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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少��省文物考古研究院

摘 要 ��以万年
，
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对氓江中下游三十余个文物点进行 了田歼考古

调查
，

取得了一定的成果
。

这些成果对于弄清该流城史前
、

商周前后的考古丈化关系提供了

科学依据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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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
，

随着成都平原溯氓江而上的坟川
、

茂

县等地的眠江上游地区史前考古工作的开展
，

其

上游地区新石器时代遗址的发掘工作已有初步收

获
，

姜维城遗址
、

营盘山遗址等史前文化遗存所出

土的考古资料
，

对认知峨江上游新石器时代文化

面貌
，

与成都平原商周前后的考古学文化的关系

提供了不可替代的实物资料和科学依据
，

但眠江

中下游史前
、

商周及其以后的考古文化遗存及其

材料尚不清楚
。

为了探索峨江中下游流域考古遗

存以及考古学文化
，
���万年 �月下旬至 �月下旬

，

我们对峨江流域二十一个市
、

区
、

县的三十余个文

物点进行实地的田野考古调查�图一�
。

由于时间紧
，

范围大
，

我们采用的调查方法主

要是
��

�

根据各地文物普查资料提供的线索
。
�

�

根据各地文物管理部门提供的文物标本
，

根据文

物标本筛选所提供的线索
，

确定需要实地调查的

地点
。
�

�

根据各地文物管理部门近年来所发现的

最新线索
。

具体的调查范围是
�

彭山�武阳故城遗址
，

上
、

中
、

下瓦子堆宋代窑

址
、

武阳故城遗址东窑包�
、

眉山
、

青神�瑞丰崖墓
，

娜堆窑遗址�
，

夹江
、

乐山�通江镇王河村杨家沟遗

址
，

苏稽镇唐宋窑址�
，

峨媚�符溪战国土坑墓地
，

石器出土地点�
，

键为�金井战国土坑墓地
，

孝姑镇

青瓷窑址�
，

宜宾市�出土石器�
，

宜宾县�屋基田遗

址
，

出土石器�
，

摘连县仙人洞
，

古蔺石屏乡野猫洞

遗址等
。

古蔺县野猫洞出土新石器时代的古人类牙齿

和夹砂绳纹陶片的花边 口沿残片
，

乐山市通江镇

王河村杨家沟遗址出土陶片
，

石器 �峨眉山市符溪

镇天空村出土石器 �宜宾市
、

县境内三江交汇地带

所发现
、

采集的石器
，

这些地点出土
、

发现
、

采集的

石器和陶器残片
，

虽然零星破碎
，

遗存保存状况较

差
，
田野考古发掘工作的价值不大

，

但也不失为我

们了解
、

认知
、

探索眠江中下游
，

川南及其邻近区

域新石器时代文化遗存提供有益的线索
。

具有田

野考古发掘工作价值的古代遗存的地点有 �处
。

它们是
�
峨媚符溪出土石器地点

，

土坑墓地
，

键为

县金井土坑墓地
，

武阳故城遗址
，

武阳故城东
、

西

窑址
，

彭山县上
、

中
、

下瓦子堆窑址
，

青神县娜峨窑

址
，

乐山苏稽镇窑址
，

键为县孝姑镇窑址
。

现将有

考古学术价值的上述史前遗存点和有田野考古工

作价值的主要遗存点和部分标本介绍如下
。

五五五五聆聆沪丁戈戈圈一 峨江中下游流城考古调查地城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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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

