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雅安沙溪遗址发掘及调查报告

四 川 省 文 物 管 理 委 员会

四 川 省 文 物 考 古 研 究所

四川省雅安地 区文物管理所

前 言

雅安市位于四川盆地西南边缘
�
约当东经 1 0 9

0

5 6 尹
�
北纬2 9

“
5 5� �

东北距成都约 1 6 0公里
。

市区地势西南高东北低
�
海拔约 5 50 米

�
属盆周山区中之平坝地带

�
眠江水系的青衣 江 由西

向东穿越市区
�
四周低山丘陵环抱

�
河谷

、
台地相间

�
境内受西太平洋副热带暖性高压和高

原低槽气候影响
�
终年多雨湿润

�
全年降雨 日多达 2 18 天

.

年平均降雨量约 1 8。。毫米 �
年平均

温度 1 6
.

2
O

C
。

沙溪遗址位于青衣江北岸的一级台地上
�
现属雅安市羌江区河北乡沙溪村

�
南距市中区

约50 。米 �
台地东

、
西

、
北三面为低山环绕

�
南距青衣江约 1 50 米

�
高于现河道正常水位约30

米
�
遗址位于台地中部

�
其南界紧邻川藏公路和青衣江大桥 (图一)

。
50 年代

�
四川省博物

协尸也

生 荃
J、

俄 毛草场

图一 沙溪遗址位置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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馆的魏达议先生曾在沙溪村西面的斗胆村进行过考古调查并采集到一批有肩石器 〔” 。
80 年

代以来
�
地区文物管理部门又相继在市区的人民广场

、
北郊的姚桥及东郊的草坝等地采集到

一批有肩石器
。

自1 9 8 3年起
�
沙溪遗址所在的台地被各机关企事业单位征用并陆续开工兴建各类民用建

筑
。

1 9 8 5年 8 月
�
雅安地区文管所的代强同志在沙溪村一基建工地采集到一批石器和陶片

�

并发现文化层堆积
�
遂断定为一古代遗址

。
四川省文管会闻讯后即派员与地区文管所组成联

合调查发掘队
�
于85 年 9 月至10 月

�
配合基建工程对该遗址进行了实地勘查和抢救性发掘

。

初步查明
:
遗址范围东西长约3 00 米

�
南北宽约1 00 米

�
面积约 3 万平方米� 文化 层 堆 积 很

薄
�
距地表极浅七 据当地农民反映

�
70 年代后期

�
遗址所在范围内的耕地曾遭大型拖拉机深

度耕作
�
翻挖上来许多黑灰土和陶片

�
故文化层已遭到严重破坏

。
首次发掘共开三个 5 x s

米的探方
�
实际揭露面积48 平方米

�
获得一批实物资料

。

1 9 8 6年 3 月
�
另一单位在基建施工过程中再次发现石器

、
陶片及文化层堆积

�
我会遂与

_

地区文管所于 86 年 3 月至 5 月联合进行了第二次抢救性发掘
.

此次发掘区东距首次发掘区约

1 00 米
�
共开五个探方

�
其中四个为 5 x s 米

�
一个为 7 x s 米

�
实际揭露面 积 n 4 平 方米

( 图二 )
。
现将两次发掘的收获及发掘前于施工现场采集到的一批实物资料分别报告如下

。

北人T十.llweeese

(东 区)
8 5年发掘区

(西 区)
86 年发掘区

碉
厉厉厉

TTT 111
孔孔 T 444

TTTTTTTTT 666

着 袄
�二

二二一一一一‘一一一一~ 飞工

藏青衣江大桥

图二 沙溪遗址探方分布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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拜安沙澳遗址发掘及调查报查

立 发 掘 部 分

一
、
地层堆积

两次发掘分别在遗址的东部和西部进行
�
其间相距约 1 00 米

�
为叙述方便

�
现将85 年发掘

区定为东区
�
将86 年发掘区定为西区

。

整个遗址的堆积可分为四层
�
即①层 � ②层 � ③层与④层 � ①层又可分为①A 层和①B

层
�
其中东区有①A 层

、 ①B 层
、 ③层和④层 �

无②层 ; 西区有①B 层
、 ②层 、 ⑧层和④层 �

无①A 层
。
现分别介绍如下

。 .

(一) 东区

位于遗址地层堆积相对较厚的地区
。
现以85 Y S T :

北壁地层剖面为例说明 ( 图三 )
。

第① A 层
:
表土层

。
厚 33 — 55 厘米

。
此层系停车场为增加地面硬度 而铺 垫 的一 层煤‘

渣
�
包含物有铁皮

、
碎石及近现代瓷片

、
砖块等‘

第① B 层
:
原农耕层

�
为浅灰色淤土

。
深33 一55 厘米

�
厚 32 一4 5厘米

。
土质紧密

。
包含

-

物有近现代遗物
、
陶粗绳纹瓦片及陶尖底器底等

。

第③层 :
黑灰色土

�
夹零星烧土粒

。
深65— 88 厘米

�
厚 O—25 厘米

。
土质较紧密

。

此层在东区为局部堆积
�
自东向西渐厚

。
包含物有数量较多的陶片和石器

。
陶器器类主要有

-

小平底器
.

尖底器等� 石器种类主要有有肩石器 、
细石器及较大型的打

、
磨制石器等

。
此层

下压 8 5 Y S T : z : 。

第④层 :

红褐色土
�
含大量细砂

。
深88— 95 厘米

�
厚 O— 18 厘米

。
土质较疏松

。
此

.

层在东区为局部堆积
。
包含物有陶片和石器

�
器类大致同第③层 。

此层被85 Y S T : Z :
打破

� .

下压 8 5 Y S T : H :
及 2 4个柱洞

。

④层以下为生土 。

(二) 西区

位于遗址地层堆积较薄的地区
。
现以 86 Y S T 。

东壁剖面为例介绍如下 (图四 )
。

一一一一一一~ 一之竺一一
... — 一- - 一一~ 一- ~ ~ ~ ~ 一- ~ 一一

卜卜-——二. {{{
一一月匕一一一竺‘一从一一一一
只只节节于二冬井下共宇牛二= 不哥===

自三 85 Y s T :
北壁地层剖面图 ( 1 /6 6 ) 图四 86 Y sT

‘东壁地层剖面图 ( 1 / 6 8)

第① B 层
:

现农耕层
�
为浅灰色淤土

。
厚 35— 40 厘米

。
土质紧密

。
包含物与东区① B

层基本相同
。
此层下压少量灰坑和柱洞

。

第②层 :
分布较密集的碎砾石层

�
深 35 — 40 厘米

�
厚 5— 8 厘米

。
此层遍布整个西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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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
。
砾石形状不规则

�
个体较小

�
一般长约 3 厘米

。
此层包含物有较多素面灰砖块

�
陶粗绳

纹板瓦片
、
陶小平底器片

、
有肩石器等

。
此层下压少量灰坑及柱洞 1 个

�
沟槽一条

。

第③层:
黑灰色土

�
夹零星烧土粒

�
深40 —55 厘米

�
厚 5— 10 厘米

。
上质较紧密

。

此层在西区绝大部分地方都有分布
�
基本上是平行状延伸

。
包含物与东西第③层相同 �

此层

下压 8 6 Y S T : H
7 。

第④层:
红褐色土

�
含大量细砂

.

深48— 55 厘米
�
厚 O— 10 厘米

。
土质较疏松

。
此

层在西区为局部堆积
.

包含物与东区第④层相同、 此层被86 Y S T : H
7

打破
�
下压 12 个灰坑

、

4 条沟槽及26 个柱洞
。

依据地层叠压关系及各层遗物的文化面貌
�
我们将遗址的第③层与第④层以及开口于③

层下与开口于④层下的诸遗迹单位划为同一文化期 �
即沙溪遗迹的下文化层

�
亦是本报告所

要介绍的内容 � 将第②层与开 口于① B 层下及开口于②层下的诸遗迹单位划为上文化层 �
时

代当为汉代
�
本报告从略

。

二
、
遗迹

主要发现有房址
、
灶

、
沟槽和灰坑

。
除85 Y S T : Z :

和86 Y S T :
H

7

开 口于③层下外 其余均
开口于④层下 。

(一 ) 房址 因破坏严重
�
房屋数量

、
形状和结构不清

。
在东区和西区的八个探方中

共发现柱洞50 个
�
但看不出分布与排列规律

�
柱洞直径多在20 厘米左右

�
最小者 8 厘米

�
最

大者50 厘米 ; 深 5— 37 厘米 � 共有10 个柱洞下垫柱础
�
其中两个以残有肩石器为础

�
余皆

利用砾石或石料� 少量柱洞有木柱腐朽后形成的黑灰
。

(二 ) 灶 发现 1 个
。

85 Y S T : Z : �
位于探方东南角

�
开 口于③层下并打破④层 。

残
�

呈不规则椭圆形
�
残长径 n 4厘 米

�
残宽径92 厘米

�
深28 — 30 厘米

�
灶壁红色 烧 结 土 厚

3 — 5 厘米
。
灶坑内含 大 量 木 碳屑

、
灰烬

�
出土陶器座 5 个及残陶器

、
石器等

。

(三) 沟槽 共 4 条
。
均分布于西区

�
其中 3 条呈东北—西南走向

�
方向约20

“ ; 1条

呈西北—东南走向
�
方向约14 0

。 。
由于发掘面积的限制及破坏严重

�
4 条沟槽均不完整

�

图五 86 Y S T
。
H :
平剖面图

( 1 / 4 0 )

所能见到之最 长 者 为 8
.

7米
�
宽0

.

25 — 0
.

55 米
�
深。.

1—
0

.

55 米
。
沟口均大于沟底

�
个别沟壁经修整

。
沟内填杂灰土及

石块
�
出土遗物有陶器

、
石器等

�
沟槽用途尚待进一步研究

。

(四 ) 灰坑 14 个
。
依坑口形状可分为圆形

、
椭圆形和不

规则形三种
。
坑 口均大于坑底

�
坑壁多未经修整

。
坑 底 有 平

底
、
斜底

、
圆底和凹凸不平底四种

。
坑 口大小不一

�
圆形坑直

径最小者仅0
.

5米
�
最大者 1

.

75 米 ; 不规则形坑长径最大者 1
.

35

米 ; 灰坑均 较浅
�
深。.

15 — 0
.

65 米不等 (附表一)
。

86 Y S T
。
H Z : 口被④层叠压 �

打破生土
。
坑 口 呈 不 规 则

形
�
口大底小

�
坑壁不整齐

�
圆底

�
坑 口长径 0

.

85 米
�
短径 0

.

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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米
�
坑底较圆

�
直径 0

.

5米
�
深0

.

3米
。
内填褐色土

�
所出遗物较多 (图五)

。

86 Y S T : H 6 : 口被④层叠压 �
打破生土

。
坑 口略呈圆形

�
口大底小

�
坑 壁 斜 直 未经修

整
�
平底

。
口径 1

.

58 米
�
底径 1

.

1米
�
深0

.

26 米
。
内填黑灰土

�
所出遗物较多

。

舫Y S T : H
7 : 口被③层叠压 �

打破 86 Y S T : G :

及④层 。
坑口呈圆形

�
坑口咯大予瑰底

�

坑璧经修整
�
平底

。
口径 0

.

7米
�
底径 0

.

63 米
�
深0

.

3米
�
内填灰土及石脚

� 出 土 海盏 1 件

(图六 )
。

图六 s 6 Y S T : H �
平剖面图 ( 1 /2 0 )

三
、
遗物

按质地可分为陶器和石器两大类
。

(一) 陶器 陶片数量较多
。
按陶质可分为夹砂陶和泥质 陶两 大类

�
以夹 砂陶为大

宗
�
约占陶片总数的80 %

.

所有陶片中以灰陶数量最多
�
约占陶片总数的74 % (灰陶可分浅

灰陶和灰陶两种 )
�
其次为褐陶

�
约占陶片总数的13 % ; 红陶和黑陶数量较少 ; 由于烧制时

火食不均
�
有的陶器器表颜色往往不太一致

�
器表

、
器内壁与器胎的颜色也不尽相同

。
陶片

继次多数不施纹饰
�
素面陶约占陶片总数的92 % � 所见纹饰种类有绳纹

、
凸棱纹

、
凹旋纹

、
划

坟
、
附加堆纹

、
网格纹

、
压印纹

、
镂孔

、
陶衣等

�
其中绳纹

、
凸棱纹和凹旋纹数量较多

�
个

别陶器器表经打磨 (图七
�
附表二

、
三 )

。
制法有轮制和手制两种

�
以轮制为主

�
陶器内壁

及器底常见有明显的轮制痕迹 多 器形一般较规整
�
器胎厚薄较均匀

�
个别泥质陶片薄似蛋壳

�

火候较高
。
陶片大多碎小

�
复原器较少 ; 陶器以小平底器为主

�
约占器底总数的60 %

�
尖底

器次之
�
约占器底总数的34 %

�
圈足器

�
大平底器极少

�
不见三足器 � 可辨器类有罐

、
杯

、

盏
、
豆

、
盆

、
钵

、
缸

、
器盖

�
器座和纺轮等

。
除纺轮外均为生活用具

。

1
.

生活用具

罐
:

主要器类之一
。
计有小平底罐

、
有领深腹罐和圆腹罐三种以及数量较多的罐 口沿

。

①小平底雄 12 件
。
复原 1 件

�
余多为底部

。
可分两型

。

A 型
: 2 件

。
夹砂

、
侈 口

、
卷沿

。
可分二式

。

A l 式
: 1 件

。
86 Y S T

o
H

: : 7 褐陶
�
薄方唇

�
圆折肩

�
下腹急收

�
素面

。
口径 1 3

.

6 、

底径 2
.

8厘米 (图/、� i )
。

A l 式
: 1 件

。
85 Y S T :④ :

29 黑陶
�
厚方唇

�
唇面内凹

�
唇上缘上突

�
束颈

�
圆肩

�

一2夕7一



寡丛垫迷直」茎早乡

图七
1
、

3一6
. ③层

沙溪遗址下文化层陶器纹饰拓片
2 、 7 一2 0 、 1 2

. ④层 1 1
.

名6Y S T o
H :

下腹急收
�
底残

�
素面

。
口径 17

.

8
、
残高n

.

2厘米 (图八
� 2 � 图版陆 �

1 )
。

B 型
: 1 0件

。
泥质灰陶

、
直 口

。

8 6 Y S T 。③ : 7 尖唇
�
肩微折

�
深腹急内收成小平底

�
素面

。
口径 11

.

4
、
底径 2

.

5
、
高

1 1
.

4厘米 (图八
�

3 � 图版陆 � 2 )
。

86 Y S T o H � :
4

�
仅存底部

�
下腹斜直

�
素面

。
底 径

2
.

8
、
残高3

.

6厘米 (图八
�

1 3 )
。

8 6 Y S T o
H

: :
1 2

�
仅存底部

�
下腹近底处内凹

�
素 面

。
底

径 2
.

4
、
残高4

.

6厘米 (图八
�

18 )
。

86 Y S T ‘④ : 9
�
仅存底部

�
下腹折收

�
素面

。
底径 2

.

4 、

残高3
.

6厘米 (图八
� 7 )

。

②有领深腹罐 3 件
。
无复原器

�
均为夹砂陶

�
胎较厚

�
平底较小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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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八 雅安沙溪遗址下文化层出土陶器
1

.

A l 式小平底晚 (86 Y S T o
H : : 7 ) 2

.

A l 式小平底旅 (8 5 Y S T L④ : 2 9)

3
、

7 、
王3

、
Z s

.

B 型 /J1 平底猫 (s 6 Y ST
。③ : 7 � 8 6 Y S T ‘④ : � � s 6 Y S T o

H
� : 4 � 3 6 Y S T :

H
: : 1 2 )

4
、

5
.

1 式盏 (s 6 Y S T �
H 。 : s � s 5 Y S 采 : 1 0 1 ) 5

.

