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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家塝墓地航拍

四川会理县猴子洞遗址四川会理县猴子洞遗址

猴子洞遗址位于四川会理县新安傣族乡马鞍桥村六组，处于城河西岸二级阶地。2017 年 6 月—2018 年 2 月，为配合乌

东德水电站工程建设，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联合凉山州博物馆、会理县文物管理所等单位对猴子洞遗址进行了抢救性考古发

掘工作。遗址总面积约 15000 平方米，此次发掘 4100 余平方米。共发现石棺葬 121 座、房址 19 座、灰坑 78 座、灰沟 6条、

灶 4座，出土各类文物 1000 余件（套）和大量陶片。最重要的收获是 121 座石棺葬和与之共存的聚落遗存，初步判断早期遗

存年代最早可至距今约 5000—4800 年，是金沙江流域一处极为重要的早期文化中心聚落遗址。

遗址发现了丰富的新石器时代遗存，该时期文化层共有3层，最厚堆积超过1米，同时发现了大量的遗迹现象和丰富的遗物，

为遗址的分期提供了便利的物质基础。

遗址发现的上百座石棺葬根据地层层位开口、墓葬形制及随葬器物的不同情况分析，存在明显的年代差异，初步判断年

代为新石器晚期至西周时期。学界一般认为，川西北地区最早的石棺葬在茂县，年代约在距今 3000 年左右。川西南、滇西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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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区发现的最早石棺葬为 1982 年云南永仁菜园子发掘的 30 座石棺墓，这批石棺葬与猴子洞遗址中晚期墓葬的形制和随葬器

情况更为相近，年代也应相近。因此，猴子洞遗址年代最早的墓葬应为西南地区发现年代最早的石棺葬之一。

成组分布排列有序的墓葬，反映了聚族而居、聚族而葬的社会组织形态，个别亲子合葬墓和夫妻合葬墓表明部分小家庭

内的成员关系已日趋紧密。值得一提的是，在可统计人骨架的墓葬中，我们在 17座墓葬中发现了明显非正常人骨架埋葬现象，

包括身中箭镞、骨骼缺失、骨骼错位、骨骼破损、体态扭曲等表现形式，判断其中包含有“割肢葬”葬俗，但更多应为非正常

死亡的埋葬现象，显示了该社会经常面临来自内部或外部的剧烈人群冲突。

从墓葬的形制、规模来看，大多数墓葬大小仅能容身，无随葬品；个别墓

葬却长达 3米，石棺完整，随葬陶器、石镞、海贝、兽角等多达十几物品件，墓主人明显拥有较高的社会经济地位，体现了

社会组织结构中成员个体地位已明显出现分化。但整体而言，墓葬形制规模和随葬品的差异显示出并不悬殊的社会分化，尚未

形成固定的社会分层，仍处于比较平等的社会状态。

石棺葬文化的发掘研究工作之前大多局限于墓地，与墓地共存的聚落的研究几乎是一片空白，这主要因为与石棺葬墓地

共存的聚落遗址少有发现或保存极差。猴子洞遗址发现了居住址与石棺葬共存关系的聚落，出土了大量类型丰富的陶片，为全

面研究石棺葬人群的社会结构和经济生活提供了大量宝贵资料。（刘化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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