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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川省汉源县麦坪遗址2006年发掘简报
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
雅安市文物管理所
汉源县文物管理所

　　摘要：麦坪遗址为四川省雅安市汉源县大渡河中游发现的保存状况较好的新石器时代晚
期重要遗址之一�其出土的陶器具有较强的地域特色�与成都平原同时期的三星堆一期文化
面貌有所区别。同时�麦坪遗址2006年度的发掘还发现了一批商周时期的墓葬。这些资料
初步勾勒出大渡河中游地区早期文化面貌�粗线条的排列出了汉源早期陶器的序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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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一　麦坪遗址位置示意图 图二　麦坪遗址位置图

　　麦坪遗址行政区划上属四川省雅安市汉源县

大树镇麦坪村五组 （图一 ）。遗址位于大渡河南
岸二级阶地�龙塘山北麓�与富林镇 （汉源县旧
县城 ） 隔大渡河相望 （图二 ）�为大渡河及其支
流流沙河冲积而成�也是大渡河流域面积最大扇
形平原。境内属亚热带气候�日照充足�气候温

湿�多年平均气温17∙7℃�年平均降水量741∙8
毫米�无霜期300天左右�适宜农作物的生长。
麦坪遗址中心地理坐标东经102°38′37∙2″、北纬
29°18′14∙1″�海拔830～860米�东西长约200、
南北宽约150米�面积约30000平方米�高出河
面约80米。
1991年�四川省文管会、四川省文物考古

研究所等单位在进行瀑布沟水库淹没区文物考古

调查中发现 ［1］。2001年�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
研究所、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成都市文物考
古研究所等单位联合组成大渡河中游考古队�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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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三　ＨＭＳⅡＴ2南壁剖面图
　

图四　ＨＭＤⅡＴ2东壁剖面图

该遗址进行了首次试掘 ［2］�试掘面积80平方米�
确认了麦坪为一保存较好�文化堆积年代跨度较
大�包含新石器时代晚期至西汉时期文化遗存的
重要遗址。2006年5～6月�四川省文物考古研
究院等单位联合对该遗址进行了首次发掘�发掘
面积共计324平方米。为全面了解遗址的堆积情
况�根据地势由高到低分为ＨＭＳＩＩ、ＨＭＳＩ、ＨＭ-
ＤＩ、ＨＭＤＩＩ4区。

一、地层堆积
各区地层堆积不尽相同�现以典型探方为

例�对遗址地层堆积情况分别予以介绍：
1、ＨＭＳⅡ区�地表扰动较大�1970年代改

田改土运动中�曾在地表覆盖约1米厚次生堆
积。原生地层自西南向东北略有倾斜。以 Ｔ2南
壁为例进行介绍。 （图三 ）

第1层：浅褐色耕土层�土质疏松。厚0∙1
～0∙15米。
第2层：浅褐色粉砂质黏土层�致密板结�

夹杂炭屑、红烧土颗粒。距地表深0∙1～0∙35、
厚0∙2～0∙25米。包含夹砂褐陶、红陶、布纹
瓦、青花瓷片、酱釉瓷、石器残片等。

第3层：黄褐色黏土层�结构紧密�夹杂浅
褐色干硬土块、煤碳碎屑。距地表深0∙3～1∙25、
厚0∙7～0∙95米。包含夹砂褐陶、红陶、布纹
瓦、青花瓷片、酱釉瓷、石器残片、玻璃、硬币
等。此层下叠压现代田垄。

第4ａ层：浅黄色夹褐斑砂土层�土质疏松。
距地表深1∙25～1∙5、厚0∙15～0∙2米。包含夹
砂褐陶、红陶、布纹瓦、青花瓷片、绿釉瓷、白

瓷等。
第4ｂ层：灰黄色杂褐色斑砂土层�土质疏

松。距地表深1∙5～1∙75、厚0∙1～0∙2米。包含
夹砂褐陶、红陶、布纹瓦、青花瓷片、绿釉、白
瓷等。

第5层：浅灰色砂土层�结构紧密。距地表
深1∙6～2∙05、厚0∙1～0∙3米。包含夹砂褐陶、
红陶、布纹瓦、青花瓷片、绿釉、白瓷、石器残
片等。

第6层：黑色细砂土层�结构紧密。距地表
深1∙7～2∙15、厚0～0∙25米。包含夹砂褐陶、
红陶片等。Ｇ4开口于此层下。

第7层�灰色细砂土层�结构致密。距地表
深1∙9～2∙35、厚0～0∙2米。包含夹细砂褐陶、
红陶�少量灰陶片。从出土陶片判断应为新石器
晚期地层。

第8层：褐色黏土层�结构致密�夹红烧土
颗粒。距地表深 1∙9～2∙45、厚 0∙1～0∙15米。
包含夹细砂褐陶、红陶�灰陶仅1片。

第9层：黄色黏土层�结构紧密�夹炭屑。
距地表深2～2∙8、厚0∙35～0∙45米。包含夹细
砂黑陶、红陶�仅数片灰陶。

第10层：黄绿色黏土层�结构紧密。距地
表深2∙4～3∙25、厚0∙35～0∙5米。包含泥质黄
陶�有几片黑陶、褐陶。

①～③层为20世纪70年改土改田时垫高垫
平地表形成的次生堆积�④ａ～⑥层多包含明清
瓷片、早期陶片及石器残片�应为明清时期当地
居民活动扰乱。⑦～⑩层�从出土陶片推测应为
新石器晚期地层。
2、ＨＭＤＩＩ区地势西北略高�地层自西北略

向东南倾斜。以典型探方Ｔ2东壁为例进行介绍。
（图四 ）

4



四川文物　2011年第3期 四川省汉源县麦坪遗址2006年发掘简报

图五　Ｈ13平、剖面图

图六　Ｈ16平、剖面图

　　第1层：浅褐色耕土层�土质疏松。厚0∙07
～0∙15米。
第2层：浅褐色粉砂黏土层�结构致密。距

地表深0∙1～0∙3、厚0∙1～0∙2米。包含青花瓷
片、白瓷片、瓦砾等。

第3层：浅褐色黏土层�夹浅褐色干硬土
块、煤碳碎屑。距地表深0∙25～0∙65、厚0∙3～
0∙35米。包含青花瓷片、白瓷片、青瓷片、瓦
砾、磨制石器等。

第4层：浅灰色黏土层�结构紧密�夹少量
浅褐色干硬土块、木炭屑。距地表深 0∙65～
1∙45、厚0∙65～0∙75米。包含青花瓷片、白瓷
片、青瓷片、瓦砾、磨制石器、铜钱等。

第5层：浅灰色黏土层�结构紧密�夹少量
浅褐色干硬土块、木炭屑。距地表深1∙35～1∙5、
厚0～0∙2米。包含青花瓷片、白瓷片、青瓷片、
瓦砾、磨制石器等。

第6层：灰白色粉砂质黏土层�土质疏松。
距地表深1∙25～1∙75、厚0∙2～0∙3米。包含夹
砂灰陶片、夹砂红陶片、夹砂褐陶片等。Ｈ5开
口此层下。

第7层：褐黄色黏土层�结构紧密。距地表
深1∙75～2∙1、厚0∙1～0∙4米。包含大量夹砂灰
褐陶片、夹砂红陶片、夹砂褐陶片、磨制石器等。

②～⑥层多包含明清瓷片、早期陶片及石器
残片�应为明清时期当地居民活动扰乱。⑦层�
从出土陶片推测应为新石器晚期地层。

二、新石器时代文化遗存
（一 ） 遗迹
有灰坑、房址、窑炉废弃堆积等。
1、灰坑　13个�其中2个位于 ＨＭＤⅡ区�

其余均位于ＨＭＳⅡ区。形状多为长椭圆形。为典
型的坡状堆积�因土层滑塌�而有层位缺失的现
象。

Ｈ13　位于ＨＭＳⅡ区Ｔ1西北部。开口④ｂ层
下�直接打破⑨层。平面呈不规则椭圆形�底部
内凹成锅底状。长径2∙08、短径0∙96、深0∙16
～0∙3米。内填灰黑色、褐色等块状细砂土�结
构较紧。坑壁加工规整�发现数块烧过的禽类骨
骼�坑底有意识的摆放有较大的石块5枚。大者
直径近0∙4米。包含较多的陶片�可辨器形有侈

口罐、敞口罐、盆、瓮等 （图五 ）。
Ｈ16　位于 ＨＭＳⅡ区 Ｔ1东北部�大部分压

于北隔梁、东隔梁下�开口⑥层下�打破⑦、⑨
层。平面近似椭圆形�底部内凹成锅底状。长径
2∙92、短径1∙62、深0∙12～0∙3米。填灰黑色、
褐色等块状细砂土�结构较紧。坑壁加工规整�
发现数块烧过的禽类骨骼�坑底部有意识的摆放较
大的石块数枚�大者直径约0∙45米。包含较多陶
片�可辨器形有侈口罐、敞口罐、钵等 （图六 ）。

