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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掘与调查 

2006年稻城县瓦龙村石棺墓群试掘简报                    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所 

                                                      甘孜藏族自治州博物馆 

                                                      稻城县旅游文化局（3） 

【摘要】：2006年，稻城县巨龙乡瓦龙村修建公路时发现大量石棺葬。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等三家单位联

合对崩沙公、康衣丁两处墓地进行了试掘。发掘过程中，清理了四种不同墓葬形制的石棺葬，大部分墓葬无

随葬品，仅出土铜矛形器、铜泡等器物。另外，联合调查队还在瓦龙村附近发现古代栈道、官寨、房屋建筑

等遗迹。 

【关键词】：石棺葬；青铜器 

四川马尔康县哈休遗址调查简报                   阿坝藏族羌族自治洲文物管理所 

                                               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 

                                               成都文物考古研究所 

                                               马尔康县文化体育局（8） 

【摘要】：哈休遗址是大渡河流域重要的史前考古遗址第一，近年来陆续开展了多次调查工作，发现了完整

的新石器时期原生地层，包含物非富，采集到石器、玉器、陶器、兽骨等若干遗物，其中包括变体鸟纹彩陶

器、齿叶纹彩陶盆等。初步判定哈休遗址年代在距今5300～4700之间，而且与仰韶晚期文化、马尔窑类型文

化有较大的关联。 

【关键词】：大渡河上游；哈休遗址；新石器时代 

湖北巴东县红庙岭遗址出土一批重要青铜兵器               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16） 

【摘要】：为配合三峡大坝工程建设，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红庙岭考古队从1998年至2005年对巴东红庙岭

