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摆在我们面前的这部《北京考古志》 巨著的内容，是经考古调查、勘探和发掘所确认的考古

遗存，一般来说，可称之为 《北京文物志》。 但主编者或许是强调考古工作对认识这类考古遗存

的考古学的作用，或许是认为"文物"这词的含义广于考古遗存，故称之为 《北京考古志》。 要知

这一 《北京考古志》讲述的内容，也就是北京市的考古遗存。

摆在我们面前的这部 《北京考古志》巨著，依如下四个层面进行编写。 这四个层面，就是这

书的编写体例。

一是依北京市行政区划分卷，共计 16大卷。

二是每卷依"概述"、J4"‘遗址

二层面。

三是在"遗址"、

四是在上述第三层面之下，再对所属考古遗存作出分述，构成第四层面。

除上述四个层面之外，还配备了图、照片和衰。 这样，可谓条块清晰，资料翔实，充分地表述

了考古调查、勘探和发掘的成果。

摆在我们面前的这部 《北京考古志》巨著，除了上述学术硬件外，还有软件，这就是各卷中

的"概述"和"考古研究"。 因为我一贯提倡学术自由，故在此不予以评论，但我认为: 一是觉得

有这些内容总比没有这些内容好;二是我相信各位著者总会认真对待这事，总会力图尽量地表

述自己的研究成果，这当是一人之言，当有他自己的考虑，对学术研究，总会具有一定的参考价

值; 三是有了这软件，尤其是有了那些硬件之后，学术界还可进行自由讨论。 要知只有通过自由

讨论，学术才能走向繁荣和发展。

摆在我们面前的这部 《北京考古志》巨著，有着这样的作用

一是定将起到保护文物的作用。 将这些文物以 《北京考古志》 的形式公之于世，将有利于文

物行政部门，依照 《中华人民共和国文物保护法》这部大法，保护好文物，也将促使有关部门严

格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文物保护法》这部大法，在这部《北京考古志》公布的文物所属地段及

其周围策划动土或搞建设之前，认真考虑是否可在这里，和怎样以及如何在这里动土或搞建设。

总之，这部 《北京考古志》巨著之公布，穷实了北京市文物保护的基础。

二是也穷实了北京市考古学研究的基础，将推动北京市考古学的研究。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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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是将上述两者连接起来，北京市的考古学研究将可得到持续的发展。

总之，这部 《北京考古志》 巨著之作用，不可谓之不大 !

摆在我们面前的这部 《北京考古志》 巨著，是全国文物考古工作的首创。 我诚恳热切盼望全

国文物考古研究单位予以效法推广这项可誉之为文物保护和考古研究的基础工作。

f及各党委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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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有史，邑有志" 。 中国自古以来就有编修史志的传统， 三千多年来代代相承，使得中国

