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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场传真

郭家山坑商周遗址清底 先民"单室套"仅10平方米

作者： 刘磊  发布时间： 2008-12-08  文章出处：南京晨报

    经过为期近两个月的正式发掘，南京近郊最大规模的商周遗址———郭家山坑商周遗址日前已经进入了

清底阶段。考古人员表示，从目前已发掘出土文物来推断，现在可以看到的近2万平方米遗址只是郭家山坑的

这个新石器———青铜器南京先民的居住村落的边缘地带，整个村落的面积至少达到了5万-6万平方米。 

    300名工人一起开工 

    商周文化遗址正好位于国家重点工程京沪高铁沿线上，虽然施工方为遗址发掘让出了时间，但毕竟时间

紧张，所以2个月的时间内，考古人员一直在争分夺秒地工作。昨日，当记者再次来到铁心桥附近的郭家山坑

时，原本杂树丛生的两座小山包，已经被平整为一个大型的考古工地，几十个考古探坑整整齐齐地分布在两

座山头，每个山头都被分割成了众多矩形的考古现场。 

    据南京市博物馆考古队工作人员介绍，郭家山坑商周遗址采用了难得的联合考古，共有三家考古单位：

市博物馆考古队、南博考古队以及南京师范大学考古专业师生一起进场参与发掘。“最多时候这里共有300名

工人一起开工，每个探坑里都站了人”。 

    4000年前的石箭镞依然锋利 

    在现场，记者可以清楚地看到大量的红烧土层及红陶、灰陶片，而考古人员透露，在1个多月的发掘过程

中，发现了存在于这一带的多个文化层，其中仅明清墓葬就有20多座，多为土坑墓和竖穴墓等贫民墓葬。而

在最底层，也就是新石器———青铜器时期，文物出土最丰富。这些文物可分为石器、陶器和青铜器三大

类。石器中，不仅有大量箭镞，还包括有石斧、石锛、石杵、砺石、石网坠等等。而陶器则有陶鬲、陶盆、

陶罐。另外还有残破的铜刀、铜鼎足等少量的青铜器。 

    在现场的一堆陶器残片中，记者发现了一个长约10厘米，最宽处约5厘米的箭头。乍一看像一件青铜器，

“这是4000年前的石箭镞，你摸摸它的尖部，还很锋利。”考古人员告诉记者。果然，捡起来触摸，才发现

真的是件石器。但是，因为被打磨得十分光滑，以至于历时数千年两边的锋刃还相当锋利。 

    商周先民的“单室套”10平方米左右 

    除了大量陶器、石器的发现，联合考古队还发现了属于商周时期的红烧土房址、墙基、灰坑、灰沟、柱

洞、灶台、大型坑等大大小小遗迹有几十个之多。这为研究商周时期先民的活动有了重要的参考，具有很高

的研究价值。 

    在现场，记者发现考古人员对各个房屋的形状和位置进行了圈定，“房屋的大小不一，像这些大概是一

个人居住的，面积大概在10平方米左右，另一个较大的应该是个2口之家，面积大概20多平方米。” 

    除此外，专家还发现了一组奇怪的“圆坑”遗迹，这组“圆坑”每个都是1米直径的圆形浅坑，坑壁规

整，且呈矩形状分布，用途却不明。 

    2万平方米仅仅是村落边缘地带 

    尽管对郭家山坑遗址的全面发掘已接近了尾声，但在近2万平方米的发掘中，考古队员并没有发掘出遗

骸、作坊等存在，这似乎有些奇怪。 

    考古人员告诉记者，“一个村落应还有着明晰的功能分区，比如生活区、墓葬区、手工业作坊区、祭祀

区等等，但是，这次并没有找到当时人类的骸骨和墓葬，也没有大量的动物骨骼和食物痕迹，另外加工石器

或者青铜器的‘作坊’遗址也没有出现。这只能说明，这次考古遗址还没有触及到郭家山坑古人类村落的中

心位置。从地形来看，本次联合考古发掘的地方确实位于高地的边缘，按照新石器向青铜器过渡时期的人类

定居习惯———人们更喜欢居住在临水的台型高地。现在的发掘地点其实只是村落居住区域的边缘，也就是

说，这个村落要远远高于2万平方米。如果完整的话，整个村落可能达到6万平方米左右。这也是迄今南京近

郊最大的一个商周遗址。” 

 



（责任编辑：高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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