史前遗存及石公采集点

�
�

古蔺县石屏乡野猫洞穴遗址

野猫洞穴遗址位于东经 �伪��
‘ ，

北纬 ����
， ，

距

县城��公里
。

大娄山脉在本区西东走向
，

野猫洞

位于东西向
，

向西开口的南侧
，

洞 口标高 ���米
。

�，哭�年 �� 月当地一名中学教师在野外调查

发现
，
�卯�年重庆市自然博物馆发掘

，

该次发掘的

侧重点是
�
第四纪地质时代的动物群化石

，

即大熊

猫
一
剑齿象动物群

，

观察其动物种群的过度与演

化
，

出土约 ����� 件化石标本
。

其学术意义在于
�

对第四纪地质时代划分
，

川南地区古地理
、

古气候

的变化
，

具有重要的实物资料价值
。

值得注意的

是在此洞穴遗址中与含有动物群化石的同一地层

内还出土有人牙 �枚
，

夹砂陶片 �块
，

从《中国古
蔺大熊猫 一剑齿象动物群研究》一书中可知古蔺
动物群的年代

， “
有两个数据

，

有机碳测定为距今

大约 �����土�印 年
，

无机碳测定为距今大约 �斜
土�印年

” 【’〕 ，

作者将古蔺县石屏乡野猫洞穴遗址

出土的人牙与陶片的性质推断为属一种新石器时

代的文化遗存
，

与客观实际情况基本相符
，

但将野

泥土中有石器和陶片发现
，

当地村民将出土遗物

采集后送交市文物管理所
，

在文管所我们观察了

该遗址的出土物
，

有石器
、

陶器碎片两大类
。

通过

对出土遗物观察
，

可以判定这是一处史前时期的

遗址无疑
，

且埋葬较深
。
后到出土物现场实地调

查
，

出土物地点的地面上现已建成高楼
，

周边已没

有可以进行田野考古发掘工作的余地
，

实为憾事
。

王河村杨家沟遗址出土石器具为磨制石器
，

器形

有石斧
、

石镇
、

钻孔石器
，

与之伴出的陶器碎片有

泥质灰陶
、

褐黄陶
，

夹砂灰陶�器形有宽沿外翻的

侈口雄类
，

陶纺轮�纹饰有附加堆纹
，

划纹
，

交错绳

纹
。

宽沿外翻侈口峨口沿饰有绳纹
、

交错绳纹�’�
。

�
�

峨眉山市符溪镇天空村出土石器点

天空村出土石器地点距峨媚河约 ���� 米
，

上

世纪 如 年代前后符溪镇天空村村民在挖机耕道

旁水沟时
，

出土有打制石器
，

器形有石片石器
、

石

斧
。

现场调查时没有发现文化层堆积及其其他包

含物���
。

二
、

战国土坑名地

峨眉山市符溪镇战国土坑墓地

猫洞穴遗址同一地层所出土动物群化

石与人牙和陶片等同观察
，

认为该动物

群应为新石器时代的产物
，

并得出
“
古

蔺石屏野猫洞是我国最早的新石器时

代地点之一
”

的看法似为欠妥���
，

文后

将根据近年川西北地区史前考古发掘

所出土的考古资料进行比较
，

做一简略

探讨
。

�
�

宜宾市
、

县石器采集点

宜宾市
、

县位于川南地区
，

是金沙

江
、

峨江
、

长江三江交汇之处
。

采集收

藏于市
、

县博物馆
、

文管所的石器有三
、

四十件之多
，

出土地点主要集中在宜宾

市的凉姜沟
，

宜宾县的邓头溪
，

横江镇
，

黄伞乡的缸坪村
。

石器器形主要有石

斧
、

镇
、

锄
、

凿和石片石器等���
。

�
�

乐山市通江镇王河村杨家沟遗

址

王河村杨家沟遗址距峨江岸边约

�仪�米
，
���抖 年当地基建工程部门在挖

地基井坑中从地下 �米深处挖取出的

膏早又好又易

篙甲�甲浑
食乓 髯丹
�一止�

州

�
�

田三 瓷吕

�
、
�

、
�

�

雌�健为幸姑镇客采
��

，

采
��

，

采
���

，
�

、

�
、
�

�

碗�健为孝姑镇容采
��

，

采
��

，

来
���

，
�

�

盆�健为幸姑镇窑来
���

�

�
�

体�健为幸姑镇容来
���

�

�
�

查�健为幸姑镇

客来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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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寻厘米