成为世界文明古国中唯一的历史记载不间断的国家。 方志作为一种记述特定时间和地域某一

个方面或各个方面情况的资料性文献，是传承和彰显地域文化的一种重要载体，具有浓郁的地

方特色。

古都北京历史悠久、文化灿烂，有着深厚的文化积淀，形成了独特的历史文化魅力 。 在挖掘

北京历史文化名城的文化内涵、丰富首都城市的独特魅力方面，北京的考古工作者作出了自己的
, 

贡献。

从 1927年周口店遗址的试掘开始经过八十多年的努力特别是最近二十多年卓有成效的

工作，北京地区的考古工作已取得极其丰富的成就，发现并发掘了大量上至史前、下至明清时期

的各种类型的遗址、墓葬等遗存。 这些遗存广泛分布于北京的各个区县，是北京考古工作的重要

收获，建立了北京地区的考古文化序列，见证了北京从最初的原始聚落发展到集中国传统文化之

大成的明清皇城的沧桑巨变。 周口店遗址揭开了北京地区人类历史的序幕，琉璃河遗址见证了

北京古城建都3 000年的历史，镇江营与塔照遗址、丁家洼遗址、前后朱各庄遗址等是北京地区

具有代表性的燕文化的遗存。 延庆玉皇庙文化是一支以直刃匕首式青铜短剑等青铜遗物为代表

的富有典型山戎文化特色的独立的考古学文化。 门头沟东胡林墓葬发现的保存完好的古人类遗

骸填补了北京地区自山顶洞人、 田园洞人以来人类发展史的一段空白 。 平谷区发现的上宅文化

是迄今确立的北京地区最早的有原始农业萌芽的史前文化。 昌平张营遗址是北京乃至燕山南麓

地区发掘面积较大、内涵较为丰富的一处青铜时代遗址，为研究燕山南麓特别是北京地区早期青

铜文化的类型与谱系提供了翔实资料。 昌平白浮村西周木棒墓随葬器物中的鹰首剑、马首剑、鹰

首刀、铃首匕等直刃匕首式青铜短剑以及管签戈等的形制具有强烈的北方草原青铜文化的特

征，体现了中原青铜文化与北方青铜文化在北京地区的相互影响。

西城区发现了大量的分布密集的战国至西汉陶井群，说明今宣武门到和平门一带是汉代到

城的城区所在。 丰台区大藻台 1号墓是目前国内发现的最大的西汉时期的"黄肠题凑"墓，为研

究汉代贵族的丧葬礼制与墓葬形制演变提供了重要的实物资料。 石景山区西晋华芳墓中出土的

墓志说明，西晋时期商城的西垣当在今会城门村稍东一带，进一步印证"到丘"处发现的残破城

址即西晋商城。 丰台区史思明墓与房山区唐归义王李诗及其妻合葬基的发现，为研究唐代的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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镇与羁麽州制度提供了史料。 ~ 

门头沟龙泉务窑是现存唯一一处从辽代早期到辽末金初延续最完整的制瓷手工业遗址，证

实了辽代陶资手工业的中心在辽的燕京地区，进而说明辽南部地区(燕云十六州)是辽代经济的

中心。 大兴塔林遗址是国内迄今为止发掘的最大规模的塔基遗址，该遗址印证了辽燕京地区佛

教的发展和寺院的兴盛。 丰台区发掘了金中都南城垣的水关遗址，首次获得了金代水利工程的

建筑实物，填补了我国历史上金代水关建筑缺失的空白，同时也以实物资料印证了金中都南城垣

的准确位置、走向以及部分河道的分布，丰富了我们对金中都都城建筑及工艺水平的认识。 对金

陵遗址的调查、发掘工作，填补了中国历代帝王陵墓考古的缺环，对研究金代陵寝制度以及金代

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状况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

