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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道井子遗址位于内蒙古赤峰市红山区二道井

子村东北的山坡之上袁 西北距赤峰市区约 12 千米遥

该遗址在第二次全国文物普查中被发现袁 南北长

190尧 东西宽 140 米袁 总面积约 27000 平方米遥 2009

年耀2010 年袁为配合野赤峰-朝阳冶高速公路的建设袁

内蒙古文物考古研究所对二道井子遗址进行了抢救

性发掘袁揭露面积 13000 余平方米 ,发现了一批保存

完好的土坯式房址尧窖穴尧窑址及墓葬等遥 二道井子

遗址内部堆积深厚袁布局清晰袁遗迹保存完好袁是目

前通过考古发掘所揭示出来的保存最好的夏家店下

层文化聚落之一袁 为探讨辽西地区早期青铜时代聚

落的形制布局和社会关系提供了宝贵的材料遥

一尧二道井子聚落的形制布局

根据目前的考古发现和研究袁大致以遗址中部的

Abstract院As an important settlement with the best preservation of dwelling units during Lower Xiajiadian Culture ,

excavation of Erdaojingzi site has provided abundant materials and information to understand the utilization and deposi鄄

tion with its perfect preservation . The discoveries of rammed-earth walls , moat , high-density houses as well as buri鄄

als can help us to understand the distribution and function of this settlement . Well -arranged yards and alleys have

indicated a harmonious society of planning and rites within communities , while the discoveries of townsites with high

walls and deep moat , along with artifacts like arrows show that defense and conflicts were also common and impor鄄

tant during Lower Xiajiadian Culture .

Key Words院Erdaojingzi settlement曰Composition distribution曰Social interactions

摘 要院 赤峰二道井子聚落是目前经过大面积发掘且保存完好的夏家店下层文化遗址袁 为了解辽西地区早

期青铜时代聚落的营建尧使用和埋藏状况提供了丰富的考古材料遥 该聚落延续时间较长袁遗迹种类多样袁尤

其是城墙尧环壕尧成组的房址以及墓葬的发现袁完整揭示出该聚落的布局规划遥 原地重建的房址尧规划齐整的

院落尧布局有序的巷道均表明聚落内部的社会关系注重礼仪尧讲究秩序袁邻里之间相处和谐曰但城墙与环壕

的修建及骨镞等遗物的大量出土袁 表明聚落的对外社会关系以防御为主袁 是夏家店下层文化时期社会发展

状况的直接反映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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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文为野中华文明腹心地带的青铜文化与东北地区夏家店下层文化的比较研究冶项目阶段性学术成果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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灰沟为界袁 可将二道井子聚落分为居址与墓地两部

