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考古地层学就是其中的主要方法



考古地层学研究的主要对象

遗址

     遗址就是保存有人类生产、生活历
史遗迹和遗物的地点与场所。



遗址与自然地点的区别
  



一
“文化层”的

概念与内涵



               文化层的概念

包含各种人类活动遗留的

遗迹遗物的堆积地层

第一种：包含了大量人工制品
第二种：包含了大量自然物品



第一，所有的“文化层”都是人类各种活  

      动的结果。

第二，只有包括了各种人类生产生活活动   
          遗迹遗物的堆积地层才能称为

          “文化层”。
第三，所有的文化层只存在于遗址中。

第四，只有人类原生遗物而无人类活动遗 
           迹的地层也属“文化层”。



第五，在遗址中，所有包含了遗迹遗物的 
           地层和遗迹单位都是“文化层”的构

           建单位，都要统一编号。或采用自

           然序号，或先分类再自然序号。



第六，在一般的自然条件下，所有“文化

         层” 的构建单位之间只有三种关系：

        早晚叠压、早晚打破、同时共存。

            个别地区因自然条件的原因，会

         出现早晚关系颠倒的“倒装”地层。



传统
依据土质、土色、包含物划分地层



新思维：以人为本

       由于遗址是人的活动的结果，也是人
类活动的反映；所以，文化层的区分，
不能仅机械地依据土质、土色和包含物，
而是一定要融入“见土要见人”的新思维。

      



二

人与文化层



长江下游商周-秦汉流行的土墩墓



进步的原因：

    将土墩墓视为人类历
史活动的遗迹。



新思维例据
例一：文化层超厚。湖南澧县八十垱发掘西区。

例二：地层线模糊。湖南澧县八十垱发掘东区。

例三：文化层的归并。湖南澧县城头山城墙。

例四：真假文化层。江苏泗阳王家屋基遗址。

例五：不一样的杆栏式建筑。湖南澧县八十垱。



1、文化层超厚
八十垱

   由于文化层都是人工搬运土壤形成的，所
以在生产力严重不足的条件下，不可能很厚，
一般不超过30cm。  
   南方地区，由于高温湿热，土壤严重的淋
滤现象，致使很多遗址出现了文化层超厚的
现象，厚度接近或超过了50cm。
    对此，一定要以人为本，注意区分早晚。



八十垱遗址发掘西区T25、T39北璧剖面图

原第3层超过50cm，所以要分开为3A、3B层



    
八十垱T43 北璧剖面

证明
区分3A、3B是正确地



2、文化层模糊
八十垱

      由于淋滤，又由于各层都很薄；
所以，有关层位根本无法通过肉眼
分辨出来。
     为此，对人类活动的理解才是正
确区分文化层的唯一途径。





  由于理解了Ⅰ1  、Ⅰ2 、G10、G7的成因，所
以就科学地解决了Ⅱ、Ⅲ、Ⅳ上端地层线的闭
合问题。



3
文化层的归并

城头山城墙





   由于堆筑城墙的需要，以及堆筑过程的随意性；
所以就留下了无数狭小的形态各异的地层。







  最后要根据土质土色进行宏观归并，
从而确定城墙堆筑总的历史过程。



4、真假文化层
王屋脊螺壳堆积

（自然堆积）



江苏省泗阳县王屋基遗址地层图





    由于螺壳中夹杂的人工制品有四个重
要特点。
第一，个体很小，大的仅比螺壳大一点。

第二，颜色各异。
第三，形态不详。
第四，周边磨圆度很高。

    所以，这些都是不包含任何人类活动

的遗迹遗物，是远距离自然搬运的结果，
不影响螺壳堆积的自然属性。



江苏省泗阳县王屋基遗址

自然螺壳堆积的特点

      所以，是自然形成的。

1、分布面很广，覆盖了发掘区全区，
即1000平方米。

2、地层堆积基本呈水平状。
3、堆积物主要是沙粒、粘粒、螺丝、

蚬壳，和少量流水搬运的人工物品。



5

不一样的杆栏式建筑
河姆渡与八十垱的不同



    以往复原的河姆渡杆栏式建筑有明显问题，并以
为建筑下地面杂草丛生。但八十垱遗址表明，杆栏式
建筑是修建在人工铺垫的生活面上，既防潮又有平坦
工整的生活面。



当时的发掘没有搞清楚建筑地表面的特点



铺垫层

铺垫层

铺垫层



铺垫层

铺垫层

铺垫层

铺垫层







遗址中的自然堆积



例据
例一：洪水淤积。湖南澧县八十垱。

例二：黑褐色网纹土。湖南澧阳平原。

例三：长江以南网纹红土。

例四：真假文化层。江苏泗阳王家屋基遗址。



1、洪水淤积
（八十垱）



澧阳平原彭头山文化八十垱遗址



洪水淤积，黄褐色，无任何人工
制品，覆盖了整个遗址，耕土以
下即是。

东部最厚见于人工围沟，2米。
西部最厚见于古河道，6米。



八十垱自然堆积的

最大启示
    1、八十垱遗址与彭头山文化的毁
灭皆源于自然科学家从未发现过的一
次过量降雨和洪灾。
   2、遗址座落在小河边的高地上，
相对高度约5米。



八十垱遗址东西高差示意图



黑褐色土的启示
（湘西北澧阳平原）

有的是自然堆积
有的是文化堆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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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里岗遗址鸟瞰