西城区元大都和义门瓮城城门遗址中发现的门站石上的铁"鹅台"，是考古发现中仅见的实

例，与 《营造法式》上记的大型板门的铁"鹅台"形制完全一样。 东城区玉河遗址发掘出的明清

时期河道泊岸及东不压桥遗存，是北京中心城区唯一的古河道遗存，是研究北京历史水系规模

流向变迁的实证。

北京独特的历史地位造就了北京独特的文化魅力，而北京的方志则真实记录了北京历史发

展的轨迹。 北京地区现存的各种旧志多达百余种、千余卷，新编方志己出版300多部，成为北京

地域文化的载体，为人们从不同角度认识北京提供了难以比拟的资料，在诠释北京历史文化名城

的独特文化内涵、传承弘扬北京历史文化方面具有重要作用。

文献资料与考古资料构成了研究北京历史文化的两翼，但目前尚无一部反映北京各区县考

古工作和考古遗存情况的志书。 为此北京市文物研究所秉承编史修志的优良传统，组织编撰

了 《北京考古志}，采用方志体例，依北京市现行的十六个区县分卷编篡，以卷统志，各卷中按考

古遗存类型及研究分章各章中按历史时段分节，节下再以遗存类型分目，对北京各区县的考古

工作进行了认真梳理，全面、系统地反映了北京考古工作取得的成果，详细地记录和保存了北京

自有考古工作以来各区县的各类考古遗存资料。 该志书记述时间跨度大，内容全面丰富，图文并

茂，既揭示了区县历史文化发展的共性特点，也体现了各区县独特的地域文化面貌，完整勾勒出

北京地区考古文化的特有内涵和面貌特征。

《北京考古志》作为一部专门反映北京考古工作的大型志书，既能为深化北京地区的考古研

究提供基础资料也能为保护北京历史名城及古都城市历史遗迹提供历史借鉴和现实依据，同时

还能以考古资料证文献之真伪，补文献之阙如，纠文献之不足，为北京史及其他学科的研究积累

了大量实证资料。 凭借各种考古资料，史学家可以重建和不断丰富北京地区文化发展的历史，充

分发挥方志"资治 、教化、存史"的功能。

本书是北京市文物研究所的集体科研成果，享有全部著作权。 宋大川作为主编，策划了本

书的选题，审定了本书的文稿;朱志刚作为常务副主编，负责本书的组织、联系 、协调 、 实施、出

版以及日常工作;程利与王燕玲负责本书各卷的考古遗迹图的制定工作;盛会莲负责本书的秘

书及事务工作;本书各卷由李伟敏、盛会莲、 王燕玲、张利芳、朱志刚、程利著。

著名考古学家张忠培先生为本书作序，这是北京市文物研究所的巨大荣誉。 不愤不启，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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啡不发。 先生对本书的评价，激励着我们不断开拓学术视野，凝炼深邃的考古学文化认识，提升

南丰富学识素养，百尺竿头，更进一步。

编篡 《北京考古志》是北京考古工作者的职责与义务，也是一项学术创新，但这一工作只是

基于前人基础所作的新的尝试。 不积睦步，无以至千里。 社会就是在不断的尝试和创新中发展

进步的，学术研究也唯有如此才能打开更广阔的空间。 本书还有许多不足之处有待进一步探讨

和深化，敬祈方家学者，多多教正。

宋大川

二0一二年五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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凡例

一、本志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和方法，实事求是并比较全面、 翔实、系统

地记述北京地区考古遗存的调查、勘探、发掘及研究情况。

二、 本志记述的时间上限追溯到北京有考古工作之始，下限原则上止于 2011 年年底。

三、 本志记述的地域范围为2011 年北京市行政区辖域范围某些分志依其特定业务范围

记述。

四 、 本志按北京市现行的十六个区县分卷编篡，以卷统志。 各卷前设概述末设附录。 卷

中按考古遗存类型及研究分章，各章中按历史时段分节，各节下再以遗存类型分目 。

五 、 本志收有北京市考古遗存分布图 、各区县考古遗存分布图 、各遗存位置示意图 、各遗存

遗迹分布图及大量的遗存平剖面图和照片等图和图版。

六 、 本志在全面记述北京地区考古遗存的同时，也注意记述学界对考古遗存的研究及认识

情况。

七、 本志纪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前采用中国历史纪年(同时括注公元纪年 )，其后采

用公元纪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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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述

