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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场传真

山东省临沭县东盘遗址考古发掘取得重要成果

作者：   发布时间： 2010-10-08  文章出处：中国文物信息网 点

   为做好青（州）临（沭）高速公路建设工程的文物保护工作，山东省文物考古研究所

室、临沭县文物管理所于2009年9月17日~11月23日对临沭县东盘遗址进行了考古发掘。

化遗存丰富，延续时间长，包括北辛文化、龙山文化、岳石文化和西周、春秋、西汉和

北辛文化遗存的发现和丰富的龙山文化房址、窖穴、墓葬、文物的出土具有重要学术意

    东盘遗址位于山东省临沂市临沭县朱仓乡东盘中村西北约800米，属河边台地，东盘

部。遗址东西150余米、南北约120米，面积18000多平方米；遗址中南部地势隆起、明

厚0.3—1.5米。发掘区东部文化堆积较浅、西部较深，文化层比较简单，遗迹、遗物丰

    北辛文化遗存  包括第②文化层和灰坑。文化层遍布发掘区，厚20~30厘米，为红

烧土颗粒。灰坑多椭圆形，个别圆形和不规则形，直径多在2米以上，灰坑堆积中包含大量

陶片为主，绝大多数为夹砂陶，火候较低，陶色多红褐陶、颜色不匀，器表以素面为主，

饼等，制法以手制为主，可辨器型有釜、鼎、小口双耳壶、钵等。出土少量石器，主要有斧、刀、磨

化遗存年代属北辛文化前期。 

    龙山文化遗存  发现房址42座、灰坑（包括窖穴）146个、墓葬13座，出土陶器、石器、骨器等

房址均为地面建筑，保存有基槽、柱洞和垫土。房址以东西向长方形为主，少数为方形，方向除

分略偏西南，与当地正午太阳照射方向相对。面积以10~15平方米、5~10平方米的最多，少部分在

15~20平方米，个别超过30平方米，有几座在5平方米以下。房址排列大致有序，往往多次在同一地方建造，打破

系明确但不凌乱。在处理地面与夯筑垫土的基础上挖槽栽柱或直接栽柱，基槽一般宽20

洞；直接栽柱的柱洞直径比较粗，埋藏深，多数是柱坑中间或底部有柱洞；有的柱洞底部有柱

非常坚硬。垫土范围一般比较大，往往几座房址坐落在同一垫土之上。龙山文化灰坑数

主，部分不规则和圆角方形。相当一部分灰坑形状规整、底部平整，填土多为草木灰，堆

底部常见陶器，应是窖穴废弃后形成的堆积，主要分布在房址周边；其中10余个圆角长

点。 

    龙山文化墓葬13座，有6座成人墓、7座幼儿墓，均长方形土坑竖穴，墓向东偏南。成人墓一般

个别长3米以上；葬具多一棺，1座为一棺一椁；人骨架保存较好，均仰身直肢；随葬品主要放置在

有的在腰部右侧随葬带盖的小陶罐，有的随葬獐牙，1座墓葬随葬9对猪下颌骨，随葬陶器主要有

盆、觯形杯和蛋壳陶高柄杯等。幼儿墓紧邻房址埋葬，无葬具，无随葬品，墓坑长0.95~1.45

直肢，年龄约1~3岁。     

    龙山文化出土遗物丰富，以陶器为主，石器次之，部分骨器。可复原陶器200余件，以泥

陶次之，器表多素面磨光，少量凹弦纹、凸棱、刻划纹、泥饼等，制法以快轮制陶为主，主要器型有

罐、盆、圈足盘、豆、杯、蛋壳陶高柄杯、器盖、磨盘、纺轮和网坠等，鼎、罐、盆、杯、器

50余件，均为磨制，主要有斧、锛、凿、锤、刀、镞、矛、纺轮等，以锛、镞、刀的数

磨制，主要有铲、锥、镞、针等，其中镞的数量最多。龙山文化遗存年代集中在早中期。

    岳石文化  仅发现2个灰坑，出土陶甗、豆、罐等残片。 

    西周时期文化遗存  发现灰坑10余个，多为规整的椭圆形窖穴，出土大量陶片和兽

可辨器型主要有鬲、盆、罐等。年代主要集中在西周中晚期。春秋时期发现1个灰坑和

膛、火门、工作间、出灰道等，南北向。窑室为圆形、弧壁，直径1.1、深0.67~0.34米；

围有红烧土，窑床厚约0.26米，分布8个火眼、下方与火膛相通；火膛位于窑床下方，掏空，呈慢坡

倾斜，中间高约0.54米；火门略呈拱形，斜坡状，高、宽均约0.6米；工作间保存部分

于火门下方，连接火膛底部，呈长条状。根据窑箅之上出土陶鬲残片及其他陶片判断，年代

    西汉时期文化遗存  发现灰坑3个、水井1眼。水井为圆形、直壁，直径1.2、深5.5

为汲水器。年代为西汉前期。东汉时期发现水沟1条、水井1眼。水井为圆形、直壁，直



砌井圈，直径约0.6米，砖侧面饰菱形花纹，井底部出土1件木桶和1件木勺。 

    在发掘过程中，我们邀请山东大学考古研究中心植物考古和动物考古方面的专家，到考古

识、指导采样，对西周以前的灰坑填土全部进行了筛选。90多个单位采集大量动物骨骼，采集

植硅石取样205个，为动植物考古、环境考古提供了重要实物资料。 

   北辛文化遗存是鲁东南地区首次科学发掘的考古发现，填补了区域文化发现与研究的空白。

化遗存过去发掘较少，这次发掘获得丰富的龙山文化遗存对研究沭河流域龙山文化特征、分期

布局、丧葬习俗、生态环境等都具有重要意义。 

（作者：山东省文物考古研究所  刘延常  宋彦泉  李 钰  王绪波  李善超） 

(原文发表在《中国文物报》2010年10月1日第4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