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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中国国家博物馆田野考古研究中心、山西省考古研究所、运城市文物保护研究所编著的《运城盆地东
部聚落考古调查与研究》是中国国家博物馆田野考古研究中心与山西省考古研究所、运城市文物保护
研究所合作共同开展的“晋西南聚落考古与早期国家和文明起源”研究的成果之一。
内容包括：GPS与GIS的应用；涑水河流域遗址；青龙河流域遗址；运城盆地东部各时期聚落形态的特
征；运城盆地东部聚落形态的演变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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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第一章  概论
第二章  GPS与GIS的应用
第三章  涑水河流域遗址
第四章  青龙河流域遗址
第五章  运城盆地东部各时期聚落形态的特征
第六章  运城盆地东部聚落形态的演变
附表  运城盆地遗址登记表
后记
英文提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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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   插图：   第一节 课题的缘起、规划与设计 2001年，原中国历史博物馆在制定“十五”发展
规划时，当时的馆领导提出考古部应在晋南地区做些工作，探索早期国家与文明起源。
经过规划与设计，是年秋，该课题与博物馆的其他项目一起开始申报立项，并于2002年获得财政部的
经费支持。
2003年，中国国家博物馆(由原中国历史博物馆与中国革命博物馆合并成立)田野考古部与山西省考古
研究所经过协商，双方决定合作共同开展“晋西南聚落考古与早期国家和文明起源”的研究，并在中
国国家博物馆和山西省文物局领导直接关注下签署了正式的合作协议。
该课题的合作单位还包括山西运城市文物保护研究所。
2003年秋随着第一次田野调查的开展，本课题正式启动实施。
至2006年春，课题组成员在运城盆地东部完成了全覆盖式区域系统调查。
2007年元月，本课题又被列入科技部资助、国家文物局组织的“中华文明探源工程(二)”中的一个子
课题，这使本课题又获得了有力的后续支持。
从2006年夏到2007年夏，我们对调查资料进行了系统的整理和初步的分析，并随后开始了调查报告的
写作。
本书即为这一阶段性成果的总结。
本课题的其他成果(包括有关遗址的发掘报告)将另行发表。
 当初选择运城盆地做工作，主要基于以下几方面的考虑：其一，运城盆地临近中原腹地，与古史传说
中舜、禹等活动的地望有较密切的关系，在探索早期国家和文明起源中占有不可忽视的地位。
虽然古史传说扑朔迷离，许多事实难以稽考，但也不会都是空穴来风，其中必有一些历史真实的影子
，我们的考古学探索可以从中得到一些有益的启示。
其二，运城盆地的考古工作既有一定基础，又相对薄弱。
通过从前几处遗址的发掘，以及周边地区的许多考古工作，已在包括运城盆地在内的整个晋南地区建
立起较完整的考古学文化发展谱系，这是在该地区开展聚落考古的一个重要基础。
但另一方面，此前在运城盆地又缺乏系统的聚落考古工作和研究，也缺乏与国家和文明起源相关的重
要遗迹现象的发现，正是这些不足形成了本课题学术指向的生长点。
其三，运城盆地南侧有一咸水湖——盐池(又称解池)，有史以来即为中国内陆重要的盐业产地；横亘
于盆地南部的中条山脉蕴藏着丰富的铜矿资源，最晚至夏商时期可能已经加以利用。
这些重要的战略资源究竟早到何时开始被利用和控制，其在本地区文明化进程中究竟扮演了什么角色
，这也是我们尤感兴趣的一个问题。
其四，本课题组的主要成员曾长期在与运城盆地相邻近的垣曲盆地从事考古工作，熟悉晋南地区史前
及先秦时期的文化面貌；而且通过在垣曲盆地实施的聚落考古调查和研究，为运城项目的开展积累了
一定的经验。
 本课题的主要目的是要通过聚落形态的研究，来揭示运城盆地从新石器到早期青铜时代社会形态变迁
的过程，或说社会复杂化发展的过程，并重点探讨龙山时代前后社会结构的特征与变化，从而确立本
地区在早期国家和文明形成过程中所处的地位和所起的作用。
 按照我们的设想，要达到这样一个目的，或者说在此方向上有所推进，需要点面结合的考古工作，即
调查与发掘相结合。
具体的实施路线是，首先在运城盆地内选择某一流域或区域进行全覆盖式区域系统调查(即拉网式调
查)，争取最大限度地发现并详细勘察史前到早商时期的遗址；然后，在此基础上选择一处龙山时期或
前后的遗址进行较大规模的重点发掘。
期间还可以对几处遗址做小规模的试掘。
这样便可分别在宏观与微观的层面上进行系统的聚落分析。
另外需要说明的是，之所以将调查的年代截至在商以前(本地区晚商遗址极少见，故截止到早商)，而
没有扩展到两周或秦汉时期，主要因为那样一来工作量就会成倍增加，难以在预期时间内完成调查任
务，故此只好有针对性地缩短年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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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课题实施的初期，我们很快选定了运城盆地东部作为田野考古工作的地域。
我们所圈定的调查区域，其南、北、东三面为中条山、峨嵋岭所环绕的自然边界，西边则以运城市区
至临猗县城的公路为界，总面积约1500平方公里；主要涉及绛县、闻喜、夏县、临猗和运城市(盐湖
区)共五个行政区县。
在这样划定的一个范围内我们进行了全覆盖拉网式调查，这也正是我们按计划用近三年时间完成的系
统调查的区域。
运城盆地西部由于时间、人力和财力的限制已无法囊括在本课题中，只好寄希望于将来的工作。
 运城盆地中东部有一道东北—西南走向的低矮岗丘——鸣条岗(彩版四)，使盆地东部南北相隔。
鸣条岗东北端起于涑水河的支流沙渠河，向西南延伸至盆地的中部逐渐消失，全长约40公里；其北侧
较陡峭，南坡则较舒缓。
鸣条岗以北为贯通盆地全境的涑水河(在永济县境内经伍姓湖注入黄河)，鸣条岗以南有一条小河青龙
河，主要流经夏县境内(此河在20世纪50年代曾经有所改道)。
另外值得一提的是，在运城盆地的南部、运城市区的南侧有一狭长的咸水湖——盐池(彩版五)，自古
就是一个重要的内陆产盐区。
在盐池的北侧有一条人工修筑的水渠，为北魏正始二年(505年)所凿，隋大业元年(605年)都水监姚暹主
持整修疏通，故后人称之为姚暹渠。
该渠大部如长堤般绵延横亘于地面之上，排除洪水，保护盐池；这条水渠因拦水而造成的泥沙淤积对
其附近的微地貌环境当有一定的影响(彩版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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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运城盆地东部聚落考古调查与研究》由文物出版社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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