B 型杯 (s 5 Y S 采
: 5 5 ) �

石 �J’盏 (s 5 Y S T Z④ : 2 5 ) 9
.

1 式盏 (s 6 Y S T �H 。 : 5 ) ;

2 0
、
1 5

.

豆 (8 5Y S 采 :�s � 8 5 Y S 采
:。。) 1 1

、
1 6

.

高柄豆 (8 6 Y S T �H 6 : 4 � s 6 Y S T o H ; : 5 )

1 2
、
1 7

.

圈足豆 (s 6 Y S T I
H

。 : 3 � s s Y S T I③ : 2 0 ) 2 4
.

1 式盏 (s 6Y S T : H 7 : i )

1 9
.

A b l 式器座 (s 5 Y S T : Z : : 3 ) 2 1
.

器底 (s 6 Y S T I③ : 7 )

2 0
、
2 2

、
2 7

、
2 5

.

器盖 (s 6 Y S T :③ : 4 2
�

s 6 Y S T 3③ : 1 5 � a 5 Y S T �③ : 2 9 8 6 y S T 3③ : 1 6 )

2 3
.

A b l 式器座 (s 5 Y S T �Z : : 2 ) 艺4
.

A a l 式器座 (s 5 Y S T : 2 1 : 4 )

二5
.

A a l 式器座 (8 5 Y S r z Z : : 5 ) Z s
.

B 型器座 (s 5 Y S T : Z 一: 1 )

(1 0
、

1 5
.

1 / 2
.

余均 1 / 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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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九 雅安沙溪遗址下文化层出土陶器

注
、
5

.

A b l式杯 (s 5 Y S采
: 4 3 � s 6Y S T ;

H
。 : 1 )

3
、
1 0

.

B l 式杯 (s 6 Y S T
5

0
: 4 � s 5 Y S 采 : 3 7 )

了
、
z z

.

A b l 式杯 (s 6 Y S T I③ : 3 9 � 8 6Y S T ‘⑧ : s )

。.

A a l 式杯 (8 6 Y S T �H 。 : i‘)
l s

.

A a 万式杯 (s 6 Y S T �⑤ : 1 0 )

(均 1 / 6 )

2
、 。.

B I式杯 (s 6 y s采 : 4 2 � s 6 Y S T
o
H

� : 2 )

4
.

A 型杯 口沿 (86 Y S T �④ : 4 0)

s
.

A b l 式杯 (s 5 Y ST
I Z I : 6 )

i Z
.

A a l 式杯 (s 5Y S T :③ : 1 6 )

i 4
.

A a l 式杯 (s 6 Y S T
:

H
。 : 1 1 )

86 Y S T : H
‘ :

3
�
器体较大

�
浅灰陶

�
侈口

�
圆唇

�
矮直领

�
腹残

�
素面

。
口 径 28

�
底

径 9 厘米 (图十
�

1 )
。

86 Y S T �④ :

13
�
褐陶

�
侈 口

、
方唇

、
矮直领

�
中腹残

�
下腹斜 直

�

器表饰划纹
。
口径 16

、
底径 5

.

2厘米 (图十
�

2 )
。

86 Y S T :③:
13

�
褐陶

�
上 部 残

�
斜直

腹急内收
�
近底处微内折

�
饰斜划纹

。
底径 5

.

2
、
残高11

.

2厘米 (图十
�

7 )
。

③圆腹罐 2 件
。
无复原器

�
均为夹砂陶

�
薄胎

。

86 Y S T
6
H : :

8
�
褐陶

�
侈口

、
卷沿

�
薄方唇

�
束领

�
下腹残

�
领以下遍饰 粗绳 纹

�
其

间饰凹旋纹三周
。
口径 1 5

.

4
、
残高1 1

.

2厘米 (图十
�

4 )
。

s 6 Y S T :④ :
1 1

�
褐 陶

�
侈 口

�

卷沿上立
�
尖圆唇

�
束领

�
下腹残

�
素面

�
口径 14

.

8
、
残高15 厘米 (图十

�
3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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声
一

下吸军
.

界亡弊
又匕夕

7

、、未乡夕
‘

8

11!r11·

七一
。

汐
一

回
16

户几卿
�

渺
厂一一万

畔

弓 一

县

、 �

)呵 {
一

g下一沐了 C
下〔毫… 、 ‘’

二
2 0 2 1

、

又二匕岁
‘ 、

月工、 . D
2 2 2 3

图十 雅安沙溪遗址下文化层出土一陶器

i
、
2
、
7

.

有领深腹雄 (s 6 Y S T : H
‘ : s � s 6 Y S T �④ : 1 3 � s 6 Y S T Z③ : 1 3 )

3
、
4

.

圆腹旅 (s 6Y ST
:④ : 1 1 � s 6 Y S T S

H : : 8 ) 5
、
6

.

缸 (s 6 Y S T :③ : 2 6 � s 6Y S T 3③ : 2 2 )

a
、
1 3

、
1 5

.

器底 (s 6 Y S T I
H

。 : 1 2 � 8 5 Y S T 工⑧ : 1 5 � s 6 Y S T �④ : 2 )

�、
1 0

、
i从 2 2

.

盆 (s 6 Y S T :③ : 1 3 � s 5 Y S T :④ : 2 9 � s 6 Y S T :③ : 1 4 � 8 6 Y S T 一④ : s )

i通
、
1 5

、
1 6

、
1 7

.

幕耳 (摇) (s 6 Y S T I H
: : 5 � 8 5Y S T 3⑧ : 2 0 8 6 Y S T ‘③ : i � a 5 Y S T 3 ④ : 1 5 )

i。、 2 3
.

万式纺轮 (s 5 Y S采 : 9 6 � 8 5 Y S 采
: 2 1 0 ) 2 0

.

1 式纺轮 (8 6 Y S T o
H : : i )

2 2
.

1 式纺轮 (s s Y S T I Z : : 7 ) 2 2
.

1 式纺轮 (s sY S T Z⑧ : s )

(1 5
、
1 6

、
1 7

、
1 9

、
2 0

、
2 1

、
2 2

、
2 3

.

1 / 4 �
余均 1 / 8 )

④罐 口沿 19 件
。
均为夹砂陶

。

86 Y S T 。④ :

21
�
灰陶

�
口微侈

�
尖圆唇

�
矮直领

�
上腹微外鼓

�
领下遍饰斜绳纹

�
其间

饰凹旋纹两周
。
口径14

、
残高6

.

4厘米 (图十一
� 8 )

。
86 Y S T ‘③ :

10
�
灰陶

�
侈 口

�
卷 沿

近折
�
方唇

�
束领

�
上腹饰斜绳纹

�
口径19

.

2
、
残高 6 厘米 (图十一

� 2 )
。

85 Y S T ;④ :

30
�
灰陶

�
敛口

、
平折沿

�
圆唇

�
领内束较甚

�
上腹饰斜绳纹

�
口径24

、
残高 5 厘米 (图十

一
�

1 )
。

86 Y S T �③ :
9

�
灰陶

�
平折沿

�
尖唇

�
束领

�
广肩上耸

�
肩饰交 错绳 纹

�
其间

饰凹旋纹两周
�
口径 1 9

.

2
、
残高4

.

6厘米 (图十一
�

3 )
。

s 6 Y S T a③ :
2 0

�
黑陶

�
侈 口

�
卷

沿斜立
�
尖圆唇

�
素面

�
口径n

.

2
、
残高3

.

6厘米 (图十一
�

1 1)
。

85 Y S T :③ :

21
�
褐陶

�
侈

口
、
卷沿

�
方唇

�
唇上缘微突

�
素面

。
口径16

、
残高6

.

2厘米 (图十一
�

9 )
。

86 Y S T 3③ : 1
�

灰陶
�
侈 口

�
卷沿近折

�
方唇

�
上腹圆鼓

�
素面

�
口径16

、
残高 4

.

8厘 米 ( 图十一
�

1 2)
。

8 5 Y S T �④ :
3 3

�
灰陶

�
侈口

�
卷沿

�
沿面微下凹

�
方唇

�
矮领

�
素面

�
口径 16

�
残高 4 厘

一 〕0 1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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止啊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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岁
~

!厄己
4

云万「目

万乙
7

厂一夙1 0
‘ 弓

夕{厂玉
1名

l

图十一 雅安沙溪遗址下文化层出土陶器
2

、
a

、
4

、
5

、
6

、
7

、
s

、
9

、
1 0

、
1 1

、
1 2

.

馆 口沿 (s 5 Y S T 、④ : 5 0 � s 6 Y S T ;③ : 1 0 -

崛魏

s 6 Y S T � ⑧ : 。� 8 5 Y S T I④ : 3 3 �

名S Y S T 采
: 4 0

⑧ : 1 )

1 3
、
1 4

、
1 5

s 6 Y S T 3③ : 2 7 � 8 6 Y S T ;③ : 1 1 � s 6 Y S T :④ : 2 1 s s Y S T I③ : 2 1 s 5 Y S 采
: 2 0 了 s 6 Y S T :③ : 2 0 � 8 6 Y S T

、
1 6

.

钵 (s 6 Y S T 4 ④ : 5 � 8 5 Y S T
‘④ : 3 2 s 6 Y S T ‘④ : 4 s 5 Y S T �④ : 5 2 ) (均 1 / s )

米 (图十一
�

4 ) 85 Y S T 4③ �
n

�
灰陶

�
侈口

�
卷沿近折

�
方唇

�
唇下缘微突

�
素面

。
口径

1 7
.

6
、
残高 4 厘米 (图十一

�
7 )

。
86 Y S T

:③ :

27
�
褐陶

�
直 口

�
圆唇

�
直领较高

�
素面

�

口径 2 3
.

2
、
残高5

.

2厘米 (图十一
�

6 )
。

杯
:

主要器类之一
�

31 件
�
无复原器

�
绝大多数为泥质陶

�
仅个别夹有细砂

。
深腹

�
器

胎较薄
�
制作较精致

�
可分两型

。

A 型
:

28 件
。
无颈

�
圆腹或弧腹

。
可分两亚型

。

A a
型

:

15 件
。
瘦体

�
可分四式

。

A a l 式
: 4 件

。
斜弧腹近直

�
小平底

。
86 Y S T : H 。 :

14
�
泥质灰陶

�
上部残

�
斜弧腹内

收至近底处再折收成小平底
。
素面

。
底径 2

、
残高9

.

6厘米 (图九
�

9 )
。

A a 五式
: 5 件

。
弧腹

�
平底极小

。
86 Y S T : H

。 :

n
�
泥质灰陶

�
口部残

�
弧腹内 收至近

底处内凹
�
再折收至底

。
底径 1

.

2
、
残高1 2

.

6厘米 (图九
� 1 4 � 图版柒 8 )

。

A a 皿式
: 3 件

。
尖圆底

。
85 Y S T :③ :

16
�
泥质浅灰陶

�
上部残

�
弧腹

�
残高 9

.

6厘米 (图

九
�

1 2)
。

A a W 式
: 3 件

。
角状底

。
86 Y S T �③ :

10
�
泥质黑陶

�
上腹施灰白衣

�
残高9

.

6厘米 (图

九
�

1 3 )
。

一多0 2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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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b型
:

13 件
�
胖体

。
可分三式

.

A b l 式
: 2 件

。
圆腹

�
小平底

。
s 6 Y S T : H

。 : 1
�
泥质灰陶

�
口部残

�
底径 2

、
残 高1 2

厘米 (图九
�

5 )
。

A b l 式
: 9 件

。
圆弧腹

�
平底极小

。
85 Y S T �Z : :

6
�
泥质黑陶

�
上腹施灰 白衣

。
底径

1
、
残高9

.

2厘米 (图九
�

8 )
。

A b l 式
: 2 件

。
尖底

。
86 Y S T

: ③ :
8

�
泥质浅灰陶

�
上部残

�
残高1 1

.

2厘米 ( 图九
�

1 1 )
。

s 6 Y S T :⑧ : 3 9 � 泥质浅灰陶
�
口部残

�
残高1 4

.

5厘米 (图九
�

7 )
。

A 型杯 口沿
:

仅见 1 件
�

86 Y S T :④ :

40
�
泥质灰陶

�
器胎极薄

�
敛口

�
无沿

�
素面

。
口

径 7
.

2
�
残高4

.

2厘米 (图九
� 4 )

。

B 型
: 3 件

。
有颈

�
折腹

。
可分二式

。

B 工式
: 1 件

。
体较胖

�
折腹不显

�
下腹弧内收

。
86 Y S T S

H
: : 2 �

泥质灰陶
�
上部残

�.

小平底
�
素面

.

底径 2
.

5
、
残高7

.

6厘米 (图九
�

6 � 图版陆�
7 )

。

B 亚式
: 2 件

。
体较瘦

�
折腹较甚

�
下腹斜直内收

。
86 Y S T

。③ : 4 �
泥质灰陶

�
侈口

�

尖唇
�
长颐

�
底残

�
须部饰浅凹旋纹三周

.

口径 12
、
残高12 厘米 (图九

�
3 )

。

盏
: 6 件

�
复原 3 件

�
其中 5 件为夹砂陶

�
均为敛 口

、
尖底

、
素面

。
可分三式

。

I 式
: 2 件

。
斜腹急收

�
尖底略呈乳头状

。
86 Y S T : H

. :
8

�
夹砂黑陶

�
口微敛

�
圆唇

�

中腹略内曲
。
口径 1 2

.

6
、
高 4

.

2厘米 (图八
�

4 )
。

I 式
: 2 件

。
敛 口

�
斜弧腹内收

�
尖底

。
86 Y S T : H 。 : 5

�
夹砂灰陶

�
圆唇

�
圆 折肩

。

口径 1 3
.

2
、
高 4 厘米 (图八

�
9 � 图版陆

�
3 )

。

l 式
: 2 件

。
口微敛

�
弧腹收势较缓

�
尖圈底

。
86 Y S T : H

7 : l �
夹砂灰陶

�
圆 唇

�
腹

较深
。
口径 13

.

2
、
高 5

.

2厘米 (图八
�

14 ; 图版陆
�

4 )
。

小盏
: l 件

�
或可作器盖

。
85 Y S T :④ :

28
�
泥质红陶

�
敞口

�
斜腹内收

�
乳 状底

�
素

面
。
口径 6

.

4
、
高3

.

5厘米 (图八
�

6 )
。

豆
:
仅见 4 件

�
均残

。
可分圈足豆与高柄豆两种

。

①圈足豆 2 件
。

86 Y S T :
H

。 :
3

�
泥质灰陶

�
仅存盘下部及圈足上部

�
素面

�
残高4

.

9

厘米 (图八
� 1 2 )

。
8 5 Y S T �③ :

2 0
�
夹砂灰陶

�
素面

�
残高4

.

5厘米 (图八
�

1 7 )
。

②高柄豆 2 件
.

仅存豆柄
。

86 Y S T
o
H : : 5

�
泥质磨光黑陶

�
胎较 厚

�
残 高9

.

2 厘米

(图八
�

1 6 )
。

s 6 Y S T :
H

。 : 4 �
泥质灰陶

�
素面

�
残高6

.

e厘米 (图八
�

1 1 )
。

盆
。 4 件

。
均仅存 口沿

。
85 Y S T

Z④ :

29
�
夹砂褐陶

�
侈口

�
卷沿斜立

�
方 唇

�
上 腹微

外撤
�
口下遍饰斜绳纹

�
口径21

.

2
�
残高6

.

4厘米 (图十
� 1 0) � 86 Y S T

4 ④ :
3

�
泥质灰陶

�

平折沿
�
圆唇

�
直领饰凹旋纹三周

�
口径 1 6

、
残高 4

.

5厘米 (图+
� 1 2 ) � 8 6 Y S T �③ : 1 5

�

夹砂灰陶
�
宽平沿

�
圆唇

�
上腹微外撇

�
素面

�
口径 3 0

.

8
、
残高5

.

