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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是成都文物考古研究所编著的考古研究论文集，收录论文57篇，是成都文物考古研究所成立以来
有代表性论文的一部分。
时代从史前到历史时期，涉及地域主要是四川盆地，少数文章也涉及峡江、川西高原及云贵地区，其
中大部分文章已在其他刊物上发表过，少数文章没有发表过。
该文集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成都文物考古研究所历年所作过的考古工作与研究状况。
    本书可供从事中国考古学、历史学研究的学者，以及大学考古专业的学生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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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安宁河流域考古学文化试析过去有关安宁河流域考古发掘与研究比较多的主要是大石墓遗存。
除此之外还有1974年至1976年前后三次发掘的西昌礼州遗址，1978年调查的西昌杨家山遗址，1987年调
查的西昌大兴横栏山遗址，1994年发掘的西昌经久乡大洋堆遗址等。
上述各遗址的文化面貌区别较大，与大石墓遗存的文化内涵也明显不同。
由于各类文化遗存之间缺乏直接的层位关系，相互间的年代关系也就无法确认，因此安宁河流域考古
学文化的发掘脉络一直都不清楚。
为了弄清安宁河流域考古学文化发展谱系，成都文物考古研究所与凉山州博物馆联合对该区域进行了
有计划的考古调查与发掘，2004年至2005年已对西昌大兴横栏山、咪咪啷、楱木沟、马鞍山、营盘山
等遗址进行了发掘。
另外四川省考古研究院为配合西攀高速路建设发掘了德昌县王家田遗址。
上述遗址的发掘大大丰富了安河流域考古资料，本文即是在上述工作的基础上对安河流域考古学文化
发展脉络做初步的分析。
一、典型遗址的分析与文化类型的划分（1）以西昌大兴横栏山遗址为代表的一类遗存目前除大兴横
栏山遗址外，还有马鞍山遗址、棲木沟下层遗存和营盘山下层遗存。
可以看出，这类遗存在安宁河流域有着较为普遍的分布，代表安宁河流域一个阶段的考古学文化。
该类遗存的主要特征是陶器以夹砂灰褐陶为主，其次是夹砂灰陶和夹砂红陶，泥质陶非常少见。
素面陶占大宗，纹饰最常见的是戳印纹、附加堆纹、划纹等，绳纹少见，以戳印的米点纹、篦点纹以
及口沿下附加堆纹最有特征。
陶器制法为手制，以泥条盘筑为主，大多经过轮修，个别器物外表经过刮磨处理。
由于烧制陶器时火候掌握不均，器表氧化不匀，致使器物表里、上下颜色斑驳。
仅见平底器，不见三足器、圈足器和圜底器。
器形以附加堆纹口沿罐、肩部戳印米点纹的斜肩罐、肩部戳印篦点纹的溜肩罐、喇叭口罐等数量最多
也最具特征，另外还有器盖、钵、碗、瓶、壶等，还见有少量带流壶。
生产工具主要是磨制石器，有斧、锛、凿、镞、穿孔石刀和网坠等。
该类文化遗存不仅具有独特的文化面貌，而且在安宁河流域有着广泛的分布，代表了安宁河流域某个
阶段的考古学文化，因此可以将其命名为“横栏山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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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成都考古研究1(上下)》可供从事中国考古学、历史学研究的学者，以及大学考古专业的学生参考。
主要包括大渡河中游先秦考古学文化的分期及相关问题；峡江地区龙山时代遗存初步研究；三星堆系
青铜容器产地问题；成都地区战国考古学遗存初步研究；滇东黔西地区青铜时代族群刍议；邛崃文管
所藏“三段式神仙镜”的图像研究；四川地区宋代金银器研究；水井街酒坊遗址的发现与探索；关于
细石器技法起源的一点看法——以楔形石核的时空分布为中心等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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