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田 野 考 古 学 讲 义 

第一章 绪 论 
一、概念与工作程序 
田野考古学是为了研究人类历史而进行实地考察、获取实物资料的学科。工作程序有 4 个：准备、调查
和发掘、室内整理、编写考古报告。 
二、田野考古简史 

第二章  地层学与类型学 
一、地层学 

考古地层学是关于区分遗址诸堆积并确定其先后次序的学说，也叫

层位学。 
6个基本内容 
1．遗址的地层堆积是按时间早晚自下而上依次堆积形成的。 
2．遗迹和遗迹堆积的形成是和一定的地层堆积层面相联系的。 
3．后期活动能毁掉地层和遗迹，现在的地层交界面往往不是下层堆
积的原有表面。 
4．同一时期的堆积可以处在不同水平深度，而同一水平深度的堆积
在时代上可以相差很远。 
5．遗迹和遗迹内堆积的形成有程度不同的时间差距。遗迹内的堆积
一般是使用或废弃后形成的，比遗迹的形成要早。有的遗迹建造、

使用、废弃经历了漫长的年代，应注意区分三者的不同堆积，不能

把遗迹和遗迹内堆积混为一谈。 
6．晚期遗迹可以出早期遗物，早期堆积不能出晚期遗物。 
二、层位与层位关系 
    层位是指堆积单位在堆积先后次序中的特定位置，层位关系是
指堆积单位与堆积单位之间的叠压或打破关系。图 2-2 上中，②层
的层位关系是被①层叠压，被 H打破；它叠压M，叠压③。用箭头
表示叠压或打破的列表图示称为层位关系表，如上举②层的层位关

系可表示为图 2-2下。 
确定层位关系的目的是确定诸堆积的早晚关系，故层位关系可

以适当简化，上图的①→H和M→③可简化成 H→②→M就能准确
反映第②层的层位。分期研究时常常要把复杂的层位关系表分解成

若干层位关系组（串）。 
二、类型学 
是通过遗存形态的分类排比研究遗存演化序列的学说。 
6个基本原理 
1．某些人工物品是逐渐变化形态的。 
2．物品渐变的特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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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物品历时性的形态变化往往表现为某种物品的多项特征同步发生渐变。 
4．同时代不同器类，有时呈现相同的时尚变化。 
5．有些不同系统的同类器物有顺向变化。 
6．不同种类的物品或分布不同地区的同类物品，变化速度有快有慢。 
 
三、分类与排序 
考古类型学的目的是找出渐变器物的演化规律，分类和排序就是达到这一目的的主要操作手段和过

程。首先要进行分类。 “类”一般是指器类，如新石器时代的陶器分为鬲、鼎、豆、盆、罐、钵等，各
类在形态上有较大的差别，容易区分。 
把渐变器物按照可能的演变规则进行排队就是排

序，排序所得每一列由早向晚变化的结果就是序列，每

一序列的器物就是一“型”，一般用大写英文字母表示，

如鬲的 A型、B型等。型的划分是对同一时段的同一类
多件器物进行横向比较，找出它们在这一时段始终不变

的共同特征作为划分标准。有时还使用“亚型”。一个

序列（即型或亚型）是若干发展阶段（或环节）组成的，

而这些发展阶段则是由不同的器物体现出来的，每一阶

段的器物就称为“式”，给予 I、II、III等序号，如 A型
鬲的 I式、II式、Aa型罐的 I式、II式等。式的划分是对同一序列的多件器物进行纵向比较，找出它们变
化最明显的共同特征作为划分标准，一般也是二至三项，不可太多也不能随意变换，在划分时必须保持

始终不变。 
在进行类型学分析时，还有些问题需要注意。1必须要详细观察每一件器物的时代特征，尽可能区分

每件器物的形态并排出早晚，然后进行大幅度合并，以归纳出合理的演化序列，得出合理的年代早晚序

列（即期和段），即“分到不能分，合到不能合”；2 不是所有的器物都能分型分式，少见或伪劣产品就不
能分型分式，大量实践表明，属于同一时期同一类的器物，能进行分型分式的最多只有 50—60 % ；3与
此有关的，孤例不应纳入型式的划分，多例重复才是较为可靠的型和式；4选择最典型的器物作为各式的
标本代表，既不能滥竽充数，也不能理解为一个阶段只能有一式。 

