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麦坪遗址位于 四川省汉源县大树镇麦

坪村
，

地处大渡河中游南岸的二
、

三级台地及

其以上缓坡地带
，

海拔高度为 ���一 ��� 米
，

摊
‘ 、 、

河西
为万里

沙

青富 。 摊对叱者源
马烈

�

梦
半 万工

��

蜘窿 麦坪遗址如大树

无 桂贤 阿

西街阿
林

。料��厂

遗址总面积约为 �� 万平方米�图一�
。

此区域

在 �� 世纪 �� 年代以来历经多次大规模的围

河造田
、

开山改土等基本建设活动
，

从而对遗

址造成较为严重的破坏
，

现存地表已被辟为

梯田
。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等单位于

���� 年首次对该遗址进行了试掘
，

发现较丰

富的新石器时代遗存① 。

为配合瀑布沟水库

的建设
，

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等单位于

����年对遗址进行了正式发掘
，

并于 ����年

继续对该遗址进行了两次考古发掘
。

其中
，

����年的发掘面积约 ����平方米
，

现将此

年度发掘的主要收获简报如下
。

河南
一

、

地层堆积
片

一

马

图一 遗址位置示意图
本次发掘区位于遗址的西部

，

根据遗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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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存状况分别在两个区域布方
，

其中 工区位

于大渡河的三级台地上
，

��区位于 工区北部

的二级台地上
。

整个发掘区的地层 自南向北

有明显的倾斜现象
，

工区尤为明显
。

遗址的

地层堆积较为简单
，

大致可分为 �层
，

其中

第 �一 �层为新石器时代文化层
。

现以 �

�����北壁为例介绍地层的堆积状况 �图

二�
。

第 �层
�

耕土层
，

灰褐色土
，

质地疏松
，

厚 ��一 巧 厘米
。

此层包含有现代陶
、

瓷器残

片等
。

第 �层
�

现代深耕层
，

青灰色土
，

质地紧

密
，

板结较硬
，

厚 ��一�� 厘米
。

此层包含有

现代砖
、

瓦残片等
。

第 �层
�

黄褐色土
，

质地较硬
，

最厚处为

�� 厘米
，

仅在探方北部 自南 向北倾斜分

布
。

此层的包含物较少
，

夹杂较多的料僵石

及碎石
，

为山体滑坡堆积
。

第 �层
�

黑灰色土
，

夹杂灰烬较多
，

质地

疏松
，

厚 �一�� 厘米
，

自南向北倾斜堆积
。

此

层为明清时期堆积
，
��开 口于本层下

。

第 �层
�

青灰色土
，

质地疏松
，

夹杂少量

草木灰
，

厚 ��一�� 厘米
。

此层的包含物有石

器残件及刮削器
、

夹砂红褐陶残片等
。
��开

口于本层下
。

第 �层
�

红褐色土
，

夹杂较多烧土颗粒
，

质地较硬
，

勃性较强
，

颗粒较粗
，

厚 ��一犯

厘米
。

此层包含物较丰富
，

陶器以夹砂红褐

陶为主
，

可辨器形以罐
、

钵为主 �石器有刀
、

斧
、

凿
、

刮削器等
。
��� 开 口于本层下

。

第 �层
�

灰褐色土
，

局部夹杂较多红烧

土块
，

质地疏松
，

颗粒较细
，

厚 巧 一 �� 厘

米
。

此层包含物较丰富
，

陶器以夹砂红褐陶

为主
，

可辨器形有罐
、

钵
、

盆等 �大量的石器

