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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川汉源县龙王庙遗址 2008 年发掘简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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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2008 年 5～7月，配合瀑布沟水电站建设，考古工作者对四川汉源县龙王庙遗址
进行了考古发掘，发掘面积 500平方米。发现新石器时代晚期房屋基址 6 处、灰坑 31 个、
商代石棺葬 3座、汉墓 6座，出土陶器、石器、铜器等。此次发掘充实了大渡河中游地区考
古发现的实物，为汉源地区文化序列的建立提供了重要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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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一 龙王庙遗址位置示意图

图二 发掘区位置示意图

图三 发掘区探方位置示意图

龙王庙遗址位于四川汉源县大

树镇大瑶村一组，地处大渡河南岸，

彭家山北麓。遗址中心地理坐标为

东 经 102° 39′ 06.4″、北 纬 29° 17′
22.1″，海拔高程 830～860 米。遗址

为高出河面约 80 米的阶地及缓坡地

带，东西长约 200、南北宽约 100
米，面积 20000 平方米 （图一）。

1991 年，为配合瀑布沟水库建

设，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等单位

在此地进行了考古调查，采集有夹

砂陶片、磨制石器等。［1］2007 年，

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对该遗址进

行大规模钻探，发现该遗址堆积较

好，主要分布在彭家山北麓，主体 遗存当在新石器时代晚期，是库区内保存较好的

遗址。2008 年 5～7 月，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

等单位首次对该遗址进行了考古发掘，布方在遗

址东部，面积 500 平方米 （图二、三）。现将此

次发掘的主要收获简报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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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地层堆积

此次发掘区域的地层经统一后分为 8 层，南

部探方地层缺失较多，中、北部探方地层基本一

致。现以 T3549 北壁剖面为例予以介绍：

第①层 浅褐色耕土层。厚 0.1～0.15 米。
第②层 黄褐色粉砂质黏土，土质紧密，硬

度较大。距地表深 0.2～0.25、厚 0.08～0.1 米。包

含少量夹砂陶片、布纹瓦、青花瓷片、石器残

片。
第③层 青灰色黏土，土质较软。距地表

深 0.28～0.35、厚 0.05～0.1 米。包含少量夹砂

陶片、布纹瓦、青花瓷片、酱釉瓷以及石器残

片。
第④层 黄褐色黏土，土质紧密，硬度大。

距地表深 0.45～0.5、厚 0.15～0.2 米。包含少量夹

砂陶片、布纹瓦、青花瓷片。
第⑤a 层 青灰色砂土，夹大量黑色斑点，

土质较硬。距地表深 0.52～0.6、厚 0.1～0.12 米。
包含少量夹砂陶片、布纹瓦、青花瓷片、石器残

片。
第⑤b 层 青灰色细砂土，土质较软，分布

于探方北部。距地表深 0.7～0.8、厚 0.15～0.3 米。
包含少量夹砂陶片、青花瓷片。

第⑥层 黄褐色砂土，含大量石粒和水锈。
距地表深 0.7～1.05、厚 0.25～0.45 米。包含少量

夹砂陶片、青花瓷片等。本层下发现 M9，M9 打

破第⑦、⑧层及生土层。
第⑦层 深褐色砂土，夹较多红烧土颗粒，

土质较为紧密。距地表深 1.15～1.35、厚 0.3～0.45
米。包含较多夹砂陶片，以红陶、黑陶为主，褐

陶次之，另有少量灰陶片。纹饰较为丰富，以细

绳纹最为常见，可辨器形有罐、喇叭口罐、钵、
瓮等。同时本层还出土大量石器，器形主要有

锛、斧、凿、穿孔石刀等，还有一定数量的细石

器。本层下叠压 H18。
第⑧层 青灰色细砂土，土质较软，夹零星

红烧土颗粒和炭屑。距地表深 1.3～1.5、厚 0.15～
0.18 米。

其下为红褐色生土 （图四）。

从出土物来看，第①～⑥层为近现代层，近

现代层下叠压商代石棺葬 M9，第⑦、⑧层为新

石器晚期堆积。

二 新石器时代晚期居住遗存

（一） 遗迹

包括灰坑和房屋基址。
1. 灰坑

31 个。平面形状多为圆形和椭圆形。
H8 位于 T3549 西部，小部分压在 T3649

东隔梁下。开口⑦层下，打破⑧层、生土层。平

面呈椭圆形，斜壁，底部西高东低呈台阶状。口

部长径 2.62、短径 2.3、深 0.18～0.32 米。填土为

含有红烧土颗粒、炭灰的深褐色细砂土，部分区

域炭灰较多，土质较为疏松。包含较多陶片，以

夹砂黑陶为主，还有红陶、褐陶等，纹饰以细绳

纹、网格状压印纹为主，可辨器形有罐、喇叭口

罐、钵、瓮、平底器、器耳等 （图五）。

图四 T3549北壁剖面图

图五 H8平、剖面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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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房屋基址

