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嘉陵江中游（蓬安至南充段） 先秦时期遗址
考古调查简报

摘要：2016年 12 月至 2017 年 4月，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等对嘉陵江中游（蓬安至
南充段） 进行了考古调查，调查共发现先秦时期遗址 10处，扩充了嘉陵江流域先秦时期遗
址的内涵，为进一步探讨该区域先秦时期遗存的分布状况、考古学文化面貌及聚落形态等提
供了新的线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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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前言

嘉陵江古称阆水、渝水，发源于秦岭北麓的
陕西凤县代王山，全长 1345千米，是长江的一
级支流，亦是连接成都平原和三峡以西长江上游
的通道，同时也通过汉水上游地区与湖北、陕西
相连。这种连接表明嘉陵江流域对了解整个四川
地区的先秦文化互动上具有重要意义。但该区域
的考古基础资料薄弱，不利于开展较为深入的研
究。基于此，长期以来四川省文物考古部门将该
区域作为主要的探索对象，相继开展了数次较大
规模的考古调查活动。

嘉陵江中游地区的考古调查工作始于 1979
年，重庆市博物馆等单位在嘉陵江中下游地区进
行了一次全面的考古调查，共发现商周遗址 5
处。［1］首次对嘉陵江中游地区的先秦文化遗存有
了一定的了解。然而，相对嘉陵江下游地区而
言，嘉陵江中游地区发现的先秦文物点不仅少，
而且文化内涵不清楚。这与历史上嘉陵江作为沟
通西北与长江流域的通道作用差异较大。因此，
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在向国家文物局申报的

《2014 至 2018 年度城坝遗址考古工作计划》中就
将渠江流域和嘉陵江流域的考古调查作为探索嘉
陵江中游地区先秦文化的一个重要子课题。

2016年 10月，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南
充市文化广电新闻出版局协商对该区域进行考古
调查，将调查分为两期，前期主要是嘉陵江中游
（蓬安至南充段）；后期主要是嘉陵江中游（阆中
至仪陇段）。2016年 12月至 2017年 4月，四川
省文物考古研究院、南充市文化广播新闻出版局
对嘉陵江中游（蓬安至南充段） 进行全面的考古
调查。为确保调查成果和既定的学术目标，本次
考古调查采取聚落考古调查的方法，对于嘉陵江
两岸进行拉网式的调查。调查共发现新石器时代
至汉代遗存 35处，其中先秦时期遗存 10处（图
一），8处为新发现。现将此次调查发现的先秦
时期遗存按照从上游至下游的顺序简报如下。

二 先秦时期遗存

（一） 乔家嘴遗址

位于蓬安县睦坝乡福安村 8组，处于嘉陵江
右岸的一级阶地上。遗址东、西、北三面被嘉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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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一 嘉陵江中游（蓬安至南充段） 先秦遗存分布示意图

江环绕，南面紧靠华华寺所在的丘陵地带。地理
坐标为北纬 30°09′11.1″，东经 106°15′54.8″，海
拔 296 米。遗址面积约 8万平方米，现地表被大
棚覆盖。遗址东部因嘉陵江冲刷，垮塌严重。
在遗址的各个区域，特别是中部和北部区

域，文化层堆积明显。现将中部的堆积情况介绍
如下：
第①层 深褐色耕土层，土质疏松，包含有

大量植物根系、瓷片等。厚 17厘米。
第②层 浅黄色沙土，土质疏松，包含有少

量的小石子、陶片、青花瓷片等。深 30、厚 12
厘米。从出土的青花瓷片推断，其应为明清时期
的堆积。
第③层 褐色沙土，土质疏松，包含有炭

屑、石块、陶片等。深 45、厚 16厘米。从出土
的陶片推断，其应为东周时期的堆积。
第④层 黄褐色沙土，土质疏松，包含石

块、陶片、炭屑等。深
57、厚 12 厘米。从出
土的陶片，特别是高柄
豆推断，其应为商周时
期的堆积。
第⑤层 黑褐色沙

土，土质较硬，包含有
大量红烧土、石块、陶
片等。深 68、厚 11厘
米。从出土的陶片推
断，其应为新石器时代
的堆积。
第⑥层 灰色沙

土，土质较硬，包含有
少量的陶片、石块、烧
土粒等。深 95、厚 26
厘米。从出土的陶片推
断，其应为新石器时代
的堆积。
采集器物主要是陶

器，还有少量石器。
采集的陶片较多，

以夹砂灰褐陶为主，还有一定量的夹砂黑褐、红
褐、黄褐陶，泥质陶数量极少，主要为黑皮陶、
橙黄陶等。纹饰较多，包括绳纹、凹弦纹、线
纹、刻划纹、梳刷纹等，以绳纹为主 （图二）。
器型主要是平底器、圈足器。包括敛口罐、盆、
侈口罐、喇叭口罐、圈足、小平底罐、卷沿罐、
器底等。
陶敛口罐 1 件。采∶1，夹粗砂红胎黑皮