黑褐色网纹土   文化层



彭头山遗址黑褐色土，纯自然堆积









    十里岗出土

小石英石器（1-6）

大型砾石石器
    （7-8）



3
长江以南网纹红土

广西百色盆地



         更新世网纹红土
（主要分布于长江流域及以南）





         更新世网纹红土剖面







更新世与全新世过渡阶段及以前的普遍现象
同样的黑褐色土、网纹红土

黑褐色土：彭头山自然堆积

十里岗文化堆积
网纹红土：彭头山自然堆积

百色盆地文化堆积



4、真假文化层
王屋脊螺壳堆积

（自然堆积）



江苏省泗阳县王屋基遗址地层图





    由于螺壳中夹杂的人工制品有四个重
要特点。
第一，个体很小，大的仅比螺壳大一点。

第二，颜色各异。
第三，形态不详。
第四，周边磨圆度很高。

    所以，这些都是不包含任何人类活动

的遗迹遗物，是远距离自然搬运的结果，
不影响螺壳堆积的自然属性。



江苏省泗阳县王屋基遗址

自然螺壳堆积的特点

      所以，是自然形成的。

1、分布面很广，覆盖了发掘区全区，
即1000平方米。

2、地层堆积基本呈水平状。
3、堆积物主要是沙粒、粘粒、螺丝、

蚬壳，和少量流水搬运的人工物品。



人与自然的关系



1、遗址原始地貌复原。湖南澧县八十垱。
2、遗址生态环境复原。湖南澧县八十垱。

3、遗址与周边实物资源关系。
湖南泸西下湾遗址

江苏宜兴骆驼墩遗址

例据



1.  遗址所在原始地貌的复原

以湖南澧县八十垱遗址为例



成果之一

     确定了遗址坐落在湖边
小河的高地上。





八十垱遗址东西高差示意图



成果之二

      确定遗址现代周围一公里范围
内的地势最高点，实际低于当时
遗址面。





成果之三

帮助确定了遗址西部边缘是一条古河道





由于深度大
幅超过东部
的围沟



2.  遗址所在自然生态的复原

以湖南澧县八十垱遗址为例











3.  遗址所在与自然食物资源的复原

例据
湖南泸西下湾遗址

江苏宜兴骆驼墩遗址



湖南泸西县下湾遗址，距今7千年

人工堆积



下湾人工堆积启示

第一，遗址的螺壳堆积全部属于人工堆
      积。
第二，遗址距离河(沅水)边较近。
第三，河边有宽而流水平稳的漫滩。

第四，温暖的气候环境延续时间较长。
第五，食用量很大，系一种主要食物。



江苏宜兴骆驼墩马家浜文化遗址
                  螺壳堆积

人工堆积



骆驼墩人工堆积启示
第一，螺壳堆积全部属于人工堆积。

第二，遗址距离河边较近。

第三，河边有流水平稳的漫滩。

第四，补充性食物，食用量较大。

第五，当时气候温暖。



湖南澧县八十垱遗址



五

人类对自然环境的利用



1，稻、粟（小米）、黍（黄米）

长江流域
黄河流域
北方地带



稻

长江流域



粟（小米，黄河流域）



黍（地带）



2，围沟、壕沟、濠沟
内蒙古敖汉旗兴隆洼文化遗址

河南新郑唐户裴李岗文化遗址

湖南澧县城头山汤家岗——屈家岭文化遗址



内蒙古敖汉旗兴隆洼文化遗址
聚落围沟：高居于自然水面以上   与聚落面同高   
                 规模很小 宽不过2米深不足1米   无防御功能
说明：人与自然的关系虽然出现了裂缝，但无水无人可防  



河南新郑唐户
裴李岗文化遗址

壕沟
规模巨大，宽10-20米

             深2-4米
开口与居住面等高

防御功能明显

说明
黄土覆盖地区地下水位低

黄土垂直节理发育，
沟壁较陡  不容易坍塌





湖南澧县城头山汤家岗——屈家岭文化遗址

濠沟



城头山濠沟深度与岗地、平原面关系示意图



说明
1、聚落沟状设施经历了开口高度由高到
   低的过程，但防御功能越来越强。
2、北方地下水位低，史前壕沟始终是一
   条终年无积水的干沟；南方地下水位 
   低，濠沟是一条长年有积水的水沟。
3、南方渗水厉害，所以濠沟沟面坡度较
   缓；北方无渗水，所以壕沟沟面较陡。

                   围沟—壕沟—濠沟
人类利用自然的巨大进步



3，堆筑、夯筑、垒筑

湖南澧县城头山大溪、屈家岭文化城址

河南郑州西山仰韶文化城址

陕西神木石峁龙山文化城址



湖南澧县城头山大溪、屈家岭文化城
——  堆筑



湖南澧县城头山大溪、屈家岭文化城
——   堆筑



夯筑



河南新密古城寨龙山文化城址

夯筑



陕西神木石峁古城

垒筑



垒筑陕西神木石峁古城



4，房屋建筑
杆栏式与红烧土

半地穴式



浙江河姆渡遗址杆栏式建筑复原



湖南澧县城头山红烧土地面



陕西西安半坡半地穴式建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