6 座。平面形状有长方形 （F1～F5）、圆形

（F6） 两种。
F1 位于 T3549 南部和 T3548 北部，开

口⑦层下，打破 F2、⑧层、生土层。木骨泥

墙式，平面呈长方形，单开间。长 2.44、宽

2.4 米。四 周 挖 基 槽 ， 基 槽 直 壁 ， 平 底 略

弧。宽 0.2～0.3、深 0.08～0.1 米。基槽内有

规律分布柱洞，柱洞直壁，底弧微。直径

0.1～0.28、深 0.18～0.22 米。F1 内填土为夹

红烧土颗粒的深褐色细砂土，土质松软，底

部较硬 （图六）。

F6 位于 T3248、T3348 内 ， 开 口⑦层

下，打破⑧层、生土层。平面形状近似圆形。
直径约 2.5 米。现残留 6 个柱洞，外圈分布 5
个柱洞 （D1～D5），大致呈椭圆形，另一柱洞

（D6） 直径稍大，靠近圆形中心。柱洞皆直

壁，微弧底。直径 0.16～0.28、深 0.16～0.2 米。
填土为夹较多红烧土块的细砂土，土质较疏

松。地面经过特殊加工，铺有一层白色细沙。
未发现门道和用火痕迹 （图七）。

（二） 遗物

1. 陶器

绝大多数为夹砂陶，泥质陶极少，仅见

于盆、钵类器物，夹砂陶可分为夹粗砂和夹

细砂两种。从陶色来看，以黑陶为主，其次为褐陶

和红陶，有少量的灰陶。纹饰主要有绳纹 （其中又

以细绳纹为主）、附加堆纹、戳印纹、压印纹、刻

划纹、网格纹、凹旋纹、镂孔、瓦棱纹以及复合纹

等 （图八）。可见器形以各类罐为主，另外还有钵、
瓮、缸、盆、带耳器、平底器、假圈足、圈足等。

图六 F1平、剖面图

图七 F6平、剖面图

图八 陶器纹饰拓片

1. 交错绳纹、划纹 （T3248⑦） 2. 压印纹 （T3147⑧）
3、4. 戳印纹、圆圈纹（T3448⑦、T3247⑦） 5. 附加堆
纹、戳印纹、凹弦纹、乳钉纹（F2） 6. 戳印纹、勾连圆
圈纹 （T3549⑦） 7. 戳印纹、网格纹、圆圈纹 （T3349
⑦） 8. 绳纹、凹弦纹（T3548⑦） 9. 绳纹（T3147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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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罐 70 件。均为夹砂陶，口

径在 20 厘米以上，其中绝大多数为

敞口，且口沿下贴塑一周宽带状泥

条。按口部形状可分为三型：

A 型 4 件。侈口，卷 沿，束

颈，溜肩。口沿下贴塑一周宽带状

泥条，泥条经指压呈波浪状。H8∶3，

夹细砂黑陶。方唇。器表饰交错细

绳 纹。残 高 5.8 厘 米 （图 九 ∶1）。
T3349⑦∶8，褐陶。口沿及内壁呈黑

色，火候较高。内壁有刷划痕迹，

附加堆纹以下饰斜向细绳纹，颈、
肩相接处饰一周凹旋纹。残高 4.8
厘米 （图九∶2）。

B 型 6 件。敞口，斜折沿，圆

唇，束颈。口沿下贴塑一周宽带状

泥条，泥条经指压呈波浪状。T3349
⑦∶9，褐陶，局部呈黑色。口沿内壁

压印齿状纹饰，器表满饰斜向细绳纹，束颈处饰

一周凹旋纹，口沿及肩部各饰一周宽带状泥条。
口径 21.1、残高 6.4 厘米 （图九 ∶4）。T3249⑦ ∶
12，黑陶。唇部及腹部饰斜向细绳纹。残高 3.8
厘米 （图九∶3）。

C 型 60 件。敞口，高领。按口沿下有无贴

塑宽带状泥条分三亚型：

Ca 型 49 件。口沿下贴塑一周宽带状泥条

且紧靠唇部，泥条经指压呈波浪状。根据口沿的

不同分为三式：

I 式 21 件。卷沿。H10∶2，红陶。口沿局

部呈黑色。圆唇，束领，广圆肩。沿面、唇部及

器表饰斜向细绳纹，肩部饰一周宽带状泥条。口

径 26.3、残高 8.8 厘米 （图九∶5）。T3548⑦∶10，

红褐陶。方唇。唇部饰竖向细绳纹，领部有刷划

纹。口径 28、残高 3.2 厘米 （图九 ∶6）。F2 ∶15，

黑陶。方唇。唇部及器表饰斜向细绳纹，口沿下

泥条高凸。残高 4.2 厘米 （图九∶10）。
II 式 19 件。折沿内斜。T3249⑦∶11，黑褐

陶。方唇，直领。沿面、唇部及器表饰斜向细绳

纹。残高 5.4 厘米 （图九∶7）。T3447⑧∶4，黑褐

陶。方唇。沿面及器表饰斜向细绳纹。残高 3.7
厘米 （图九∶8）。F2∶16，褐陶。圆唇。器表饰斜

向细绳纹。残高 3.4 厘米 （图九∶9）。
III 式 9 件。折沿外斜。H13∶6，夹粗砂红

陶。方唇，高领弧内收。沿面及器表饰斜向细绳

纹。残高 6.3 厘米 （图一〇∶1）。F2∶14，夹砂黑

陶。方唇，束领。沿面饰交错绳纹，唇部及器表

饰斜绳纹，领下部饰一周凹旋纹。残高 6.5 厘米

（图一〇∶2）。
Cb 型 6 件。口沿下贴塑一周宽带状泥条，

泥条位置较 Ca 型下移。H8∶1，夹砂红陶。宽卷

沿，圆唇。器表饰斜向细绳纹。口径 30.8、残高

6 厘米 （图一〇∶3）。H8∶2，夹砂褐陶。窄折沿，

圆唇。器表饰斜向细绳纹。残高 5.6 厘米 （图一

〇∶5）。
Cc 型 5 件。口沿下未贴塑泥条。F2 ∶11，

夹砂黑陶。平沿，圆唇，领内曲。唇部及器表

饰 斜 向 细 绳 纹。残 高 3.5 厘 米 （图 一 〇 ∶4）。
T3548⑦∶9，夹砂红陶。方唇，直领。沿面饰横

向细绳纹，领部饰斜向细绳纹。残高 3.8 厘米

（图一〇∶6）。

图九 大罐

1、 2. A 型 （H8∶3、 T3349⑦∶8） 3、 4. B 型 （T3249⑦∶12、 T3349
⑦∶9） 5、 6、 10. CaI式 （H10∶2、 T3548⑦∶10、 F2∶15） 7～9. CaII
式 （T3249⑦∶11、 T3447⑧∶4、 F2∶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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罐 75 件。口径在 20 厘米以下，按口部形

