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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  名：安徽蒙城县尉迟寺遗址2003年发掘简报 

作  者：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安徽工作队  蒙城县文化局 

关键词：安徽   尉迟寺遗址    大汶口文化   龙山文化   聚落格局 

提  要：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安徽工作队等，在2003年对蒙城县尉迟
寺遗址再次进行了大规模考古发掘，取得了重大收获。发现许多重要遗迹，出土
大量珍贵文物，所获资料弥补了前12次发掘的多项空白。其中，在遗址中心部位
发现具有三合院性质的建筑格局、套间房的出现、大型祭祀遗存、首次发现的龙
山文化红烧土房址等等，均为此前的历次发掘所不见。通过此次发掘，进一步探
明了遗址中聚落的整体格局，为全面、深入地研究尉迟寺史前聚落提供了珍贵资



料。 

  
  
  
篇  名：山东费县防故城遗址的试掘 

作  者：防城考古工作队 

关键词：山东  防故城遗址  夯土城垣  龙山文化时期至汉代 

提  要： 

1995年，防城考古工作队对位于山东省费县古城里村的防故城遗址
进行了调查、勘探和试掘。该城址呈不规则椭圆形，面积近14万平方米。在对城
垣进行解剖时，发现了分属于龙山文化、春秋、战国和秦汉时期的夯土城垣，以
及墓葬、沟等遗迹。此次工作中还出土和采集到大量不同时期的文化遗物。根据
发现的考古资料并结合文献记载进行分析，可认定防故城遗址是一处始建于龙山
文化时期的古城址，它在东周时期为鲁国东疆重镇，也是汉代华县县城所在。 

  
  
  
篇  名：河南洛阳隋唐东都皇城遗址出土的红陶器 

作  者：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洛阳唐城队 

关键词：洛阳  隋唐东都皇城遗址  红陶器  泻口碾坊  
提  要： 

在配合洛阳市基本建设而开展的考古工作中，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
研究所洛阳唐城队陆续发现了大批细泥红陶器。这些陶器主要分布在隋唐东都皇
城遗址西南隅较为狭小的区域内，均发现于唐代地层或渗井中，出土地点可能即
是唐代的泻口碾坊故址；器形较为简单，主要是各种日常生活器具，推测应属泻
口碾坊从事苦役的刑徒所有。唐代泻口碾坊故址的发现为寻找隋代石泻地望提供
了重要线索，对探讨隋唐东都洛阳城皇城西部的建制布局也具有重要意义。 

  
   
  
篇  名：四川成都市西郊外化成小区唐宋墓葬的清理 

作  者：成都市文物考古研究所 

关键词：四川  化外成小区  砖室墓  唐宋时期 

提  要： 

1999年4～5月，成都市文物考古研究所在成都市西郊外化成小区清
理了5座砖室墓。这些墓葬皆破坏严重，形制包括带“凸”字形甬道的长方形单室
墓、方形墓、梯形墓和长方形异穴合葬墓，时代分别属于唐代初期、中期和北
宋、南宋时期。出土的随葬品包括瓷器、陶俑、铁钱和石质买地券等，其中一座
南宋墓所出的青龙、白虎、朱雀、玄武四灵俑极具特色。这些墓葬的发现为研究
成都地区唐宋时期墓葬的分期提供了重要材料。 

  
  
  
篇  名：中国北方农牧交错带的形成与气候变迁 

作  者：韩茂莉 

关键词：中国北方  农牧交错带  气候变迁 

提  要： 

中国北方农牧交错带地处生态敏感地区，是在气候变迁因素的推动
下形成的，从出现最初的畜牧业萌生地到农牧交错带基本走向最终形成，呈现出
与气候要素吻合的分布趋势。这一农牧交错带的形成表现出依时间次序由公元前
2000年至公元前1500年，再到公元前1000年，自西向东的推进过程。它在形成初
期的表现形式不是农、牧业空间交错，而是以家庭或部落为依托的兼业行为，随
后演进为以插花地为特征的空间分布形式，最终实现农耕区与畜牧区的空间分
异。 

  
  

  
  
篇  名：张家山汉墓竹简《奏谳书》纪日干支小考 

作  者：黄一农 

关键词：张家山汉墓  《奏谳书》  秦历  纪日干支   
提  要： 

湖北江陵张家山汉墓出土竹简中的《奏谳书》记载了20余件从春秋至西汉时期
的案例，其中所涉及纪日干支的年份多数已被确认。但有一例还存在疑问，且
与任何古历均不同。通过考察简文内容并结合秦历研究新成果，推测此纪日干
支可能为误抄所致，据此可加以合理校改。根据简文所记案例，还可对秦代的
律令制度、官吏考核和休假制度等加以考证。 

  
 

 



 
篇  名：安徽蒙城县尉迟寺遗址红烧土排房建筑工艺的初步研究 

作  者：李乃胜  王吉怀  毛振伟  冯敏  王昌燧 

关键词：安徽  尉迟寺遗址  红烧土排房  建筑工艺 

提  要： 

对尉迟寺遗址中红烧土排房的建筑工艺加以考察，发现沿房址同一
截面的各层红烧土块在吸水率、抗压强度和烧成温度等方面呈现出一定的相关
性，表明由多层红烧土组成的墙体可能是逐层烧烤而成。这种分层烧烤墙体的独
特建筑模式，更为均匀坚固，显示出建筑技术的进步。从测试结果看，红烧土排
房的建造已具有较高的工艺水平，相对于木柱防火泥层而言，其房顶和墙体的烧
成温度较高，物理性能较佳，已在一定程度上接近于砖质建材。 

 

  

 

 

篇  名：六朝考古学研究的力作——《六朝文物》读后 

作  者：吴桂兵 

关键词：六朝考古  分区  断代  遗存性质 

提  要： 

《六朝文物》是一部六朝考古学研究专著，在考古学的视野下，科学、系统、全面地对六朝文

物进行描述和分析。对于大量的六朝考古资料，本书采用一种新的方式加以描述，注意考古资

料与相关文物和历史文献的联系，强调材料在历史背景下的状况，并将它们有机地整合为一

体。本书从考古资料的分区、断代以及遗存性质的分析等方面，对六朝考古学的理论和方法进

行了探索和总结，充分强调田野工作的重要性。此外，对六朝都城考古以及玉器等具体研究领

域也作了客观的总结和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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