4厘米 (图十
�

9 ) ; 86
。

Y S T :③ :

14
�
夹砂褐陶

�
平折沿

�
厚圆唇

�
上腹内收

�
素面

�
口径 1 9

.

2
、
残高 4 厘 米 (图

�

十
�

1 1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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钵
: 4 件

、
均仅存口沿

。
85 Y S T :④ :

31
�
夹砂灰陶

�
直 口

�
圆唇

�
上腹微外鼓

�
腹饰凹

旋纹两周
、
残高5

.

6厘米 (图十一
�

1 4) � 85 Y S T �④ :

32
�
夹砂浅灰陶

�
敛 口

�
叠唇

�
圆腹

�

腹饰斜绳纹
�
残高4

.

4厘米 (图十一
�

16) ; 86 Y S T ‘④ :
4

�
泥质灰陶

�
敛 口

�
折沿 下垂

�

沿面下凹
�
尖唇

�
圆腹

�
腹饰凹旋纹两周

�
残高 4 厘米 (图十一

�
1 5) ; 86 Y S T ‘④ :

5
�
泥

质灰陶
�
直 口

�
尖唇

�
上腹内收

�
饰凸棱一周

�
残高3

.

6厘米 (图十一
�

1 3)
。

缸
: 2 件

�
均残

。
86 Y S T

:③ :

16
�
仅存口部

�
夹砂灰陶

�
口微侈

�
厚圆 唇

�
素 面

�
口

径22
.

4
、
残高5

.

2厘米 (图十
�

5 )
.

86 Y S T 3③:

22
�
夹砂褐陶

�
口近直

�
厚圆唇

�
矮领

�

素面
�
口径 3 5

.

2
、
残高 4 厘米 (图十

� 6 )
。

器盖
: 8 件

�
无复原器

。
86 Y S T :③ :

42
�
泥质灰陶

�
仅存喇叭形纽

�
纽 径n

.

2
、
纽 高

3
.

2厘米 (图八
�

2 0) � 86 Y S T 3③ :

16
�
夹砂灰陶

�
仅存盅状纽

�
纽径 5

.

6
、
残高2

.

8厘米 (图

八
�

28 ; 图版陆
�

6 ) ; 85 Y S T �③ :

19
�
夹砂灰陶

�
仅存盅状纽

�
纽径 6

.

4
、
残 高 3

.

6 厘 米

(图八
�

2 7)
。

86 Y S T 3③ :

18
�
夹砂灰陶

�
浅腹杯状纽

�
盖壁上部斜弧

�
下部残

�
素面

。
纽

径3
.

2
、
残高3

.

2厘米 (图八
�

2 2 ; 图版陆
�

5 )
。

器座
: 5 件

�
均为夹砂陶

�
腹饰镂孔

。
可分两型

。

A 型
: 4 件

。
服形

�
可分两亚型

。

A a 型
: 2 件

�
侈口

�
体瘦长

�
可分二式

。

A a 工式
: 1 件

。
直腹

。
85 Y S T �Z : : 5

�
夹砂灰陶

�
卷沿斜立

�
中腹饰圆形镂孔一对

。

口径 6
、
底径 4

.

4
、
高5

.

5厘米 (图八
� 2 5 )

。

A a 兀式
: 1 件

。
曲腹

。
85 Y S T �Z � :

4
�
夹砂灰陶

�
卷沿

�
中腹饰圆形 镂孔 一 对

。
口径

石
.

4
、
底径 5

.

2
、
高9

.

6厘米 (图八
� 2 4 )

。

A b型
: 2件

�
口微侈

�
体矮胖

。
可分二式

。

A b l 式
: 1 件

�
腹微内曲

。
85 Y S T �Z � :

3
�
夹砂灰陶

�
圆唇

�
下腹饰圆形镂孔一对

。

口径7
.

2
、
底径6

.

4
、
高9

.

2厘米 (图八
�

1 9 )
。

A b 亚式
: 1 件

�
曲腹

。
85 Y S T ; Z

: :
2

�
夹砂褐陶

�
圆唇

�
下腹饰圆形镂孔一对

。
口 径

6
.

4
、
底径 5

.

2
、
高 7 厘米 (图/、� 2 3 )

。

B 型
: 1 件

。
圆筒形

。
85 Y S T : Z : : 1

�
夹砂褐陶

�
下腹饰镂 孔 4 个

。
口 径 6

.

8
、
底径

石
.

4
、
高7

.

8厘米 (图八
�

2 6 ; 图版陆
�

8 )
。

器底
: 4 件

。
86 Y S T :

H
。 :

12
�
夹砂灰陶

�
小平底内凹

�
素面

�
底径 2

.

4
、
残高3

.

2 厘米

(图十
�

8 ) ; 86 Y S T ;③ :
7

�
夹砂灰陶

�
下腹存凹旋纹一周

�
小平底

�
底径 2

.

4
、
残高2

.

4

厘米 (图八
�

21 ) ; 86 Y S T :④ :
2

�
夹细砂灰陶

�
下腹斜直

�
大平底

�
素面

�
底径 13

.

2
、
残高

3
.

2厘米 (图十
; 1 5 ) ; s 5Y S T :⑧ :

1 5
�
夹砂浅灰陶

�
圈足

�
残高 2 厘米

�
(图十

�
1 3 )

。

器耳 (奎 ) : 4 件
。

86 Y S T 4③ :
1

�
夹砂浅灰陶

�
宽边桥状耳

�
穿孔较大

�
耳 长 2

.

6
、

宽 1
.

6厘米 (图十
�

1 6) ; 85 Y S T 3③ ‘
10

�
泥质灰陶

�
宽边桥状耳

�
穿孔较小

�
耳长 3

、
宽

2 厘米 (图十
�

1 5) ; 85 Y S T :④:
13

。
泥质白衣陶

�
宽边桥状耳

�
穿孔较小

�
耳长 4

、
宽

一多0 4一



1
.

9厘米 (图十
�

2
.

生产工具

仅纺轮一种
�

工式
: 2 件

�

(图十
�

20 )
。

1 7 ) ;

6 件
�

S G Y S T 、H 。 :
5

夹砂灰陶
�
舌状夔较窄 (图十

�
1 4)

均为泥质陶
。 可分三式

:

草帽状
。

8 6 Y S T
。
H

: :
i �灰陶

�
腰饰浅凹旋纹两周

�
底径3

.

2
、 高1

.

5厘 米

I 式
: 1 件

�
束腰

。 8 5 Y S T
: Z : :

7
�
灰陶

�
素面

顶径 1
、
底径2

.

8
、
高 1

.

4厘米 (图十
�

皿式
: 3 件

�
腰部斜直

�

6厘米 (图十
� 2 2)

。

(二) 石器 数量较多
�

断面呈梯形
�

8 5Y S T
Z③ : 8

� 灰陶
�
素面

�
顶径 2

、
底径 4 妇

共 1 8 7件
。

玄武岩
、

(石英岩
、

制作石器的原料计有岩浆岩
(辉绿岩

、
辉长岩

、
辉

21高

绿辉长岩
、
闪长岩

、
安山岩

、

火山岩 (凝灰岩)
、
变质岩

流纹岩
、

千枚岩 )

纷岩)
、
沉积岩 (硅质岩

、
健有

、
妙石� 、

等
。
按加工方法可分为打制石器和磨制石器

两大类
�
绝大多数为打制石器

。

气

撬豪
1

凌

臭敏

图十二

1
。
般底形石核

3
.

般底形石核

(s s Y S 采
: 1 5)

雅安沙溪遗址下文化层出土石器
2

.

船底形石核 (公6 Y S T 、⑧ : 1)

(s 6 y 留
、
H

。 : 1 )

4
.

船底形石核 (色S Y S 采
: 2 6)

(均 � / 3 )

一J O�一



吏龙熨璧适卫鳖塑

1
.

打制石器

18 2件
。
可分为细石器

、
石片石器和石核石器三种

�
以石片石器为主

。

( l ) 细石器
17 件

�
多采用硬度较高的石料

�
采用压削法制成

�
包括细石核和细石叶两类

.

①细石核 6 件
。
核身遍布剥片疤痕

�
可分两型

。

A 型
: 4 件

。
船底形石核

。

s 6 Y S T : H
. :

1
�
黑暇岩

�
台面最大径2

.

5
�
底长4

.

9
、
宽 2

.

3
、
高 2 厘米 (图十二

�
3 ;

图版伍
�

8 ② ) ; s 6 Y S T :③ : 1
�
无斑流纹岩

�
底长 4

�
宽 1

.

8 5
、
高2

.

4厘米 (图 十二
�

2 ;

图版伍
� 7⑤ ) � 85 Y S T :⑧ :

1
�
黑色健石

�
底长2

.

8
、
宽 1

.

8
�
高1

.

8厘米 ( 图 十 三
�

2 多

霹
!

彝氰
�

澎瓢蘸
参

3

颧
、巍 巍蘸

6
一

~

图十三 雅安沙溪遗址下文化层出土石器
1

.

船底形石核 (8 5 Y S 采
: 2 5) 2

.

船底形石核

3
.

圆锥形石核 (85 Y S 采
: 3 2) 4

.

圆锥形石核

5
.

圆锥形石核 (8 5Y S T 3③ : 9 ) 6
.

圆锥形石核

(均 2 / 3 )

(s 5 Y S T :③ : 1 )

(8 5Y S 采
: 9 0 )

(色SY S T �④ : 1 9 》

一多O‘一



雅安沙溪遗址发掘及调查报告

图版伍
: 8 ⑧)

。

B 型
: 2 件

�
圆锥形 (铅笔状) 石核

。

85 Y S T 3③ :
9

�
无斑流纹岩

�
底长径 3

.

2
、
宽径 2

.

2
、
高2

.

3厘米 ( 图 十 三
�

伍
�

2 / ⑤) � s 5Y S T �④ : 1 9
�
隧石质

�
底最大径 2

.

1 5
、
高2

.

6 5厘米 (图十 三
�

伍
�

8 ⑥ )
。

5 � 图 版
6 � 图版

②细石叶 n 件
�
细小扁薄

�

A 型
: 3 件

�
长条形石叶

。

8 5 Y S T :④ :
2 3

�
硅质岩

�
长 1

.

多在一侧或两侧加工成刃
�
可分两型

。

5 5
、
宽 0

.

8
、
厚0

.

0 8厘米 (图十四
�

3 ; 图版伍 ; 7 ⑩ )多

0珊
.......

口
2

一田
.nn月口臼

一
叭川叼

1

一
风日︺

仓丁! 树 脚 黝
O U

侧 脚 卿啧
一

}

即
一

暑 癫
一

馨
一 1 5

图十四 雅安沙溪遗址下文化层出土石器
1

.

2
、

s
、

4
、

1 2
、

A 型石叶 (8 5 Y S T 3③ : 2 2 � s 5Y S T 、④ : 2 2 s 5Y S T :④ : 2 5
、

s 5Y S 采 : 5 4 � 8 5 Y S 采
: 6峨)

5
.

6 、 7 、 s
、 。 、

1 0
、

1 1
、

1 3
、

i峨
、

B 型石叶 (s 5 Y S 采
: 4 5 � 8 5 Y S 采

: 5 1 � s 5 Y S 采
: 5 0 � 5 5 Y S 采

: 遵9 � s s Y S T 、④
23 � 8 5 Y S 采 : 5 3 � 8 5Y S T 、④ : 2 6 � 8 5 Y S T : ④ : 9 � 8 5 Y S T :④ : 1 4 )

1 5
.

龟背状石核 (s 5 Y S 采
: 7 0 ) (均 i / i )

一J O 7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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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S Y S T :④ :
2 2

�
隧石质

�
残长0

.

5
、
宽 0

.

5
、
厚0

.

0 5厘米 :图十四
�

2 )� s 5 Y S T
3③ : 1 2

�
硅质

岩
�
长 1

.

3
、
宽0

.

5
、
厚 0

.

15 厘米 (图十四
�

1 ; 图版伍
�

7 ⑩)
。 ’

’

B 型
: 8 件

。
尖状石叶

s 5 Y S T Z ④ : 9
�
流纹岩

�
长 s

、
宽 1

.

5
、
厚0

.

7厘米 (图十四
�

1 3 ) � s 5 Y S T :④ : 1 4
�

脉石英
�
长2

.

5
、
宽 1

.

3
、
厚0

.

3厘米 (图十四
�

1 4) � 肠Y S T :④ :

13
�
流纹 岩

�
长 1

.

8
、
宽

1
.

2
、
厚0

.

2厘米 (图十四
�

9 ) � s 5 Y S T :④ :
2 6

�
隧石质

�
长 1

.

6 5
、
宽0

.

7
、
厚0

.

1厘米 (图

十四
�

1 1 ; 图版伍
�

8 ⑩ )
。

( 2 ) 石片石器

1 54 件
。
多数系利用直接打击法剥下的石片经第二步加工制成

�
多为单向加工 ; 部 分 石

片未经第二步加工
�
系直接利用石片锋利的刃部或锐利的尖部

。
种类针有有肩 石 器

、
切 割

器
、
砍砸器

、
刮削器

、
尖状器

、
盘状器

、
链形器等

。

①有肩石器 74 件
。
皆以青衣江河漫滩上的辉绿辉

一

女岩
、
辉绿岩

、
辉长岩

、
安山岩

、
粉

岩
、
闪长岩及玄武岩

、
砾石作原料

�
加工方法基本相同

�
一般先从砾石上打下一块大石片

�

再在石片一端加工出 柄部
�
又在另一 端 修 理 出 刃缘

!

在柄部与器身交界处打出两肩
�
柄

肩之际两侧多留有较对称的石片疤痕
�
石器的一面仍保寺原 自然石面

�
个别刃部稍加磨制

�

相当多的器物柄端亦制出刃部
。
根据器体厚度可分为有肩石铲和有肩石斧两类

�
以有肩石斧

为主
。
多有使用痕迹

。

有肩石铲 n 件
。
器体扁薄

�
厚薄较均匀

。
可分两型

。

A 型
: 7 件

。
折肩

�
多为舌形铲身

�
尖圆刃

。
可分四式

。

A l 式
: 1 件

。
柄部与铲身交界处内凹

�
肩部不显

。
86 Y S T ‘G : : 6 �

柄与 肩的 一 侧有

较明显的石片疤
�
另一侧不显

�
长 14

.

4
、
宽 6

.

8
、
厚 1

、
柄长 6

、
柄宽 6 厘米 (图十五

�
2 ;

图版捌
�

2 )
。

A I 式
: 1 件

。
亚腰

�
肩部稍显

。

86 Y S T :
H

3 : 9
�
长12

、
宽 6

.

6
、
厚 0

.

9
、
柄长 6

、
柄

宽 3
.

2厘米 (图十五
� 3 ; 图版捌

�
3 )

。

A I 式
: 2 件

。
双肩明显

�
形状规整

。
86 Y S T ‘④ :

t
�
长 14

.

2
、
宽 1 3

.

2
、
厚 1

.

5
、
柄 长

5
.

6
、
柄残宽 2

.

6厘米 (图十五
�

s ; 图版捌
�

4 ) � 8 6
’
[S T :④ : 1 8

�
长 1 3

.

6
、
宽8

.

4
、
厚

1
.

4
、
柄长 4

.

8
、
柄宽 4

.

8厘米 (图十五
�

7 )
。

A W 式
: 3 件

。
宽肩近平

。
可分三种

。

A W A 式
: 1 件

。
铲身较短

�
尖刃

。
86 Y S T

S③ :

n
�
制作较精致

�
宽柄

�
舌形铲 身

�
长

1 6
、
宽 1 3

.

6
、
厚 1

.

6
、
柄长 5

.

2
、
柄宽 5

.

6厘米 (图十五
�

5 ; 图版捌
�

5 )
。

A 万 B 式
: 1 件

。
铲身较长

�
弧刃

。
86 Y S T ‘③ :

12
�
短窄柄

�
长20

.

2
、
宽 13

.

4
、
厚 2

、
柄

长 6
、
柄宽 4

.