状分为三型∶
A 型 6 件。胎较薄。敛口，窄卷沿，圆

唇，溜肩。T3348⑦∶3，夹砂灰褐陶。
肩部饰戳点纹。残高 4.1 厘米 （图一

一∶2）。H13∶5，夹砂褐陶。肩部饰斜

向细绳纹及两周细泥条，泥条经压

印呈齿状。残高 3.4 厘米 （图一一 ∶
1）。

B 型 42 件。侈 口 ， 卷 沿 ， 束

颈。H13 ∶4， 夹 砂 褐 陶。尖 唇 ， 溜

肩。器表满饰斜向细绳纹，肩部可

见四周细泥条附加堆纹。残高 6.1 厘

米 （图一一 ∶3）。F2 ∶13，夹砂褐陶。
圆唇，圆肩。器表满饰斜向细绳纹，

颈 及 肩 部 饰 数 周 凹 旋 纹。口 径 18、
残高 7.8 厘 米 （图 一 一 ∶4）。F2 ∶12，

夹 砂 褐 陶。器 表 色 泽 不 匀 ， 圆 唇。
器表满饰斜向细绳纹，颈部饰数周

凹旋纹，肩上部饰一周细泥条附加

堆 纹。残 高 7.4 厘 米 （图 一 一 ∶5）。
T3549⑦ ∶15，夹砂黑陶。卷沿下垂，

圆 唇 ， 圆 肩。颈 部 饰 数 周 凹 旋 纹 ，

肩部饰斜向细绳纹。口径 13、残高

3.3 厘米 （图一一∶6）。

C 型 27 件。敞口，宽 沿 ， 圆 唇 ，

领较高。T3548⑦ ∶15，夹细砂黑陶。广

肩。口 沿 下 饰 斜 向 细 绳 纹 及 三 周 凹 旋

纹 ， 肩 部 饰 纵 向 细 绳 纹 及 数 周 细 泥 条

附 加 堆 纹。口 径 10.6、残 高 7.6 厘 米

（图一一 ∶8）。T3649⑦ ∶2，夹砂红褐陶。
宽沿，圆鼓腹。口沿外壁饰斜绳纹，领

下部 饰 数 周 凹 旋 纹 ， 肩 及 腹 部 饰 斜 绳

纹 ， 肩 上 部 饰 两 周 较 细 的 泥 条 附 加 堆

纹 ， 下 部 饰 三 周 凹 旋 纹 ， 凹 旋 纹 间 饰

波 浪 纹。口 径 15.2、残 高 19.7 厘 米

（图一一∶9）。H17 ∶2，夹砂黑陶。圆肩。
外壁满饰斜向细绳纹，颈及肩部饰数周

凹旋纹。口径 18.4、残高 6.6 厘米 （图

一一∶7）。T3249⑦∶13，夹砂褐陶。宽叠

唇。口沿下满饰斜向细绳纹，肩部饰数周凹旋

纹 ， 及 两 周 细 泥 条 附 加 堆 纹。残 高 5.6 厘 米

（图一一∶10）。

图一〇 大罐

1、 2. CaIII 式 （H13∶6、 F2∶14） 3、 5. Cb 型 （H8∶1、 H8∶2） 4、
6. Cc型 （F2∶11、 T3548⑦∶9）

图一一 罐

1、 2. A 型 （H13∶5、 T3348⑦∶3） 3～6. B 型 （H13∶4、 F2∶13、 F2∶
12、 T3549⑦∶15） 7～10. C 型 （H17∶2、 T3548⑦∶15、 T3649⑦∶2、
T3249⑦∶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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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一二 喇叭口罐、高领罐
1～3. AI式喇叭口罐 （T3549⑦∶12、 F2∶7、 T3548⑦∶11） 4、 9、 14. BII 式喇叭口罐 （F2∶6、 T3548⑦∶14、 T3548⑦∶
12） 5、 10、 15. 高领罐 （H9∶1、 H12∶1、 H14∶1） 6.AII 式喇叭口罐 （T3748⑦∶7） 7.AIII 式喇叭口罐 （F2∶4）
8、 11～13. BI 式喇叭口罐 （H17∶1、 H8∶5、 H8∶4、 T3548⑦∶13）

四川汉源县龙王庙遗址 2008 年发掘简报

喇叭口罐 63 件。喇叭形敞口，翻沿，高

领。按口部形状分为两型：

A 型 21 件。沿外翻弧度较大，根据唇部的

不同可分三式：

I 式 13 件。T3549⑦∶12，夹砂褐陶。胎较

厚。口沿下饰一周凹旋纹，领部饰压印纹。残高

4.3 厘米 （图一二∶1）。F2∶7，夹砂红陶。领部饰

斜向细绳纹。残高 3 厘米 （图一二∶2）。T3548⑦∶
11，夹砂红褐陶。器表饰压印纹，但因表层剥

落，纹饰模糊不清。残高 5.1 厘米 （图一二∶3）。
II 式 4 件。方唇。T3748⑦∶7，夹砂黑陶。折

沿。唇部及器表饰竖绳纹。残高 4厘米 （图一二∶6）。
III 式 4 件。叠唇。F2∶4，夹细砂黑陶。内壁

磨光，外壁饰斜向细绳纹。残高3.8厘米 （图一二∶7）。
B 型 42 件。沿外翻弧度较小，根据口沿的

不同可分二式：

I 式 20 件。折沿。H17∶1，夹砂黑陶。尖

唇。领部满饰网格状压印纹。残高 6.6 厘米 （图

一二∶8）。H8∶5，夹细砂黑陶。领下部近肩处呈

褐色，折沿外斜，圆唇。口沿下饰斜向细绳纹。
口径 18.2、残高 8.2 厘米 （图一二∶11）。H8∶4，夹

砂褐陶。圆唇。领部饰纵向细绳纹。口径 12.6、
残高 7 厘米 （图一二∶12）。T3548⑦∶13，夹细砂黑

陶。尖圆唇。口沿下饰斜向细绳纹。口径 10.5、
残高 4.4 厘米 （图一二∶13）。

II 式 22 件。卷沿，圆唇。F2∶6，夹细砂灰

褐陶。领部饰竖绳纹，近肩处可见一周附加堆

纹。残高 7 厘米 （图一二∶4）。T3548⑦∶14，夹砂

黑陶。圆肩。肩上饰一周戳点纹及网格状压印

纹。口 径 14.8、残 高 9.2 厘 米 （图 一 二 ∶9）。
T3548⑦∶12，夹砂红陶。器表饰斜向粗绳纹。残

高 4.6 厘米 （图一二∶14）。
高领罐 4 件。敞口，高领。H9∶1，夹砂黑

陶。领内曲。残高 5.2 厘米 （图一二∶5）。H14∶1，
夹砂褐陶。斜直领。残高 4 厘米 （图一二∶15）。
H12∶1，夹砂褐陶。卷沿，束领。领部饰竖向细

绳纹，领下部饰数周凹旋纹。口径 16、残高 4.6
厘米 （图一二∶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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钵 29件。均为敛口钵，可分为两型：