平谷区位于北京市东北部，西南距城区70千米，南与河北省三河市为邻，北与密云接壤，西

与顺义交界东南与天津市前县、东北与河北省兴隆县毗连总面积 1 075 平方千米，东、南、北三

面环山，山区、浅山区、平原各占 1/3 。

平谷历史悠久，源远流长。 早在 10万年前这里便有了人类生存的遗迹，马家坟、海子、沫水

等十余处旧石器时代文化遗址出土的石器，如双刃刮削器、单刃刮削器、双台面石核等，充分说

明平谷地区已经进入了旧石器时代晚期。 上宅、北捻头出土的大量石器、陶器、房屋基址，说明

在7000年前平谷的先民已从事农业生产，过上了定居生活。 以上宅遗址为代表，沟河流域形成

了一种独具特色的新石器时代考古学文化一一上宅文化。

夏商时期，平谷属古燕国。 刘家河墓葬出土了一批重要的青铜器与金器。 青铜器中，小方

鼎、旋纹圆鼎、高、善、盏、商等器物与中原铜器类似，属于殷墟文化，这表明晚商时期的古燕国与

中原文化交流密切。 遗址出土的金器极具地方特色。 另外铁刃铜绒的发现证明当时的人们对

铁的性质有了初步认识。

西汉时，汉高祖十二年(前 195年 ) 始建平谷县，属渔阳郡，县治在今山东庄镇大、小北关村

南。 后元二年(前 87年)，汉武帝死，遗诏封大司马、大将军霍光为博陆侯，今北城子村东古城遗

址即为霍光封地博陆城。 西汉中期县内设盐官。 西汉末期，古北口外的滑盐县迁治于博陆城

( 东汉明帝时改名盐田县，后废人平谷县)。 西汉末年，王莽夺取帝位，阶级矛盾激化，北方成为

农民起义活动区。

东汉时，平谷县迁治于今平谷县城处。 西晋初，省平谷县，地属燕国游县。 后赵，复置平谷

县，县城迁至今通州北小营村隶属渔阳郡。 北魏时，省平谷人满县。 要阳县由北内迁，城址在

今镇罗营乡上镇村。 东魏省。

隋时平谷地区属无终县。

唐武德元年 ( 618年)，设平谷为大王镇属檀州密云县。

后唐清泰二年( 935年 )， 石敬瑭割幽、燕十六州于契丹，大王镇属契丹。

金天会三年 (1125年)，金兵破檀州、商州至三河，又破宋军于白河，大王镇属金。 金大定

二十七年 ( 1187年 )， 升大王镇为平峪 ( 同谷 ) 县，恢复平谷县建置，隶属商州渔阳郡。 金明昌四

年( 1193年)重修双泉院，金章宗携王妃、公主秋弥驻于院内。 翌年又于双泉院避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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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贞佑元年( 1213年 )，元兵入古北口，下檀州 、 顺州、商州，平谷县归元。 元至正十八年