6厘米 (图十五
�
卜 图版捌

�
6 )

。

A 万 C 式
: 1 件

。
铲身宽扁

�
宽斜弧刃

。
85 Y S T :③ :

70
�
窄柄

�
长20

、
宽 16. 8 、

厚 1
.

8
、

柄长 8
、
柄宽 6 厘米 (图十五

� 6 ; 图版捌
� 7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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辍攀琳夺
一

}黔
_

(

唾
一‘
介殃{蜘

.﹄...�.
缈

12

爵
·

拗

黝暴臀直臀

一

·

彝
·

‘氮麟瀚胃贾“
。

莎
·

‘麟瀚胜肠曹叮

务
。

图十五 雅安沙溪遗址下文化层出土石器
1

.

2
.

A I 式有肩石铲 (s 5 Y S 采
: 5 魂� 8 6 Y S T 一G l : e ) 3

.

A I 式有肩石铲 (s 6 Y S T :
H 3 : 。)

4
.

B l 式有肩石铲 (8 打S T o
H ‘ : 1) 5

.

A 万A 式有肩石铲 (86 Y S T 。③ : 11 )

6
.

A U C 式有肩石铲 (8 5Y sT
Z③ : 7 0) 7

.

8
.

A I 式有肩石铲 (86 Y sT
:④ :

18
�
防Y S T 4④ : 4 )

�.

A 万B 式有肩石铲 ( 8 6Y S T 一③ : 1 2 ) z o
.

B I 式有肩石铲 (s 6 Y S T :⑧ : i。)
1 1

.

甘1 式有肩石铲 ( s 5 Y S T :⑧ : 7 7 ) 1 2
、
17

.

A l式有肩石斧 ( s 6Y ST
;
G : : s

�
韶Y ST

3④ : 2 5 )

i s
.

i 4
.

A I 式有肩石斧 ( 8 6Y ST
:④ � 3 0 8 5 Y s T a④ � 4 ) 1 5

.

1 6
�
1 8

.

A 互式有肩石斧 ( 8 6 Y sT
S③ : 1 4 � s 6

YS T s⑧
i �.

2 0
�
A 那B 式

、
A U A 式有肩石斧 (8 6 Y S T :③ : 5 0 � 8 5Y S T

:③ : 4 0 ) : 2 3 � s 6 Y S T s③ : 2 5 )

红
.

22
.

Ba 工式有肩石斧 ( s o Y S T 。④ : 3 4 � 86 Y S T :④ : 3 )

2 3
.

B a l 式有肩石斧 ( 8 6Y S T �④ : 3 ) (均 1 / 8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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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型
: 4 件

。
溜肩或圆肩

�
圆形铲身

�
圆弧刃较宽

。
可分三式

:

B l 式
: i 件

。
鞋底形

�
肩部稍显

。
s 6 Y S T

S
H ‘ :

i
�
器体较小

�
长 9

.

5
、
宽 5

.

5
、
厚 1

.

1 、

柄长 4
、
柄宽 4 厘米 (图十五

�
4 � 图版捌 �

8 )
。

B I 式
: 2件

。
双肩明显

�
形状规整

。
86 Y S T

Z③ :

19
�
柄部 及 铲 身 稍 残

�
长19

.

2
、
宽

1 1
.

2
、
厚 i

、
柄长 6

、
柄宽6

.

4厘米 (图十五
� 1 0 )

。

B I 式
: 1 件

。
宽肩

�
制作较精致

。
85 Y S T :③ :

77
�
器身呈乒乓球拍状

�
圆肩

�
长21

、

宽 1 7
.

6
�
厚 2

、
柄长6

.

4
、
柄宽6

.

5厘米 (图十五
� 1 1� 图版捌 �

9 )
。

有肩石斧 63 件
。
器体较厚重

。
可分三型

。

A 型
:

22 件
。
折肩

�
多为舌形斧身

�
尖圆刃

。
可分四式

:

A l 式
: 6 件

。
鞋底形

�
肩部不显

。
86 Y S T 4 G � :

8
�
器体较小

�
长n

.

6
、
宽 6

、
厚2厘

米 (图十五
�

1 2 多 图版玖
�

1 ) 多 s s Y S T
3④ :

2 5 � 器体较大
、
厚重

�
长2 5

.

6
、
宽 1 5

.

6
、
厚 4

厘米 (图十五
� 1 7多 图版玖

�
4 )

。

A I 式
: 6 件

。
肩部较显

。
86 Y S T

3④ :
3 �

器体较乃
�
长12

.

8
、
宽 8

.

4
、
厚 1

.

6
、
柄长

4
.

8
、
柄宽5

.

2厘米 (图十五
�

13 ; 图版玖
� 2 ) ; 85 Y S

‘

ra ④ :
4

�
器体硕大

、
厚重

�
长31

.

6
、

宽 1 8
.

8
、
厚 4

.

5
、
柄长 1 0

、
柄宽 9

.

5厘米 (图十五
� 1 4 � 胆牙版玖 � 5 )

。

A I 式
: 8 件

。
肩较宽

�
尖刃

。
86 Y S T 3③ :

25
�
形状规整

�
双肩较对称

�
器体较小

。

长

1 7
.

2
、
宽 1 1

.

2
、
厚2

.

4
、
柄长 6

、
柄宽4

.

8厘米 (图十五
� 1 5 ; 图版玖

� 3 ) ; s 6 Y S T s③ :
2 3

�

器体较大
�
长2 7

.

5
、
宽 1 7 、

厚 4
.

2
、
柄长9

.

6
、
柄宽7

.

6厘米 (图十五
�

16 多 图版玖
�

7 ) �

s 6 Y S T
S③ :

1 4
�
器体较大

�
长2 7

.

2宽1 6
、
厚 4

、
柄长7

.

6
、
柄宽 7

.

8厘米 (图十五
� 1 5 ; 图版

玖
�

6 )
。

A N 式
: 2 件

。
宽肩近平

。
可分两种

。

A 丁 A 式
: 1 件

。
斧身略呈三角形

�
尖刃

。
85 Y S T

: ⑧ :

40
�
长2 3

.

8
、
宽 19

、
厚 3

、
柄长

1 0
、
柄宽 6

.

4厘米 (图十五
�

2 0 � 图版玖
�

s )
。

A 万 B 式
: 1 件

。
长柄

、
斧身略呈横长方秀

、
宽弧刃

�

86 Y s T :③ :

80
�
长21

.

5
、
宽16

.

5 、

厚 3
.

6
、
柄长 9

、
柄宽 5

.

8厘米 (图十五
�

19 ; 图版玖
�
匀)

。

B 型
:

21 件
。
溜肩或圆肩

�
圆弧刃

。
可分两亚型

。

B a 型
:

n 件
。
整体形制较瘦长

�
柄肩夹角较大

�
柄部明显短于斧身

。
可分三式

。

B a l 式
: 2 件

。
亚腰

�
肩部不显

。
s 6 Y S T :④ :

3
�
长2 4

.

6
、
宽 1 3

.

5
、
厚 2

.

5
、
柄长 1 0

、

柄宽 6
.

8厘米 (图十五
� 2 2 � 图版拾

�
1 ) ; s 6 Y S T 。④ : 34 �

长 2 0
.

2
、
宽 1 0

、
厚 3

、
柄 长

7
.

2
、
柄宽 5

.

6厘米 (图十五
�

21 多 图版拾
�

2 )
。

B a 五式
: 4 件

。
肩部较显

�
形制较规整

。
s 5 Y S T

: 〔9 : 5 3
�
鞋底状

�
长2 3

.

6
、
宽 1 2

、

厚 3
、
柄长 8

、
柄宽 7 厘米 (图十六

� 1 ; 图版拾
� 4 ) ; 86 Y S T �④ :

3
�
形 制硕 大

、
厚

重
�
长 3 1

.

2
、
宽 16

.

4
、
厚 3

.

6
、
柄长 8

、
柄宽 8 厘米 (图十五

�
23

�
图版拾

�
3 )

。

B a l 式
: 5 件

。
肩部较宽

�
形制规整

。
86 Y S T :③ :

tl
�
器体较小

�
长 1 4

.

4
、
宽 8

.

8
、
厚

—多了O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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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十六
1

.

B a l 式有肩石斧 (8 6 Y S T :④ : 3 3)

6
.

B b l 式有肩石斧 (8 6 Y S T ‘
G

� : 9 )

7
.

1 1 �
B b l 式有肩石斧 (s 6 Y S T

。③ : 2 2
�

�.

Cc 型有肩石斧 ( 8 6Y S T :③ : 2 )

12
.

19
.

Ca 工式有肩石斧 ( 8 6Y S T 3④ :
24

�

14
.

C a l 式有肩石斧 招S Y S T �③ : 2 4 )

1 6
.

i 7
.

C b l 式有肩石斧 ( s 6 Y S T ;③ : 2峨
�

Z o
.

C a l 式有肩石斧 (8 6 Y S T 3④ : 7 7 )

Z i
.

C b l 式有肩石斧 (8 5 Y S 采
: 6 5 )

雅安沙溪遗址下文化层出土石器
2

.

3
.

4
.

5
.

B a l 式有肩石斧 (8 6 Y S T 。③ :
13

� 8 5Y S T :③ :
34

�

8 6 Y S T
I③ : 1 1 )

s 6 Y S T Z⑧ : 1 7 ) s
.

E 以万式有肩石斧 ( s 6 Y S T �③ : 1 6 )

1 0
.

B b l 式有肩石斧 ( s 6 Y S T T :③ : 2 0 )

s 5 Y S T :④ : 5 3 ) i 3
.

C b l 式有肩石斧 (8 6 Y S T ‘④ : 6 3 )

1 5
.

C b l 式有肩石斧 ( 8 6 Y S T �
H

。 : 2 7 )

s 6 Y S T �③ : 2 0 ) i s
.

C b 万式有肩石斧 ( s 6 Y S T ‘③ : 5 0 )

8 5Y S 采
: 1 1 2

(均 i / 8 )

一 ; 1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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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
柄长 4

、
柄宽 4

.

4厘米 (图十六
�

5 ; 图版拾
�

7 ) ; 86 Y S T 。③ :

13
�
器体较大

�
刃部稍

加磨制
�
长2 3

.

6
、
宽 1 4

、
厚 2

.

4
、
柄长7

.

2
、
柄宽7

.

2厘米 (图十六
� �

2 ) 多 s 5 Y S T Z ③ : 3 4
�

宽弧刃
�
长2 0

.

4
、
宽 1 2

.

4
、
厚 3

、
柄长6

.

4
、
柄宽 6

.

4厘米 (图十六
�

3 � 图版拾 �
6 )

。

B b型
:

10 件
。
整体形制较宽短

�
柄部长度略短于斧身

�
可分四式

。

B b l 式
: 2 件

。
亚腰

�
肩部不显

。
8 6 Y S T

‘G � :
9

�
长 1 8

、
宽 1 1

、
厚 s

、
柄 长 7

.

2
、
柄

宽 7 厘米 (图十六
�

6 ; 图版拾
�

8 )
。

B b 亚式
: 3 件

。
肩部较显

。
86 Y S T Z③ :

20
�
刃部稍浅

�
长17

.

2
、
宽 12

.

4
、
厚 2

.

4
、
柄长

6
.

5
、
柄宽 7

.

2厘米 (图十六
� 1 0 ; 图版拾

�
g )

。

B b l 式
: 4件

。
肩部较宽

�
形制规整

。
86 Y S T S③ :

1 2� 长 2 0
.

4
、
宽13

.

2
、
厚 2

.

4
、
柄 长

8
、
柄宽7

.

2厘米 (图十六
�

7 ) � s 6 Y S T :③ : 1 7
�
制作较精致

�
圆形斧身

�
长 1 7

.

2
、
宽 1 2

.

4
、

厚 2
.

4
、
柄长7

.

6
、
柄宽 6 厘米 (图十六

�
1 1 ; 图版拾壹

� 1 )
。

B b那式
: 1 件

。
宽圆肩

。
86 Y S T :③ :

16
�
器身呈乒乓球拍状

�
刃部背面稍加磨制

�
体厚

重
�
长2 1

.

6
、
宽 14

.

8
、
厚3

.

2
、
柄长 9

.

2
、
柄宽 5

.

6厘米 (图十六
� 8 � 图版拾壹 � 2 )

。

C 型
:

20 件
。
械形斧

。
宽弧刃

�
器体多瘦长

�
长柄

�
器最宽处多在刃部

。
可分三 亚型

.

C a 型
: 8 件

。
折肩

�
斧身两侧近直

�
可分三式

:

C a l 式
: s 件

。
亚腰

�
肩部不显

。
s 5 Y S T �④ : 5 3

�
长 2 0

.

8
、
宽 1 0

.

6
、
厚 2

.

6
、
柄长 1 0

、

柄宽6
.

7厘米 (图十六
�

1 9 ; 图版拾壹
�

3 ) 多 8 6 Y S T 3
(刃

�
2 4

�
长一5

.

4
、
宽 8

�
厚 1

.

4
、
柄长

6
.

4
、
柄宽 4

.

8厘米 (图十六
�

1 2 � 图版拾壹 �
4)

。

C a 亚式
: 2 件

。
肩部明显

。
s 6 Y S T s④ : 7 7

�
制作较精致

�
长 1 9

、
宽 1 1

、
厚 2

.

5
、
柄 长

8
.

4
、
柄宽 6 厘米 (图十六

�
2 0 ; 图版拾壹

�
5 )

。

C a l 式
: 3 件

。 ’

器身稍短
�
宽肩近平

。
85 Y S T :⑧ :

24
�
斧身略呈横长方形

�
长 14

、
宽

1 1
、
厚 2

.

3
、
柄长6

.

8
、
柄宽 6

.

4厘米 (图十六
�

1 4 � 图版拾壹 � 6 )
。

C b型
:

n 件
。
斜肩

�
斧身两侧外撇

�
器最宽处多在刃部

�
可分四式

。

C b 工式
: 2 件

。
鞋底形

�
肩部不显

。
86 Y S T :

H
。 :

17
�
斧身右侧微外 撇

�
体 较 厚

�
长

1 5
.

2
、
宽 6

.

8
、
厚 2

.

5
、
柄长 6

.

8
、
柄宽 4

.

4厘米 (图十六
�

1 5 � 图版抬壹 �
7 )

。

C b 五式
: 3 件

。
斧身两侧外撇

�
刃部较宽

。
86 Y S T ‘④ :

63
�
长1 8

.

2
、
宽 9

.

2
、
厚2

.

4
、

柄长9
.

2
、
柄宽 5

.

8厘米 (图十六
�

13 ; 图版拾壹
�

8 )
。

C b l 式 ; 4件
。
斧身两侧外撇较甚

�
宽弧刃

。
86 Y S

‘
r :③ :

24
�
刃部稍残

�
长15

、
宽 9

、

厚 2
、
柄长e

.

4
、
宽 4

.

4厘米 (图十六
�

1 6
�
图版拾壹

� ·
) ) � s e Y S T :③ :

2 0
�
器体较 小

�
长

i o
.

e
、
宽 8

.

4
、
厚 1

.

6
、
柄长 5

.

2
、
柄宽 4

.

6厘米 (图+ 六
�

1 7 ; 图版拾贰
�

i )
。

C b 万式
: 2 件

。
柄特长

�
刃部极宽

�
刃角上翘

。
8 6 Y S T ‘③ :

80
�
刃 部 近 半 圆 状

�
长

2 3
.

6
、
宽 1 4

、
厚 3

.

2
、
柄长 1 4

、
柄宽 8 厘米 (图十六

� 1 8 � 图版拾贰 � 2 )
。

C c
型

: 1 件
。
斧身两侧内曲

。
86 Y S T Z③ :

2 �
肩部校显

�
刃角 上 翘

�
宽 平弧 刃

。
长

1 5
.

8
、
宽 8

.

2
、
厚 2

.

2
、
柄长 6

、
柄宽 5

.