A 型 18 件。口内敛明显，鼓腹，下腹弧

收。T3649⑦∶4，夹细砂褐陶。尖唇。内壁有竖

向刷划纹。残高 5.1 厘米 （图一三∶4）。T3749⑦∶
9，夹细砂红陶。残存口沿及底部，圆唇，深弧

腹，小平底。口径 17.8、底径 8.8、复原高 8.9 厘

米 （图一三∶1）。H8∶8，夹细砂红褐陶。方唇。腹

上部有一道浅折棱。残高 4.8 厘米 （图一三∶3）。
F2∶8，夹细砂黑陶。表面磨光，唇部饰短线纹，

呈浅齿状，口沿下及上腹各饰两周戳点纹。残高

3.6 厘米 （图一三∶7）。T3748⑦∶10，夹细砂褐陶。
圆唇。唇部饰短线纹，呈浅齿状，口沿及腹部各

饰两周戳点纹。残高 4.4 厘米 （图一三∶6）。
B 型 11 件。直口或微敛口，弧腹。T3548

⑦∶17，夹细砂黑陶。尖唇。腹部饰戳点纹组成

的三角形图案及双圆圈纹。残高 4.4 厘米 （图一

三∶5）。H8∶7，夹细砂红陶。尖唇。口沿外壁饰

两周相连的短线戳印纹，戳印纹之间又饰一周菱

形戳印纹。残高 5.4 厘米 （图一三∶2）。T3748⑦∶
9，泥质褐陶。施黑衣，圆唇。残高 4.3 厘米

（图一三∶8）。

盆 1 件。H21∶1，泥质褐陶。敛口，折沿，

圆唇，弧腹。腹部饰瓦棱纹。残高 6.8 厘米 （图

一四∶1）。
瓮 31 件。按口部形状分为三型：

A 型 15 件。口内敛较甚，广肩。T3748⑦∶

8，夹砂黑陶。叠唇，广肩近平。唇部饰零星细

绳纹，外壁饰斜绳纹。残高 2 厘米 （图一四∶2）。
T3047⑧ ∶1，夹砂褐陶。圆唇。外壁饰斜绳纹，

口沿下有一个圆形镂孔，为双面对钻，内壁可见

一镂孔，未钻透。残高 2.8 厘米 （图一四 ∶4）。
F2∶9，夹砂黑陶。圆唇。腹部饰斜绳纹。残高

4.8 厘米 （图一四∶3）。
B 型 13 件。敛口，溜肩。T3249⑦∶14，夹

砂黑陶。方唇。外壁饰斜向细绳纹。残高 5 厘米

（图一四∶8）。H13∶3，夹细砂黑皮陶。圆唇。口

沿以下饰斜绳纹。残高 4 厘米 （图一四∶5）。
C 型 3 件。T3548⑦∶16，夹砂红陶。敞口，

方唇，斜弧腹。器表饰网格纹，口沿下饰一周附

加堆纹。口径 30.2、残高 15.7 厘米 （图一四∶6）。
缸 2 件。夹砂陶。敞口，卷沿。H4∶1，褐

陶。圆唇，直腹内收。残高 5.4 厘米 （图一四∶
7）。F2∶10，黑陶。方唇，沿外卷。残高 4.2 厘米

（图一四∶9）。
器 耳 7 件。圴 为 桥 形 小 耳 ， 无 穿 孔。

T3549⑦∶13，夹砂红陶。残高 3.5 厘米 （图一四∶
10）。

平底器 198 件。T3249⑦∶15，夹细砂褐陶。
下腹弧收，小平底。残高 2.6 厘米 （图一五∶3）。
T3649⑦∶3，夹细砂黑褐陶。下腹斜弧急收，小

平底。残高 2.6 厘米 （图一五∶1）。H22∶1，夹砂

褐陶。器表色泽不匀，局部呈黑色，深鼓腹，平

底较小，底微内凹。肩部饰一周附加堆纹，腹部

满饰斜绳纹，印痕较浅。底径 6.2、残高 12 厘米

（图一五∶6）。T3247⑧∶2，夹砂褐陶。下腹斜收，

平底。下腹饰竖绳纹，近底处饰间断横绳纹，外

底饰交错细绳纹。残高 3.6 厘米 （图一五 ∶2）。
H19∶3，器表色泽不匀，呈褐色与黑色，夹粗砂

及白色石粒，厚胎，下腹内收，平底。腹部饰粗

绳纹，近底处及外底饰交错粗绳纹。底径 11、
残高 3.4 厘米 （图一五∶7）。

假圈足 14 件。均为夹砂陶。平底，假圈

足。T3349⑦∶7，褐陶。下腹斜收。腹部饰交错

绳纹。底径 11.6、残高 5.2 厘米 （图一五 ∶8）。
T3448⑦∶5，黑陶。腹部及外底饰绳纹。残高 3
厘米 （图一五∶5）。T3549⑦∶16，红陶。假圈足

较高，近底处饰竖绳纹。残高 2.2 厘米 （图一

五∶4）。

图一三 陶钵

1、 3、 4、 6、 7. A 型 （T3749⑦∶9、 H8∶8、 T3649⑦∶4、
T3748⑦ ∶10、 F2 ∶8） 2、 5、 8. B 型 （H8 ∶7、 T3548⑦ ∶
17、 T3748⑦∶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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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盆 （H21∶1） 2～4.A 型瓮 （T3748⑦∶8、 F2∶9、 T3047⑧∶1） 5、 8.
B 型瓮 （H13∶3、 T3249⑦∶14） 6. C 型瓮 （T3548⑦∶16） 7、 9. 缸
（H4∶1、 F2∶10） 10. 器耳 （T3549⑦∶13）

