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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杨肇清考古文集》选编了杨肇清先生42篇考古学研究论文，可分为史前篇、夏至汉篇、综述篇、书
序和其他篇。
内容涉及新石器时代考古研究和综述研究、夏至汉及其他方面的考古研究等，其中主要是利用考古学
资料对河南原始社会的生产工具、生产状况、文化分期、社会性质、文明的起源与形成等方面进行了
研究，有一定的深度和广度。
对商代二里岗期青铜铸造业和豫东汉画像石的研究都有见解。

《杨肇清考古文集》适合考古学、历史学等学科的研究者和爱好者参考、阅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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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   插图：   石铲是裴李岗文化中常见的器物的一种，其形制有早晚不同之分。
例如：莪沟北岗早期出的石铲，以从顶端到刃部作宽窄一致的长条形为主（占同期的54％）；晚期的
此式石铲仅占53％。
上窄下宽条形石铲早期占27％，晚期则占33％。
有肩石铲早期占19％，晚期占13％。
说明上下宽窄一致的长条形石铲是裴李岗文化的主要器形，但从早到晚比例逐渐减少；上窄下宽的石
铲由早到晚比例逐渐增加；有肩石铲则也在减少。
在河南平原地区发现的属于裴李岗文化遗址就很少出土上下宽窄一致的石铲，而多是上窄下宽的石铲
。
在磁山少见长条形石铲，也少见两端弧形刃石铲。
它以上窄下宽弧形铲为主，有肩石铲也极少。
这种现象与裴李岗文化晚期相同。
 石斧在裴李岗遗址中数量少而器形小，多是上窄下宽的扁圆体石斧。
这种上端弧形顶、上半部磨制光滑细腻的石斧可能是直接握在手中使用的手斧。
磁山的石斧数量多而且器形较大，多长条形和长方形，上端有束柄使用的痕迹，在使用方法上具有进
步的性质，很明显这是由于生产发展的需要，促使生产工具得到了改进。
 骨器在裴李岗文化内涵中极其少见。
骨器的制作也较粗糙。
磁山文化的骨器数量和品种较多，制作精致，其中有各种形式的镞头，有捕鱼用的骨镖，有纺织用的
梭刀、梭针、织网用的网针、缝纫用的骨针以及从事手工业用的骨凿等。
从这些生产资料的遗骸看，磁山遗址的居民不仅有发达的原始农业和渔猎业，也有比较发达的纺织、
编织等手工业。
从出土的生产工具观察，裴李岗的比磁山的古老些。
这种现象证明拥有磁山文化的人们在生产领域比裴李岗文化居民宽广些、进步些。
 磁山遗址已发掘的灰坑有五百六十八个，其中八十余座有粮食的炭化遗存，有的炭化粮食厚一米。
可是裴李岗遗址的灰坑数量少而容积小，未有发现过炭化粮食的遗迹，这种现象证明裴李岗的原始农
业比磁山落后。
 有的同志认为磁山早于裴李岗文化的依据之一是：裴李岗打制石器占的比例较少，部分石器制作精致
，通体磨光，棱角规整。
我们认为这种观点值得商榷：第一，打制石器比例的多少不能作为早晚的依据，而应以哪些器物是打
制的来作为判断它们早晚的标准。
在仰韶文化中的半坡、庙底沟、下王岗早一期打制石器的比例是较高的，也并不因此就证明它们的年
代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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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杨肇清考古文集》对河南二十世纪考古的发现与研究进行了介绍，涵盖了作者对河南密县莪沟北岗
新石器时代遗址等史前遗址的研究。
《杨肇清考古文集》适合考古学、历史学等学科的研究者和爱好者参考、阅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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