陶。圆唇，短平折沿，直腹。残高 7.4厘米（图
三∶2）。
陶盆 3件。短折沿。采∶2，泥质黄褐陶。

方唇，短平折沿，侈口，弧腹。残高 2.6 厘米
（图三∶5）。采∶3，泥质灰胎黑皮陶。方唇，短
斜折沿，沿面微凹，侈口，弧腹。残高 2.2厘米
（图三∶13）。采∶5，夹粗砂灰陶。圆唇，短斜
折沿，沿面微凹，斜直腹。残高 2.2 厘米 （图
三∶10）。

调查与发掘

22



陶侈口罐 3 件。圆唇，侈口。采∶6，夹
细砂灰黑陶。唇部饰按压的花边，颈微束。残高
2厘米 （图三∶7）。采∶7，夹砂红褐陶。唇部
饰戳刺的花边，束颈，弧肩。肩部饰横向线纹。
残高 4厘米（图三∶9）。采∶13，泥质灰褐陶。
残高 2厘米（图三∶16）。
陶喇叭口罐 2 件。泥质灰褐陶。喇叭状

口，圆唇。采∶8，残高 3.2 厘米 （图三∶14）。
采∶14，残高 2.9厘米（图三∶15）。
陶圈足 3件。喇叭状圈足。采∶15，泥质

灰陶。圈足上饰有一道凹弦纹。残高 4.2 厘米
（图三∶1）。采∶16，泥质灰胎黑皮陶。圈足下
饰一道凹弦纹。残高 3.8 厘米 （图三∶12）。
采∶17，泥质黑褐陶。残高 2.6厘米（图三∶8）。
陶小平底罐 3件。口微敛，矮颈，鼓肩。

采∶9，夹砂红褐陶。尖唇。残高 3.4厘米 （图

三∶4）。采∶10，夹砂灰陶。尖圆唇。
残高 2.8 厘米 （图三∶11）。采∶11，
夹细砂灰褐陶。圆唇。残高 2.6 厘米
（图三∶17）。

陶豆柄 1件。采∶18，泥质黑皮
陶。喇叭状，中空。器表中部饰一道
凹弦纹。残高 6.6厘米（图三∶19）。
陶卷沿罐 1件。采∶4，夹砂灰

陶。尖圆唇，口微敛，束颈较短，斜
肩。残高 2.3厘米（图三∶18）。
陶钵 1件。采∶12，夹细砂灰褐

陶。尖唇，侈口，斜壁内收。残高 1.6
厘米（图三∶6）。
陶器底 1件。采∶19，夹细砂红

褐陶。平底。器底内、外及器表均饰
交错绳纹。残高 3.4厘米（图三∶3）。

石斧 1件。采∶21，浅灰色石灰
岩。长条形，一面为自然面，两侧可
见修整的痕迹，另一面剥片痕迹明显。
长 8.9、宽 2.5～3.7、厚 1.3 厘米 （图
四∶1）。

石网坠 1件。采∶20，深黑色石
英砂岩。平面呈椭圆形，一面两侧可

见打砸剥片的痕迹，另一面保持自然砾石面。长
7.4、宽 5.6、厚 2.2厘米（图四∶2）。

（二） 线坝遗址

位于蓬安县睦坝乡线坝村 4组，处于嘉陵江
右岸的一级阶地上。遗址北有一小溪，东靠嘉陵
江，西、南面靠山。地理坐标为北纬 31°08′
22.6″，东经 106°17′5.4″，海拔 304米。面积约 40
万平方米。是一处涵盖新石器时代和汉代的遗
址。现仅介绍遗址的新石器时代文化遗存。
通过对线坝遗址中部进行铲刮剖面，发现其

堆积明显，出土器物具有典型的新石器时代的特
征，但分布面积不大，可能系嘉陵江长期冲刷，
垮塌严重。现将该区域的堆积介绍如下：
第①层 深褐色耕土层，土质疏松，包含有

瓦片、瓷片、植物根系等。厚 25厘米。
第②层 浅黄色沙土，土质疏松，包含有少

图二 乔家嘴遗址采集陶器纹饰拓片

1、14.刻划纹（采∶27、采∶23） 2.花边口 +线纹（采∶7） 3、4、6、
7、8、9、12.绳纹 （采∶25、采∶34、采∶30、采∶32、采∶26、采∶
24、采∶33） 5.线纹（采∶31） 10.梳刷纹（采∶28） 11.凹弦纹（采∶
29） 13.交错绳纹（采∶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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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三 乔家嘴遗址采集陶器