Ｈ18　位于ＨＭＳⅡ区Ｔ3北部。开口⑥层下�
打破⑨、⑩层。平面近似圆角方形�底部内凹成
锅底状。长径4、宽3∙5、深0∙2～0∙54米。内
填灰黑色、褐色等块状细砂土�夹大量红烧土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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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七　Ｈ18平、剖面图
　

图八　Ｆ1平、剖面图

图九　Ｙ1平剖面图

粒�结构较紧。坑壁加工规整�坑底部有意识的
摆放较大的砾石一排�大者直径约0∙55米。在
其北侧发现烧过的较大骨骼2块�以及细小骨
骼�砾石旁有小块砾石砌成的槽状遗迹�长
0∙75、宽0∙38米。包含大量夹砂陶片及石器。
陶片可辨器形有侈口罐、敞口罐、喇叭口罐、敛
口钵、盆、瓮等。石器大多完整�有锛、凿、穿
孔石刀等 （图七 ）。
2、房址　仅发现1座�为平地起建小型木

骨泥墙式。
Ｆ1　位于ＨＭＤⅡ区Ｔ2北侧�部分向北延伸

出探方外�开口⑦层下�打破⑧层。发现有墙基
槽、柱洞等。从暴露情况看�平面呈长方形�双
开间�门向不清。残长2∙8�宽2∙25米。基槽直
壁�平底略弧�内填灰褐色粘土夹杂灰色粘土
块�土质较疏松�深0∙12～0∙16米。柱洞直壁�
弧底�填灰褐色粘土�较疏松�直径 0∙08～
0∙11�深0∙08～0∙16米 （图八 ）。

3、窑炉废弃堆积　1处。
Ｙ1　位于ＨＭＤⅡＴ1西北�西北向伸出探方

外。开口⑦层下�叠压⑧层�被 Ｈ6、Ｈ14、Ｇ1
打破。平面形状不甚规则�似由一不规则圆形与
一梯形组成。长3∙86、宽2∙25、高0∙06～0∙32
米。 （图九 ） 堆积为黄褐粘土夹杂大量大小不一
的红烧土块�较硬。包含物大多为夹砂红陶片�
灰陶片极少。可辨器形有高领罐、直口罐、敞口
罐等�还发现有1件完整的磨制石刀及石器残件

数枚。
（二 ） 遗物
1、陶器　可见器形有罐、钵、盆、瓮、饼、

球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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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十　新石器时代陶罐

1、2．带耳罐 （06ＨＭＤⅡＴ1⑦∶16、14） 　3、4．高领罐 （06ＨＭＤⅡＹ1∶3、4）
5～9．ＡａⅠ式罐： （06ＨＭＳⅡＨ18∶48、06ＨＭＤⅡＴ1⑦∶46、Ｈ18∶49、Ｈ18∶44、

06ＨＭＤⅡＴ1⑦∶39） 　10．ＡａⅡ式罐： （Ｈ18∶20） （皆约为1／2）

　　带耳罐　仅发现2件。06ＨＭＤⅡ
Ｔ1⑦∶16�泥质黑陶。侈口�卷沿�圆
唇�对称双耳。颈下饰剔刺纹组成的
“之 ” 字纹、圆圈纹组合图案。残高
4∙2厘米 （图十�1）。06ＨＭＤⅡＴ1⑦
∶14�泥质灰黑陶。敞口�卷沿�圆
唇。唇下附耳。素面。残高4∙2厘米
（图十�2）。
高领罐　发现3件�均出自 Ｙ1�

可分两型。
Ａ型：2件。窄沿。06ＨＭＤⅡＹ1

∶4�夹细砂红陶。敞口�卷沿�方唇�
高领。唇下贴塑附加堆纹一周。残高
9∙2厘米 （图十�4）。

Ｂ型：1件。宽沿。06ＨＭＤⅡＹ1
∶3�夹细砂红陶。敞口�卷沿�方唇�
高领。肩部细绳纹上饰戳印纹三周。
残高6∙7厘米 （图十�3）。

罐　167件。多为夹细砂陶�器
身多施有纹饰�部分在唇部施有细绳
纹。按口部特征分为四型。

Ａ型：侈口�卷沿�颈部较短。
118件。按唇部特征特征分为四型。

Ａａ型：圆唇�73件。又按唇部有
无贴塑附加堆纹分为两式。

ＡａⅠ式：唇部无贴塑附加堆纹。
45件。06ＨＭＳⅡＨ18∶48�夹细砂灰
褐陶。矮领�鼓肩。沿下、肩部饰细
绳纹�领饰细弦纹。口径17∙4�残高
6∙7厘米 （图十�5）。06ＨＭＤⅡＴ1⑦∶46�夹细
砂褐陶。肩部饰细绳纹。残高3∙9厘米 （图十�
6）。06ＨＭＳⅡＨ18∶49�夹细砂灰褐陶。沿较平�
矮领。内沿饰横向细绳纹�器身饰细绳纹�领部
饰抹压弦纹。口径8∙8、残高7∙5厘米 （图十�
7）。06ＨＭＳⅡＨ18∶44�夹细砂褐陶�施褐色陶
衣。素面。残高3∙6厘米 （图十�8）。06ＨＭＤ
ⅡＴ1⑦∶39�夹细砂黑陶。沿下模印弦纹、篮纹。
残高4∙2厘米 （图十�9）。

ＡａⅡ式：唇部贴塑附加堆纹。28件。06
ＨＭＳⅡＨ18∶20�夹细砂灰褐陶。卷沿。内沿饰横
向细绳纹�器身饰细绳纹�唇下贴塑附加堆纹一
圈。口径16、残高6∙2厘米 （图十�10）。

Ａｂ型：方唇。38件。又按唇部有无贴塑附
加堆纹�分为两式。

ＡｂⅠ式：唇部无贴塑附加堆纹。15件。06
ＨＭＳⅡＨ18∶33�夹细砂灰褐陶。矮领。沿下以细
绳纹为底纹�上模印弦纹�肩部饰细绳纹。残高
6∙5厘米 （图一一�3）。

ＡｂⅡ式：唇部贴塑附加堆纹。24件。06
ＨＭＳⅡＨ18∶8�夹粗砂黄陶。平沿�高领。内沿
饰横向细绳纹�唇下贴塑附加堆纹一圈�颈部饰
细绳纹�肩部饰附加堆纹一圈。残高8∙8厘米
（图一一�1）。06ＨＭＤⅡＴ1⑦∶41�夹细砂灰褐
陶。内、外唇饰细绳纹�外唇贴塑附加堆纹一圈�
其下饰斜向细绳纹。残高5∙4厘米 （图一一�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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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一一　新石器时代陶罐

1、2、8．ＡｂⅡ式罐 （06ＨＭＳⅡＨ18∶8、06ＨＭＤⅡＴ1⑦∶41、06ＨＭＳⅡＨ18∶12）
3．ＡｂⅠ式罐 （06ＨＭＳⅡＨ18∶33） 　4．Ａｄ型罐 （06ＨＭＳⅡＨ18∶25） 　5．Ａｃ
型罐 （06ＨＭＳⅡＴ2⑧∶6） 　6．Ｂａ型罐 （06ＨＭＳⅡＨ18∶36） 　7、9．ＢｂⅠ式罐
（06ＨＭＤⅡＴ1⑦∶13、Ｈ18∶31） 　10、12．ＢｂⅡ罐 （06ＨＭＤⅡＴ2⑦∶13、Ｈ18∶15）

11．Ｂｃ型罐 （06ＨＭＳⅡＨ13∶3） （皆约1／2）

06ＨＭＤⅡＨ18∶12�夹细砂褐陶。沿
稍平。内沿饰横向细绳纹�外唇贴塑
附加堆纹一圈�堆纹下饰斜向细绳纹。
残高4∙8厘米 （图一一�8）。

Ａｃ型：尖圆唇。2件。06ＨＭＳⅡ
Ｔ2⑧∶6�夹细砂褐陶。沿稍平。口沿
下饰斜向细绳纹�绳纹上贴塑附加堆
纹两圈。残高 4∙2厘米 （图一一�
5）。

Ａｄ型：叠唇。5件。06ＨＭＳⅡ
Ｈ18∶25�夹细砂褐陶。卷沿�圆叠
唇。沿下饰细绳纹。残高 3∙2厘米
（图一一�4）。
Ｂ型：敞口�长颈。38件。按唇

部特征分为三个亚型。
Ｂａ型：圆唇。21件。06ＨＭＤⅡ

Ｈ18∶36�夹细砂黑陶。卷沿。唇下饰
粗绳纹。残高 6厘米 （图一一�6）。
06ＨＭＤⅡＴ1⑦∶9�夹细砂灰白陶。
内、外唇饰斜向细绳纹�唇下贴塑附
加堆纹一圈。残高 3∙8厘米 （图一
二�6）。