( 1358年)农民起义军红巾军东路首领毛贵挥师北伐，进入河北，攻克商州、三河、平谷，威逼

大都。

明初洪武年间，修筑镇罗营、北水峪 、 南水峪 、 熊儿寨 、 鱼子山长城。 永乐年间，继续修

筑峨崛山 、 黄松峪 、 黑水湾 、 彰作、将军关长城。 期间，平谷先属北平府到州，后改属顺天

府前州 。 崇祯十一年( 1638 年)，清兵从密云墙子岭入关，后连克古北口 、 将军关，攻克平

谷城 。

清初袭明旧制。 康熙二十七年 (1688 年)设顺天府四路同知后，平谷县属北路厅管辖。 乾

隆八年( 1743 年)由前州属县改为直属顺天府。

辛亥革命后，民国三年 (1914年)，顺天府改京兆特别区，平谷为京兆属县之一。 民国十七

年 (1928年)废京兆，平谷县改隶河北省商州道。 民国二十一年 (1932年) 9月，在河北省建商

密行政督察专员区，平谷属之。 民国二十四年 (1935 年) 11 月，殷汝耕成立伪"冀东防共自治

政府"，辖22县，平谷为其一。 民国二十七年 (1938 年)，隶伪"河北省冀东道"。 民国二十九年

(1940年)又改属"燕京道"。

抗日战争时期，平谷为八路军的联合县所辖。 1945年，平谷县城解放。 1949年 8月，属河北

省通州专署。

1958年 3月，通县专区撤销，平谷县改属河北省唐山专署。 同年 10月，划入北京市。

平谷县自汉高祖十二年设县以来，历经两千余载。 其间，县有撤并，境域多变，然县名一直延

续至今。 正如民国二十三年《平谷县志 》撰写者王兆元所说:"自古建置都邑，必因山河之形势。

平谷南、东、北三面环山，层峦叠峰，资为屏藩。 沟水、法H河映带左右萦回境内，汇于西南，淘天然

之疆界。 设置县治，远在汉初，造隋唐以迄有明，虽屡裁省，旋仍置县，其终不得而易者，形势使然

也。"有人曾戏言，平谷县的县名就是文物。

新中国成立以后，随着各项工作的恢复与发展，平谷境内的考古工作也开展起来。 20世

纪 60年代至80年代初是平谷区考古工作的起步阶段。 60年代，在第一次全国文物普查工作

中，平谷区初步摸清了境内地下文物遗存，同时期也开展了正式的考古发掘工作。 1959年，在

西柏店和唐庄子村两地清理发掘了 15座东汉至魏晋时期的墓葬，其中出土了一批魏晋时期的

文物，是当时北京地区的新发现。 1977年，发现了刘家河青铜器墓葬，随后北京市文物管理处

于 1979年对刘家河遗址进行了勘探试掘[ 1 ]。 刘家河青铜器墓中出土的一批珍贵文物，时至

今日，依然是北京地区商代墓葬的代表器物。 同年，还在山东庄镇西沥津村清理了 2座唐代墓

[ 1 ] 北京市文物工作队: <北京平谷刘家河遗址调查>， <北京文物与考古> ( 第 3辑 )， 1992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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葬，出土有陶三彩罐、瓷器、铜镜等，后又发现十余座辽金时期的砖室墓。 1983 年，在平谷张岱