圈四 峨月符澳石吕

�
、
�

�

石斧�峨月符澳天空村来
��

、

采
�
��

峨眉山市符澳镇战国土坑墓地具体地点在符

溪镇的天空村
，

从 ���年以来在此地就陆续出土

有青铜器
，
�盯�年 �月四川省博物馆在此发掘土

坑墓 �座
。

直至上世纪 卯 年代前后又在墓地范

围出土有青铜器
。

土坑墓地出土的青铜器有钢

壶
、

铜基
、

婆等容器 �兵器有戈
、

矛
、

械
、

剑�生产工具

与生活用具有斧
、

斤
、

凿
、

锯
、

勺
、

带钩
、

匕���
。

本次

调查
，

当地村民还在现场指认近年出土青铜容器的

地点
。

该墓地范围目前没有大型的基本建设工程

和农田改土与水利工程建设
，

地形地貌也没有大的

变化
，

因此墓地保存较为完好的可能性较大
。

�
�

键为县金井土坑墓地
，

键为县金井土坑墓地位于今金井镇万年二组

和万年五组
，

墓葬分别分布在一块面积约百亩
、

当

地人称为
“
坪

”
的浅丘缓平坡地和浅丘坡地上

。

�叨年调查发现
、

发掘川
。
�州 年万年五组一村

民在建房挖地基时出土 ��余件青铜器
，

已征集藏

于县文物管理所
。

这处墓地曾出土数量较多的陶

器
、

青铜器
，

陶器有盆
、

钵
、

釜
、

碗
、

壶
、

豆
、

盒
、

峨�青

铜器有婆
、

釜抓
、

等容器 �兵器有戈
，

矛
，

械
，

剑 �生

产工具与生活用具有斧
，

斤
，

削
、

雕刀
、

带钩
，

符号

印章等
。

本次调查时
，

村民在现场一田地断坎处

指认已有墓葬露头的陶器
。

据已发现
、

发掘和征

集到的墓地出土遗物以及地形地貌几方面的因素

分析
，

今金井镇万年二组和万年五组土坑墓地遭

破坏的程度较小
，

墓葬集中
，

保存状况较为完好
。

三
、

武阳县故城遗址

武阳县从一些典籍和方志的记载看
，

是为秦

��

�
�

石片石吕�峨月符澳天空村采
���

时所置
。

这可从《华阳国志》 、 《方舆胜览》 、 《蜀中
广记》 、 《彭山县志》等书籍中查阅到秦时始建武阳
县的记载

。
武阳县故城遗址是否为秦时建�

，

其

建里的具体位置在今天的什么地方
，

通过历年来

的寻访和考古调查
，

基本可以确认武阳县故城遗

址位于今彭山县江口镇双河乡平获村与五一村交

界的牧马山尾的南河与府河交汇的阶地上
，

高出

河水水面 �� 米
，

平面约呈三角形
。

从地面观察
�

遗址现存东西长约 �以��米
，

南北宽 粼��米
。

历年

来在遗址范围及附近的调查过程中
，

发现或采集

有汉花边砖
、

筒瓦
、

板瓦
、

瓦当等建筑材料和雄
、

碗
、

盘
、

盆
、

钵等陶质生活用品残片
。

上世纪 �� 年

代前后四川省博物馆曾在城址附近征集到模铸有
“
西顺郡秦符郎车山官

”
及刀刻

“
重七十一斤

” “
第

二百三八
”
铭文的铜锭等遗物

。

本次在武阳县故

城遗址范围内进行调查时至少发现三处含有人工

制品及其包含物的文化堆积层
，

其中一处堆积的

厚在 �
�

�米
。

文化堆积层中含有的人工制品及包

含物通过初步的观察与比较
，

所采集标本的时代

具为汉代遗物
。

它们是筒瓦
、

板瓦
，

峨类口沿
，

盆
，

带耳器等陶器的残片
。

根据文献记载和历年在此

调查以及所征集的文化遗物
，

遗址所在府河与南

河交汇的地形地貌等方面的因素分析
，

今彭山县

江口镇双河乡平获村与五一村交界的含有汉代文

化遗物的文化堆积遗址是为汉武阳故城遗址的可

能性较大
，

至于武阳县是不是秦时始置之县
，

或
“
本秦武阳县

” ，

由于历年在此调查和采集或征集

到遗址出土物均为汉代遗物
，

直至 目前尚未发

现或征集到有时代特征明显的秦时遗物
，

因此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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确认该遗址为秦时建置
，

文献有
“
本秦武阳县

”
的

记载
，

与历年在此调查以及所征集的文化遗物所

反映出的时代特征尚有一定的时间距离
。

四
、

店宋窑址

�
�

彭山瓦子堆窑址

窑址紧邻南河岸边
，

位于南河东岸
。

分上
、

中
、

下瓦子堆窑
。

上瓦子堆窑隶属江口镇大塘村 �

组
，

窑址堆积厚
，

含有大量窑具
、

支垫
，

饼足或圈足

碗
，

四系雄等
。

分布面积 ���� 平方米
。

中瓦子堆

窑
，

隶属大塘村 �组
，

窑址遗存的文化堆积厚约

�
�

�米
，

堆积中含有壁形支垫
、

齿状支垫
，

玉璧底

碗
，

雄片等
。

窑址堆积分布在东西 �� 米南北 ��

米的范围
。

下瓦子堆窑址
，

隶属大塘村 �组
。

所

出包含物与上述上
、

中瓦子堆窑址所出包含物相

同
。

在武阳故城内有东
、

西两处窑址
，

在调查中见

到村民从这两处窑址收集到的碗
、

钵
、

器盖
、

杯等

釉陶器物
。

从器物质地
、

器形观察
，

东
、

西两处窑

址的时代应为宋代
。

�
�

青神县百果乡娜峨窑址

娜雄窑址位于峨江东岸
，

具体位置在现今的

百果乡 �社
，

分布在该社的 巧 条山沟
、

冲
，

面积达

闷侧�亩
，

约有 �� 个窑包
。

进人窑址分布范围
，

我们

在一窑包处看见的堆积厚达 �
�

�米
，

包含物十分

丰富
，

有白釉
、

黑釉的釉陶或瓷器
，

器形有支垫
、

钵
、

碗
、

雄
、

带流壶等
，

器物以带圈足居多
。

娜雄窑

址规模大
，

堆积厚
，

保存好
。

从出土器物群及其它

的形制观察
，

窑址的时代应为宋代
。

�
�

乐山苏楷镇窑址

苏稽窑距乐山市苏稽镇约 �公里
，

位于峨媚

河岸
。
上世纪 �� 年代前后重庆市博物馆曾来此

进行调查
，

窑址堆积面积分布约 �仪��平方米
。

实

地调查时
，

发现有一处窑址堆积厚度约 �米
，

估计

是一废弃的窑包
。

堆积层中的包含物有齿状支

垫
，

璧形支垫
，

匣钵等窑具
，

器形有碗
、

雄
、

碟
、

盘
、

盏等
，

器物施釉
，

釉色似钧瓷釉色
。

器物的器底以

平底饼足数量居多
。

窑址的时代估计在唐宋时

期
。

�
�

键为县孝姑镇窑址

孝姑镇窑址距键为县孝姑镇约 �公里
，

距氓

江河岸约 �公里
，

具体位里在孝姑镇永平五组名

为笔架山的坡地上
。

窑址堆积面积分部面积约

�《�洲�平方米
。

实地调查时
，

发现有一处窑址堆积
，

厚度约 �
�

�米
，

堆积层中的包含物有大型的齿状

支垫
，

璧形支垫
，

匣钵等窑具
，

器形有碗
、

雄
、

碟
、

盘
、

盏等
，

器物施釉
，

釉色以青釉泛绿为主
，

还有苦

褐釉
，

其中的青瓷碗
、

青瓷峨
、

器柄等器物具有特

点
，

其中的葵口花边碗
，

平底内凹的器物特点具有

唐代风格
，

故孝姑镇窑址的时代估计在唐宋之际
。

五
、

遗物

上述史前遗存
、

战国墓地
、

汉代城址以及唐宋

窑址出土
、

征集和采集的文化遗物
，

按质地可分石

器
、

陶器
、

铜器
、

釉陶器和瓷器
。

�
�

石器 ��件

调查时所见到的石器器形有
�
石斧

、

镇
、

锄
、

� �厘米

田五 宜宾市出土石器

石斧形吕�来
��� �

�

石 台形肠�采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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凿
、