Ｂｂ型：方唇。15件。按唇部有
无贴塑附加堆纹�分为两式。

ＢｂⅠ式：唇下无附加堆纹。6件。
06ＨＭＤⅡＴ1⑦∶13�夹细砂红陶。唇
下饰指甲纹一圈。残高2∙7厘米 （图
一一�7）。06ＨＭＤⅡＨ18∶31�夹细
砂红陶。卷沿。唇下饰细线纹�颈部
贴塑附加堆纹一圈。残高 5∙4厘米
（图一一�9）。
ＢｂⅡ式：唇下贴塑附加堆纹。10件。06

ＨＭＤⅡＴ2⑦∶13�夹细砂褐陶。内沿饰横向细绳
纹�外唇贴塑附加堆纹一圈�堆纹下饰斜向细绳
纹。残高 5∙1厘米 （图一一�10）。06ＨＭＳⅡ
Ｈ18∶15�夹细砂褐陶。沿较平。内沿饰横向细绳
纹�唇下贴塑附加堆纹一圈。残高4∙7厘米 （图
一一�12）。06ＨＭＤⅡＴ1⑦∶10�泥质褐陶�红
胎。圆叠唇。唇下饰纵向细绳纹。残高4∙6厘米
（图一二�4）。
Ｂｃ型：叠唇。4件。06ＨＭＳⅡＨ13∶3�夹细

砂褐陶。卷沿�方叠唇。唇以下饰细绳纹�绳纹

上贴塑一圈附加堆纹。残高8∙7厘米 （图一一�
11）。

Ｃ型：侈口�深沿�沿面内凹。1件。06
ＨＭＳⅡＨ18∶42�夹细砂褐陶。卷沿。颈部饰细绳
纹。残高4∙3厘米 （图一二�5）。

Ｄ型：直口。6件。按唇部特征分为两个亚
型。

Ｄａ型：圆唇。4件。06ＨＭＳⅡＨ18∶51�泥
质黄褐陶�褐色陶衣。斜肩。肩部饰戳印纹。残
高2∙4厘米 （图一二�1）。

Ｄｂ型：叠唇。2件。06ＨＭＤⅡＹ1∶10�夹细
砂红陶。方叠唇。口部以下饰斜向细绳纹。残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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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一三　新石器时代陶钵

1．Ａａ型钵 （06ＨＭＤⅡＴ1⑦∶20）　2．Ａｂ型钵 （06ＨＭＤⅡＴ2⑦∶8）　3、4．Ａｃ型钵
（06ＨＭＤⅡＴ1⑦∶23、28）　5～8．Ｂａ型钵 （06ＨＭＤⅡＴ1⑦∶6、06ＨＭＳⅡＨ18∶54、
06ＨＭＤⅡＴ1⑦∶26、06ＨＭＤⅡＴ2⑦∶5）　10．Ｂｂ型钵 （06ＨＭＤⅡＴ2⑦∶2、06ＨＭＳⅡ
Ｈ18∶53）　9、11．Ｂｃ型钵 （06ＨＭＤⅡＨ18∶13、06ＨＭＤⅡＹ1∶13）（9、11．用比例尺

2．其余用比例尺1）

5∙2厘米 （图一二�2）。06ＨＭＤⅡＹ1∶7�夹细
砂红陶。方叠唇。口部以下饰斜向细绳纹。残高
10∙4厘米 （图一二�3）。

钵　发现数量较多。78件。多为泥质陶�
纹饰发达�素面也占一定比例。按口部特征分为
两型。

Ａ型：直口或微敛口。39件。按
唇部特征分为三个亚型。

Ａａ型：圆唇。24件。06ＨＭＤⅡ
Ｔ1⑦∶20�泥质黑陶。微敛口。腹部饰
两组线状刻画纹�每组两圈�两组间
饰圆圈纹。残高 2∙1厘米 （图一三�
1）。

Ａｂ型：方唇。12件。06ＨＭＤⅡ
Ｔ2⑦∶8�泥质灰陶。口部以下饰两组
平行剔刺纹�每组两行。残高3∙1厘
米 （图一三�2）。

Ａｃ型：尖唇。3件。06ＨＭＤⅡ
Ｔ1⑦∶23�泥质灰陶。近直口�弧腹。
口、腹处饰一道弦纹�弦纹下饰圆圈
纹。残高6∙1厘米 （图一三�3）。06
ＨＭＤⅡＴ1⑦∶28�泥质黑陶。近直口�
弧腹。口、腹处饰一道弦纹�弦纹下
饰三角状鱼鳞纹。残高3∙8厘米 （图
一三�4）。

Ｂ型：敛口。40件。按唇部特征分为三个亚
型。

Ｂａ型：圆唇。23件。06ＨＭＤⅡＴ1⑦∶6�泥
质黑陶。弧腹。唇上饰细线纹。残高 10厘米
（图一三�5）。06ＨＭＳⅡＨ18∶54�泥质黄褐陶。
最大径靠近口部。唇以下以两排为一组�饰两组
戳印纹。残高3∙1厘米 （图一三�6）。06ＨＭＤ
ⅡＴ1⑦∶26�泥质黑陶。弧腹。唇下饰圆圈纹�
两圆圈纹之间以细弦纹或镂孔相间。残高4∙1厘
米 （图一三�7）。06ＨＭＤⅡＴ2⑦∶5�夹细砂灰
陶。弧腹。唇上饰刻划纹�唇下饰细线纹两周。
残高6∙1厘米 （图一三�8）。

Ｂｂ型：方唇。14件。06ＨＭＤⅡＴ2⑦∶2�泥
质黑陶。素面。残高3∙8厘米 （图一三�9）。06
ＨＭＤⅡＨ18∶53�泥质黑陶�红胎。唇下饰一组圆
圈纹�三行。残高5∙4厘米 （图一三�10）。

Ｂｃ型：尖唇。3件。06ＨＭＤⅡＹ1∶13�泥质
黑陶。弧腹。上腹部饰两道弦纹�弦纹中间饰圆
圈纹一周。残高3∙5厘米 （图一三�11）。

盆　4件。06ＨＭＳⅡＨ13∶4�夹细砂褐陶。
敞口�卷沿�圆唇。素面。残高6∙2厘米 （图一
四�1）。06ＨＭＤⅡＴ1⑦∶47�泥质磨光黑陶。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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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一四　新石器时代陶器

1～3．盆 （06ＨＭＳⅡＨ13∶4、06ＨＭＤⅡＴ1⑦∶47、06ＨＭＳⅡＨ13∶5） 　4、5．瓮
（06ＨＭＳⅡＨ13Ⅱ1、06ＨＭＳⅡＨ18∶52） 　6、7．器底 （06ＨＭＤⅡＴ1⑦∶20、
06ＨＭＳⅡＨ18∶57） 　8．陶球 （06ＨＭＤⅡＴ1⑦∶3） 　9．陶饼 （06ＨＭＤⅡＴ1⑦
∶15） （2、4、9．用比例尺1�其余用比例尺2）

口�沿稍平�斜腹。腹部饰两道瓦棱
纹。残高5∙8厘米 （图一四�2）。06
ＨＭＳⅡＨ13∶5�泥质黄陶�施褐色陶
衣。敞口�卷沿�圆唇。素面。残高
4∙6厘米 （图一四�3）。

瓮　4件。按唇部特征分为两型。
Ａ型：圆唇。3件。06ＨＭＳⅡ

Ｈ13∶1�夹细砂黑陶。敛口。腹部饰
斜向细绳纹。残高 5∙6厘米 （图一
四�4）。

Ｂ型：方唇。1件。06ＨＭＳⅡ
Ｈ18∶52�泥质黑陶�红胎。敛口�腹
微收。腹部饰斜向细绳纹。残高4∙6
厘米 （图一四�5）。

器底　58件。底部施交错绳纹。
06ＨＭＤⅡＴ1⑦∶20�夹细砂灰褐陶。
平底。底径 11、残高 1厘米 （图一
四�6）。06ＨＭＳⅡＨ18∶57�夹细砂红
陶。斜腹�平底。底径13、残高1∙8
厘米 （图一四�7）。