材发掘清理了 1 座东汉画像石砖室墓。

20世纪 80年代中期至 2000年是平谷区考古工作的发展阶段。 1984年，在进行第二次

全国文物普查时，平谷区发现上宅遗址、北捻头遗址，引起了各级领导和专家学者的极大关

注 。 1984 年、 1985 年，由北京市文物研究所(其前身为北京市文物工作队)和平谷县文物管

理所组成的考古队，对北捻头和上宅两处遗址进行了正式发掘，发掘面积三千余平方米，出

土器物数千件大大丰富了北京北部地区的新石器文化内涵。 1997年，北京市文物研究所又

对龙坡遗址进行了考古发掘这丰富了北京北部地区晚商至西周早期的文化序列。 长城遗址

的调查也是这一时期的重点， 1984年至 1985 年，文物局拨出专款对北京市境内的长城进行

航空遥感调查，经调查得知，平谷区境内的"将军关一墙子路"段长城保存较好。 90年代初，

北京市文物研究所和中科院古脊椎所联合对北京境内的旧石器遗址进行了调查，在平谷地

区发现了属于旧石器中期的马家沟遗址和一批属于旧石器晚期的遗址，如上堡子遗址、罗汉

石遗址、刘家沟遗址 、 马家屯遗址、海子遗址、沫水遗址 、 小岭遗址等[ 1 ] 。 80年代中期至 90

年代末，在各类基建施工中，发现汉唐至明清时期的墓葬数处。 1984年，在东高村镇西高村

北发现 1 座金代石棒木棺墓，出土了铜镜、铜带扣、双鱼瓷盘、瓷碗 、 白玉环、水晶球等一批文

物，根据墓志得知墓主人为金代横海军节度使巨构。 1991 年，在金海湖罗汉石村发现 3 座

清代墓葬，出土有金器、青花瓷瓶、铁剑、墓志等，根据墓志记载，此地为清代祖谧玉家族墓

地。 1993 年和 1994年北京市文物研究所对云峰寺明清墓葬区进行了考古工作发现明清

时期墓葬两百余座。 1997年，北京市文物研究所对金海角开发区进行了考古勘探及发掘，发

现明清墓一百余座，收获了一批明清时期的陶、瓷器。

2000年以后随着北京市基础设施建设的大规模兴起平谷区境内的考古工作大规模开展

起来。 2006年，对平谷区北山路工程进行了考古勘探，并发掘了汉代墓葬 12座、陶窑 4座，出土

了一批汉代陶器，另外，汉代铜刀的出土对研究汉代铜器铸造工艺具有较高的价值。 2006年，对

花峪长城进行了发掘，初步推断该段长城为明代修建的一处隘口 。 同年还对兴谷开发区河道治

理工程进行了考古勘探，并发掘了西汉墓2座 、东汉墓 14座、明代墓5 座，出土铜 、铁、石、 陶等文

物两百余件(套);同时对兴谷开发区杜辛庄遗址进行了考古勘探?并发掘了汉代墓葬 17座 、汉

代陶窑 12座、明清墓葬 12座，其中发掘的汉代土扩竖穴木棒墓是北京地区继大藻台汉墓、老山

汉墓以来，第三次发现的汉代木棒基，为北京地区汉代考古学的研究增添了新的资料。 2006年

至2007年对京平高速公路工程进行了考古勘探并发掘了汉代陶窑 2座 、 汉代墓葬 1 座、金元

墓葬 8座 、 明代墓葬3座，出土了一批具有考古价值的文物。 2008年，在平三路扩建工程中又发

掘出明清墓葬 15座。 这一时期还出版了 《杜辛庄遗址》、《平谷汉墓》等考古报告，其他考古发掘

工作也都发表了相应考古简报、考古消息等。 考古发掘项目密集与学术研究成果显著是这一时

期考古工作的主要特点。

[ 1 ] 郁金城、李超荣! ~北京地区旧石器考古的新收获~， ~北京考古集成~，北京出版社， 2000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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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史前时期遗址的发现与研究
史前时期包括旧石器和新石器两个时期。 平谷区境内发现的旧石器文化代表性遗存有属于

旧石器中期的马家坟遗址和属于旧石器晚期的罗汉石 、马家屯 、上堡子、 刘家沟 、海子、 诛水、 小

岭、豹峪、 甘营 、夏各庄和安固遗址[ 1 ]。

20万至 10万年前，北京地区进入旧石器时代中期。 平谷区境内发现的属于该时期的遗址有

位于平谷县东部约 21 千米处的马家坟遗址。 该遗址的文化遗物均出于红石坎河右岸的第二级

阶地上，其中有石制品 19件，地面采集了 7件。 石制品多为小型石片石器，器形均为刮削器，长

度在40毫米以下。 石器原料以安山岩为主，也有脉石英、石英砂岩和;隧石。 打击方式以锤击法

为主，偶见砸击法。 加工石器的素材均为石片。 石器的第二步加工比较精细，多为向背面加工。

这些特征与华北地区"周口店第 1 地点一峙峪系"相似，应归为该文化系统。 虽然该遗址的打击

方法与北京人中后期流行的砸击法不同，但石器类型、 尺寸、加工技术均与前者有联系，和晚期

的山顶洞人石器也有关系实际上处于承上启下的位置[ 2 J 。 马家坟遗址属于北京地区旧石器中

期出土器物较为丰富的一处遗址对研究北京地区旧石器中期文化具有重要意义。

10万至2万年前，人类发展史处于旧石器时代晚期。 平谷区境内发现的属于该时期的遗址

有罗汉石、 马家屯、上堡子、刘家沟 、海子、诛水、小岭、 豹峪、甘营、夏各庄和安固等遗址。 遗址

分布广泛。 发现的遗物均为石器，以石核、 石片、刮削器为主。 与中期相比，石器制作工艺有了

较大提高，主要表现为对石器原料的取舍、细石器的出现、石器种类的多样化等。 平谷区是北京

地区目前发现的旧石器晚期遗址数量最多的一个区。

平谷区境内发现的新石器时期的代表性遗存有上宅遗存、北捻头房址遗存和铜石并用时代

晚期的刘家河Hl 遗存，年代在大约距今9000年到 4000年之间 。

上宅遗址位于平谷县城东北 17千米处、金海湖镇上宅村西北，处于沟河旁的二级台地上。

据发掘者赵福生 、郁金城等人的介绍，其新石器时代文化层的遗存可分为三期[ 3 ]。

上宅早期遗存属于新石器时代中期，绝对年代约为公元前6000年至公元前5200年。 陶器

仅发现夹粗砂黄褐陶筒形罐。 陶罐外壁有"三段式"纹饰，上段饰压印旋纹，中段饰压印点纹

(或加旋纹 )， 下段饰网状压印纹或刻划纹。 上宅早期的三段式纹饰筒形罐与兴隆洼一期同类器

相近，属于兴隆洼文化早期。

上宅中期早段遗存和北捻头房址遗存属于稍晚的新石器时代中期，绝对年代约为公元前

5200年至公元前5000年。 陶器多为夹砂褐陶，还有少量粗泥质褐陶。 陶器纹饰仍多见压印

[ 1 ] 北京市文物局编: ~北京文物地图集>，科学出版社， 2009年。

[ 2 ] 宋大川主编: <北京考古发现与研究>，科学出版社， 2009年。

[ 3 ] 北京市文物研究所等: ~北京平谷上宅新石器时代遗址发掘简报>， ~文物> 1989年第 8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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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字纹、筐点纹此时已开始流行斜向抹压条纹、压印波折纹。 器形仍以筒形罐为主，其次为

