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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根据《三星堆遗址 2011—2015 年度考古工作规划》的安排，2015 年 12 月
至 2016 年 6 月，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与四川广汉三星堆博物馆对三星堆遗址月亮湾
小城南墙进行了考古发掘，共发现城墙 1 段、房址 8 座、柱洞 46 个、灰坑 17 座、特
殊坑 5 座、灰沟 32 条以及墓葬 6 座，进一步深化了对三星堆遗址的聚落结构以及城址
营建过程等的认识。

关键词：三星堆遗址；月亮湾小城；城墙

Abstract：According to The 2011-2015 Archaeological Work Plan of Sanxingdui Site, from 
December 2015 to June 2016, Sichuan Province Institute of Cultural Relics and Archeology and 
Sanxingdui Museum, Guanghan, Sichuan conducted a comprehensive archaeological excavation 
at the south city wall of Yueliangwan inside Sanxingdui site, revealing a length of the city wall, 
8 house foundations, 46 postholes, 17 ash pits, 5 particular pits, 32 ditches, and 6 burials. These 
remains can be divided into 4 cultural phases with a total of 5 stages, of which Phase Ⅰ and Stage 
1 are roughly dated to 4200-4100 years ago, Phase Ⅱ , including Stages 2 and 3, is dated to 4100-
3900 years ago, Phase Ⅲ and Stage 4 correspond to the third phase of Erlitou, and Phase Ⅳ and 
Stage 5 correspond to the second phase of Yinxu.

The rammed-earth structure of the wall generally consists of a number of diagonal units, and 
with the exception of unit a, which was added at a later phase on the inner side of the wall, the 
rest of the units comprise small rammed layers piled in a nearly horizontal shape. This rammed-
earth structure is entirely consistent with other sections of the city walls at Yueliangwan, namely 
the northern section of the west city wall of Sanxingdui excavated in 1991, and the city walls 
at Yueliangwan excavated in 1999, at Zhenwugong excavated in 2013, and at Qingguanshan 
excavated in 2014, which were most likely constructed at the same period. 

From the contexts and artefacts, it can be inferred that the south city wall of Yueliangwan was 
built no earlier than 4100 years ago, and no later than the second phase of Yinxu. The fact that none 
of the Phase Ⅲ remains have been identified at the south wall suggests that the wall was already 
erected at that time, no later than the third phase of Erlitou. As the pottery recovered from unit a 
belongs to Phase Ⅳ and Stage 5, it can be concluded that the city wall was not yet abandoned and 
was still in use and maintenance during the second phase of Yinxu.  

 
Key Words：Sanxingdui site, Yueliangwan, City wall

四川广汉市三星堆遗址月亮湾小城南城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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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技厅 2020 年度科研院所基本科研业务费项目“三星堆遗址西城墙发掘资料整理及研究”；国家文物局“考古中国”重大
项目“川渝地区巴蜀文明进程研究”；国家重点研发计划项目“中华文明探源研究·长江流域文明进程研究”（项目编号：
2020YFC1521603）；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古蜀地区文明化华夏化进程研究”（批准号：21&ZD223）；国家社会科学基
金重大项目“三星堆文化与中国文明研究”（批准号：21&ZD2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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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三星堆遗址2011—2015年度考古工作

规划》的安排，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于2012年

至2013年对三星堆遗址（图一）重点保护范围

进行了详细考古勘探，并通过2013年、2014年的

考古发掘相继确认了真武宫城墙［1］和青关山城	

墙［2］。由于两段城墙的结构与1991年发掘的西

城墙和1999年发掘的月亮湾城墙均较为相似，通

过层位关系和出土文物确定的城墙始建年代亦大

致同时，四段城墙可能系同时修筑。考虑到上述

四段城墙所在位置大体可以合围成相对封闭的长

方形，应该属于同一座小城，即所谓的月亮湾小

城。新确认的月亮湾小城还缺少南城墙，因此四

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在四川广汉三星堆博物馆的

协助下自2015年12月至2016年6月对西城墙北段

南端向东转折的小段疑似城墙进行解剖发掘（图

二），最终明确其属于月亮湾小城南墙残存的西

段。现将此次发掘工作及收获简报如下。

一　发掘概况及堆积状况

本次发掘共布设探沟1条，编号15GSⅡB2TG1

（以下省略“15GSⅡB2”），探沟走向与疑似

城墙垂直，方向为北偏东61°。TG1长33.75、

宽4米，实际发掘面积135平方米。TG1内共有堆

包含少量陶瓷片、碎瓦以及植物根茎。M8开口

于该层下。

第②乙层　近现代堆积层。浅灰色黏土，土

质板结，较为致密。深0.22～0.9、厚0～0.2米。

包含少量瓷片和碎瓦。

第②丙层　近现代堆积层。浅褐色粉沙土，

夹杂黄色黏土块，土质较为致密。深0.22～1.02、

厚0～0.3米。包含物状况与第②乙层相近［3］。

第③层　近现代堆积层。褐色细沙土，夹

图一　三星堆遗址位置示意图

［底图由四川省测绘地理信息局制，审图号：图川审（2016）
027 号］

图二　发掘地点位置示意图

积16层，除了表土层和被

城墙叠压的早期堆积遍布

整个探沟之外，其余均

位于探沟北部的城墙内侧

（图三）。现以TG1（北

段）西壁为例详细介绍如

下。

第①层　现代农耕

层。灰褐色黏土，含少量

细沙，土质较为疏松。厚

0.08～0.5米。包含少量陶

瓷片和植物根茎。

第②甲层　近现代

堆积层。灰褐色黏土，土

质板结，较为致密。深

0.08～0.5、厚0～0.42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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杂少量黄色黏土，土质致密。深0.25～1.14、厚

0～0.42米。包含物仅有少量陶瓷器残片。

第④层　明清时期堆积层。褐色细沙土，

夹杂少量黄色黏土，土质致密。深0.19～1.2、厚

0～0.6米。包含物近同于第③层。M5开口于该

层下。

第⑤层　宋代堆积层。细沙土，土色偏灰，

夹杂有黄色黏土，土质较为致密。深0.3～0.92、

厚0～0.65米。包含少量瓷片和卵石。M1开口于

该层下。

第⑥层　宋代堆积层。黄灰色黏土，含少

量细沙，土质较板结。深0.18～0.21、厚0～0.14

米。包含陶瓷片及少量卵石。D40、H25和G26

开口于该层下。

第⑦a层　汉代堆积层。灰褐色细沙土，夹

杂褐色黏土颗粒，有较多铁锈色斑点，土质致

密。深0.03～1.37、厚0～0.41米。出土少量陶片

及卵石。

第⑦b层　汉代堆积层。浅褐色细沙土，夹

杂褐色黏土颗粒以及铁锈色斑点，土质致密。深

0.19～1.75、厚0～0.4米。包含物状况与第⑦a层

相似。

第⑧层　商周时期堆积层。灰色粉沙土，

夹杂褐色黏土颗粒以及铁锈色斑点，土质较为致

密。深0.25～1.52、厚0～0.13米。出土物仅有少

量陶片。D41、D42、H26和H28开口于该层下。

第⑨a层　商周时期堆积层。褐色粉沙土，

夹杂少量灰色黏土，土质较板结。深0.82～	

1.27、厚0～0.4米。包含较多陶片和少量烧土

粒、炭屑。Q1叠压于该层下。

第⑨b层　商周时期堆积层。深灰色黏土，

土质较为致密。深0.32～1.25、厚0～0.05米。

仅出土极少量陶片。F8、H27和G27开口于该层

下。

第⑩层　新石器时代晚期堆积层。灰色黏

土，土质较板结。深0.32～4.41、厚0～0.2米。

包含较多陶片，另有少量石器、烧土颗粒以及

卵石。开口于该层下的遗迹较多，包括D1、

D3、D6、D7、D10、D11、D14～Ｄ19、D21、

D22、D34、D43、D45、K3、K4、F3～F5、

H12～H16、H18、H24、H29、H31、M6、

M7、M9、G4～G7、G11、G12和G24。

第⑪层　新石器时代晚期堆积层。灰黑色

黏土，含少量细沙，土质致密。深0.37～4.55、

厚0～0.24米。出土陶片较多，另见少量烧土颗

粒和卵石。开口于该层下的遗迹有D2、D4、

D5、D8、D24～D33、D35～D39、D44、

D46、K5～K7、F1、F2、F6、F7、H17、H19、

H30、G8～G10、G13～G20、G22、G23、

G28～G35。

第⑫层　新石器时代晚期堆积层。浅灰褐色

黏土，含少量细沙，土质致密。深0.46～4.65、

厚0～0.13米。包含物仅有少量陶片。G21、G25

开口于该层下。

图三　TG1（北段）西壁剖面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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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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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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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Q