第三章 考古调查与钻探 
考古调查是在基本不破坏遗址的情况下发现和获取遗存资料。也是发掘的必要准备，和制订文物保

护规划的基础。广义的调查包括地面踏查、钻探、航空勘察和地面物探与化探。狭义的调查仅指常规的

地面踏查。 
一、地面踏查 
分为全面普查、专题调查、预备调查、区域系统调查。在某地区内，对不同时代不同性质的遗存进行普

遍调查是全面普查。普查的目的是查清该区域有何类古代遗存，了解它们的分布、性质、保存情况，根

据调查结果，可以确定保护和发掘的轻重缓急。专题调查是集中调查某种文化遗存，是为某项学术课题

研究服务的。专为发掘做准备的调查是预备调查，主要目的是对发掘地点进行文化性质、保存状况、堆

积层次特点进行摸底。 
区域系统调查是以聚落形态研究为目的的考古调查，是全覆盖式的调查，是专题调查中的一种新类型。

近年来，与外国合作进行的区域系统调查最令人瞩目，在山东日照、河南巩义、内蒙赤峰等地已经开展

多次调查。主要由田野工作、室内分析、试掘验证等阶段组成。赤峰中美考古对自 1999年开始对赤峰地
区进行区域性考古调查。调查对分为几个小组，对本次调查的区域实行拉网式调查，每个小组 3~5 人，
每人 30~50m距离。发现陶片达到一定数量，确认为遗址，然后确定采集点。发现遗物的地点，都使用卫
星定位系统（GPS）定位，把地点标在卫星照片或地图上。地表遗物密集的遗址实行系统性采集，在长和
宽 50m范围内，随机划定不多于 4 个的直径 3m的圆圈，将圆圈内的遗物全部采集。地表遗物不密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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遗址实行一般性采集，采集范围可以扩大到长宽 100m左右，采集 50片以下的遗物。对于重要的一些遗
址，要使用全站仪（Total-Station）测绘。 
二、钻探 

钻探是利用探铲取土样观察地下遗存的调查方法。优点是能在短时间内了解较大面积的地下情况，

比较省工，破坏性也小。适用于具体了解遗址堆积的分布范围和厚度，以及大型建筑基址、大型墓葬和

古城的形状和布局等。 
钻探使用的基本工具是探铲，最初的探铲来源于“洛阳铲”，它是清末洛阳一带盗墓者使用的工具。

1952 年被改造后利用于考古钻探，20 世纪 80 年代又改进出装配式钻探铲。老式探铲最普遍，使用的关
键是要稳而准，做到探铲的下落方向始终保持垂直，并保持孔眼成正圆形。每探一铲，应该仔细观察铲

头中的土样。探孔要使用不带遗物的纯土填实。 
仅靠一两个探孔不可能对地下情况有全面的正确了解，要合理布孔，分普遍钻探的全面布孔（图 3-1）

和重点钻探的局部布孔（图 3-2），探孔间距一般 1~5米。 
 

第四章 考古发掘 
一、探方发掘法概述 
把发掘区划分为若干相等的正方格，这些正方格就叫“探方”，以这些探方

为单位分工发掘，就是探方发掘法。一个探方由主体、隔梁、关键柱三部

分组成（图 4-1）。主体部分是面积最大的部分，要先发掘，是探方发掘的
重点所在。隔梁提供控制剖面，运土和人员往来，一般是在主体发掘完之

后才发掘。关键柱位于四个探方的交角处，诸地层和遗迹的相互对应关系

可以在关键柱上观察到，所以要最后发掘或保留。探方的方向为正北方向，

以便于测绘和发掘。一般探方的规格是边长 5m，面积为 5×5 ㎡。其中主
体部分面积为 4×4㎡，隔梁面积为每个 4×1㎡，关键柱的面积 1×1㎡。
探方西南角为测量的坐标基点。实际工作中也可根据发掘需要适当探方大小，如近年配合基建中多采用