图一四 陶器

2. 石器

共选出标本 86 件，分为磨制石器、打制石

器和细石器三种，其中磨制石器数量最多，其次

为细石器，打制石器较少。
（1） 磨制石器

57 件。器形种类丰富，包括斧、锛、凿、穿

孔刀、刀、纺轮、切割器、刮削器等。
斧 9 件。依形状分为三型：

A 型 6 件。体厚重。T3249⑦∶
6，青灰色杂黑色斑点，石质坚硬。
器身大部经磨制，平面梯形，弧顶，

双面斜弧刃，中锋，刃部微残。长

10.1、宽 6.3、厚 2.2 厘米 （图一六∶
1）。T3749⑦∶6，浅绿色杂黑色斑点，

石质坚硬。通体磨制，平面呈梯形，

一侧残，弧顶，双面弧刃，中锋，

刃部锋利并有使用痕迹。长 9.6、宽

4.2、厚 3.25 厘 米 （图 一 六 ∶2）。
T3247⑧∶1，浅蓝色，石质细腻，极

硬。通体打磨，磨制精细，平面梯

形，两侧平直，双面弧刃，偏锋，

顶端及刃部均残。残长 5.6、残宽 4、
厚 2.1 厘米 （图一六∶3）。

B 型 2 件。薄体，平 面呈梯

形。T3549⑤∶8，浅灰绿色，石质坚

硬。一侧残，弧顶，双面弧刃，中

锋，刃部有使用痕迹。长 7.9、宽

4.4、厚 1.7 厘米 （图一六∶6）。
C 型 1 件。薄体，平 面近方

形。T3748⑦∶2，灰绿色，石质坚硬。
器身大部磨平，斜顶，顶端不平，

双面弧刃，中锋，刃部有多处使用

崩 疤。长 6、宽 5.2、厚 1.8 厘 米

（图一六∶5）。
锛 25 件。依形状分为三型：

A 型 4 件。体宽扁。T3548⑦∶
7，绿色，石质坚硬。一面为劈裂面，

另一面及刃部磨制，平面呈梯形，单

面直刃，偏锋。长 4.3、宽 3.9、厚

0.8 厘米 （图一六∶4）。T3248⑦∶3，绿

色，石质坚硬、细腻。除顶端外通体

打磨光滑，平面近方形，单面弧刃，

偏锋，刃部有使用痕迹。长 6.15、宽

5.3、厚 1.2 厘米 （图一六∶7）。
B 型 11 件。体窄长，平面呈梯形。F2∶1，

黑色，石质坚硬、细腻。通体磨光，磨制较精，

顶端残，两侧边棱分明，单面直刃，偏锋，刃部

有使用痕迹。长 6.5、宽 3.3、厚 1.2 厘米 （图一六∶
8）。T3549⑦∶6，黑灰色，石质坚硬、细腻。通体

图一五 器底

1～3、 6、 7. 平底器 （T3649⑦∶3、 T3247⑧∶2、 T3249⑦∶15、 H22∶1、
H19∶3） 4、 5、 8. 假圈足 （T3549⑦∶16、 T3448⑦∶5、 T3349⑦∶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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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A型斧 （T3249⑦∶6、 T3749⑦∶6、 T3247⑧∶1） 4、 7. A型锛 （T3548⑦∶7、 T3248⑦∶3） 5. C型斧 （T3748⑦∶2） 6. B型
斧 （T3549⑤∶8） 8、 12、 13. B型锛 （F2∶1、 T3549⑦∶6、 T3249⑦∶5） 9～11. C型锛 （T3447⑦∶1、 T3548④∶6、 T3449⑦∶1）

图一六 磨制石器

磨制，一侧边有纵向切割痕迹，单面弧刃。长 8.7、
宽 2.75、厚 1.3厘米 （图一六∶12）。T3249⑦∶5，绿色，

石质细腻。器身大部磨光，单面刃微残。长 7.8、宽

4.1、厚1.2厘米 （图一六∶13）。
C 型 10 件。体形小。T3548④∶6，灰黑色，

石质坚硬、细腻。通体磨制，顶部残，平面呈梯

形，单面直刃，偏锋，刃部有一处崩疤。长 3、

宽 2.2、厚 0.7 厘米 （图一六 ∶10）。T3449⑦ ∶1，

青灰色夹黑色斑点，石质细腻。通体磨制，残，

长条形，单面直刃，偏锋。长 4.6、宽 2.3、厚

0.6 厘米 （图一六∶11）。T3447⑦∶1，顶残。黑色，

石质坚硬、细腻。通体打磨，磨制精细。平面三

角形，单面直刃，偏锋。长 5.2、宽 1.9、厚 1.1
厘米 （图一六∶9）。

凿 5 件。依形状分为两型：

A 型 3 件。横剖面长方形，双面刃，中锋。
T3648⑦∶1，微残。灰黑色，石质坚硬。通体磨

制，平面呈长梯形，弧刃。长 8、宽 1.8、厚 1.8
厘米 （图一七∶1）。F2∶2，残。青白色，半透明，

石质坚硬细腻。弧刃。长 6、残宽 2.7、厚 2.2 厘

米 （图一七∶2）。
B 型 2 件。横剖面椭圆形。H2∶1，残。青

白色，半透明，石质坚硬、细腻。双面弧刃，中

锋，一面保留一道纵向切割痕迹。长 4.8、宽

2.4、厚 1.5 厘米 （图一七∶3）。
刀 2 件。T3249⑦∶9，浅绿色，石质较细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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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用打制石片磨制加工而成，两面均残留打制疤
痕，一端尖圆，一端较直，弧背，凸弧刃，刃口较
钝。长 7.7、宽 4.3、厚 0.4 厘米 （图一七∶5）。

穿孔刀 11 件。依平面形状可分为两型：
A 型 2 件。长条形窄体。T3448⑦∶1，浅绿

色，色泽温润，有玉的质感，石质坚硬、细腻。
通体打磨，两侧磨成圆弧刃，背部平直，下缘磨
成双面刃，略弧，背部中间有一穿孔，双面对
钻。长 10.7、宽 2.4、厚 0.8 厘米 （图一七 ∶6）。
F2 ∶3，青灰色，石质坚硬、细腻。器身大部磨
制，曲背，一侧及下缘磨成双面直刃，刃部较锋
利，背部有双面对钻穿孔一个。长 10.1、宽 3.1、
厚 0.6 厘米 （图一七∶7）。

B 型 9 件。长方形。T3749⑦∶5，灰绿色，
一侧呈浅褐色，杂黑色斑点，石质坚硬、细腻。
略残，通体磨制，双面弧刃，背部有一单面钻
孔。长 11.9、宽 4.2、厚 0.55 厘米 （图一七∶8）。
T3349⑦ ∶4，青灰色，石质坚硬、细腻。略残，
通体磨制，双面弧刃，背部有一单面钻孔，刃部

有使用痕迹。长 10.15、宽 3.6、厚 0.7 厘米 （图
一七∶9）。T3549⑦∶9，一面呈灰绿色，另一面浅褐
色，石质细腻。残，通体磨制，双面弧刃，偏锋，
背部残存半个穿孔，单面钻。残长 5、宽 3、厚
0.65 厘米 （图一七∶4）。

纺轮 1 件。T3749⑦∶8，黑色，石质细腻。
通体磨制，扁平饼状，中部有两面对钻穿孔。直
径 5.2、孔径 1.4、厚 0.7 厘米 （图一七∶13）。

切割器 2 件。T3548⑦ ∶1，白色，石质细
腻。除两侧边外通体磨制，平面梯形，两面上端
各有一道横向凹槽，凹槽上方有一半圆形穿孔，
单面斜弧刃，偏锋，有使用痕迹。长 3.8、宽
2.4、厚 0.4 厘米 （图一七∶11）。T3549⑦∶4，青灰
色，石质细腻。背面为劈裂面，一面磨制，平面
扇形，弧刃，有少许使用痕迹。长 6.6、宽 4.5、
厚 1 厘米 （图一七∶10）。

