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营盘山遗址——藏彝走廊史前区域文化中心

.

2005-5-23  陈剑 陈学志 范永刚 蔡清  阅读438次

     

    中国西南横断山区不仅以其高山峡谷相间这一独有的地势特征而闻名于世，同时还是连接黄河及长

江的重要文化走廊和民族走廊，民族学上称其为藏彝走廊或氐羌走廊，岷江上游是组成该走廊的核心地

区之一，而中国最大的羌族聚居区——茂县则为这一核心地区的中心。茂县东南距成都约200公里，境

内文物古迹众多，历史悠久，尤其是县城凤仪镇所在谷地是岷江上游面积最大的一处河谷冲击扇平原，

也是岷江上游的地理中心，土肥地美，水源充足，气候宜人，一直是人类选择定居地点的理想之所，茂

县置县以来的历代治所均设于此，汉代汶山郡治所也一度在此。时至今日，茂县仍是阿坝藏族羌族自治

州的经济重地。因此，县城谷地还是岷江上游的文化、政治和地理中心。2000年以来的考古调查共发现

了营盘山、波西、金龟包、波西台地、上南庄、勒石、沙乌都、马良坪等十余处新石器时代遗址及遗物

采集点，其中，营盘山遗址的面积最大、发现遗存也最为丰富。 

    

    营盘山遗址位于岷江东南岸三级台地上，平面约呈梯形，东西宽120-200米，南北长约1000米，总

面积近15万平方米。遗址东面临深谷阳午沟，东北面、北面、西面均为岷江所环绕，东距茂县县城约

2.5公里，海拔高度1650-1710米，高出岷江河谷约160米，表面地势略呈缓坡状。营盘山遗址东、西、

北三面均为陡坡，背靠九顶山，并临近岷江河道，易守难攻，为岷江上游地区得天独厚的风水宝地，是

人类长期定居的理想之所。遗址所在地属于九顶山的山前脊梁地带，但遗址表面地势较为平整，起伏坡

度不大，与周围同海拔高度的山脊状地形之间的差异较为明显。其独特的平整地形的成因应与历史上人

类的改造活动有关，营盘山遗址的地势现状是经过了多个时期的改土活动后才形成的。又根据遗址范围

内普遍发现有原生的新石器时代文化层堆积（在遗存堆积的厚度上不同部位略有差别），判定这种改土

活动早在新石器时代即已开始。 

    

    营盘山遗址的文化堆积较为丰富，文化层最厚处可达2.20米，其上层为春秋战国时期的石棺葬遗

存，下层为内涵丰富的新石器时代遗存。新石器时代遗迹包括房屋基址11座、人祭坑9座、灰坑120余

座、窑址4座及灶坑13座等。通过勘探和发掘对遗址的布局分区情况有一定的了解：其中部地带发现较

多的柱洞、基槽等房屋基址和窖穴类遗迹，应为居住区；遗址中部偏西地带发现有大面积的硬土活动面

遗迹，地势较为平坦，硬土面下还清理出人祭坑多座，应是举行包括宗教祭祀在内的公共活动的广场

区；广场区以北地带发现有多座窑址和数量丰富的灶坑遗迹，应是集中烧制陶器的手工业作坊区；另在

遗址中部偏北地带发现有多处灰坑遗迹，坑内出土了大量的细石叶、细石核、燧石器、燧石原料及半成

品，推测此处可能为集中制作细石器的地点。 

    

    营盘山遗址主体遗存同甘肃天水师赵村遗址第四期和第五期文化、武山傅家门史前文化遗址、东乡

林家遗址主体遗存等马家窑文化石岭下类型和马家窑类型遗存，甘肃秦安大地湾遗址第四期文化、武都

大李家坪遗址第二期和第三期文化等仰韶文化晚期遗存相比较，之间存在较多的共性，但差异也是非常

明显的。营盘山遗址目前有两个由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加速器质谱实验室测试的碳14年代测试数据，

树轮校正后的年代约为距今5300-4600年，同马家窑文化石岭下类型和马家窑类型、以大地湾遗址第四

期文化为代表的仰韶文化晚期遗存的年代相近。以营盘山遗址为代表的岷江上游新石器时代文化遗存，

是一种新发现的以具有自身特色的本土文化因素为主体成分，同时吸收了多种外来文化因素的地方文化

类型。 

    