1、8、12.圈足（采∶15、采∶17、采∶16） 2.敛口罐（采∶1） 3.器底（采∶19） 4、11、17.小平底罐（采∶9、采∶
10、采∶11） 5、10、13.盆（采∶2、采∶5、采∶3） 6.陶钵（采∶12） 7、9、16.侈口罐（采∶6、采∶7、采∶13）
14、15.喇叭口罐（采∶8、采∶14） 18.卷沿罐（采∶4） 19.豆柄（采∶18）

图四 乔家嘴遗址采集石器

1.斧（采∶21） 2.网坠（采∶20）

量的瓦片、陶片等。深 40、厚 15厘米。从出土
器物判断应为汉代堆积。
第③层 深灰色沙土，较疏松，包含有大量

的夹砂陶片、炭屑、红烧土颗粒、石块等。深
76、厚 35厘米。从出土的器物判断其应为新石
器时代晚期。
以下为纯净的黄沙层。
采集器物主要是陶器和 1件石器。陶器以夹

砂红褐陶为主，还有少量夹砂灰褐陶、黑褐陶

等，泥质陶数量极少，主要是泥质红陶、黑陶。
纹饰较多，包括绳纹、附加堆纹、梳刷纹、线
纹、凹弦纹等（图五）。器型均为平底器，包括
卷沿罐、折沿罐、钵等。
陶卷沿罐 3 件。卷沿，束颈。采∶1，夹

砂红褐陶。方唇。唇部饰绳纹，颈部饰交错绳
纹。残高 4厘米（图六∶3）。采∶4，夹粗砂红
陶。近方唇。唇部饰有绳纹，口以下饰有交错绳
纹。残高 1.5厘米（图六∶7）。采∶12，夹砂红
褐陶。尖圆唇。口以下饰绳纹。残高 2.6 厘米
（图六∶6）。

陶折沿罐 1 件。采∶2，夹细砂灰褐陶。
侈口，圆唇，束颈。肩部饰交错绳纹。残高 6.3
厘米（图六∶2）。
陶钵 2件。形制差异较大。采∶3，泥质红

陶。敛口，尖唇，弧腹。残高 2.6厘米（图六∶
8）。采∶5，夹细砂灰褐陶。方唇，侈口，斜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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口以下饰竖向绳纹。残高 3厘米（图六∶5）。
陶器底 1 件。采∶6，夹粗砂红陶。器表

及底均饰绳纹，底部绳纹基本被抹平。残高 2.5
厘米（图六∶4）。
磨石 1件。采∶11，浅黄色砂岩。表面有

明显磨痕。残长 8.6、残宽 5、厚 3.8 厘米 （图
六∶1）。

（三） 元宝土遗址

位于南充市顺庆区
渔溪乡猫儿溪村 4 组，
处于嘉陵江右岸的山坡
顶上，遗址北、东、南
三面被沟坎环绕，西部
为民居和乡村公路。地
理坐标为北纬 30° 58′
51.4″ ， 东 经 106° 15′
50.9″，海拔 318米。面
积约 3000平方米。

遗址地表采集有较
多的打制石片和 1件磨
制石器等。经勘探和铲

刮剖面，并未发现文化层的堆积，亦未采集到陶
片，结合地形，推测可能是一处石器加工场。

石斧 1件。采∶1，白色硅质石灰岩。体
呈长方形，弧刃，刃部磨制，体两侧可见打砸的
疤痕。长 8、宽 3.7、厚 1.5厘米（图七∶4）。

石片 4件。均体呈椭圆形，剥片痕迹明显。
采∶5，体呈椭圆形，一面保持自然砾石面，下部
可见打击的疤痕，另一面可见剥片痕迹，打击点、
放射线明显。长 10.2、宽 9.6、厚 1.8 厘米 （图
七∶5）。采∶6，体呈椭圆形，一面保持自然砾石
面，另一面可见剥片痕迹，打击点、放射线明显，
下端可见二次打制痕迹。长 12、宽 7.6、厚 2.1厘
米（图七∶7）。采∶2，体呈椭圆形，一面保持自
然砾石面，另一面可见剥片的痕迹，打击点、放
射线明显，下端可见使用的痕迹。长 15.8、宽
13、厚 3.2 厘米 （图七∶2）。采∶4，体呈椭圆
形，一面保持自然砾石面，另一面可见剥片的痕
迹，打击点、放射线明显，下端可见使用的痕迹。
长 16.8、宽 14.1、厚 4.2厘米（图七∶3）。

砍砸器 1件。采∶3，体呈不规则长方形，
一面保持剥片后的疤痕，另一面剥片痕迹明显，
打击点、放射线明显，下端可见砍砸的痕迹。长
4～13.2、宽 9.5～13.1、厚 0.5～5.2 厘米 （图
七∶1）。