分遥 灰沟南侧为墓葬区袁北侧为居住区袁均经过有序

规划遥 目前有关墓葬的材料发表较少袁本文重点分析

居址的发掘材料袁探讨聚落的形制布局遥

二道井子聚落主要由外围的环壕尧城墙及内部的

房址尧院落尧窖穴尧道路等遗迹单位组成遥 环壕位于最

外侧袁平面近似椭圆形袁长约 190尧宽约 140 米曰剖面

呈野V冶字形袁深 6.05 米遥 壕内堆积可分 6 层袁包含物

较少袁底部未见淤土痕迹遥 城墙位于环壕内侧袁基宽

9.6尧存高 6.2 米袁二者构成聚落最重要的防御设施遥

建筑城墙时袁先挖成隆起于地面的梯形生土墙袁之后

在其两侧堆土包砌袁使墙体的厚度尧高度不断增加遥

城墙外侧较陡袁与环壕内壁相连形成统一的斜面袁城

墙顶部至环壕底部落差达 12米遥 修建环壕产生的土

方直接用于堆砌城墙袁从剖面观察袁多是由下至上斜

向贴筑于城墙外壁遥 为使城墙更为坚固袁局部采用夯

筑或包砌土坯而成淤遥 城墙内侧堆砌坡度较缓袁随着

聚落内生活面的逐渐抬升袁 墙体顶部与之处于同一

平面袁以至于部分房址坐落于城墙之上渊图一冤遥

聚落内部主要分布有院落尧房址尧窖穴尧广场尧小

巷尧散水等遗迹单位袁展示了一处完整的夏家店下层

文化社会生活场景遥 与同时期的其他遗址相比袁二道

井子聚落内房址平面结构保存较好袁 墙体也残存有

相当的高度袁 为了解房址的建造过程提供了直观的

证据遥 尤为重要的是袁能够指示聚落内部共时性关系

的踩踏面保存较好袁 为深入探讨聚落的平面布局与

发展演变关系提供了重要依据遥

早尧中期聚落内部以无院墙房屋为主袁地面式建

筑占绝对多数袁房址平面多呈圆形袁也有少数呈圆角

方形遥 房址呈东西向斜坡状分布袁排列整齐袁规划合

理遥 墙体多用土坯层层垒砌而成袁内外皆抹有多层草

拌泥袁经过火烤袁不易破损且保暖遥 房址内居住面经

过烧烤和踩踏袁保存较好袁个别可达十余层袁居住面

中部一般可见长方形或方形地面灶袁烧烤面坚硬遥 门

道多朝向西南袁门口通常有草拌泥抹面的门槛袁有的

门道两侧保存有土质门墩袁个别的还存有石质门臼遥

房屋外部多附建有回廊或侧室袁 有的回廊近乎环绕

房屋一周袁或环绕在房屋一侧袁呈圆弧形遥 回廊内部

多以短墙相隔成几个独立的空间袁 可能作为不同的

功能区使用于遥

以保存较好的 F54为例遥 该房址为地面式建筑袁

总面积约 72 平方米袁由主房尧侧房和外墙三部分组

成袁非一次性同期建筑遥 墙体由尺寸不一的土坯垒砌

而成袁土坯之间以草拌泥粘合遥 主房位于整个房址的

中心袁面积最大袁平面呈圆形袁直径约 5 米遥 墙面平

整袁内外壁均抹有三层草拌泥袁厚约 2 厘米,局部有火

图一 二道井子聚落城墙与环壕剖面图

渊引自党郁院叶内蒙古新石器时代至青铜时代建筑技术史曳袁内蒙古师范大学 2015年博士学位论文袁第 100页袁图 3-19冤

图二 二道井子聚落 F54平尧剖面图

渊引自内蒙古文物考古研究所院叶内蒙古赤峰市二道井子遗址

的发掘曳袁叶考古曳2010年第 8期袁图五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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烧痕迹遥主房居住面保存较好袁厚约 0.1 米袁从剖面观

