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考古学

一
含山凌家滩遗址第三次考古发掘主要收获

张敬国

安徽 省文物考 古研究所 安徽 合肥

仆 凌家滩 含山 斌 叮

以

对乡 咖 七 岭

以

内容提要 含 山 凌 家 滩 遗 址 的 第 三 次 发掘 出土 了大 批精美 的玉 礼器
,

发现 了新石器 时代 大 型祭

祀遗迹
,

为探讨凌 家 滩 文 化在 中国 早 期 文 明起源 中的地位提供 了丰 富 的 资料
。

关键词 凌 家滩遗址 第三次发掘 玉 器 祭坛

中 图分类号 文献标识码

凌家滩遗址位于安徽省含 山 县铜 闸镇西南约

公里凌家滩 自然村
。

年经省文物局报请 国 家文物局批准
,

考

古发掘执照 号
。

安徽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张

敬国领队主持对凌家滩遗址进行第三次考古发掘
。

省文物局举办首届 田 野考 古培训班设在凌家

滩考古发掘工地
。

省局直属单位和各地市县文博

单位 名 学员 参加学习 和发掘工作
。

凌家滩遗址在裕溪河 中段北岸一条长带形 的

滩地上
,

裕溪河北连巢湖南通长江
,

巢湖通过南把

河与 淮河相通
,

裕溪河在 史前时期 是安徽江淮地

区贯通南北交通 的大动脉
,

凌家滩 聚落 区域交通

发达
,

经济文化繁荣
。

凌家滩遗址北靠 国 家森林公

园 太湖 山
,

遗址周 围是一片 肥沃 的灯区稻 田
。

当地

气候为亚热带湿润 季风气候
,

位于北纬
。 ,

东经
。

多 的 地带
,

凌家滩遗址 的 地理环境适宜人类

的 生产和繁衍
,

由 于其地处 东 西南北文化的交 汇

地带
,

其文化内涵显得独特而复杂
。

年 月 一 月
,

通 过对凌家滩遗址 的

第三次考古发掘 和勘探
,

探 明 以 凌 家滩遗址为 中

心
,

半径约 公里 的范 围 内 分布 着 处新石器时

代遗址和 处大型墓地
,

反映 了这是一处规模较

大的新石器时代晚期 的 聚落群
。

第三次发掘 重点在凌家滩墓地
,

同 时也在邻

近 的 石 头抒遗址 和 南 丰坎遗址进行 了 小规模发

掘
,

发掘 面积共 平方米
,

发现新石器时代祭

坛 座
,

红烧土遗迹 处
,

墓葬 座
,

出 土文物约

件
,

玉 器约 多件
,

玉器种类 繁 多
,

质地有

透闪石
、

阳 起石
、

玉髓
、

石英
、

玛瑙
、

水 晶等
。

凌家滩祭坛是安徽境 内首次发现的新石器时

代大型祭祀遗存
,

也是本次发掘最重要 的收获
。

祭坛位 于凌家滩墓地 中 心 的 最高 处
,

面积约

多平方米
,

虽然部分遗存遭到破坏
,

但整体仍

保存完好
。

反映 了凌家滩墓地在凌家滩遗存聚落中

心 中 占有重要 的地位
,

为探讨凌家滩文化在中 国早

期文明起源中 的地位提供了丰富 的实物资料
。

祭坛建筑 自下而上可分为三层
,

最下层 第 ③

层
,

为纯净细腻的 黄斑土
,

厚 厘米
,

作铺

底之用
。

其上为第 ②层
,

用较大 的石块和大量 的 长

径 厘米左右 的 石英
、

黄沙颗粒和硅质岩类 的 小

石 子铺设
,

厚度 一 厘米
,

石 子之间 不 含任何

陶 片
,

但夹杂着大量类似胶土 的灰 白色粘合物
,

使

收稿 日 期 一 一

作者简介 张敬 国 年 月 生
,

男
,

安徽蚌埠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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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 徽省 文 物 考 古 研 究所
,

副研 究 员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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