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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  名：四川汶川县姜维城新石器时代遗址发掘简报 

作  者：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所  阿坝州文物管理所  汶川县文化体育局 

关键词：四川  姜维城遗址  新石器时代遗存  彩陶    

提  要： 

2000年5～7月，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等单位对地处岷江上游的汶川县姜维城遗址进行了发

掘。该遗址的新石器时代文化堆积较厚，内涵丰富。发现灰坑、柱洞等遗迹；出土大量陶片，其中包括部分

彩陶；另有各类石器及骨、角器等遗物。该遗址的发掘，为认识岷江上游地区新石器时代考古学文化的面貌

及其地理分布、序列和编年提供了重要资料，对了解该地区史前人类的生业环境和迁徙过程，研究长江上游

与黄河上游考古学文化的相互交流具有重要意义。 

 

 

篇  名：湖北谷城县肖家营墓地 

作  者：襄樊市考古队  谷城县博物馆 



关键词：湖北  肖家营墓地  砖室墓  东汉至宋代 

提  要： 

肖家营墓地位于南河北岸的淤积平地上。1998年5～6月，在此地共发掘砖室墓葬72座，以东汉

墓为主，另有少量六朝、隋、唐、宋墓。出土的随葬品包括较多陶、瓷器，以及少量铜、铁、银、玉、石器

和不同种类的铜钱。此墓地中墓葬数量较多，分布密集，延续时间长，对研究谷城东汉至唐宋时期的历史具

有重要意义。其中一座六朝墓的规模较大，墓砖上装饰有各种花纹和画像图案，是研究古代葬俗的珍贵资

料。 

 

 

篇  名：湖南洪江市宋代烟口窑址的发掘 

作  者：湖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 

关键词：湖南  烟口窑址  龙窑  宋代 

提  要： 

烟口窑址位于洪江市黔城镇倒水湾村。2002年4～5月，湖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在此发掘了

一座龙窑及另一座窑炉的废弃品堆积；出土碗、盘、盏、碟、罐、杯等各类青瓷器500余件，以及少量窑

具、制瓷工具、模具和陶器。从炉窑的结构、形状看，属南方地区常见的龙窑，这在沅水流域是首次发

现。根据出土器物的形制以及纪年文字，可推断窑址的烧制年代大致为宋代。 

 

 

篇  名：沈阳市小北街金代墓葬发掘简报 

作  者：沈阳市文物考古研究所 

关键词：沈阳  小北街  砖圹木棺墓  金代 

提  要： 

1986年5月，沈阳市文物考古研究所在沈阳市大东区小北街取义里发掘了两座金代墓葬。这

两座墓葬均为带砖圹的木棺墓，形制较为独特，在沈阳地区是首次发现。墓中随葬品较多，包括瓷器、

铜器、金器、漆器、钱币等，许多器物颇为精美，是研究金代文化的宝贵资料。 

 

 

篇  名：试论商代早期王宫池苑考古发现 

作  者：杜金鹏 

关键词：偃师商城  郑州商城  王宫池渠遗迹  商代早期   

提  要： 

在偃师商城和郑州商城遗址的宫殿区内发现了用石块砌筑的商代早期水池和水渠。它们均位于

宫殿区东北部，规模和结构基本一致，年代则前后承接，用途也应该相同。这些是目前考古发现的中国最早

的帝王池苑遗迹，在中国古代都城制度和水利史研究等方面具有重要意义，在商代考古学上也有特殊意义。 

 

 

 

篇  名：走马楼吴简习语考释 

作  者：于振波 

关键词：走马楼遗址  吴简  古代习语 

提  要： 

对走马楼遗址所出吴简进行研究，发现简文中有许多习语为传世文献所未见。例如“具钱”指

官方颁行的标准货币，“行钱”则是市面上流通的良莠不齐的货币。“平斛”是由官府颁行并在吴国境内通

行的量器，“禀斛”则是官府在配给粮食时的专用量器。在租税缴纳记录中的“胄毕”、“就毕”、“僦

毕”等词语，用法相同，读音近似，存在假借的可能性，僦可能是本字，表示运送。 

 

 

篇  名：家猪起源研究的新视角 

作  者：凯思·道伯涅  袁  靖  安东·欧富恩克  安波托·奥巴莱拉   

皮特·罗莱—康威  杨梦菲  罗运兵 

关键词：线性牙釉质发育不全  家猪起源研究 

提  要： 

对猪臼齿上的线性牙釉质发育不全这种病理现象进行研究，可以为我们判断考古遗址中是否存

在家猪提供新的依据。通过对国外研究机构收藏的中国近代野猪标本和国内6处古代遗址中出土的猪颌骨标本

进行观察和分析，其结果与原来的研究结论大致吻合，同时也提出了新的问题，对研究中国古代家猪起源起

到了很好的推动作用。 

 

 

篇  名：山西襄汾陶寺城址天文观测遗迹功能讨论 

作  者：江晓原  陈晓中  伊世同  孙小淳  李东生  王玉民  席泽宗   

殷玮璋  刘次沅  陈美东  徐凤仙  李  勇  周晓陆  任式楠  赵瑞民  武家璧  张培瑜  

王  巍 

关键词：山西  陶寺城址   天文观测遗迹   学术讨论 

提  要： 

 



山西襄汾陶寺城址中期小城内的大型特殊建筑IIFJT1主体的考古发掘工作在2005年春季完成，进

行了一年半的实地模拟天文观测也取得了阶段性成果。2005年10月22～24日，在北京举行了“陶寺城址大型

特殊建筑功能及科学意义论证会”。与会的天文学家肯定了该大型建筑为天文观测遗迹，并就其天文学功能

进行讨论。考古学家还就该遗迹的考古学意义进行探讨，认为陶寺天文观测遗迹的发现是多学科合作的成功

范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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