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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早期中国的文化交流与互动——以长江三峡库区为中心”学术研讨会论文集》是2010年在重庆召
开的“第六届西部考古协作会暨‘早期中国的文化交流与互动——以长江三峡库区为中心’学术研讨
会”的会议论文集，全书共收录论文44篇，以三峡地区考古学研究为主题，对自新石器时代至宋代的
各种文化遗存及文化现象进行了考古学研究。
此外，还收录了少量以其他地区考古学文化遗存为主要研究对象和涉及文物修复保护、植物考古等领
域的论文。

《“早期中国的文化交流与互动——以长江三峡库区为中心”学术研讨会论文集》适合从事历史、考
古和三峡文化研究的专家学者及文物爱好者阅读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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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这些随葬器物中，最引人注目并对该墓族属和时代判定有决定意义的器物是蒜头壶。
蒜头壶有陶制和青铜铸就两种，战国晚期在秦国突然涌现，是具有浓厚秦国特色的新的器型，是独特
的最典型的秦器。
青铜蒜头壶还具有礼器的性质，陶蒜头壶也当然具有仿铜礼器的意义。
除关中地区有较多秦墓出土外，在全国其他地区出土蒜头壶的墓葬，也必是秦人秦墓，如湖北宜昌前
坪、云梦大坟头、云梦睡虎地、河南泌阳秦墓等秦人秦墓中都有出土。
　　蒜头壶出现的年代，从学者对秦墓的两种分期研究中可一探究竟。
一是据秦墓发掘的全部资料，将关中地区春秋战国秦墓的演变分为七期，蒜头壶出现在第七期，即最
后一期秦墓中，具体为整个战国晚期和秦代，上限可能是秦昭襄王时期，下限则可晚到统一后的秦代
。
二是根据关中秦墓出土青铜器的层位、组合、形制、纹饰的演进大势，分为五期十组，蒜头壶最早出
现在第五期一组（总第九组）中，该组各墓“估计应是秦昭王时期的遗存”。
所以两种研究结果，就蒜头壶出现的年代而言，是殊途同归、基本一致的，只是后者的研究更细致些
，将蒜头壶出现的年代判定在秦昭王时期，即战国晚期早段或战国中晚期之交时期。
后者还就早晚蒜头壶的演变发展趋势做了研究，认为蒜头壶的“口部蒜瓣由短细内收变为长粗外展，
壶颈由短粗变细长⋯⋯壶腹由高长趋扁鼓，重心渐下移，圈足升高”，指出“蒜头壶中较早的目前可
见者有凤翔高庄野狐沟M1所出一件与传世李廆壶共两件”。
而凤翔高庄野狐沟M1正是被划在第五期一组（总第九组）中。
凤翔高庄野狐沟M1：10蒜头壶“口部蒜瓣聚拢内收、颈特短而腹甚高长”，“其作风古朴原始，当是
蒜头壶的早期型式”，年代在秦昭襄王时期。
该墓的发掘者也认为野狐沟发掘的“两座战国墓，应是战国晚期早段的秦国墓葬”，“两座墓出土的
器物也具有战国中晚期的特点”。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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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重庆市文物考古所、重庆文化遗产保护中心编写的《早期中国的文化交流与互动——以长江三峡库区
为中心学术研讨会论文集》的主题主要是围绕着三峡地区考古学研究进行，与会学者提交论文50余篇
，绝大部分的论文是围绕这个主题的，时间跨度上迄新石器时代，下至抗战时期，内容既包括了传统
考古学的考古学文化特征分析与相邻考古学文化的比较研究、器物研究等理论性研究，也有文物修复
保护、植物考古、计算机绘图等技术方面的研究文章。
本书收录了少量主题之外的论文，虽然主题超出了三峡地区之外，但是于三峡考古研究不无裨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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