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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收录的论文，大多数研究成果来自实际工作。
许多作者从小题目入手，深入研究，试图找到新的突破，令人耳目一新。
我们从中既可以看到稳扎稳打的敬业精神，也显露着清新而富有朝气的探索气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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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论探索
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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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   插图：   二 分期的依据 从文化层位学的理论我们知道，土色土质是区分层位的基本方法。
一个遗址的同一文化层，因形成条件（无论是自然的或人力的）相同或基本相似，其土色土质是相当
近似的，反之不同文化层的土质土色就有差别。
而庙底沟仰韶堆积的分层在某些区是表现得很明显的。
例如T1区的第三层又可分两小层，3A层，土是灰色，质松软，3B层，土呈红褐色，质较硬。
又如，T500区的第三层，土呈红褐色，质松；在其下面压着的灰沟红土，质较硬。
像这样土质土色差别明显的层次当不会是同一阶段堆积的，这便是从地层叠压关系讲的分期依据。
 据地层打破规律，凡是被打破的地层或遗迹一定早于打破的。
仰韶各单位之间打破关系，在有些区域非常复杂。
例T300区发现灰坑83个，有的单位依次连锁打破五次。
由此可知，庙底沟仰韶文化遗存应是在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形成的，这是第二个分期依据。
 型代表深化序列，式代表深化序列中的发展阶段，而庙底沟仰韶文化的遗物型式相当复杂，同属于一
类的器物，往往有许多不同的型式。
例如，碗有五型十式，盆有五型二十八式等等。
况且查对一下各种器物的出土单位就会发现每一单位同一类器物的式别每每相同，或者至多可找到两
式相互共存的情况。
作为一个单位，时间是短暂的，既然在一段较短的时间内，文化遗物表现出单纯的面貌，那么整个遗
址所呈现的复杂情况，应该是由于不同时期的遗存合并在一起的缘故。
这是第三个分期的依据。
 据此，我们可以选具有典型意义的地层关系作为分期的依据（选取典型作为标准是进行考古学分析的
常用方法），但遗憾的是原报告对地层的介绍，涉及出自地层的器物没有注明层次，对有打破关系的
各单位没有充分发表其器物，使分析遇到困难，故只能从较多的打破关系人手。
因为可资利用的打破关系计有13组之多，关涉单位达24个，其中有些单位发表的器物类别和数目都较
多，这易使得分析能够得到多方面互相印证。
这成为分期探索的第一个出发点。
在整个13组打破关系中，仅有两组是打破单位与被打破单位发表了属于同一类别的器物，因而可以进
行直接的比较，其余11组发表器物，均不属于同一类别，为使这一部分关系能够被充分利用，就必须
先与其他发表器物较多的单位进行间接比较。
这涉及了考古学方法中的打破共存关系定律。
 打破共存关系定律认为，假使甲被乙打破，二者各发表一件器物，而且类别不同，丙和丁没有相互打
破关系，也不与甲乙发生打破关系，然而各有两件器物，丙有一件与甲完全一样的器物和一件与乙器
物类别相同，只是形制细节有所不同，丁有一件与乙完全一样的器物和一件与甲器物类别相同，也只
是形制细节不尽相同。
拿丙与丁相比，就能够得知甲乙两个单位中出土器物的发展序列，同时借甲、乙的地层关系，可确定
丙、丁两个单位的早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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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2011年山西博物院学术文集》由山西博物院领导和各部门给予了充分的关注，学术委员会与作者们
数度交流修改意见，终于定稿。
编辑过程中，文物研究中心和发展部的同志们倾注了许多心血，做了大量细致辛苦的工作。
正是由于他们的努力，《2011年山西博物院学术文集》得以顺利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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