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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场传真

山西襄汾陶寺遗址2007年田野考古新收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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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山西队 

山西省考古研究所 

临汾市文物局 

    2007年，经国家文物局批准，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山西队与山西省考古研究所、临汾市文物局合

作，实施探源工程II陶寺遗址宫殿区大型夯土建筑基址继续探掘任务以及配合陶寺大遗址保护规划的制定工

作。我队于2007年7月7日至12月13日，对陶寺遗址宫殿区进行试掘，总计发掘122天。领队何驽，其他参加发

掘人员有社科院考古所高江涛、冯九生、张管狮，山西省考古所王晓毅、冀宝金。 2007年陶寺发掘共开探沟

10条，共发掘面积892平方米（含2005年发掘的主殿部位探方重新揭露部分300平方米）。2006年的发掘大致

弄清了IFJT3的西北角，而本年度夏秋两季的发掘又基本上弄清了IFJT3的西南角、东北角和东南角。这样，

宫殿区大型夯土建筑基址IFJT3的四至、形状、规模等大致情况基本廓清。另外，在IFJT3的中部偏东位置发

现了柱网结构明确的一处宫殿夯土基址。 

    IFJT3是一个较为完整不可再分割的大型夯土建筑基础，近正方形，方向225º15′， 东西长约100米、南

北宽约100米，面积大约1万余平方米。台基基坑边缘部分遭破坏严重，很不整齐。部分地方夯土残留厚度70

厘米左右。台基基础仍由夯土版块筑成，夯土版块多数质量不佳，少数质量很好。 

    IFJT3的东北角向外凸出一部分夯土，夯土边缘线分别向西、向南延伸出去。向南应与FJT3东南角接上，

向西应与FJT3西北角接上。从FJT3东北角的ITG22看，FJT3被属于陶寺文化晚期的H81、H82打破，夯土中又出

土属于陶寺文化中期的陶片。 

    IFJT3的西南角因破坏严重，已基本无存，但其向东延伸出去的夯土边缘线还残存。因陶寺文化晚期地层

和灰坑的破坏，IFJT3西南角向东延伸的夯土边缘线不整齐，边缘以内夯土基址内夯土质量不佳。从ITG24内

遗迹单位看，FJT3被属于陶寺文化晚期的H84等打破，夯土中又出土属于陶寺文化中期的陶片，时代也是陶寺

文化中期。 

    IFJT3的西南部有一片向西南凸出的夯土基础，大约有100平方米，距西南角约20米，是否为坡道，或为

出入口，或为其它FJT3附属建筑，因仅余夯土基坑部分，而不得详知。 

    IFJT3的东南角保留较好。弧形圆角，向西向北延伸出去，其以南以东均为红生土，此拐角十分明显。从

ITG30与ITG31的发掘看，IFJT3的东夯土边缘线十分明显，比较整齐，保留较好，部分地方因破坏而略有凸

凹，夯土边缘线以西为版筑夯土。东南角夯土基址被陶寺文化晚期层叠压，出土陶寺文化中期陶片，同时又

打破中期地层以及早期灰坑H90，时代同样属于陶寺文化中期。 



IFJT3主殿高空南视 

    IFJT3内的殿堂建筑遗迹是本年田野工作又一重要发现。该遗迹仅残留柱网结构，位于大型夯土基址

IFJT3中部偏东。面向正西南，方向约225°，与整个IFJT3的方向一致。柱网所占范围东西长23.5米，南北宽

12.2米，面积为286.7平方米。殿堂柱洞有三排，总计发现18个柱洞，其中南排保留7个，中排残留3个，北排

保留8个。 

主殿南侧柱洞系统 

    绝大部分柱洞外有柱坑，柱坑直径多50~80厘米。柱洞直径多为45~50cm，个别柱洞直径较大，达80cm。

柱洞内填土多为红烧土。柱间距南排与北排情况不一，据现有柱洞分布看，南排自西向东柱间距有宽窄之

分，为一窄一宽分布，窄的间距约2.5米，宽的约5米；北排柱洞除中间两个间距为约5米外，其余皆间距约3

米分布。中排因仅保留3个柱洞，具体排列分布情况不太明确。值得注意的是，南北排柱洞并不相对应，但北

排中间间距较宽的那组柱洞与中排以及南排一组宽间距柱洞却基本相对应。经解剖，柱洞一般残深约

30~40cm，柱洞下有柱础石。有些柱洞除有柱础石外，在柱洞壁周围填塞一些石块，以加固柱子。这种做法在

同时期的遗址中比较罕见，二里头遗址宫殿基址中的柱洞也未见到此类做法。 

    另外，在IFJT3的殿堂部位的夯土中，还出土一铜器残片，初步测定为砷铜。发现两处被打在夯土中的人

骨架，一处骨架零乱；另一处无盆骨以下部分，但臂戴有一玉璧。两处应均为非正常埋葬。有可能是奠基的

人牲或人祭。 

 



IFJT3夯土出土铜盆片正面 

    本年度发掘所获意义重大，很大程度上证实了陶寺遗址宫殿区及宫殿类建筑的存在，同时为全面揭露

IFJT3提供了重要依据和明确线索。 

   

                                                                                 

                         （高江涛 何驽 王晓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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