包括刀
、

斧
、

镑
、

凿等
。
���

、
���

、
���

、
���

开 口于本层下
。

第 �层
�

灰白色土
，

夹杂较多青灰色硬

土块
，

质地疏松
，

厚 ��一�� 厘米
。

此层包含

有少量陶片
，

以红陶为主
，

灰陶较少
，

可辨器

形有罐
、

缸等
。

第 �层以下为黄色生土
。

二
、

遗迹

本次发掘
，

清理出大量的新石器时代遗

迹
，

包括房址 �� 多座
、

灰坑 ���多个
、

墓葬

�座等
。

�一�房址

该遗址已发掘的区域内
，

房址分布较为

密集
，

房屋建筑形制可分两大类 �图版叁
，

��
。

一类为干栏式建筑
，

多数开 口于第 �层

下
，

仅在平地上发现疏密不同
、

深浅各异
、

分

布较有规律的明显柱洞
。

柱洞多为斜直壁
，

平底
，

洞内为疏松的黑色填土
，

部分填土中

包含少量夹砂碎陶片
，

有明显的木柱腐朽痕

迹
。

柱洞直径约 ��一 ��
、

深 �一 ��厘米
，

存

在少量大柱洞内套小柱洞的现象
。

柱洞在平

面按一定区域分布
，

形成圆形
、

长方形或近

图二 �� �����北壁剖面图
�

�

灰褐色土 �
�

青灰色土 �
�

黄褐色土 �
�

黑灰色土 �
�

青灰色土
�

�

红褐色土 �
�

灰褐色土 �
�

灰白色土

方形的房址
，

面积为 �一 �� 平方

米�图版叁
，

��
。

另一类房址都发现有下挖的

墙基槽
，

多数开 口于第 �层下
。

基

槽宽 ��一 ��
、

深 ��一 ��厘米
。

在

每条墙基槽内大多发现有 �一 �

个圆形柱洞
，

柱洞的大小
、

深浅不

一
，

推测此类房址为木骨泥墙式

建筑
。

基槽内填土较为疏松
，

颗粒

较粗
，

都夹杂有大量红烧土块及

���总 ���� 考 古



较多的炭粒
、

炭灰
。

这类房址的平面形状多

为方形或长方形单室
，

室内面积 ��一�� 平

方米
。

也发现有双开间和三开间的多室房

址
，

如 ��� 为三室
，

各室之间以墙相隔
，

有

门道相通
，

面积近 �� 平方米
。

房址室内多发

现有圆形或近圆形的灶坑
，

其位置常见于室

内的西北部或南部
。

这类房址一般都发现有

门道
，

宽 �
�

�一 �
�

�米
，

多向北面开门
，

也有

开在南面和东面的
。

其中
，
��

、
��

、
��等多

座房址的门向一致
，

都是朝北面开门
，

北部

墙基大致处在同一直线上
，

有明显的组群关

系�图版叁
，
�

、
��

。
��门道开在东面北部

，

室

内没有发现用火遗迹
，

但在其紧邻的北部发

现一座由柱洞围成的建筑遗迹
，

室内堆积较

多炭灰并发现两个红烧土堆积的灶坑
。

从所

处位置及相关遗迹现象分析
，

该建筑遗迹应

为 ��的附属建筑
，

这也是此次发掘的惟一

一座有明显附属建筑的房址
。

此外
，

还发现了残存部分墙体的 ��
。

此

房址开 口于第 �层下
，

平面呈长方形
，

四周

基槽长 �
�

��一 �
�

�
、

宽 �
�

��一 �
�

�
、

深 �
�

�一

�
�

��米
，

室内面积约 �� 平方米
。

门道开在

北面东部
，

宽 �
�

�米
。

室内西北部发现一近

圆形灶坑
。

居住面明显
，

为灰褐色土
，

质地较

硬
，

板结起层
，

为长期踩踏形成
。

基槽内的填

土夹杂大量粗颗粒烧土
。

在房基内没有发现

柱洞
，

其南面基槽以上残留有高约 �
�

��
、

宽

约 �
�

�米的垒筑墙体
，

东
、

西面基槽南部也

残存部分墙体
，

基槽窄于墙体