8厘米 (图十六
�

9 � 图版拾壹
�

3 )
。

一多了Z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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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十七 雅安沙溪遗址下文化层出土石器
1
、
i o

.

B 型石斧 “ S Y S采
: i x � 8 5 Y S 采

: 9 )

2
、
3 、 4

、
5
、
1 2

.

斧形器 (8 5 Y S采
: 1 8 � 8 5 y s 采

: 1 3 � 8 5 Y S 采
: 4 1 �

6
、
7
、
8
、
9

.

石斧 (8 6 Y S T :③ : 4 �

1 1
.

A 型石斧 ‘8 5 Y S 采
: 7 )

85 Y S 采
:
10

�
85 Y S T �④ : 4 �

8 5 Y S 采
: 1 6 � 8 5 Y S 采

: 2 )

肠Y S T :④ : 1 2 )

13
.

B 型正尖尖状器 ‘86 Y S T S
H

�� i )

2通、 2 5
、 2 6

、
2 7、工5

.

切翻器 (名S Y S T
3④ : 1 0 � s 5 Y S采 : 1 2 � 8 5Y S 采

: 2 2 �

i氏 2 0
、
2 2

.

质砍砸器 ( 6 5 Y S 采 : 10 。� 8‘Y S T 3⑧ : 1 1 � 名6 Y S T 、H 运了 1 )
8 5 y S T : ④ : 2 1 � s 6 Y S T :③ : 1 2 )

( 4
� i / 8 � 2 2 � i / 2 � 佘均 1 / 盛 )

- 多了J一



甫方民族考古
·
第三辑

②切割器 15 件
。
原料均选自青衣江河漫滩上的砾石

�
一般先从砾石上剥下较宽的薄石

片
�
再取其锋利的边缘稍加修理而成

�
石器一面仍保持从 自然石面� 部分器物未经第二步加

工
。
形状大多呈椭圆形

。
86 Y S T :③ :

12
�
安山质凝灰岩

�
不规则椭圆形

�
基本未经第二步加

工
�
弧刃

。
长4

.

7
、
宽 s

、
厚0

.

9厘米 (图十七
�

1 5 ) ; s 5 Y S T Z④ : 2 1
�
辉绿岩

�
椭 圆 形

�

刃缘略作加工
�
圆弧刃

.

长7
.

5
、
宽 1 2

.

4
、
厚0

.

9厘米 (旦牙十七
�

1 7 ) � 5 S Y S T
3④ :

1 0
�
硅

质泥岩
�
器身两侧较直

�
斜直刃

�
刃缘有双缺

。
长 3

、
多打

.

2
、
厚 1

.

6厘米 (图十七
� 1 4)

。

③砍砸器 n 件
。
可分为砾石片砍砸器和非砾石片吞(砸器

�
均系利用厚石片加工而成

。

砾石片砍砸器 2 件
。
原料

、
加工方法与切割器基本相同

�
唯器体较大

、
厚重

、
形似劈

刀
�
石器一面仍保持原 自然石面

。
86 Y S T ;H

‘ ; 1
�
细粒闪长岩

�
器身器呈扇形

�
利 用 一大石

片稍加修理其较锋利的一侧使之成刃
�
再从原 自然石面向劈裂面加工其较厚钝的一侧使成一

酬
2

涵
︵
涎卢匕咏耀携

图十八 雅安沙溪遗址下文化层出土石器

1
.

质砍碗器 (8 S Y S 采 : 2 9) 2
.

质砍硕器 (8 S Y S T :③ : 1 1)

3
.

质砍硬器 ( s 5 Y S T :⑧ : 1 1 ) 一 龟背状石核 (s 6 Y S r :③ : 3 )

5
.

质砍硕器 (8 S Y S T :④ : 2 6) 6
.

质砍顶器 (85 Y S 采
: 2 5)

7
.

石核砍砚器 (s 5Y S T :④ : 5 ) (均 1/ 2 )

一了了4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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窝
�
便于手握

。
长1 3

.

6
、
宽 1 2

.

4
、
厚 1

.

2厘米 (图+ 七
�

2 1
�
图版柒

�
2 ) �8 6 Y S T 3 ③ �

1 1
�

中基性凝灰岩
�
器身略呈圆形

�
未作第二步加工

�
圆弧刃稍残

。
长9

.

8
、
宽 9

.

2
、
厚 1

.

4 厘 米

(图十七
�

2 0 )
。

非砾石石片砍砸器 9 件
。

85 Y S T :④ :

26
�
流纹质熔接凝灰岩

�
形 似 劈刀

�
交互加工

而成
�
凸刃

�
长8

.

4
、
宽4

.

8
、
厚 1

.

9厘米 (图十八
�

5 ) ; s 5Y S T :③ : 1 1 �
流纹质熔接 凝灰

岩
�
器身略呈梯形

�
由腹面向背面略加修理而成

�
凹缺刃

�
长7

、
宽6

.

2
、
厚1

.

6厘米 ( 图十

八
� 2 ) � 85 Y S T

Z ③ :

n
�
流纹质熔接凝灰岩

�
体大

、
厚重

、
由腹面向背面 加工 而 成

�
长

1 5
.

5
、
宽 1 5

.

5
、
厚 2

.

4厘米 (图十八
�

s )
。

④刮削器 33 件
。
形制复杂

�
大致可分为椭圆形

、
梯形

、
长方形

、
三角形

、
刀形

、
扇形和

叠
、馨

瓢
’

{
一

i
一 一

9 1 0

图十九 雅安沙溪遗址下文化层出土石器

1
.

石核刮削器 (8 5 Y S 采
: 8右)

3
.

不规则形刮削器 (8 S Y S 采
: 7 2)

5
.

扇形刮削器 (8 SY S T :④ : 3 )

7
.

A 型角尖尖状器 (8 S Y S 采
: 5 6)

9
.

三棱尖尖状器 (s s Y S 采
: 9 1 )

11
‘
A 型正尖尖状器 (85 Y S T 3③ :

16 )

2
.

长方形刮郁器 ( s 5Y S T :③ : i )

4
.

椭圆形刮削器 (8 S Y S T :④ : 2 8)

6
.

刀形刮削器 (8 S Y S T �④ : 8 )

8
.

A 型正尖尖状器 (85 Y S T �④ :
4)

10
.

双尖尖状器 (s 5丫sT
S③ : 8 )

(5
、
8

.

1 /3 � 余皆为 1 : 1
.

5 )

一J 1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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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规则形等
�
多数经过第二步加工

。
部分器物具有细石器风貌

。

椭圆形刮削器 12 件
。
原料

、
削片方法及形状与该割器基本相同

�
唯器体较小

�
大多未经

第二步加工
�
宽度多为 4— 6 厘米

�
均为复刃

。
85 Y S r :④ :

28
�
安山质凝灰岩

�
长 3

.

2
、
宽

4
.

4
、
厚 0

.

4厘米 (图十九
�

4 )
。

梯形刮削器 4 件
。

85 Y S T :④ :
11

�
安山岩

�
器身呈斧状

�
单边弧刃

�
长2

.

7
、
宽2

.

5
、
厚

心
.

45 厘米 (图二十
�

9 ) � 85 Y S T :④ :

27
�
流纹质熔接凝灰岩

�
交互加工而成

�
单 边 凹 缺

刃
�
长 4

.

75
、
宽 4

.

5
、
厚 1

.

2厘米 (图二十一
�

2 )

长方形刮削器 8 件
。.

85 Y S T
:④ :

10
�
蚀变安山岩

�
单向加工而成

�
单边凹刃

�
台面仍

﹃黝渺哪氰l黔肇
酬鹭;
卿

一

色
一

!
8

、 一

{物有
图二十 雅安沙溪遗址下文化层吕土石器

1
.

长方形刮削器 (8 S Y S 采 : 6 7)

3
.

梯形刮郁器 (s 5 Y S采
: 7 7 )

5
.

不规则形刮削器 (8 S Y S采
: 6 8)

7
.

不规则形刮靓器 (肪Y S 采
: 5 5)

9
.

梯形刮削器 (8 SY S T :④ : 1 1)

1 1
.

姿形刮削器 (8 5Y S 采
: 7 9 )

2
.

禅形刮削器 (8 5Y S 采
: 3 1 )

通
.

梯形刮翔器 (85 Y S 采
: 7 6)

6
.

长戈形乱例器 (8 5 Y S T :④ : 6 少

8
.

菱形刮郁器 ( 8 5 Y S 采
: 9 2 )

1 0
.

扇形刮削器 ( 8 5 Y S采
: 8 2 )

(均 1 : 1
.

5 )

一多了‘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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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二十一 雅安沙溪遗址下文化层出土石器

1
.

兰角形刮削器 (肠Y S T :③ : 15)

3
.

不规则形刮削器 (85 Y S T �③ : 8 )

5
.

半月形刮削器 (85 Y S 采
: 2 0)

(均 1 : 1
.

5 )

2
.

梯形刮附器 (8 SY S T ;④ : 2 ”
4

.

菱形刮削器 ( 8 5 Y S 采
: 2 1 )

6
.

长方形刮削器 (8 S Y S 采
: 3的

保持原 自然石面
�
长5

.

7
、
宽 3

.

5
、
厚 0

. “ 厘米 (图二十二
�

5 ) ; 85 Y S T 3④ :

15
�
流纹质熔

接凝灰岩
�
器体较大

�
厚实

�
单边凹缺刃

�
器身石片疤痕较多

�
长7

.

4
、
宽 3

.

2
、
厚 2 厘米

(图二十三
�

6 ) ; 85 Y S T
a③ :

1
�
泥质粉砂岩

�
由腹面向背面加工而成

�
单 边 直 刃

�
长

3
.

6
、
宽 2

.

9
、
厚 0

.

45 厘米 (图十九
� 2 ) � 85 Y S T 3④ :

6
�
泥质粉砂岩

�
器体较小

�
单向加

工而成
�
单边凸刃

�
长 2

.

5
�
宽 1

、
厚 0

.

7厘米 (图二十
�

6 ) � 86 Y S T :④ :
5

�
流纹质熔接

凝灰岩
�
交互加工而成

�
双刃

�
台面仍保持原 自然石面

�
长 4

.

7
、
宽 2

.

6
、
厚 1 厘米 (图二十

三
�

5 )
。

三角形刮削器 2 件
。

86 Y S T
S③ :

5
�
泥质粉砂岩

�
具细石器风貌

�
由腹面 向背面加工

而成
�
复刃

�
刃缘组合形态为凹缺—凸—凹缺

�
长 4

.

1
、
宽3

.

6
、
厚 0

.

9厘米 (图二十三
�

一1 万7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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夔熬叠耀鹦窄
逗馨覆纂羹 l:翻

卜划喇
V6

鹭
.

毓

图二十二 雅安沙澳遗址下文化层出上石器

1
.

梯形刮有d器 (8 5 Y S 采 : 5 )

3
.

长方形刮削器 (5 8 Y S 采 : 8 1 )

5
.

长方形刮前器 《85 Y S T :④ : 10)

7
.

长方形刮前器 (8 5Y S 采
:
6)

(均 1 : 1
.

5 )

2
.

刀形刮郁器 (8 5Y S T :④ : 1 6 )

4
.

B 型角尖 龙状器 (8 S Y S 采 : 6 6 》
6

.

不规则形刮削器 (8 SY S 采 : 6 0 )

8
.

不规则形刮削器 (8 5 Y S采 : 4 4)

3 ) ; 85 Y S T :③ :

15
�
流纹质凝灰岩

�
双侧刃

�
单向加

.

L 而成
�
长 5

.

7
、
宽 5

、
厚 1厘 米 (畔

二十一
�

i � 图版伍 � s ⑨ )
。

刀形刮削器 3 件
。
均为双刃

�
由腹面向背面加工而成

。
85 Y S T Z④ :

16
�
流纹岩熔接凝

灰岩
�
具细石器风貌

�
长 5

.

3
、
宽 2

.

2
、
厚 0

.

5厘米 (图二十二
�

2 ) ; 85 Y S T :④ :
8 �

硅质

岩
�
具细石器风貌

�
长 3

.

6
、
宽 1

.

95
、
厚 0

.

7厘米 (图十儿
�

6 )
。

扇形刮削器 1 件
�
具细石器风貌

。
85 Y S T :④ : 3

�
硅质岩

�
采用压削法制 成

�
复刃

�-

刃缘组合形态为直—凸—凹缺
。
长 4

.

1
、
宽 3

.

6
、
厚 O

�

9厘米 (图十九
�

5 � 图版伍 � 7⑨ )
-

一多18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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髦测;曾

曙;
‘

挚
图二十三 雅安沙溪遗址下文化层出土石器

1
.

不规翔形刮削器 (8 S Y S T Z④ :
1) 2

.

A 型正尖尖状器 (肠 Y S T I④ : 16)

3
.

三角形刮舰器 (86 Y S T 。⑧ : 5) 4
.

不规则形刮阴器 8 5 Y S T 3③ : 7 )

5
.

长方形刮削器 (85 Y S T ;④ : 5 ) 6
.

长方形刮削器 ( 8 5 Y S T �④ : 1 5)

7
.

石摘刮翩器 (8 S Y S 采
卜73)

(6
.

1/3
�
余皆1 : 1

.

5 )

不规则形刮削器 3 件
。

85 Y S T :⑧ :
8

�
泥质粉砂岩

�
由腹面向背面 将 石 片周边修理

出刃
�
刃缘组合形态为直—凸—凹

.

长 5
.

6
、
宽 4

、
厚 0

.

7厘米 (图二 十 一
�

3 ) ; 85

Y S T
3⑧ :

7
�
石英岩

�
由腹面向背面将石片两侧加工出刃

。
长3

.

15
、
宽2

.

2
、
厚 1

.

4厘米 (图二十

三
�

4) 多 85 Y S T :④ :
1

�
泥质粉砂岩

�
由腹面向背面将石片除台面外的三个边缘加工成刃

�

刃缘组合形态为凹缺—凸—凹缺
。
长 4

.

7
、
宽 4

、
厚 0

.

5厘米 (图二十三
�

l )
。

⑤尖状器 18 件
。
利用石片加工两侧

�
使成一尖

�
器体多较小

。
部分器物具有细石器风

貌
。

依尖刃的位置和形状可分为正尖
、
角尖

、
嚎状尖

、
三棱尖和双尖等

。

正尖尖状器 12 件
。
尖刃在毛坯中轴线的一端上

�
两侧基本对称

�
加工较好

�
形状较规

整
。
依尖刃的形状可分锐正尖和钝正尖两型

。

—J l�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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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型
: 9 件

。
锐正尖尖状器

。
两侧相交成芒状的尖刃

�
尖端锐利

。
85 Y S T

岩
�
具细石器风貌

�
采用压削法制成

�
尖端较长

�
长 5

.

8
④ :

4

图版伍
� 7⑥ ) �

3
.

8
、
厚 1

.

6厘米

米 (图十九
�

1 1 )

8 5 Y S T :④ :
9

�
泥质粉砂岩

(图二十四
�

2 2 ) � s 5 Y S T s

、
宽 3

.

3
、
厚 1

.

4厘米 (图十九
�

具细石器风貌
�
单向加工而 成

�
长5

.

2

硅质

8 ;

宽

③ :

16
�
饭

‘
质粉砂岩

十四
�

3 ) 8 5 Y S T

85 Y S T 3④ : 2 2
�
流纹质熔接凝灰岩

�④ �
16

�
泥质粉砂岩

�
长条窄身

�
长 3

.

2

1 5
、
宽 3

.

2
、
厚 1 厘

、
厚 1

.

6厘 米 (图二

尖刃相对一端为锋利之直刃
�
亦可做

详汰4

巍一
︸

馨虞

嗽
一

澎暴
一

舔
1 1 1 2

图二十四 雅安沙溪遗址下文化层出土石器
i

.

B 型正尖尖状器 (s 5Y S 采
: z。)

3
.

A 型正尖尖状器 (8 S Y S T 3④ : 2 2)

5
.