钻孔石器和石片石器
。

石器根据加

工制造方法可分打制石器
，

磨制石器两

大石器系统
。

打制石器
�
石斧 �件

，

石斧形器 �

件
，

残石斧形器 �件
，

石核石器 �件
，

石

片石器 �件
，

石凿形器 �件
，

网坠 �件
。

现藏于峨媚山市文管所
、

宜宾市博物

馆
、

宜宾县文管所
。
石斧 �件

，

标本采
�

�
，

峨媚山符澳镇天空村采集
。

砂砾岩
�

打制
。
弧刃

，

有肩
。
刃部有使用或加留

� �厘米

下残缺痕迹
。

标本采
��

，

峨媚山符澳镇

天空村采集
。

其质地
、

加工
、

器形与前

述大同小异�图四
，
�

、

��
。

石斧形器 �

件
，

标本采
��

，

宜宾市博物馆采集
。

砂砾岩
，

质地

较粗
。

上
、

下两端呈圆弧形
，

上端偏下两边经打击

残缺
，

形成肩部
，

下端弧沿有使用后留下的痕迹
。

长��
，

肩宽 �� 厘米�图五
，
��

。

残石斧形器 �件
，

标本采
��

，

宜宾县高场镇邓头溪采集
。

砂砾岩
，

上

半部残断
，

凸刃
，

刃部经打击和使用形成有大小不

同的凹面
、

疤痕和残缺
。

长 �
，

宽 �� 厘米�图八
，

��
。

石核石器 �件
，

标本采
��

，

砂砾岩
，

经打击
，

石

料周沿形成大小不同的凹面和疤痕
。

长 ��
，

宽 �

厘米�图七
，
��

。

石片石器 �件
，

标本采
��

，

砂砾

岩
，

打制
，

其上留下的打击点
，

疤痕
，

放射线等石器

加工特点明显
。

弧刃�图四
，
��

。

标本采
��

，

宜宾

县高场镇大明村河口采集
，

打击点
，

疤痕等石器特

点明显
。

长 �
�

�
，

宽 �厘米�图七
，

��
。

石凿形器 �

件
，

标本采
��

，

宜宾市博物馆采集
。

砂砾岩
，

上端

呈回弧形
，

上端偏下两边经打击残缺
，

形成肩部
，

两边和下端也经打击后留有疤痕
、

残缺
。

长刀
�

�
，

宽�
�

�厘米�图五
，

��
。

网坠 �件
，

标本采
��

，

宜宾县

古柏乡竹根荡采集
，

砂砾岩
，

近似椭圆形
，

两边经过

打击
，

形成束腰
。

长 ��
，

宽 �
�

�厘米�图八
，
��

。

磨制石器器形有
�石斧 �件

，

裤 �件等器形
。

石斧 �件
，

标本采
��

，

宜宾市博物馆采集
。

砂砾

岩
，

质地细腻
，

上窄下宽呈长条形
，

双面弧刃
，

通体

磨光
。

长 巧
�

�
，

刃端宽 �
�

�厘米�图六
，
��图版十

，

��
。

标本采
��

，

宜宾县安边镇豆坝村采集
。

砂砾

岩
，

上窄下宽成梯形
，

直刃
，

刃中部留有使用后的

凹残痕
，

单面磨光
。

长 ��
，

宽 �
�

�厘米�图八
，

��
。

裤 �件
，

标本采
��

，

宜宾市博物馆采集
。

砂砾岩
，

��

田六 宜宾市出土石吕

�
�

石斧�采
�
�� �

�

石价�未
���

质细腻
，

长条形
，

上端残
。

单面近直刃
，

刃略残
，

通

体磨光
。

残长 ��
�

�
，

宽 �
�

�厘米�图六
，

��
。

�
�

陶片 �件
。

标本
��

，

夹砂灰黑陶
，

花边 口沿
，

施绳纹
，

侈

口
。

现藏沪州市博物馆
。

标本
��

，

夹砂灰黑陶
，

施

绳纹
。

标本
��

，

质地
、

纹饰同标本 �
。

现藏于古蔺

县文物管理所
。

上述 �件陶片均为古蔺县石屏乡

石屏村野猫洞遗址出土
。

�
�

铜器 �件

主要出土于峨眉山市符澳镇战国土坑墓地和

键为县金井土坑墓地
。

青钢器壶
、

基
、

釜
、

婆等容

器 �兵器有戈
、

矛
、

锥
、

剑�生产工具与生活用具有

斧
、

斤
、

凿
、

锯
、

削
、

雕刀
、

勺
、

带钩
、

匕
、

符号印章等
。

戈 �件
。

标本征
��

，

锈蚀严重
。

胡
、

刃略残
，

弧形脊
。

下胡有一长方形穿
，

下端残
。

无栏
，

长形

内
。

援两面铸有浮雕虎形图象
，

头部较大
，

张口礴

齿
，

膛目
、

竖耳
，

虎身细长
，

拖尾上卷
。

剑 �件
。

标本征
��

，

扁茎无格
，

剑身较窄
，

尖

部略残
，

有脊
。

柄的末端中部有穿
，

柄的上端与剑

刃相连处有一穿
，

家面
。

标本征
��

，

扁茎无格
，

剑

身较宽
，

有脊
，

柄部有二穿
。

剑身中央脊部刻有虎

形
，

花蒂等图像
。

标本征
��

，

剑柄茎均作空心扁回

形
，

柄首呈蛇首形
，

尖部残
。

上饰楼空的三角形
、

圆点及平行线组成的花纹
。

无格
，

剑身与茎部连

接处为斜肩
。

钱 �件
。

标本征
��

，

弧刃向上内收成腰
，

有

肩
，

椭圆形妾
，

直通钱身
，

妾箍较宽
。

斤 �件
。

标本征
��

，

弧刃略残
，

直身
，

收腰
，

长方形盈
。

近妾端两面饰曲尺纹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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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