10×10㎡。 
探方由字母“T”和序号数字构成，如 T3，T0108。探方编号有多种：大面积连续布方时，应先在遗

址平面图上布方，并编上探方号，探方序号由探方的横纵坐标组成，如 T0201表示横排第 2个、纵排第 1
个探方，称为坐标法或双重编号法。实际布方时按图上的探方进行，可保证布方不混乱；小规模发掘时，

探方编号是从遗址西南角算起，以横向或纵向依次开始编，即 T1、T2、T3等，称为顺序排列法或单一排
列法；面积大或有自然地貌分割的遗址，可以采用分区编号，防止编号重复。现在一般用 I、II、III或 A、
B、C表示区号（过去 T301表示第 3区第 1个探方）。 

二、区分堆积层次 
1．从堆积的质地、颜色和形状来划分地层和遗迹。 
2.平剖面相结合是正确划分堆积单位的主要手段。 
3．充分注意出土遗物提供的线索。 
4．不断积累和总结发掘经验。 
三、挖掘地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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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般是逐层清理，上面一层位清完不能清理下一层。先从清理表土层开始，依布方的细线绳准确划出探

方主体部分的边缘线，在边缘线内 5厘米处开始向下挖土。当探方主体部分挖掘到 10～20cm深时，开始

修整四壁，使壁面垂直平整，称为“切边”。在发掘过程中要随时切边，以保证测量绘图的准确性。一般

第一层表土层是现代堆积，一层或几层下才是古代地层。清理古代地

层时，为防止破坏下一层堆积，一般以 5厘米为一层向下挖，到该层

底部时要按实际坡度和形状清理，以保持两层之间的交接面（有可能

是原地面）。挖下的土块要打碎，然后运出探方。一般探方挖掘要达

到生土，接近生土层的是“次生土”，常常藏有很好的遗迹，这些遗

迹可能是该遗址首批居民的遗留，所以要清到生土再下挖 20 厘米、

确认没有遗存了才结束。次生土因为包含物稀少，土质土色与生土很

相似，遗迹也是这样，故要认真仔细清理。 

四、挖掘遗迹 

1．挖掘灰坑 灰坑在发掘中最常见，因堆积常为灰土得名。灰坑形状

大小不一，成因和用途也较复杂。垃圾坑最常见，但原来用途多种多

样，既有原本就用作存放垃圾的坑，又有不规则的取土坑或自然低洼

处后来填满垃圾的，还有原来是窑、窖穴（先秦时期的袋形坑较多见）、

井或半地穴式房子，废弃后当作垃圾坑的。只有发掘完之后，才能根

据其形状、堆积土和出土物推断其原来用途和形成过程。 

2．挖掘房址 房址以居住面距离远地表的高度为基准，主要分为地面式和半地穴两种。左图→房内堆积

按性质分为建筑堆积、使用堆积、倒塌堆积和废弃后堆积。抹泥面、墙体、灶、墙内或房下奠基遗迹都

是建造房子形成的，属于建筑堆积。烧灰、放在居住面上的器物和兽骨、贝壳等是房子使用期间形成的，

是使用堆积。房屋倒塌时，落下的房顶土和墙土是倒塌堆积，往往呈现火烧过的红褐色。房子废弃后形

成的堆积土是废弃后堆积，土质常与灰坑土、地层土相同。区分这些不同性质的堆积，目的是分层清理

和收集遗物。发掘房址首先要弄清它的层位关系和基本形状，然后分

层清理。为便于观察堆积层次和绘图测量，清理时一般采用二分或四

分法进行，即在房内设置十字或一字形的窄隔梁。 

第五章 墓葬发掘 
一、小型土坑竖穴墓   
一般是找墓口、清理填土、骨架和随葬品。有的墓有棺和龛，发掘时

要小心不能漏过。有的墓没有人骨，或是空墓（如只埋衣冠或迁葬它处），或已腐朽无存，或因故没有下

葬，要仔细分析，必要时采样作磷酸盐分析（尸骨处的土壤磷酸盐含量高）。 
二、大型土坑竖穴墓 
