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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场传真

胶东地区两周考古的新进展—山东龙口归城遗址调查获得丰厚成果

作者： 唐锦琼  发布时间： 2010-06-18  文章出处：中国文物信息网 点击率：[221]

     2007年~2009年间，由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美国哥伦比亚大学（Columbia 

University）东亚语言与文化系、山东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共同组建的中美联合归城考古队，经国家文物局的批准，

对山东龙口归城遗址进行了大规模的考古调查工作。经过3年4个季度的田野工作，对归城遗址有了更为全面和深入

的认识。 

     归城遗址位于烟台市龙口黄城东南6公里处，地理坐标为北纬37°35′40″，东经120°34′00″。归城遗址

所处地势背山面海。其背倚海拔619米的莱山，坐落在山北侧的山前丘陵地带，北距渤海约17.5公里。归城遗址位

于胶东第二大水系的黄水河流域内。黄水河的一条支流——鸦鹊河发源于莱山北侧，由城东部穿城而过，由外城东

北角流出城外。 

     山东龙口归城由内外两重城墙构成。在城址内，历年来不断有重要的遗物和遗迹出土和发现。重要的遗物如

1951年出土的黄县器，是伯为女儿所做的媵器，1969年出土的启尊、启卣则记载了昭王南征的史事。此外城内还出

土己侯鬲、己侯钟、铜鼎、铜鬲、铜壶等大量青铜礼器。发现的遗迹有西周中期的曹家M1、和平村M2，以及春秋时

期的车马坑等，出土了大量遗物，丰富了对城址和胶东地区青铜文化的认识。基于这些重要发现，归城遗址于2006

年被公布为第六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受到有效的保护。 

     归城遗址是胶东地区同时期规模最大，内涵最为丰富的一处遗址，对这座遗址的系统研究，不仅仅是对遗址

本身年代、性质、文化面貌等的认识，更是有助于对胶东地区青铜时期的考古文化，中原文明进入胶东地区的历史

过程及其与本地文化的互动关系的认识。通过这些研究，进而能够对了解胶东地区的社会、历史进程有更为深入和

全面的了解。归城遗址的遗址在整个胶东地区古代文明和国家形成过程的探索能够起到纲举目张的作用，仅有重要

的意义。 

 