。

墙体壁面粗

糙
、

凹凸不平
，

中部用较硬的红烧土块垒筑
，

用火烘烤后在内外两侧贴筑较细腻的灰褐

色土
，

未见夯打痕迹�图版叁
，
��

。

�二�灰坑

灰坑的平面形状多为圆形和椭圆形
，

少

量呈不规则形和长方形
。

多数灰坑 口大底

小
，

部分坑壁有明显的烘烤现象
，

底部又可

分平底和圆底两种
。

坑内出土有陶器
、

石器
、

不规则石块和动物骨骼等
，

其用途多数应为

堆放生活垃圾
。

也有少量灰坑发现于房址

内
，

出土遗物丰富
，

这类灰坑可能属于储藏

坑
。

�三�墓葬

共发现新石器时代墓葬 �座
。

其中 �座

为长方形土坑墓
，

在墓主头部
、

腹部常随葬

有陶罐
、

钵
、

碗等 �图版肆
，

��
。

石棺葬有 �

座
，

均开 口于第 �层下
，

墓扩四周用修整光

滑的石板围砌
，

上部以不规则的石板或砾石

封盖
，

长约 �
�

�
、

宽约 �
�

�
、

深约 �
�

�米
。

墓葬

都已遭扰乱破坏
，

填土中发现残陶片
、

人骨
、

炭粒等
，

这是四川地区目前发现时代最早的

石棺葬�图版肆
，
��

。

三
、

出土遗物

�一�陶器

所出陶器以夹砂红褐陶为主
，

兼有夹砂

灰褐陶
、

泥质红陶和泥质灰陶
，

并有部分磨

光陶
。

陶器火候较高
，

以手制为主
，

部分有慢

轮修整痕迹
。

流行饰竖向或交错细绳纹组成

的网格纹和附加堆纹
、

刻划纹
、

戳印纹
、

弦纹

等
，

各种复合纹饰较为常见
，

其中在细绳纹

上贴塑附加堆纹的情况发现最多
。

器形以平

底器为主
，

并有少量圆底器和圈足器
，

常见

的器物组合包括侈 口平底罐
、

缸
、

磨光陶钵
、

杯等
。

因发掘资料的系统整理仍在进行中
，

这里仅挑选部分典型标本加以介绍
。

罐 唇部多数呈较浅的花边状
，

用工具

按压或剔刺而成
，

在 口沿下常贴塑有附加堆

纹
。

可分八型
。

� 型
�

大敞 口罐
。

可分二亚型
。

��
型

�

方唇
。

�� �����⑧ �
��

，

夹砂红

褐陶
。
口沿下有一周附加堆纹

，

器身表面饰

细密绳纹�图三
，

���
。

��型
�

尖圆唇
。

� �����⑦ �
��

，

夹砂

红褐陶
。

唇较厚
，

卷沿
。
口沿上有一周附加堆

纹
，

其下 饰 细 密 绳 纹 �图 三
，
���

。
�

�����⑥ � �
，

夹砂红褐陶
。

唇稍薄
，

斜沿
。
口

沿上有一周附加堆纹
，

其下饰细密绳纹 �图

三
，
��

。

第 � 期 ���总 ����



�型
�

侈 口罐
。

可分三亚型
。

�� 型
�

溜肩
，

鼓腹
，

平底
。

� ��
� �

，

夹

砂红褐陶
。

通体布满交错绳纹
，

底部也拍印

有绳纹
，
口沿下及腹部饰两周附加堆纹

。
口

径 ��
�

�
、

腹径 ��
、

底径 �
�

�
、

高 �� 厘米 �图

三
，
��

。

��型
�

深腹
，

平底
。
����

� �
，

夹砂红

褐陶
。
口沿以下饰交错细绳纹

，
口沿下及腹

部另有两周附加堆纹
。
口径 ��

�

�
、

腹径

��
�

�
、

底径 ��
、

高 ��
�

�厘米�图三
，
���

。

�� 型
�

深腹
，

底内凹
。
�� ��

� �
，

夹砂红

褐陶
。

腹部以下饰交错细绳纹
，

底部也有拍

印绳纹
，
口沿下还有一周附加堆纹

。
口径

��
�

�
、

腹径 ��
�

�
、

底径 �
�

�
、

高 ��厘米 �图

三
，
��

。

�型
�
翻沿罐

。

可分二亚型
。

