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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星村遗址位于江苏省常州市金坛区朱林镇东南约7公
里处，地处茅山和长荡湖之间，周边水网密布。遗址于1985年
被发现，1993年至 1998年，南京博物院联合金坛市文物管理
委员会对该遗址进行了连续六年的考古发掘。

2022年，为配合遗址保护和遗址公园规划建设，中国社
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与南京博物院、常州市考古研究所和金
坛区博物馆组成三星村遗址联合考古队，对遗址及周边区域
进行了考古勘探。结果表明，遗址四周有围沟环绕，中心发现
一座面积近 10000平方米的疑似人工堆筑的黄土台，遗址主
体堆积为马家浜文化晚期和崧泽文化遗存，年代大约在距今
6300~5500年，总面积达35万平方米。

2023年，经国家文物局批准，联合考古队对遗址进行了
新一轮的考古发掘。此次发掘共布设探方800平方米，包括南
部墓葬区（90 年代发掘区域）、中部土台和北部居址区三部
分。发掘工作从4月开始，截至目前，揭示出新石器时代、商周
时期、宋代和明清时期遗迹 570余座，其中墓葬 345座、灰坑
210座、房址12座、壕沟1条、陶窑1座、水井1座。出土陶、玉、
石、铜、骨、蚌、象牙器等遗物1000余件。

新石器时代遗存

三个发掘区的地层堆积差异较大。南部墓葬区大体可分
为六层，除了表土层和②层外，均为新石器时代堆积，年代大
致相当于马家浜文化晚期至崧泽文化早期。地势北高南低，
北侧④层以下为人工堆筑的螺蛳壳和蚬壳层，南侧则不见。
中部发掘区大部分为黄土台，除房址、墓葬和灰坑等遗迹外，
未见文化层。土台外围勘探可见两层新石器时代文化层堆
积。北部发掘区地层堆积与中、南部均不相同，目前仅揭露出
③层，年代相对较晚，大体相当于崧泽文化中期。

发现灰坑 200 余座，平面形状大多为圆形或弧方形，以
直壁或斜壁为主，少量灰坑略呈袋型。出土遗物普遍不多，
有少量陶片、兽骨、石器和炭粒等，初步浮选发现不少炭化
稻。北部居址区发现 5座近方形红烧土坑，形制特别，功能不
详。房址 12座，其中早期房屋大多仅见柱洞，分布密集，疑与
干栏式建筑有关；晚期房屋一般为地面基槽式，红烧土木骨
泥墙。

遗址中心发现的黄土台近方形，疑为人工堆筑而成。其
北部边缘有少量崧泽文化中晚期墓葬，保存很差，仅见骨骼
粉末，绝大部分无随葬品，等级较低。此外，还发现数座灰坑
和一座陶窑，后者虽破坏严重，但仍保留了烟道和窑室。这些
遗迹很可能是土台原始功能丧失后形成，据此推测，土台始
建年代应不晚于崧泽文化中期。在紧贴土台的东部边缘，发
现一条宽约 8.2、深约 1.9米的南北向壕沟，沟内堆积可分六
层。出土遗物较少，主要为崧泽文化陶片，但①~⑤层中还有
零星印纹硬陶片，⑤层下还发现一座商周时期水井。可知壕
沟的始建年代为崧泽文化时期，或与土台同时，在商周时才
逐渐废弃并被填平。⑥层堆积中夹杂大量红烧土块，不见水
相沉积迹象，⑥层下发现2座马家浜晚期灰坑。

墓葬数量巨大，已发现并清理319座，主要分布在南侧墓
葬区，人骨保存较好。绝大部分为单人一次葬，另有二次葬41
座，仅发现 2座双人一次合葬墓。均为竖穴土坑墓，未发现葬
具，但相当一部分人骨有被包裹后下葬的现象。单人一次葬
大多仰身直肢，头朝东北、脚向西南，另发现侧身葬8例、屈肢
葬2例和俯身葬1例。