深腹平底钵、深腹或浅腹圈足钵等。 除陶器外，还有斧、铲、 凿、纺轮等磨制石器，磨盘、磨棒等

磨蚀石器，石叶、刮削器等细石器，以及小石环、 圆陶片等。 新石器时代中期北京北部地区的陶

器以筒形罐为主，南部地区以直腹盆为主，两者都属于一个大的文化系统，即面向东北的文化系

统，与中原地区以素面陶壶、钵为代表的裴李岗文化，山东地区以素面直腹釜为代表的后李文化

等，都有很大差别[ 1 J。

上宅中期晚段遗存属于新石器时代晚期早段，绝对年代约为公元前5000年至公元前4500

年。 文化面貌和上宅中期早段相同，只是细泥质红陶浅腹平底钵明显增多。

上宅晚期遗存属于新石器时代晚期中段，绝对年代约为公元前4500年至公元前4000年。 此类

遗存发现较少，总体面貌不太清楚，陶器以夹砂红褐陶和泥质红陶为主，仍流行红顶钵、红顶盆、小

口壶等，但鼎足上的长条形大穿孔变为窄细的刻槽，新出现小敛口壶、旋纹罐、钩鉴罐、猪嘴形支座

等。 这类新出现的器物与河南安阳后冈一期的仰韶文化遗存相类似，说明其在发展过程中与后冈类

型的遗址存在密切交流。 但这类遗存也有明显的本地特色，如夹砂陶含有滑石末，鼎足较矮，跟部不

见压窝等，是继承镇江营文化特征的结果。 新石器晚期仰韶文化后冈类型进一步北扩，将北京北部

纳入那圃，筒形罐文化则退出京津船也区，整个北京地区文化面貌出现了空前的统一局面。

刘家河H1遗存属于铜石并用时代晚期，绝对年代约为公元前2200年至公元前 1800年。 陶

器以夹砂褐陶和泥质灰、黑陶为主，泥质黑陶多为黑皮褐陶或灰陶。 器表以素面为主，也常见绳

纹、旋纹等。 器物类型有陶罐、陶盘、环状器耳、刮削器等。 这类文化与雪山二期文化类似，广泛

存在于冀中和冀东北地区[ 2 J。

(二)夏商周时期遗址、墓葬和其他遗存的发现与研究

平谷区发现的夏商周时期的遗存有属于夏家店下层文化的刘家河遗址M2遗存和杜辛庄

遗存，属于激坊三期文化的龙坡早期遗存和刘家河遗址铜器墓Ml 遗存，属于西周早中期燕文

化的龙坡晚期遗存、 刘家河遗址T3 ④组遗存和韩庄遗存，属于战国时期的刘家河遗址战国墓

地等。

夏家店下层文化的年代对应夏晚期和早商时期，绝对年代约在公元前 1800年到公元前

1300年之间 。 这一时期平谷区发现的考古遗迹有刘家河遗址M2遗存和杜辛庄遗存。 其中，陶

器以夹砂褐陶占绝对优势，夹砂灰陶其次，泥质灰陶很少。 器表以拍印绳纹为主，素面或压光其

次，还有划纹、附加堆纹等。 常见多种纹饰集于一器。 器类有折腹盆、折肩罐等。 北京地区同类

遗存还有雪山第三期、塔照第一期、张营第二期等。 韩嘉谷将包括北京在内的该类遗存称作"燕

山南麓土著青铜文化"大陀头类型，后又改称"大陀头文化"，得到较多人认可。 实际上这类遗存

总体与西辽河流域同时期遗存大同小异属于夏家店下层文化范畴。 [3 ] 