一翼臀
缈

·

��国
四 吵 一丫丫二

呱漪舞鲡孵豁
工二卫三

、

暇舔 ‘ �
蝙碗遍赫

�
�

��
型罐���

�����⑦ � ��

�����⑧ � �� �
�

��
型罐��� ���

图

云
出土陶器
�

�

�。
型罐��� � �

� ��
�

、
��

�

�� 型罐��������⑧ �
、

�

�
、

��
�

��型罐��� �����⑦ � �
、

�����⑦
�����⑦

��
�

��型罐 �� �����⑥ �

��
、
��

�

��型罐��� ����一⑦

� �����⑧ � ��
�

、

�� �����⑦ �

� �
、

�� �����⑦ �

�
�

� 型罐��������⑧ � ��

��� �
、

��� ��
、

���

�
、

��

�
�

�� 型罐 ��� � �
� ��

�
�

� 型�式罐
��

�

器耳

�旦
���

��� ��
�

� 型罐��� �����⑦ � ��
��

�

� 型 �式罐���
��

、
��

、
��

�

约

�����⑧ � ��
一��

，

余均 �八��

�����⑥ � ��
��

�

��型罐��

��
�

��
型罐�������⑧

��� � �� ��一 �
、
�

、
�

、
��

、

考 古
���总 ����



�� 型
�

方唇
。

������⑦ � �
，

夹砂红

陶
。
口沿外翻

。
口沿上有一周附加堆纹

，

器身

遍饰绳纹�图三
，
���

。

�� �����⑧ � �
，

夹砂

红陶
。

仅存少部分 口沿
，

沿面较平 �图三
，

��
。

��型
�

圆唇
。

�� �����⑦ � �
，

夹砂红

陶
。
口沿外翻

。

器外表饰细绳纹�图三
，
��

。

� �����⑧ � �
，

夹砂红陶
。

仅存少部分 口

沿
，

沿面较平�图三
，
���

。

� 型
�

折沿罐
。

� �����⑧ � �
，

夹砂灰

陶
。

敞口
，

束颈
。
口沿下遍饰细绳纹

，

颈部另

有两周附加堆纹
。
口径 ��

�

�
、

残高 �厘米

�图三
，
��

。

� 型
�

高领罐
。

可分二式
。

�式
�

敞 口
。
�� �����⑧ � �

，

夹砂红褐

陶
。
口沿外翻

，

束颈
，

领较高
，

颈部以下残
。

肩

部饰水波纹
。
口径 ��

�

�
、

残高 �厘米�图三
，

���
。

��式
�

侈 口
。

� �����⑦ � ��
，

夹砂红褐

陶
。

束颈
，

颈部以下残
。

肩部饰水波纹
。
口径

��
�

�
、

残高 �
�

�厘米�图三
，
��

。

� 型
�

直 口罐
。
�� �����⑦ � �

，

夹砂

红陶
。
口沿上有四个对称的桥形钮

，

矮领
，

球

状鼓腹
，

平底
。

肩部有带状和圆点状戳印纹

相间排列
，

底部则拍印细绳纹
。
口径 ��

�

�
、

腹径 ��
�

�
、

底径 �
�

�
、

高 ��
�

�厘米 �图三
，

一��图版肆
，
��

。

� 型
�

敞口罐
，

器形较小
。

可分三亚型
。

��
型

�

小 口
，

腹较宽
。

� �����⑧ “ �
，

夹砂灰陶
。

束颈
，

溜肩
，

球腹
，

小平底
。

颈部有

有三周泥突纹
，

肩部饰五周附加堆纹
，

颈部

以下通体饰绳纹
，

底部也拍印有细绳纹
。
口

径 ��
、

腹径 ��
�

�
、

底径 �
、

高 ��
�

�厘米 �图

三
，
一�图版肆

，
��

。

��型
�口稍大