1
西

壁

本次发掘的遗迹除城墙（Q1）之外，主要

有房址8座、柱洞46个、灰坑17座、特殊坑5座、

灰沟（沟槽）32条以及墓葬6座。除了少数晚期

遗迹开口于叠压城墙的地层之下外，多数遗迹均

开口于城墙及被其叠压的地层之下，年代明显早

于城墙。

二　城墙及同时期居址遗存

（一）城墙（Q1）

1.位置、层位关系与形制特征

Q1基本遍布TG1，被⑨层及以上地层叠

压，被M5和M8打破，叠压⑩层以及H11、D9、

D12、D13、D20和D23等遗迹。结合勘探明确

Q1现存长度约150米，西北—东南走向，方向为

北偏西40°。断面大致呈梯形，现存顶部残宽

13.65～14.3、底部残宽28.65～29.55、残高3.55

米。底部不平，外侧略高于内侧，不见基槽，亦

无明确的平整迹象。

2.夯层堆积状况

夯土结构较为复杂，可辨别的夯层共计88

层，可明显分为四个斜向单元，由内侧至外侧依

次以a、b、c、d命名，各单元内的夯层分别编号

（图四～图七），介绍如下。

a单元位于城墙内侧，整体叠压b单元，由内

侧向外侧倾斜，南高而北低。共包含16个夯层，

均为黏土，土质致密。多数夯层的倾斜方向与单

元的倾斜方向一致，无水平分布的夯层。

a1层　浅褐色土。包含少量卵石和较多陶

片。厚0～0.48米。

a2层　土色以黄褐色为主，夹杂少量灰色。

无包含物。厚0～0.39米。

a3层　灰褐色土，夹少量黄色土块。出土少

量陶片。厚0～0.5米。

a4层　黄褐色土。包含较多陶片。厚0～0.6

米。

a5层　黄褐色夹灰色土。包含少量陶片和极

少量卵石。厚0～0.75米。

a6层　黄色、褐色、灰色土混杂。未出土遗

物。厚0～0.57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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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7层　黄褐色土，夹杂少量灰色土。包含少

量陶片和卵石。北高南低，厚0～0.77米。

a8层　褐色、黄色、灰色土混杂。包含极少

卵石、黑色烧结物和陶片。北高南低，但偏东部

分由南向北倾斜，厚0～0.75米。

a9层　深灰色土，夹杂黄色土块，包含少量

炭屑。北高南低，但偏东部分由南向北倾斜，厚

0～0.65米。

a10层　褐色、灰色、黄色土混杂。仅见

少量陶片和1件疑似石器。北高南低，厚0～0.6

米。

a11层　黄褐色土，夹杂少量灰色土块。包

含少量卵石和较多陶片。北高南低，厚0～0.44

米。

a12层　土色近同a10层。出土少量陶片和卵

石。厚0～0.57米。

a13层　黄褐色土，夹杂少量灰色土块。包

含物仅有陶片和少量卵石。厚0～0.61米。

a14层　灰色土，包含少量褐色、黄色土

块。出土陶片和少量卵石。厚0～0.78米。

a15层　灰色、黄色土混杂。出土物较少，

仅零星陶片。厚0～0.61米。

a16层　黄褐色土。包含少量陶片。厚0～	

0.57米。

b单元靠近城墙内侧，被a单元叠压，同时叠

压c单元，整体由内侧向外侧倾斜，南高北低。

共包含21个夯层，均以黏土为之，土质致密。夯

层大致呈水平状分布，少数略微呈由南向北倾斜

状。

b1层　黄褐色土。未出土遗物。厚0～0.22

米。

b2层　褐色土。未出土遗物。厚0～0.21

米。

b3层　黄褐色土。未出土遗物。厚0～0.27

米。

b4层　褐色土，夹少量黄色土块。未出土遗

物。厚0～0.25米。

b5层　浅褐色土。未出土遗物。厚0～0.23

米。

图
七

　
Q

1
东

壁

图
六

　
Q

1
剖

面
图

（
TG

1
东

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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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6层　浅褐色土，夹少量黄色土块。未出土

遗物。厚0～0.31米。

b7层　深褐色土，夹灰色土块。出土少量陶

片。厚0～0.34米。

b8层　土色偏灰，夹杂深褐色土块。未出土

遗物。厚0～0.35米。

b9层　灰色土。未出土遗物。厚0～0.35

米。

b10层　黄色土，夹杂褐色、灰色土块。仅

见零星陶片。厚0～0.35米。

b11层　灰色土，夹杂黄色土块。出土少量

细碎陶片。厚0～0.43米。

b12层　灰色、黄色土混杂。包含少量烧土

块、卵石和陶片。厚0～0.39米。

b13层　灰色、褐色、黄色土混杂。出土少

量陶片。厚0～0.41米。

b14层　土色以灰褐色为主，夹杂黄色土

块。包含物仅有少量烧土颗粒、卵石和陶片。厚

0～0.48米。

b15层　浅灰褐色、黄色土混杂。包含少量

烧土块。厚0～0.43米。

b16层　黄褐色土，夹少量深褐色土块。

包含少量烧土粒、卵石和大量陶片。厚0～0.42

米。

b17层　浅褐色土，夹少量黄土和灰土。包

含少量烧土颗粒和较多陶片。厚0～0.33米。

b18层　黄褐色土，夹杂深褐色土块。包含

少量烧土颗粒和陶片。厚0～0.52米。

b19层　灰褐色土，夹杂黄土块。包含少量

炭屑、烧土颗粒和大量陶片。厚0～0.48米。

b20层　土色以灰色为主，夹杂灰白色土。

包含较多烧土块和少量陶片。厚0～0.24米。

b21层　黄色土。未出土遗物。厚0～0.22

米。

c单元位于城墙中部，北侧被b单元叠压，南

侧叠压d单元，整体由内侧向外侧倾斜，南高北

低。共包含24个夯层，绝大多数以黏土为之，土

质致密。夯层大致呈水平状分布，少数略由南向

北或由北向南倾斜。

c1层　黄褐色土。未出土遗物。厚0～0.26

米。

c2层　灰色土，夹杂黄土。未出土遗物。厚

0～0.26米。

c3层　土色以黄色为主，夹杂褐色黏土。出

土少量陶片和卵石。厚0～0.14米。

c4层　褐色细沙土，土质较为致密。未出土

遗物。厚0～0.25米。

c5层　黄色细沙土。未出土遗物。厚0～	

0.23米。

c6层　灰黑色土，夹黄色黏土。包含少量陶

片和1件石器坯料。厚0～0.28米。

c7层　黄色、深褐色土混杂，夹杂少量细

沙。出土少量陶片。厚0～0.35米。

c8层　深褐色土，夹灰黑色土块。仅见少量

陶片。厚0～0.33米。

c9层　浅黄色细沙土，土质较为致密。未出

土遗物。厚0～0.27米。

c10层　黄褐色土。未出土遗物。厚0～0.25

米。

c11层　深褐色、黄色土混杂。仅出土少量

陶片。厚0～0.4米。

c12层　黄褐色细沙土。未出土遗物。厚

0～0.36米。

c13层　浅黄褐色细沙土，土质较为致密。

包含少量陶片及卵石。厚0～0.4米。

c14层　深褐色、黄色土混杂。出土少量陶

片。厚0～0.2米。

c15层　土色以黄色为主，夹杂少量深褐色

黏土。包含物仅有少量陶片。厚0～0.32米。

c16层　黄褐色土。未出土遗物。厚0～0.31

米。

c17层　深褐色土，夹少量黄色黏土。出土

少量陶片和卵石。厚0～0.31米。

c18层　黄色土，夹少量褐色土块。仅见零

星陶片。厚0～0.41米。

c19层　黄色土，夹杂深褐色土块。出土少

量陶片。厚0～0.48米。

c20层　黄色土，夹少量褐色土块。仅见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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星陶片。厚0～0.52米。