饼　1件。06ＨＭＤⅡＴ1⑦∶15�
夹细砂红陶�用残陶片二次加工而成。
近圆形。正面饰细绳纹。直径 5∙1、
厚0∙6厘米 （图一四�9）。

陶球　1件。06ＨＭＤⅡＴ1⑦∶3�
近球体。细泥质红陶�捏制�实心。
表面稀疏分布有捏压痕及数道刻痕。
直径8厘米 （图一四�8）。
2、石器　数量较多�制法有打制、磨制、

琢制。种类有斧、锛、凿、刀、穿孔石刀、细石
器等。

打制石器　数量较少�一般器物表面打制平
整�刃部磨制。

斧　1件。06ＨＭＳⅠＭ1填：15�青色板岩。
平面长条形。一面打制平整�一面打制成弧形�
刃部磨制�双面弧刃�略侧锋。长 12∙7、宽
5∙1、厚2∙1厘米 （图一五�1）。

刀　2件。06ＨＭＤⅠＴ2④∶3�灰白色片岩。
扁平�平面近梯形。一面较平�一面略成弧形�
上部中间略突起�便于把握�刃部残。长13∙9、
宽7∙2、厚1∙5厘米 （图一五�2）。06ＨＭＤⅡＴ1

⑦∶4�褐色砂岩。扁平状�平面长条形。两面打
制规整�近平面�周侧打制平整�双面弧刃�中
锋。长 13∙8、宽 6∙8、厚 1∙2厘米 （图一五�
3）。

磨制石器　多数刃部磨制精细。以斧、锛、
穿孔石刀为主。

斧　32件。分两型。
Ａ型：23件。体宽扁。06ＨＭＤⅡＴ1⑦∶1�青

灰色花岗岩�较厚重。平面近似梯形。一面打磨
光滑�一面上部有打制疤痕�近刃部磨光�两侧
面略经打磨�弧刃�中锋。长7∙5、宽7∙4、厚3
厘米 （图一六�1）。06ＨＭＳⅡＨ18∶60�青色硅质
板岩�仅残存刃部。梯形。两侧打磨成圆棱�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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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一六　新石器时代磨制石器、角器
1、3．Ａ型石斧 （06ＨＭＤⅡＴ1⑦∶1、06ＨＭＳⅡＨ18∶60）　2、4．
Ｂ型石斧 （06ＨＭＳⅠＭ1填：10、06ＨＭＳⅠＭ1填∶16）　5．石
胚 （06ＨＭＤⅡＴ2⑦∶3）　6、7．石核 （06ＨＭＳⅡＴ1⑦∶6、
06ＨＭＳⅠＭ1填∶11）　8．刮削器 （06ＨＭＳⅠ　Ｍ1填∶5）

9．角器 （06ＨＭＳⅡＨ18∶10）

面弧刃�中锋。长 5∙9、宽 6∙9、厚 2∙2厘米
（图一六�3）。
Ｂ型：9件。体窄长。2006ＨＭＳⅠ填土：10�

青色泥质板岩。梯形。两面及两侧打制�刃部打
磨光滑�双面弧刃�中锋。长6∙9、宽3∙9、厚
1∙5厘米 （图一六�2）。06ＨＭＳⅠＭ1填：16�
绿色硅质板岩。梯形。上缘部分未经修饰�一侧
打磨平整成圆棱�双面弧刃�中锋。长10∙7、宽
4∙5、厚3∙1厘米 （图一六�4）。

石锛　10件。分两型。
Ａ型：8件。体宽扁�梯形。06ＨＭＤⅡＨ18

∶2�浅灰色蛇纹板岩。通体打磨光滑�局部保留
自然状�侧面打磨成棱�顶端未经修饰�单面弧
刃�侧锋。长7∙8、宽4∙5、厚1∙8厘米 （图一
七�1）。06ＨＭＳⅡＨ18∶8�青灰色泥质板岩。横
剖面长方形。通体打磨光滑�两侧打磨光滑成
棱�单面弧刃�侧锋。长 8∙2、宽 3∙7、厚 1∙1

厘米 （图一七�2）。06ＨＭＤⅡＨ10∶2�绿色蛇纹
岩。通体打磨精致光滑�侧面打磨成圆棱�顶端
未经修饰�单面弧刃�侧锋。长 5∙9、宽 3∙3、
厚1∙2厘米 （图一七�3）。

Ｂ型：2件。体窄长。06ＨＭＤⅡＴ2③∶1�青
灰色泥质板岩。通体磨光�两侧略残。长条形。
单面弧刃�侧锋。长4∙5、宽2∙4、厚0∙6厘米
（图一七�4）。06ＨＭＤⅡＴ1⑦∶5�青色泥质板岩�
顶端残。长条形。通体磨光�单面弧刃�侧锋。
长5∙2、宽2∙8、厚0∙7厘米 （图一七�5）。

石凿　7件。分三型。
Ａ型：1件。横剖面正方形�两端成刃。

06ＨＭＳⅡＨ18∶7�褐色斑点状变质岩。平面近似
等腰三角形。通体磨光�两端分别磨制成刃�均
双面弧刃�中锋。长9∙2、宽1∙5、厚1∙5厘米
（图一七�7）。
Ｂ型：4件。横剖面椭圆形。06ＨＭＤⅡＴ1⑦

∶7�黑色变质岩。平面近似等腰三角形。通体磨
光�刃部精细�双面弧刃�中锋。长 4∙9、宽
1∙6、厚0∙9厘米 （图一七�8）。

Ｃ形：2件。体扁平。06ＨＭＳⅡＨ18∶9�青白
色。平面长条形�一侧圆弧形。一面琢制平整�
一面磨制光滑�两侧出棱�刃部精细�双面弧
刃�中锋�有使用痕迹。长6∙2、宽1∙7、厚1∙1
厘米 （图一七�6）。

石刀　1件。06ＨＭＳⅡＨ18∶19�绿色斑点状
板岩。平面呈半月形。通体打磨光滑�上缘打磨
出棱�下缘及一侧边缘打磨出双面弧刃�中锋。
长7∙8、宽4∙2、厚0∙9厘米 （图一八�2）。

穿孔石刀　11件。06ＨＭＤⅡＴ2⑥∶3�斑状
砾石。平面呈长条形。通体磨制光滑�上缘平
滑�近上部边缘保留有一穿孔�双面管钻。下缘
及一边缘磨成单面刃�侧锋。长 5∙5、宽 3∙1、
厚0∙6厘米 （图一八�1）。06ＨＭＳⅡＴ3⑦∶12�
灰色泥质板岩。为半成品。平面呈长方形。通体
打磨光滑�上下缘磨制出棱�中间一穿孔�未穿
透�单面管钻�下缘刃部尚未磨出刃部。长4∙6、
宽3∙4、厚0∙8厘米 （图一八�3）。06ＨＭＤＹ1∶
2�褐色砂岩。平面呈半月形。通体打磨光滑�上
部边缘切割出一横向梭形槽�槽中间双面管钻一
穿孔�下缘及两侧边缘打磨出双面弧刃�中锋。
长10∙3、宽3∙7、厚0∙9厘米 （图一八�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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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一七　新石器时代磨制石锛、石凿
1～3．Ａ型石锛 （06ＨＭＳⅡＨ18∶2、18、06ＨＭＳⅡＨ10∶2） 　4、
5．Ｂ型石锛 （06ＨＭＤⅡＴ2③∶1、06ＨＭＤⅡＴ1⑦∶5） 　6．Ｃ型
石凿 （06ＨＭＳⅡＨ18∶9） 　7．Ａ型石凿 （06ＨＭＳⅡＨ18∶7）

8．Ｂ型石凿 （06ＨＭＤⅡＴ1⑦∶7）

图一八　新石器时代磨制石刀、穿孔石刀
1、3～5．穿孔石刀 （06ＨＭＤⅡＴ2⑥∶3、06ＨＭＳⅡＴ3⑦∶12、
06ＨＭＤⅡＹ1∶2、06ＨＭＤⅡＴ2⑥∶2） 　2．石刀 （06ＨＭＳⅡ

Ｈ18∶19）

06ＨＭＤⅡＴ2⑥∶2�青色。长条形。通体打磨光
滑�上缘圆角�近上部边缘保留2钻孔�双面管
钻�下缘及一边缘磨出双面弧刃�中锋�刃部使
用痕迹明显�磨损严重。长7∙9、宽2∙9、厚0∙7
厘米 （图一八�5）。

石坯　1件。06ＨＭＤⅡＴ2⑦∶3�青灰色硅质
板岩。梯形。前端较宽�后端未经修饰�一面琢
打平整�一面保留有开料时的凹坑�两侧琢磨平
整光滑。长8∙5、宽3∙9、厚1∙8厘米 （图一六�
5）。

