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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场传真

胶东半岛又发现龙山文化时期环壕聚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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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去年８月，在黄岛南营遗址发现龙山文化时期的环壕，这是继平度逄家庄后（见本报２００３年４月１

３日１版）胶东半岛的第二次发现。该遗址隶属于山东青岛市黄岛经济开发区红石崖办事处，坐落于山隋和

南营村间的高台地上，南部压于南营村下。台地高出周围地表约３—５米，南部约２公里为龙雀山，北距胶

州湾约４公里。遗址大部分遭破坏，唯高台的北部尚存部分遗迹。现存遗址东西约６０—９０、南北约１０

０米，面积近８０００平方米。青岛至莱芜的高速公路占压遗址的北部。山东省文物考古研究所、青岛市考

古所、黄岛区文物管理所联合组队，发掘了路基占压部分，揭露龙山文化时期的壕沟１００多米，商周时期

的灰坑１０多座，获取陶、石器等遗物几十件。 

    龙山文化的壕沟仅存遗址西北部的一段，长约１２０米。为了解该遗迹的形制结构，揭露了路基占用部

分，并在这段沟的东端、南端及西北拐角处分别布８×２米的长方形探沟和“Ｌ”形探沟解剖。揭露部分的

壕沟平面呈圆弧状，上口宽窄不一，一般宽４．１—４．７米，南段较宽，近８米，东端和转弯处略窄，最

窄处尚不足３．５米。残深１．４—１．８米。由３条探沟的剖面看，沟内有１０余层堆积，可分３期，大

体反映出该遗迹使用、废弃的全过程。以南部的ＴＧ１剖面为例，第一期底部为青灰色淤泥，其上叠压多层

较纯净的黄褐色粉砂质堆积，层面上多有水流痕迹；第二期堆积呈沟状，打破第一期的淤土，底部有多层水

平状黄褐色、粉砂质堆积，夹杂较多的青灰色淤土斑块，层面上亦有水流迹象，应是清淤后再利用的反映；

第三期堆积为灰黑色，较疏松，含大量的草木灰、烧土块（颗粒）、兽骨、大小不一的石块等，出土大量陶

片，器形可辨者有鼎、盆、罐、豆、单耳杯等，属壕沟废弃后的堆积。综合各探沟出土的陶器判断，壕沟的

年代当在龙山文化的早、中期阶段。 

    在壕沟的内、外侧还发现了１０余座灰坑，均遭到严重破坏，仅残存坑底。多为圆形、直壁、平底。深

者４０、浅者不足１０厘米。堆积中的包含物较少，陶器多为夹砂素面红褐陶，器形可辨者有绳纹鬲、圈足

罐等。文化性质约属商末周初的夷人遗存。这对探讨东夷文化及其与商、周文化的关系具有重要意义。 

 



    关于龙山文化时期的壕沟，已进行了全面的勘探，仅发现圆弧状的一段。发掘区地势最高，西南部地势

低洼，现代地表已低于沟底高度，东部为深约数米的大坑和沟壑，已无壕沟踪迹可寻。南部地势渐低，被南

营村占压，据当地百姓介绍，建房时地表已被普遍挖掉１米多厚，用来筑村东的大坝和填平低洼地。经钻

探，村内现代垫土下５—１０厘米下即为生土，可见现代民宅下古遗址已荡然无存。由商周时期残存的灰坑

推断，当时的地面应远远高于现在的台地，龙山文化时期应该更高，古今地貌发生了较大的变化，故文化遗

存遭到了严重破坏，仅在台地北部地势最高处保存部分遗迹。由壕沟底部的２期堆积看，具有明显的由南向

北的水流痕迹，推测在发掘区的南部应存在壕沟。结合海岱地区龙山文化环壕聚落的特点，该壕沟当为环

壕，由于受到了严重破坏，仅保存了西北部的一段。西北拐角处变窄，沟内的堆积向南、北略倾斜，沟底较

两侧高，第三期堆积为黄褐色花土，当为人工垫土，推测沟废弃后此处为出入口。东端的沟底向东渐升高，

延伸至台地的断崖处沟沿闭合，可能为沟使用期的出入口。综合壕沟的形制结构及堆积，该环壕应具有排水

和防御的双重功能。 

    环壕的发现为新石器时代聚落研究——尤其龙山时代环壕聚落提供了新资料。据海岱地区有关聚落研究

的资料分析，许多大型聚落已出现城址，如日照两城镇、临淄桐林等，它们当属区域性的中心，周围还分布

许多规模不等的中、小型遗址，有的无城墙但有环壕，有的小型遗址２种防御设施均没有，这些不同规模的

聚落可能反映了当时存在３或４级的区域性社会组织。目前在胶州、胶南沿海地区已发现１０余处龙山文化

遗址，间距近者几公里，远者也不过数十公里，虽未发现城址，但各遗址大小规模不一，它们可能构成了具

有等级差别的同一区域性组织，而黄岛南营或许属于这一区域组织的第二或三级聚落。由此可见，该遗址的

发掘对探讨胶东半岛地区当时社会的组织结构乃至该区域在中华文明复杂化进程中的地位具有重要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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