刮削器 1 件。T3748⑦∶3，浅绿色，石质细
腻。柳叶形，薄体，一面为剥片面，另一面及刃部
磨制。长 5.1、宽 1.1、厚 0.15 厘米 （图一七∶12）。

1、 2. A 型凿 （T3648⑦∶1、 F2∶2） 3. B 型凿 （H2∶1） 4、 8、 9. B 型穿孔刀 （T3549⑦∶9、 T3749⑦∶5、 T3349⑦∶4） 5. 石
刀 （T3249⑦ ∶9） 6、 7. A 型穿孔刀 （T3448⑦ ∶1、 F2 ∶3） 10、 11. 切割器 （T3549⑦ ∶4、 T3548⑦ ∶1） 12. 刮削器
（T3748⑦∶3） 13. 纺轮 （T3749⑦∶8）

图一七 磨制石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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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打制石器

数量较少，选出标本 8 件，种类包括斧形

器、网坠、饼状器。
斧形器 1件。T3548⑦∶5，灰绿色，石质坚硬。

通体打制，一面小部略经磨平，平面长方形，薄体，

斜刃。长 7.8、宽 5.6、厚 2.2厘米 （图一八∶1）。
网坠 6 件。用椭圆形扁平砾石加工，两侧

琢打出凹槽，平面呈亚腰形，形体有大小之分。
T3349⑦∶3，深灰色。除两侧打制出凹槽外，上

下两端也有打击痕迹。长 9.4、宽 8.2、厚 2 厘米

（图一八 ∶2）。H13 ∶1，灰褐色。长 6.4、宽 4.6、
厚 1.2 厘米 （图一八 ∶3）。T3749⑦ ∶3，深灰色。
长 5.7、宽 4、厚 0.8 厘米 （图一八∶4）。T3549⑦∶
1，褐色。略残，两侧凹槽位置不对称。长 8.1、
宽 5.8、厚 0.7 厘米 （图一八∶5）。

石饼 1 件。T3748⑦∶4，浅褐色砾石。椭圆形

饼状。长径 5.5、短径 4.8、厚 1.1厘米 （图一八∶6）。
砺石 1 件。H13∶2，褐红色砂岩，石质较

硬。平面呈半圆形。长 8、宽 5.1、厚 0.9 厘米

（图一八∶7）。

（3） 细石器

21 件。种类包括石核、刮削器、石叶。
石核 7 件。H10 ∶1，黑灰色，石质坚硬、

细腻。不规则形状，台面不平整，剥片痕迹清

晰，边缘锋利。长 4.8、宽 4.1、厚 1 厘米 （图一

九∶1）。H19∶1，黑色，石质坚硬、细腻。方体，

局部保留原石面，器身可见多次剥片痕迹，下端

有打制疤痕。长 4、宽 3.8、厚 1.6 厘米 （图一

九∶2）。T3548⑦∶8，灰白色，半透明，石质细腻。
三棱锥形，一面较平，可见打击点放射线，一侧

边缘及下端有打制痕迹，形成尖部。长 4.2、宽

2.5、厚 1.2 厘米 （图一九∶3）。T3249④∶2，黑色，

石质坚硬、细腻。锥形，器身可见多道剥片痕

迹。长 3.9、宽 1.7、厚 1.6 厘米 （图一九∶4）。
刮削器 12 件。H19∶2，青白色，石质较软，

易分层。长方形薄体，两面剥片形成，两边直

刃，两边凹刃，刃部有使用痕迹。长 3.8、宽

3.2、厚 0.9 厘米 （图一九∶5）。T3349⑦∶6，黑色，

石质坚硬、细腻。长方形，上端保留打击台面，

两面有剥片痕迹，刃部缺损。长 3.7、宽 2.6、厚

1.2 厘米 （图一九∶7）。T3549⑦∶11，黑色，石质

坚硬、细腻。平面呈三角形，剥片痕迹明显，直

刃，刃部有使用痕迹。长 4、宽 2.4、厚 1 厘米

（图一九∶6）。

1～4. 石核 （H10∶1、 H19∶1、 T3548⑦∶8、 T3249④∶2） 5～7.
刮 削 器 （ H19 ∶2、 T3549⑦ ∶11、 T3349⑦ ∶6） 8. 玉 管
（T3749⑦∶7） 9、 10. 石叶 （T3549⑦∶10、 T3748⑦∶5）

图一九 细石器、玉器

图一八 打制石器
1.斧形器 （T3548⑦∶5） 2～5.网坠 （T3349⑦∶3、 H13∶1、 T3749
⑦∶3、 T3549⑦∶1） 6.石饼 （T3748⑦∶4） 7.砺石 （H13∶2）

四川汉源县龙王庙遗址 2008 年发掘简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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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二一 M6平、剖面图