图五 线坝遗址采集陶器纹饰拓片

1、3.交错绳纹（采∶11、采∶13） 2、7.梳刷纹（采∶5、
采∶15） 4、9.绳纹（采∶16、采∶4） 5.附加堆纹 +交错
绳纹（采∶14） 6、18.附加堆纹 +绳纹（采∶12、采∶6）

图六 线坝遗址采集陶、石器

1.磨石（采∶11） 2.陶折沿罐（采∶2） 3、6、7.陶卷沿罐（采∶1、采∶12、采∶4）
4.陶器底（采∶6） 5、8.陶钵（采∶5、采∶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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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七 元宝土遗址采集石器

1.砍砸器（采∶3） 2、3、5、7.石片（采∶2、采∶4、采∶5、采∶6） 6.石核（采∶
7） 4.石斧（采∶1）

石核 1 件。采∶7，体呈椭圆形，一面保
持自然砾石面，另一面可见打制剥片的疤痕。长
12.2、宽 9、厚 6.3厘米（图七∶6）。

（四） 明家嘴遗址

位于南充市顺庆区渔溪乡明家嘴村，处于嘉
陵江右岸的一级阶地上。遗址北有一小溪，东靠
嘉陵江，西、南面靠山，地理坐标为北纬 31°08′
22.6″，东经 106°17′5.4″，海拔 304米。面积约 40
万平方米。是一处涵盖新石器时代和汉代的遗
址。其中汉代遗址分布较广。

1979年调查时就发现该遗址被严重破坏，地
层严重扰乱，仅采集到少量的陶片和几件石器。［2］

此次调查时，该区域已被建房时破坏，很难发现
遗存，仅采集到 1件夹细砂红褐陶口沿残片。

（五） 铁钱坝遗址

位于南充市高坪区龙门镇龙门 13 村 5 组，
处于嘉陵江左岸二级台地上。遗址东为南充至龙
门镇的公路，西为嘉陵江。地理坐标为北纬 30°
93′44.3″，东经 106°18′53.7″，海拔高度 270 米。
面积约 10万平方米。

地层堆积北部较厚，南部较薄，距地表深
180～150厘米。现将该遗址北部的地层堆积介绍
如下：

第①层 耕土层，深灰色沙土，疏松。包含
瓦片、石块、植物根系等。厚 14～48厘米。
第②层 浅黄色沙土。包含石块、瓦片、瓷

片等。深 14～48、厚 48
厘米。
第③层 浅灰色沙

土。包含有少量的陶片、
石块等。深 60、厚 36厘
米。
第④层 黑灰色黏

土。包含有少量的陶片、
石器、石块、烧土颗粒
等。深 82～95、厚 36厘
米。
第⑤层 褐色黏土。

包含少量的陶片、石块、
炭屑等。深 120～130、
厚 36～40厘米。

遗址采集的遗物均
为陶器，从采集的陶器来看，可明显分为三个主
要时期，即新石器时代晚期、商周时期和汉代。
新石器时代的陶片较少，主要是夹砂红褐陶或褐
陶，纹饰主要包括绳纹、线纹、刻划纹等 （图
八），器型主要为罐；商周时期的陶片主要为夹
细砂黄褐陶、夹细砂灰褐陶、泥质黑皮陶等，纹
饰较少，主要是绳纹，器型主要有罐、釜、钵、
圈足等。
直口罐 1 件。采∶1，泥质红陶，内黑外

红，手制痕迹明显。方唇，唇面饰线纹，卷沿，
束颈，弧肩。肩部以下饰交错绳纹。残高 5.6厘
米（图九∶3）。

盆 2件。窄沿，侈口。采∶2，夹粗砂黄
褐陶。尖唇，束颈溜肩。残高 5 厘米 （图九∶
5）。采∶3，泥质灰陶。圆唇，束颈。残高 3.3
厘米（图九∶6）。
钵 1件。采∶5，夹细砂红褐陶。尖圆唇，

侈口，弧腹。残高 3.8厘米（图九∶2）。
喇叭口罐 1 件。采∶4，泥质灰褐陶。方

唇，侈口。颈部饰一道凹弦纹。残高 3.1 厘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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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九∶1）。
圈足 1 件。采∶6，泥质灰黑陶。饼形底

内凹，腹部以上残。残高 2.3、底径 3.6 厘米
（图九∶4）。

（六） 淄佛寺遗址

位于南充市嘉陵区文峰镇乌木桥村 4组，小

地名“淄佛寺”。处于嘉陵江右岸的二级阶地上，
地理坐标为北纬 30°43′43.3″，东经 106°05′31.4″，
海拔 272米。面积约 1万平方米。新修的嘉陵大
道对遗址造成了严重破坏。遗址地表散落大量的
碎小陶片，系修道路挖沟所致。通过对遗址下部
的断坎进行清理，其地层堆积情况如下：
第①层 耕土层，灰褐色沙土，土质疏松，