察袁可分五层遥 居住面中央为圆角方形地面灶袁烧结

面明显且四周存有凹槽遥 侧房位于主房西侧袁平面呈

长方形袁东西长 2.4尧南北宽 2.2 米袁墙体与主房墙体

相接遥 墙面加工方式与主房相同袁西北角墙壁上有明

显的烟熏痕迹遥 室内居住面与房外踩踏面相连袁可达

主房门道附近遥 主房门道朝向西南袁宽 0.9尧残高 0.92

米袁门外两侧保存有土坯垒砌的对称门墩遥 侧房门道

朝南袁宽 0.5 米盂渊图二冤遥

二道井子聚落的早尧 中期房址形制大体相同袁但

也有个别房址位置特殊尧结构复杂遥 如 F8 位于聚落

中部偏东,平面呈圆角方形袁墙体现存高度约 2 米袁至

少经过三次翻修加固遥 该房址使用最晚阶段的墙壁

厚度近 1 米袁 系用规格统一的土坯层层交错垒砌而

成遥 外围有土坯垒砌的回廊袁早期回廊不见短墙袁与

房屋主墙在门口两侧相接袁内部分布有直径约 0.2 米

的柱洞遥 晚期的回廊内以短墙分隔成不同的小空间袁

有的在一角留有火烧痕袁可能作为厨房使用曰也有的

应作为储藏间使用遥 F8 门口朝南袁略微偏西袁向下可

见两层土台阶遥相较于其他房址袁F8 用大型石块作基

础袁 石块外部用草拌泥抹平袁 与上部的土坯完美相

接袁结构较为复杂袁建造与修葺也更为精细遥 更为重

要的是袁F8 外围发现有顺地势修成的广场袁从台阶处

可见多层堆筑痕迹且向四周倾斜袁广场周边约 150 平

方米的范围内几乎未见任何遗迹榆袁这些均显示出 F8

与众不同的特殊地位袁 应为供聚落首领居住的中心

性大房址袁 广场则为举行集会或相关公共活动的场

所遥

晚期聚落内出现院落袁一般由院墙尧一大一小两

座房屋尧方形或长方形小隔间尧窖穴及院内活动空间

构成袁共发现四组袁均位于聚落的东南部遥 房屋尧隔间

与窖穴等多用土坯垒砌而成袁或用土坯砌边遥 院墙的

使用时间较长袁大多经过维修袁下部为土坯袁上部二

次加工时多用石块垒砌遥 内部的房屋多经过两次翻

新重建袁室内面积基本保持不变袁仅位置略有偏移遥

随着房屋重建尧地势抬高袁院墙也逐渐加高袁剖面上

明显可见院墙加高的痕迹遥 院门均朝南袁院内房屋也

大多朝南遥 一字排开的院落之间形成宽约 1 米的小

巷袁小巷的踩踏面也是依坡势形成袁东高西低虞遥 以保

存较好的三号院落为例袁该院落为地面式建筑袁平面

近似长方形袁东西长 8.7耀9.5尧南北宽 6耀7 米袁由院

门尧院墙尧踩踏面尧F69尧F61 和 H153 构成遥 院门位于

Q1南墙东部,宽 0.5尧残高 0.8 米遥院墙以灰黄色杂土

夯筑而成袁墙体宽 0.3耀0.6尧残高 0.8耀1 米遥 踩踏面保

存较好袁呈东高西低之势遥主体建筑为 F69袁位于院落

中部偏东袁墙体由土坯垒砌而成袁居住面经过烘烤袁

保存较好袁中部有一方形地面灶遥 非主体建筑 F61 位

于院落西北角袁墙体由杂土夯筑而成袁居住面亦经过

烘烤袁东侧有一圆形地面灶遥 在 Q2尧Q3 之间的院落

西南角为 H153袁平面呈长方形袁应作为窖穴使用遥 院

落北侧与二号院落院墙之间有狭长的小巷袁 宽 0.3耀

0.7 米愚渊图三冤遥

二道井子聚落遗迹丰富袁保存较好袁叠压打破关

系复杂袁从目前的考古发现与研究结果看袁聚落布局

经过严密的规划与设计袁 从早到晚均以位于聚落中

心位置的大型房址 F8 为核心进行布局遥 F8 周围修建

有可用于集会的广场袁 其他房址在广场以外的区域

各自营建袁从早到晚沿用渊图四冤遥 随着时间的推移和

图三 二道井子聚落晚期三号院落平尧剖面图

渊引自内蒙古文物考古研究所院叶内蒙古赤峰市二道井子遗址

的发掘曳袁叶考古曳2010年第 8期袁图四冤

图四 二道井子晚期聚落 F8位置图

渊引自贾洪榛主编院叶夏家店下层文化在赤峰要要要从二道井子

遗址说起曳袁内蒙古人民出版社袁2014年袁第 24页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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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筑技术的进步袁房址结构趋于复杂袁附属设施逐渐

