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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览 

 

垣曲商城遗址的发掘与研究——纪念垣曲商城发现20周年 垣曲商城是商代前期地处夏商文化中心区域的重

要城址之一，是商文化研究的重要对象。通过回顾和总结垣曲商城的发现和发掘过程、城址形制和布局、城

内遗迹遗物，以及对商城的时代和性质、商城所在地区的聚落形态演变过程的研究成果进行综述，应对今后

的发掘和研究工作有所裨益。 

 

湖北襄樊市蔡坡战国墓第二次发掘 1998年和1999年，襄樊市考古队在团山镇施坡村蔡家坡湾北侧的低矮山

冈上抢救清理了7座墓葬。墓葬之间没有打破关系，均为口大底小的长方形竖穴土坑墓。随葬陶器、铜器、玉

石器及个别铁器和骨器等。从器物组合和形制分析，这些墓葬应为战国中期和晚期的楚墓，墓主的等级较

高。  

 

广西贵港市孔屋岭东汉墓 1994年发掘的孔屋岭东汉墓，是广西出土的少数未被盗的较大型砖室墓之一。该

墓封土直径31、残高约2.95米，墓葬平面为“T”字形，由墓道、甬道、前室、耳室和双后室构成，为合葬

墓。出土器物以陶器为主，还有青铜器、铁器、瓷器和玉器。从墓葬形制和出土器物的特点看，其年代为东

汉晚期偏早。  

 

释甲骨文 字——兼说“王 于(某地)”卜辞的性质 甲骨文  字一字多形，旧释说法不一。在已有隶定的

基础上，证以战国楚简弋字的几种写法，可将此字隶定确认为 。应读为《玉篇》的 ，义为“行”。“王

于(某地)”的卜辞，实为王出行卜辞。在殷代，商王率武装出行具有政治、军事等方面的目的。晚殷商王在

出行中祭祀，有时还去田猎。  

 
广西邕宁县顶蛳山遗址出土植硅石的分析与研究 植硅石分析发现顶蛳山遗址前三期的文化堆积中没有稻属

 



植硅石，第四期出现数量可观的栽培稻植硅石，说明栽培稻和稻作生产技术可能都是外来的。此前，顶蛳山

人从事采集狩猎经济。优越的生态环境可提供丰富的野生食物资源，这是农耕在当地乃至岭南大部分地区出

现较晚的原因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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