A 型正尖尖状器 (8 S Y S 采
: 5 2)

7
.

A 型正尖尖状器 (舫Y S 采
: 3 0)

g
.

A 型正尖尖状器 (85 Y S T 3④ : n )

l z
.

B 型角尖尖状器 (8 5 Y S 采
: 7 8 )

( 1 2
.

1 /3
.

余胃1 : 1
.

5 )

2
.

族 (肠y s 采
: 104 )

4
.

A 型正尖尖状器 化 S Y S 采 : 6 1)

6
.

碌状尖状器 (s 6 Y S T 一
G i : 1)

8
.

双尖尖状器 侣 S Y S T :⑧ :7 )

1 0
.

双尖尖状器 (8 S Y S 采 : 7 1)
i Z

.

A 型正尖尖状器 (8 5 Y S T :④ : 9 )

一多2 0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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刮削器用
�
长4

.

5
、
宽 2

、
厚 0

.

了厘米 (图二十三
�

2 ) � 85 Y S T :④ :

n
�
凝灰岩

�
具细石器

风貌
�
器体甚小

�
采用压削法两面加工而成

。
长 2

.

8
、
宽 1

.

55
、
厚0

.

8 厘 米 ( 图二 十 四
�

9 )
。

B 型
: 3 件

。
钝正尖尖状器

�
两侧相交成较钝的尖刃

。
85 Y S T

�④ :

12
�
浅蚀变细 粒辉绿

岩
�
器体较宽

�
利用长石片由腹向背面加工两侧使成一尖

�
长 6

.

5
、
宽 4

、
厚0

.

4厘 米 (图二

十五
� 1 ) � 85 Y S T

Z④ :
7
�
泥质粉砂岩

�
单向加工而成

�
长 5

.

4
、
宽 4

、
厚 0

.

55 厘米 (图二

十五
�

8 ) � 85 Y S T o
H : : 1

�
硅质泥岩

�
长条形

�
厚体

�
利用砾石片稍加修 理 而成

�
除劈

哗犷一

图二十五 雅安沙溪遗址下文化层出土石器

i
.

B 型正尖尖状器 (s 5 Y S T �④ : 1 2 )

3
.

三彼尖状器 ( “ Y S T :④ : 6 )

5
.

磨制镶形器 (8 5 Y S T �④ : 2 0 )

7
.

磨制簇形器 (85 Y S T 3④ : 4 7)

9
.

A 型角尖尖状器 (85 Y S 采
:了4)

(3
.

1/3 �
余皆i : 1

.

5 )

2
.

打制傲形器 (s 5 Y S T �④ : 2 4 )

魂
.

A 型角尖尖状器 (8 S Y S 采
:召。)

6
.

A 型正尖尖状器 (85 Y S 采
: 6 9)

8
.

B 型正尖尖状器 (8 S Y S T :④ : 7 )

1 0
.

角尖尖状器 (8 S Y S T :④ : 2 )

一了2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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裂面外余均保持原 自然石面
�
长11

.

2
、
宽 3

.

8
、
厚 2 厘米 (图十七

� 1 3)
。

角尖尖状器 1 件
。
尖刃偏离毛坯的中轴线

。
85 Y S T :④ : 2

�
硅质岩

�
尖端锐利

�
单向

加工而成
�
长 3

.

9
、
宽 3

.

2
、
厚 1

.

2厘米 (图二十五
�

1 0 )
。

咏状尖状器 2 件
。
尖端较钝

。
86 Y S T ‘

G : :
1

�
流纹岩

�
利 用较厚的石片由腹面向背面

加工两侧而成
�
长3

.

3
�
宽2

.

1
、
厚 1

.

4厘米 (图二十四
�

6 )
。

三棱尖状器 1 件
。

85 Y S T :④ :
6

�
泥质砂岩

�
窄长条三棱形

�
利用砾石片单向加工而

成
�
石器一面仍保持原 自然石面

�
长 1 0

.

2
、
宽2

.

8
、
厚 1

.

4厘米 (图二十五
�

3 )
。

双尖尖状器 2 件
。
在同一毛坯上加工出两个可供使用的尖刃

。
85 Y S T 3③ :

3
�
流纹质

熔接凝灰岩
�
具细石器风貌

�
长 3

.

2
、
宽 1

.

35
、
厚 0

.

3厘米 (图十九
�

1的 多 85 Y S T :③ :
7

�

流纹质熔接凝灰岩
�
器身横截面呈三角形

�
长2

.

5
、
宽 1

.

2
�
厚 1 厘米 (图二十四

�
8 )

。

⑥盘状器 2 件
。

85 Y S T
:③ : 6 �

长石石英砂岩
�
利用石片沿周边单向加工而成

�
直径

8
、
厚 1

.

2厘米 (图二十六
�

5 � 图版伍 �
8 0 )

。
86 Y S T

o
H 。 : 1

�
粉砂岩

�
器体较小

�
直

一

:叠
二

霉
一】

…{ …勺
0

1

平斌

5

图二十六 雅安沙溪遗址下文化层出土石器

1
.

盘状器 (8 5 Y S T o H : : i )

3
.

刀 (妞S Y S 采 : 3 6 )

5
.

盘状器 (s 5Y S T I⑧ : 6 )

2
�

盘状器 (8 5Y S 采 : 8 9 )

4
.

刀 (8 5Y S 采
: 1 2 9 )

(5
.

1/3
.

余皆1 : 1
.

5 )

一�2 2一



雅安沙溪遗址发掘及调查报告

1
�
厚0

.

3厘米 (图二十六
�

1 )
。

⑦链形器 1 件
。

85 Y S T :④ :

24
�
泥质粉砂岩

�
未作第二步加工

�
略呈圭叶形

、
长2

.

5
、

8
、
厚 0

.

1 5厘米 (图二十五
�

2 )
。

( 3 ) 石核石器

n 件
。
其中石核10 件

�
砍砸器 1 件

。

①石核 10 件
。
包括龟背状石核和柱状石核两种

。

龟背状石核 5 件
。

86 Y S T 3③ :
3

�
流纹质熔接凝灰岩

�
核身有数条石片疤

�
长6

.

7
、
宽

高 4
.

4厘米 (图十八
�

4 ) ; 85 Y S T �③ :
2

�
流纹质熔接凝灰岩

�
核身有数条石 片疤

�
长

宽 2
.

4
、
高 1

.

6厘米 (图二十七
�

1 )
。

八舀八U径宽

砰 协
一

瞥
怨

1

夔
2

撇
澳 胶八 八 八

肇 翼
一

卿 划
一

以
4 5

图二十七 雅安沙溪遗址下文化层 出土石器
1

.

龟背状石核 (85 Y S T �③ :
2) 2

.

柱状石核 (8 6 Y S T 3③ :

4)

3
.

柱状石核 (s 6 Y S T �③ : 3 2 ) 4
.

凿 (s 5 Y S 采
: s )

5
.

凿 ( 8 5 Y S 采
: 4 ) (3

.

4
.

1/ 3 �
余皆 1 : 1

.

5 )

柱状石核 5 件
。

86 Y S T 3③ : 4
�
流纹质熔接凝灰岩

�
核身遍布石片疤

�
双 台 面

�
长

、
宽 1

.

95
、
高3

.

5厘米 (图二十七
�

2 ) ; 86 Y S T :③ :

31
�
泥质粉砂 岩

�
一 端 大

�
一端

周身布满石片疤
�
长4

.

8
、
宽 3

.

5
、
高 2

.

7厘米 (图二十七
�

3 )
。

②砍砸器 1 件
。

85 Y S T 3④ : 5
�
流纹质熔接凝灰岩

�
较厚重

�
交互加工石核两侧

�
使

4.4.2.小

成一尖
�
亦可作尖状器用

。
长7

.

2
、
宽5

.

4
、
厚 2

.

6厘米 (图十八
�

7 � 图版伍
�

3 ④ )
。

2
.

磨制石器

5 件
。
其中 3 件为打

、
琢

、
磨兼制

�
2 件为通体磨光

。
可分为斧

、
链形器两类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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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斧 3 件
。
均为厚体斧

�
打磨琢兼制

�
均 残

。
85 Y S T 3④ :

12
�
凝 灰 岩

�
上端残

�

刃部磨制
�
正锋

�
圆 弧 刃

�
刃 部 有 小 块 崩 疤

�
残 长9

.

2
、
宽 7

.

2
、
厚 3 厘米 (图十七

�

9 � 图版拾贰
�

6 ) � 85 Y S T
:④ :

4 �
蚀变玻基玄武岩

�
上部残

�
打磨兼制

�
器体特厚

�
正

锋
�
宽直刃

�
刃部有小 块 崩 疤

�
残长 8

.

8
、
宽 6

.

4
、
厚 4 厘 米 ( 图十七

�
8 ) ; 86 Y S T :

③ :
4 �

玻基玄武岩
�
上部残

�
大部磨光

�
器体略呈长方形

�
特厚

�
正锋

�
弧刃

�
残 长 1 4

、

宽 6
.

5
、
厚 4

.

8厘米 (图十七
�

6 ; 图版柒
�

6 )
。

②嫉形器 2 件
。
通体磨光

�
器体扁薄

。
85 Y S T :④ :

20
�
绢 云 母 千 枚 岩

�
圭叶形

�

长 2
.

9
、
宽 1

.

0 5
、
厚 0

.

1厘米 (图二十五
� 5 ; 图版伍

� 7 ⑧ ) � s 5 Y S T :④ :
4 7

�
绿泥石千枚

岩
�
尾端残

�
残长 2

.

8
、
宽 1

、
厚 0

.

1厘米 (图二十五
�

7 � 图版伍
�

7 @ )
。

贰 润查采维部分

采集品均系发掘前在施工现场所获
。
按质地可分为陶器和石器两大类

。

(一 ) 陶器

可辨器类有罐
、
杯

、
盏

、
豆

、
纺轮等

1
.

生活用具

罐
: 5 件

。
均为夹砂陶

�
仅存 口沿

。
85 Y S采

:

40
�
灰陶

�
侈 口

�
卷沿

�
方唇

�
上腹饰绳

纹
�
口径 16

、
残高5

.

2厘米 (图十一 ) 5 ) 多 85 Y S采
:
1 0 7

�
灰陶

�
侈 口

�
卷沿

�
沿面下凹

�

方唇
�
广圆肩

�
肩上存浅凹槽两周

�
饰竖状划纹

�
口径 16

、
残高7

.

6厘米 (图十一
�

1 0)
。

杯
: 4 件

�
复原 l 件

。
可分两型

。

A 型
: 1 件

。
无颈

�
圆鼓腹

�
形制与发掘所获 A b 工式杯基本相同

。
85 Y S采

:

43
�
泥质黑

陶
�
器表下腹以上遍饰灰白衣

�
敛 口

�
圆唇

�
深腹

�
小羽东

。
口径 8

、
底径 2

、
高18

.

6厘米

(图九
�

1 ; 图版柒
�

7 )
。

B 型
: 3 件

。
有颈

�
折腹

。
85 Y S采

:

37
�
形制与发掘所获 B 亚式杯基本相同

。
泥质灰陶

�

口微侈
�
尖唇

�
直颈

�
下腹急内收

�
底残

�
颈部存浅凹槽四周

�
口径9

.

6
、
残高 1 0

.

4厘米 (图

九
�

10 ) ; 86 Y S采
:

42
�
形制与发掘所获 B l 式杯基本相同

。
泥质浅灰陶

�
口微侈

�
尖唇

�

折腹不显
�
下腹弧内收

�
底残

� 口径14
.

8
、
残高12 厘米 (图九

�
2 )� 85 Y S 采

:

38
�
泥质灰陶

�

侈 口
�
卷沿斜立

�
沿面微下凹

�
尖唇

�
短颈微 内曲

�
下腹弧收

�
底残

�
残高6

.

2厘米 (图八
�

5 )
。

盏
: 1 件

.

85 Y S采
: 1 0 1

.

形制与发掘所获 I 式 盏 略 同
。
泥质灰陶

�
直 口

�
圆唇

�
斜

腹急收
�
乳头状底

�
腹壁有螺旋状轮制痕迹

。
口径 14

.

4
、
高 5 厘米 (图八

�
8 )

。

豆
: 2 件

。
均为细矮实心柄

。
85 Y S采

:

99
�
夹细砂黑陶

�
柄中部饰浅凹旋纹两周

�
残高

7 厘米 (图八
� 1 5) � 85 Y S采

:

98
�
泥质灰陶

�
形体较小

�
素面

�
残高 4

.

5厘 米 ( 图 八
�

1 0 )
。

2
.

生产工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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仅纺轮一种
� 3 件

。
均为泥质陶

�
鼓腰形

。
形制较发掘所获 皿式纺轮晚

�
可作万式

。
85

Y S采
:
9 6 �

灰陶
�
顶径 2 �

底径 3
.

2 �
高2

.

6厘米 (图十
� 1 9 ) � s s Y S采

:
1 1 0

�
褐 陶

�
顶径

2
.

6
、
底径 3

、
高1

.

3厘米 (图十
�

2 3 )
。

(二) 石器

1 4 8件
。
分打制石器和磨制石器两大类

。

1
.

打制石器

13 5件
。
可分细石器

、
石片石器和石核石器三类

�
以石片石器为主

。

( 1 ) 细石器

1 6件
�
包括细石核和细石叶两类

。

①细石核 7 件
�
可分三型

。

A 型
: 3 件

。
船底形石核

。

8 5 Y S采
: 2 6

�
黑唯岩

�
底长 6

、
底宽 2

.

7
、
高2

.

5厘米 (图十二
� 魂 ; 图版伍

�
8 ① ) �

s 5 Y S采
:

2 5
�
健石质

�
底长 5

.

2
、
底宽 2

、
高 2 厘米 (图十三

�
z ; 图版伍

�
7 ④ ) ; 8 5 Y S

采
:

15
�
健石质

�
底长6

.

3
、
底宽 2

.

3
、
高3

.

1厘米 (图十二
� l ; 图版伍

�
8 ⑧ )

。

B 型
: 3 件

�
圆锥形 (铅笔状 ) 石核

。

85 Y S采
:

90
�
无斑流纹岩

�
底长2

.

85
、
底宽 2

.

5
、
高2

.

6厘米 (图十三
� 魂� 图版伍 �

8

⑦ ) ; 85 Y S采
:

32
�
硅质岩

�
底长 3

.

7
、
底宽 1

.

95
、
高 1

.

95 厘米 (图十三
�

3 ; 图版伍
�

7

③ )
。

C 型
: 1 件

。
龟背状石核

。
85 Y S采

:

70
�
无斑流纹岩

�
底长 2

.

85
、
宽 1

.

5
、
高 0

.

9厘 米

(图十四 1 5 � 图版伍 �
7 ⑩ )

。

②细石叶 9 件
�
可分两型

。

A 型
: 2 件

.

长条形石叶
�
较扁薄

。
85 Y S采

:

64
�
硅质岩

�
双侧刃

�
残长 2

.

肠
、
宽 1

.

1
�

厚 0
.

2厘米 (图十四
�

1 2 � 图版伍 �
了@ ) ; 85 Y S采

:

84
�
缝石质

�
双侧刃

�
长 1

.

1
、
宽 0

.

75
、

厚 0
.

15 厘米 (图十四
� 4 � 图版伍

�
8 ⑩ )

。

B 型
: 7 件

�
尖状石叶

�
腹面多起棱

。
85 Y S采

:

49
、
硅质岩

�
双侧刃

�
一尖

�
长 1

.

5 5.

宽 0
.

55
、
厚0

.

15 厘米 (图十四
� 8 ; 图版伍

� 7 @ ) ; 85 Y S采
:

51
�
健石质

�
尖部残

�
双侧

刃
�
长 1

.

9
、
宽0

.

4
、
厚 0

.

2厘米 (图十四
�

6 ; 图版伍
�

8 ⑩ ) ; 85 Y S采
:

50
�
硅 质 岩

�
横

截面呈三角形
�
双侧刃

�
长 1

.

