的过火现象。

此外，在西距小玉梁约 100米的石门
墕，勘查发现了遗址内城墙，与东部的外
城墙门址类似，主要为一南北向城墙与大
型墩台组成，其间留有进出豁口。

多角度揭示黄河岸畔的先民生活 通
过古地貌、碳氮同位素、动植物、冶金、土
壤微结构、可视域等方面分析显示，碧村
遗址先民择居的一个重要因素是考虑了
主梁的交通便利性，且龙山时期河谷与目
前落差不足 10 米；而农业方面当时经营
的是以粟为主黍为次的旱作经济，大量养
殖猪羊牛；在小玉梁这类高等级区域还存
在食物水稻，尚玉占卜，使用红铜的刀、泡
等工具和饰品的现象；偏向在出露基岩等
河沟附近采石以筑城，也有个别使用土坯
墙代替石块砌筑的情况；当地居民普通陶
器制作的专业化程度并不高；在可视域
上，东部的外城门更强调对城外环境的监
视，内城门则有内外兼顾的效果。

明确晋西高原石城空间分布 通过
对碧村所在蔚汾河的系统调查，确认了各
类遗址分布情况，从调查结果来看，此类
龙山石城多位于蔚汾河北岸向阳的山梁
上，沿河南岸背阴之处遗址较少见，且面
积较大者多流行石构建筑，附近常见裸露
的基岩。这些石城两两相距多在5公里左
右；规模最大者为蔚汾河中游的白崖沟石
城，面积达 120 万平方米，年代略早于下
游的碧村；其他遗址面积均较小，多在几
万平方米。

为进一步了解这类石城在晋西高原
的空间分布，2014年以来，陆续对以往一
些重点遗址进行复查，已发现石城达 20
余处，明确了这类石城分布范围，北抵与
内蒙古清水河县相邻的偏关一带，南至石
楼县，其范围与晋西高原晚商青铜器分布
基本一致，在宏观空间上与内蒙古中南
部、陕北石城基本连成一片，形成一个围
绕黄河两岸集中分布的石城文化带。

学术意义与社会价值

该遗址控扼黄河两岸的突出战略位
置，沿外城墙、内城墙、中心台城逐步降
低到入黄河口处的线性布局，以及处处
把关层层设卡小心设防的城门系统，还
有背靠黄河面向东方的指向性，强烈表
明其应是龙山时代黄河岸畔的一座重要关
口和屏障。

特别是其东门址为目前发现史前时
期保存较为完整、结构最为严密、形制最
为规整的一套门址系统，为复原龙山时代
城门结构提供了重要参考。

碧村遗址是苏秉琦先生总结的“Y”
字形文化带上的重要一环，其占据河套向
晋中、晋南过渡的关键要道，规划严密的
设防系统，再现了两地文明主体之间存在
的互动现象，是揭示中华早期文明交流互
鉴和展现以中原为中心历史发展趋势的
重要窗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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遗址发现及前期工作

跋山遗址位于山东省沂水县河奎村，鲁东南沂
蒙山腹地沂河上游，北距跋山水库约 300 米。2020
年 7 月，因水库泄洪致使地层内象牙出露而被发
现。2021年初对其进行抢救性发掘，发现石制品、动
物骨骼及部分骨制品等 5000余件。2022年遗址转
为主动性发掘，并发现早期人类活动面。遗址濒临
河道，目前已修建围堰及工作方舱等保护设施，在
原址保护的前提下持续开展发掘工作。

2021年 4月，对跋山遗址进行首次发掘，依据
文化堆积残留情况，将遗址为南北两个发掘区。北
区保留文化堆积的①-⑦层，南区保留⑤- 14层，二
者叠加后整个地层堆积厚近8米，划分为14个文化
层，每个层位均有石制品出土，分别对应第①至第
14文化层。

2021年度清理北区的第①至④层，南区第⑤至
⑧层。其中第⑦、⑧文化层是遗址的主文化层，出土
文物占比约90%。初步光释光测年数据显示第①文
化层形成时间为距今 6.1 万年，第⑦文化层接近 7
万年，第 12文化层为 10.4万年，第 13文化层所出象
牙经铀系法测年为不晚于 9.9万年。文化时代属于
旧石器时代中期。