细石器 12件。数量较少。以石核、刮削器
为主。

石核　8件。06ＨＭＳⅡＴ1⑦∶6�褐色燧石。
平面近三角形。四周可见打击疤痕。长2∙2�宽

2∙1�厚1厘米 （图一六�6）。06ＨＭＳⅠＭ1填∶
11�黑色燧石。平面近四边形。顶端有打击痕迹�
平面有数道横向剥片痕迹。长3∙6、宽2∙2、厚
1∙2厘米 （图一六�7）。

刮削器　4件。06ＨＭＳⅠＭ1填：5�黑色燧
石。平面近椭圆形。两侧边可见打击点2个及数
道剥片痕迹。长2∙2、宽1∙6、厚0∙8厘米 （图
一六�8）。
3、角器　1件。06ＨＭＳⅡＨ18∶10�褐色。

长条形�上下端残断。通体打磨光滑。两面可见
细密刮痕。长4∙5、宽0∙9、厚0∙5厘米 （图一
六�9）。

三、商周文化遗存
（一 ） 遗迹
仅发现墓葬�共8座�均位于ＨＭＳⅡ区�为

长方形竖穴土坑墓。排列有序�方向基本一致�
应为一经过规划的墓地 （图一九 ）。

Ｍ2　位于Ｔ1西南。开口于④ｂ层下�直接
打破⑨层。方向330°。墓口距地表1∙15～1∙4、
长2∙48、最宽0∙76米。宽0∙12～0∙15米。填灰
黑色、夹红烧土颗粒细砂粘土。中部土色偏黑�
平面为长方形�推测为棺具腐朽后形成。墓室东
北角立有一长0∙42、宽0∙18米的块石�可能用
作标记墓室的位置。人骨腐朽无存。墓主头端放
置夹粗砂黑陶罐1个�脚端放置夹粗砂陶钵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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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十九　商周墓葬平面分布图

图二○　Ｍ2平、剖面图
1．陶罐　2、3、4．陶钵　5、6．玉璜

图二一　Ｍ3平、剖面图
1．陶罐　2、3．陶钵　4．陶碗

图二二　Ｍ6平、剖面图
1．陶罐　2、3、4．陶钵　5、6．石箭镞

个�另在墓主颈部放置有2件残玉器�平面半璧
形�一端磨平�另一端残�从形制上看可能为玉
璜或玉玦�从出土于颈部和大小直径仅2∙8厘米
推测�应为玉玦 （图二十 ）。

Ｍ3　位于Ｔ2东部�开口于⑥层下�直接打
破⑨层。方向 328°。墓口距地面 1∙85～2∙15、
长1∙88、宽0∙62米。填灰黑色、夹杂红烧土颗
粒细砂粘土。墓室东北角发现一长约0∙4米块
石�应作标记墓室位置用。人骨架腐朽无存。墓
主头端放置夹粗砂黄褐陶罐1个�脚端放置夹粗
砂陶钵2个、陶碗1个 （图二一 ）。

Ｍ6　位于 Ｔ2北隔梁、Ｔ3南部。开口⑥层
下�打破⑦、⑨层。方向 328°。墓口距地面深

1∙8～1∙95、长2∙42、宽0∙82米。填灰黑色�夹
杂红烧土颗粒细砂粘土。墓主骨架以上覆有两排
小型块石。其中一排约 9块�石块直径约 0∙2
米�一排约4块�直径约0∙1米。人骨架保存较
差�残存部分肢骨、头骨。墓主头端放置夹粗砂
黑陶罐1个�脚端放置夹粗砂陶钵3个�膝盖处
放置石箭镞2枚 （图二二 ）。

Ｍ7　位于Ｔ3南部、Ｔ2北隔梁下。开口⑥层
下�打破⑨层。方向325°。墓口距地面深1∙9～
2、长1∙25、宽0∙45米。填灰黑色�夹杂红烧土
颗粒细砂粘土。人骨架腐朽无存。墓主头端放置
陶罐1个�脚端放置陶钵1个 （图二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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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二三　Ｍ7平、剖面图
1．陶罐　2．陶钵

图二四　商周墓葬出土陶罐、陶碗
1．双耳罐 （06ＨＭＳⅡＭ4∶1） 　2．罐 （06ＨＭＳⅡＭ3∶1）
3、4．碗 （06ＨＭＳⅡＭ4∶4、06ＨＭＳⅡＭ3∶4） （皆约为1／2）

图二五　商周墓葬出土陶钵、石箭镞、玉块
1、2．Ａａ型钵 （06ＨＭＳⅡＭ6∶3、06ＨＭＳⅡＭ8∶2）　3．Ａｂ型钵
（06ＨＭＳⅡＭ3∶3）　4、6．Ｂａ型钵 （06ＨＭＳⅡＭ2∶3、06ＨＭＳⅡＭ2∶2）　
5．Ｂｂ型钵 （06ＨＭＳⅡＭ2∶4）　7、8．Ｃａ型钵 （06ＨＭＳⅡＭ9∶1、
06ＨＭＳⅡＭ9∶2）　9．Ｃｂ型钵 （06ＨＭＳⅡＭ8∶3）　10．Ｂｃ型钵
（06ＨＭＳⅡＭ3∶2）　11．Ａ型石箭镞 （06ＨＭＳⅡＭ3∶2）　12．Ｂ型石
箭镞 （06ＨＭＳⅡＭ4∶5）　13．玉块 （06ＨＭＳⅡＭ2∶5）（11～13用比

例尺1�其余用比例2）

　　 （二 ） 遗物
1、陶器　均为夹粗砂陶�手制�火候较低。

器形有罐、钵、碗等。
双耳罐　仅发现1件。06ＨＭＳⅡＭ4∶1�夹粗

砂灰褐陶。侈口�卷沿�圆唇�鼓腹�斜直领�
领附两耳�平底。口径 10、底径 7∙8、腹径
17∙6、高19∙6厘米 （图二四�1）。

罐　5件。仅修复1件�5件形制相近。06
ＨＭＳⅡＭ3∶1�黄褐陶�局部黑褐。小侈口�圆
唇�高领�鼓腹�小平底。口径8∙8、腹径13、
底径5∙8、高18∙2厘米 （图二四�2）。

碗　4件。06ＨＭＳⅡＭ4∶4�夹粗砂黑陶。圆
唇�敞口�斜壁。底接地处微内曲�饰叶脉纹。

口径 15∙2、底径 7∙4、高 7∙2厘米 （图二四�
3）。06ＨＭＳⅡＭ3∶4�黑陶。敞口�圆唇�斜直
腹�器腹较深。底饰叶脉纹。口径 11∙8、底径
5∙4、高6∙6厘米 （图二四�4）。

钵　根据口唇形态可分为三型。
Ａ型：敛口�尖圆唇�唇部较薄。根据腹部

和器底形态可分为两个亚型。
Ａａ型：2件。斜腹较直�最大径靠口部�平

底。06ＨＭＳⅡＭ6：3�夹粗砂黑陶。底饰叶脉
纹。口径11∙2、腹径12∙2、底径5∙6、高9厘米
（图二五�1）。06ＨＭＳⅡＭ8：2�夹粗砂黑陶�
局部泛红。底饰叶脉纹。口径11∙7、腹径12∙4、
底径5∙5、高8∙2厘米 （图二五�2）。

Ａｂ型：1件。斜腹外弧�接地处内曲成假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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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二六　06ＨＭＳＩＭ1平剖面图

足�最大径口部偏下。06ＨＭＳⅡＭ3∶3�夹粗砂
黑陶�靠近底部泛红。口径9∙4、腹径10∙2、底
径5∙2、高5∙8厘米 （图二五�3）。

Ｂ型：敛口�方圆唇�唇部较厚。根据腹部
和底部形态可分为2个亚型。

Ｂａ型：2件。斜腹近直�平底。06ＨＭＳⅡ
Ｍ2∶2�夹粗砂黑陶。最大径靠口部�底饰叶脉
纹。口径10、腹径11∙2、底径4∙4�高7∙4厘米
（图二五�6）。06ＨＭＳⅡＭ2∶3�夹粗砂黑陶�局
部泛红。最大径偏下�靠近腹部�腹部微微内
曲。底饰叶脉纹。口径11∙2、腹径12∙2、底径
6∙2、高7∙8厘米 （图二五�4）。

Ｂｂ型：1件。斜腹近直�底略圜。06ＨＭＳ
ⅡＭ2∶4�夹粗砂黑陶�靠近底部泛红。最大径偏
下�靠近腹部。口径11、腹径11∙6、底径3�高
7∙8厘米 （图二五�5）。