c21层　褐色土，夹少量黄色黏土。出土少

量陶片。厚0～0.51米。

c22层　深褐色土，夹少量棕色黏土。出土

少量陶片。厚0～0.43米。

c23层　深褐色土，夹少量灰黑色土块。包

含较多陶片和少量卵石。厚0～0.52米。

c24层　土色偏黄，夹杂深褐色黏土。未出

土遗物。厚0～0.12米。

d单元位于城墙的外侧，北侧被c单元叠压，

断面呈三角形，无明显倾斜方向。共包含27个夯

层，以黏土为主，土质较为致密。偏上的夯层基

本呈水平状，下部夯层均由北向南倾斜，北高南

低。

d1层　深褐色土，夹少量黄土块。未出土遗

物。厚0～0.47米。

d2层　黄色土，夹杂少量褐色土。未出土遗

物。厚0～0.35米。

d3层　深褐色土。未出土遗物。厚0～0.45

米。

d4层　深褐色土，夹杂浅黄色黏土块。包含

少量陶片。厚0～0.4米。

d5层　深褐色土。仅见零星陶片和卵石。厚

0～0.52米。

d6层　深褐色土，夹杂少量浅黄色土块。未

出土遗物。厚0～0.43米。

d7层　深褐色土，夹杂少量浅黄色黏土块。

包含零星卵石和陶片。厚0～0.37米。

d8层　深褐色、黄色、灰色五花黏土。仅见

少量陶片，无其他包含物。厚0～0.38米。

d9层　灰色土，夹少量褐色和浅黄色土。包

含少量卵石和陶片。厚0～0.26米。

d10层　灰色、褐色、浅黄色黏土。出土少

量陶片和零星卵石。厚0～0.2米。

d11层　土色以灰色为主，夹杂少量褐色、

浅黄色黏土。未出土遗物。厚0～0.34米。

d12层　褐色土，夹少量黄色黏土。包含少

量陶片。厚0～0.3米。

d13层　褐色、灰色、黄色五花黏土。出土

少量卵石、陶片和1件石斧。厚0～0.39米。

d14层　黄褐色土，夹杂少量灰色黏土块。

未出土遗物。厚0～0.34米。

d15层　灰色、褐色、黄色混杂黏土。包含

少量卵石和陶片。厚0～0.3米。

d16层　土色偏深褐色，夹杂块状浅黄色黏

土。未出土遗物。厚0～0.3米。

d17层　深褐色土，夹少量浅黄色黏土块。

未出土遗物。厚0～0.28米。

d18层　黄褐色土，间杂灰色土块。出土少

量卵石和陶片。厚0～0.46米。

d19层　黄色、褐色、灰色土混杂。未出土

遗物。厚0～0.32米。

d20层　深褐色土，夹极少量浅黄色土块。

未出土遗物。厚0～0.4米。

d21层　深褐色土，夹少量浅黄色黏土块。

包含少量陶片。厚0～0.3米。

d22层　深褐色、浅黄色土混杂。未出土遗

物。厚0～0.42米。

d23层　深褐色土，夹杂少量黄色黏土块。

未出土遗物。厚0～0.56米。

d24层　灰黑色土，夹少量深褐土，含细

沙。出土陶片较多。厚0～0.56米。

d25层　浅黄色土，夹杂少量灰色土块。包

含少量卵石和陶片。厚0～0.42米。

d26层　灰色土，夹杂少量浅黄色土块。仅

出土少量陶片。厚0～0.78米。

d27层　灰黑色、黄色、浅黄色混杂五花黏

土。包含少量卵石和陶片。厚0～0.57米。

3.出土遗物

夯层包含物较少，除了陶器和卵石之外，少

见其他遗物。

（1）陶器

陶片较为细碎，且边缘圆滑无棱角，明显是

经过搬运的新石器时代遗留陶片。可以辨别的器

类不多，主要有小平底罐、圈足罐、高柄豆、敞

口壶、子母口壶、小平底盘、盉、敛口瓮和侈口

缸等。

小平底罐　8件。夹砂红褐陶或夹砂褐陶。



Sichuan Cultural Relics

011

四
川
广
汉
市
三
星
堆
遗
址
月
亮
湾
小
城
南
城
墙2015

年
度
发
掘
简
报

  NO.6   2023  TOTAL  232

仅存口肩部。侈口，卷折沿，尖圆唇，窄耸肩，

斜腹。素面。标本a4∶16，口径12、残高2.4厘

米（图八∶4）。标本a4∶12，口径16、残高3厘

米（图八∶6）。标本a4∶13，残高3.5厘米（图

八∶8）。

圈足罐　2件。标本a4∶18，夹砂褐陶。残

存口肩部。侈口，卷沿，方唇，圆肩。肩部绳纹

较为模糊。口径14、残高3厘米（图八∶5）。

高柄豆　6件。泥质褐陶。仅存柄部，部

分保留圈足上部。细高柄，柄中部微外凸，喇

叭状圈足。素面。标本a4∶10，柄径2.4～3.3、

残高17.7厘米（图八∶12）。标本a5∶1，柄径

2.6、残高12厘米（图八∶13）。标本a11∶5，

柄径2.2～2.8、残高20厘米（图八∶14）。标本

a1∶6，柄径2.5、残高12厘米（图八∶15）。

敞口壶　2件。标本a1∶4，泥质灰陶。仅存

口部。口微敞，窄卷沿，尖圆唇，颈部斜收。素

面。口径12、残高2厘米（图八∶7）。

子母口壶　2件。标本a4∶19，夹砂褐陶。

仅存口部。子母口，圆唇，长颈上

部微外鼓。素面。残高6.1厘米（图

八∶1）。

小平底盘　1件。a11∶15，夹

砂灰褐陶。仅存口部。敞口微卷，

圆唇，唇外加厚，斜直腹。素面。

残高2厘米（图八∶2）。

盉　1件。a4∶5，夹砂褐陶，

残留黑灰色陶衣。仅存盉鋬。表面

饰纵向直线刻划纹。残长8.8、宽

7、厚1.2厘米（图八∶11）。

敛口瓮　3件。夹砂褐陶。仅

存口肩部。敛口，方唇微突。标本

a11∶11，窄耸肩。肩部饰斜向绳

纹。残高2.8厘米（图八∶3）。标

本a11∶13，窄溜肩。肩上部饰斜向

绳纹，下部饰横向绳纹。残高4厘米

（图八∶10）。

侈口缸　2件。标本a11∶8，夹

砂褐陶。仅存口沿。侈口，圆唇，

图八　Q1 出土陶器

1.子母口壶（a4∶19）　2.小平底盘（a11∶15）　3、10.敛口瓮（a11∶11、
a11 ∶ 13）　4、6、8. 小平底罐（a4 ∶ 16、a4 ∶ 12、a4 ∶ 13）　5. 圈
足罐（a4 ∶ 18）　7. 敞口壶（a1 ∶ 4）　9. 侈口缸（a11 ∶ 8）　11. 盉
（a4 ∶ 5）　12 ～ 15. 高柄豆（a4 ∶ 10、a5 ∶ 1、a11 ∶ 5、a1 ∶ 6）

唇外侧加厚。素面。残高6厘米（图八∶9）。

（2）石器

石斧　3件。标本d13∶2，保存完整。平面

略成梯形，下部略宽。顶部平，刃部较斜，一端

与侧面弧线相交，一端成直角相交。两面平，在

靠近顶部和侧面的部位有连续片疤，一面有明显

琢打痕迹。两侧较直，大部分未经磨制，凹凸不

平，仅在一侧磨出小面积平面。双面弧刃，刃部

图九　Q1 出土石斧（d13 ∶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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锋利。长7.9、宽6.6、

厚2.1厘米（图九）。

（二）同时期居

址遗存

由于城墙本身的

形貌在使用阶段和废

弃阶段并没有明显的

区别，因此要辨识与

城墙同时期的居址遗

存较为困难，尤其是

叠压或打破城墙内侧

靠下区域的遗迹，很

难根据层位关系简单

判定这些遗迹是在城

墙废弃之后出现的。

此处以发表材料为主

要目标，暂不对此问

题作深入探讨，仅根

据 层 位 关 系 ， 将 叠

红褐陶最少，仅有4.5%。素面陶占比81.8%，纹

饰仅见绳纹、戳印纹和弦纹，比例依次为4.5%、

9.1%和4.5%。器类主要有小平底罐、喇叭口罐、

高领罐、高柄豆、高圈足杯、敞口壶、宽沿盆和

侈口缸等，其中喇叭口罐、宽沿盆显然是早期	

混入。

小平底罐　4件。均为夹砂陶。仅存口肩

图一〇　TG1 ⑧、TG1 ⑨ a 出土陶器

1、5、6. 敞口壶（TG1 ⑨ a ∶ 2、TG1 ⑨ a ∶ 9、TG1 ⑨ a ∶ 12）　2. 侈口缸（TG1 ⑨ a ∶ 3）
3、4. 小平底罐（TG1 ⑨ a ∶ 4、TG1 ⑨ a ∶ 1）　7. 矮领瓮（TG1 ⑧∶ 1）

图一一　TG1 ①出土石器

1. 石矛（TG1 ①∶ 01）　2. 磨石（TG1 ①∶ 02）

图一二　H26 平、剖面图

压、打破城墙的遗迹，以及叠压、打破城墙所

叠压的早期遗存但又与城墙没有叠压、打破关系

的遗迹，即⑧、⑨a、⑨b、D40、D41、D42、

H25、H26和G26，暂归为与城墙同时期遗存。

分别举例介绍如下：

1.第⑧层出土遗物

第⑧层出土遗物仅有陶器，以夹砂灰褐陶

占绝大多数，所占比例为85%，泥质灰陶次之，

占比6.5%，夹砂褐陶、泥质褐陶以及泥质黑皮陶

少见，比重依次为3.7%、2.8%和1.9%。素面陶居

多，占比92.5%，纹饰仅见戳印纹，占比7.5%。

可辨别的器型只有高领罐和矮领瓮。

矮领瓮　1件。TG1⑧∶1，夹砂灰陶。仅存

口肩残片。侈口，窄折沿，方唇，矮领甚敛，广

肩。素面。口径18、残高4厘米（图一〇∶7）。

2.第⑨a层出土遗物

第⑨a层出土遗物以陶器为主，多见泥质灰

褐陶，所占比例为31.8%，夹砂灰褐陶、夹砂褐

陶次之，分别占22.7%和18.2%，泥质灰陶和夹砂

红褐陶再次之，比例分别为13.6%和9.1%，泥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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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侈口，卷折沿，尖圆唇，窄耸肩，斜腹。素