包含少量的石块、植物根系。厚 20厘米。
第②层 黄褐色沙土，土质较疏松，包含少

量的石块、瓦片、瓷片等。厚 20、深 40厘米。
第③层 灰黑色沙土，土质较硬，包含大量

的炭屑、烧土粒、陶片等。厚 35、深 75厘米。
以下为黄沙层。
采集器物主要是陶器，还有少量石器和骨器。
陶器 采集陶片较多，但均细小，主要为夹

细砂灰褐陶、夹砂褐陶、泥质黑皮陶。纹饰极少，
主要为绳纹。器型主要为平底器和圈足器，主要
包括小平底罐、敛口罐、盘、高柄豆、豆柄等。
陶小平底罐 3件。夹细砂灰褐陶。侈口，束

颈，鼓肩。采∶7，尖圆唇。残高 3.6厘米（图一〇
∶15）。采∶5，方唇。残高 2.7厘米（图一〇∶5）。
采∶6，圆唇。残高 3厘米（图一〇∶13）。
陶侈口罐 3 件。侈口。采∶1，夹粗砂灰

褐陶。方唇。残高 3.2厘米（图一〇∶7）。采∶
2，夹粗砂黄褐陶。方唇。肩部饰绳纹。残高 2.4
厘米（图一〇∶11）。采∶8，夹粗砂灰褐陶。尖
圆唇。残高 2厘米（图一〇∶12）。
陶盘 2 件。泥质灰陶。喇叭形口。采∶

10，圆唇。残高 3.5厘米（图一〇∶6）。采∶11，
方唇，颈部饰一两面对钻的圆孔。残高 5 厘米
（图一〇∶4）。

陶钵 1件。采∶9，夹粗砂红胎黑皮陶。圆
唇，侈口，弧腹较浅。残高 2.6厘米（图一〇∶8）。
陶敛口罐 1 件。采∶3，夹粗砂黄褐陶。

厚圆唇，唇面内凹，鼓肩。肩部饰斜向绳纹。残
高 2.7厘米（图一〇∶14）。
陶卷沿罐 1 件。采∶4，夹细砂灰褐陶。

圆唇，唇部饰按压的花边，侈口，束颈较短，斜
肩。残高 3.2厘米（图一〇∶10）。

图八 铁钱坝遗址采集陶器纹饰拓片

1.梳刷纹 （采∶8） 2.交错绳纹 （采∶1） 3.刻划纹
（采∶7） 4～7.绳纹（采∶12、采∶11、采∶10、采∶9）

图九 铁钱坝遗址采集陶器

1.喇叭口罐（采∶4） 2.钵（采∶5） 3.直口罐（采∶1）
4.圈足（采∶6） 5、6.盆（采∶2、采∶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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陶器底 1件。采∶14，夹粗砂黄褐陶。斜直
腹，平底。残高 4.5、底径 12厘米（图一〇∶9）。
陶豆柄 1 件。采∶13，泥质黑陶。柱状，

中空，中部微鼓，两端残，器表可见明显的刮削
修整的痕迹。残长 12.6、直径 2.5～3厘米（图一
〇∶17）。
陶圈足 1件。采∶15，夹粗砂红褐陶。喇

叭状圈足，足尖外卷。残高 6.9、底径 17 厘米

（图一〇∶1）。
骨锥 1件。采∶12，利用兽牙制作，尖端

有人为加工的凹槽，末端已残，截面近椭圆。残
长 3.4、宽 0.1～0.6厘米（图一〇∶16）。

石网坠 2件。体呈椭圆形，通过两侧砸击
而呈亚腰形。采∶16，灰色石英岩。长 6.6、宽
5、厚 1.2厘米（图一〇∶2）。采∶17，浅褐色石
英岩。长 7、宽 6、厚 1.9厘米（图一〇∶3）。

图一〇 淄佛寺遗址采集器物

1.陶圈足（采∶15） 2、3.石网坠（采∶16、采∶17） 4、6.陶盘（采∶11、采∶10） 5、13、15.陶小平底罐（采∶5、
采∶6、采∶7） 7、11、12.陶侈口罐（采∶1、采∶2、采∶8） 8.陶钵（采∶9） 9.陶器底（采∶14） 10.陶卷沿罐
（采∶4） 14.陶敛口罐（采∶3） 16.骨锥（采∶12） 17.陶豆柄（采∶13）