增多遥 聚落晚期出现院落袁面积与结构均大致相同袁

院落与院落之间以宽度相近的小巷间隔舆袁 规划整

齐袁秩序井然遥 F8 南部临近城墙区域属聚落内较高规

格建筑的集中分布区域袁 西北部有多处结构较为特

殊的建筑袁如 F81 和 F87袁室内居住面无灶袁墙体内另

建有多道短墙袁内部空间无序袁明显不适宜居住遥 该

区域稍晚阶段建有一道较长的石墙袁 与其他建筑分

隔袁墙下发现有埋葬婴儿的现象袁推测西北部应属专

门的祭祀性区域余遥 聚落东部地势较高处袁建有墙体

带孔道的房屋袁如 F75袁门道上方的墙体相连袁门高不

过 1.3 米袁与室外有门槛相隔袁需弯腰进入遥墙壁上发

现一个孔洞袁内大外小袁内方外圆袁距离地面高度约 1

米袁 推测是作为瞭望孔使用袁 具有防御和监视的功

能遥 赤峰四分地东山咀俞夏家店下层文化聚落外围也

发现有类似的建筑袁且有骨镞出土袁应属具有相同性

质与功能的野哨所冶类建筑遥

在已发掘的夏家店下层文化遗址中袁二道井子聚

落保存最完整袁 从聚落营建之初便进行了较为合理

的规划袁以居住功能为主袁早尧中期多为单体房址袁晚

期出现院落遥 作为中心性大房址的 F8 从早到晚始终

存在袁是聚落布局规划的核心与标志性建筑遥 西北部

的建筑具有祭祀功能袁东部地势较高处建有野哨所冶

类建筑遥 从聚落的外围布局看袁利用东尧南尧北三侧的

自然冲沟改造成围壕袁 再将西侧人工修筑的一段壕

沟与之相连袁形成四周环壕的防御之势遥

二尧二道井子聚落的社会关系

自 20 世纪 80 年代以来袁随着各地区考古材料的

不断累积和文化谱系的逐渐完善袁 考古学研究的重

点由原来的物质文化史研究转向对古代社会的综合

研究遥 以聚落考古的理论与方法野透物见人冶袁对遗

迹尧 遗物背后的人群与社会关系进行深入探讨成为

学界共识遥 相较于辽西地区新石器时代的文化面貌袁

进入青铜时代早期的夏家店下层文化遗址数量多袁

分布密集袁且已出现中心性聚落和大型祭祀遗址袁其

社会发展进入方国文明阶段遥 通过对夏家店下层文

化聚落内部及聚落之间社会关系的研究袁 有助于深

化对辽西地区文明化总体进程及文明发展阶段性特

征的认识遥

二道井子聚落内各类建筑保存较好袁 布局有序袁

结构清晰遥 同一位置的房址经过多次维修或重建袁呈

现层层叠压尧垒砌的状态袁即使有的早尧晚期房址墙

体不能完全叠压袁但偏差也在一定范围之内遥 晚期房

址一般会利用早期房址作为地基袁 将早期的房址门

道封堵袁回廊及室内空间大多以破碎土坯填塞袁也有

的通过层层垒砌土坯进行填塞袁 起到加固地基的作

用袁有的房址最多可见 6 次维修和使用的情况遥 利用

原有建筑作为基础固然比房屋新建省时省力袁 但究

其深层次原因袁 可能与聚落内以家庭或其他关系为

单位划分各自区域势力有关袁 即某一家族仅能在其

所属区域内进行房址等生活设施的营建工程袁 不能

随意扩充或侵占聚落内其他空间袁 这充分表明当时