面。标本TG1⑨a∶4，褐陶。口径14、残高3.8厘

米（图一〇∶3）。标本TG1⑨a∶1，灰褐陶。

口径16、残高3厘米（图一〇∶4）。

敞口壶　3件。均为泥质陶。仅存口颈部。	

敞口，卷沿，圆唇，束颈。素面。标本TG1	

⑨a∶2，红褐陶。残高4厘米（图一〇∶1）。标

本TG1⑨a∶9，灰陶。口径24、残高4厘米（图

一〇∶5）。标本TG1⑨a∶12，灰陶。口径20、

残高3厘米（图一〇∶6）。

侈口缸　1件。TG1⑨a∶3，夹砂灰陶。仅

存口部及肩部残片。侈口，窄折沿，厚方唇，短

领近无，溜肩近无。素面，唇部残留有模糊的绳

纹。残高5.6厘米（图一〇∶2）。

3.晚期地层出土早期遗物

石矛　标本TG1①∶01，保存基本完整，锋

尖残。无骹，宽叶形，两面平，一面有以底面为

图一三　H26（西→东）

图一四　H26 出土陶器

1、2.圈足罐（H26∶4、H26∶5）　3、9.高柄豆（H26∶7、H26∶1）　4.深腹罐（H26∶3）
5、7. 小平底罐（H26 ∶ 11、H26 ∶ 9）　6. 豆形器（H26 ∶ 6）　8. 器盖（H26 ∶ 8）

台面的两个片疤，一面在器物中部有三个片疤，

保留有切割的“台阶”，两侧斜刃直达锋尖，刃

部有磕损痕迹。矛叶本部两侧有击打而成的小缺

口，略对称，用以系柲。残长10.5、宽4.4、厚1

厘米（图一一∶1）。

磨石　标本TG1①∶02，残断，长条柱状。

除一自然断面外，其余面均经磨制。残长4.9、

宽1、厚1厘米（图一一∶2）。

4.H26

位于TG1北部，部分处于探沟之外，开口于

⑧层下，被G26打破，打破⑨b层、H28和G27。

坑口距地表0.29～0.34米。平面近圆形，直壁，

底部近平，略有起伏，坑壁及底部较为平整，

无明显加工痕迹。长2.09、宽1.5、深0.16～0.2米

（图一二、图一三）。

坑内填土为灰黑色粉沙土，土质较为致密。

包含物以陶片居多，夹杂少量炭屑。陶片分选

较差，早期遗留陶片较少，仅占比7.9%。陶质以

夹砂陶为主，所占比例高达87.3%，其中灰陶、

褐陶以及灰褐陶相对较多，比重依次为25.4%、

23.8%和22.2%，黑褐陶相对较少，仅占15.9%，

泥质陶中灰陶相对较多，占比9.5%，黑皮陶和红

褐陶少见，比例均为1.6%。多素面无纹饰，占比

93.1%，纹饰仅有绳纹，所占比例为6.9%。可辨

器型主要有小平底罐、高领罐、深腹罐、圈足

罐、高柄豆、豆形器和器盖等。

小平底罐　7件。夹砂陶。均仅存口肩部。	

侈口，卷沿，圆唇，圆肩。素面。标本H26∶	

11，褐陶。口径14、残高

3厘米（图一四∶5）。

标本H26∶9，黑褐陶。

口径16、残高4厘米（图

一四∶7）。

深 腹 罐 　 1 件 。

H26∶3，夹砂灰褐陶。仅

存口沿及腹部残片。窄折

沿，沿面较平，窄方唇，

斜直溜肩。素面。口径30、

残高6厘米（图一四∶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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圈足罐　5件。夹砂灰褐陶。均仅存口肩

部。侈口，卷沿，方唇，溜圆肩。肩部多饰绳

纹。标本H26∶4，口径18.3、残高4.8厘米（图

一四∶1）。标本H26∶5，口径20、残高5.6厘米

（图一四∶2）。

高柄豆　4件。标本H26∶7，泥质黑皮

陶，褐胎。残存盘部。敞口，圆唇，弧腹。素

面。口径32、残高4厘米（图一四∶3）。标本

H26∶1，泥质红褐陶。仅存柄部。细高柄，近

盘部较粗，向圈足部逐渐变细。下部有一镂孔。

柄径2.9、残高19.3厘米（图一四∶9）。

豆形器　1件。H26∶6，泥质红褐陶。残存

口部。敞口，圆唇，斜直腹。素面。口径16、残

高3厘米（图一四∶6）。

器盖　1件。H26∶8，夹砂黑褐陶。残甚。

圆圈状盖纽，沿部斜侈。素面。残高1.8厘米

（图一四∶8）。

三　城墙下居址和墓葬遗存

（一）地层

被城墙叠压的地层包括第⑩层、第⑪层和第

5.4%，其余纹饰诸如附加堆纹、戳印纹、镂孔、

弦纹以及多种纹饰的复合纹饰均较为少见，所占

比例均不超过3%。可辨别的器型主要包括喇叭

口罐、侈口花边罐、敞口花边罐、宽沿盆、盘口

尊、折沿尊和高圈足盘等。石器无完整器，可辨

器型有斧、锛和磨石等，均属常见的生活用器。

喇叭口罐　4件。均为泥质陶，以灰褐陶和

灰陶居多。仅存口颈残片。卷沿，圆唇，束颈。

素面。标本TG1⑩∶17，灰陶。近口部外卷，

唇部明显加厚外溢。口径22、残高4.4厘米（图

一五∶2）。标本TG1⑩∶7，灰陶。近口部微微

外卷，唇部略加厚并微外溢。口径26、残高11厘

米（图一五∶12）。

侈口花边罐　4件。均为夹砂陶。仅存口

部。侈口，折沿，沿面斜侈较窄，方唇，溜肩，

鼓腹。唇面和器表遍饰粗绳纹。TG1⑩∶21，灰

褐陶。残高3厘米（图一五∶8）。TG1⑩∶14，

褐陶。口径32、残高5.2厘米（图一五∶10）。

TG1⑩∶27，褐陶。沿面略宽，唇部明显加

厚。口径24、残高5.4厘米（图一五∶14）。

TG1⑩∶24，黑褐陶。唇部略加宽。口径32、残

图一五　TG1 ⑩出土陶器

1、11. 盘 口 尊（TG1 ⑩ ∶ 18、TG1 ⑩ ∶ 8）　2、12. 喇 叭 口 罐（TG1 ⑩ ∶ 17、
TG1 ⑩∶ 7）　3. 窄沿盆（TG1 ⑩∶ 37）　4、5. 宽沿盆（TG1 ⑩∶ 10、TG1 ⑩∶ 2）
6. 花边口盆（TG1 ⑩∶ 22）　7. 器盖（TG1 ⑩∶ 30）　8、10、14、15. 侈口花边罐

（TG1 ⑩∶ 21、TG1 ⑩∶ 14、TG1 ⑩∶ 27、TG1 ⑩∶ 24）　9. 敞口花边罐（TG1 ⑩∶ 23）
13. 折沿尊（TG1 ⑩∶ 29）

⑫层。

1.第⑩层出土遗物

第⑩层出土遗物以

陶片为主，另有少量石

器。

（1）陶器

陶 片 以 泥 质 陶 居

多，占60.5%，其中灰

褐陶占34%，黑皮陶占

16.6%，灰陶、褐陶和红

褐陶较少见，占比均不

超过5%，夹砂陶中黑褐

陶相对较多，占12.3%，

其 余 陶 色 占 比 均 低 于

10%。素面陶占65.6%，

纹饰以绳纹、细线纹、

凹弦纹等较为常见，占

比分别为11.6%、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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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4.2厘米（图一五∶15）。