    在遗址已揭露的遗迹中，其下有奠基人祭坑的大型广场性质遗迹、内有涂红石块的灰坑、内设分间



并修造有考究的灶坑等设施的房屋基址等，非一般小型聚落遗址所能具备。出土文物中也不乏表现营盘

山遗址作为大型中心性聚落的高规格实物，如陶质人面像雕塑品、表面凿有多个穿孔应有特殊用途的石

牌形器等遗物。而以彩陶制作工艺为代表的制陶业是整个仰韶时代手工业的最高成就所在，营盘山遗址

出土数量众多且制作精美的彩陶器，更是它作为大型中心性聚落的实物标志。遗址出土的玉器可分为三

类，其一为仿生产工具的锛、斧、凿、穿孔刀、镞等，多数的刃部未见使用痕迹；其二是环镯、珠类装

饰品；其三是具有礼仪用器性质的璧、璜类器。这表明营盘山先民的玉器加工已成为一门内部有较细程

度分工和较高专业化程度的手工业门类，也标志着营盘山遗址在聚落群体系中具有非同一般的地位。 

    

    营盘山先民以定居农耕业为主要生活方式，这可以从遗址内发现的相关遗迹和出土遗物中找到证

据。例如，出土遗物包括较为丰富的石质、陶质和骨质生产工具；陶器中夹砂厚胎的炊器，器体宽大、

容积深广的贮器占有一定的比例。遗址出土陶器中有相当数量的酒具类器物，如制作精美的彩陶壶、彩

陶瓶、杯、碗等，据此推测营盘山先民可能已掌握了酿酒技术并开始进行生产。遗址内还发现有圆形袋

状灰坑，应为用于贮藏粮食或其它物品的窖穴。这些发现表明当时农产品的数量已较为丰富。 

    

    同时，狩猎、采集和捕捞业也是营盘山先民以农耕业为主业的经济生活的不可或缺的补充内容。岷

江从营盘山遗址的西、北和东北三面环绕而过，弯曲的河道形成了较大面积的回水湾区，河水流速减

缓，其中的浅水区域是理想的捕捞作业场所。遗址出土有数量丰富的狩猎所用的石球、磨制精细的石质

和骨质箭镞等遗物。还出土有数量众多的细石叶、细石核及小石片石器，质地以黑色及白色半透明的燧

石、白色的石英和透明的水晶为主，细石器制作工艺成熟，选材精良。学术界一般认为，细石器多为复

合工具的组成部分，常用来剥离加工兽皮，细石器工艺与狩猎、畜牧经济有密切联系。遗址还出土有亚

腰形的打制石网坠，当为捕捞渔业的实物例证。 

    

    营盘山遗址的细石器及小石片石器具有出土地点集中化的特征，未经使用的成品石器、半成品石器

和加工残片，多在几处填土呈灰黑色的大型灰坑内出土。此现象表明营盘山先民中已有固定的人员从事

石器加工作业，这些大型灰坑可能就是当时的石器加工作坊所在地，而石器（尤其是细石器）制作已成

为手工业的专业门类之一。 

    

    在营盘山遗址的灰坑底部发现有涂抹红色颜料的石块，经测试其成分以汞的氧化物（朱砂）为主，

另在部分陶器内壁也发现有同样的红色颜料，应为调色器的遗存。表明营盘山先民有尚红习俗，朱砂的

具体用途可能与涂面、刷房等活动有关。尚红习俗历史久远，早在旧石器时代晚期的山顶洞人即已在埋

葬死者时使用红色矿石粉，如将矿粉撒于死者周围，并将随葬用的饰物兽牙、石珠、鱼骨都染上红色。

新石器时代对死者骨架或石器涂红的现象数量更多，如在西藏自治区拉萨市曲贡新石器时代遗址就发现

有大量的在打制石器上涂抹红颜色的现象，但经测试，它们所使用的红色颜料均为赤铁矿（赭石），成

份以铁的氧化物为主。而营盘山遗址出土的涂红现象是目前考古发现的最早使用朱砂的实例。目前已有

的考古资料表明，岷江上游地区的新石器文化与古蜀文明之间存在一定程度的渊源关系。三星堆、金沙

遗址均流行在玉器、石雕像上涂抹红色颜料的风格，从这一风格中也许可以找到营盘山遗址的朱砂涂红

现象的影响。 

    

