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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是乌江流域酉阳县邹家坝遗址发掘成果的系统报告，对该遗址发现的新石器、西周至春秋、
汉、明清时期遗存进行了全面地介绍　　本书按照遗迹单位和文化层分别描述各自情况和出土遗物，
资料还原性较强；同时，在客观叙述的基础上，又增加了类型学研究，分期与年代一目了然，使报告
体例较清晰完整。
此外，《酉阳邹家坝》还收录了乌江彭水电站建设工程文物调查报告以及部分文物点的试掘与发掘简
报。

　　本书适合从事巴蜀考古、先秦考古、乌江流域文化研究的专家、学者、大专院校师生及相关爱好
者参考、阅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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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乌江下游有优越的自然环境和通航条件。
下游峡谷与宽谷相间，宽谷地带较开阔，水面较宽而平缓，每公里落差约0. 64米。
下游河段险滩较少，较大的有22处，著名险滩有潮砥、新滩、龚滩、羊角碛等。
四大滩旧时断航，船至滩头、滩尾均得搬滩易船。
但有些险滩是在晚近时期形成的。
如有史记载的重庆武隆县境内的羊角碛断航时间是在清代乾隆五十一年（1786年）夏天，连续下三天
三夜暴雨后，六月初九日山洪暴发引起崩山，乱石堆积河床阻塞了江面形成五里长的特大险滩而断航
的。
乌江下游较为优越的航运条件，在蜀道难的四川盆地和陆路交通工具不发达的历史时期，为这一地区
经济、文化的发展和交流作出了重要贡献。
　　乌江有着悠久的航运历史，据史记载可追溯到距今2300多年前（公元前316年），秦惠王派秦将司
马错率兵由枳（涪陵）而人，经巴涪水（乌江）上溯取楚商于之地为黔中郡。
公元前280年，秦昭王又派司马错率巴蜀兵十万，船舶一万艘，载米六百万斛，自泯江而下，人长江，
转溯巴涪水，再次夺取楚商于之地。
这只是历史上有关乌江军事运输方面最早的记载，不见于史的乌江航运以及商贸运输应该可以追溯到
史前时期。
乌江中上游的航运条件稍差，但在乌江流域经济文化交流中也有着重要地位。
明《嘉靖思南府志》有“乌江流域产朱砂、水银、棉、蜡、漆诸物，皆中州所重”，“上接乌江，下
通蜀楚，舟楫往来，商贾鳞集”的记载，说明了乌江航运，早在明代以前就已通达思南以上至乌江渡
一带。
此外，乌江也是川盐人黔四大水路通道中运输量最大的一条。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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