形制复杂，常有墓道及多层棺椁，或二层台、龛、腰坑等，或殉

葬或祭祀遗存，东周以来还有封土。发掘前要准确勘探墓坑位置、

深度、面积及附属遗存（车马坑、器物坑、陪葬坑）。先发掘墓道，

以方便运土。大型椁板或人工撬或机械起吊，然后要拍全景照片

（可气球拍高空照片），完好的棺要运回室内再清理。 
三、瓮棺葬 
指墓坑内直接放陶质葬具（瓮、罐、盆等）的墓，多葬儿童。发

掘注意三点：1 墓坑形状和开口层位：一般瓮棺墓小而浅不易辨
认，常常是遇到瓮棺才知是墓，要仔细查找墓圹。2瓮棺完整性：
或横置（几件陶器套合）或立置（大陶器立放、上置石块或陶钵

等，图 5－1），要完整剔出，注意排列顺序和套接方式，对每一
件瓮棺器物编号，再绘图照相和记录。3 随葬品和骨架：瓮棺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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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清理和观察较困难，要仔细注意股价和随葬品的位置。 
四、石棺墓 
指在土木坑穴内用石材垒铺构成“棺”形的墓葬，我国边疆地区较常见。形制（有无盖石、长方、圆形

等）石材（石板、石块、碎石等）多样。发掘注意三点：1石棺外的墓圹界线：或紧贴或间隔，绘制平面
图。2 砌石方法、层数和厚度，绘制剖面图。3 解剖墓
底，找到坑底（骨架与底石或坑底有间隔，可能有易腐

物支垫）。（崖墓、积石墓、石棚墓等略） 
五、砖室或石室墓 
以砖（石）材料建成的墓葬。战国以来多见，魏晋至隋

唐多有墓道（带天井、壁龛或耳室，图 5－2），墓道或
以石块封堵（注意石块有无文字编号），或有壁画。发

掘时或由墓门进入墓室，或从墓顶进入。由墓门进入墓

室之前，要打开墓门放出有害气体。要制定排除险情排

除方案，以防工伤事故和损坏墓内文物（广州南越王石

室墓发掘时，顶石断裂摇坠，录像师先进入录像室内，

再制定发掘方案）。若从墓顶进入墓室，也要先对墓内摄影、绘图、文字记录，再进入。壁画墓的顶部有

壁画，不能揭顶进入。壁画墓打开墓门后首先是快速拍照摄录壁画，以免因接触空气过长而变色、脱落，

随后要绘图、临摹，必要时请美术专业人员。 
六、土洞墓 
从地表向下挖出竖直或斜坡墓道，再横向挖出墓室。容易坍塌，特别注意安全。无壁画的小墓可先发掘

墓室，再挖墓道。北朝和隋唐时期有天井、壁龛和壁画，清理时要认真仔细。其它方法与砖（石）室墓

基本相同。 
七、车马坑 
真车真马的车马坑腐朽程度多有三种情况：车子能剔出

形状，土与腐灰混融无法剔出原形，还有的车子朽后全

部或部分形成空洞。发掘时要留心填土中出现的各种迹

象，判断是车子的哪一部分。毂轴、辖、軎等先将上部

剥清，下面应留土柱保持原位。车箱要先清出蓬盖，再

清周围部分。箱壁较薄可留一定厚度的泥土作撑壁。车

身或有彩绘，仔细剥离。马骨处有辕、轭、衡及马具，

其金属构件和饰物非常多，发掘时尽量不要移动其位

置，边剔剥边分析其组合情况和穿联方式。车下与车后

常有人殉，不能漏掉。要绘详细的大比例结构图。 
 

第六章  室内整理 
室内整理是田野考古的后期工作，指野外获得的实物和记录资料运回室内后，所作的各种处理、鉴定、

记录和分析研究。目的和任务有三：为了收藏保管，对遗物进行必要的处理；为了开展研究，把实物资

料转化成记录资料；为编写田野报告做准备。 
一、遗物处理 
清污去锈（主要是去土和去锈）、写号、拼对遗物、修复。 
二、选标本与做卡片 
陶器的六个要素：器形、形制、陶系、装饰、制法、用途。 
做卡片是对器物逐件作文字描述和绘图的记录手段，与小件登记表配套的卡片是器物的原始档案，可作