（七） 蔡家壕遗址

位于南充市嘉陵区河西镇困龙山村 2组，处
于嘉陵江右岸二级台地上。遗址东部和北部仅靠
嘉陵江，西为乡村公路和民居，南部有一冲沟。
地理位置为北纬 30°40′20″，东经 106°6′9″，海拔
260 米。面积约 50万平方米。遗址的各个区域均
可见地层剖面，其中在遗址中部紧靠化工园区的
北部区域，地层堆积最为典型，具体情况如下：
第①层 灰褐色耕土层，包含植物根系、瓷

片、瓦片等。厚 35厘米。
第②层 浅灰褐色沙土，土质疏松，包含少

量炭屑、陶片等。深 70、厚 35厘米。

第③层 黄褐色沙土，土质较致密，包含大
量的炭屑、陶片、石块等。深 115、厚 45厘米。
以下为黄褐色沙土。
采集器物主要是陶器和石器。
采集陶片较多，主要为夹细砂褐陶、夹细砂

灰褐陶、泥质黑皮陶等。纹饰较少，主要包括绳
纹、凹弦纹、瓦棱纹等。器型主要为平底器和圈
足器，主要包括小平底罐、壶、盘、卷沿罐、
钵、高柄豆、豆柄等。
陶小平底罐 8件。侈口，鼓肩，小平底。

标本采∶1，夹细砂褐陶。方唇，短束颈，弧腹
斜收，平底较小。口径 14.6、腹径 27.2、底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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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高 11.1厘米（图一一∶5）。
陶侈口罐 1 件。采∶2，夹细砂灰褐陶。

尖唇，侈口，束颈，弧肩，弧腹。残高 6.4、口
径 12厘米（图一一∶13）。
陶壶 1件。采∶4，夹细砂灰黑陶。圆唇，

窄折沿，喇叭口，高领，领部饰两道凹弦纹。残
高 13、口径 20厘米（图一一∶8）。
陶盆 1 件。采∶12，夹砂灰褐陶。圆唇、

唇内部有一道凹槽，敛口，弧腹，腹部饰抹平的
细绳纹。残高 6.4厘米（图一一∶14）。
陶盘 1 件。采∶5，夹细砂灰陶。侈口，

尖圆唇，窄折沿，斜直腹。残高 4.2厘米（图一
一∶10）。
陶卷沿罐 2 件。侈口，卷沿。采∶3，红

褐陶夹细砂。圆唇，束颈。残高 3 厘米 （图一
一∶11）。采∶6，夹粗砂红褐陶。方唇，斜直
腹。残高 5厘米（图一一∶12）。
陶器底 1件。采∶10，夹粗砂褐陶。腹斜

直，平底。残高 8.1、底径 9.7厘米（图一一∶7）。
陶钵 1 件。采∶11，夹细砂灰褐陶。圆

唇，侈口，弧腹。残高 6.6厘米（图一一∶6）。
陶豆柄 1 件。采∶7，泥质红胎黑皮陶。

管状，中部微鼓，两端残。一端饰有两道凸弦
纹。残长 21.4、直径 3.5厘米（图一一∶9）。
陶高柄豆圈足 1件。采∶8，泥质红胎黑

皮陶。喇叭口状圈足，中空，柄端饰有两道凸弦
纹。残高 14.4、底径 16.3厘米（图一一∶4）。

石器数量较少，主要包括砍砸器、刮削器、

图一一 蔡家壕遗址采集器物

1.石杵（采∶9） 2.砍砸器（采∶17） 3.刮削器（采∶18） 4.陶圈足（采∶8） 5.陶小平底罐（采∶1） 6.陶钵（采∶
11） 7.陶器底 （采∶10） 8.陶壶 （采∶4） 9.陶豆柄 （采∶7） 10、14.陶盘 （采∶5、采∶12） 11、12.陶卷沿罐
（采∶3、采∶6） 13.陶侈口罐（采∶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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石杵等。
砍砸器 1件。采∶17，青灰色石英岩。器

表两面可见自然砾石面，下端可见砸击痕迹。长
10.3、宽 8.4、厚 2.8厘米（图一一∶2）。

刮削器 1件。采∶18，褐色石英岩。采用
石片单面剥片修整，器表放射线明显。长 5.6、
宽 8、厚 2.1厘米（图一一∶3）。

石杵 1 件。采∶9，青灰色硅质灰岩。通
体为自然面，末端有明显的砸击痕迹。长 12.4、
宽 4.2、厚 3.2厘米（图一一∶1）。

（八） 羊口村遗址

位于南充市嘉陵区李渡镇羊口村 9组，处于
嘉陵江右岸的二级阶地上。遗址南、北各有一条
自然冲沟，东临嘉陵江，西靠公路。地理坐标为
北纬 30°36′14.7″，东经 106°03′5.8″，海拔 232
米。面积约 1万平方米。遗址已被砂石厂严重侵
占（现遗址地表堆积着大量砂石），同时修建公
路和居民搬迁时都对遗址造成不可挽回的破坏。
调查人员对该遗址进行反复多次的考古调查，终
于在遗址的南、北两端找到了地层堆积。并对剖
面进行了清理。其中北区地层堆积最好，具体情
况如下：
第①层 黑褐色耕土层，含沙量较大，土质

