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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淮河流域的双墩遗址位于安徽省蚌埠市境内，是一处距今7300多年前的单一的新石器时代台地遗址，
中心面积12000平方米左右。
遗址1985年发现，至1992年先后三次发掘375平方米，出土大量的陶器，石器，蚌器，骨、角器等文化
遗物和丰富的动物骨骼，还发现了600多件陶器刻划符号。
    双墩遗址具有典型的自身文化特征，陶器以四錾平底罐形釜和钵形釜、矮圈足或假圈足饼底碗、矮
喇叭座豆、鸟首或牛鼻形耳系罐、底腹均有箅孔的甑及祖形支架等为组合，这些区别于其他诸文化的
器物群，特别是遗址中发现的数量众多、内容丰富、结构复杂的象形、几何及其他各种单体重体、组
合体类型的陶器刻划符号，使双墩遗址形成了独特而新颖的文化面貌，被命名为“双墩文化”。
双墩遗址的发掘，为淮河流域新石器时代中期的考古学研究树立了标尺，填补了该地区考古学文化的
空白，对建立淮河流域新石器时代考古学分期框架和淮河流域考古学文化谱系的研究具有重要意义。
    双墩遗址发现了我国目前年代较早、数量最多的陶器刻划符号，这套形、意结构的记事符号，对深
入研究探讨双墩文化时期的历史状况，探讨其在中国文字起源和在汉字的形成、发展中所起到的借鉴
及影响作用具有重要意义。
    双墩遗址还发现了丰富的动物群骨骼，经过鉴定有软体动物及鱼、鸟、爬行和哺乳类动物50多个种
类。
这个动物群的发现为研究淮河流域的气候、生态环境、人与动物的生存关系及社会经济形态等具有重
要的作用。
    本报告对考古学、历史学、生态环境学、动物学、陶瓷学及淮河流域文化学研究具有重要的参考价
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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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第二章　地层堆积　　第一节　遗址分布与布方　　双墩遗址的分布范围，经1986—2003年蚌埠
市博物馆和安徽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先后三次考古钻探情况看，主要分布在双墩村北侧的一个台地上。
双墩村本身位于一个高地上，双墩遗址是这个高地向北延伸的突出部分，高出周围地表1.5米左右。
遗址的现存形状北窄南宽，平面呈一个不规则的三角形，南北长180米左右，东西宽140米左右，
约25200平方米，而遗址中心区约12000平方米（图四）。
　　遗址的保存情况不理想，其上原为乱葬岗，现在仍有葬坟的情况，同时又在上面耕种和栽树，其
东边遭到当地人们取土的破坏，留下1.5米左右的断面，西边和南边呈台阶坡状。
根据钻探结果，遗址台地上的文化层堆积比较薄，一般为0.5～1.5米，有的地方已经没有文化堆积层。
　　双墩遗址的发掘及布方情况。
1986年村民在遗址的东南断面处平整场地，发现了大量的陶片和动物骨骼，蚌埠市博物馆在此进行了
一次抢救性的发掘工作。
这次发掘开3个5米×5米的探方，面积约75平方米。
发掘时探方的编号为T101、T102、T103，在整理时按照遗址的统一布方编号改为86T0820、86T0821
、86T0720。
通过试掘了解到这里文化层堆积较厚，内涵非常丰富，出土了一批与侯家寨相同的文化遗物，引起笔
者的高度重视，并多次前往遗址实地调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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