1. 石管状饰

四川汉源县龙王庙遗址 2008 年发掘简报

石叶 2 件。T3748⑦∶5，褐色，石质坚硬、
细腻。四棱锥形，剥片痕迹明显。长 4.4、宽

1.6、厚 0.95 厘米 （图一

九 ∶10）。T3549⑦ ∶10，浅

灰杂灰白色，石质坚硬、
细腻。长条形，剥片痕迹

明显。长 3.3、宽 1.4、厚

0.8 厘米 （图一九∶9）。
3. 玉器

仅 有 管 状 饰 1 件。
T3749⑦ ∶7， 绿 色 ， 半 透

明。通体磨光，圆柱体，

实心，器表切割痕迹未充

分打磨光滑，两端及靠近

两端一侧各有一圆穿。直

径 0.8、长 3.8 厘米 （图一

九∶8）。

三 商代石棺葬

共 3 座 （M6、M8、M9），墓葬方向均为东

西向，其中 M6 上部毁坏不存，M8、M9 墓室

结构保存 较好，但墓 底未见任何 随葬品 （图

二〇）。

1. M6
M6 位于 T3447 北部，一部分压在北隔梁下，

开口⑤b 层下，打破⑧层，墓口距地表深 0.6 米，

墓向 88°。墓葬上部被损毁，仅存墓底，推测其

上石棺已被破坏。平面呈长方形，长 2、宽 0.7、
残深 0.05 米，南、北壁呈弧形外突，东、西两

壁较直，墓内填灰褐色五花土。墓底有人骨 1

具，头向南，骨架保存极差。头部出土石管状饰

1 件 （图二一）。

石管状饰 1 件。M6∶1，绿色，石质细腻。
圆柱体，两端以及近两端一侧各有一圆穿。直径

0.6、长 3 厘米 （图二二）。

2. M8
M8 位于 T3148 东北，部分压在 T3048 东隔

梁下，开口⑤b 层下，打破⑧层、生土层，墓口

距地表深 0.6 米，墓向 270°。平面形状为梯形，

石棺长 1.96、宽 0.3～0.52、深 0.3 米。墓坑四壁

由数块石板竖砌，石板长 0.18～0.5、厚 0.04～0.06
米，顶部用较大石板封闭，盖板长 0.6～0.7、宽

0.26～0.4 米，底部未铺石板。填灰褐色花土，夹

少量红烧土颗粒。墓底有人骨架 1 具，保存较

好，仰身直肢，头向西，面向北。未见任何随葬

器物 （图二三）。

图二〇 商代石棺葬平面分布图

图二二 石管状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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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二四 汉代土坑墓平面分布图

图二三 M8平、剖面图

四川汉源县龙王庙遗址 2008 年发掘简报

四 汉代土坑墓

共 6 座 （M1～M5、M7），长方形竖穴土坑

墓，由西至东呈一线分布，墓向大致为南北向，

按墓葬结构可分为两种 （图二四）。

（一） 墓底两侧有二层台

共 3 座 （M1、M2、M7），以 M2、M7 为例

介绍如下。
1. M2
M2 位于 T3047 南部，向南伸出探方，开口

⑤b 层下，打破 M3、⑧层、生土层，墓口距地

表深 0.5～0.6 米，方向 182°。平面呈长方形，墓

口长 3.4、最宽 1.5 米，墓室两侧筑生土二层台，

宽 0.15～0.2、高 0.1 米。距墓底 0.2 米处，墓室

西北角外有足龛，宽 0.6、进深 0.42 米。墓底长

3、宽 1.18 米，距墓口深 0.7 米。填

灰褐色五花土。墓底中部靠北端有人

骨架 1 具，仰身直肢，头向南，面向

上，保存状况较好 （图版一∶2；图二

五）。
随葬品位于足龛及人骨头端，包

括陶器 5 件、铜器 1 件、铁器残件 1
件，另出土五铢钱 2 枚，腐朽严重。

陶器 4 件。
陶罐 1 件。M2 ∶5，夹砂灰陶。

侈口，卷沿，圆肩，鼓腹，平底微内凹。肩部有

一道折棱，肩、腹处饰两周凹旋纹。腹部有慢轮

修整痕迹。内外壁施酱黄釉，釉大多脱落。口径

12、底径 13.6、高 15 厘米 （图二六∶1）。
陶高领罐 1 件。M2∶1，夹细砂黄褐陶。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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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二五 M2平、剖面图

口 ， 方 唇 ， 高 领 内 收 ， 广 肩 ， 鼓 腹 ，

平 底。肩 上 部 饰 较 浅 细 的 竖 绳 纹。内

壁 施 酱 釉 ， 口 径 10.8、底 径 12.8、高

22.6 厘米 （图二六 ∶2）。
陶甑 1 件。M2∶3，夹砂灰陶。外底

粗砂较多。钵形，直口，圆唇，浅弧腹，

下腹急收成平底，底部有五个箅孔。口沿

下饰三周较宽的凹旋纹。内外壁施酱釉，

内壁釉大多脱落。口径 20、底径 8.8、高

8.4 厘米 （图二六∶3）。
陶釜 1 件。M2∶4，夹砂黑陶。侈口，

圆唇，束颈，鼓腹，圜底近平。上腹有一

环形立耳，腹部及底部满饰竖绳纹。口径

13.9、高 14 厘米 （图二六∶4）。
铜刷柄 1 件。M2∶8，一端粗一端细，

截面呈圆形，柄端有一圆穿，斗呈圆形。
长 10.3 厘米 （图二六∶5）。

2. M7
M7 位 于 T3347 西 部 ， 小 部 分 压 在 T3447

东 隔 梁 下 ， 开 口⑤b 层 下 ， 打 破⑧层、生 土

层。墓 口 距 地 表 深 0.5 ～0.55 米 ， 方 向 13°。
平面呈长方形，长 3.38、宽 1.58 米。墓室两

侧 筑 生 土 二 层 台 ， 宽 0.2 ～0.3、高 0.84 米。
墓底长 3.3、宽 1.04，距墓口深 2.1 米。填土

为 灰 褐 色 五 花 土。墓 底 中 部 偏 南 有 人 骨 架 1
具，仰身直肢，头向北 ，保存状况较 差 （图

二七）。
随 葬 品 置 于 墓 室 北 部 ， 出 土 陶 器、石

器、铜器各 1 件，其 中陶罐无法 复原，另出

土四铢“半两”46 枚，骨架头端有大量漆器

痕迹。
石饼 1 件。M7∶2，平面呈圆形，饼状。似

经火烧。直径 9.4、厚 2 厘米 （图二八∶1）。
铜带钩 1 件。M7∶4，尾端残。钩头圆形，

圆饼状扣。残长 5 厘米 （图二八∶2）。

1. 陶高领罐 2. 陶罐 （残片） 3. 陶甑 4. 陶釜 5. 陶罐 6、 7. 五铢钱 8. 铜刷柄 9. 铁器残件

1. 陶罐 （M2∶5） 2. 陶高领罐 （M2∶1） 3. 陶甑 （M2∶3）
4. 陶釜 （M2∶4） 5. 铜刷柄 （M2∶8）

图二六 M2出土器物

四川汉源县龙王庙遗址 2008 年发掘简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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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石饼 （M7∶2） 2. 铜带钩 （M7∶4）

图二八 M7出土器物

四铢“半两” 46 枚。
钱径及厚薄不固定，肉薄，

制作较粗劣，部分钱币钱文

漫漶，均无内外郭。M7∶3-
3，钱文较宽，穿孔较小。
直 径 2.6、穿 径 0.9 厘 米

（图二九∶1）。M7∶3-6，钱文

较宽，穿孔较小。直径 2.7、
穿径 0.8 厘米 （图二九∶2）。
M7∶3-12，广穿。直径 2.5、
穿 径 1 厘 米 （图 二 九 ∶3）。
M7∶3-16，广穿，字体略长，