Ｂｃ型：1件。曲腹�平底。06ＨＭＳⅡＭ3∶2�
夹粗砂黑陶�底部泛灰。最大腹径靠近口沿。底
饰叶脉纹。口径10∙8、底径6、高4∙8厘米 （图
二五�10）。

Ｃ型：尖圆唇�唇部向上挑起形成直口。根
据肩部形态分为两个亚型。

Ｃａ型：2件。肩部不明显�最大径靠口部�
斜腹较直�平底。06ＨＭＳⅡＭ9∶1�夹粗砂黑陶�
局部泛红。口径11∙7、腹径14∙4、底径5∙2、高
7∙6厘米 （图二五�7）。06ＨＭＳⅡＭ9∶2�夹粗
砂黑陶。底饰叶脉纹。口径 12∙6、腹径 13∙2、
底径5∙2、高7∙5厘米 （图二五�8）。

Ｃｂ型：1件。圆肩�斜腹�最大
径偏下靠腹部�平底。06ＨＭＳⅡＭ8
∶3�夹粗砂黑陶。口径 10∙2、腹径
11∙8、底径 3∙2、高 7∙6厘米 （图二
五�9）。
2、石器　仅发现石箭镞。分两

型。
Ａ型：体瘦长。06ＨＭＳⅡＭ8∶5灰

白色。平面呈三角形�顶端平整�较
薄。通体打磨光滑�两侧磨制成刃�
双面弧刃。长3∙1、宽1、厚0∙1厘米
（图二五�11）。
Ｂ型：体扁平。06ＨＭＳⅡＭ4∶5灰

色。平面呈三角形�顶端平整�略厚。通体打磨
光滑�两侧磨制成刃�双面弧刃。长2∙2、宽1、
厚0∙1厘米 （图二五�12）。
3、玉器　仅发现有珥。
玉珥　2件。06ＨＭＳⅡＭ2∶5灰色。黄玉质。

素面。长 2∙8、宽 1∙5、厚 0∙3厘米 （图二五�
13）。

三、汉代文化遗存
（一 ） 遗迹
汉代文化遗迹仅发现墓葬1座。
Ｍ1　位于ＨＭＳⅠ区Ｔ1西部�西北部延伸至

探方外。开口②层下�方向280°。圆角长方形竖
穴土坑木椁墓。开口距地面0∙25、长4∙6、最宽
2∙25米�墓底距地面 2∙4、长 4∙1、宽 1∙6米。
墓坑内填黑褐色五花粘土。椁室长4、宽1∙6米。
椁底距墓口2∙4米。椁板已朽。棺室置于西部�
已朽�长2、宽1∙45米。棺内南北向排列人骨架
2具。北侧一具仰身直肢�头向西北�面向上�
胸骨缺失�残高1∙7米；南侧一具仰身�下肢微
曲�头向东南�面向北侧骨架�残高1∙2米。随
葬品均放在椁室东侧。放置泥质陶罐3个、陶碗
1个、陶灶1个�陶罐南侧放置五铢1串�共23
枚�并在其周围发现极少量漆器痕迹 （图二六 ）。

（二 ） 遗物
1、陶器　均为泥质陶�火候较高。
碗　Ｍ1∶1�泥质灰褐陶。敞口�圆唇�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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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二七　Ｍ1出土陶器
1～3．陶罐 （06ＨＭＳＩＭ1∶3、4、2） 　4．陶碗 （06ＨＭＳＩＭ1∶1） 　5．陶灶
（06ＨＭＳＩＭ1∶5） 1～3适用比例尺2�4适用比例尺2�5适用比例尺3

图二八　麦坪遗址新石器时代晚期纹饰拓片

1．ＨＭＤⅡＴ1⑦∶60　2．ＨＭＤⅡＴ1⑦∶61　3．ＨＭＳⅡＨ13∶7
4．ＨＭＤⅡＴ1⑦∶62　5．ＨＭＳⅡＨ18∶81　6．ＨＭＤⅡＴ1⑦∶63

7．ＨＭＳⅡＨ18∶82　8．ＨＭＳⅡＨ18∶83

腹�平底。口径12、底径5∙6、高4∙4厘米 （图
二七�4）。

罐　Ｍ1∶2�泥质灰陶。侈口�方唇�上腹微
鼓�下腹斜收至底部�大平底。口径13∙6、底径
10∙2、腹径20∙8、高17∙4厘米 （图二七�3）。
Ｍ1∶3�泥质褐陶。侈口�圆唇�鼓腹�大平底。
口径 14∙4、腹径 28、残高 16厘米 （图二七�
1）。Ｍ1∶4�泥质灰陶。口微侈�圆唇�鼓腹�大
平底。口径 15∙6、底径 14∙6、腹径 24∙6、高
21∙6厘米 （图二七�2）。

灶　Ｍ1∶5�泥质褐陶�通体饰粗绳纹。灶体
呈长方形�前宽后窄�底面略弧。灶门开敞�近
似椭圆形；后端有烟突翘起�状如圆柱�内孔与
灶内不通。灶面开釜眼两个�前大后小。全长
39∙2�通高23∙2厘米 （图二七�5）。

2、铜器　仅发现有五铢。大部分钱文涣漫。
可辨字迹者�书体俱同。

五铢　Ｍ1∶6～1�方穿有郭。钱文字体较长�
铢字金旁三角很小�四点较短�朱头方折。孔径
2∙5、穿径1∙0厘米。

四、结语
麦坪遗址是大渡河中游目前发现的为数不多

的跨越新石器时代晚期、商周时期、
汉代沿用约2千年的古遗址�且地层
叠压关系清楚�堆积丰富。这次发掘
基本确认了大渡河中游新石器时代晚

期文化面貌�还发现了该区域商周时
期墓地�收获很大。

新石器时代晚期遗存发现有灰坑、
房址、窑废弃堆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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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二八、二九 ） 石器以斧、锛为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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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茂县营盘山遗
址 ［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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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



四川文物　2011年第3期 四川省汉源县麦坪遗址2006年发掘简报

图二九　麦坪遗址新石器晚期纹饰和汉墓五铢拓片

1．ＨＭＳⅡＨ18∶84　2．ＨＭＳⅠＭ1∶6　3．ＨＭＳⅡＨ18∶84
4．ＨＭＳⅡＨ18∶57

栏山遗址 ［5］、咪咪啷等遗址 ［6］�应该有一定联
系。出土的敞口宽沿罐、敞口平沿矮领罐、敛口
瓮等和成都平原的三星堆一期～宝墩同类器形相
似 ［7］；遗址盛行半月形穿孔石刀�和澜沧江上游
以昌都卡若 ［8］为代表的遗址相似。遗址早期的包
含物中体现出包括岷江上游地区、安宁河流域、
成都平原等区域文化因素�这当与遗址地处横断
山脉东缘�大渡河中游�位于文化南北交流传播
的重要通道上有关。汉源县为唐青溪道上重镇�
是川滇文化交流的重要通道之一�再加上地处横
断山脉东缘�而横断山脉已被公认为藏彝羌民族
迁徙走廊�为我国早期文化南北向传播的重要通
道之一。我们初步推断遗址的年代距今至少4000
年。根据北京大学加速器质谱实验室和第四纪年
代测定实验室对选送的炭样本进行的碳十四测

年�经树轮校正�发现麦坪新石器晚期的年代范
围大致在距今4500年～4700年之间。

麦坪遗址文化面貌在库区内有一定的分布�
大渡河左岸自东向西分别布列有狮子山遗址、龙
王庙遗址、大地头遗址、姜家屋脊遗址 ［9］等�以
上诸遗址从调查、试掘来看很有可能属于同一时
期相同文化面貌遗存�且其地理分布上没有明显

的间隔�我们初步认为可以作同一大遗址考虑。
商周时期遗存发现有墓葬8座。其随葬组合

清晰�器物独特�不见于目前的已知的商周考古
发现�代表了一种全新的考古学文化面貌�是这
次发掘的重要收获。出土陶器总体风格似乎和安
宁河流域礼州文化有一定的渊源�和滇西地区可
能也有相当联系。所见陶碗和云南弥渡苴力石
墓 ［10］同类器形很接近�陶钵和凉山会理粪箕湾
墓地 ［11］出土同类器相似。器物底部施 “叶脉纹 ”
是川滇民族走廊内商周、汉早期土著民族的风
格。综合来看�这批墓葬年代和以上遗址年代相
当或略早。但由于现可比较的资料较少�我们初
步将墓葬年代定在商周时期。这批墓葬资料的发
现对于全面了解大渡河中游的考古学文化面貌�
特别是对民族走廊内民族的迁徙、融合�文化的
交流提供了新的重要资料。

