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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南灵宝西坡大型墓地入选2006年度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

作者： 李新伟   发布时间： 2007-04-08  文章出处：中国考古网

 

由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三门峡市考古所和灵宝文管所联合发掘的河南

灵宝西坡遗址大型墓地被评选为2006年度全国考古十大发现。 

2006年3月至5月，联合考古队对西坡遗址进行了第六次发掘，发现仰韶文化中期晚段大型墓葬2座，及其

它中、小型墓10座, 出土有陶器、骨器、石器、玉器等随葬品。大型墓葬M27、M29因其规模、结构和特殊的

葬俗再次使西坡成为学界关注的焦点。 

M27为带生土二层台的长方形竖穴土坑墓，墓口长约5、宽约3.4米，头向西偏北，方向296度。墓室位于

正中，宽约0.7米，其底部距墓葬开口约1.5米。墓室东部为一与墓室相通、近圆角方形的脚坑，边长约1.6

米，底部与墓室底部基本水平。墓室和脚坑两侧、脚坑与墓圹东壁之间为生土二层台。 

 

 

 

 

 

 

 

 

 

 

M27墓圹内全以青灰色草拌泥封填。泥质坚硬。泥中保存有大量清晰的植物茎、叶印痕，初步辨认出的植

物有十余种，其中包括芦苇等水生植物。这些青泥有可能直接取自河边，连同生长在上面的芦苇和散落其上

的树叶被一起挖来，经过加工填入墓中。 

 

 

 

 

 

 

 

 

 

 

 

 

 

墓室和脚坑上均发现木盖板痕迹。经现场仔细辨认，墓室上共覆盖有16块木板，每块木板长1.78至2.33

米，宽0.2至0.29米，横跨墓室，两端搭在二层台上。盖板上发现有覆盖编织物的痕迹，经初步观察，覆盖物

大致有三幅。盖板在东、西二层台上部分各有一幅，经纬线较细密，类似麻布。盖板中部即墓室上部分有一

幅，经纬粗疏，可能是粗麻布，也可能是草编物。 

M27墓主人为一成年男性，骨骼保存良好，身边未见任何随葬



品，脚坑中放置了9件陶器，包括一对大口缸、一对簋形器、一套釜

灶、一壶、一钵和一杯。两件大口缸上腹部均有基本相同的彩绘图

案，为红色彩带上加一周黑点。其中一件大口缸唇部有朱砂痕迹，缸

内填土中有涂抹朱砂的细麻布碎块，推测缸口原来可能用涂朱的麻布

覆盖。 

 

 

M29位于M27西北约6米处，与M27大体在一条东南至西北走向的直

线上。该墓结构与M27相似，也是有生土二层台的长方形竖穴土坑墓，墓口长约4、宽约3.3米，头向偏西北，

方向293度。墓室位于中部偏南，宽约0.9米，底部距离开口深度约1.85米。墓室东侧为与墓室相通的近圆角

长方形脚坑，南北长约1.3、东西宽约1米，其底部低于墓室底部约5厘米。墓室和脚坑的南北两侧为生土二层

台，南侧宽约0.9至1.1、北侧宽约1.1至1.25、高约0.45至0.5米。 

M29中的填土为黄花土，内杂棕红色斑块。在墓室和脚坑

上部及局部二层台上抹有厚度在0.2米左右的青灰色草拌泥，主

要目的是封盖墓室和脚坑。墓室和脚坑上均发现有木质盖板的

痕迹，但与M27相比，盖板窄而薄，严重塌陷，保存状况不好。

墓室中部大体相当于人骨上方的位置，有类似细麻布的编织物

痕迹。 

M29墓主同样为一成年男性，骨架零乱：右股骨和盆骨右

侧都脱离原位，斜倚在墓室南边；肋骨、脊椎骨和右上肢骨也

十分散乱。随葬品只有6件陶器。一件陶钵倒扣在胸部上方约

0.1米的填土中。其余5件被放置在脚坑中，包括一套釜灶、一对簋形器和一件陶壶。 

本次发掘获得玉钺4件，均出自发掘区北部的中型墓葬中，其中M34出土玉钺2件，一件在右手边，长23.5

厘米，另一件较小，在脚坑内。 

M27和M29规模宏大、墓室和脚坑上盖板并覆盖编织、M27整体以草拌泥封填等现象，在同时期墓葬中均属

罕见。两座墓的发现，再次表明仰韶文化中期晚段的社会结构明显趋于复杂化。耐人寻味的是，这两座大墓

并无奢侈品随葬。M27中唯一显示等级的物品是在中小型墓葬中基本不见的一对大口缸。此外，对M27墓主盆

骨内土样的初步分析显示，其中猪带绦虫卵含量远多于其它墓葬盆骨内土样，推测M27墓主可能食猪肉较多。 

西坡遗址至今已历经6次发掘，2001至2002年的第三次发掘中，在遗址中心部位发现外有回廊、占地面积

500余平方米的特大房址F105；2004年的第四次发掘在其南50余米处发现另一特大房址F106，室内面积240余

平方米，并通过系统钻探发现聚落的南、北壕沟及墓地；2005年和2006年的第五、六次发掘揭露了仰韶文化

中期晚段墓葬34座，这是在仰韶文化中心的核心地带第一次发现和发掘该时期墓地。这些重要发现，极大深

化了学术界对文化扩张力强大的仰韶文化中期社会复杂化状况的认识。大型中心性聚落、特大公共性房址和

缺少奢侈品的大墓，构成了仰韶文化中期复杂社会的显著特点。这些与中国其它主要史前文化区迥异的特

点，对中原地区的文明化进程、对中国第一个王朝最终在中原的建立产生了重要影响。 

另外入选的九大发现为：云南富源大河旧石器时代洞穴遗址 

                      广东深圳咸头岭新石器时代遗址 

                      广东高明古椰贝丘遗址 

                      山西柳林高红商代遗址 

                      福建浦城管九土墩墓群 

                      甘肃张家川战国墓地 

                      甘肃礼县大堡子山遗址 

                      安徽六安双墩墓地 

                      上海志丹苑元代水闸遗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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