解
，
钞

、

泛村

�冬廿‘
、‘

仪从泌盯
一

� � ’ 一

‘ 令‘ 、

� �厘米

圈七 宜宾县出土石器

石枯石吕�宜宾县高场镇来
�
�� �

�

石斧�高场镇邓头澳来
���

�
�

石片石吕�高场棋大明村河 口采
�
��

斧 �件
。

标本征
��

，

弧刃
，

直身
，

收腰
，

长方

形晏
，

直通斧身
，

妾箍较宽
。

带钩 �件
。

均残
。

标本征
��

，

整体较宽
，

形

似琵琶
，

长颈
，

弯曲状兽头钩首
。
以金

、

银丝或箔

片嵌错出斜线三角纹
、

卷云纹等
。

标本征
��

，

残损

较严重
，

只存颈部和弯曲状兽头钩首
。

其上嵌错

的金箱片清晰可见
。

以上 �件青铜器均为是上世纪 卯 年代键为

县金井土坑墓地出土
，

现藏于当地文管所
。

�
�

汉代陶器残片 �件

汉代陶器残片全部是武阳古城遗址调查时采

集之物
。

有筒瓦
、

板瓦
、

雄类陶片
、

带耳器等
。

筒瓦 �件
。

标本采
��

，

泥质灰陶
，

外壁饰竖

绳纹
，

内壁饰布纹
，

残�图二
，
��

。

带耳器 �件
。

标本采
��

，

泥质褐红陶
，

素面
，

残�图二
，
��

。

侈口峨 �件
。

标本采
��

，

泥质黑灰陶
。

方

唇
，

平沿
，

广肩
。

素面
，

残�图二
，

��
。

效口峨 �件
。

标本采
��

，

泥质灰陶
。

方唇
，

平沿
，

广肩
。

素面
，

残�图二
，

��
。

直口峨 �件
。

标本采
��

，

泥质灰陶
。

方唇
，

平沿
，

广肩
。

素面
，

残�图二
，

��
。

�
�

唐宋釉陶与瓷器

唐宋釉陶器
、

瓷器均出自沿江流

域的窑址
，

遗物主要有窑具与生活用

品
。

釉陶器 ��件

釉陶碗 �件
。

标本彭山上瓦子

堆采
��

，

暗红色陶胎
。

圆唇
，

敞口
，

浅

斜腹
，

平底
，

柄足
，

内壁施浅黄色釉
，

碗内底部存留有窑烧的支垫
。
口径

��
、

底径 �
、

高 �厘米�图二
，
��

。

标本

青神娜雄窑采
��

，

暗红色陶胎
。

回唇
，

敞口
，

斜弧腹下收
，

团底
，

圈足
。

内壁

施浅黄色化妆土
。
口径 巧

、

底径 �
、

高

�厘米�图二
，
��

。

标本乐山苏稽窑

采
��

，

暗红色陶胎
。

圆唇
，

敞口
，

斜腹
，

平底
，

柄足
。

内壁施釉
，

外壁挂半釉
，

釉色似钧窑瓷釉色
。
口径 ��

�

�
、

底径

�
、

高�
�

�厘米�图二
，
���

。

标本青神

娜雄窑采
��

，

暗红色陶胎
。

圆唇
，

敞

口
，

斜弧腹下收
，

圈底
，

圈足
。

内壁施暗红色化妆

土
，

完整
。
口径 ��

�

�
、

底径 �
�

�
、

高�
�

�厘米�图二
，

���
。

釉陶盏 �件
。

标本青神娜雄窑采
��

，

暗红色

陶胎
。

尖圆唇
，

敞口
，

斜弧腹下收
，

阂底
，

假圈足
。

完整
。
口径 �

�

�
、

底径 �
�

�
、

高�
�

�厘米�图二
，
���

。

带流壶 �件
。

青神娜堆窑采
��

，

暗红色陶

胎
。

圆唇
，

小 口
，

束颈
，

鼓腹
，

下残
。

肩部有二系
，

管状流
，

流微弯曲
。

施昔色釉�图二
，
��

。

支垫 �件
。

标本乐山苏稽窑采
��

，

釉陶胎
，

圆形
，

下有五齿状足
。

外径 �
�

�
、

内径 �
�

�
、

高 �
�

�

厘米�图二
，

��
。

标本彭山下瓦子堆窑采
��

，

暗红

色陶胎
。

圆形
，

下有五齿状足
。

外径 �
�

�
、

内径

�
�

�
、

高�
�

�厘米�图二
，
���

。

标本乐山苏稽窑采
�

�
，

釉陶胎
，

圆形
，

下有五齿状足
。

外径 �
�

�
、

内径

�
�

�
、

高 �
�

�厘米�图二
，

���
。

标本彭山下瓦子堆窑

采
��

，

暗红色陶胎
。

圆形
，

下有五齿状足
。

外径 �
、

内径 �
�

�
、

高�
�

�厘米�图二
，
���

。

瓷器 �件
。

采集品具出自于键为县孝姑镇

苏稽窑址
。

缸 �件
。

标本孝姑镇窑采
��

，

浅黄色瓷胎
。

圆唇
，

直口
，

斜沿面徽凹
，

施青釉
，

釉面开片
，

残�图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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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
��

。

标本孝姑镇窑采
��

，

浅黄色瓷胎
。

回唇
，

敛

口
，

施青釉
，

釉面开片
，

残�图三
，

��
。

标本孝姑镇窑

采
��

，

浅黄灰色瓷胎
。

方回唇
，

敛口
，
凹沿面

，

颈肩

处有一凸棱
。

施青釉
，

釉色浅黄
，

残�图三
，

��
。

碗 �件
。

标本孝姑镇窑采
��

，

浅黄灰色瓷

胎
。

花瓣口
，

圆唇
，

唇沿外翻
，

斜弧腹
。

施青釉
，

釉

色浅黄
，

釉面开片
。

残�图三
，

��
。

标本孝姑镇窑

采
��

，

浅黄灰色瓷胎
。

敞口
，

圆唇
，

斜弧腹
。

施青

釉
，

釉色浅黄
，

釉面开片
。

残�图三
，
��

。

标本孝姑

镇窑采
��

，

浅黄灰色瓷胎
。

敞口
，

圆唇
，

唇沿外卷
，

斜弧腹下收呈口平底
，

柄足内凹
。

施青釉
，

釉色浅

黄
，

釉面开片
。

可复原
。
口径 ��

�

�
、

底径 �
�

�
、

高

�
�

�厘米�图三
，
��

。

盆 �件
。

标本孝姑镇窑采
��

，

浅黄灰色瓷

胎
。

敞口
，

尖口唇
，

唇沿外翻
，

斜腹
。

施青釉
，

釉色

浅黄
，

轴面开片
。

残�图三
，
��

。

钵 �件
。

标本孝姑镇窑采
��

，

浅黄灰色瓷胎
。

敛口
，

回唇
，

斜沿面徽凹
，

颈肩处有一凹弦纹
，

斜弧

腹
。

施青釉
，

釉色青灰
，

釉面开片
。

残�图三
，

��
。

壶 �件
。

标本孝姑镇窑采
��

，

浅黄灰色瓷

胎
。

敞口
，

方唇
，

盘 口折腹处有一凸棱
，

施浅昔黄

色釉
，

釉面开片
。

残�图三
，

��
。

� �厘米

圈八 宜宾县出土石吕

�
�

残石斧形吕�高场接邓头澳来
�
�� �

�

石斧�安边筷豆坎

村来
��� �

�

两坠�宜宾县古柏乡来
���

六
、

结语

本次峨江中下游流域田野考古的初步调查
，

通过实地踏勘和在沿江流域各地文物管理所见到

的从新石器时代遗存所出土文化遗物至唐宋窑址

所出遗物
，

有以下初步认识
。

�
�

川南新石器时代遗存已礴初曙

川南古蔺县野猫洞洞穴出土人牙与陶片共存

于同一地层
，

且人牙与陶片均不是单独一件
，

而是

有 �枚人牙和三片陶片
，

故判定此处遗存有史前

的新石器时代遗址及其堆积
，

应该是没有问题的
，

而且是史前的洞穴遗址
。

这里需要指出
�
根据古

蔺县野猫洞洞穴遗址发掘所获取的材料
，

发掘者

在撰写的《中国古蔺大熊猫 一 剑齿象动物群研究》
一书中

，

使用了两个测年数据
，

一个数据有一万余

年
，

一个数据也近万年�幻
，

同时将同一地层所出土

动物群化石与人牙和陶片等同观察
，

得出
“

古蔺石

屏野猫洞是我国最早的新石器时代地点之一
”
的

��

看法似为欠妥
。

查阅《中国古蔺大熊猫 一 剑齿象

动物群研究�一书
，

第 �页内有对 �层的文字介

绍
�“
灰揭色粘土

，

土质疏松
，

层中夹一钙板
，

北面

厚约 �
�

�米
，

向南逐渐变薄
，
以致尖灭

” 。

并指出

层中富含动物化石三十余种
，

以及人牙
，

少�灰黑

色绳纹陶片
。

同时用两个侧年数据
，

说明此层的

年代距今约一万年
。

作为研究人类历史的考古地

层学
，

是从地质学科中的地层学演化而来
，

用以观

察人类活动遗留下来的文化遗存堆积层及其包含

物的相对年代
。
因此

，

考古地层学在考察和划分

文化堆积层次时是按土质
、

土色的变化进行划分
，

包含物的变化只能引导发掘者注意观察地层的变

化
，

并不是划分地层的主要依据
，

从这个角度看该

书第�页图 �地层剖面
，

野猫洞洞穴遗址划分为

第�层的灰褐色粘土
“
层中夹一层钙板

” ，

而此层

钙板正好可以把第 �层的灰褐色粘土分为上
、

下

两层
，

标有人牙与陶片符号的地层正是洞穴遗址

堆积的最上层
，

即遗址堆积时代最晚一层堆积
。

依据靠考古地层学原理
，

晚期人类在早期地层上

活动或破坏早期地层
，

会在早期地层之上形成新

的堆积层
，

这一新的堆积层年代相对晚于此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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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地层堆积的年代
。