有意思的是�这些墓葬大都在墓的一角或附
近置立一块石块�推测可能用作墓葬标记�这种
现象不见于四川同时期遗存�表明墓地事先是经
过一定的规划。当然�排列整齐的墓地在四川和
国内其它地区都不少见�但是用石块作为墓葬位
置标记的尚属首次发现。为我们探讨商周时期墓
地的埋葬和管理提供了重要的线索。

汉代遗存发现有墓葬一座。出土陶罐、陶碗、
陶灶和五铢钱等。出土陶灶和汉源桃坪墓地 ［12］出
土同类器非常接近；出土五铢也见于广州 ［13］等
地。估计其年代也相当�在西汉晚期偏早。

（遗址全景及商周墓葬出土器物�见彩页图
版壹、贰 ）

附记：参加发掘人员有郭富、任江、兰犁、黄强、
卫洪强、李艳等。线图由李建纬、黄家全绘制�修复由
匡汉斌、牛源负责�照片由江聪、兰犁拍摄�拓片由郭
富完成。报告编写中李昭和、孙智彬、胡昌钰、陈德安、
雷雨、陈祖军、金国林诸位先生给与了许多宝贵意见�
在此谨致谢忱。

执笔：郭富、任江、万娇
注释：
［1］ 大渡河中游考古队： 《四川汉源县2001年度的调查和

试掘》� 《成都考古发现》（2001）�科学出版社�2003年。
［2］ 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所、阿坝州文物管理所、汶川县

文物管理所： 《四川汶川县姜维城新石器时代遗址发掘报告》�
《四川文物》2004年增刊。

［3］ 成都市文物考古研究所等： 《四川茂县营盘山遗址试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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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告》� 《成都考古发现》（2000）�科学出版社�2002年。

［4］ 西昌市文物管理所： 《四川西昌横栏山新石器时代遗址
调查》� 《考古》1998年第2期。

［5］ 凉山彝族自治州博物馆、成都市文物考古研究所、西
昌市文物管理所： 《四川西昌市咪咪啷遗址调查试掘报告》� 《成
都考古发现》（2004）�科学出版社�2006年。

［6］ 成都市文物考古研究所、四川大学历史系考古教研室、
早稻田大学长江流域文化研究所： 《宝墩遗址－新津宝墩遗址发
掘和研究》�有限会社阿普 （ＡＲＰ） 2000年。

［7］ ａ．西藏自治区文物管理委员会、四川大学历史系：
《昌都卡若》�文物出版社�1985年出版。ｂ．西藏文物管理委员
会： 《西藏昌都卡若新石器时代遗址试掘简报》� 《文物》1979
年第9期。

［8］ 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雅安市文物管理所、汉源县
文物管理所： 《四川省大渡河瀑布沟水电站淹没区文物调查简
报》�待刊。

［9］ 云南省博物馆文物工作队： 《云南弥渡苴力战国石墓》�
《文物》1986年第7期。

［10］ 会理县文物管理所等： 《四川会理县粪箕湾墓群发掘
简报》� 《考古》2004年第10期。

［11］ 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等： 《四川汉源桃坪遗址及墓
地考古发掘报告》� 《四川文物》2006年第5期。

［12］ 广州市文物管理委员会、广州市博物馆： 《广州汉
墓》�文物出版社�1981年。

［13］ 广州市文物管理委员会、广州市博物馆： 《广州汉
墓》�文物出版社�1981年。

附表一　麦坪遗址新石器时代晚期灰坑统计表

项目

坑号
层　位 形　状

大　小 （米 ）
口　径 坑　深

包　含　物 备　注

Ｈ5 开口⑥下�
打破⑦

半圆形�弧壁�
平底

直径1∙46 深0．26 包含有灰陶片、红陶片、褐陶片等

Ｈ7 开口⑥下�
打破⑨

椭圆形�弧壁�
圜底

最宽1∙2 深0．3 包含有夹细砂红陶二、三十片�夹细砂
灰陶数片

Ｈ8 开口⑤下�
打破⑨

椭圆形�弧壁�
圜底

最宽1∙35 深0∙14
填土分两层�①层红烧土颗粒夹黑色细
砂土�②层灰黑色细砂土�包含夹细砂
褐陶二、三十片�夹细砂红陶数片�碎
骨数块。

Ｈ10 开口⑥下�
打破Ｈ18

椭圆形�弧壁�
圜底

长径 1∙12、
短径0∙78

深 0∙24～
0∙26

堆积同 Ｈ8。包含物以夹砂褐陶为主�
十余片红陶�数片灰陶。坑内填埋较完
整的夹砂灰陶罐1件�石锛1件

Ｈ11 开口⑥下�
打破⑨

椭圆形�弧壁�
圜底

最宽1 深 0∙08～
0∙12 包含物以夹砂褐陶为主�红陶仅数片

Ｈ12 开口⑥下�
打破⑨

椭圆形�弧壁�
圜底

长径 0∙82、
短径0∙38 最深0∙28 堆积同Ｈ8。包含数片夹砂褐陶和夹细

砂红陶

Ｈ13 开口④ｂ下�
打破　 ⑨

椭圆形�弧壁�
圜底

长径 2∙08、
短径0∙96

深 0∙16～
0∙3

堆积同Ｈ8。坑四壁发现有较小的骨头
数块。包含夹细砂褐陶为主�红陶次
之�另有数片夹细砂灰陶等。可见器形
有侈口罐、敞口罐、盆等

底坑有意识摆放
有较大的砾石块
石5块

Ｈ16 开口⑥下�
打破 ⑦、⑨

椭圆形�弧壁�
圜底

长径 2∙92、
短径1∙62

深 0∙12～
0∙3

堆积同Ｈ8。坑四壁发现较小碎骨数块。
包含物以夹细砂褐陶为主�红陶次之�
另有少量夹细砂灰陶等。可见器形有侈
口罐、敞口罐等

坑底部有意识的
摆放较大的砾石
块石两排

Ｈ17 开口Ｈ16下�
打破⑨

椭圆形�弧壁�
圜底

直径0∙62 深 0∙12～
0∙15

包含物以夹细砂褐陶为主�红陶次之�
另有少量夹细砂灰陶

Ｈ18 开口⑥下�
打破⑨、⑩

椭圆形�弧壁�
圜底

可 见 长 径
（？） 4、短
径3∙5

深 0∙2 ～
0∙54

在排状砾石北面发现有大块骨骼2块及
较多的细小碎骨。包含物以夹细砂褐陶
为主�红陶次之�另有少量夹细砂灰陶
等。可见器形有侈口罐、敞口罐、敛口
钵、盆、瓮等

坑底有意识摆放
较大砾石块石一
排。旁边有小块
砾石砌成的槽状
遗迹

Ｈ20 开口⑥下�
打破Ｈ18

椭圆形�弧壁�
圜底

长径0∙8 深 0∙15～
0．18

堆积同Ｈ8。包含少量夹砂褐陶、夹砂
红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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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二　麦坪遗址墓葬登记表