为全部器物的检索目录，便于分类排比，在原物遗失或损毁时更是珍贵资料。小件和典型标本均应做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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片，工作量大，要分工明确，认真仔细。卡片内容如下： 

器    名 石刀 器    号 06BXJT0503⑤:16 时    代 龙山时期 类型 AI式 

出土地点 博爱西金城 出土时间 06年 8月 1日 收藏单位 未定的暂不填 

器

形

描

写 

描述器物各种特征（质地、颜色、形制、纹饰等） 

绘图号  尺寸（厘米）  备

注 

无  或其他问题 

照相号 第  卷第  张 重量（公斤）  

 

绘器物图，贴在卡片上，并注明比例。（有条件也附照片） 

制 卡 人  

制卡时间 年    月    日 

备

注 

无  或绘图和照片的其他问题 

三、分类与统计 
整理资料的基本手段是分类，指按遗存的各种特性分别编组。遗存有多方面的属性，可以按不同的研究

需要进行分类。根据统计学原理，对大量个体的统计以得到接近总体的统计规律。 
四、分期断代等研究 
分期是依据遗存变化把遗存共同体的发展过程划分为若干阶段，实质是对遗存群所作的一种历时性的分

类。分期的首要基础是型式划分，对此已经在第二章第二节详细讲述。分期有三个层次，第一层次是文

化与文化的区分，如兖州西吴寺遗址的第一层次分期是龙山文化、岳石文化和周代文化，反映了该遗址

先后经历过三个大的历史时期。第二层次是一个文化内的大的发展阶段划分，即“期”（或文化内的第 X
期），如西吴寺龙山文化分为一、二、三期。第三层次的分期是比“期”的时间跨度更小的阶段划分，即

“段”的划分，如西吴寺龙山文化的遗存又分为 5段。 
史前考古学的断代首先是根据分期方案，获得遗存发展演变的相对年代，再利用现代测年手段获得绝对

年代。使用测年数据时要注意数据的误差和有效范围，同一期遗存要多测数据，这样推出的年代范围更

可靠。遗址发掘没有获得测年样品时，要把本遗址与其它遗址已知绝对年代的材料相对比，也可以获得

绝对年代的范围。历史时期的断代多是绝对年代值，可以利用有纪年遗存（碑刻、墓志、简牍、铭文等）、

文献记载（建制、地名、职官、事件、人物等）的记载进行断代。 
 

第七章   编写田野考古报告 
田野考古报告是向学术界和社会公众做的关于田野考古工作成果的报告书，是田野考古最后阶段的工作。 
一、种类和内容、体例 
田野考古报告的分类方法有许多种，依篇幅长短分为大、中小型三类，大型报告约为 10万字以上，以专

著形式发表。中型报告约在 3 万～10万字，一般发表在《考古学报》、《考古学集刊》、《文物资料丛刊》



 9 

等刊物上。小型报告约在 3万字以下，多为 1万字左右，发表在《考古》、《文物》等定期刊物上。 
庞杂的考古遗存内容决定了要有统一的体例，以便于表述和检索。考古报告的内容大致有九项：1遗存所

在地的详细位置；2 地理环境和地貌特点；3 发现的经过和以往做过的工作；4 保存现状；5 田野工作概

况，包括承担工作的单位，参加人员、工作起因、时间、方式、经过；6 遗址堆积介绍；7 遗迹介绍；8

专业技术鉴定报告；9工作所得认识或研究结论。由于内容存在多寡，侧重面不同，认识有深有浅，编写

目的也有差别，因此报告体例也有一定的灵活性。 
二、田野报告的编写方法 
标题写法、前言（序言）写法、正文部分的写法、注释写法、编辑附录的注意事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