[ 1 ] 韩建业: ~北京先秦考古~，文物出版社， 2011 年。

[ 2 J 北京市文物工作队: ~北京平谷刘家河遗址调查~， <<北京文物与考古~ (第 3 辑)， 1992年。

[ 3 ] 向[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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滩坊三期文化的年代与殷墟文化相当，对应晚商时期，绝对年代约在公元前 1300年到公元

前 1050年之间 。 这一时期平谷地区发现的代表性遗迹有龙坡早期遗存和刘家河铜器墓遗存。

遗存中，陶器仍以夹砂陶占多数，泥质陶较少，红褐陶稍多，灰陶明显增加。 器表以交错绳纹最

为常见，其次为旋纹、附加堆纹等，素面者较少。 器类有高领高、柱足高、大口折肩罐、钵、 盆等，

还见有陶拍、石斧、石镰、石样、铜刀等。[ 1 ]刘家河铜器墓随葬一批重要的青铜器，容器有小方

鼎、旋纹圆鼎、辛苦军委纹鼎、高、舰、由、晕、盏、三羊毒、罢军委纹凯、盘等，还有铁刃铜饿、装饰品和

马具。 [ 2 ]关于刘家河铜器墓的年代曾多有争论，发掘者认为其为二里冈上层时期，下限不晚于
殷墟一期;邹衡认为其时代下限在殷墟二期[ 3 ] ; 李伯谦、朱凤瀚等认为其时代在殷墟一期[4 ] ;

韩建业认为，从小方鼎、旋纹圆鼎 、 高、馨、益、商等器物与中原铜器的对比看当在殷墟一、二

期[ 5 ]。 对于遗存的文化性质，最初认为属于商文化或夏家店下层文化，后来一般将其归为张家

园上层文化或雄坊三期文化。

属于西周时期的平谷地区的考古遗迹有属于西周早中期燕文化的刘家河口④组遗存和龙

坡晚期遗存。 遗存中，陶器绝大多数为夹细砂陶和泥质陶，陶色以褐色或灰色为主，也有黑皮

陶，灰陶比例进一步增多。 纹饰盛行交错绳纹，也有附加堆纹、旋纹、划纹、压印纹等。 陶器有

高、盆、钵、罐、瓮等。 生产工具有石斧、陶拍、纺轮、印模等。 西周早期燕文化的陶器可分为周文

化、商文化、土著文化和混合文化其中前两种因素占主体这种结构存在于整个北京地区的西

周早期燕文化遗存中。

平谷地区的战国时期考古遗迹有墓葬、陶窑等。 刘家河遗址发现 1座战国土坑竖穴墓，随葬

陶器有瓮、罐、豆等，以夹砂灰陶和褐陶为主，有少量泥质灰陶;纹饰以绳纹为多，也有附加堆纹、

旋纹等。 出土的建筑构件筒瓦、板瓦，形制与赤峰蜘蛛山遗址上层出士的战国时期的筒瓦、板瓦

一致。 另在南张岱村、东杏园村发现有战国瓮棺墓，在夏各庄、胡家店村发现有战国陶窑。

(三)汉代遗址、墓葬和其他遗存的发现与研究
平谷区发现的汉代遗存有城址、居住址、陶窑、墓葬等。

汉代城址 2座，为博陆城址和河北村城址。 博陆城址位于大兴庄镇北城子村东南，东西长

180米，南北长250米，占地面积4.5 万平方米。 遗址高出地面2-3米，有秀筑城基基础，断面可

见石铺南路、水道，地表和土层中有大量汉代碎砖瓦和陶片堆积。[ 6 ] 城址建制与 《水经注》记

载吻合。 据记载，博陆城为西汉大司马、大将军霍光封地。 河北村城址位于台地上现仅存东南

一段残墙，长38米，宽 5.5 米，高 3米。 墙体为穷筑，城内散落大量汉瓦残片。 1997年残墙南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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