2022年度发掘收获及初步认识

2022 年发掘面积为 50平方米，其中南区发掘
面积近 35平方米，北区 4平方米，沂河对岸阶地试
掘面积约11平方米。按照旧石器考古发掘方法，在
文化层内划分操作层，以5厘米为一水平层逐层向
下揭露。截止到2022年11月初，已清理至第14文化
层，共清理出土石制品及动物骨角化石近 10000余
件。石制品主要以附近山体富集的脉石英为原料，

兼有部分石英岩和燧石。
目前将整个剖面分为四套堆积：
①-⑥层对应上部文化堆积，时代在距今 6-7

万年，表现在地层亚黏土和含有风化壳页岩角砾的
粉砂质黏土堆积，仅有石制品而无动物化石出土。

⑦、⑧层为具有原地埋藏性质但受洪积影响较
大的堆积，其中第⑧层可以分为两个亚层，其下部
有棕红色黏土出露，仅在东剖面可见。此二层表现
在以包含粒径不一的石灰岩砾石为主的灰色粉砂
层，出土大量文化遗物。包括锤击、砸击石核，盘状
石核及各类石片，工具类可见石球、石锤、刮削器、
砍砸器、尖状器、石钻及锯齿形器等，出土的动物骼
化石种类丰富，目前可鉴定的属种包括：古菱齿象、
披毛犀、原始牛、野牛、普氏野马、野驴、野猪、麋鹿、
赤鹿及小型鹿科。

⑨- 11层系具有河漫滩性质的堆积，每层均可
细化为多个亚层，表现为水平层理的各种粉砂堆
积。同样出土数量丰富的石制品和动物化石。

12- 14层为下文化层，其中第 13、14层时代最
早，年代或在距今10万年前。出土以古菱齿象和披
毛犀为主的大型哺乳动物化石极为丰富。目前已发
现7个古菱齿象下颌（至少代表7个个体）及2个披
毛犀头骨，甚为完整。石制品出土数量颇丰，且包含
类型十分丰富。

第 14层应系阶地底砾层，物源来自临近山体，
为磨圆度较高的石灰岩和页岩。该层目前判断为人
类活动面，即古人类在河滩出露的砾石面上进行打
制石器、肢解动物等行为的场所。表现在石制品类
型最全，包括石锤、石砧及大量碎屑类（小于 2 厘
米），与此上文化堆积均不相同。结合石制品磨蚀程
度较重来看，应后期受到过河流冲刷。

同样值得注意的第13层，该水平层内分布着大
量砾石，石器和动物骨骼化石伴生，出土了完整的

披毛犀头骨化石及古菱齿象下颌骨、肩胛骨、尺骨、
桡骨、股骨等。完整的象的骨骼化石是否来自同一
个体，出土的石器与动物骨骼是否全部存在直接联
系等问题目前正在开展相关研究。

出土的具有人工加工痕迹的象牙制铲形器系
国内首次发现的对古菱齿象门齿进行加工利用的
情况，结合本层还出土了一定数量的骨制品，不排
除跋山遗址的早期占有者已经拥有对动物骨骼进
行磨制的思维和技术。

多学科研究合作

目前正与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
究所、华东师范大学、南京师范大学等高校及科研
院所进行合作。已开展的科研项目包括对象牙制铲
形器的三维建模及初步电镜观察、遗址地层堆积的
系统采样工作（测年土样及环境样品的采集等）、中
上文化层石制品、动物化石的初步分类等室内整理
工作。石制品残留物分析、微痕分析、动物化石、古
DNA样品分析等研究工作正在进行中。

学术价值

跋山遗址是目前山东省发现的文化内涵最为丰
富的旧石器时代中期遗存，地层连续，堆积厚重，文化
时代跨度较大。填补了山东及中国北方地区旧石器时
代考古的空白，尤其是以古菱齿象为主的动物骨骼化
石与大量石器间杂分布，为研究、复原晚更新世中晚
期古人类对遗址的利用情况及生计方式提供了极为
重要的考古学材料，对建立我国东部旧石器时代中
期文化序列，论证中国—东亚人类的连续演化，研究
当时人类加工工具的技术特点、生产生活方式以及复
原古人类生存的自然环境，具有重大价值与意义。

四台遗址位于河北省张家口市尚义县石井乡
四台蒙古营村南。是近年冀西北地区发现的一处面
积最大、保存完整、具有重要价值的包含旧新过渡
时期遗存的新石器时代早中期遗址。目前探明面积
约15万平方米，分为四个片区。