因密度过高，许多墓葬被扰动或打破，颅骨或其他身体
部位缺失；有的墓葬则将其扰动的人骨放置在填土中；地层

特别是螺蛳壳和蚬壳中也有不少散布的人骨残块。或许正因
如此，发现一些葬俗独特的“合葬墓”。不同于史前常见的
典型合葬墓，这些“合葬墓”内个体的埋葬时间有一定差
异，墓圹范围并不相同且不具空间规划。实际上，它们应当
是不同的墓葬，只是晚期墓葬在挖掘墓圹时并未惯常地将
早期墓葬的人骨破坏，相反，出于某种未知的原因，前者对
后者进行了小心的暴露处理，然后直接将死者和随葬品放
置到早期人骨上。细节显示，晚期墓葬人骨与早期墓主骸
骨紧密贴合，甚至在水平深度上低于早期人骨。当然，这个
过程也有不可避免的扰动迹象，比如颅骨有因挖掘破坏产
生的孔洞、尺桡骨的轻微位移等等，甚至发现有为了晚期
墓底的平整而将早期墓主颅骨移走的现象。这些墓葬有两
种形式：一次葬的“合葬”和一次葬与二次葬的“合葬”。后
者更为常见，分两种情况：一是二次葬人骨叠放在一次葬
的人骨（一般是头部）之上；二是一次葬（主要也是头部）放
置于二次葬的人骨上。

出土遗物

尽管发掘尚未完全结束，但根据层位关系和出土遗物特
征，大致可以将新石器时代遗存分为早中晚三期。

早期居址出土陶器以夹砂红陶和夹蚌红陶为主，腰沿平
底釜数量较多，鼎足亦有少量发现；墓葬则大量随葬小型明
器，器型以豆、罐、钵形鼎等为主，玉器则仅见玉珏和玉璜，此
外墓葬中还出土有骨簪、骨匕和鹿角靴形器等。这一时期文
化面貌受“骆驼墩文化”影响较大，但墓葬形制和葬俗有所不
同。此类遗存在高淳薛城、溧阳秦堂山和东滩头等遗址也有
发现，年代大致相当于马家浜文化晚期。

中期遗存出土遗物最为丰富。居址中夹蚌陶数量锐减，
夹砂灰陶和磨光黑陶数量增加，夹砂红陶和泥质红陶也较
多，此外还有少量白陶。器型以铲足釜形鼎为主，体型较大，
带鋬釜、豆、钵和罐也有发现。墓葬出土陶器数量较少，一般
是鼎和豆的组合，鼎同样为小型明器，豆则包括钵形豆和匜
形豆，豆柄上方往往有算珠状凸起。普遍随葬石器，包括石
钺、石斧、石锛和石刀等。玉珏、玉璜和玉管大量出土，骨簪、
骨筒、骨针、骨锥也很丰富，不少墓葬还随葬象牙耳饰。有的
遗物比如石钺和象牙饰上还涂有朱砂。此类遗存是遗址的主
体堆积，年代相当于马家浜文化末期至崧泽文化早期。

晚期居址出土陶器以夹砂红褐陶和泥质灰陶为主，器型
有铲足和鱼鳍形足釜形鼎、浅盘豆、鼓腹罐、圈足壶、觚形杯
等。墓葬出土遗物很少，仅见黑陶豆和玉镯、玉璜等少量玉
器。此类遗存发现不多，属于典型的崧泽文化，年代大致相当
于其中晚期。

初步认识

三星村遗址地处宁镇地区、宜溧山地和太湖北侧之间，
文化面貌不可避免受到这些地区考古学文化的影响，呈现出
独特的多元特征。遗址早期受骆驼墩类遗存影响较大，但墓
葬亦有自身的鲜明特点；在相当于崧泽早期的遗址鼎盛阶
段，遗存中可见诸如黄鳝嘴-薛家岗、北阴阳营和崧泽文化等
多种因素，且来自西部的表现更加明显。到了晚期，在典型崧
泽文化进入本地区后，遗址迅速衰落并遭到废弃。三星村遗
址的发掘或能为理解崧泽文化的扩散以及凌家滩的崛起提
供新的背景信息。

遗址面积较大，墓葬多且密集，暗示当时人口众多；发现
的黄土台、壕沟和贝壳堆筑的墓地等表明当时社会已对聚落
有相当明确的规划，且有能力动员、管理人群从事一些公共
工程；少量墓葬尺寸大，随葬玉器、象牙、朱砂和刻纹骨器等
高等级物品，显示出人群的分化。可见，至少在距今5800年前
后（崧泽文化早期），三星村遗址已初显社会复杂化迹象，为
研究长江下游文明化进程提供了“古国时代”早期的又一珍
贵样本。

遗址鼎盛时期玉石工业发达，对墓地初步的历时性观察
也可见玉石器生产与社会复杂化契合的现象。这一特征与北
阴阳营文化以及稍晚的凌家滩文化一致，或许能为探讨复杂
社会中权力的来源提供新的视角。