敞口花边罐　1件。TG1⑩∶23，夹砂黑褐

陶。仅存口部。敞口微折，宽沿，沿面微内凹，

竖方唇，束领。唇缘饰锯齿状花边，唇面和器表

遍饰粗绳纹。残高6厘米（图一五∶9）。

花边口盆　1件。TG1⑩∶22，夹砂黑褐

陶。仅存口部及上腹部。侈口，折沿，沿面较

窄，圆唇，斜直腹。唇部和腹部饰绳纹。口径

30、残高2.6厘米（图一五∶6）。

宽沿盆　3件。均为泥质陶，陶色以灰色

或灰褐色较为常见。仅存口部及上腹部。侈

口，宽折沿，圆唇，斜腹近直。素面。标本

TG1⑩∶10，灰褐陶。口径22、残高4.8厘米

（图一五∶4）。标本TG1⑩∶2，灰陶。口径

30、残高4厘米（图一五∶5）。

窄沿盆　2件。均为夹砂灰褐陶。仅存口部

及上腹部。侈口，折沿，沿面较窄，方圆唇，斜

腹近直。素面。标本TG1⑩∶37，口径22、残高

3厘米（图一五∶3）。

盘口尊　2件。均为夹砂黑褐陶。仅存口

部。侈口，折沿，沿面较宽且微内凹，外缘上翻

不明显，方圆唇，斜腹近直。标本TG1⑩∶18，

素面。口径18、残高2.4厘米（图一五∶1）。标

本TG1⑩∶8，腹部饰多道凹弦纹。口径16、残

高5.6厘米（图一五∶11）。

折沿尊　2件。均为夹砂褐陶。仅存口

部及上腹部。侈口，折沿，沿面较宽，方圆

TG1⑩∶32，保存完整，顶部和两侧微残。平面

宽短，上窄下宽，整体呈梯形。顶部较平，刃部

呈弧形。两面平，在靠近顶部和侧面的部位有连

续片疤，一面有明显琢打痕迹，两侧平直。双面

弧刃，刃部锋利，有磕损痕迹。长8.3、宽6.7、

厚1.8厘米（图一六∶1）。

2.第⑪层出土遗物

第⑪层出土遗物主要为陶片，另有少量石

器。

（1）陶器

陶片以泥质陶居多，占63.8%，其中灰褐

陶占21.1%，黑皮陶占13.5%，褐陶占10.6%，

红褐、灰、褐皮灰陶相对较少，占比均不超过

10%，夹砂陶中褐陶相对较多，占17.4%，黑褐

陶其次，占11.9%，其余陶色占比均低于5%。素

面陶占73.2%，纹饰以粗绳纹、细线纹、凹弦纹

等较为常见，占比分别为9.1%、7.8%、3.8%，其

余纹饰诸如细绳纹、附加堆纹、戳印纹、弦纹等

皆较为少见，所占比例均不超过3%。器类包括

喇叭口罐、侈口花边罐、花边口盆、宽沿盆、盘

口尊、折沿尊和高圈足盘等。石器均残，可辨器

型仅有石斧、磨石。

喇叭口罐　20件。均为泥质陶。仅存口颈

残片。卷沿，圆唇，束颈较为明显。素面。

标本TG1⑪∶17，灰陶。口沿明显外卷，近口

部形成一周窄沿。口径28、残高4.6厘米（图

一七∶4）。标本TG1⑪∶16，黑皮褐胎陶。近

1　　　　　　　　　　　　　　　　　     　2　　

图一六　TG1 ⑩、TG1⑪出土石器

1. 石斧（TG1 ⑩∶ 32）　2. 磨石（TG1⑪∶ 23）

唇 ， 斜 腹 。 素 面 。 标

本TG1⑩∶29，口径

2 0 、 残 高 2 厘 米 （ 图

一五∶13）。

器盖　3件。标本

TG1⑩∶30，夹砂黑皮

陶。仅存部分盖纽。直

领。素面。残高2.6厘米

（图一五∶7）。

（2）石器

石斧　2件。标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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口部外卷，唇部明显加厚外溢。口径34、残高5

厘米（图一七∶12）。

侈口花边罐　8件。皆为夹砂陶。残存口肩

部残片。侈口，折沿，沿面斜侈，方唇，溜肩。

唇面和器身遍饰粗绳纹。标本TG1⑪∶12，黑褐

陶。沿面略宽，唇部加厚。口径32、残高6厘米

（图一七∶7）。

花边口盆　1件。TG1⑪∶25，夹砂黑皮褐

胎陶。残存部分口沿部。侈口，宽平折沿，方

唇。唇面施绳纹花边，沿外侧施斜行粗绳纹。口

径28、残高1.4厘米（图一七∶3）。

宽沿盆　11件。均为泥质陶。仅残存部分

口沿及腹部。侈口，宽折沿，圆唇。素面。标

本TG1⑪∶111，灰褐陶。近直腹。口径22、残

高2.4厘米（图一七∶2）。标本TG1⑪∶15，

灰褐陶。近直腹。口径28、残高6厘米（图

一七∶6）。标本TG1⑪∶20，黑皮灰胎陶，胎

较厚。沿面微鼓且整体微外卷，腹部微鼓。口径

36、残高2.2厘米（图一七∶13）。

盘口尊　8件。均为夹砂陶。存口部及上腹

部残片。侈口，宽折沿，沿面内凹，外缘微微

上翻，圆唇。素面。标本TG1⑪∶6，黑皮褐胎

陶。口径22、残高3厘

米 （ 图 一 七 ∶ 1 ） 。

标 本 T G 1⑪∶ 7 ， 黑

皮褐胎陶。口径18、

残 高 3 . 4 厘 米 （ 图

一七∶9）。

圈足盘　2件。泥

质灰褐陶。浅弧盘，

圆 唇 。 素 面 。 标 本

TG1⑪∶22，保存完

整，圈足甚矮，底口方

唇。口径20、残高3.8

厘米（图一七∶10）。

器 盖 　 1 件 。

T G 1⑪∶ 9 ， 夹 砂 灰

褐陶。仅存盖腹部。

斜直腹，近底口处微

图一七　TG1⑪、TG1⑫出土陶器

1、9.盘口尊（TG1⑪∶ 6、TG1⑪∶ 7）　2、6、11、13.宽沿盆（TG1⑪∶ 111、TG1⑪∶ 15、
TG1⑫∶3、TG1⑪∶20）　3.花边口盆（TG1⑪∶25）　4、8、12.喇叭口罐（TG1⑪∶17、
TG1⑫∶ 1、TG1⑪∶ 16）　5. 器盖（TG1⑪∶ 9）　7. 侈口花边罐（TG1⑪∶ 12）
10. 圈足盘（TG1⑪∶ 22）

外鼓，圆唇。素面。盖径28、残高3.8厘米（图

一七∶5）。

（2）石器

磨石　1件。TG1⑪∶23，平面呈不规则

形，较厚。两面均经打磨，一面微凹，较平滑。

一面较平，有多个大小不一的琢击凹痕，以及一

个因磨砺形成的长条状凹痕，该凹痕后又经琢

打。四个侧面中有两面略经打磨。残长19.7、残

宽13.7、厚3.9厘米（图一六∶2）。

3.第⑫层出土遗物

第⑫层几乎只见陶片，以泥质陶居多，占

68.9%，其中褐陶占22.2%，灰褐陶占19.6%，

黑皮褐陶占13.8%，褐陶占10.6%，红褐、灰、

黑皮灰陶相对较少，夹砂陶中褐陶相对较多，

占20%，其余陶色占比均低于5%。素面陶占

85.3%，纹饰以细线纹较多，占比4.4%，其余纹

饰诸如细绳纹、附加堆纹、粗绳纹、戳印纹等均

较为少见，所占比例均不超过3%。可辨器型主

要包括喇叭口罐、敞口花边罐、宽沿盆和窄沿盆

等。

喇叭口罐　2件。均为泥质陶。仅存口颈

部。近口部外卷，卷沿，圆唇，唇部明显加厚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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溢，束颈较为明显。素面。标本TG1⑫∶1，红