疏松，包含有石块、烧土粒、塑料、植物根系
等。厚 35厘米。
第②层 浅灰色沙土，土质较硬，包含有石

块、烧土粒、瓦片、青花瓷片等。厚 25、深 60
厘米。从出土的器物判断应为明清时期堆积。
第③层 灰色沙土，土质较硬，包含有石

块、炭屑、瓦片、烧土粒等。厚 35、深 95厘米。
从出土的绳纹瓦片和陶片推断应为汉代文化层。
第④层 浅黄色沙土，土质较硬，包含石

块、炭屑、贝壳、陶片等。厚 30、深 125厘米。
从出土的陶片推断应为商周时期。
第⑤层 褐色沙土，土质较硬，包含有大量

烧土粒、炭屑、陶片等。厚 30、深 155厘米。从
出土的陶片推断应为商周时期。
第⑥层 黄色沙土，土质较硬，包含有少量

陶片、炭屑等。厚 23、深 178厘米。从出土的陶

片推断应为新石器时代。
第⑦层 黄褐色沙土，土质较硬，包含有陶

片、石块、陶片等，厚 24、深 200厘米。从出土
的陶片推断应为新石器时代。
第⑧层 浅灰色沙土，土质较硬，包含有红

烧土粒、陶片等。厚 18、深 220厘米。从出土的
陶片推断应为新石器时代。
第⑨层 褐色沙土，土质较硬，包含有炭

屑、石块、陶片等。厚 30、深 250厘米。从出土
的陶片推断应为新石器时代。
采集器物主要是陶器，还有 1件石器。
陶器数量较多，以夹砂红褐陶为主，还有夹

砂灰褐、黑褐陶，泥质陶较少，主要是黑皮陶、
黄褐陶等。纹饰较少，包括绳纹、弦纹等（图一
二）。器型主要是平底器。包括喇叭口罐、盘口
罐、钵、盆、敛口罐等。

陶喇叭口罐 1 件。采∶1，夹细砂红陶。
尖唇，喇叭口，束颈，颈部以下饰竖向绳纹。残
高 5、口径 14厘米（图一三∶3）。
陶盘口罐 1 件。采∶2，夹细砂灰褐陶。

尖圆唇，盘口。口外部饰两道较浅的凹弦纹，其
内饰竖向抹平绳纹。残高 3、口径 19厘米 （图
一三∶4）。
陶钵 1 件。采∶4，夹细砂红陶。圆唇，

侈口，浅弧腹。口下部饰一道凹弦纹。残高 2.4
厘米（图一三∶2）。

石杵 1件。采∶6，灰色石英岩。呈条形，
通体为自然面，侧面微弧，近方的一端有砸击的
使用痕迹。长 17.1、宽 5.5、厚 2.2 厘米 （图一
三∶1）。

图一二 羊口村遗址采集陶器纹饰拓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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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 经家桥遗址

位于南充市嘉陵区新场乡羊呼坝村，处于嘉
陵江左岸的二级阶地上。遗址东临摇金梁子，南
靠金家壕，西临嘉陵江。地理坐标为北纬 30°35′
17.9″，东经 106°4′13.8″，海拔 248米。面积约 10
万平方米。地层堆积可分为 4层：
第①层 灰黑色耕土层，包含有少量的近现

代瓷片、瓦片等。厚 58厘米。
第②层 黄褐色土，土质疏松，包含少量的

烧土粒、炭屑、陶片等。深 100、厚 43厘米。
第③层 浅黄色土，土质较紧密，包含有少

量炭屑、小石块、陶片等。深 118、厚 18厘米。
第④层 灰色黏土，含沙量较大，土质疏

松，包含物有少量的烧土粒、陶片等。深 160、
厚 37厘米。
采集的陶片主要集中在③、④层，陶片碎

小，以夹细砂红褐陶为主，器表饰竖向细绳纹，
器型主要为罐。

（一〇） 何家大竹林遗址

位于南充市嘉陵区新场乡羊呼坝村 3 组，
处于嘉陵江左岸的二级阶地上。遗址东靠张家
坡，西临嘉陵江。地理坐标为北纬 30°36′34″，
东经 106°4′19″，海拔 234米。面积约 5 万平方
米。在紧靠乡村道路的剖面可知遗址地层堆积
情况：
第①层 耕土层，土色深灰色，黏土含沙，

