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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www.100test.com/kao_ti2020/616/2021_2022__E9_99_95_E

8_A5_BF_E5_91_A8_E5_c57_616305.htm 新华社西安１月２６

日电（记者冯国）去年三月至十二月，由中国社会科学院考

古研究所、陕西省考古研究所和北京大学考古系联合对位于

陕西周原的云塘遗址和齐镇遗址进行的大规模科学考古发掘

，在出土大量西周器物的同时，发现了一处大型完整的夯土

建筑基址群。专家认为，这是周原考古以来发现的第三处大

型完整夯土建筑基址群，对于研究距今达三千年的西周时代

的建筑技术、社会文化与聚落布局，具有重大价值。 据介绍

，这次大面积的发掘是继一九九九年之后对该地的又一次发

掘，出土有玉器、铜器、骨器、陶器、蚌器等各类器具，以

及大量西周时期的筒瓦、板瓦等建筑遗物，并在云塘遗址发

现了五座夯土建筑，在齐镇遗址发现了两处房址与一处房址

夯土基址。 在云塘遗址发现的五座夯土建筑，其中四座夯土

建筑及其周围的一圈夯土围墙构成一组夯土建筑群。作为封

闭的院落，它是一处长二十五米宽十四米的庭院式左右对称

的整体建筑，其平面呈“品”字形。同时，四座夯土建筑中

的两座之间有一条“U”字形鹅卵石铺成的石子路相连。 通

过地层分析和出土文物整理，专家认为，这些建筑 属于西周

晚期。它们是迄今为止在周原遗址范围内发现的为数不多的

建筑基址群，其建筑形制和风格与七十年代发现的两处大型

建筑基址多有不同。 周原遗址位于陕西扶风、岐山县接壤处

，保护面积２４平方公里。这一带是周的发祥地和西周时期

的宗庙区，文物遗存极为丰富，迄今共已出土文物数万件，



其中尤以青铜器出土数量多、铭文多、考古价值高著称，因

此被誉为“青铜器之乡”。１９８２年，周原遗址被国务院

公布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1 100Test 下载频道开通，各

类考试题目直接下载。详细请访问 www.100test.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