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遗址分为东西两区。西区为一处
带有环壕的青铜时代高台山文化聚落
址；东区为一处金代居址。

高台山文化房址在以往的发掘过
程中遗存数量极少，此次发掘的 3 座
房址特征鲜明统一，与夏家店下层文
化房址风格迥异，为进一步探讨高台
山文化的房址布局提供了宝贵的实物
资料。此外，遗址内发现的石轴承虽
然是辽宁地区青铜时代轴承的孤例，
但也证实了东北地区石器工艺是从兴
隆洼文化以来一脉相承的轮轴工艺的
延续。东区的金代遗存对探讨北方地
区金代居址的规划布局、建筑结构及
生活方式都提供了最为有力的证据。

东西两区的遗址位于阜新蒙古族
自治县哈达户稍镇哈达户稍村两家子
屯中部。发现有环壕、房址、灰坑及灰
沟等。文物多为陶器，有少量的石器。

两家子遗址

属汉代建筑址。在长城沿线发现
汉代建筑遗址为系统研究由障、塞、
亭、燧、徼等防御设施构成的战国

（燕）、秦、汉辽东长城体系，提供了新
的资料和线索。

遗址位于沈阳市浑南区高坎街道
上马社区。发现建筑遗址 1 处，文物
以陶器为主。

上马遗址

这是一处金元时期遗址，为了解
阜新地区金元时期的社会生产、生活、
社会结构提供了较好的实物资料。

遗址位于阜新蒙古族自治县阜新
镇桃李营子村西南 1500 米处。发掘
房址 26 座，灰坑 88 座。出土文物有
陶、瓷、铜、铁、骨、石六类。

桃李营子遗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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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年度辽宁省田野考古成果公布——

牛河梁发现用于祼礼的圆陶片
本报记者 郭 平 吴 限

2020年，辽宁省共完成十余项考古调查、发掘，取得丰硕成果。发掘的遗址上起新
石器时代，下至辽金时期，为辽宁的考古研究提供了丰富而宝贵的资料。

其中，牛河梁遗址第一地点2号建筑址发现圆陶片成为关注焦点。研究发现，这种
特制的圆陶片同其他器具组合，用于祼（guàn）礼。祼，《说文》解释为“灌祭也”，后人进

一步解释为“以酒灌地以请神”。这是中国古代礼制的重要组成部分，以前从未在辽河流域发现。

核心
提示

位于西辽河流域的红山文化，以
其出土的五千多年前女神塑像、玉 C
形龙以及其他数量较多、造型各异的
玉器而广为人知。

红山文化女神雕塑出土于牛河梁
红山文化遗址第一地点的 1 号建筑
址，此处又被称为“女神庙”。在女神
庙的北侧，发现一处总面积超过 4 万
平方米的建筑址，命名为 2 号建筑
址。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外国
考古研究室副主任、牛河梁遗址第一
地点 2 号建筑址发掘项目负责人、研
究员贾笑冰告诉记者：“在目前发现的
同时期建筑遗址中，2 号建筑址规模
是最大的。”

据介绍，新发现的建筑址范围较
以前所知的更大，情况更为复杂。

在探沟发掘过程中，考古人员重点
解剖了编号T3的平台建筑。T3形成
年代较早，其东部被编号为T2的平台
建筑叠压，西侧砌石破坏严重，石墙不
存。考古人员对T3垫土的解剖，收获
颇丰。

垫土分为三层，每层垫土上都发
现了可复原的陶器。贾笑冰说：“这些
陶器并不完整，有些只有整器的下半
部分、有些只有上半部分。奇怪的是，
少数不同层位、不同位置的陶片竟然
可以拼合在一起。由此，我们推测，在
构筑T3的过程中，红山先民极有可能

是将完整陶器分解后，埋藏在台址的
不同位置或不同层位而起到奠基或其
他作用，应该是某种祭祀活动的体
现。”

在出土陶片整理复原过程中，一
个体量硕大的彩陶缸矗立在考古人员
面前，足有半人以上高，外径超过一人
环抱，有关测量分析数据还在整理当
中，不过比较同时期遗址考古发掘成
果，这一陶缸是个体最大的。

在对 T3 平台建筑北侧墙体的垫
土层进行发掘时，工作人员惊喜地发
现多枚经过明显加工过的圆陶片。

经过对出土陶片进行复原发现，
出土的陶缸、陶盆和圆陶片构成了某
种特定的组合，根据已有研究成果，工
作人员推测，此处还应该包括已经朽
蚀不见的木质或漆质的觚。

贾笑冰解释说，觚是一种饮酒器
具，古代用于祼礼的觚底部有孔。进
行祼礼时，古人将酒从陶缸中盛入底
部用圆陶片堵塞的觚中，因为陶片不
能与觚壁严实密合，觚内盛酒后，酒
即可以缓慢渗流到地下，从而完成祭
祀祖先或敬神的礼仪。