，

腹较窄
。
�� �����⑦ �

�
，

夹砂灰陶
。

束颈
，

溜肩
，

鼓腹
，

小平底
。

颈部

有四周平行泥突纹及一周斜向泥突纹
，

肩部

饰两周附加堆纹
，

颈部以下通体饰绳纹
，

底

部也拍印有细绳纹
。
口径 ��

�

�
、

腹径 ��
�

�
、

底径 �
�

�厘米�图三
，
���

。

�� �����⑥ ��
，

夹砂灰陶
。

肩以下残
。
口沿以下满饰绳纹

，

肩

部有五周断续泥条纹
。
口径 ��

、

残高 �厘米

�图三
，

���
。

且 �����⑦ � �
，

夹砂灰陶
。

肩以

下残
。

颈下饰网格纹
。
口径 ��

�

�
、

残高 �厘

米�图三
，
���

。

��
型

�口较小
，

高领
。

�� ���
� �

，

夹砂

灰陶
。

束颈
，

鼓腹
，

平底
。

颈部以下通体饰绳

纹
，

肩部另有六周附加堆纹
。
口径 �

�

�
、

腹径

��
�

�
、

底径 �
�

�
、

高 ��
�

�厘米�图三
，
��

。

� 型
�

侈 口小罐
。

可分二亚型
。

��
型

� 口微侈
，

圆唇
，

束颈
，

弧腹
。
��

�����⑦ �
��

，

泥质灰陶
。

底部残
。

腹部戳印

有圆点纹�图四
，

��
。

��型
�

侈 口
，

尖圆唇
，

斜弧腹
。

��

�����⑦ �
��

，

泥质灰陶
。

底部残 �图四
，

���
。

器耳 � �����⑦ �
��

，

夹砂红褐陶
。

桥形钮�图三
，
���

。

钵 可分二型
。

� 型
�

敛 口
，

弧腹
，

小平底
。

且 �����

⑦ ��
，

泥质灰陶
。

器 口下饰一周垂帐纹
。
口

径 ��
�

�
、

最大腹径 ��
�

�
、

底径 �
�

�
、

高 �
�

�

厘米�图四
，

��
。

� �����⑥ � �
，

泥质灰陶
。

已残
。
口沿下戳印圆点纹 �图四

，

��
。
��

�����⑧ � �
，

泥质灰陶
。

已残
。
口沿下有凹

弦纹
，

其下饰网格纹�图四
，

�� 图版肆
，

��
。

� 型
�口微敛

，

斜弧腹
，

平底
。
�� ���

�

�
，

泥质灰陶
，

素面
。
口径 ��

�

�
、

底径 �
�

�
、

高

�
�

�厘米 �图四
，
��

。

�� �����⑦ � ��
，

底

残
。
口沿下有一周戳印圆圈纹�图四

，
���

。

碗 � ���
� �

，

泥质灰陶
。

敞 口
，

斜

腹
，

平底
。

器身为素面
，

底部拍印绳纹
。
口径

��
�

�
、

底径 �
�

�
、

高 �厘米�图四
，
��

。

杯 可分二型
。

� 型
�

侈 口
。

� �����⑤ � �
，

泥质灰陶
，

胎较轻薄
，

火候高
。

斜弧腹
，

底残
。

素面�图

四
，
��

。

� 型
�

直 口
。

�� �����⑤ � �
，

泥质灰

第 � 期 ���总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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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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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图四 出上陶器
�

、
�

、

�
�

� 型钵 ��� �����⑥ � �
、

�� �����⑧ � �
、

�� �����⑦ � �� �
�

塑像 ��� ��� � �� �
、

��
�

� 型钵 ��� ��� � �
、

� �����⑦ � ��� �
�

碗�� ��� � �� �
�

� 型杯��� �����⑤ � ��

�
�

� 型杯 ��� �����⑤ � �� �
�

� �
型罐 ��� �����⑦ � ��� ��

�

��型罐 ��� �����⑦ � ���

��一 �
�

���
，

余均 �巧�

石
。

略成 三 角

形
，

刃部的石片

剥 落痕 迹 较 明

显
。

长 �
�

�
、

宽 �

厘 米 �图 五
，

��
。

�
�

磨 制 石

器 器形 以斧
、

锌
、

刀
、

凿为主
，

并 有 链 和 网 坠

等
。

刀 可 分

二型
。

� 型
�

长条

形
。

�� �����⑦
� �

，

细砂岩
。

平

背
，

弧刃
，

中间

有 一 个 两 面 对

穿 的 圆 孔
。

长

�
�

�
、

宽 �
�

�厘

陶
，

胎较轻薄
，

火候高
。

斜腹
，

底残
。

素面�图

四
，
��

。

塑像 � ���
� �

，

泥质灰陶
，

手捏成

形
。
四肢均残断

，

背部戳印有圆圈纹
。

残高

�
�

�厘米�图四
，
��

。

�二�石器

所发现的石器中
，

打制石器和磨制石器

并存
。

�
�

打制石器 主要是以隧石为原料的

细石器
，

种类包括刮削器
、

尖状器
、

雕刻器和

石核等
。

刮削器 工 �����⑥ � �
，

黑色隧石
。

弧

形刃
，

台面和波状线明显
。

长 �
�

�
、

宽 �
�

�厘

米�图五
，
���

。
� ���

� �
，

黑色隧石
。

凹缺

状刃
，

台面和波状线明显
。

长 �
�

�
、

宽 �
�

�厘

米�图五
，
���

。

� �����⑥ � �
，

黑色隧石
。

弧

形刃
，

可见波状线和放射线
。

长 �
�

�
、

宽 �
�

�

厘米 �图五
，
���

。
工 �����⑥ � �

，

黑色隧

米 �图五
，
���

。

� �����⑦ �
��

，

细砂岩
。

平背
，

直刃
，

靠近

刀身中间部位有一个两面对穿的圆孔
。

长

�
�

�
、

宽 �
�

�厘米�图五
，
���

。

� 型
�

新月形
。
�� �����⑦ � �

，

细砂

岩
。

凸背
，

弧刃上有使用痕迹
，

刀身中部有一

个两面对穿圆孔
。

长 �
�

�
、

宽 �
�

�厘米 �图

五
，
��

。

网坠 可分二型
。

� 型
�

椭圆型
。

� �����⑦ � �
，

细砂岩
，

表面磨光
。

形体较长
，

在器身两侧打出缺

口
。

长 �
�

�
、

宽 �
�

�厘米�图五
，
���

。

� 型
�

近方形
。

�� �����⑦ � �
，

细砂

岩
。

打制而成
，

表面经磨光处理
，

两侧的缺 口

位于器身较宽处
。

长 �
�

�
、

宽 �
�

�厘米 �图

五
，
��

。

斧 可分二型
。

� 型
�

梯形
。

� ���
� �

，

粗砂岩
。

器身

表面有石片剥落痕迹
，

刃部经磨光处理
。

长

���总 ���� 考 古



一

一确站训

、�八
‘

户
、

一各
��

����、���������了了飞

………
二二……���������

���环 飞飞

��

��

痴一小价舔
��

葺 。

��

梦馨口
��

�
、
�

、

���

���

��
�

锌��� �����⑦
�

�

� 型斧��

�
�

�型刀���

� �
、

�� �����⑦
�����⑥ � ��

图五 出土石器
� �

、

且 �����⑦ � �� �
、
�

、

�
�

� 型凿���
�

、
��

、
��

、

��
�����⑥

�����⑦
刮削器 �工�����⑥ �

、
� �����⑥

�
、
��

�
、
�

����

��
、

��
�

� 型刀 ��� �����⑦ � �
、

任

��
�

� 型斧��� ���
� ��

�� �
�

� 型网坠���

�����⑦ � ��� ��

��
�

滋�工 ��
� ��

�����⑦ � ��
�

� 型网坠 ���

��
、

�
、