聚落内的建筑范围是统一规划的袁 同一家族的人只

能在各自的范围内居住袁 房屋废弃后继续在原房址

上重建袁 或是后续房屋利用原来房屋的部分墙体进

行重建和改建逾遥 到聚落晚期阶段袁出现成组院落袁其

布局和结构也大致相同遥 院落与院落之间有小巷相

连袁既相互独立袁又能保持联络袁体现了邻里和睦尧和

谐相处的对内社会关系遥 通过对二道井子聚落周边

20 千米的范围内进行调查袁 基本每隔 5 千米便分布

有一处夏家店下层文化遗址袁 表明夏家店下层文化

时期的社会已经具有相当严密的组织性袁 不仅遗址

内部有明确的布局要求袁 聚落之间的选址也要遵守

严格的规定遥

这种强调规划尧讲究布局的聚落形态袁在同时期

的石城址和墓葬中也有体现遥 如辽宁北票康家屯城

址袁由主墙尧附墙分隔成若干层次的院区组成袁每个

院区又用隔墙分隔成若干院落袁 院落内以大小台基

式房址为主袁还有石筑穴尧石仓尧野石函冶等附属建筑遥

院区的墙与墙之间有相互连通的道路袁各院区尧院落

之间均有出入的门道輥輯訛遥 再如大甸子墓地袁是目前规

模最大尧发现墓葬数量最多的夏家店下层文化墓地袁

墓主人头向皆朝西北袁墓葬与墓葬之间间隔有序袁基

本不见叠压和打破关系袁 推测当时地表应有各墓葬

位置的标志袁 从而确保该墓地在长期使用的过程中

能够保持有序的布局遥 大甸子墓地可分成北尧中尧南

三个大区袁 各大区之内依墓葬分布相对集中的状况

又可分为不同的小区袁 各小区内部又可根据随葬陶

器形制和纹饰等差异袁 再进一步细分成不同的家族
輥輰訛遥 由此证实夏家店下层文化已经进入等级分明尧礼

仪和规制通行的社会发展阶段遥

二道井子聚落中位于中心位置的 F8 体量巨大尧

墙体厚重尧结构复杂尧做工精细袁矗立于石砌墙基之

上的大型屋檐式建筑居高临下袁 在周边广场的衬托

下显得极其高大尧威严遥 F8 作为聚落营建过程中使用

较长时间的标志性建筑袁 凸显出聚落首领拥有极高

的社会等级尧地位和身份袁是二道井子聚落内部社会

分化的重要反映遥

墓地中的分化现象也表现得同样明显遥二道井子

作为夏家店下层文化中型聚落袁 同作为大型中心性

聚落的大甸子相比袁其墓地的规模明显偏小遥 大甸子

墓地共发掘出 804座墓葬袁 按墓圹大小可分为大型尧

中型尧小型三类袁二道井子墓地中多数墓葬属于后者

分类中的小型墓遥 大甸子 M726 位于墓地北 A玉区袁

长 4尧宽 1.4尧深 7.8 米袁为该墓地中圹穴规模最大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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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座墓葬遥 墓主人为 55 岁以上男性袁头朝北袁面向