褐陶。口径16、残高4厘米（图一七∶8）。

宽沿盆　4件。均为泥质陶。仅存口腹

残 片 。 侈 口 ， 宽 折 沿 ， 圆 唇 。 素 面 。 标 本

TG1⑫∶3，灰褐陶。直腹。口径32、残高2.2厘

米（图一七∶11）。

（二）灰坑

被城墙叠压的灰坑共计13座，多数形制较为

规则，口部以椭圆形、圆角长方形、圆形居多，

多为直壁平底，弧形圜底者少见。试举两例：

1.H11

H11位于TG1南端，部分位于探沟之外，被

Q1直接打破，打破⑩层、⑪层、⑫层、H12、

D9、D12、D13及生土。距地表1.24～3.85米。

已发掘部分平面大致呈椭圆形，斜壁，坑底不

平，南部较深，北部略浅，坑壁及坑底未见明显

加工痕迹。现长6.2、宽2.42、深0.22～0.57米。

坑内填土可分为三层：

第①层　黑灰色黏土，夹杂少量烧土颗粒和

炭屑，土质较为疏松。遍布整个灰坑，最厚0.32

米。出土较多陶片，另有少量石器。

第②层　灰褐色黏土，夹杂少量烧土颗粒和

5.2%，其余纹饰如镂孔、凸棱纹等数量较少。可

辨别的器型主要有喇叭口罐、侈口花边罐、花边

口盆、宽沿盆、窄沿盆、盘口尊、折沿尊、高柄

豆和器盖等。

喇叭口罐　11件。均为泥质陶，陶色以

灰陶居多。仅存口领部。敞口，圆唇或方圆

唇，束颈。素面。标本H11∶30，灰陶。高

领斜侈几乎不外卷。口径20、残高8厘米（图

一九∶1）。标本H11∶32，灰陶。近口部微微

外卷，唇部略加厚并微外溢。口径22、残高6.6

厘米（图一九∶2）。标本H11∶14，灰陶。高

领斜侈几乎不外卷。口径26、残高9.7厘米（图

一九∶5）。标本H11∶15，黑皮褐胎陶。近口

部微微外卷，唇部略加厚并微外溢。口径30、残

高5.1厘米（图一九∶6）。

侈口花边罐　10件。均为夹砂陶，陶色以

黑褐居多。仅存口肩部。侈口，折沿，方唇，

溜肩或溜圆肩。唇面和器表饰粗绳纹。标本

H11∶44，黑褐陶。沿面甚窄。口径32、残高

4.8厘米（图二〇∶3）。标本H11∶56，黑褐

陶。沿面较窄，唇部略加厚。口径24、残高5厘

米（图二一∶5）。标本H11∶97，灰褐陶。沿

图一八　H11 平、剖面图

图一九　H11 出土陶器（一）

1、2、5、6. 喇叭口罐（H11 ∶ 30、H11 ∶ 32、H11 ∶ 14、H11 ∶ 
15）　3、4. 高柄豆（H11 ∶ 86、H11 ∶ 89）

炭屑，土质较为疏松。分布于灰坑南部

较深处，最厚0.15米。出土陶片较第①层

少。

第③层　灰黑色黏土，夹杂少量炭

屑，土质较为疏松。分布于灰坑南部，面

积较第②层更小，最厚0.15米。出土少量

陶片（图一八）。

（1）陶器

H11出土陶片的分选较差，早期遗留

陶片较少，仅占比14.1%。夹砂陶和泥质

陶的比例相当，其中夹砂黑褐陶最多，所

占比例为34.3%，泥质黑皮褐胎陶次之，

所占比例为22.7%，泥质灰褐陶和夹砂褐

陶再次之，比例分别为12.1%、10.9%，其

余较为少见，比例均不超过10%。素面陶

占比47.1%，纹饰以粗绳纹、凹弦纹和附

加堆纹居多，分别占比20.1%、1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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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较窄。口径28、残高5.4厘米（图

二一∶7）。标本H11∶45，黑褐

陶。沿面较窄，唇部略加厚。口径

28、残高4.8厘米（图二一∶8）。

花边口盆　5件。均为夹砂灰

褐陶。存口腹部残片。侈口，折

沿，沿面斜侈略窄，方唇。唇面和

器表遍饰粗绳纹。标本H11∶102，

斜腹近直。口径36、残高6.4厘米

（图二〇∶4）。标本H11∶43，

斜直腹。口径32、残高8厘米（图

二〇∶5）。标本H11∶101，斜腹

近直。口径32、残高14厘米（图

二〇∶6）。

宽沿盆　11件。均为泥质陶。

仅存口腹部。侈口，宽折沿，沿面

斜侈，方唇或方圆唇。多为素面。

标本H11∶22，黑皮灰胎陶。斜直

腹，腹中部饰三道凹弦纹。口径

32.4、残高14厘米（图二〇∶7）。

标本H11∶23，黑皮褐胎陶。斜直

腹。素面。口径34.4、残高9.2厘米

（图二〇∶8）。标本H11∶100，

黑皮褐胎陶。唇外加厚，鼓腹。

素面。口径22、残高3.6厘米（图

二一∶1）。标本H11∶3 4，灰

褐陶。宽沿微卷，沿面近平，唇

外略微加厚，腹部近直微外鼓。

素面。口径24、残高4.4厘米（图

二一∶3）。标本H11∶98，灰褐

陶。斜直腹。素面。口径33.2、残高

20、残高2厘米（图二〇∶1）。标本H11∶60，

黑褐陶。沿面较宽且微内凹，外缘上翻不明

显，斜腹近直。素面。口径20、残高4厘米（图

二〇∶2）。标本H11∶61，红褐陶。沿面微

凹形成盘口，外缘不上翻，腹微鼓。腹上部饰

“之”形刻划纹，其下饰数道凹弦纹。口径14、

残高7厘米（图二〇∶9）。

折沿尊　13件。均为夹砂陶。多数仅存

图二〇　H11 出土陶器（二）

1、2、9. 盘口尊（H11 ∶ 58、H11 ∶ 60、H11 ∶ 61）　3. 侈口花边罐
（H11 ∶ 44）　4 ～ 6. 花边口盆（H11 ∶ 102、H11 ∶ 43、H11 ∶ 101）  
7、8. 宽沿盆（H11 ∶ 22、H11 ∶ 23）　10. 圈足（H11 ∶ 77）　11. 器盖 
（H11 ∶ 28）　12 ～ 14. 圈足盘（H11 ∶ 25、H11 ∶ 26、H11 ∶ 51）

图二一　H11 出土陶器（三）

1、3、9. 宽沿盆（H11 ∶ 100、H11 ∶ 34、H11 ∶ 98）　2. 窄沿盆（H11 ∶ 
69）　4. 折沿尊（H11 ∶ 17）　5、7、8. 侈口花边罐（H11 ∶ 56、H11 ∶ 
97、H11 ∶ 45）　6、10. 器盖（H11 ∶ 54、H11 ∶ 87）

10厘米（图二一∶9）。

窄沿盆　1件。H11∶69，夹砂黑皮褐胎

陶。仅存口腹部。侈口，窄平折沿，圆唇，腹

微鼓斜收。素面。口径24、残高3.8厘米（图

二一∶2）。

盘口尊　6件。均为夹砂陶。仅存口腹部。

侈口，宽折沿，圆唇。标本H11∶58，黑褐陶。

沿面微凹形成盘口，外缘不上翻。素面。口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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口腹部。侈口，宽折沿，沿面斜侈，圆唇。

标本H11∶17，黑褐陶。鼓腹。腹部饰斜向绳

纹。口径24、残高8厘米（图二一∶4）。标本

H11∶3，黑褐陶。圈足残缺。斜鼓腹。沿外

侧和腹部饰数道凹弦纹，腹部凹弦纹间隔分布

两周附加堆纹。口径26.5、残高15.5厘米（图

二二∶1）。标本H11∶4，褐陶，局部发黑。底

部残缺。斜腹微鼓。腹中部饰一道附加堆纹，

其上下各饰数道凹弦纹，唇部下缘饰一周戳印

纹。口径26.3、残高15.2厘米（图二二∶2）。

标本H11∶5，黑褐陶。底部残缺。斜鼓腹。腹

中部饰一周附加堆纹，上下各饰数道凹弦纹。

口径26、残高16.5厘米（图二二∶3）。标本

H11∶2，褐陶，残存黑灰色陶衣。仅存圈足。

斜腹微鼓，高圈足外撇，底口方唇。腹中部饰

一周附加堆纹，上下各饰数道凹弦纹，圈足上部

饰两周圆形镂孔，近底部饰一周半圆形戳印纹。

圈足径14.8、残高20.8厘米（图二二∶4）。标本

H11∶6，黑褐陶。斜直腹微鼓，高圈足外撇，

底口圆唇。唇下缘、腹中部各饰一周附加堆纹，

腹部附加堆纹上下各饰数道凹弦纹，圈足上部饰

一周圆形镂孔，近底部饰一周斜线戳印纹。口径

H11∶86，仅存浅盘。窄平沿，圆唇，弧腹近

折。残高2厘米（图一九∶3）。H11∶89，残存

柄部。细直柄，柄身饰纵向暗棱纹。柄径3、残

高2.8厘米（图一九∶4）。

器 盖 　 6 件 。 仅 存 盖 腹 或 纽 部 。 标 本

H11∶28，泥质黑皮褐胎陶。斜腹微鼓，底

口圆唇。素面。盖径20、残高3.4厘米（图

二〇∶11）。标本H11∶54，夹砂黑褐陶。

斜直腹，圆唇。腹面饰三周“V”形刻划纹。

盖径28、残高2.2厘米（图二一∶6）。标本

H11∶87，夹砂黑褐陶。仅存纽部和部分盖腹。

圆圈状纽，直领微侈，圆唇，斜直腹近平。素

面。纽径3.6、残高2.4厘米（图二一∶10）。

圈足　18件。标本H11∶77，夹砂褐陶，残

留黑灰色陶衣。高圈足外撇，底口方唇，应系盘

口尊、折沿尊等器之圈足。足中部饰一周圆形镂

孔，近底部饰一周弧形戳印纹。圈足径12、残高

6厘米（图二〇∶10）。

（2）石器

石锛　1件。H11∶8，保存完整，平面呈梯

形，顶部窄，刃部宽。两面平，一面有以侧面为

台面形成的一个片疤，一侧平直，一侧略凹未

图二二　H11 出土陶折沿尊

1.H11 ∶ 3　2.H11 ∶ 4　3.H11 ∶ 5　4.H11 ∶ 2　5.H11 ∶ 6

32.3、底径18、高29厘米（图

二二∶5）。

圈足盘　5件。均为泥质

陶。仅存盘部或圈足。多为

素面。标本H11∶25，灰褐

陶。浅弧盘，圆唇。素面。

口径18 . 8、残高3厘米（图

二〇∶12）。标本H11∶26，

黑 皮 褐 胎 陶 。 浅 弧 盘 ， 圆

唇。素面。口径18、残高3.8

厘米（图二〇∶13）。标本

H11∶51，泥质灰陶。高圈足

微外撇，底口方唇。足中部饰

两周圆形镂孔。圈足径12、残

高17厘米（图二〇∶14）。

高 柄 豆 　 2 件 。 均 为

泥 质 黑 皮 灰 胎 陶 。 素 面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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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磨制。顶部和刃部微斜，两端均磨制出平折单

