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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中中中国国国国考古考古考古考古发现发现发现发现中的中的中的中的““““大房子大房子大房子大房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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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83年第3期《考古学报》刊登过汪宁生先生一篇同名长文，通过对世界民族志中所见“大房子”材料的收集和分析，提出对中国考古发现

中的“大房子”的看法，给我们许多新鲜的知识。那篇文章发表以后，时间已经过去了28年，中国考古发现的“大房子”，又有不少。大家比较

熟悉的，比如甘肃秦安大地湾F901（《文物》1986年2期），灵宝西坡F105（《文物》2003年8期），F106等（《2004年中国重大考古发现》，

文物出版社，2005年）。F901是多间式的，前有殿堂，后有居室，左右有厢房；前堂有直径2.5米以上的火塘，地面经过多层处理，表面用水泥

打磨光滑，硬度至今不低于100号水泥；房子前面有广场，房子本身面积约290平方米，连广场共约420平方米。西坡的两座大房子，都是单体式

的。以2004年发掘的F106为例，半地穴房子略呈四边形，南壁长15.7米、东壁长14米、西壁长14.3米，北壁外弧，被门道分割为东西两段，分别

长约8.5米和8.8米，居住面面积约240米。半地穴墙壁由夯土筑成，居住面加工考究，厚约25.5厘米，可分7层。火塘正对门道，火塘开口近圆

形，直径约1.45米。值得注意的是，火塘正对门道的塘壁上，开有一弧顶暗道，由居住面下通往门道方向，可惜被M5打破，难以了解暗道的完整

结构。房屋地面涂朱，半地穴墙壁也涂朱。F106和F105同处遗址中心，两者相距约50米。 

  根据汪宁生先生的观察，民族志上所见的大房子，大概可分为四种类型，一种是公共住宅，第二种是集会房屋，第三种是男子公所或女子公

所，第四种是首领住宅。不过，这四种房屋不可能是完全排他的，比如首领住宅、男子公所，就可能间做集会房屋。民族志上这样的例子并不少

见。对考古所见大房子功能的判断，主要还得根据房子的结构、布局和出土物的情况。比如，大地湾F901，因为前有殿堂，后有居室，左右有厢

房，应该间有居住、集会或者举行宗教仪式的功能。而西坡F105、F106，房子大，入口小，虽有灶却不适于日常炊煮之用，又没有寻常日用器物

发现，且遗址周围不乏小型房屋，所以这两座大房子，更应该是集会或者举行仪式的所在。F106的地板和半地穴的围墙上都有涂朱，地面经过多

层处理；火塘有暗道通向门道，虽然不知道地面和围墙是否有绘画，甚至也不能肯定在这里举行过什么样的仪式，但这是一座功能特殊的房子，

不是一般的居住房屋，却是可以肯定的。 

  本文在汪先生所举的例子之外，再举一个例子，看看举行集会或者仪式的大房子是怎样的一个情景。美国西南部沃尔比的普韦布洛印第安

人，在19世纪中期，还有不少不曾住人的“大房子”。他们“在他们自己的院子里挖一个很深的岩洞，他们把这种岩洞叫做地下室，并在入口处

搭一道木梯子，顺木梯而下便可进入地下室，地下室一般长二十四英尺，宽十八英尺。地下室是敬神的地方，很多宗教仪式都在此举行。印第安

人的一切宗教迷信社团也在地下室祈神求雨，炮制巫药和符咒，用以防病治病，并用魔法保护自己免受别人巫术的威胁。地下室还是大家平时聚

集在一起闲谈聊天的地方。印第安男人和女人带着自己的活计来做，边做边聊，边聊边笑，用这种简单粗放的方式快快乐乐地打发日子。”（约

翰·韦斯利·鲍威尔著、雷立美译：《科罗拉多河探险记》，花城出版社，2007年，第339－340页）这当然只是北美西南部印第安人的一个个

案，却对我们了解中国史前某些大房子的功能有所助益。最近20多年，中国史前的大房子出土日多（比如兴隆洼文化的不少房子面积超过100平

方米），而世界民族志有关大房子的资料，也比以往更容易收集，这方面的工作，正需要有人继续做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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