西袁使用木质葬具袁胸前放置 1 件玉钺遥 在墓圹南半

部的西尧南尧东三面各发现一处壁龛袁共出土随葬品

20 件袁其中 9 件为彩绘陶器袁包括鬲尧罐各 3 件尧鼎 2

件尧壶 1 件袁所施彩绘纹饰以富于变化的卷曲纹及其

组合为主袁 此外还随葬有陶质鬶尧 爵礼器各 1 件輥輱訛遥

M726 共随葬 9 件彩绘陶器袁 数量上仅次于随葬 10

件的 M905袁 但 M726的墓口面积明显大于 M905袁随

葬品组合等级也更高袁 应为大甸子墓地中等级最高

的墓葬遥 二道井子墓地共发掘墓葬 268 座袁 仅在

M138 壁龛内出土 3 件彩绘陶器袁 为带盖圈足罐 1

件尧尊 2 件渊图五冤遥 M138 为土坑竖穴墓袁长 3.5尧宽

1.5 米袁为二道井子墓地中规模最大的一座墓葬輥輲訛遥 两

处墓地的上述发现袁 不仅表明夏家店下层文化时期

的社会分化日益明显袁 也说明是否随葬彩绘陶器以

及随葬彩绘陶器数量和组合关系的变化袁 能够准确

地反映出墓葬间的级差袁 是划分夏家店下层文化时

期墓葬等级高低的重要依据遥

在以往工作的基础上袁吉迪等学者对阴河流域夏

家店下层文化的遗址进行了系统调查袁在 200 平方千

米的范围内共发现夏家店下层文化遗址 70 余处袁其

中中心遗址通常砌有两道围墙袁 围墙最厚者可达 7

米袁墙之间还有壕沟袁在聚落防御工事和永久性建筑

所投入的劳动量非小型遗址能比遥 规划尧建造大型聚

落和城址袁 不但需要相当成熟的行政组织机构来调

配和指挥人员袁而且必须具备足够的生活资料储备袁

来维持这些脱离生活资料生产的大量人口的生活遥

吉迪认为大遗址或中心遗址不仅规模更大袁 还具有

行政中心和宗教中心的功能袁 且是人们定期集会的

场所輥輳訛袁聚落规模与等级差别明显袁这类石城址具有

明显的系统防御功能遥

夏家店下层文化时期袁辽西地区进入早期青铜时

代袁社会矛盾与冲突空前加剧袁标志之一便是设防城

邑的大量涌现遥 与新石器时代环壕聚落相比袁夏家店

下层文化聚落更加注重防御功能袁 一般都建在易守

难攻的近水高地之上袁通常挖有较深且宽的环壕袁规

格较高的聚落筑有厚重而高大的城墙遥 以赤峰市松

山区三座店石城址为例輥輴訛袁城墙外侧还加筑马面等防

御设施袁马面的间隔一般都在 50耀60米之间遥 池家营

子石城北侧外围建有 2 道环壕袁 宽度在 20 米左右袁

环壕的内侧筑有高大的石砌城垣袁 城垣外侧筑有角

台尧马面等军事防御设施輥輵訛遥 二道井子聚落同样发现

有宽且深的环壕与高大的城墙袁 随着房屋的不断叠

压抬升袁城墙也随之加高袁与环壕的高差也进一步增

加遥 在聚落东部坡势较高的地点袁还建有 F75尧F20等

带有瞭望孔的野哨所冶类建筑袁这正是聚落对外关系

中注重防御尧加强防范外来侵略的证据遥

另外袁夏家店下层文化时期社会冲突加剧的实物

证据之一便是制作精良的骨镞和石镞的出土袁 以骨

镞为主渊图六冤遥 二道井子聚落内发现了数量较多的

骨镞袁多用兽骨磨制而成遥 此前经过发掘的遗址中袁

丰下遗址发掘 650 平方米袁出土 20 件骨镞与石镞輥輶訛曰

蜘蛛山遗址发掘 100 平方米袁出土 9 件骨镞輥輷訛曰药王

庙遗址发掘 70 平方米袁出土 9 件骨镞輦輮訛遥 由此可见袁

夏家店下层文化聚落内出土骨镞是极为普遍的现

象遥 从骨镞的形制看袁前端刃部断面呈正三角形袁后

端则出现了便于牢固安装箭杆的铤袁具有射程远尧突

刺深的特点袁杀伤力更强遥 从骨镞形制的改进及出土

的普遍性看袁 夏家店下层文化时期聚落内部普遍加

强对外防御袁 成为影响聚落布局和社会关系的重要

因素遥

三尧相关问题探讨

张光直先生将聚落形态考古作为考古学研究的

一种方法袁 使聚落单位当作过去活动的地点而用为

1. 彩绘陶尊 2. 带盖彩绘陶罐

图五 二道井子 M138出土彩绘陶器

渊引自贾洪榛主编院叶夏家店下层文化在赤峰要要要从二道井子

遗址说起曳袁内蒙古人民出版社袁2014年袁第 41页冤

图六 夏家店下层文化骨镞

渊1尧2.夏家店 H13:1尧H4:3 3尧4.药王庙 T1于:4尧T4于:5 5.

蜘蛛山 H31:1 6耀9.大甸子 H2:2尧H3:6尧T10盂:2尧T3盂:15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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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古分类的首级单位袁 他认为聚落考古学是在社会