��

、
��

、

��
、
��

�

�型凿������
��

、

��

�����⑦ � �� ��
�

纺轮 ���
��

、
��

、
一�

、
��

、

��
�

约 ���
，

余约

�����⑥ � �
、

��

�����⑥ � �
、

��

�����⑦ � ��

�����⑥ � ��
����

�
�

�
、

最宽处为 �
，

�厘米�图五
，

���
。

�型
�

长条形
。

工�����⑥ �

岩
。

器身表面及四周可见打制痕迹

第 � 期

�
，

粗砂
，

刃部经

磨光处理
，

有使用痕迹
。

长 �
�

�
、

宽 �
�

�厘米

�图五
，
��

。

凿 可分二型
。

·

���总 ����
·



� 型
�

梯形
。

�� �����⑥ � �
，

细砂岩
。

通

体磨光
，

弧刃
，

末端残
。

残长 �
、

最宽处为 �
�

�

厘米�图五
，
��

。

�� ��� � �
，

细砂岩
。

通体磨

光
，

直刃
，

末端残
。

残长 �
�

�
、

最宽处为 �
�

�

厘米�图五
，

��
。

� �����⑥ ��
，

粗砂岩
。

器

身打磨光滑
，

弧刃
。

长 �
、

最宽处为 �厘米

�图五
，
��

。

� 型
�

长条型
。

�� ���
� �

，

细砂岩
。

通体

磨光
，

弧刃
。

长 �
�

�
、

宽 �
�

�厘米�图五
，
���

。

� �����⑦ � �
，

细砂岩
。

通体磨光
，

末端残
，

直刃有使用痕迹
。

残长 �
�

�
、

宽 �厘米 �图

五
，
���

。

裤 �� �����⑦ � �
，

通体磨光
，

长条

形
，

末端残
，

弧刃
。

长 �
�

�
、

宽 �
�

�厘米 �图

五
，

��
。
�� �����⑦ 巧

，

长条形
，

器身右侧

残
，

弧刃
。

长 �
�

�
、

宽 �
�

�厘米�图五
，
���

。

��

�����⑦ � �
，

通体磨光
，

长条型
，

弧刃
。

长

�
�

�
、

宽 �厘米�图五
，
��

。

纺轮 � �����⑥ ��
，

以细砂岩磨制

而成
。

中间有对穿圆孔
。

直径 �
、

厚 �厘米

�图五
，
���

。

链 ���
� �

，

以细砂岩磨制而成
。

器

身呈菱形
，

已残
，

后部有挺
。

长 �
�

�
、

残宽 �

厘米�图五
，
���

。

四
、

初步认识

麦坪遗址地处横断山区大渡河中游相

对较为平缓的河谷地带
，

这个区域地理位置

相对封闭
，

但又是以成都平原为中心的四川

盆地与川西南及云贵地区之间交往的必经

之地
，

也是历史上由黄河上游甘青地区经川

西高原南下进人云贵地区的文化走廊
、

民族

走廊的重要组成部分
。

对这一区域史前遗址

的考古发掘和研究
，

将有利于对横断山区史

前文化的交流及史前人群迁徙等重要课题

进行深人探讨
。

经过两年来对麦坪遗址的大

规模发掘和初步整理
，

我们获得了以下几点

初步的认识
。

第一
，

在考古学文化内涵与分期研究方

面
，

麦坪遗址的发掘成果较为丰富
。

麦坪遗

址的主要文化内涵属新石器时代晚期
，

距今

约 ����一 ����年
，

代表了一种新的考古学

文化
。

特别是其陶器虽与周边同时期的其他

文化在某些方面存在相似性
，

但整体风格明

显有别于周边同时期文化
，

具有强烈的地域

特征
，

表现出一种独特的文化面貌
。

新石器

时代地层堆积的系统揭露
，

以及众多遗迹现

象的发现
，

将有利于深人认识该遗址的文化

内涵及分期
，

这对建立和研究大渡河流域乃

至整个四川地区新石器时代文化的谱系具

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

第二
，

在房屋遗迹的形制和布局研究等

方面获得重要成果
。

麦坪遗址是一处较大型

史前聚落
，

房址分布密集
，

它的发掘将对四

川地区聚落考古的开展产生重要的推动作

用
。

所清理的 ��有附属建筑
、

��� 为三室房

屋
、
��残存有垒筑的墙体

，

这些都是四川地

区史前考古较为罕见的发现
。

干栏式建筑多

发现于第 �层下
，

木骨泥墙式建筑多发现于

第 �层下
，

在第 �层下则发现有两种建筑形

式共存的现象
。

这种清晰的层位关系
，

显示

出麦坪遗址的建筑形式从早到晚经历了由

地面建筑到干栏式建筑的发展过程
，

