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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重庆考古60年，经历了新中国成立初期的奠基期，六七十年代的调整期，改革开放恢复期，直辖以来
的发展期四个大的发展阶段。
在国家文物工作方针的指引下，每一个时期，我市文物部门和考古工作者都实施完成了许多重大的考
古工作，取得了重要的考古成果，促进了我市考古事业的持续发展。
伴随重庆直辖，三峡文物抢救性保护同步启动。
汇聚全国近百家考古科研单位跨世纪会战的10年，取得了巨大的成就，是新中国重庆考古事业最重要
的一个时期（图一－图六）。
60年的田野工作，60年的考古收获，为重庆历史文化面貌的复原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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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重庆公路考古报告集是近年来重庆公路基本建设中，对发现的文物开展考古工作的部分资料汇总。
本报告集既有发掘成果的总结，也有部分调查资料的刊布。
年代上迄汉至六朝，下至明清，以墓葬资料为主，内容较丰富。
    本书适合于考古学、地方史等研究者及大中专院校相关专业师生参考、阅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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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插图：六、蹇义墓布局及蹇氏家族墓地规模  （一）蹇义墓布局  《明史·志三十六（礼十四）》对官
吏的墓地规模有明文规定，“坟茔之制，亦洪武三年定。
一品，茔地周围九十步，坟高一丈八尺。
⋯⋯五年重定。
一品坟高一丈八尺，二品至七品递杀二尺。
一品坟墙高九尺，二品至四品递杀一尺，五品四尺。
一品、二品石人二，文武各一，虎、羊、马、望柱各二。
三品、四品无石人，五品无石虎，六品以下无”。
据此明代一品官吏墓地应划定专门区域，并在茔地设立神道碑，石翁仲二座，文武各一，虎、羊、马
、望柱各二座。
蹇义后人在《天官蹇义》一文中也描述了蹇义墓布局：“前端是皇帝题写和御赐的神道牌坊，上书‘
与国咸休’。
往下是神道碑亭，⋯⋯神道碑亭附近有四个碑亭子。
再往下是石像生神道。
最后是蹇义的陵墓。
”这与此次发现基本吻合。
在对龙凼山的调查、勘探、试掘工作中，我们了解到，在山下神道碑西北向不远处，原有两根望柱，
后因新盖建筑而搬移破坏不见，而其他的石翁仲、虎、羊、马等石雕，据介绍，在嘉陵江王泊溪段左
岸附近原本有两头石狮及石翁仲等石雕，已经因地理环境变化或人类的破坏活动而消失。
工作队在龙凼山南坡神道碑与碑亭间依山势所布探沟T1—T3，均发现少量建筑构件，大部分为筒瓦、
滴水等，推测可能与墓前的祭祀建筑有关。
而在位于水塘以东约7、8米处所布T5、T6两条沟的发掘，基本弄清了龙凼山体的堆积层位，在龙凼山
东部未发现任何与墓葬或神道相关的迹象。
通过调查、勘探和试掘，我们可以对蹇氏家族墓葬的分布情况以及蹇义墓位置作如下几点可能性推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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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记

近年来，随着西部大开发和城乡统筹实验区的建设，重庆市基本建设领域正以前所未有的速度推进，
其中涉及大量的文物保护工作。
为此，重庆市文物考古所（重庆文化遗产保护中心）在这方面做了大量的工作，也取得了丰硕的成果
。
为了向社会及时公布我们的收获，我所加快了考古资料的整理进度。
按照计划，资料整理和刊布拟按照三种模式进行：一是以长江、嘉陵江、乌江等流域为中心，以集中
反映某一流域古代文化的面貌，资料具有较强的系统性和关联性；二是以某一类遗存为中心，统筹整
理刊布相关资料，深化相关研究，如重庆涂山窑的整理；三是以基本建设对象为中心，利于向工程建
设和社会公布文物保护成就，使零散的资料得以集中发表。
《重庆公路考古报告集》就是重庆市文物考古所在近年来的公路基本建设中，对公路开展文物调查、
勘探和发掘所获成果的一次集中刊布。
所涉对象主要是通县高等级公路，也有部分乡镇、村社公路及公路配套设施的建设。
公路建设具有跨区域、跨流域的特征，因此考古发现成果间的关联性、系统性不强，但为了集中展示
我市公路建设中的文物保护成果，及时向社会通报考古发现，特汇编本报告集。
考古工作是一项系统性的工作。
我们要特别感谢参加公路考古调查、勘探、发掘的各位工作人员，是他们的辛勤劳动，才保护了这么
多的重要文物，也为工程的顺利建设提供了外在条件。
还要感谢我所的修复和保护工作人员，他们的辛勤劳动，使出土文物得到及时的修复和保护。
在工作过程中，各区县文化局、文管所进行了积极的配合、协作，没有他们的支持，文物保护工作也
很难开展。
文物保护也是工程建设的一部分。
特别要感谢重庆高等级公路投资有限公司、重庆交旅集团、所涉区县交通局等公路建设业主，他们提
供了文物保护的大部分资金，使公路沿线的文物得到了应有保护。
在文物保护工作的基础上，2007年下半年，重庆市文物考古所开始着手编撰本报告集。
此前，小部分简报已经编撰完成，但大多数还需重新整理资料，编写简报。
由于有的调查、发掘工作完成后，工作人员另有新的岗位、新的工作，需另派人接手整理，这为报告
的编写增添了很大的难度。
好在编写者以极大的勇气克服了这些困难，圆满完成了任务。
本报告集在编写过程中，工作时断时续，直到2008年下半年，才有一些相对集中的时间，完成了报告
集所需的全部报告，并于2009年初交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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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重庆公路考古报告集》：重庆文物考古报告系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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