祼，《说文》解释为“灌祭也”。后
人进一步解释为：“以酒灌地以请神曰
祼。”关于祼礼，《礼记》中也有记述，

《周礼·春官·大宗伯》记有“以肆献祼
享先王。”意思是说，把酒注入地下用

来祭祀故去的王者。
祼礼是我国古代礼制的重要组成

部分。此前，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
究所研究员严志斌发表了一篇研究文
章，认为祼礼的来源相当古老，良渚文
化时期就在江南地区流行。在二里头
文化时期，祼礼进入中原后一直被接
受、应用并随早商文化的开拓而广布、
传承至西周时期。洛阳、郑州一带可
能是祼礼的核心使用地域。

对于读者而言，这篇研究文章提
醒人们，在史前考古发掘过程中，一定
要注意与古代祼礼相关的文物，比如
圆玉片或者是经过认真加工过的圆陶
片。让人惊喜的是，此次考古就出土
了圆陶片。

从考古发掘情况看，在红山先民
看来，祭祀祖先用过的这些器物应该
是被祖先赋予神秘的精神力量，因此
在进行重要的建筑活动中，他们将这
些器物打破，分解，并且在修筑过程
中有意地放到某处，因此能够使得建
筑同样获得某种神秘的灵性。

梳理此前我国考古发掘所有成果，
目前，牛河梁遗址第一地点2号建筑址
发掘出土的圆陶片年代最为久远。

2号建筑址的发掘对进一步讨论牛
河梁遗址群形成、发展演变的过程以及
其在中华文明起源中的地位和作用有重
要意义。

专家推测，红山先民有最早的祼礼

这是辽宁省首次发掘红山文化时期的大型聚落址，为新石
器时代。发现了明确的房址等重要遗迹，并且在聚落址四周发
现并确认了聚落环壕的存在，为红山文化的研究提供一批崭新
的研究材料。

遗址位于朝阳市建平县太平庄镇石台沟村六家村民组南约
800 米的一道小山梁上，南距牛河梁红山文化遗址约 60 公里。
发现房址3座、灰坑22座和壕沟（聚落环壕）1条，出土的文物有
陶器、石器、骨角器和贝器等四类。

马鞍桥山遗址

水泉遗址主要有两个大的发展阶段：以房址和绝大部分灰坑
为代表，属于夏家店下层文化，也是水泉遗址的主体文化内涵。另
外，发现有打破夏家店下层文化地层和遗迹的多座墓葬与灰坑。

出土文物给我们提出了新的课题：如夏家店下层文化时期土
城区和城外的关系，再如魏营子类型的年代下限，魏营子类型、夏
家店上层文化、凌河类型三者是什么关系等。

遗址位于朝阳市建平县朱碌科镇刘杖子村水泉村民组东北
侧的台地上。发现房址 7 座，灰坑 49 座，墓葬 5 座，沟 2 条、圆形
黄土台1处。出土文物主要有陶、石、骨、角、牙、蚌、贝、玉等。

水泉遗址

这是一处以青铜时代为主的聚落遗址，从商周至西汉初均
发现遗存：有新乐上层文化的房址、灰坑、灰沟，有瓮棺葬，有西
周至春秋的竖穴土坑墓，有战国至西汉初的灰沟、灰坑等遗存，
填补了沈阳地区新乐上层文化与郑家洼子类型之间的考古学文
化系列缺环。此次发掘对完善沈阳地区青铜时代的考古学文化
序列具有重要价值。

遗址位于沈阳新民市境内，发现 8 座墓葬、39 座灰坑及 4 条
灰沟。出土文物有夹砂陶器、少量的石器、铜器、料器、铁器等，
各类小件183件。 （本版图片由省文物考古研究院提供）

北崴遗址

考古人员在发掘文物。

牛河梁遗址第一地点 2
号建筑址 T3 平台建筑垫土
中出土的圆陶片（左）和陶缸
复原图（右）。

水泉遗址中F5房址概貌。

桃李营子遗址F7炕内结构及灶址。

上马遗址出土汉代瓦当。

马鞍桥山遗址H25灰坑。

两家子遗址发掘F4房址概貌。

北崴遗址銮铃出土情形。

马鞍桥山遗址中G2环壕全景照。

马鞍桥山遗址F9房址。

水泉遗址H32灰坑中出土的陶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