这对于

研究距今 ����一 ����年前大渡河中游的环

境变迁及当时的人类生活方式具有十分重

要的价值
。

第三
，

在墓葬形制研究方面也有新突

破
。

四川地区的石棺葬较为常见
，

但 目前所

见材料多为战国至汉代的墓葬
，

少量可早至

商周时期
。

麦坪遗址发现的新石器时代石棺

葬开 口于第 �层下
，

与众多房址共存
。

这种

在新石器时代居址区内发现的石棺葬
，

为研

究这种葬式在四川地区的起源和发展提供

了重要材料
，

同时也为大渡河流域早期先民

的种族研究
、

葬俗研究等提供了新的线索
。

第四
，

麦坪遗址的遗物与周边同时期文

化具有一定的相似性
，

反映出史前文化的交

流
。

其中
，

唇部饰细绳纹
、

口沿下贴塑附加堆

���总 ���� 考 古



纹的敞口卷沿罐
，

以及瓦棱纹盆
、

敛 口钵等
，

在器形上与崛江上游的姜维城遗址② 、

营盘

山遗址③所出同类器较为相似
。
口部贴塑附

加堆纹这种制作方法
，

也见于安宁河流域的

横栏山及咪咪嘟遗址④等
。

深腹罐
、

大敞 口

罐等器形
，

与大渡河上游丹巴罕额依遗址⑤

的出土遗物较为接近
。

麦坪遗址中常见的半

月形穿孔石刀
，

在澜沧江上游以昌都卡若遗

址⑥为代表的相关遗存中也较为流行
。

以这

些器物的器形或制作方法的相似性为切人

点进行研究
，

将有利于探讨大渡河流域与周

边地区史前文化的交流
、

传播等重要课题
。

附记
�

本次发掘的领队为刘化石
，

参加

田野工作的人员还有匡汉斌
、

刘志岩
、

卫洪

强
、

冯万齐
、

李江涛等
。

代兵
、

匡汉斌负责修

复器物
，

黄家全
、

王静
、

彭朝蓉
、

曾玲玲等为

本文绘制 了插图
。

执笔者 刘化石 刘志岩

注 释

①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等
� 《四川汉源县麦

坪村
、

麻家山遗址试掘简报》
， 《四川文物》 ����

年第 �期
。

② 四川省考古研究院等
�《四川汉川县姜维城新石器

时代遗址发掘简扔
，

�考古》���� 年第 � 期
。

③ 成都市文物考古研究所等 � 《四川茂县营盘山遗
址试掘报告》

，

见《成都考古发现������》
，

科学出

版社
，
����年

。

④ 成都市文物考古研究所等
� 《四川西昌市大兴横

栏山遗址调查试掘简报》
、

�四川西昌市咪咪嘟遗

址调查试掘简报》
，

见《成都考古发现������》
，

科

学出版社
，
����年

。

⑤ 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所
、

甘孜藏族自治州文化

局
�《丹巴县中路乡罕额依遗址发掘简报》

，

见《四

川考古报告集》
，

文物出版社
，
����年

。

⑥ 西藏自治区文物管理委员会等
� 《昌都卡若》

，

文

物出版社
，
����年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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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息与交流

《五代李茂贞夫妇墓》简介

《五代李茂贞夫妇墓》 由宝鸡市考古研
究所编著

，

科学出版社 ����年 �月出版发

行
。

该书为 �� 开本
，

正文共 ��� 页
，

约 ��
�

�

万字
，

文后附有彩色图版 �� 页
、

黑白图版

��页
。

定价 ���元
。

“

大唐秦王忠敬
”
即李茂贞及其夫人

“
晋

故秦国贤德太夫人
”
刘氏

，

生于唐末
，

死于五

代的后唐
、

后晋
，

是唐末
、

五代时期极为重要

的历史人物
。

二人的墓葬位于宝鸡市凌源

村
，

是按
“

同荃不同穴
”
的墓葬形式合葬的

，

既承袭唐制
，

又有新的变化
。

本书全面介绍

了李茂贞夫妇墓的墓葬形制及出土器物
，

并

对墓葬形制
、

砖雕
、

随葬品的特点及其所反

映的问题进行了综合分析
，

从而为研究五代

史
、

五代墓葬制度等提供了非常珍贵的实物

资料
。

�文 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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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