7
、
宽 0

.

75
、
厚 0

.

45 厘米 (图十四
�

7 � 图版伍 � �
7 @ ) ;

8 5 Y S采
:
4 5 �

硅质岩
�
双侧刃

�
长1

.

6
�
宽 0

.

6
、
厚 0

.

2厘米 (图十四
� 5 � 图版伍 � 8 @ ) ;

85 Y S采
:

83
�
隧石质

�
横截面呈三角形

�
双侧刃

�
一尖

�
长2

.

1
、
宽 1

.

1
、
厚 0

.

4厘米 ( 图十

四
� 1 0 ; 图版伍与 s ⑩)

。

( 2 ) 石片石器

1 10 件
。
种类计有有肩石器

、
切割器

、
砍砸器

、
刮削器

、
尖状器

、
盘状器等

。

①有肩石器 45 件
。
其中有肩石铲 7 件

�
有肩石斧38 件

。
两次发掘出土的有肩石器 已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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含了采集品中同类器的所有形制
。
现挑选几件器体较大者介绍如下

。

85 Y S采
:

n Z
�
细粒辉绿辉长岩

。
形制与发掘所获 B a 皿式有肩石斧相同

。
器 体 硕大

�
长

35
.

4
、
宽 19

.

5
、
厚 4

.

8
、
柄长 12

.

4
、
柄宽 8

.

4厘米
。
此件石斧是沙溪遗址出土或采集所见同类器

中最大的 1 件 (图十六
�

4 ; 图版拾
�

5 ) � 85 Y S采
: “ �

细粒辉绿辉长岩
�
形制略同于发

掘所获C b l 式有肩石斧
。
长 2 8

.

6
、
宽 16

.

8
、
厚 4

、
柄长 9

.

2
、
柄宽7

.

2厘米 ( 图十 六
�

2 1 ;

图版拾贰
�

4 ) ; 85 Y S采
:

54
�
微粒辉绿辉长岩

�
形制与发掘所获A 工式有肩石铲基本 相同

�

长2 5
.

6
、
宽 1 2

、
厚2

.

4
、
柄长 1 0

.

8
、
柄宽 8

.

4厘米 (图十五
� 1 � 图版捌 � i )

。

②切割器 7 件
�
原料及加工方法与发掘所获同类器相同

。
85 Y S采

:

12
�
安山质凝灰岩

。

器身略呈椭圆形
�
弧刃

�
刃缘两端有双缺

。
长9

.

2
、
宽 5

.

1
、
厚 0

.

6厘米 (图十七
�

15 ; 图 版

柒
�

1 ) ; 85 Y S采
:

22
�
安山质凝灰岩

�
器身呈椭圆形

�
弧刃

。
长 9

.

8
、
宽 6

.

5
、
厚 0

.

7厘米

(图十七
�

1 6)
。

③砍砸器 8 件
�
可分为砾石片砍砸器和非砾石石片砍砸器

。

砾石片砍砸器 3 件
。

85 Y S采
:

10 0
�
中基性凝灰岩

�
器身略呈扇形

�
从岩面向劈裂面

加工其较厚钝的一侧使成一凹
�
便于手握

�
圆弧刃

。
长 10

.

2
、
宽 9

.

7
、
厚 1

.

6厘米 (图十七
�

1 9 )
。

非砾石石片砍砸器 5 件
。

85 Y S 采
:

29
�
流纹质熔接凝灰岩

�
器身呈斧状

�
利用较大之

厚石片由腹面向背面加工而成
�
直刃

.

长 10
、
宽 7

.

5
、
厚 2 厘米 (图十八

� 1 ) � 85 Y S 采
:

25
�
流纹质熔接凝灰岩

�
体厚重

�
利用厚石片交互加工而成

�
尖刃

。
长 9

、
宽 7

、
厚3

.

6 厘

米 (图十八
� 6 )

。

④刮削器 35 件
。
可分为梯形

、
长方形

、
菱形

、
扇形

、
半月形和不规则形等

。
部分器物

具有细石器风貌
。

梯形刮削器 6 件
。

85 Y S采
:
5

�
泥质粉砂岩

�
双刃

�
由腹面向背面将石片一侧及下端

加工出刃
�
刃缘组合形态为凹缺—直

。
长 5

.

5
、
宽 2

.

65
、
厚0

.

55 厘米 (图二十二
� 1 ) �

85 Y S采
:

77
�
硅质岩

�
具细石器风貌

�
复刃

�
刃缘组合形态为直—直—直—凸

�
单向

加工而成
。
长3

.

5
、
宽 2

、
厚 0

.

6厘米 (图二十
�

3 ; 图版伍
�

7 ⑩ ) � 85 Y S采
:

76
�
硅质岩

�

双侧刃
�
刃缘组合形态为凸—凹

�
单向加工而成

。
长3

.

1
、
宽 2

、
厚 0

.

4厘米 ( 图 二 十
�

4 ) � 85 Y S 采
:

31
�
健石质

�
具细石器风貌

�
单凸刃

�
由腹面向背面加工 而 成

。
长 3

、
宽

1
.

9
、
厚 l 厘米 (图二十

�
2 )

。

长方形刮削器 10 件
。

85 Y S采
:

81
�
隧石质

�
具细石器风貌

�
复刃

�
由腹面向背面将石

片两侧及下端修理出十分锋利的刃缘
�
刃缘组合形态为凹—凹—凸

。
长 4

�
宽 2

.

2
、
厚

0
.

9厘米 <图二十二
�

3 ; 图版伍
�

8 ⑩ ) � 85 Y S采
:
6

�
泥质粉砂岩

�
单凸刃

�
未 作 第二

步加工
。
长 6

、
宽 4

�
厚 0

.

85 厘米 (图二十二
�

7 ) � 85 Y S采
:

35
�
流纹岩

�
单直刃

�
单向

加工而成
。
长 4

.

6
、
宽 3

.

3
、
厚 0

.

7厘米 (图二十一
�

6 � 图版伍
�

7 ② ) 多 85 Y S 采
:

67
�
隧

石质
�
具细石器风貌

�
双侧刃

�
刃缘组合形态为凸—凹缺

�
器腹面有数条 剥 片 疤 痕

。
长

一�2 6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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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

7
、
宽 1

.

9
、
厚 0

.

4 5厘米 (图二十
� i 多 图版伍

�
8 ⑩)

。

菱形刮削器 6 件
。

85 Y S采
:

92
�
硅质岩

�
具细石器风貌

�
复刃

�
刃 缘 组 合形态为凹

—直—直
�
单向加工而成

。
长3

.

4
、
宽2

.

8
、
厚 0

.

4厘米 (图二十
�

8 � 图版伍 � 7 ⑩ ) ;

85 Y S采
:

79
�
硅质岩

�
双刃

�
刃缘组合形态为凸—凹缺

�
单向加工而成

.

长3
.

6
、
宽 2

.

8
、

厚0
.

6厘米 (图二十
�

I D � 85 Y S采
:

21
�
流纹岩

�
单直刃

�
单向加工而成

。
长 4

.

9
、
宽 3

、

厚1
.

4厘米 (图二十一
�

4 )
。

扇形刮削器 1 件
。

85 Y S采
:

82
�
硅质岩

�
具细石器风貌

�
双 刃

�
刃 缘 组合形态为凸

—凸
。
长3

.

4
、
宽 2

.

5
、
厚 0

.

3厘米 (图二十
�

10 ; 图版伍
�

8 ⑩ )
。

半月形刮削器 2 件
。

85 Y S采
:

20
�
泥质粉砂岩

�
单凸刃

�
单向加 工而 成

。
长 6

.

1
、
宽

3
.

8
、
厚 0

.

8厘米 (图二十一
�

5 )
。

不规则形刮削器 10 件
。

85 Y S采
:

44
�
流纹岩

�
具细石器风貌

�
为端刮器

�
由腹面向背

面加工使石片一端成锋利之凸刃
。
长 5

.

3
、
宽 3

.

4
、
厚 0

.

5厘米 (图二十二
�

8
�
图 版 伍

�
7

⑧ ) ; 85 Y S 采
: “ �

凝灰岩
�
具细石器风貌

�
双侧刃

�
刃缘组合形态为凸—直

�
单向加工

而成
。
长2

.

6
、
宽 1

.

6
、
厚。.

35 厘米 (图二十
�

5 ; 图版伍
�

7 0 ) ; 85 Y S采 :7 2 �
硅质岩

�

具细石器风貌
�
单直刃

。
长 3

、
宽 2

.

6
、
厚 0

.

7厘米 (图十九
�

3 ) � 85 Y S采
:

55
�
缝石质

�

具细石器风貌
�
单凹缺刃

�
单向加工而成

。
长2

.

5
、
宽 1

.

85
、
厚 0

.

6厘米 (图二十
� 7 �

图版

伍
�

8 ⑩ ) ; 85 Y S采
:

60
�
凝灰岩

�
具细石器风貌

�
单凹刃

�
由腹面向背面加 工 而 成

。
长

3
.

8
、
宽2

.

3
、
厚 0

.

7厘米 (图二十二
�

6 )
。

⑤尖状器 14 件
。
可分正尖

、
角尖

、
三棱尖和双尖尖状器四种

。
部分器物 具细 石器风

貌
。

正尖尖状器 6 件
�
可分两型

。

A 型
: 5 件

�
锐正尖尖状器

。
85 Y S采

:

30
�
硅质岩

�
具细石器风貌

�
由腹面向 背 面加

工两侧
�
使成一尖

。
长 3

、
宽 2

.

5
、
厚 1

.

1厘米 (图二十四
�

7 ) � 85 Y S采
:

61
�
硅质岩

�
其

细石器风貌
�
单向加工而成

。
长3

.

25
、
宽2

.

7 、
厚。.

8厘米 (图二十四
�

4 � 图版伍
�

7⑦ ) ;

85 Y S采
:

69
�
硅质岩

�
具细石器风貌

�
三边刃一正尖

�
亦可作刮削器用

�
单向加工而成

。
长

2
、
宽 2

、
厚 0

.

3厘米 (图二十五
�

6 ; 图版伍
�

7 ⑧ ) ; 85 Y S采
:

52
�
隧石质

�
具 细石 器

风貌
�
两侧刃一正尖

�
可作刮削器用

.

长 1
.

4 �
宽 1

.

3
、
厚。.

2厘米 (图二十四
�

5 ; 图版伍
�

8 ⑩)
。

B 型
: 1 件

�
钝正尖尖状器

。
85 Y S采

:

19
�
流纹岩

�
单向加工而成

�
两侧刃一 正 尖

�
可

作刮削器用
。
长4

.

2
、
宽 3

.

2
、
厚 1 厘米 (图二十四

� 1 )
。

角尖尖状器 6 件
�
可分两型

。

A 型
: 3 件

�
锐角尖尖状器

。
85 Y S采

:

56
�
无斑流纹岩

�
具细石器风貌

�
双侧刃一锐角

尖
�
亦可作刮削器用

。
长 3

.

1
、
宽 1

.

35
、
厚 0

.

3厘米 (图十九
� 7 � 图版伍 � 7 ⑩ ) ; 85 Y S

采
:

80
�
硅质岩

�
具细石器风貌

�
单侧刃—锐角尖

�
可作刮削器用

�
单向加工而成

。
长 2

.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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宽 1
.

9
、
厚 0

.

4厘米 (图二十五
� 4 ) � 85 Y S采

:

74
�
硅质岩

�
具细石器风 貌

�
单 向 加工而

成
�
锐角尖—单侧刃

�
可作刮削器用

。
长2

.

6
、
宽2

.

55
、
厚 0

.

4厘米 (图二十五
�

9 )
。

B 型 � 3 件
。
钝角尖尖状器

。
85 Y S采

:

78
�
流纹岩

�
钝角尖—单侧刃

�
可作刮削器用

�

由腹面向背面加工而成
。
长 3

.

1
、
宽 2

.

7
、
厚 0

.

7厘米 (图二十四
�

1 1) � 85 Y S采
:

66
�
硅 质

岩
�
具细石器风貌

�
双侧刃一锐角尖

�
可作刮削器用

。
长2

.

6
、
宽 1

.

5
、
厚。.

5厘米 (图 二 十

二
�

4 )
。

三棱尖尖状器 1 件
。

85 Y S采
:

91
�
隧石质

�
具细石器风貌

�
尖 端 残

�
残 长 3

.

3
、
宽

1
.

5
、
厚 1 厘米 (图十九

�
9 )

。

双尖尖状器 1 件
。

85 Y S 采
:

71
�
粗面岩

�
双锐角尖—双刃

�
可作刮削器用

�
单向加

工而成
。
长 4

.

8
、
宽 2

.

8
、
厚0

.

4厘米 (图二十四
�

1 0)
。

⑥盘状器 1 件
。

85 Y S采
:

89
�
变质粉砂岩

�
由腹面向背面加工而成

。
直径 3

、
厚 0

.

4

厘米 (图二十六
�

2 )
。

( 3 ) 石核石器

9 件
。
包括斧形器和刮削器两类

。

①斧形器 : 5 件
�
多厚重

。
85 Y S 采

:

18
�
蚀变玻基玄武岩

�
窄长条状

�
弧 顶

�
单 肩

�

窄弧刃
�
器身遍布石片疤痕

。
长16

.

4
、
宽 5

.

6
、
厚2

.

8厘米 (图十七
�

2 � 图版拾贰
� 7 ) ;

85 Y S采
:

13
�
晶屑凝灰岩

�
体厚实

�
弧刃厚钝

�
两面均留有原 自然台面

。
长14

、
宽 5

.

6
、
厚

2
.

8厘米 (图十七
�

3 ; 图版拾贰
�

8 ) � 85 Y S采
:

16
�
凝灰岩

�
器身略呈梯形

�
窄 弧 刃

�

器身布满石片疤痕
。
长 8

.

8
、
宽 4

、
厚2

.

2厘米 (图十七
� 5 ) � 85 Y S采

:

41
�
安山岩

�
窄长

条形
�
体特厚重

�
一面保持原 自然石面

�
直刃

。
长27

.

2
、
宽7

.

6
、
厚 6 厘米 (图十七

�
4 �

图版拾贰
�

9 )
。

②刮削器 : 4 件
。
舫Y S采

:

73
�
硅质岩

�
石片剥落后

�
石核两面相交成刃

�
双刃

�
刃缘

组合形态为直—凹
。
长2

.

8
、
宽 2

. “ 、
厚 0

.

8厘米 (图二十三
� 了� 图版伍 �

7 0 ) ; 85 Y S

采
:

86
�
硅质岩

�
锐角尖—双侧刃

�
可作尖状器用

。
长5

.

6
、
宽 3

、
厚 0

.

9厘米 ( 图 十九
�

1 ; 图版伍
�

7 ① )
。

2
.

磨制石器

13 件
。
大多为打

、
磨

、
琢兼制

�
通体磨光者极少

�
器类 计有斧

、
斧 形 器

、
刀

、
凿

、
链

等
。

①斧 7 件
。
其中完整器 3 件

�
可分两型

。

A 型
: 1 件

�
有肩

。
85 Y S采

: 7 �
晶玻凝灰岩

�
器身大部磨光

�
弧顶

�
亚腰

�
肩部不显

�

两端均有双面弧刃
。
长 1 1

.

8
、
宽 5

.

8
、
厚 1

.

6厘米 (图十七
�

1 1� 图版柒 � 3 )
。

B 型
: 2 件

�
无肩

。
85 Y S采

:
9

�
中性熔凝灰岩

�
器身大部磨光

�
呈窄长条形

�
薄 体

�

弧顶
�
正锋

·�
两端均有双面弧刃

�
刃部有崩痕

。
长12

、
宽 4

.

4
、
厚 1

.

2厘米 (图十七
�

10 � 图

版柒
�

4 )
。

85 Y S采
:

11
�
蚀变玻基玄武岩

�
打磨兼施

�
长条形

�
薄体

�
顶稍残

�
直腰

�
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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锋
�
两端均有双面刃

�
下端为圆弧刃

�
刃部磨制较精

�
锋利

。
长 15

.