关系的框架之内来做考古资料的研究袁 包括聚落单

位的整理尧同时各聚落单位的连接尧各聚落单位在时

间上连续成串尧 聚落资料与其他资料关系的研究四

个步骤輦輯訛遥

从考古学文化面貌看袁夏家店下层文化的社会变

化非常显著袁 三足陶器取代了延续数千年的平底筒

形陶器袁 出现了注重防御功能的大型石城址和建在

山梁顶部的大型祭祀中心袁 红山文化和小河沿文化

时期盛行的彩陶消失袁彩绘陶兴起袁金属制品不断增

多輦輰訛遥 苏秉琦先生曾经指出院野距今四千年前后的夏家

店下层文化袁 是辽西地区社会发展尧 文明昌盛的时

期袁已形成了高于部族之上的尧稳定的尧独立的政治

实体冶 輦輱訛遥 以二道井子为代表的夏家店下层文化中型

聚落袁在营建之初便经过了严密的规划袁体现了邻里

和睦尧和谐相处的内部社会关系遥 居住区以外规划出

公共墓地袁墓地内墓葬排列有序袁等级分明遥 其中袁

M138 墓圹面积最大袁 且仅在该墓内随葬彩绘陶器袁

显示出墓主人生前应是聚落的首领袁 拥有明显高于

其他社会成员的地位遥 结合辽西地区其他遗址的类

似发现袁表明夏家店下层文化社会强调布局和规划袁

管理有序袁等级分明袁已进入早期国家阶段遥

从对外关系来看袁夏家店下层文化与中原地区的

二里头文化之间存在密切的交流与互动遥 大甸子墓

地出土 24 件陶质鬶尧爵尧盉袁与偃师二里头遗址輦輲訛和

洛阳东马沟遗址輦輳訛出土的同类器相近袁应为以二里头

文化同类器为原型在本地所产的陶礼器輦輴訛遥 陶或铜质

鬶尧爵尧盉是二里头文化的典型酒礼器袁大甸子墓地

出土陶质鬶尧爵尧盉的墓葬多属于夏家店下层文化中

期的高等级墓葬袁说明自夏家店下层文化中期开始袁

两地的社会统治者之间便存在文化交往关系遥 大甸

子墓地发现的玉圭尧 觚形漆木器等也应是受到二里

头文化影响的结果袁 这进一步说明夏家店下层文化

统治者借鉴和吸收了中原地区发达的礼仪制度袁对

强化本地区的统治与管理发挥了重要作用輦輵訛遥 另外袁

夏家店下层文化发达的占卜术尧 彩绘陶器设计与制

作工艺等也影响到中原地区袁 尤其是大甸子彩绘动

物纹饰对商代青铜器兽面纹产生了直接影响遥 由此

可见袁 辽西地区与中原地区在早期青铜时代存在高

层次的密切交流袁互有影响袁战争与冲突因素表现不

明显遥

二道井子聚落建有宽且深的环壕和高大的城墙袁

东部坡势较高的地点还建有用于监视尧 守卫的 野哨

所冶遥 结合骨镞的大量出土和同时期其他遗址的考古

发现袁可明显地看出夏家店下层文化社会冲突加剧袁

大型城址与小型聚落的布局均重点强调防御功能遥

其防御对象是谁袁来自何处袁以往研究结果不明晰遥

近年来在陕西神木石峁遗址屡有惊人发现袁 为我们

思考和认识这一问题提供了新的材料与视角遥 如石

峁皇城台南护墙发现数十件精美石雕袁 其中的卷曲

纹图案袁与大甸子彩绘陶中的野C冶尧野S冶形卷曲纹如出

一辙袁且都是作为兽面纹的重要组成部分遥 皇城台还

发现了多处野眼纹冶石雕袁分为菱形目和臣字目两种袁

也大多能在大甸子彩绘图案中找到共性袁 两者之间

应该存在传承关系遥 2017年耀2018 年袁石峁皇城台门

址及其东北护墙处集中出土一批骨质口簧輦輶訛袁共有 21

件遥 通过梳理国内及欧亚草原地带的考古材料袁孙周

勇认为这批口簧的发现在世界范围内时间最早尧数

量最多袁 也由此证明河套地区是世界口簧的祖源地
輦輷訛遥辽西地区的夏家店輧輮訛尧龙头山輧輯訛及水泉輧輰訛等遗址也发

现有口簧袁其形制与石峁遗址发现的口簧相近袁应是

受石峁文化影响的结果渊图七冤遥 由此印证夏家店下

层文化与石峁文化之间存在交流关系遥

不同于中原与辽西地区的交流模式袁石峁的文化

输出带有更多的扩张与战争因素遥 如石峁城内及东

门外发现多处砍斫头颅集中掩埋的祭祀坑袁 经体质

人类学及古 DNA 研究袁证明其中部分个体可能来自

夏家店下层文化輧輱訛遥 受河套地区地貌与环境所限袁为

获取足够资源来维持公共权力和社会的运转袁 石峁

统治者势必选择向外扩张遥 夏家店下层文化所处的

图七 夏家店下层文化遗址与石峁遗址发现的口簧

渊1耀3.建平水泉遗址 4耀6.神木石峁遗址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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辽西地区袁拥有发达的农业和多元化经济结构袁粮食

