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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严文明　　安徽含山凌家滩是以出土玉器出名的，许多人发表了研究文章，并且专门出版了玉器
图录。
但玉器是从墓葬中出土的，那些墓葬又与祭坛处在同一个地点。
而墓地与祭坛所依托的，乃是一个约160万平方米的大型遗址。
通过1987年6月、11月和1998年秋季三次考古发掘，墓地和祭坛已发掘约2150平方米。
本报告即是这三次发掘的总结。
据说本墓地以北隔沟相对还有一片墓地没有发掘。
至于遗址部分的调查和发掘情况，将等到工作告一段落后再整理出版。
　　凌家滩墓地位于一条从太湖山脚下伸向裕溪河边阶地的长土岗的尽头，像一个天然的坟岗。
所以从清代到近现代都不断有人埋墓，考古发掘前还是一个乱坟岗子。
墓地的发现就是因为1985年有人挖墓坑时发现了许多玉器和石器，由当地文物干部收缴上报，然后由
安徽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派张敬国等调查试掘才得以确定的。
据此推测，那么多近现代墓挖坑时还不知破坏了多少新石器时代的墓葬，现在发掘的44座墓葬应该不
是原有的数目。
换句话说，当我们依据现有墓葬的情况来做出种种历史的或社会的结论时，应该适当地留有余地。
　　这里所谓祭坛，是指在原有土岗上筑成的中间平坦并略向周围倾斜的可能是长方形的台子。
因为后期的破坏，原有形状已经难以确定。
祭坛的底层是黄斑土，比较硬，似为夯筑。
中间一层系用灰白色胶泥掺和石英碎块、大粒黄沙和小石子搅拌夯筑而成，非常坚硬。
上面一层则是用灰黄色黏土掺和小鹅卵石、石英碎块和黑色玛瑙颗粒等铺垫而成，中间掺杂有红烧土
碎块和碎陶片，表面平整。
祭坛上面有三个“祭祀坑”和四个积石圈。
单凭这些情况尚难以对它的性质和功能做出确切的判断，姑且以祭坛视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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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安徽含山凌家滩是以出土玉器出名的，许多人发表了研究文章，并且专门出版了玉器图录。
但玉器是从墓葬中出土的，那些墓葬又与祭坛处在同一个地点。
而墓地与祭坛所依托的，乃是一个药160万平方米的大型遗址。
通过1987年6月、11月和1998年秋季三次考古发掘，墓地和祭坛已发掘约2150平方米。
本报告即是这三次发掘的总结。
据说本墓地以北隔沟相对还有一片墓地没有发掘。
至于遗址部分的调查和发掘情况，将等工作告一段落后再整理出版。
　　从文章结构具体到每墓内容的编写顺序、器物线图的比例大小等都做了详尽的安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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