墓葬中人骨保存较好，发现了许多以往未见的丧葬行
为，为理解这一时期的葬制、葬俗提供了新资料。同时为诸如
同位素分析、古DNA研究等科技工作提供了长江下游乃至
整个南方地区的不可多得的材料。

（三星村遗址联合考古队 执笔：李默然 龙啸 葛巍 李
倩 王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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凤岩遗址位于柳州市鱼峰区白莲街道大桥社区法山村
东南的罗汉山上。罗汉山上有多个溶洞，其中位于东侧山腰
的洞穴，在山体内部蜿蜒曲折，大体呈“丄”，于山体东、南、北
侧各有一出口。位于东侧的洞口编号为A洞厅，方向为220°，
洞口宽约 6.5、高 5米，洞口现已砌有石墙，墙上开有拱门。洞
厅面积约250平方米，保存有比较丰富的文化堆积，洞口外右
侧残存有约 10平方米原生堆积。南侧洞口编号为B洞厅，方
向为225°，因山体坍塌，已将该洞口几乎完全掩盖，洞内采集
到少量遗物。北侧的洞口编号为C洞厅，方向为 12°，洞口宽
4.3、高4.4米，洞口砌有石墙，墙上开门，洞厅内可见明显文化
堆积。

遗址于20世纪五六十年代遭到严重破坏，洞厅内上部包
含螺壳的地层堆积几乎破坏殆尽。1999年，柳州白莲洞洞穴
科学博物馆的考古工作人员首次调查发现，并采集有较多石
制品和兽骨，命名为罗汉山凤岩遗址。2012年，遗址（都乐—
帽合遗址群）被公布为柳州市文物保护单位。2022年10月，中
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与柳州白莲洞洞穴科学博物馆、柳
州市文物保护与考古研究中心联合在柳州市鱼峰区开展洞
穴考古调查工作。其间，对仙佛洞遗址复查中，在遗址洞壁上
发现有胶结的螺壳堆积，现场采集有大量砾石、燧石制品以
及水陆生动物遗存。根据遗址出土遗物和地层堆积情况，联
合考古调查队一致认为其仍保存有较好的旧石器时代晚期
至新石器时代早期的文化堆积，对探索旧-新石器时代过渡，
丰富本地区史前文化内涵，构建本地区史前年代序列等具有
重要意义。

发掘工作于 2023年 6月初启动，至 11月下旬结束，发掘
面积约 50平方米。分别在A洞口外、靠近洞口处各布设探方
两个，在洞厅中部、后部分别布设两排探方。同时，为了解C
洞厅内堆积情况，还在C洞厅中部布设一个探方。根据初步
清理可知，遗址残存堆积最深处约 2.85米。洞口处地层堆积
亦较深，约 2.3米。如果加上洞口处破坏的深度，遗址原有堆
积深度应该超过4米。

本次共发现墓葬1座、用火遗迹27处、活动面1处、灰坑3
座，同时发现大量地层关系明确的文化遗物，包括石器、陶器
等生产工具、生活用具以及大量与加工打制石器有关的石
料、断块、石核、石片、碎屑等。另外，还发现有大量水陆生动
物遗骸。

根据地层叠压关系和出土遗物的变化情况，可将遗址
划分为上下两部分堆积。下部堆积为厚厚的胶结层，可进一
步分为两层，下层为红褐色粘土胶结堆积，上层为黄白色胶
结层及钙板层。两层出土遗物相同，主要为大量啮齿类动物
的遗骸，以及少量哺乳动物遗骸。绝对年代不晚于距今
40000年。

上部堆积由早到晚划分为四个文化时期。第一期，文化
堆积几乎遍布整个洞穴，但其上部地层遭到扰动。地层中包
含有少量胶结层或胶结物。本期发现墓葬一座，编号为M1，

侧身屈肢葬，颅骨保存较为完整，躯干和四肢骨几乎不存。墓
主人为成年女性，年龄在35~40岁之间。其他遗迹主要是用火
遗迹，本期发现的用火遗迹有27处，主要是分布在洞口处。文
物遗物主要是大量细小燧石制品，包括石核、石片、断块及
石屑等，成形工具数量较少。动物遗存发现数量较多，主要
是各类型哺乳动物。此外，水生软体动物数量较多。绝对年
代在距今40000~30000年之间。