面刃，微弧，较锋利。长4.7、宽3.4、厚0.9厘米

（图二三∶1）。

石矛　1件。H11∶11，底部残断，锋尖微

残。无骹，宽叶形，两侧斜刃直达锋尖，一侧刃

部有磕损痕迹。两面正中有脊，一面有以底部

为台面形成的小片疤。残长6.8、宽3.5、厚1厘米

（图二三∶2）。

2.H12

H12位于TG1南端，部分位于

探沟东壁之外，开口于⑩层下，被

H11、D12、D13打破，打破⑪层、

⑫层、H13、G14、G15、G21、G25

及生土。距地表3.4～4.1米。已发掘

部分平面大致呈不规则的椭圆形，

坑壁近直，平底，壁底转折明显，

坑壁及底部未见明显加工痕迹。现

长3.23、宽2.48、深0.43～1.03米（图

二四、图二五）。填土为灰黑色黏

土，夹杂少量黄色黏土块、卵石和

1　　　　　　  　　　　　　　　　2
图二三　H11 出土石器

1. 石锛（H11 ∶ 8）　2. 石矛（H11 ∶ 11）

图二四　H12 平、剖面图 图二五　H12（西→东）

炭屑，土质较为致密。出土物以陶片为主，另在

坑底发现1件小型玉器、1件石斧和1件残石器。

（1）陶器

陶片中夹砂陶占50.4%，以黑褐陶最多，占

25.3%，褐陶次之，占14.2%，其余陶色少见，占

比在5%上下，泥质陶占49.6%，以灰陶居多，占

19.5%，灰褐陶占10.3%，其余陶色较少。素面陶

占41%，纹饰以粗绳纹为主，占21.7%，凹弦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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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细线纹次之，比例分别为13.4%、12.5%，其余

纹饰诸如细绳纹、附加堆纹、戳印纹、镂孔等较

为少见。可辨别的器型包括喇叭口罐、侈口花边

罐、宽沿盆、盘口尊、圈足盘和器盖等。

喇叭口罐　5件。泥质陶。仅存口颈部。

敞口，近口部外卷，卷沿，圆唇，唇部明显

加厚外溢，部分带内勾，束颈。素面。标本

H12∶3，唇部微内勾。口径20、残高7.9厘米

（图二六∶1）。标本H12∶11，口径20、残高

7.2厘米（图二六∶2）。标本H12∶20，口径

16、残高6厘米（图二六∶3）。标本H12∶38，

唇部内勾。口径26、残高6厘米（图二七∶4）。

侈口花边罐　1件。H12∶30，夹砂陶，上

部呈黑褐色，下部呈褐色。残存部分口沿及肩腹

部。侈口，宽折沿，沿面斜侈内凹，方唇，溜

肩。唇面和器身遍饰粗绳纹。口径22、残高7.2

厘米（图二六∶7）。

宽沿盆　8件。泥质灰陶。多数仅存口部

和上腹部。侈口，宽折沿。标本H12∶5，上

腹直，近口部微外侈，近底部斜收，平底。素

面，外腹部有纵向暗纹。口径22、底径8、残高

17.2厘米（图二六∶9）。标本H12∶27，形制

特征与H12∶5近同。素面。口径20、残高2.6厘

米（图二六∶6）。标本H12∶23，形制特征与

H12∶5近同。素面。口径24、残高6.1厘米（图

二六∶8）。标本H12∶24，沿面平直微外卷，

腹微鼓。腹部近口处饰两周附加堆纹，下饰斜向

细线纹。口径48、残高7.2厘米（图二七∶8）。

标本H12∶32，特征与H12∶24近似，唯沿面不

外卷，腹部外鼓程度亦偏弱。素面。口径28、

残高3厘米（图二七∶7）。标本H12∶4，上腹

直，近底部斜收，平底。腹部饰平行瓦棱纹。口

径26、底径12、残高17.7厘米（图二七∶10）。

盘口尊　9件。均夹砂陶。仅残存口部和上

腹部残片。侈口，宽折沿，沿面整体内凹，外

缘微上翻，圆唇。标本H12∶10，黑褐陶。斜腹

近直，腹部饰多道凹弦纹。口径22、残高5厘米

（图二六∶5）。标本H12∶1，黑皮褐胎陶。斜

腹微鼓，近底部内收，圈足整体外撇。腹部饰

数道凹弦纹，圈足上部施一圈镂孔。残高15.1厘

米（图二七∶1）。标本H12∶2，黑皮褐胎陶。

斜腹微鼓，近底部内收。腹部饰数道凹弦纹。

残高12厘米（图二七∶2）。标本H12∶17，褐

陶。口沿上翻处外沿饰一周戳印纹。口径24、

残高4.1厘米（图二七∶5）。标本H12∶14，灰

褐陶。斜直腹。上腹部饰三道凹弦纹。口径26、

图二六　H12 出土陶器（一）

1 ～ 3. 喇叭口罐（H12 ∶ 3、H12 ∶ 11、H12 ∶ 20）　4. 圈足盘（H12 ∶ 29）　5. 盘口尊（H12 ∶ 10）　6、8、9. 宽
沿盆（H12 ∶ 27、H12 ∶ 23、H12 ∶ 5）　7. 侈口花边罐（H12 ∶ 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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残高5厘米（图二七∶6）。

标本H12∶6，黑褐陶。鼓

腹。沿外侧及腹部饰斜向粗

绳纹。口径24、残高4.8厘

米（图二七∶9）。

圈足盘　1件。H12∶	

29，泥质黑皮褐胎陶。残存

部分盘部。斜弧盘较深，圆

唇，唇外侧略加厚。素面。

口径18、残高2.4厘米（图

二六∶4）。

器盖　3件。均为泥质

陶。仅存部分盖腹。底口

圆唇。以素面为主。标本

图二七　H12 出土陶器（二）

1、2、5、6、9. 盘口尊（H12 ∶ 1、H12 ∶ 2、H12 ∶ 17、H12 ∶ 14、H12 ∶ 6） 
3. 器盖（H12 ∶ 44）　4. 喇叭口罐（H12 ∶ 38）　7、8、10. 宽沿盆（H12 ∶ 32、
H12 ∶ 24、H12 ∶ 4）

图二八　H12 出土玉锛（H12 ∶ 51） 图二九　K5 平、剖面图

H12∶44，灰陶，器表残存黑灰色陶衣。腹面斜

直，近口部内敛，整体似覆碗。近纽处有镂孔。

盖径24、残高3.3厘米（图二七∶3）。

（2）玉器

玉锛　1件。H12∶51，保存完整，器形小

巧，呈梯形，上窄下宽，整体扁平，双面弧刃。

顶部、刃部和两侧均较平直，在一面靠近顶部和

刃部的部位有少许片疤。残长3、宽1.4、厚0.2厘

米（图二八）。

（三）特殊坑

所谓特殊坑，主要指与普通灰坑存在明显区

别的坑状遗迹。区别主要在于三点：其一，平面

形状较为规整，一般为长方形、圆角长方形或圆

形，壁面和底部都较为平整，与主要用于填埋垃

圾的灰坑在平面形状和壁底形态上有显著差异；

其二，填充堆积较为纯净，包含物较少，一般不

含太多灰烬、烧土颗粒等与普通生活密切相关的

遗存；其三，基本不出土陶器、石器等生活用器

或其残片。本次发掘共发现这类特殊坑5座，编

号为K3～K7，以K5为例进行说明：

K5位于TG1南端，开口于⑪层下，打破⑫

层及生土。坑口距地表0.48～0.55米。平面近似

圆角长方形，长轴方向为北偏东56°，直壁，平

底，坑壁及底部较为平整，但无明显加工痕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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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二九、图三〇）。长0.94、宽0.35～0.42、