与人口资源充足袁 可能成为当时石峁古城统治集团

向东扩张和掠夺的对象之一袁 这也许是夏家店下层

文化聚落普遍强调防御的重要原因所在遥

夏家店下层文化时期袁辽西地区人口数量迅猛增

长袁生产力水平显著提高袁农业经济占据主导地位袁

社会分工和社会分化明显袁 社会内部管理体系和保

障体系有力遥 在聚落内部社会关系中形成管理有序尧

邻里和睦尧和谐相处的局面曰在对外社会关系中袁与

中原地区联系紧密袁保持社会上层之间的交往袁而与

西部河套地区石峁古城的统治集团之间存在发生经

常性冲突或战争的可能性遥 鉴于夏家店下层文化遗

址在辽西地区分布众多袁 通过选择具有代表性的遗

址开展聚落形态与社会关系的深入研究袁 对于探讨

辽西地区早期青铜时代的文化格局尧社会发展阶段尧

文化传承与对外交流关系等具有深远的意义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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輥輶訛辽宁省文物干部培训班 院 叶辽宁北票县丰下遗址

1972 年春发掘简报曳袁叶考古曳1976 年第 3期遥

輥輷訛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内蒙古工作队院叶赤峰市

蜘蛛山遗址的发掘曳袁叶考古学报曳1979 年第 2期遥

輦輮訛輧輮訛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内蒙古工作队院叶赤峰药王

庙尧夏家店遗址试掘简报曳袁叶考古学报曳1974 年第 1期遥

輦輯訛张光直院叶谈聚落形态考古曳袁叶考古学专题六讲曳袁第

82 页袁生活窑读书窑新知三联书店袁2019年遥

輦輰訛王苹院叶内蒙古敖汉旗大甸子墓地出土彩绘陶器纹饰

试析曳袁叶四川文物曳2019 年第 6 期遥

輦輱訛苏秉琦院叶辽西古文化古城古国要要要兼谈当前田野考

古工作的重点或大课题曳袁叶文物曳1986 年第 8期遥

輦輲訛a 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洛阳发掘队院叶河南偃师二

里头遗址发掘简报曳袁叶考古曳1965 年第 5 期曰b 中国社会科

学院考古研究所二里头队院叶1982 年秋偃师二里头遗址九

区发掘简报曳袁叶考古曳1985 年 12期曰c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

研究所二里头工作队院叶1987 年偃师二里头遗址墓葬发掘

简报曳袁叶考古曳1992 年第 4期遥

輦輳訛洛阳博物馆院叶洛阳东马沟二里头类型墓葬曳袁叶考

古曳1978年第 1 期遥

輦輴訛杜金鹏院叶试论夏家店下层文化中的二里头文化因

素曳袁叶华夏考古曳1995年第 3 期遥

輦輵訛徐昭峰尧 李丽娜院叶夏商之际王朝文化北向传播的通

道及背景探析曳袁叶中原文物曳2009 年第 5期遥

輦輶訛邵晶等院叶陕西神木石峁遗址皇城台地点发掘收获曳袁

叶2018 年中国重要考古发现曳袁文物出版社袁2019 年遥

輦輷訛孙周勇院叶陕西神木石峁遗址出土口簧研究曳袁叶文

物曳2020年第 1 期遥

輧輯訛内蒙古文物考古研究所院叶内蒙古克什克腾旗龙头山

遗址第一尧二次发掘简报曳袁叶考古曳1991 年第 8期遥

輧輰訛辽宁省博物馆院叶建平水泉遗址发掘简报曳袁叶辽海文

物学刊曳1986 年第 2期遥

輧輱訛a 陈靓尧熊建雪尧邵晶尧孙周勇院叶陕西神木石峁城址

祭祀坑出土头骨研究曳袁叶考古与文物曳2016 年第 4 期 ; b 赵

欣院叶辽西地区先秦时期居民的体质人类学和分子考古学

研究曳袁第 116耀119 页袁吉林大学 2009年博士学位论文遥

(责任编辑院周广明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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