第二期的大部分地层遭到破坏，洞壁厚厚的胶结物和痕
迹，可为认识本期地层堆积原貌提供重要参考。本期地层中
螺壳等软体动物构成文化堆积的主要组成部分。此外，还有
大量哺乳动物遗骸，主要以鹿科动物为主。工具主要以大型
砾石工具为主，其中陡刃砍砸器最具特征，几乎不见或少见
燧石工具。绝对年代在距今30000~12000年。

第三期地层基本被破坏殆尽，仅在A洞厅深处岩壁上，
残存少量堆积。文化遗物仅见少量陶片，主要为黄褐色夹大

颗粒方解石。与甑皮岩遗址第二三期或顶蛳山文化陶片的制
作工艺、陶质、陶色、羼和料相近。绝对年代为距今 11000~
8000年。

第四期受地层破坏影响，未在遗址中发现明确地层。仅
采集有极少量陶片，陶片上装饰压印纹，具有浓郁高庙文化
因素，距今7000年左右。

凤岩遗址的发掘与研究，是近年柳州地区少有的大规模
洞穴考古发掘项目之一。本次发掘最重要发现之一是清理出
一座距今三四万年的墓葬。这是近年来柳州地区发现的唯一
一座早期墓葬，也是近年广西地区发现的屈指可数的早期墓
葬，为认识柳州乃至整个华南地区早期现代人起源与扩散、
人类体质特征提供重要资料。大量地层关系明确的遗物丰富
了遗址文化内涵。明确了细小石器与砾石石器的地层关系，
为探索白莲洞文化提供重要资料，验证了白莲洞遗址的五期
文化发展序列。同时，也为构建本地区史前考古学文化序列
提供重要资料。华南地区被认为是多元一体中华文明形成和
发展中的重要史前源泉，凤岩遗址的发掘，既可为研究中国
万年文化史提供丰富资料，同时可以明晰华南地区为中华文
明形成提供的信息。遗址中出土的陶片，为认识本地区文化
面貌，以及与周边不同区域之间的文化交流提供了重要信
息。特别是高庙文化陶片的发现，为认识高庙文化向珠江三
角洲传播，提供了新证据。一直以来，本地区洞穴遗址的考古
发现和研究相对薄弱。凤岩遗址的发掘对于认识本地区史前
文化特征和内涵，确立柳州在中国史前文化中的地位，探讨
整个柳州地区洞穴遗址、柳州史前史、旧新石器时代过渡、史
前人类行为模式、人类体质、古代环境及其变迁和人与环境
间的互动关系，都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 广西文物保护与考古
研究所 柳州白莲洞洞穴科学博物馆 柳州市文物保护与
考古研究中心 执笔：付永旭 陈坚 徐可 韦丽伟 韦新泉
谭慧之）

小农场冶铁遗址位于重庆市武隆区芙蓉街
道石龙村，地处老盘河与乌江交汇的二级台地
上，是近年来西南地区发掘的一处面积最大、保
存最好、具有重要价值的明代冶铁遗址。2023年
7月至 11月，为配合重庆白马航电枢纽工程建
设，重庆市文物考古研究院联合四川大学对小
农场冶铁遗址进行考古发掘，发掘面积1000平
方米，清理出包括炼炉、矿石加工焙烧区、炼渣
堆积等重要遗迹，并出土了大量炼渣、矿石、石
质鼓风构件等冶炼遗物。

炼炉，共发现6座，坐东朝西，利用山前缓坡
修建而成，其炉体、金门、鼓风口等结构清晰、保
存较好。根据炼炉形制大小，可分为两类：大型炼
炉，发现 5座，分别为L1、L2、L4、L5、L6；小型炼
炉，发现1座，为L3。现以L2为例进行介绍：L2，
位于发掘区北部，方向262°。炉体平面呈椭圆形，
外径长2.7、宽2、残高1.77米；内径边长0.7、残高
1.35米。炉壁厚约0.2米，炉底可见锈黄色炼渣。
鼓风口有两个，长0.45、宽0.25米，内有带凹槽的
半圆形石质鼓风构件，凹槽直径约0.1米。金门位
于炉体西侧，与炉底相通，高约0.4米。金门向西
延伸发现有黑灰色活动面，略向外倾斜。

矿石加工焙烧区，位于发掘区东部，呈片状
分布。其表面可见大量的木炭灰烬，烧结明显，
夹杂有大量紫红色粉末，经检测为赤铁矿粉末，
应为冶炼过程中的矿石加工环节：即在冶炼前
先对开采铁矿石进行筛选或粉碎，以便得到颗
粒均匀的冶炼原料。垫土堆积分层明显，总厚度
约 0.8米，其年代与炼炉使用年代基本一致，贯
穿于明代不同阶段的生铁冶炼活动。