疏松。深 26厚 26厘米。
第②层 浅灰色沙土，较疏松。含炭屑、陶

片。深 48、厚 23厘米。
第③层 深灰色黏土，土质较

致密。包含物有炭屑、陶片。深 82、
厚 34厘米。
以下为生土层。
采集陶片主要集中在③层，陶

片碎小，以夹细砂红褐陶为主，器
表饰竖向细绳纹，器型主要为罐。
同时在南充市嘉陵区土门镇的

姚家坡，亦采集到 2 块夹砂红褐陶
陶片，器表饰交错细绳纹，推测可

能该遗址亦有早期遗存，后因改田改土破坏。

三 结语

此次调查是首次对这一区域进行大规模的考
古调查，并取得了一系列重要成果，主要表现在
以下几方面：
此次调查发现的乔家嘴、线坝、铁线坝、羊

口村等新石器时代遗存，是首次在嘉陵江中游地
区发现大量的新石器时代遗址，填补了嘉陵江中
游地区新石器时代文化的空白，对于了解该区域
新石器时代的文化内涵及其与峡江地区、甘青地
区新石器时代文化关系提供了重要的资料。各遗
址的新石器时代遗物具有一定的差异，可能代表
了新石器时代不同时段的遗存。其中线坝遗址出
土的陶片，以夹砂红褐陶为主，纹饰以绳纹、附
加堆纹、戳刺纹为主，流行卷沿罐，可能代表了
该区域较早的新石器时代文化。而羊口村、铁线
坝等遗址出土的陶器，以夹砂灰褐、黄褐为主，
流行折沿罐、盘口罐等，可能代表了较晚的新石
器时代遗存。
此次调查发现的蔡家壕、淄佛寺、羊口村、

乔家嘴等商周时期遗存，［3］大大扩充了嘉陵江中
游地区商周文化内涵。对于了解三星堆 - 十二
桥文化的分布范围及走向提供了重要材料。调查
发现，嘉陵江中游地区商周时期遗存较为丰富，
出土器物丰富且典型，是四川商周时期遗存分布
较为集中的区域之一。各遗址的商周时期遗物存
在一定的差异，代表了两个不同时期，以蔡家壕

图一三 羊口村遗址采集器物

1.石杵（采∶6） 2.陶钵（采∶4） 3.陶喇叭口罐（采∶1） 4.陶盘口罐（采∶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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遗址为代表的三星堆三期遗存的发现，是首次在
嘉陵江中游地区发现三星堆文化的遗存，而淄佛
寺、乔家嘴等遗址为代表的十二桥文化，出土器
物既具有十二桥文化的特点，又有本地的特点，
是十二桥文化一个重要的地方类型。

从遗址的空间布局来看，先秦时期的遗存主
要分布在嘉陵江的二级阶地上，且具有背山面水
的特点，遗址大部分处于靠近嘉陵江的一侧。元
宝土遗址是目前发现的唯一的一处处于三级以上
阶地的遗址（可能原来是一个小山包，近现代以
来的改田改土使其发生了变化），该遗址并未发
现地层堆积，可能已破坏，但地表却采集了大量
的打制石片、石核、断块、石斧等，其时代尚难
以确定。
此次调查发现的 10处先秦遗址均处于嘉陵

江的两岸，遗址受到的破坏却触目惊心。羊口
村、淄佛寺等原有的文物点因修桥或修路已处
于消失的边缘，乔家嘴、线坝等遗址因嘉陵江
的冲刷，局部坍塌严重，急需要进行文物保护和
必要的考古工作。同时嘉陵江中游（阆中至仪陇
段） 的考古调查工作将作为下一步的重点工作亟
需开展。

附记：此次考古调查得到了南充市文物管理所、顺

庆区文物管理所、高坪区文物管理所、嘉陵区文物管理

所、蓬安县文物管理所、西华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以

及沿线各乡镇的大力支持。谨表感谢！

领队：陈卫东

调查：金国林 代 兵 赵 建

周羿杨 蒋晓春 符永利

罗红彬 唐德兵 林 邱

邱瑞强 刘 超 邓 琴

陈文丽 付 蓉 李 龙

汤月明 余 三

线图：赵 建 周小楠

拓片：代 兵

执笔：陈卫东 郑禄红

注释：

［1］ 原调查报告认为这 5 处遗址的时代为新石器时代，

现有的材料表明应为商周时期。见重庆市博物馆：

《四川嘉陵江中下游地区新石器时代遗址调查报告》，

《考古》 1983年第 6期。

［2］重庆市博物馆：《四川嘉陵江中下游地区新石器时

代遗址调查报告》，《考古》 1983年第 6期。

［3］ 此前的调查仅在此次调查区域发现 1 处商周遗存，

即淄佛寺遗址。

调查与发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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