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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山东龙山文化桐林遗址的

调查、发掘与初步收获」

　　　　　　秦  岭

　　(北京大学中国考古学研究中心 )

　山东龙山文化是中国新石器时代一支重要的地方文

化。上世纪 20 年代，龙山“黑陶文化”的发现，对探讨

中国文化本土化、新石器时代与殷商文化承继性等问题，

有着重要的学术史上的意义。而在接下来数十年“区系

类型”的考古学文化史研究中，“龙山时代”的提出和

沿用至今，更说明了这一区域文化的重要影响和代表性。

待到 90 年代前后，山东地区一系列龙山文化城址的发

现，又契合了当时“聚落考古”的研究转向，以及关于

中华文明形成进程的研究旨趣。这样的研究积淀，令山

东地区成为目前新石器文化谱系研究中最为成熟的区域

之一，也使山东龙山文化成为探讨社会复杂化和文明化

问题时不可回避的重要内容。

　正是基于这样的学术背景，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于

2001 年始，同山东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合作，开始进行临

淄桐林（田旺）遗址的调查与发掘工作。

桐林（又名田旺）遗址位于齐故城西，面积近 300 万平

方米，文化堆积以龙山文化为主，兼有大汶口、岳石文

化以及商、周、汉、北朝等不同时期的文化遗存。1965

年北京大学考古专业在临淄地区考古调查时发现该遗

址。1982 年，山东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在遗址中心区进行

试掘，出土一批高规格的龙山文化陶器。1992 年，省所

在遗址中心台地范围进行钻探，发现了面积达 30 万平方

米的城墙与城壕，引起了学术界的重视。2001--2005 年，

北京大学与山东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合作，对遗址进行详

细调查与较大规模发掘，对桐林遗址堆积范围、布局和

聚落的具体情况有了进一步明确和细致的认识。目前，

田野工作暂告一段落，后期的整理研究还在进行当中。

一 遗址范围与分布

　桐林（田旺）遗址群位于乌河与澅水交汇地带，其西

南部为愚公山，海拔123.4米。遗址中心区为一隆起台地，

海拔 39.8 米，高出周围地面约 2 ～ 3 米，被后期的一

条十字形路沟破坏成四块。在遗址中心区正东折向北流，

于北面形成一个大的河湾，并与自南而北流的乌河交汇

后继续向西流去。遗址中心台地的周围还有略微隆起的

高地，为河流分割成数块。这些高地上均发现有丰富的

龙山文化遗迹、遗物。因此，遗址群无论是中心区还是

外围区，遗存的分布均与地形地貌有着密切的关系。（图

一）

　调查表明，桐林（田旺）遗址群是由一个有城墙壕沟

的中心区域和城外若干个外围区域组成（按照调查结果，

暂时将外围分 8个区域记录分析）。一方面，这 8个外围

区紧紧围绕在中心区的周围，形成一体式的结构；另一

方面，这 8 个外围区域之间又相对独立，它们既被各条

河流所分割，同时又紧靠各条河流分布。值得注意的是

外围区域之间也存在着一定差别。如西区发现相对较多

的墓葬，龙山文化层相对较厚；北区则晚期文化层相对

较厚，而龙山文化层则相对较薄。另外，遗物的分布也

存在着一定的差异。从采集的石制品组成来看，虽然各

区均采集到大量石制品，但似乎西一区石料、粗坯废料

所占的比例略高。当然这种差异是否确实存在还需要进

一步试掘和系统的取样统计来证实。

　从目前掌握的材料看，桐林（田旺）遗址群这种特布

局模式，即中心区与外围区间有城墙壕沟相隔，同时分

布上有连绵一体的结构，在同期的城址中甚为少见。

二 城墙与环壕

　1992 年调查钻探，已经在中心台地上发现了环壕，但

整体形状和结构不明。2001 年后，通过对整个中心台地

边缘的细密钻探，基本明确了整个环壕的走向和布局（图

一）。桐林遗址的环壕结构有内外两重，内圈平面为不太

规则的四边形，壕内面积约 12 万平方米；外圈环壕在内

圈的南侧和东侧基本与之平行，相隔不远，西侧则继续

往北延伸，北部环壕和内圈相比，往北扩展了近 300 米，

东北角入澅水而终，外圈的壕内面积约达 30 万平方米。

关于城墙和壕沟的年代及细部结构，我们通过位于环壕

东侧和南侧的两次发掘有所了解。壕沟一般宽 15 ～ 20

米，现存深 3 ～ 5 米。内壕曾经过多次清淤，亦可理解

为内壕实为几条年代不同的环壕。东部发掘区内，在内

壕的内侧发现一段沿壕沟分布的夯土，是为城墙的可能

性极大。经过对壕沟填土中出土陶器的分析，内壕年代

较早，外壕年代晚，但二者时间接近并且文化面貌连续，

反映的是聚落逐步扩大的过程。值得注意的是，发掘中

也发现同样走向的岳石文化壕沟，说明后期仍大体延续

了这个基本格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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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建筑结构和布局