炼渣堆积区，位于发掘区西部。揭露部分长
25.65、宽21.9米，堆积东薄西厚，最深处可达1.5
米。从解剖情况看，炼渣堆积局部可划分为 17
层，多为炼渣与垫土层层叠压交织且不断垫平，
应与炼炉长期频繁的冶炼活动有关。

小农场冶铁遗址出土遗物众多，主要是与
冶铁相关的炼渣、矿石、石质鼓风构件等冶炼遗
物，同时还出土了较多的建筑构件和生活用瓷。
建筑构件主要为板瓦、筒瓦、瓦当、滴水等。生活
用瓷主要为南宋、明清时期常见的黑釉、白釉、
青花瓷片，还有少量的仿钧瓷、青白瓷片等，器
型主要有碗、盏、盘、罐、器盖等。

按照“操作链”“产品运销”等生产组织概
念，在遗址方圆四公里的范围内开展区域系统调查：发现
矿洞19个，露天采矿点4个，最近的距遗址炼炉仅250米；
发现生活居址1处，在遗址北部约90米，周围废弃堆积中可
见大量的建筑构件，并出土有少量的宋明时期黑釉、白釉和
青花瓷片。发现明清时期码头1处，在遗址东南约400米，通
过对码头通往高处台地道路的解剖，发现有明清时期的台
阶道路和包边墙体，在高处台地上也发现较多的明清瓷片。

小农场冶铁遗址是近年来手工业考古的重要发现，
生铁冶炼区、矿石加工焙烧区、炼渣堆积区以及周边矿
洞、露天采矿点、生活居址、码头的发现，为深入探讨小农
场冶铁遗址生铁冶炼工艺、产业链条具有重要价值。

此次清理的明代冶铁遗存，是目前重庆地区年代最
早，西南地区同时期规模最大、保存最好、延续时间最长的
冶铁遗存。系列样品的碳14测年数据显示：L3年代最早，为
明代早期；L1、L2、L4、L5为明代中期；L6年代较晚，为明代
晚期。本次清理的6座炼炉，保存较好，炉体高度可达1.4~
1.8米；炼炉西部面积达500平方米以上且部分炼渣堆积深
度超过1.5米，在重庆地区乃至西南均非常少见。

基本厘清了小农场冶铁遗址生铁冶炼工艺流程，为
研究重庆乃至西南地区生铁冶炼技术提供了重要资料。
该遗址明显可分为生铁冶炼区、炼渣堆积区和矿石加工
焙烧区，各区域间紧密相连，共同构成明代的生铁冶炼活
动。遗址内矿石、木炭、炼渣、炉壁、石灰等众多冶炼遗物
的出土，为揭示小农场冶铁遗址冶炼活动的相关技术细
节，探讨地区冶铁技术面貌奠定了基础。此外，遗址内6座
高炉清晰地反映冶炼过程所使用的鼓风与排渣设计，特
别是在鼓风口原位出土的石构件，是全国首次发现在冶
炼过程中对鼓风管进行保护的直接证据。

遗址周边矿源、生活居址、码头的发现，对系统探明
小农场冶铁遗址的冶炼生产工序，完善“采矿-冶炼-运
销”产业链具有重要意义。小农场冶铁遗址地处乌江和老
盘河交汇处，不仅为生铁冶炼提供充足的水源，同时为产
品的输出提供了便利的交通条件。遗址东部的码头沿用
至今，是彭水与涪陵来往的重要枢纽，可通过乌江持续向
周边地区提供制作铁器和钢材的原料。周边铁矿资源丰
富，为长期冶炼活动提供了丰富的原料。此外，生活居址
的发现，或为窑工生活、休憩场所，也为长期的生铁冶炼
提供了必要条件。（重庆市文物考古研究院 四川大学 执
笔：王洪领 李玉牛 蒋航昌 李大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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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西柳州凤岩遗址发掘取得重要收获

江苏金坛三星村遗址2023年度考古发掘收获

L2全景

炼渣石质鼓风构件

发掘区正射影像

凤岩遗址上部地层堆积剖面

第一期细小燧石制品

第四期压印纹陶片第三期夹方解石颗粒陶绳纹片

壕沟G5局部（西北—东南）

北部发掘区发现的烧土坑（黄线）和垫面（蓝线）

三星村遗址新石器时代墓葬部分出土遗物

第一期用火遗迹（Z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