工作收获

2020年起至今，河北省文物考古研究院、张家口
市文物考古研究所、尚义县文化广电和旅游局等单
位联合开始新一轮的发掘和研究。发掘房址 40余
座，出土了陶、石、骨、贝类遗物800余件。初步了解
了遗址的文化内涵，依据地层、测年、遗存特征并将
其划分为五组。尤其以第一组和第二组遗存（2022年
发现）最为重要，文化面貌比较相似。

第一组遗存 距今10400~10000年左右 发
现 6 座聚集而居的半地穴式房址，面积 7~10 平方
米，平面近方形或长方形，穴壁极不规则，西北部
深，东南部浅。地面皆四周高、中间凹。灶多为偏向
房址一侧的地面灰烬堆积。柱洞大多围绕穴壁分
布。未发现门道。房址内出土打制石器、磨制石器、
陶、骨、角器以及动物骨骼等。打制石器有刮削器
等；细石器多为锥状细石核、细石叶，以及楔形石核
和预制石核坯料，工艺成熟，原料多为燧石、玛瑙
等；陶器多为残片，火候低，多夹砂或石英，陶色灰
黑或灰褐色，纹饰有戳印的圆圈纹、折线纹、网格
纹。其中 2020F8内出筒形罐陶片为两段式纹饰，上
部饰六圈半圆弧状戳印纹，下部饰刻划的菱形网格
纹。磨制石器主要为研磨器、磨盘、棒杵等。

第二组遗存 距今9200~9000年左右 发现4
座半地穴房址，面积8~12平方米，平面近方形或长
方形，穴壁不规则，西北部深，东南部浅。地面皆四
周高、中间凹。灶多为浅坑灶，位于房址中部，柱洞
围绕穴壁分布，未发现门道。房址内出土陶片、骨、
角器以及动物骨骼等。陶器主要为板状器，个别饰
有浅纹饰。石器主要为研磨器，另有较多的骨针、骨
锥、骨簪等。

第三组遗存 距今7700~7400年左右 发现
17座半地穴房址，面积8~12平方米，平面多为圆角
方形和圆角长方形，灶多位于房址中部，柱洞围绕
穴壁分布，个别房址发现东南向短斜坡门道、壁龛
和多个灶。房址地面上多留有陶器、石器、骨器等遗
物；其中五座房址地面发现数量不等人骨，既有男
性也有女性，年龄多在5~60岁左右，人骨附近皆发
现了磨盘或磨棒和骨、玉、贝等遗物。打制石器主要
是石球，有的局部磨光；磨制类石器有磨盘、磨棒、
磨杵、有肩石铲、穿孔饼形器等。陶器主要是素面夹
砂小平底筒形罐、附加堆纹筒形罐。骨角贝玉器除
了常见的骨针、骨锥、角锥外，还有单刃和双刃嵌石
叶骨刀、有孔发声器等，还有一些穿孔贝饰、玛瑙珠
等饰品以及玉玦。动物骨骼涉及种属有牛、鹿、鸟
等，浮选样品中还发现有小型啮齿类的烧骨，及大
量鱼类的骨骼。浮选样品中发现了数量较多的橡子
皮壳，并且发现有碳化的粟与黍，淀粉粒分析也说
明了粟、黍和小麦族作物的存在。

第四组遗存 距今7300~7100年左右 发现
10余座半地穴式房址，东南向，面积10~16平方米，
平方形或长方形，形状规整，穴壁西北部深，东南部
浅。灶多位于房址中部。柱洞大多围绕穴壁分布。未
发现门道。房址内主要发现磨盘、磨棒、骨器、麻点
纹小平底筒形罐。

第五组遗存 距今6800~6400年左右 主要
发现尖圜底罐，鱼鳞纹、竖向长附加堆纹筒形罐等
遗物。

美国贝塔放射性实验室对第一、二组遗存房址中
出土的木炭、动物骨骼进行了碳十四年代测定，获得
15个万年左右和10余个9000多年的系列测年数据。

浮选的植物目前主要发现蒿属和藜、禾本、菊
科等。花粉组合指示这一时期是森林—草原植被景
观，气候温凉偏干，食草类动物在周围活动频繁。

动物骨骼初步鉴定种类有蚌、螺、蛙、鱼、雉、鸟、
鼢鼠、田鼠、野兔、刺猬、犬、狼、熊、小型猫科、黄鼬、
獾、梅花鹿、马鹿、狍子、麂、野马、野牛、野猪等，犬可
能存在家养，表明周边古环境为适宜野生动物生存
的山地草原环境，有一定的河湖等水源；也表明四台
先民的生业模式以狩猎经济为主，肉食来源主要为
野生鹿类、野猪、野马、野牛等大中型哺乳类动物，鱼
类、鸟类和淡水贝类等也是其补充性肉食资源。