　对遗址中心台地的发掘主要集中在台地的西南部，目

前已揭露了近 2000 平方米，对龙山时代从早到晚的房屋

和聚落结构有了一定的了解。

　在中心台地的西南部这个区域内，人的活动开始于龙

山文化的早期。最初的房屋建筑多为平地起建，无基槽，

平面圆形或方形。圆形房子以土坯起墙（图三），室内

地面反复使用铺垫；方形建筑可能是夯土筑墙；有的房

内中心设柱，室内地面和墙面涂白灰面，并有朱绘装饰。

这一时期的房屋分布较松散，房址之间相隔十余米，附

近有零星墓葬、灰坑，没有明确的相关性。房子面积一

般在 10 余平方米左右，可见基本生活单元的规模较小。

　龙山文化早期偏晚时段，房子的建筑技术发生了变化，

改为先垫土、后挖基槽埋木柱、木骨泥墙的建筑形式。

房屋平面为比较规则的方形或长方形，面积和规模也很

统一，一般近深 4 － 5 米，房内面积约 15 ～ 20 余平方

米（图四）。房子附近有贮藏用的灰坑、水井等附属设施。

房屋的选址开始变得较为稳定，基本上在同一地点不断

垫土重建，形成基槽垫土间反复叠压打破的地层关系。

由于不断在原地使用和复建，逐步形成以房址为中心的

小型台基；台基与台基之间有一定间隔，有时可见建筑

之间有意铺垫使之连成一片的“坪院”，垫土水平纯净，

台面上亦无其他遗迹现象。在发掘区的北面，可见从这

一时期开始挖筑，并且不断向外扩筑的类似“院墙”的

基槽遗迹，已揭露的部分是“院墙”东南角，南基槽的

东西长已超过 60 米，继续往西和往北延伸。可惜由于发

掘面积所限和晚期破坏，“院墙”内同时期的建筑和布

局状况尚不明了。总体上，从这一时期开始，似乎基本

生活单元的面积和规模有所扩大，单元间的分群现象也

比较明显，是否存在群与群之间的差异，尤其是“院墙”

内和外的差别，有待进一步发掘。

　上述的房屋结构一直沿用至龙山晚期，出现了又一次

较明显的变化。房屋面积再次变小至 10 平方米左右，平

面为方形，建筑改为浅地穴式，一侧有斜向门道，室内

地面铺设畺石或用其他方式有所处理，有时可在房内四

角发现柱洞。同时，出现几个房子紧密聚群的布局现象，

房子间间隔不到 1 米。目前尚不清楚这类晚期房址是否

在功能上与之前的一致，为基本的生活单元，还是另有

其他用途。值得注意的是，这种浅穴式结构一直沿用到

岳石时期，后者房屋规模有所扩大。

四 生业与经济

　发掘中揭露的龙山时代灰坑，均有形状规整和遗物丰

富这样的特点。大量随意丢弃或集中埋设的陶器，显示

出这一聚落日常资源的富庶程度，也反应了当时制陶工

业的专门化水平。此外，遗址上似乎存在一定规模的石

器制作加工。一方面发掘区内和周边调查中（尤其是西

区）都发现大量坯料和废料；另一方面石器种类较单一，

以石斧和石球为大宗。联系到附近可能存在的石材产地，

桐林这一中心聚落的主要经济活动中，可能石器制作也

是基本内容。

　基本生业活动方面，目前仅对 2003 年发掘出土的动

植物遗存做了初步分析。动物部分，遗址中最为常见的

是猪，占动物骨骼总数的四分之三以上；其次是鹿科动

物，占四分之一略强；狗、牛和其他小型食肉类动物都有，

但比例很低。植物部分，水稻、粟、黍这三类为主要作物，

从出土概率的角度看比较平均，粟略比其他两类更普遍

一些；而从绝对数量上看，小米所占的比例大大高于水

稻。总体上看，桐林遗址代表了比较典型的山东地区新

石器时代末期的农业经济模式，以单一的肉食资源为主，

小米为主，同时有一定比例的也比较稳定的稻作经济。

　总体而言，桐林遗址的发掘虽然告一段落，但后续研

究工作才刚刚开始，上述认识仅是阶段性的，正确与否

有待于后期整理甚至进一步田野工作来验证。同时我们

也认识到，对于这样面积超过几百万平方米的大型聚落，

要确实了解其形态、布局、功能等情形，目前的调查和

发掘还远远不够。希望上述收获能起到抛砖引玉的作用，

对今后山东龙山文化的研究起到推动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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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一 桐林遗址分布与环壕示意

 　　　　　　图二 房址示例。左：F21 土坯墙局部（早期房址）；右：F25（中期房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