墓号 形制 墓向 尺寸 （米 ） 层位 葬式 头向 面向 随葬品 时代 备注

Ｍ1
长方形
竖 穴 土
坑

280°
长4∙60最宽
2∙25、底 长
4∙1、宽 1∙6
米

开口②层下
1俱仰身直
肢�1具 仰
身�面向另
一俱

1 俱 头
向西北�
1 俱 头
向东南

上
陶碗 1、泥质灰陶罐
3、五铢 23枚、极少
漆器痕。

汉

Ｍ2
长方形
竖 穴 土
坑

330° 长 2∙48、最
宽0∙76米。

开口④ｂ层
下�打破⑨

陶罐1、Ｂａ型陶钵2、
Ｂｂ型陶钵1、玉珥2 商周

墓坑东北角有一长约
0∙42、宽约 0∙18米
块石�可能用于标记
墓室位置

Ｍ3
长方形
竖 穴 土
坑

325° 长 1∙88、最
宽0∙62米

开口⑥层下�
打破⑨

陶罐 1、陶碗 1、Ａｂ
型陶 钵 1、Ｂｃ型 陶
钵1

商周
墓坑东北角有一长约
0∙42米的块石�可
能是标记墓室位置所

Ｍ4
长方形
竖 穴 土
坑

325° 长 2∙20、最
宽0∙72米

开口⑥层下�
打破⑨ 仰身直肢

陶罐1、陶碗 3、石箭
镞2 商周

墓坑南部有一长约
0∙35米的块石�可
能用于标记墓室位置

Ｍ5
长方形
竖 穴 土
坑

325° 长 1∙54、最
宽0∙50米

开口⑥层下�
打破⑨ 商周

Ｍ6
长方形
竖 穴 土
坑

328° 长 2∙42、最
宽0∙82米

开口⑥层下�
打破⑦、⑨ 仰身直肢

陶罐1、Ａａ型陶钵1�
陶钵2、石箭镞2 商周

骨架上覆盖两排块
石�一排9块�一排
4块

Ｍ7
长方形
竖 穴 土
坑

325° 长 1∙25、最
宽0∙45米

开口⑥层下�
打破⑨ 陶罐1、陶钵1 商周

Ｍ8
长方形
竖 穴 土
坑

330° 长 2∙55、最
宽0∙75米�

开口⑤层下�
打破⑦、⑨ 仰身直肢

陶罐1、Ａａ型陶钵1、
Ｃｂ型陶钵1、陶钵1、
石箭镞1

商周

Ｍ9
长方形
竖 穴 土
坑

330° 残 长 1∙50、
最宽0∙78米

开口⑥层下�
打破Ｈ18 Ｃａ型陶钵2、陶钵1 商周

　　注：陶钵未注明型式者�均未修复。
附表三　2006汉源麦坪遗址ＨＭＤⅡＴ1⑦层陶系统计表

陶质

陶
色

数
量纹 饰

夹　砂　陶

黑 灰褐 黄褐 灰白 内红外黑 灰 灰黄 红

泥质陶 总计
百分比
（％ ）

黑 灰褐 灰白

细绳纹 458 420 35 18 210 375 1516 54∙50
粗绳纹 35 50 15 27 28 155 5∙54
交错绳纹 32 33 26 91 3∙26
细绳纹＋弦纹 13 6 10 29 1∙04
附加堆纹＋细绳纹 52 150 26 58 286 10∙21
附加堆纹 12 12 0∙432
戳印纹 5 6 11 0∙39
刻划纹 3 8 11 0∙39
细线纹 5 5 0∙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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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续表

陶质

陶
色

数
量纹 饰

夹　砂　陶

黑 灰褐 黄褐 灰白 内红外黑 灰 灰黄 红

泥质陶 总计
百分比
（％ ）

黑 灰褐 灰白

波浪纹 12 3 3 6 24 0∙865
圆圈纹 6 5 6 0∙23
蓖点纹 6 6 0∙20
剔刺纹 8 1 9 0∙30
瓦棱纹 2 0∙07
镂孔 2 0∙07
素面 120 124 18 10 35 90 5 397 14∙23
素面磨光 187 38 225 8∙04
合计 748 800 83 28 15 35 253 603 191 38 5
百分比 （％ ） 26∙7 28∙55 2∙96 1∙00 0∙54 1∙24 9∙03 21∙52 6∙77 1∙51 0∙18 28∙02 100

附表四　2006汉源麦坪遗址发掘Ｔ1⑦层器类统计表
陶 质

数　量　　陶　色器形

夹砂陶 泥质陶 总计 百分比

黑 灰褐 黄褐 褐 红 灰 灰白 黑 灰褐 黄

侈口罐 12 3 2 1 4 22 12∙09

敞口罐

卷

沿

唇下施附加

堆纹

唇下无堆纹

平沿

8 13 2 10 3 2 38 20∙88

3 16 2 4 1 26 14∙28
6 2 5 1 14 7∙69

直口 　 2 2 2 3 9 4∙95
喇叭口罐 1 1 1 3 1∙65
带耳罐 1 1 2 1∙10

钵
近直口 8 16 2 26 14∙28
敛口 7 15 1 23 12∙64

盆 2 2 1∙10
底 平底 4 8 2 3 17 9∙34
合计 17 57 13 22 11 6 3 18 32 3 182 100
百分比 9∙34 31∙32 7∙14 12∙09 6∙04 3∙30 1∙65 9∙89 17∙58 1∙65

附表五　2006汉源麦坪遗址Ｈ18陶系统计表
陶质

陶
色

数
量纹 饰

夹　砂　陶

黑 灰褐 黄褐 内红外黑 灰 灰黄 红

泥质陶 总计
百分比
（％ ）

黑 黄

细绳纹 124 103 47 102 7 12 399 42∙35
粗绳纹 25 12 8 6 51 5∙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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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续表

陶质

陶
色

数
量纹 饰

夹　砂　陶

黑 灰褐 黄褐 内红外黑 灰 灰黄 红

泥质陶 总计
百分比
（％ ）

黑 黄

交错绳纹 9 10 30 49 5∙25
细绳纹＋弦纹 12 21 5 1 39 4∙19
粗绳纹＋交错绳纹 2 7 9 0∙97
附加堆纹＋细绳纹 15 27 10 8 5 15 80 8∙59
戳印纹 52 120 43 7 222 23∙75
刻化纹 2 2 0∙21
波浪纹 2 2 0∙21
圆圈纹 1 4 2 7 0∙75
网格纹 1 1 0∙11
蓖点纹 1 2 3 0∙32
剔刺纹 4 4 0∙45
素面 5 21 9 1 4 40 4∙51
素面磨光 23 4 27 2∙87
合计 255 323 123 148 21 11 27 23 4 931
百分比 （％ ） 29∙96 34∙69 13∙21 15∙90 2∙26 1∙19 2∙90 2∙47 0∙42 100

附表六　2006汉源麦坪遗址发掘Ｈ18器类统计表
陶 质

陶 色数器 形 量

夹　砂　陶 泥　质　陶 总计 百分比 （％ ）
黑 灰褐 黄褐 褐 红 灰 黑 灰褐 黄

侈口罐 15 2 2 19 14∙72

敞口罐

卷

沿

唇下施附加

堆纹

唇下无堆纹

平沿

3 2 25 6 36 27∙90

8 5 20 4 2 1 40 31∙0
2 1 3 2∙33

喇叭口罐 1 2 3 2∙33

钵
近直口 1 1 2 1∙56
敛口 2 1 3 2∙33

瓮 敛口 2 2 1∙56
底 平底 5 8 6 2 21 16∙27
合计 5 19 25 56 14 2 3 3 2 129 100

百分比 （％ ） 3∙87 14∙72 19∙37 43∙41 10∙85 1∙56 2∙33 2∙33 1∙56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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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七　2006汉源麦坪遗址碳十四测年数据表

Ｌａｂ编号 样品
样品

原编号

碳十四年代

（ＢＰ）
数轮校正后年代 （ＢＣ）

1σ （68∙2％ ） 2σ （95∙4％ ）

ＢＡ06972 炭
06ＨＭＳ
Ｔ1Ｈ13 4055±35

2830ＢＣ （4∙0％ ）2820ＢＣ
2630ＢＣ （40∙4％ ）2560ＢＣ
2540ＢＣ （23∙8％ ）2490ＢＣ

2850ＢＣ （7∙9％ ）2810ＢＣ
2700ＢＣ （87∙5％ ）2470ＢＣ

ＢＡ06973 炭
06ＨＭＳ
Ｔ3Ｈ18 4070±35

2840ＢＣ （8∙2％ ）2810ＢＣ
2670ＢＣ （49∙9％ ）2560ＢＣ
2520ＢＣ （10∙1％ ）2490ＢＣ

2860ＢＣ （13∙1％ ）2810ＢＣ
2750ＢＣ （3∙4％ ）2720ＢＣ
2700ＢＣ （78∙9％ ）2480ＢＣ

ＢＡ06974 炭
06ＨＭＳ
Ｔ5⑥ 4090±35 2850ＢＣ （13∙4％ ）2810ＢＣ

2680ＢＣ （54∙8％ ）2570ＢＣ
2870ＢＣ （19∙3％ ）2800ＢＣ
2760ＢＣ （70∙4％ ）2560ＢＣ
2540ＢＣ （5∙7％ ）2490ＢＣ

　　注：所用碳十四半衰期为5568年�ＢＰ为距1950年的年代
树轮校正所用曲线为ＩｎｔＣａｌ04 （1）�所用程序为Ｏｘｃａｌ3∙10

关于 “河南淅川沟湾遗址2007年度植物浮选结果与分析 ”
一文 （见 《四川文物》2011年第2期 ） 重要补正

1∙ “河南沂川沟湾遗址2007年度植物浮选结果与分析 ” 一文的研究成果是山东大学与郑州大学
合作研究项目�得到国务院南水北调文物保护项目淅川沟湾遗址发掘和研究 （编号：Ａ-07015）、山东
大学自主创新基金自然科学类专项 （2009ＪＣ24） 和国家自然科学基金 （41072135） 共同资助。通讯作
者：靳桂云、靳松安。该文第二作者张萍的单位是郑州大学历史学院。
2∙Ｈ21中出土的炭化大麦�加速器质谱测年结果是公元400年前后�这个年龄与其出土单位的时

代严重不符�可能是发掘或者浮选过程中混入了晚期的物质造成的。这种情况在其它遗址或者研究项
目中也有出现�凸显了测年的重要性。

《四川文物》编辑部
　　2001年6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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