在晚期地层中常常伴有早期

遗物共存或出土
。

故
，

野猫洞洞穴遗址堆积的最

上层
，

即含有人牙与陶片时代最晚的一层堆积中

含有动物化石的现象就不难理解和解释了
。

野猫

洞洞穴遗址时代最晚的上层出土夹砂陶片
，

其中

有二片不能辨认和确定是什么器物的残片
，

有一

片可以确定是一件陶容器 口沿的一部分
，

且是花

边口沿
。

洞穴遗址所出三片陶片均为当时生活实

用品的残留
。

从陶质
、

陶色
、

纹饰考察
，

均为夹砂

陶
，

灰黑色
，

饰绳纹
，

火候较高
。

能确认为陶容器

的一片陶片是花边口沿的一部分
。

与川南古蔺县野猫洞洞穴遗址最晚的上层堆

积所出土陶片
，

其陶质
、

陶色
、

纹饰
、

火候
、

器形等

特点相同的遗址
，

近年来在峨江上游地区已发掘

的汉川姜维城新石器时代遗址���
、

茂县营盘山新

石器时代遗址 〔’�� 、

江油大水洞新石石器时代洞穴

遗址均有出土 【川
、

����年姜维维城新石器时代遗

址第 巧 层的年代
，

碳 ��测定为距今 ���� 土��年
，

树轮校正为距今 ���� 土 ��� 年
，

营盘山新石器时

代遗址的年代经碳 �� 测定
，

其中 ����� 碳 �� 测

定的数据为
���卯 土印 年

，

���⑥层测得的数据为
���� 土印年

。

其绝对年代与姜维城新石器时代测

定的年代相差不大
，

也在距今�����年至 �����年前

后
。

江油大水洞新石器时代洞穴遗址依据所出遗

物与上述二处遗址所出遗物基本相同
，

故江油大

水洞新石器时代洞穴遗址堆积的年代也与前述二

处遗址的年代相当�’�〕
。

通过用川西北峨江上游

新石器时代诸遗址所出与野猫洞洞穴遗址堆积最

上层陶片
、

花边 口沿陶片相同遗物比较
，

如果把上

述诸遗址所出土放在一起观察
，

很难将它们区分

开来
。

因此古蔺县野猫洞洞穴遗址出土陶片的时

代与峨江上游已发掘的诸遗址的时代相当
，

具体

年代约距今 ���刃 年
，

上限不会超过距今 以义刃 年
，

下限不晚于距今 ����� 年
。

所以
，

古蔺石屏野猫洞

洞穴遗址出土夹砂绳纹陶片的年代距今不会有约

一万年的时间
，

洞穴内最晚的遗存堆积不能推断

为是我国最早的新石器时代地点之一
。
以上通过

用近年发掘的考古材料对野猫洞洞穴遗址史前遗

存部分的年代进行讨论
。

为什么地处川南古蔺野

猫洞洞穴遗址晚期堆积中出土的陶片与花边 口沿

与峨江上游史前遗址出土同类遗物如此相似�这

种陶器�片�的相似性
，

是峨江上游史前考古学文

化顺江南下传播或影响到川南的史前考古学文

化
，

还是川南史前考古学文化与之交流的结果
，

或

川南的史前考古学文化另有源头�这都有待未来

川南地区史前考古工作的开展
。

川南宜宾市博物馆
、

县文物管理所收集
、

收藏

有约三
、

四十件石器
，

石器器形主要有石斧
，

裤
，

锄
，

凿和石片石器等
。
石器根据制作加工技术

，

可

分打制
、

磨制两大石器制造技术系统
，

观察这些石

器
，

属打制石器系统的主要有石斧
，

石锄
，

石片石

器等
，

磨制系统的石器主要有石斧
，

石裤
，

石凿等
，

有两面磨光或通体磨光 �打制石器制作工艺较磨

制石器制作工艺粗糙
、

原始
，

磨制系统的石器制作

工艺显得细致
，

进步
。

打制系统石器有一个特点
�
多为有肩的石器

如石斧
，

石锄等
。

这些有肩石器见于青衣江流域

的雅安
、

芦山
、

天全
、

荣经
、

洪雅
、

夹江
、

峨媚等地发

现
，

以雅安沙澳遗址出土数量较多�
’�〕 ，

这种以江

河岸滩的砂砾岩石为材料打制石器时
，

一面保留

原砾石面
，

一面为打击制作的劈裂面的有肩石器
，

在云南西部
、

西南部以及滇西北新石器时代遗存

中均有出土
，

尤以云南云县忙怀遗存为代表
，

与此

相类的遗址不下 ��处
。

其石器特征
，

也是以江河

岸边的砂砾岩石器的石料
，

打制而成
，

与宜宾市
、

县馆藏打制石器
、

青衣江流域雅安沙澳遗址出土

同类石器基本一致
。

常见打制的双肩石器为弧肩

圆刃
，

半圆刃
，

新月形刃和不对称刃石器工具
。

与

忙怀石器遗存共存的陶器
，

陶质均夹砂陶
，

陶色有

红
、

灰
、

黑色
，

器形有峨
、

缸
、

盆
、

钵
、

碗
、

壶
、

尊等
。

忙怀遗存的时代
，

据云南学者的研究
，

其绝对年代

的下限
，

不会晚于距今 ���� 土 �印 年〔’�� 。

雅安沙

溪遗址下层早
、

晚两期出土打制的有肩石器与之

共存的陶器
，

据沙溪遗址下文化层晚期木炭标本

碳 �� 测定年代
，

距今 ���� 土 �� 年
。

报告的编写

与研究者综合多种因素
，

将沙溪遗址下层出土打

制的有肩石器遗存的年代推断在商代后期偏

早��‘�
。

峨江下游川南的宜宾
，

是峨江
、

金沙江
、

长江

三江交汇处
，

与云南
、

贵州比邻相连
，

特殊的地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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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与环境
，

