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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边，相距仅约12公里，遗址按自然地形从西往东分为三区，主要为仰韶文化遗存，还有少量二里
头文化遗存和战国到汉代的墓葬。
总面积约12万平方米，是一个不大的中等遗址。
　　从1997年起，因修建高速公路而进行了三次抢救性发掘，发掘面积达1400平方米。
具体布方因为要照顾到三个区域和公路线的走向，所以显得比较零散。
发现的房屋、灰坑等遗迹因受客观条件的限制，往往只挖了一部分，完整的遗迹单位很少。
出土遗物还比较丰富，但能复原的不算太多；有些器物是画图复原，不一定准确；有些器物型式的划
分不尽合理，希望以后有所改进。
　　从报告中可以看出，尽管是抢救性发掘，地层的划分和遗迹单位的清理还做得比较仔细，整理时
对出土器物又经过认真细致的分析与排比，因此在文化分期和文化特征的把握上也都做得不错。
　　南交口的仰韶文化遗存可以明显分为三期，其中第一期分布于第一区和第二区，第二期分布于第
三区，第三期仅分布于第一区的西部一隅。
三者之间没有发生叠压打破关系。
从文化特征看，第一期大致相当于三里桥仰韶文化一期，但内容要丰富得多。
第二期相当于庙底沟的仰韶文化。
第三期则相当于山西芮城西王村仰韶文化晚期，即所谓西王村类型的遗存。
报告对各期遗存进行了仔细分析。
特别是对第一期和第二期的分段比以前的研究更为细密。
具体说第一期本身又细分为三段，发展脉络清楚。
报告将其同周围大致同期的遗址进行比较后，认为它与半坡类型基本同时而文化特征有别，属于主要
分布于半坡类型之东的晋南豫西的一种地方类型即东庄类型，是完全正确的。
我过去在提出东庄类型的名称时，限于资料太少，内涵和外延都难以准确把握，只是看到与半坡类型
有明显区别，又有各自的分布区域，自不应简单地归人同一类型。
南交口的发掘不但大大充实了东庄类型的内容，而且本身发展脉络和分布区域也比过去远为清晰。
报告将该遗址仰韶文化的第二期遗存本身更细分为三期六段，发展脉络也更加清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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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系统报道了三门峡南交口遗址和古墓葬的发掘资料与研究成果。
遗址发掘获得四大期文化遗存，包括仰韶文化、庙底沟二期文化、二里头文化，尤以仰韶文化遗存最
为丰富，为进一步认识豫、陕、晋交界地带的古文化面貌、研究仰韶文化的阶段与发展提供了一批重
要资料。
古墓葬为东周和汉代墓葬，汉墓中有一座带有土冢和围墓沟，在墓底发现具有镇墓性质的五个朱书陶
瓶为道教起源与发展的研究提供了新的实物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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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二、历史沿革　　三门峡一带夏、商时期乃豫州之域。
西周初年周公、召公于此分陕而治天下，焦国、虢国先后立国建都此地。
春秋时期晋假虞灭虢，该地被纳入晋国版图，三家分晋之后，魏占其地。
秦国时置陕县，属三川郡，始皇据此地东窥中原，继而统一六国。
汉属弘农郡，三国为曹魏恒农郡。
晋属司州弘农郡，北魏置陕州。
隋属弘农郡，唐设大都督府。
五代十国之后，宋、金又置陕州，元、明陕州属河南府，清升陕州为直隶州，州属河陕汝道。
险要的地理位置，使其在历史上有着复杂的建置沿革。
1949年以后，这里置陕州专员公署，后并人洛阳专员公署。
伴随着三门峡水库的修建，1957年设立三门峡市，归河南省管辖。
如今三门峡市辖陕县、渑池县、卢氏县三县，灵宝市、义马市二市，以及湖滨区、经济技术开发区、
工业园区三区，属地级市。
　　第二节自然环境　　一、地质与地貌　　三门峡地区位于华北地区的西南缘，在区域构造上处于
华熊上元拗摺带上，在崤山和黄河的地堑之间。
地质构造体系属于“祁连山一吕梁山一贺兰山”山字形构造的前弧。
　　形成于8000万年前的中生代末期的三门峡盆地，盆地构造基础是秦岭纬向构造带的小秦岭断块与
华夏向的中条山断块、崤山断块之间的复合、联合部位。
盆地南北两侧为断裂控制，南缘为华山断裂的东延部分，北缘为中条山南坡断裂，形成南深北浅的半
封闭的对称件断陷盆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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