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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场传真

山东胶州赵家庄先秦聚落考古获重要收获

作者： 燕生东 兰玉富 李文胜 王 磊  发布时间： 2006-05-09  文章出处：中国文物信息网

 

    去年５—８月，在青岛至莱芜高速公路工程建设中，山东省文物考古研究所与青岛市文物局、胶州市博

物馆组成联合考古队，对胶州市里岔镇赵家庄遗址进行了抢救性考古发掘。共揭露面积３０００多平方米，

发现大汶口文化中晚期、龙山文化早中期和东周时期聚落遗存和大批遗物，为研究山东地区龙山和东周时期

聚落形态、埋葬制度、陶器制作和农作物种植提供了重要资料。 

    一、大汶口文化遗存 

    大汶口文化中晚聚落遗存发现不多，有灰坑、窖穴、墓葬和灰沟，主要集中在发掘区的西部，出土遗物

有红陶折腹鼎、盆、罐、豆、器盖、大口尊以及兽骨等，此外还在一件大口尊残片上发现太阳刻划符号。 

    二、龙山文化遗存 

    主要分布在发掘区的中、东部。分居址区、窖藏区、埋葬区、垃圾倾倒区以及农作区。遗迹主要有与房

屋建筑基址有关的柱洞、柱坑、长沟、窖穴、灰坑、水坑、水沟和墓葬等。共清理遗迹单位近５００个，其

中房址１座，木构架水井１口，灰坑、窖穴约２３０个，墓葬６２座，水沟近百条等。 

    ２条南北向长沟把龙山聚落分为东、西部分。沟以西为房址、窖穴区，沟以东为取土坑区、垃圾倾倒区

和农作区。墓葬分布在房址周围和沟以东。 

    沟以西发现柱洞、柱坑约５０多个。柱洞多圆形、直壁、圜底。柱坑较有特色，大小不一，平面形状有

圆形、椭圆形等。构筑方式是先挖一深坑，然后在坑底一端或中心再挖１—２个圆形柱洞。有的柱坑底部放

置一较大且平整的石块作为柱础，应属于房址四角或中心的承重柱所在。发现的房址平面呈方形，仅存柱

洞。 

    房址区周围为窖穴群。窖穴平面有圆形、椭圆形之分。口径较大，坑口规整，直壁、平底，存深约１

米。有２个窖穴还有上下的台阶。个别窖穴废弃后有埋人现象，沟东的垃圾坑内也有此现象。少量废弃的窖

穴内还发现成堆基本完整或可复原陶器，包括成套的炊煮器、盛器、饮器和酒器，数量在２０—４０件不

等。 

    房址周围的墓葬比较分散，但基本上环绕在居址四周，方向有东西、南北向。沟以东墓葬基本为东西

向，排列非常有规律。共清理墓葬６２座，均为长方形土坑竖穴。多数墓内有熟土或生土二层台，个别有木

棺葬具。墓主人仰身直肢，头向东或南。发现的较大型墓随葬品较少，而中小型墓内一般有完整的陶器组

合，器类有鼎、 、 、壶、罐、盘、蛋壳陶杯、杯等，置于二层台上及人的头部和脚部。 

    长沟以东为与农田有关的水沟，由于不停修挖和废弃，沟的数量非常多，打破关系复杂。取土坑口径较

大，多圜底，后填满生活和建筑垃圾，在龙山中期该地又变为墓地。垃圾土中出土了大量陶片、陶器以及碎

石块。此外，对４５个垃圾坑和窖穴内采集的土样进行了浮选，发现约３７０粒炭化稻米和少量粟类。稻米

纹理清晰，有的仍残留有稻壳。 

垃圾倾倒区以东发现了可能与农作物种植有关的遗迹现象，初步判断有蓄水坑、水沟，以及田块、田埂等遗

迹。大体可分东、西片，之间为黄褐色生土。西片由水沟、蓄水坑、不规则地块以及水沟间灰褐色土田块组

 



成，其北部的水沟数量较多，有主沟、支沟之分。东片呈南北向长方形，出土少量碎小陶片。东、西缘有田

埂。根据以上特征，初步认为这些遗迹是当时的农田种植区。从水坑、水沟及周围堆积特征结合着在生活垃

圾堆积内浮选出数量较多的稻米，推测有些地块应是稻田。 

  

    木构架水井发现于遗址西部。井口平面呈圆角方形，口大底小，距底部约１米处保存有“井”字形木框

架的朽痕。初步判断木框架四边各由１—２根圆木交叉搭建而成。在水井底部的淤泥中出土了１０余件完整

的汲水陶容器，有罐、壶、杯等。 

    出土的完整或可复原遗物约８００件，主要有陶、玉石、骨器等。其中陶器约６００件，主要种类有

鼎、蛋壳陶杯、罐、瓮、盆、豆、杯、壶、圈足盘、球、纺轮、网坠等。杯根据形态分为单耳杯、双耳杯、

高柄杯、三足杯、觯形杯等。相当数量的鼎口部有流，腹部带把。口部带流、腹部有把手或耳的杯、壶、盆

类数量也不少。这些特征与周围三里河、丹土、两城镇遗址同时期陶器相比，具有一定的地域特色，说明该

地区有自己的陶器产业。石器约１５０件，有斧、锛、铲、镰、刀、锤、凿、杵、纺轮、球、磨棒等，其中

作为收割工具的单孔或双孔石刀数量最多。 

    三、东周时期遗存 

    东周时期聚落遗存主要有环壕、窖穴、水井、墓葬等。环壕平面呈不规则椭圆形。在南部清理出一段近

百米长的壕沟，沟口大底小，斜壁内收，由东往西逐渐变浅，在西南角发现壕沟的出入口。在环壕内侧发现

水井２口，环壕外南侧发现约６０座窖穴，分布非常密集，相互间打破关系复杂。窖穴均为圆形、直壁、平

底，底部、坑壁经过加工，较为坚硬规整。填土中出土遗物较少，可辨器形有陶罐、鬲、豆、盆、瓦片等。

在窖藏区东部、南部发现零散的墓葬，清理１０余座，均为小型墓葬，个别有木棺，基本不见随葬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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