使这一区域史前遗存的文化面貌理

应呈多样性
。

其区域内出土打制的有肩石器
，

是

否与磨制石器共存
，

它们的时代孰早孰晚或同时�

因田野工作的局限
，

目前尚无从判断
，

含有打制的

有肩石器的这种考古学文化因素是滇西北打制的

有肩石器的史前遗存的考古学文化西进影响
，

还

是青衣江流城有肩石器这种文化因素向南传播的

结果
，

有待今后的工作
。

对于上述打制的有肩石

器在这一区域出现的年代
，

依据与有肩石器共存

的陶制品和文中引用了两个碳 �� 测年数据表明
�

云南忙怀类型含有打制的有肩石器的史前遗存的

年代
，

应早于四川雅安经过发掘的含有打制的有

肩石器的沙澳遗址下层的年代
。

�
�

青钢时代的重要墓地

符澳镇土坑墓地与金井土坑墓地
，

是四川战

国至秦汉时期的两处重要墓地
。

符溪墓地 �肠�

年发现
，
�卯�年曾在此清理发掘 �座土坑墓

。

发

现至上世纪 �� 至 兜 年代前后出土青铜器再 万力

件以上
。
主要器类有容器

、

兵器
、

生产工具
、

生活

用品�金并土坑墓地 在即年代初曾做三次调查和

发掘清理
，

出土青铜器的器类与符溪墓地出土青

铜器种类基本相同
，

两处墓地的区别在于
�
从公布

的考古材料看
，

符澳墓地陶器较少
，

金井土坑墓地

陶器中类与数量较多
。

其考古学意义有
�
用考古

资料研究青铜时期
“
巴蜀文化

” ，

为
“
蜀人南迁

”
的

路径提供新的物证
。

值得关注的的是
，

本文公布

的一件上世纪 卯年代金井土坑墓地出土
、

现藏于

当地文管所的空心扁圆形柄
、

柄首呈蛇首状的青

铜剑
，

与此相同的青钢剑在符溪墓地也有出土实

物拓本
。

这种青钢剑
，

不是四川战国时期常见的
“
巴蜀

”
青钢兵器

，

而是云南青铜时代
“
滇文化

”
的

典型青铜器之一
，

这件青钢剑在云南呈贡天子庙

���
，

楚雄万家坝 ���
，

滇池地区的昆明上马五台

山
，

大团山墓地均有出土 〔���
，

此种形制的青铜剑

在云南有着广泛的分布
。
表明西南边获滇池地区

的育铜文化因素已北上或西进
，

进人当时的巴蜀

王国统治的区域
。

因此通过两处墓地的工作
，

不

仅为四川巴蜀时期青铜文化和蜀人南迁的研究提

供新的物证〔��� ，

亦能为探讨云南青铜时期的
“
滇

文化
”
因素是怎样进人四川的路径提供全新的线

��

索
，

这对四川青钢时代考古工作的深入将会有推

动作用
。

�
�

唐宋窑址考古的新资料

孝姑镇青瓷系窑址
，

地处峨江下游
，

窑址堆积

所处包含物与峨江上游已发掘的都江堰市玉堂

窑
、

金峰窑〔” �，彭县磁峰窑〔’“�，邓睐十方堂邓窑出

土的窑具〔’，〕 ，

支垫
、

匣钵以及有陶器有些相似
，

出

土的瓷器与都江堰市窑有瓷器
，

彭县赤峰窑白瓷

器
，

邓窑出土的
“
邓三彩

”
瓷器区别明显

。

采集标

本能辨认出的器类有碗
、

雄
、

盆
、

钵
、

壶等
，

瓷器的

瓷胎以浅灰色具有特点
，

釉色有青灰
，

有的泛绿
，

居多
，

也有浅酱褐色釉
，

釉面多开片
，

这些特点与

洪州窑瓷器多有像似之处〔侧
。

有可能受洪州窑

瓷器烧造技术的的影响或是对其烧制技术或制瓷

工艺
、

着色上釉技艺的传承
。

这在四川已发掘的

唐宋窑址中基本不见
，

应是四川唐宋窑的新发现
，

通过对该窑址的进一步工作
，

将为四川唐宋窑址

与瓷器研究供新的考古资料
。

�
�

建议

综合上述
，

鉴于氓江中下游史前遗存的线索
，

建议
��

、

对川南洞穴作专题调查
。

川南古蔺
，

叙永

喀斯特地貌发育
，

洞穴较多
，

地处川
、

滨
、

黔三省交

界处
，

史前洞穴遗址在云南多有发现【川
，

故川南

野猫洞新石器时代洞穴遗址不应该是一孤例
，

通

过调查发现新的史前洞穴遗址都是可能的
。
�

、

打

制
、

磨制石器可能存在时代差别或两种石器制作

加工工艺
，

或许表现为两种不同的文化系统
，

加之

位于峨江
、

金沙江
、

长江三江的交汇处
，

其特殊的

地理位置
，

正处于横断山系古代民族南下北上的

民族迁徙走廊与文化交流通道要冲
，

故有必要进

行专题调查
。

附记
�
本次考古调查工作得以顺利完成

，
沿江流城各

市
、
区

、

县丈化丈物管理钾门的同仁给予大力支持
、

今合
，

在此致以 由衷的谢意
。

给圈 黄家全

调查 执龟
�
黄家样 胡昌枉

注释

【�」【�〕杨新隆
、

杨代环等
�《中国古蔺大熊猫 一

剑齿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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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物群研究》界页 ，

重庆出版社 �卯�年�月出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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