2
、
宽 6

.

8
、
厚 2

.

2 厘 米

(图寸七 l � 图版柒 � 5 )
。

残石斧 4 件
。
85 Y S采

:

10 晶
�
屑凝灰岩

�
上端残

�
器身大部磨光

�
体较 厚

�
正 锋

�
弧

刃
�
刃部有破碴

。
残长7. 5

、
宽 7

.

5
、
厚 2

.

6厘米 (图十七
�

7 ; 图版拾贰
�

5 )
。

②斧形器 1 件
。

86 Y S采
:
2

�
凝灰岩

�
打磨兼施

�
器身略呈圆角梯形

�
一面仍保持原

自然石面
�
器体甚小

�
薄体

�
正锋

�
两端均有双面弧刃

。
长6

.

8
、
宽 4

.

4
、
厚 0

.

5厘米 ( 图 十

七
�

1 2 )
。

③刀 2 件
。

85 Y S采
: 1 2 9

�
泥质粉砂岩

�
打磨兼施

�
斜直 刃

。
长 4

.

2
、
宽 3

.

2
、
厚 1 厘

米 (图二十六
�

4 ) ; 85 Y S采
:

36
�
硅质岩

�
打磨兼施

�
横截面呈三角形

�
双刃

�
腹面脊梭

及背面刃部经磨制
。
长4

.

2
、
宽 2

.

5
、
厚 0

.

6厘米 (图二十六
�

3 )
。

④凿 2 件
。

85 Y S采
:
8

�
玄武岩

�
打磨兼施

�
一端残

�
横截面呈椭圆形

�
器身两面均稍

加磨制
�
尖刃

。
残长8

.

8
、
宽 4

.

1
、
厚 2 厘米 (图二十七

� 4 ) � 85 Y S采
: 4 �

安山岩
�
一端

残
�
横截面呈梯形

�
通体磨光

�
平弧刃

。
残长 4

.

4
、
宽 1

.

5
、
厚 1

.

25 厘米 (图二十七
�

5 )
。

⑤链 1 件
。

85 Y S采
:
1 04

�
凝灰岩

�
器身大部磨光

�
双翼式

�
一面起脊将链身分为两半

�

前锋较尖
�
短挺

。
通长2

.

5
、
翼宽 1

.

2
、
脊厚 0

.

7厘米 (图二十四
�

2 )
。

叁 分 期

根据地层叠压关系及各地层单位遗物中的典型器物组合 (附表四 )
�
可将下文化层遗存

分为早晚两期
。
早期—第④层及 ④ 层下诸遗迹单位� 晚期—第③层及③层 下 诸 遗 迹

单位
。

早期的典型器物组合为 A l
、

A 亚式小平底陶罐
�

A a l
、

A a 亚
、

A b l
、

B 工式陶杯
�

I
、
五式陶盏

�
I 式陶纺轮 ; A l

、
A I

、
A lll

、
B l

、
B 兀式有肩石铲

�
A l

、
A 五

、
B a l

、

B a 亚
、

B b l
、

B b 亚
、

C a l
、

C a 亚
、

C b l
、

C b 亚式有肩石斧
。

晚期的典型器物组合为 B 型小平底陶罐
�

A a l
、

A a F
、

A b 兀
、

A b 班
、

B 亚式陶杯
�

l

式陶盏
�
器座

�
亚

、
l

、
万式陶纺轮� A 万A

、
A W B

、
A W C

、
B I 式有 肩 石 铲

�
A I

、

A W A
、

A 万B
、
B a 皿

、
B b l

、
B b W

、
C a 工

、
C b ll[

、
C b F

、
C e 型有肩石斧 (

�

图二 十八
、
二

十九 )
。

早晚两期的典型器物
�
有一定的演进规律

。
陶器器底早期多为小平底

�
尖底较少� 到晚

期则变为以尖底为主
�
小平底较少

。

A 型陶杯
:
早期多为小平底

�
下腹内收较缓

�
晚期则多为尖底

�
下腹急剧内收

。

B 型陶杯
:

早期下腹缓收
�
体较胖

�
折梭不显

�
晚期下腹急收

�
体较瘦

�
折棱明显

。

陶盏
:
早期为尖底

�
晚期则变为尖圆底

。

小平底陶暇
:
早期 A

、
B 两型并存

�
晚期则只见 B 型

�
且其陶质

、
陶色和器形 都 呈现与

B 型陶杯合流的趋势 (图二十八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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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肩石器
:

早期种类相对较少
�
双肩不显

�

宽肩
�
制作较规整

、
精细 (图二十九 )

。

同时
�
早晚两期陶器的陶质

、
陶色

、
纹饰

、

制作较粗糙
�
到晚期则种类丰富

�
形制多样

�

制法及器类无明显变化
�
且均与大量包括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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石器在内的打制石器共存
�
说明两期的时代衔接相当紧密 ; 早晚两期典型器物中同类器的近

乎于循序渐进的演进规律又说明晚期是在直接承袭了早期文化因素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
�
属

同一文化的一个较大的发展阶段
。

. 结 语

一
、
年代

沙溪遗址下文化层与新繁水观音 〔2 〕、 成都十二桥 c3 〕等遗 址 中商周时期的文化遗存有许
多共同的文化因素

�
如陶质均以夹砂陶为主

�
陶色常见灰

、
褐两种

�
器表多为素面

�
纹饰以绳

纹和凹旋纹为主
�
制法多轮制

�
常见以各类小平底或尖底的罐

、
杯

、
盏

、
筒形或越形器座

、

器盖
、
高柄豆为典型器物的陶器组合

�
因此

�
它们在时代上应是比较接近的

‘

陶器形制方面
�
沙溪遗址下文化层早期的A 型小平底罐与新繁水观音T �③ :

6 罐
�

A a l

式杯与成都十二桥 工T Z⑩ :
1 1 型 1 式尖底杯 ; I 式盏与成都十二桥 五T 。 。

@
:

16 号 4 式尖底

盏� l 式盏与成都十二桥 五T 3 。⑩ :
2 号 5 式尖底盏� 晚期的 A a l 式杯与成都十 二 桥 亚T : :

@
:

45 1 型 2 式尖底杯
�
A a 万式杯与成都十二桥 亚T

。 。⑩ :

47 亚型 3 式尖底杯
; A b l 式杯与新

繁水观音T
:③ : 1 尖底器 ; B 亚式杯与新繁水观音T �③ :

6( 原报告有两个T
�③ :

6 号
�
笔者注 )

I 式尖底器及成都十二桥 亚T
。 。⑩ :

5 1 型 2 式尖底杯 � l 式盏与成都十二桥 五T ‘ 3 ⑩ : 8 号 6

式尖底盏形制相近或相同
。

成都十二桥遗址发掘简报分别将该遗址第⑩层定为早期 �
将第⑩层定为中期 �

将第@ 层

和第⑩定为晚期的地层堆积 �
并认为早期的年代约为距今 3 7 0 0— 3 5 0 0年

�
相当于商代早期

�

中期的年代与殷墟一期接近
�
晚期的年代约 在商末周初之际 ( l ) � 新繁水观音遗址的年代原

报告定为商末周初 ( “ ) 均大体可从
。
又

�
沙溪遗址 下 文 化层晚期木碳标本碳14 测定数据为

距今 31 00 士 70 年 〔‘ 〕�因此我们认为将沙溪遗址下文化层晚期的年代定为商代后期偏晚当较为

合适
。
至于早期的年代

�
前面已提到

�
早晚两期时代衔接紧密

�
相距不远

�
故其年代应约在

商代后期偏早
。

二
、
文化性质

沙溪遗址下文化层文化内涵较为复杂
�
包含多种文化因素

。

(一 ) 陶器

沙溪遗址下文化层的陶器无论在陶质
、
陶色

、
纹饰

、
制法方面

�
还是在器类和同类器器形

等方面
�
都与川西地区的广汉三星堆 〔5 〕、 成都十二桥 、

新 繁 水 观 音
、
成 都 指 挥 街 〔6 〕、

成都氓山饭店 (3)
、
成都抚琴小区 ( 4)

、
成都方池街 ( 5) 等 遗 址 中 商 周 时 期 的 陶 器 有

许多相似或相同之处
�
当属同一文化系统

。
这种以各类小平底罐

、
钵

、
杯

、
尖底杯

、
盏

、
高

( 1 ) 见 〔3 〕.
( 2 ) 见 〔2 〕。
( 3 )

、
( 4 )

、
( 5 ) 资料待发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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柄豆
、
服形或筒形器座

、
器盖等为典型陶器组合的文化具有浓厚的地方特色

�
其主要分布于

以成都平原为中心的川西地区
、
或可称为早期蜀文化

。
具有早期蜀文化面貌的陶器群当是沙

溪遗址下文化层的主导文化因素
。

(二 ) 石器

石器数量大
�
种类多

�
形制复杂又是沙溪遗址下文化层有别于成都平原早期蜀文化遗存

的一大地方特色
。
其中又以打制石器尤其是有肩石器和细石器最具代表性

�
这两类石器均不

见于成都平原的早期蜀文化遗存
。

l 有肩石器

有肩石器在长江沿岸的丰都
、
涪陵

、
万县

、
嘉陵江下游及沱江流域的 资 阳 等地 偶有发

现
�
数量不多

�
而在青衣江流域的雅安

、
芦山

、
天全

、
荣经 ( 1 )

、
洪雅

、
夹江 〔7 〕、 峨眉 (2)

等地却大量出现
�
且石器的原料

、
加工方法及形制基本相同

�
出土或采集的地点均

二

在江边台

地地带
。
其中经过正式发掘并发现和早期蜀文化陶器共存的遗址和地点有雅安沙溪和荣经同

心村 〔的两处 。
毫无疑问

�
数量众多

�
种类

、
形制复杂的有肩石器应是青衣江流域原 始 文化

的一大地方特征
。
沙溪遗址的发掘

�
为其年代和文化性质的判断提供了科学的地层依据和对

比资料
。

我们知道
�
有肩石器从新石器时代早期到青铜时代在我国的北方和南方均有发现

�
但使

用最为普遍
、
出土数量最多的当数华南

、
西南和东南地区

�
它和有段石器一样同是我国南方

地区 (主要指长江以南
�
笔者注) 原始文化的主要内涵之一

。
因此

�
沙溪遗址下文化层为数

众多的有肩石器应是南方原始文化特征的一种体现
。

最近
�
有的同志认为我国新石器时代有肩石器的起源地至少有三个

�
即北源

、
中源和南

源
�
在谈到南源时指出

“
华南双肩石器 (即有肩石器

�
笔者注 ) 很可能起源于西樵山文化所

在的广东中部地区
�
广西以至贵州

、
云南的双肩石器与广东地区关系密切

�
属于同一系统

�

应是同一的起源
。 ” 〔的关于云南的有肩石器 �

我们认为应该有两个系统
�
一个系 统 实与广

东地区关系密切
�
如麻栗坡县小河洞洞穴遗址所出有肩石斧 〔1。〕及江川 、

安宁
、
昭通 〔1l)

、
晋

宁 〔1 “ 〕、 禄丰 c1 3 〕所出有段石磷确与岭南相同� 另一系统以云县忙怀 〔1。为代表�
所出

、

有肩石器

之形制与包括沙溪遗址在内的青衣江流域所出同类器极为相似
�
加工方法完全柑同

�
而云县

忙怀是一处新石器时代的文化遗存
�
因此其渊源关系当不言而喻

。
至于忙怀有肩石器自身起

源的问题
�
有待进一步的工作

�
但目前至少可以肯定

�
它和广东地区的有肩石器并无淤源关

系
。

顺便指出
�
沙溪遗址下文化层所出与早期蜀文化陶器群共存的有肩石器与西周至春秋战

国时期巴蜀文化的某些铜兵器及铜工具有某种内在的联系
。
如 C b 万式有肩石斧与 汉 源

、
新

繁出土西周时期的
“ 半圆形小铜锥 ” 〔15j 及战国时期巴蜀文化墓葬中常见的铜 斤

、
铜 斧� A

(1 )
、

( 2 ) 资料特发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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亚式有肩石斧与彭县竹瓦街的 ��’乙形空盈大铜戴 ” 〔1 6 〕� C 。型有肩石斧与战国时期巴 蜀文化

墓葬中常见的
“
烟荷包式械 ” 平面形制相似

。
前面已经讨论

�
沙溪遗址下文化层的年代约在

商代后期
�
虽然在遗址中未发现铜器

�
但近年来的发现证明蜀文化在商代后期 已拥有高度发

达的青铜文明
�
因此与早期蜀文化陶器共存的有肩石器对后来巴蜀文化某些铜器的形制及功

用产生影响是不难理解的
。

.

2 细石器

需要指出的是
�
本文打制石器一节中所分的细石器

�
仅限于采用压削法的特殊工艺所制

成的细石核及细石叶
�
或称狭义细石器

�
至于石片石器一栏中所介绍的具细石器风貌的小型

刮削器及尖状器
�
或可称为广义细石器

。

. ·

沙溪遗址出土或采集的船底形石核
�
圆锥形 (铅笔状 ) 石核

、
长条形石叶

、
尖状石叶以

及带有细石器风貌的刮削器
、
尖状器等都与山西沁水下川 t17 〕、 阳高许家窑C18 〕、 河北阳原虎

头梁c1 ” 、
狭西大荔沙苑 〔绷

、
河南许昌灵井�21 〕、 安阳小南海 〔2 2 〕等旧石器或中石器时代遗址

中的同类器相似
。 -

.

我国的细石器文化通常被认为属于中石器时代或新石器时代
�
主要分布于东北

、
华北和

西北地区
。
西南地区的西藏申扎

、
双湖 〔“3 〕、 昌都 〔2 4 〕、聂拉木县 〔2 5 〕、 云南元谋县 〔26 〕以及川西

高原的炉霍县 〔2 7 〕、 四川盆地西南边缘的汉源县 〔2 8 〕、
雅安市等地也发现有细石器遗存 的分

布‘ 据贾兰坡先生的研究 �
我国的细石器文化起源于华北地区

�
并向北

、
东

、
西三面传播

�

. “在向西分布的过程中
�
大概是沿着黄河上游向南传播

�
因为在青藏高原的黑河留下了属于

这一传统 (指
“
周 口店第一点 〔北京人遗址 〕—峙峪系

” �
简称

“
第一地点—峙峪系

” 。

笔者注)
.

的细石器材料
�
往南一直分布到喜马拉雅山下的聂拉木县

�
向南传播的过程中又向

东传播到云南
” 〔2的 。

如果这个论断成立的话
�
那么位于西藏以东

、
云南以 北 包 括沙溪遗

址在内的四川境内的细石器当亦属同一渊源
。

另外
�
沙溪遗址所见椭圆形切割器又与万县小涪采集所得 l 式半月形刮削 器 〔3。〕 ( 原

报告定名
�
笔者注 ) 形制相近

�
加工方法完全相同

。

.

综上所述
�
沙溪遗址下文化层是一处具有浓厚南方原始文化特色并吸收了北方细石器文

化因素的早期蜀文化遗存
�
当为早期蜀文化的一个地方类型

�
或可命名为

“沙溪类型 ” 。

‘ 一

在雅安地区正式发掘商代遗址尚属首次
�
因此

�
沙溪遗址的发掘

�
对于认识该地区殷商

时期的考古学文化面貌
�
对于全面地认识蜀文化以及蜀文化与其它文化的关系

�
具有极为重

要的价值
。

:

附记
:

发梅过程中
�
曾得到推安市木材加工厂 及该厂 干部江 长春同志的 大 力支持

�
谨此

致谢
。

_

发握与调 查
:
陈祖军

、
雷雨

、
代强

、
李直祥

、
郑新

、
耽忠惠

、
曹书全

。

摄影
:
雷雨

、
罗泽云

、
吴长源

、
教金蓉

拓片
:

教金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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