遗址作了五次考古发掘，清理了89座有随葬品的土坑墓，其中26座随葬有青铜兵器。这批巴式、楚式和秦式

青铜兵器为确认巴蜀文化的分布范畴提供了重要依据。 

【关键词】：巴东；红庙岭遗址；青铜兵器 

●探索与研究 

从长江下游地区新石器时代的狩猎工具看经济形态的转变              李映福（24） 

【摘要】：分析长江下游地区新石器时代的遗址中的劳动工具，特别是狩猎工具、骨、石镞和动植物遗骸交

替增减的趋势，可以看出该地区新石器时代早期阶段以狩猎采集经济为主，小范围兼营稻作农业；中、晚期

阶段一方面是狩猎采集经济持续下降的过程，另一方面也是农耕经济持续高潮的过程，最终形成了良渚文化

时期的广域农耕经济体系。 

【关键词】：长江中下游地区；新石器时代；经济形态 

“南方丝绸之路”上发现的“立杆测影”文物                           林向（31） 

【摘要】：“立杆测影”是最古老的天文观测仪器之一，古代“南方丝绸之路”地区诸多遗址中出土了若干

可能是“立杆测影”文物的遗物。其中包括三星堆遗址出土的青铜神树、羊首龙柱、公鸡杖首、太阳神鸟、

牙璋等；盐源县出土的青铜树、羊首虎杖、青铜鸡杖等；云南石寨山出土贮贝器上的“表柱”、贵州汉墓出

土的青铜树连枝灯、伏羲女娲石刻、广西苗族的“盘龙表柱”等。这些“立杆测影”文物都与“树、龙、

鸟、虎、羊”等动物标志性图像有密切关系。 

【关键词】：立杆测影；仪杖；标志性图像 



十二桥遗址出土动物骨骼及其相关问题研究                            何锟宇（41） 

【摘要】：十二桥遗址位于成都十二桥西侧，是成都平原较早发现的一个商周时期的大型聚落遗址。通过对

该遗址早期文化层特别是第十二层出土的动物骨骼的分析，认为成都平原在商代晚期至西周早期气候温暖湿

润，植被茂盛，分布着数量众多的鹿科动物、黑熊、藏酋猴、淡水鱼、龟，甚至还有亚洲象和犀牛。中国传

说中的“六畜”在这一时期已基本训化成功，成为人类主要肉类来源。 

【关键词】：十二桥遗址；商代晚期至西周前期；动物考古 

都江堰渠首新出土汉碑及相关问题                                    宋治民（47） 

【摘要】：都江堰渠首新出土石刻雕像、汉碑、石构件等文物。其中的汉碑可定名为“郭择、赵氾碑”，碑

文记载了此二人为太守之史，受太守委派负责维修北江塴工程，此碑是郭择、赵氾二人监作北江塴完工之

后，为吏民所立，并追述郭、赵二人生平及善举义行。碑文最后叙述了塴史和劳动者出钱为郭、赵二人立碑

的经过。此碑乃生为立碑，是有关都江堰的最早的实物资料。 

【关键词】：都江堰；“郭择、赵氾碑”；北江塴 

考古发现汉晋时期铜马及相关问题研究                                李永平（52） 

【摘要】：通过对出土汉晋时期铜马材料的收集和分析，发现汉晋时期出土铜马的地区集中在甘肃和西南地

区，一般是一匹铜马或一匹铜马拉车，但这些地区的铸造工艺差别较大。以铜车马随葬的习俗源于战国王室

和秦朝廷；在墓葬中随葬车马明器是汉代的普遍习俗。至于铜车马集中在甘肃和西南地区出现，可能与当地

出产铜和马在社会经济生活中地位重要等因素有关。 

【关键词】：铜马；西南地区；河西走廊；汉简 

●西部考古论坛 

云南青铜文化的年代与分期                                         范勇（60） 

【摘要】：云南青铜文化时代，从商末周初以迄西汉，历时约千年。由于边疆地理位置的限制，云南青铜文

化的发展较之中原青铜文化，相对滞后。其间，也经历了初创期、繁荣期、鼎盛期，形成了年代早晚渊源有

序，区系类型自成一体的体系。其多姿多彩的青铜器类，独特的青铜文化面貌，即充分展现了其青铜文化的

地域性，又折射出其文化来源的多元性。 

【关键词】：云南地区；青铜文化；年代；分期 

近年国外滇文化研究新趋势                                         卢智基（70） 

【摘要】：近年，学界提倡跨学科进行史前文化研究，应用不同的学科如社会考古学、人类学、统计学、性

别理论等。在器物的研究中，主要进行文化交流方面的探索，如从铜鼓看滇文化与东南亚文化的关系；从铜

牌饰看其与北方草原文化的关系；从铜剑、戈、矛等看与其中原文化的关系等。另外，科学技术、新理论、

社会考古学等也被应用到滇文化的研究中。 

【关键词】：滇文化；东山文化；研究态势 

云贵高原及相关地区考古新进展  

——“第三届西部考古协作会暨云贵高原史前文化研讨会”纪要      李飞（78） 

【摘要】：2006年8月在贵阳召开的“第三届西部考古协作会”就西部地区考古新成果和区域性合作等专题开

展了讨论。西南地区代表对四川安宁河流域、大渡河流域的考古调查和发掘工作进行了初步总结；公布了云

南贝丘遗址和汉墓的发掘情况；介绍了贵州北盘江流域、广西右江流域、贵州乌江流域、重庆渝东南地区、

湖南沅水中上游地区及湘西地区的考古新发现。西北地区代表通报了“秦文化”课题的进展情况及甘肃近年

的考古新发现。与会代表还就大石墓、彩陶的扩散、道教考古等专题进行了讨论。 

【关键词】：西部；考古新发现；协作；交流 

●瓷器与窑址 

四川重庆的建窑遗址             大卫•克罗克特•葛维汉 著、熊一娣、邓桃丹 译（87） 

广东省博物馆藏明清德化白瓷                                         黄静 （88） 

●简讯 

德国举办“四川盆地古代盐业的比较研究”国际学术研讨会                张缪斯（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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