    营盘山先民具有较为高超的装饰和造型艺术水准，尤其在彩陶器的加工制作过程中得以集中体现。

遗址出土彩陶器种类众多，质地以细泥红陶为主，火候较高，烧制温度可达摄氏1000度，扣之有清脆的

响声。器表均打磨光亮，有的还施有一层白色的陶衣，再于其上用软笔绘出各种图案，图案内容题材丰

富，包括动物（变体鸟纹、蛙纹等）、植物（草卉纹、草叶纹、杏圆纹等）、几何图形（垂帐纹、水波

纹、弧线纹、圆圈纹等）三大类，绘制笔法流畅、娴熟。彩陶器的造型特征以几何曲线形为主，器类有

瓶、罐、盆、钵等，不少堪称精品。包括彩陶器在内的部分加工制作精致的泥质陶器，开始逐步脱离日

常生活实用器的特征，呈现出礼器化的迹象。 

    

    遗址出土多件小型的陶、石质人面雕塑。其中的一件陶质雕塑人面像，鼻及双耳为捏塑，双目及口

部刻划而成，造型生动、传神，造型与甘肃省秦安县大地湾遗址出土的仰韶文化半坡类型的人头形器口

彩陶瓶上的陶塑人像较为相似，表明是受甘青地区文化传播影响的产物。这是目前四川地区考古发现的



年代最早的雕塑作品，堪称四川雕塑艺术的源头。 

    

    人祭制度和猎头习俗也是营盘山先民精神生活领域的重要内容之一。在遗址中部地带发现了一处面

积不小于 200平方米的类似广场的大型遗迹，坚硬的踩踏层之下发掘出4座人骨坑，其中3座均保存有一

具较为完整的人骨架，应是具有奠基性质的人祭坑。另一座仅见一件人头，该头骨已不见颅顶及上颌部

分，剩余颅身及下颌部分，这种现象可能与原始社会常见的猎头习俗有关。在遗址中部偏东的房屋密集

区附近也发现有5座奠基性质的人祭坑。 

    

    营盘山遗址是岷江上游地区新石器时代的大型中心聚落遗址之一。其周围还分布着数十余处面积在

数千至近万平方米不等的中小型聚落遗址，其中的上南庄、勒石、马良坪、金龟包等多数遗址与营盘山

遗址的时代相近；而波西、沙乌都等个别遗址的年代略有差异，较营盘山遗址略早或略晚。以营盘山遗

址为中心，包括波西等十余处新石器时代遗址在内的营盘山大型遗址群，在时间及空间之上均有各种联

系，从而组合成较为完备且颇具特色的聚落体系。它们共同构成了一处新石器时代晚期的大型聚落遗址

群，形成了较为完备的聚落体系，可以命名为营盘山遗址群，如此规模的遗址群在长江上游地区极为少

见。同时，总面积达15万平方米的营盘山遗址也是藏彝走廊地区乃至长江上游地区目前发现的面积最

大、时代最早、文化内涵最为丰富的大型中心聚落，它代表了5000年前藏彝走廊地区文化发展的最高水

准。 

    

    营盘山还是一处规模宏大、分布密集、延续时间甚长的石棺葬墓地。根据已发掘单位面积内石棺葬

的排列密度推算，营盘山遗址15万平方米范围内分布的石棺葬总数可达数万座，堪称国内罕见。从本次

发掘清理的150余座石棺葬来看，墓葬间不见叠压打破现象，石棺葬底部均未铺设石板，仅使用侧板和

盖板，随葬品包括陶器、铜器、玉石器等类。墓葬排列整齐，分组明晰，墓葬的形制大小有别，随葬器

物多寡不一，一些墓葬盖板上立有底部制作平齐的长条形卵石，个别墓葬附近还设有陪葬的器物坑，二

次葬现象常见。这些情况表明墓地经过了统一的规划，其时代主要为春秋战国时期。与石棺葬同时期的

遗迹现象包括石条砌成的方形火塘、柱洞和基槽等房屋设施等。这批资料无疑为探讨岷江上游石棺葬文

化的内容提供了新的实物资料。 

    

    

    

    陈剑，成都文物考古研究所发掘研究一部副主任、副研究员; 

    陈学志，阿坝州文物管理所所长、副研究员 

    范永刚，阿坝州文物管理所副所长、助理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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