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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边疆考古研究(第12辑)》内容简介：《边疆考古研究》是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吉林大
学边疆考古研究中心编辑的学术集刊。《边疆考古研究(第12辑)》收录考古调查发掘报告及研究论
文30篇。内容涉及中国边疆及毗邻地区的古代人类、古代文化与环境。《边疆考古研究(第12辑)》可
供文物考古研究机构及高校考古、历史专业学生参考阅读。

Page 2



《边疆考古研究（第12辑）》

书籍目录

考古新发现 吉林永吉东梁岗遗址发掘报告 吉林省梨树县风水山遗址2010年抢救性发掘 辽宁普兰店姜
屯墓地三座汉墓的清理 吉林省白城市金家金代遗址的发掘 吉林省四平市二龙湖古城址发掘报告 研究
与探索 东北青铜时代考古学文化谱系格局的研究 夏家店上层文化的分期与源流 葫芦沟墓地的年代及
相关问题 新疆苏贝希文化研究 阿尔然大墓在欧亚草原早期铁器时代的作用——兼论中东部文化的分
界 珠江三角洲二里头文化时期遗存的辨识号性质 汉代滇系刻纹铜器研究 阴山岩画的类型与分布 试谈
库车友谊路古墓群的年代和墓主身份 嘎仙洞考古发现意义的再思考 吉林集安高句丽散莲花墓年代探
讨 三燕瓦当研究 龙城新考 金元三彩述论 政治动因下的“蒙古衣冠”：赤峰周边蒙元壁画墓的再思 他
山之石 对韩国旧石器时代中期向晚期过渡的回顾 朝鲜半岛北部地区支石墓的发现与研究综述 越南李
陈胡朝时期的屋顶装饰 考古与科技 塔布敖包冶铜遗址再探 新疆拜城县多岗墓地人骨的种系研究 内蒙
古哈民忙哈遗址人骨鉴定报告 甘肃临潭磨沟墓地古代居民的牙齿磨耗研究 中国家养动物起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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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   插图：   （二）房址 2座。 1.F1及其出土遗物 F1起建于生土上，东侧地势较低处有垫土，房
址破坏较严重，仅残存火炕的烟道、两处灶址、两块础石和一处砖铺地面。经清理推测，F1应是一座
南北宽、东西窄的长方形建筑，门向朝东。 火炕呈折尺形，位于房址的南部和西部，仅存三股烟道，
南炕由东向西延伸，折而向北成西炕，末端残，然有明显向东汇聚的迹象，延伸过程中烟道底部逐渐
抬升，高差近0.3米。南炕长约2.3、宽约1米，内部两道烟墙系单坯错缝平砌，最高处尚存6层，土坯
长0.34、宽0.16、厚0.06米；西炕长9.6、宽约1.2米，土质烟墙，烟道宽0.2～0.3、残存深度0.02～0.24米
。南炕东端与双灶相连，系先于屋内东南部下挖成坑，于坑内用土坯砌筑成的连体灶，南侧较大者
为Z1，北侧为Z2。 Z1现存深度约0.65米，灶底距烟道底部高差近0.4米，灶口朝东，两侧立砖，下铺3
块土坯为底面，上部破坏，宽0.24米；灶坑壁系土坯错缝平砌，近圆形，直径约1米；灶坑南壁保存较
好，向上逐渐内收，形成一个弧面；Z1直接与三条烟道相连，连接处下方立置2块立坯，俗称“迎风
坯”。 Z2位于Z1北侧，并排而建，灶口底部横置一块土坯，上部横置一块条形石，中部断裂略向下塌
陷，灶口宽约0.34、残高0.14、深0.16米。灶坑壁亦为土坯砌筑，深0.5米，坑底近长方形，东西0.6、南
北0.4米，坑底距灶口底部0.12米。灶坑南壁依Z1北壁；西、北壁由单坯平砌，逐层内收，至灶上部开
口变小，几近梯形；灶西南部通过一条烟道与南炕相连，烟道仅存底部，原应铺有石板，已碎裂塌陷
。可知，Z2仅为一辅灶，并非冬季取暖之用。 灶口外有一长方形土坑，南北2、东西1.1、深0.4米，坑
底与灶口底部水平。坑的东南部填土中包含大量的板瓦残片，推测为屋顶铺瓦塌落所致；坑底有一层
草木灰，内出兽骨、铜钱、小陶碗及玻璃环等遗物。 发现2块础石，其一紧贴南炕中部外缘，不甚规
整，灰白色，最长41、最宽4、最厚17厘米。其二位于屋内西北部，紧挨西炕，北距烟道末端距离
约1.2米，灰白色，不甚规整，最长46、最宽34、最厚17厘米。 房址内部发现了8块半南北向平铺的方
砖，长约2.7米，方砖边长0.31～0.33米，厚0.06米，推测屋内原有方砖铺地，砖面高出灶前坑底部约0.4
米。 房址东部为一层堆积较厚的灰褐色沙质土，内含大量的瓦片、陶片、动物骨骼，应为建屋之前平
整土地时铺垫（图八）。 （1）陶器 分建筑构件和生活用具。 砖两种，均为泥质灰陶。 素面方砖F1
：39，正方形。边长31、厚6厘米。 长方砖F1：38，长方形。长33、宽15、厚5厘米。 罐2件。F1：37，
泥质黄褐陶。直口圆唇，溜肩，鼓腹，下腹斜收，底部残，素面。口径8.3、腹径17.3、残高11厘米（
图九，1）。F1：41，泥质夹细沙黄褐陶。侈口方唇，束颈，弧腹，底部残。口径约8、残高7.2厘米（
图九，5）。 盆F1：42，泥质灰陶。口部残，弧腹，平底，器表磨光，轮制。残高10.2、底径24厘米（
图九，2）。 小陶碗12件。均为泥质灰陶。素面，轮制。标本F1：24，敞口方唇，斜弧腹，平底。口
径7.2、底径3.8、高2_3厘米（图九，6）。标本F1：30，敞口圆唇，斜直腹，平底。口径7.2、底径4.2
、高2.6厘米（图九，7）。标本F1：28，灰胎黑皮。直口，圆唇，微弧腹，平底。口径7.8、底径4.8、
通高3厘米（图九，8）。标本F1：25，微敛口，圆唇，弧腹，底微凹。口径7.4、底径4.8、高3.2厘米（
图九，9）。 陶器1件。F1：40，残，泥质灰陶。折沿，沿部刻有纹饰，内底平整，外底凹凸不平，有
手工捏制痕迹。残长7.6、残宽7、残高1.4厘米（图九，13）。 纺轮1件。F1：13，泥质黄褐陶，磨制。
圆形，中部有孔。直径4.6、孔径0.9、厚1.4厘米（图九，3）。 陶饼1件。F1：14，系泥质灰陶片打制
而成，不甚规整。直径约2.8、厚0.6厘米（图九，4）。 （2）瓷器 碗 1件。F1：35，残。敞口，圆唇，
斜直腹，下腹部弧折，圈足，白釉，内壁满釉，刻有花纹，内底可见三个支钉痕，外壁近底部及圈足
未施釉。口径22、底径8、高 7.7厘米（图九，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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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边疆考古研究(第12辑)》是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吉林大学边疆考古研究中心编辑的系
列学术丛书。本辑收录考古调查报告及研究论文30篇，内容涉及中国边疆及毗邻地区的古代人类、古
代文化与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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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短评

1、（P）做成书不能再棒，既看了材料，又刷了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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