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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报告系周原遗址2002年度田野考古发掘报告，分为上、下两编，分别收集了扶风齐家制块作坊遗址
及岐山礼村先周遗址的发掘资料。
上编之前另辟“绪论”，专述周原遗址考古工作的简史与报告编写体例。
    齐家制块作坊遗址是我国迄今为止发现的唯一一处西周时期的专门生产石块的作坊遗址。
报告全面系统地公布了本次考古发现的遗迹与遗物，以统计表格的形式详细公布了所有与石块生产有
关的信息。
鉴于周原遗址作为周人故都的特殊性，齐家制块作坊遗址的大规模考古发掘，将为推动西周时期大型
聚落内手工业生产形态的研究及三代时期手工业生产的性质、生产者的身份与地位、生产技术和生产
组织，乃至周原聚落的布局与性质等重大问题的探讨起到推动作用。
    先周晚期遗存的发现是礼村遗址发掘最为重要的收获，属周原遗址首次发现。
周原遗址是探索先周文化的核心区域，但以往有关先周文化的资料却十分缺乏，尤为缺乏灭商前夕先
周最晚段的遗存。
礼村LH8等先周单位的发现，成为判定周原遗址内更早的商时期文化遗存性质的基点。
    本报告适合商周考古、先秦史、青铜器研究人员及大专院校相关专业师生阅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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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插图：（1）第一章主要介绍齐家制块作坊遗址考古发掘的背景与目的，包括工作缘起、地理位置与
发掘概况、发掘区域周边以往考古工作简史、此次发掘预期的学术目标及资料整理经过等。
（2）第二章介绍发掘区域的堆积状况与层位关系，公布了发掘区域揭露的主要遗迹及其关系。
（3）第三、第四章刊布资料，分为居址遗存与墓葬两部分。
每章内又分为综述、分述及分期断代三节：居址综述部分分为遗迹与遗物；分述部分按照发掘时各类
地层单位的顺序编号逐一详尽介绍，各类表格、线图随文插入编排，彩版、图版附于正文之后，其号
码出现于正文相应位置，便于检索与对照；各章各另辟一节作为小结，划分遗存期别、总结各期特征
及判断年代。
（4）第五章为结语，在梳理分析材料的基础上，对相关问题提出初步认识，全面概括此次发掘所取
得的主要收获与学术意义。
（5）在上述基本体例之下，考虑到有些材料的特殊性，故在编写体例上做了一些特殊处理。
本次发掘出土的制块工具、制块废料及其他小件等随遗迹单位逐次以表格形式公布，其分类与统计标
准在综述中进行说明。
石块残次品、圆陶片等在正文中仅公布数量，有关典型标本制成表格附录于文后。
陶文与刻划符号等放置在居址分述部分随遗迹单位逐次介绍，文后附录统计表格。
（二）下编——礼村遗址下编的体例在原则上同于上编，但由于礼村地点属于试掘性的小规模发掘，
资料丰富程度远不及制块作坊，故在编写中体例稍有差异。
本编分五章，工作概况、地层堆积与层位关系分别为第一、第二章。
第三章介绍居址遗存。
第四章介绍墓葬。
每部分不再设置综述内容，仅采取分述的办法，按照单位详尽介绍材料。
最后一章为结语，总结此次发掘的主要收获与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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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记

周原是西周王朝的发祥地之一，也是西周王朝的政治和文化中心之一。
肇始于20世纪40年代的周原考古工作，迄今已有60余年的历史，凝聚着数代考古学家的智慧和心血。
鉴于周原在西周考古与历史研究中所具有的特殊地位，周原遗址的考古工作一直以来都备受学界关注
。
在1976年周原遗址首次大规模发掘20余年之后，1999年，陕西省考古研究院、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
及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三方联合组成周原考古队，对周原遗址展开了持续5年的大规模科学发
掘。
发掘工作取得了重大收获，不仅推动了周原遗址商周时期考古学文化编年体系的建立，也为了解周原
遗址先周与西周时期文化遗存的布局与聚落形态等问题提供了重要信息。
参加周原考古队的人员有：陕西省考古研究院王占奎、曹玮、孙周勇、种建荣、孙秉君、程蕊萍、肖
健一、段毅等；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刘绪、徐天进、雷兴山、孙庆伟等；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
所王巍、徐良高、宋江宁、付仲杨、唐锦琼等。
本报告系周原考古队集体成果之一。
报告收集了2002年度周原遗址的考古工作成果，年度领队为陕西省考古研究院曹玮。
参与发掘的人员有陕西省考古研究院曹玮、孙周勇、种建荣、王占奎及技术工人齐东林、史浩善、李
永忠、任涛、许应岐等。
参与报告编写的有曹玮、孙周勇、种建荣、王占奎及雷兴山。
各章节撰写分工如下：绪论，上编之第一章，第二章，第三章，第五章第一至第三节、第五节由孙周
勇执笔；上编第四章由种建荣、曹玮执笔；上编第五章第四节由种建荣执笔。
下编礼村遗址由雷兴山、王占奎执笔。
《周原新出甲骨文研究》由曹玮执笔。
附表及英文提要由孙周勇执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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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周原:2002年度齐家制玦作坊和礼村遗址考古发掘报告(套装上下册)》由科学出版社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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