初步认识

旧新过渡时期的线索。第一、二组遗存，无论从
房址结构，还是出土陶器、石器特征方面，都体现出
了连续发展的过程。发现的房址是北方地区发现的
最早的定居村落；陶器的烧制、石器的压剥打制都非
常成型；地层关系清晰、测年数据连续，展现了人类
从旧石器时代的流动性方式到群体栖居方式的发展
转变；房址中发现的舌形毛坯料、楔形石核、锥状石
核、细石叶，完整地展现了一个由楔形石核到锥状石
核的发展过程。两种石器技术体系，为旧石器向新石
器时代过渡研究提供了非常重要的证据，实现旧—
新石器时代无缝链接。陶器压印的纹饰有的像“之”
字纹、网格纹、窝点纹等，与西辽河流域兴隆洼文化、
太行山东麓的易水流域的北福地有相似的文化因
素，可能是“之字纹”等纹饰的源头之一，为探讨中华
文明的起源过程，提供了一个全新的视角。

草原新文化面貌。第三组遗存房址形制、柱洞
排列方式、浅坑灶等特征与敖汉旗兴隆洼第三期房
址相似，亚腰形石铲又比白音长汗二期乙类石铲体
现出进步特征，穿孔石铲在阜新查海兴隆洼文化遗
存亦有发现。出土陶器则呈现一种新的文化因素，
大口罐应是由崇礼邓槽沟梁一期文化遗存素面大
口罐传承发展而来；小平底筒形罐制法和形制与康
保兴隆二期文化遗存小平底筒形罐十分接近，都是
内圜底，底部套接泥片形成小平底。但二者纹饰有
所不同，应是受兴隆二期文化因素影响所致。第三
组遗存所表现出的文化因素与周边考古学文化比
较，都呈现出一种全新的考古学文化特征，应是一
种新的考古学文化，为我国北方新石器时代中期考
古学文化研究增添了新的内容。

北方旱作农业起源。第三组遗存中大量的石磨
盘、磨棒等加工类工具和石铲等翻土类工具，并发
现有碳化的粟与黍，微遗存分析也说明了驯化粟、
黍的存在，表明 7600年前后，该地的古人已经开始
了驯化农业，是北方旱作农业起源的实证。

草原丝绸之路的文化互动。第五组遗存中的尖
圜底罐，在国内目前已知的材料仅此一件，但其与
俄罗斯贝加尔湖地区卡林加河口、叶尼塞河流域新
石器时代遗址出土的大口圜底罐器形、纹饰、制法
十分相似，显示出其与更远的北方的文化互动与交
流，对草原丝绸之路的形成研究具有重要意义。

遗址价值

四台遗址第一、二组文化遗存，文化发展具有连
续性，体现出了稳定的定居方式。其反映出来的区域
特征，突破了以往我国北方区域考古学文化的认识，
将燕山南北和西辽河流域联系起来，构成一个大的
文化区——燕辽文化区，或称之为北方文化区。不仅
填补了燕辽考古文化区新石器时代早期文化研究空
白，而且为解决旧—新石器时期过渡、农业起源、文
化谱系、人类群体从流动性向定居形态转变、草原丝
绸之路形成与发展等一系列问题提供了重要的研究
材料，是我国北方地区万年文化史的实证，对于探索
中华文明根系等一系列重大课题具有重要价值。

遗址不同时期的多文化交流与互动，也是文化
三岔口通道的重要体现，是中华文明多元一体、兼
收并蓄、绵延不断的重要见证，更是中华文明源远
流长、博大精深的体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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遗存分布

山西兴县碧村遗址
山西省考古研究院 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 山西大学考古文博学院

山东沂水跋山遗址
山东省文物考古研究院

河北尚义四台遗址
河北省文物考古研究院 张家口市文物考古研究所

第三组遗存
项饰

第五组遗存
尖圜底罐

2022年出土披毛犀头骨 跋山遗址上文化层出土化石 跋山遗址上文化层出土石核及工具

出土骨锥、角锥

东门址（东-西） 城门地面出土陶器

石砌排房-小玉梁地点

第二组遗存 板状器残片

碧村遗址全景（东-西） 小玉梁石砌建筑群基址 F2南墙（东-西）小玉梁地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