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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场传真

湖南永州潇湘上游商周遗址群发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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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潇湘上游”指的是潇水全流域和湘水上游的一部分，行政区域属湖南省永州市，湘水源头及上游一部分则属

于广西自治区的辖区。 

    潇湘上游是湘南地区商周遗址比较密集的地区，但由于这一地区的遗址多在山坡上，原生文化层不易保存，文

化层也普遍较薄，所以长期以来没有对此进行过主动性的发掘。这一地区商周文化的面貌一直比较模糊。 

    2008年6月、9月，湖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为配合永（州）连（州）公路建设，会同市、县文物部门，发掘了宁

远县官家岩遗址。以此为契机，从2008年9月至2009年6月，开展了大规模区域聚落考古调查与发掘，发掘与试掘了

十八处商周遗址，发掘面积达3000多平方米，取得了重大成果。至此，潇湘上游商周文化面貌已初现轮廓。主要表

现为： 

    1、潇湘上游绝大部分商周遗址都处在岩石山的山顶或山坡上，一般高出地面20米左右，石器、陶片一般裸露

在地表，文化层很薄，但在一些石窝或岩缝中，依然保存较厚的文化层。利用裸露的山岩、岩丛、岩厦，加以人工

搭建，形成窝棚式的居址，是这一时期遗址的一个普遍特点。潇湘上游商周遗址在分布上具有相对密集的特点，同

时期的遗址常以群的形式出现，遗址间保持适当的距离，很像以后村寨的分布。典型的有：以坐果山遗址为中心的

遗址群；以望子岗遗址为中心的遗址群；以拱门的遗址为中心的遗址群等。它们很可能就代表了一个又一个相对独

立的部落的单位，这些发现为开展南岭小流域山地聚落研究，展示了广阔的前景。 

    2、将潇湘上游的商周遗址分为“坐果山遗存”与“望子岗遗存”，并初步提出了它们各自的陶器组合、年代

分期与地域分布。初步建立了潇湘上游商周文化谱系与年代序列，为湘南地区乃至相邻粤桂山区同时期考古文化的

研究，树立了一个标尺。 

    望子岗遗址发现墓葬21座，墓葬皆为窄长的长方形竖穴土坑墓，近东西向，头向朝东，为仰身直肢的一次葬，

随葬品组合为罐、豆、碗、石器，每座墓都有一件或数件石器或石器残件。这也是湘江流域首次发现的早期越人墓

地。  

    3、首次提出，“坐果山遗存”与“望子岗遗存”，分别归属于洞庭湖区湘江流域与岭南地区两种不同的文化

范畴。地处南岭山地的潇湘上游在历史上是长江文明与东南亚环太平洋岛屿文明的接触地带，也是语言学上苗瑶语

族与壮侗语族，民族史上扬越与西瓯骆越的交汇地带，对于商周时期两种不同类型考古学遗存的确认，对于建立华

南地区宏观历史图景，推动古越文化进入更高的研究层次，都将产生重大的影响。（发掘单位：湖南省文物考古研

究所  执笔：柴焕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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