笔划较细。直径 2.2、穿径

1 厘米 （图二九∶4）。

（二） 墓底无二层台

共 3 座 （M3～M5），以 M5 为例

介绍。
M5 位 于 T3147 西 部 和 T3247

东部，开口⑤b 层下，打破⑧层、
生 土 层。墓 口 距 地 表 深 0.5 ～0.8
米 ， 方 向 198°。平 面 呈 长 方 形 ，

长 3.46、宽 1.16 米，西、北 壁 较

直，东、南壁由上往下略内收。墓

底长 3.3、宽 1.06、距墓口深 1.38
米。填黑褐色五花粘土。墓底北部

有 人 骨 架 1 具 ， 仰 身 直 肢 ， 头 向

南，保存状况较差 （图三〇）。
随葬品均放置在人骨头端，包

括陶器 4 件、铜器 1 件。
陶器 4 件。
陶罐 2 件。M5∶3，夹砂灰陶。

侈口，卷沿，圆唇，圆肩，鼓腹，

平底。肩部饰一周凹旋纹，腹部有

慢 轮 修 整 痕 迹。口 径 11.6、底 径

13.6、高 14.4 厘 米 （图 三 一 ∶1）。
M5∶5，夹细砂深灰陶。局部呈灰褐

色。侈口，尖圆唇，溜肩，鼓腹，

平底微内凹。内外壁局部有凹弦纹。
口径 12.4、底径 14.4、高 13.2 厘米

（图三一∶2）。
陶甑 1 件。M5 ∶2，夹细砂黄

褐陶。内外壁施酱釉，釉大多剥落，

1. 陶罐 （残片） 2. 石饼 3. 四铢半两 4. 铜带钩
图二七 M7平、剖面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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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二九 M7出土四铢“半两”拓片（原大）

1. M7∶3-3 2. M7∶3-6 3. M7∶3-12 4. M7∶3-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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盆形，直口，平折沿，圆唇，束颈，弧腹内收，

平底，底部有五个箅孔。外壁有明显的慢轮修整

痕迹。口径 23.2、底径 13.6、高 10 厘米 （图三

一∶5）。
陶鼎 1 件。M5∶4，夹砂灰褐陶。器表不甚

平整，侈口，方唇，溜肩，浅鼓腹，平底微凸，

下腹有三个长方形高足。上腹饰绳纹，三足同一

侧饰竖绳纹。口径 14、底径 12、高 18 厘米 （图

三一∶4）。
铜带钩 1 件。M5∶1，体较短，蛇形钩，圆

饼状扣。长 4、最宽 1.25 厘米 （图三一∶3）。

四 结语

龙王庙遗址从新石器时代晚期沿用至汉代，

其地层叠压关系清楚，堆积

丰富。新石器时代晚期文化

面貌在以汉源谷地诸遗址［2］

为代表的大渡河中游地区有

一定的代表性。商周时期的

石棺葬是本次发掘的重要收

获，是继大窑石棺葬 ［3］ 之

后，又一次在汉源谷地发现

石棺葬，为本地区的石棺葬

研 究 提 供 了 重 要 的 实 物 资

料。汉 代 的 墓 葬 ， 排 列 有

序，形制基本相同，应该是

一处有意规划的墓地。
新石器时代晚期居住遗

存发现有灰坑、房址，陶器

盛行侈口圆唇罐、敞口卷沿

罐、敛 口 钵。器 表 纹 饰 精

致 ， 多 在 口 部 贴 塑 附 加 堆

纹、器底施交错绳纹为本遗

址陶器之特色。石器以斧、
锛为大宗，半月形穿孔石刀

所占比例较同时期周边遗址

略高。从出土器物看，口部

贴 塑 附 加 堆 纹 的 敞 口 卷 沿

罐、侈口圆唇罐、敛口钵、
瓦棱纹盆等和岷江上游的汶

川姜维城遗址、［4］ 茂县营盘

山遗址［5］ 的同类器相似；口

部贴塑附加堆纹这种手法，也见于安宁河流域的

横栏山遗址、［6］咪咪啷等遗址，［7］应该有一定联

系。出土的敞口宽沿罐、敞口平沿矮领罐、敛口

瓮等和成都平原的宝墩文化同类器形相似。［8］自

2001 年以来，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等单位对

距龙王庙遗址约 2 千米的麦坪遗址进行了连续的

勘探和发掘工作，［9］出土的陶器、石器等极为相

近，应当反映了同一文化内涵。麦坪遗址 2006
年第一次发掘工作，对采集的碳样进行了 C-14
测年工作，遗址的年代为距今约 4500～4700 年。

［10］龙王庙遗址新石器时代晚期遗存的年代也应当

和麦坪遗址同时期遗存相近。
本次发掘对遗址地层及遗迹单位所采集土样

进行系统浮选工作，检测有水稻、黍等粮食作物。

图三一 M5出土器物

1、 2. 陶罐 （M5∶3、 M5∶5） 3. 铜带钩 （M5∶1） 4. 陶鼎 （M5∶4） 5. 陶甑 （M5∶2）

1. 铜带钩 2. 陶甑 3、5. 陶罐 4. 陶鼎
图三〇 M5平、剖面图

四川汉源县龙王庙遗址 2008 年发掘简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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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合遗址出土较多的穿孔石刀等石器，表明早在

距今 4500 年以前，西南地区已经有了较为发达的

农业，并且学会了种植水稻等重要的粮食作物，

对水稻的起源和传播的研究有重要的意义。［11］

发掘商代石棺葬 3 座，出土随葬石管状饰 1
件。墓葬形制和距该遗址不远的大窑清理出土的

石棺葬 ［12］非常相似，亦和云南永仁石板墓 ［13］

形制十分接近。有关大窑石棺葬的年代，罗开玉

先生认为，“约当中原的夏商”，［14］我们基本同

意这个意见。由于龙王庙遗址清理的石棺葬没有

出土陶器，仅从石棺的形制，对比周边地区石棺

葬，我们初步推断其年代下限当不晚于商代早中

期。
汉代土坑墓共发掘 6 座，出土陶罐、高领

罐、釜、甑、鼎以及石饼、四铢“半两”等。出

土陶罐和汉源桃坪墓地［15］出土同类器非常接近，

此类陶罐也见于满城汉墓 ［16］等；出土的高领罐

和什邡城关战国秦汉墓地 ［17］M85 出土同类型器

相似，出土的陶釜、甑、鼎等也是四川地区汉墓

中的常见器物；出土半两也见于河南、［18］广州［19］

等地。估计其年代和上述墓葬的年代相近，约为

西汉早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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