     考虑到归城遗址是由内外两重城墙构成的大型遗址，针对遗址的不同区域的各自特点，我们相应采取了不同

的调查方式，并分别取得了良好的成果，主要包括：①在内城，通过钻探和地面踏查确认内城城墙的范围、走向和

保存情况；②通过钻探查明内城的堆积状况、城内的布局、主要建筑基址等情况；③通过勘察查明外城走向和保存

情况；④通过内外城之间的系统地面陶片采集，了解内外城之间遗址的集中分布区域及城市发展的历史过程。在调

查工作的基础上，我们逐渐建立起两个数据库：归城内城钻探数据库和归城外城系统地面陶片采集数据库，以期从

多个角度更为全面地了解归城遗址。  

     归城内城在遗址中部，位于鸦鹊河两条支流间的一处高约5米的台地上。现存地面较为平坦，由南向北略有倾

斜。内城平面呈曲尺形，在西北侧内凹。以城墙中心计，内城南北长490米，东西宽525米。城墙西北处内凹部分南

北长约180米，东西宽约180米。内城总面积约22.5万平方米。内城北侧与东南侧分别为和平村和归城姜家村所占

压。在两村之间有一条南北向的乡间公路穿城而过。 

     内城城墙大部已湮没在地下，仅在南城墙西端、北城墙西端和东城墙中部有三段城墙残存在地面。其中在南

城墙西端残存的城墙东西残长约50米，残宽约13米，残高约8米，巍然屹立，成为归城遗址的标志性地标。通过钻

探，确认了地下残存城墙走向和残存状况。北城墙呈“    ”形，东段在和平村北高约3米的断崖处，向西至和平

村西的南北向乡间公路后折向南，沿公路南行约180米后折向西。北城墙西端在地面残存城墙西侧约20米处。西城

墙在两段地面城残存墙以西约20米处之间，主要由归城姜家村内南北向胡同中通过。南城墙西端起自地面残存城墙

以西约20米处，经归姜村南果园向东延伸，越过公路沿和平村南的高约2.5米断崖东行，至东端断崖结束处。内城

的东墙大部为后期洪水冲刷破坏而大部无存，通过和平村东一小块地面残存城墙，及钻探出三小段城墙残基，大致

确认其走向。城址的总体方向约17°。钻探出的城墙宽度不一，较为规整的西城墙北段宽约20米，北城墙西段宽约

35米，大致反映了城墙的原有厚度。城墙的修建采取的是分段版筑的方式，并有后期修补和再筑的迹象。城墙夯土

夯层平均厚度在10厘米左右。城墙未发现有基槽痕迹。在南墙、北墙以及西墙北段外侧发现有环壕，环濠与城墙走

向一致。环濠最深约4.8米。部分地点也发现有内城壕。 

     南城墙中部略偏西处发现一处豁口，为城门和城内水系入水口的位置。城门位于豁口东部，发现一条南北向



道路遗迹（L2）。L2正压在现代公路之下，走向与城址的方向一致。L2宽约10—13米，钻探出的南北长度约有40

米。L2的踩踏面的分层明显，表明经过长期使用。道路的道路西侧3米处推测为城内水系的入水口。 

     通过钻探，在内城里发现水系、夯土基址和道路等遗迹多处，对内城的布局有了初步的认识。在内城中部略

偏西处发现一条水沟（G1）。G1南侧起自城门西侧的入水口，向北呈半圆形，绕经归姜村西部，又回到两村之间的

公路西侧，然后顺着公路向北直行，最后由北墙中部折角处的出水口流出城外。G1南北总长约340米，最宽处有35

米，窄处仅有10米，深度在1.5米以上。G1将内城分成了东西两个部分。 

      城内钻探发现17座大小不一的夯土基址。小型基址或为东西向长方形，但较大型的基址多为南北向长方

（条）形。西组基址群共有7座基址。其中九号夯土是内城中最大的一座建筑。九号基址平面大致呈南北向的长方

形，南北长约93米，东西最宽处约23米，面积约为1750平方米。东组基址群共发现9座夯土基址。这些基址以城中

部发现的一条道路（L1）为中心分布。L1坐落在东西城墙之间的中轴线上，钻探出的长度约68米，宽约10.5米，面

积约1200平方米。道路上发现成层的砂石和踩踏面，厚约3~20厘米。L1走向为18度，与内城的走向大体一致。以L1

为中心东西对称分布着二号、三号夯土基址。三号基址为东组基址中最大的一座。该基址平面大致呈长方形，南北

长56米，东西宽约21~31米。其西南角向西凸出，宽约11米。三号夯土基址南沿外铺有一层曲尺形石块面，石块面

以东，以南则为一大片踩踏面所围绕。踩踏面北端与L1相接，向南则一直延伸到城墙，深度与石块面一致。石块面