深0.12～0.3米。填土为灰黑色黏土，夹杂少量黄

色黏土块，土质致密，仅包含几片细碎陶片，无

其他包含物。

（四）房址、沟槽及柱洞

与成都平原新石器时代晚期至商周时期的

部分只见呈长条状的沟槽，暂归属为灰沟，共计

32条，编号为G4～G35，部分沟槽的底部亦有间

隔分布的圆形小柱洞，如G27（图三二），这些

沟槽的层位关系、形制特征和填充堆积与8座房

址并无显著区别。

除了8座明确的房址和32条属于房址局部的

沟槽之外，与房址有关的遗迹还有45个柱洞，

编号为D1～D39、D41～D46，其中2个开口于

⑧a层下并打破⑨b层，5个被城墙下的H11直接

打破，17个开口于⑩层下并打破⑪层，21个开口

于⑪层下。柱洞形状分椭圆形、圆形和不规则形

三种，以椭圆形居多，柱洞直径0.08～0.42、深

0.04～0.32米。填土多为灰褐色黏土，夹杂少量

炭屑，土质较为致密。大多数不见包含物，少数

出土少量细碎陶片，只有D37出土1件陶纺轮。

（五）墓葬

共3座，编号分别为M6、M7、M9，均为竖

穴土坑墓。墓口形状为圆角长方形，直壁，平

底。填土以发掘区常见的致密黄色和褐色黏土居

多。墓主人骨架保存甚差，腐朽严重，仅能大致

看出葬式为仰身直肢葬，无法提取，无葬具和随

葬品。试举M6为例：

M6位于TG1中部，开口于⑩层下，打破

G11、⑪层及生土。墓口距地表4.04米。墓口呈

图三〇　K5（东北→西南）

图三二　G27 平、剖面图

图三一　F6 平、剖面图

多数沟槽式建筑一样，本次发掘发现

的房址仅保留地面的沟槽部分。由

于发掘面积有限，房址全貌无法得

知，少数可以看到转折的沟槽，因此

得以确认为房址，共计8座，编号为

F1～F8。除了未发掘的F8开口于被

⑨b层直接叠压的G27之下外，F3、F4

和F5开口于⑩层下，打破⑪层，F1、

F2、F6和F7则开口于⑪层下并打破

⑫层。8座房址平面均呈长方形（图

三一），沟槽底部多分布有相对均匀

的圆形小柱洞，沟槽内填土多为浅灰

褐色黏土，部分含少量细沙土，土质

较为致密，除F1以外大多未见包含

物。部分房址面积较大，因此TG1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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圆角长方形，长轴方向为北偏东21°，直壁，

平底（图三三、图三四）。长1.08、宽0.36、深

0.46米。填土为黄色、褐色和灰色混杂的黏土，

土质较为致密。出土有少量细小陶片。无葬具，

人骨保存甚差，仅能看出仰身直肢葬式，上肢伸

直于身侧，不见随葬品。

四　结语

叠压城墙的遗存以及与城墙同时期的遗存为偏晚

阶段遗存。

偏早阶段遗存出土的主要陶器按照形制特

征的差异可分为不同式别：喇叭口罐可分三式，

Ⅰ式近口部外卷，唇部明显加厚外溢，部分带内

勾，Ⅱ式近口部微微外卷，唇部略加厚并微外

溢，Ⅲ式高领斜侈几乎不外卷。侈口花边罐分为

二式，Ⅰ式沿面相对较宽，唇部略加厚，Ⅱ式沿

面甚窄。花边口盆分二式，Ⅰ式沿面相对较宽，

斜直腹，Ⅱ式为窄沿、斜腹近直。宽沿盆可分斜

直腹和鼓腹两种，前者可分三式，Ⅰ式为直腹，

Ⅱ式斜腹近直，Ⅲ式斜直腹；后者分二式，Ⅰ式

口沿微外卷，腹部微鼓，Ⅱ式口沿外卷程度和腹

部外鼓程度均减弱。盘口尊分三式，Ⅰ式沿面整

体内凹，外缘微上翻，Ⅱ式沿面较宽且微内凹，

外缘上翻不明显，Ⅲ式仅沿面微凹形成盘口，外

缘不上翻。圈足盘分为二式，Ⅰ式盘大而深，

Ⅱ式盘小而浅。根据上述器类及其型式的共存关

系，结合层位关系可将偏早阶段遗存分为3段，

第⑪层、⑫层和H12为第1段代表单位，所见均

为典型器类的Ⅰ式，第⑩层为第2段代表单位，

所见典型器类以Ⅱ式为主，偶有Ⅰ式或Ⅲ式，

H11为第3段代表单位，所见典型器类以Ⅲ式居

多，偶有Ⅱ式以及混入的Ⅰ式。综合考虑各段所

见典型器类式别的区别程度以及不同式本身的差

异大小，可将第1段单独分为第一期，第2段和3

段合并为第二期。

偏晚阶段遗存之间的差别比较明显，H26所

出的圆肩小平底罐明显比第⑨a层所出的窄耸肩

小平底罐要早，据此可分为两期2段，H26为第

三期4段，第⑨a层以及出土物与之相近的第⑧层

属于第四期5段。

第四期5段所见的小平底罐、矮领瓮、侈口

缸、敞口壶等无论是器类构成以及形制特征，抑

或是陶质、陶色、纹饰的构成比例，都与新药铺

H22和第⑤层相近，年代也应与之相仿，大致相

当于殷墟二期［4］。

第三期4段所见的小平底罐、高柄豆和豆

形器与成都金沙遗址郎家村“精品房”地点的

图三三　M6 平、剖视图

图三四　M6

本次发掘出土陶器较多，种类丰富，包括小

平底罐、喇叭口罐、侈口花边罐、敞口花边罐、

敛口瓮、花边口盆、宽沿盆、高柄豆、豆形器、

盘口尊、折沿尊、圈足盘和器盖等。小平底罐、

豆形器与其余器类绝对不共存，从层位关系上看

其所在单位亦明显晚于其余器类所在单位，据此

可将本次发掘所获遗存分为两个阶段，城墙之下

的居址和墓葬遗存属于偏早阶段遗存，而城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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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2323和第⑦层出土的同类器特征相似，如小平

底罐均为圆肩，高柄豆的柄部相对较粗且直，豆

形器的盘腹都斜侈外鼓［5］，三者年代应较为接

近，郎家村“精品房”地点H2323和第⑦层的年

代被学者推测为二里头遗址第三期［6］，则本次

发掘的第三期4段遗存的年代亦同。

第二期2段和3段的陶器组合与学者所谓的

鱼凫三期遗存［7］或三星堆遗址“新二期”遗

存［8］相同，年代与之相近。鱼凫三期遗存的

整体文化面貌稍晚于桂圆桥遗址第三期遗存以

及三星堆遗址1986GSⅢ⑭层，而早于三星堆遗

址1986GSⅢ⑪层。桂圆桥遗址第三期遗存的测

年数据为距今4300—4100年［9］，三星堆遗址

1986GSⅢ⑭层的测年数据分别为距今4210±80

年［10］和距今4170±85年［11］，大致落在距今

4200—4100年的范围内，与桂圆桥遗址第三期测

年数据大致相当。三星堆遗址1986GSⅢ⑪层的

树轮校正测年结果为距今3850±100年［12］，大

致处于距今3900—3800年的范围内。据此可以大

致推定鱼凫三期遗存或三星堆遗址“新二期”遗

存以及本次发掘的第二期2段和3段遗存的年代为

距今4100—3900年。

第一期1段所见喇叭口罐、侈口花边罐、宽

沿盆和盘口尊的特征与忠义遗址第⑤层［13］所出

同类器相似，年代应与之相同。简报将忠义遗址

第⑤层归属于宝墩文化二期与三期之间，年代应

处于宝墩文化的中间。以往学者将宝墩文化的年

代推定为距今4500—3700年［14］，则忠义遗址第

⑤层的年代大致为距今4100年前后，本次发掘的

第一期1段遗存的年代也应大致相当。考虑到第

一期遗存早于第二期遗存，两者的文化面貌相似

而连续，年代差距不会太大，第二期遗存的年代

为距今4100—3900年，则第一期1段的年代可进

而推测为距今4200—4100年。

本次解剖的城墙（Q1）被第四期5段遗存叠

压，同时叠压着第二期3段遗存，由此可知城墙

的始建年代当不早于距今4100年，亦不会晚于殷

墟二期。第三期4段遗存的分布范围未进入城墙

分布范围内，似乎表明此时城墙已经存在，则可

进一步推测城墙的始建年代不晚于二里头遗址第

三期。

城墙内侧a单元的部分夯土内出土陶器明显

属于第四期5段，表明在相当于殷墟二期时，该

城墙尚在增筑修补，还没有被废弃，而发掘区内

未发现明确晚于第四期5段的商周时期遗存，表

明城墙的废弃年代当距殷墟二期不远。

此段城墙的夯土结构总体上由多个斜向单元

组成，除后期增补的a单元之外，其余几个单元

均由小夯层大致呈水平状堆筑而成。这种夯土结

构与1991年发掘的西城墙北段、1999年发掘的月

亮湾城墙、2013年发掘的真武宫城墙以及2014年

发掘的青关山城墙完全一致，应系同时修建。几

段城墙位置靠近，可以大致合围成一座西北—东

南走向的长方形小城，即月亮湾小城，本次发掘

的城墙即月亮湾小城的南城墙。

前述提及的城墙a单元为殷墟二期补筑部

分，表明城墙在此时尚未废弃。以往在青关山地

点也发现有填埋玉璋、金箔片、绿松石珠的同

时期灰坑［15］，加上年代大致同时的三星堆“祭

祀坑”［16］，足以证明三星堆城址在此时尚未废

弃，依旧是古蜀国都城［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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