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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广西文物考古报告集（1991-2010）》汇集了《广西考古文集》前四集之外于1991~2010年在中文
专业期刊发表的广西文物考古调查、发掘资料，包括旧石器时代、新石器时代及历史时期各段的考古
调查、发掘报告。
内容包括古人类学、考古学、民族学等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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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   插图：   感驮岩遗址的原生文化堆积层集中在AT01、BT01、BT07、BT08等探方中，这几个
探方分布集中，地层单位堆积统一连续，层次分明，分布范围广，包含物丰富。
根据遗址的地层关系及所出陶器的演变特征，可以将其史前文化堆积分成两期。
另外，M1开口于扰乱层下打破第2层，且没有陶器而随葬铁器，应为晚期的地层单位。
 第一期，典型地层单位为遗址的第4、5层。
该期出土的陶器以夹砂陶为主，有少量的泥质陶。
陶色以灰褐色为主，其次为红色和红褐色。
纹饰以中绳纹为主，粗绳纹所占比例较小，附加堆纹粗大且穿孔，刻划纹样流行复线水波纹、复线带
状纹、“S”形勾连曲折纹、短线纹，出现绳纹上饰刻划纹的做法，乳钉纹和镂空为该期所独有。
有少量的磨光陶。
器物上的绳纹多是滚压上去，唇部花边则多是切割而成。
流行圜底器及三足器。
主要器形有三足罐、杯形罐、高领罐、钵、纺轮、圈足及各种类型的足根等。
杯形罐发达，斜直领罐的领部普遍较高，圈足则较矮。
石器有磨制的斧、锛、镞及锛、刀的半成品和打制的刀、刮削器、石片等。
磨制石斧流行有肩、有段，比较粗大，器身的打制疤痕较多。
骨器有锛、凿、锥、矛等。
另外，还有炭化编织物和较多的野猪等动物骨骼。
 第二期，包括遗址的第2、3层。
分前、后二段。
 前段的典型地层单位包括遗址的第3层和H1、M3。
该段出土的陶器以夹砂陶为主，泥质陶所占比例较小。
陶色以灰褐色为主，其次为红褐色和红色，有少量的灰黑色陶。
’纹饰仍以中绳纹为主，粗绳纹明显增多，细绳纹减少，附加堆纹变细小且数量少，绳纹上饰刻划纹
增多，基本不见刻划“S”形勾连曲折纹，出现少量篮纹和网格纹。
器物上的绳纹多拍印而成，唇部的花边也开始以拍印为主。
磨光陶增多。
流行圜底圈足器，三足器消失。
主要器形有杯形罐、高领罐、钵、纺轮、圈足等。
杯形罐依然比较发达，并且出现新的型、式，斜直领罐的领部开始变矮，圈足变高，出现领部较高的
弧形领罐和折肩罐。
石器主要有磨制的斧、锛、凿、杵、镞以及镯、饰片和打制的钺等。
石器磨制精美，刃部锋利，有少量的有肩无段石斧，打制石器明显减少，出现了铸造工具石范，以及
切割石料的石锯等。
骨器主要有铲、锥、簪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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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广西文物考古报告集(1991-2010)》可供考古、历史、民族等方面的研究人员阅读、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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