和踩踏面很可能是与三号建筑有关的一个宽广的活动面，是否具有“广场”的性质还需进一步工作的确认。 

    归城外城位于以内城为中心的莱山北侧的山前丘陵地带，北至北山村和大于家北侧山地，东侧至董家、东迟家

和南埠东侧山地，南至莱山脚下，西至曹家西侧山地。城内有北山村、大于家、董家、和平、归姜、南埠、东迟家

和曹家等八个自然村。归城外城形状不甚规整，大致呈不规则椭圆形，南北长约3.6公里，东西宽约2.8公里，面积

约8平方公里。外城南侧背依险峻的莱山，未构筑城墙，仅东、西和北三面有城墙。外城西城墙南端起自曹家村西

南山地的山脚下，稍向东后顺着曹家西侧山地的顶部向北略偏东方向延伸，直至岗地北端。在岗地以北的鸦鹊河两

岸发现有小段城墙，表明城墙向北延伸。自北山村起，北侧城墙向东沿着北山—大于家村北侧岗地顶部向北偏东方

向延伸，并回至鸦鹊河畔。在鸦鹊河河谷中城墙折向东南方，与外城东城墙隔河相望。东侧城墙北段坐落在董家—

和平村东的岗地上，大致朝略偏东方向朝南延伸。在南段，由于岗地向东拐了一个大弯，外城墙也因形就势，先拐

向东南，后又折向西南方向。在此处，城墙分作两支，东侧的一支顺着车格庄北侧山地向南延伸，为城墙的分支。

西侧一支外城墙为主干，经一段谷地中后延伸至车格庄西北的岗地上。再向南，城墙越过通往石良镇的公路后，延

伸至南埠村东南的岗地上，呈东北—西南走向延伸，直通到南侧莱山山脚之下，与曹家村西南的外城墙的西南角相

对应，构成了一个封闭的空间。外城的调查成果与1945年美国飞机在本地区所拍摄的航片相对照，在许多地点相当

吻合。三面城墙的复原总长约8.15公里。城墙依托山势构筑，主要位于周边岗地的顶部，并顺山脊延伸分布。墙体

宽度不一，多在40米左右，最宽达到100米，窄处仅存5米左右。城墙为堆土夯筑而成。外城墙位于外城东墙北段中

部，顺山顶呈一线分布。城墙东西两侧呈大缓坡状，外侧（东侧）坡度较陡，内侧（西侧）坡度略缓。经钻探城墙

南北长约160米，东西宽约9－49米。在城墙东南部发现一小段残留在地面的城墙，残高约2.5米。在此处清理的一

处剖面说明了城墙采取的分段夯筑的方式。 

    在内外城采取的是全覆盖式调查方式，基本方法是将归城遗址划分为采用了20米间隔的网格，采集每一点为中

心直径6米的圆周范围以内的所有古代陶片，通过计算机对陶片的年代、尺寸、数量、文化性质等的分析，了解遗

址的外城的布局、遗址集中区域、和发展扩大的过程。我们已完成约15000点的采集工作。根据初步分析，城址的

发展有着明显地扩展过程。对采集数据的全面分析正在进行中，将日后详细加以报道。 

     在调查过程中，采集的大量陶片明显反映出两类考古学文化碰撞、融合的过程。采集的遗物可分为两类：A类

陶器多为泥质或夹砂灰陶、灰褐陶，质地较好，且较多装饰绳纹。主要器类有鬲、簋、豆、盆、罐、瓿等；B类陶

器多为夹砂的红陶、红褐陶，胎体并常夹杂有蚌末，火候较低，烧制往往不均。这类陶器一般均为素面，主要器类

有鼎、鬲等。A类陶器具有明显的周文化的因素，形制与中原地区的同类器相同或接近。B类陶器遥承胶东半岛本地

如珍珠们文化陶器的风格，应属于本地文化系统陶器。 

    对归城遗址的时代，烟台博物馆在以往的调查报告中初步推定为西周—春秋时期。我们调查的收获也与之大体

相符。但城内各部分的时代，如内城城墙、城内建筑、外城城墙，以及内外城之间遗址年代会不尽一致。这些都需

在以后的工作中通过建立归城陶器的年代序列，并参考科学测年，并结合在城内各地点的发掘来逐步加以解决。对

遗址的性质，归城城址的范围广大，城墙坚厚，其规模和土方量可与曲阜鲁国故城相比不相上下，应为一处都城遗

址。此地相传为莱国故城，因此归城遗址有可能为莱国都城。对城址的年代和性质的确定还需要大量的考古发掘和

研究工作加以最终确认。 

    归城的考古工作将极大地丰富了对归城遗址的认识，也在很大程度上推动对胶东地区青铜时期考古学文化的认

识，为我们深入认识和理解胶东地区历史进程和文化发展提供了第一手的资料。 

（中美联合归城考古队  唐锦琼） 

(原文发表在《中国文物报》2010年6月18日第4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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