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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现 

 

四川凉山州钟家梁子遗址新发现两百余座商周时期墓葬 
 

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  郑万泉 
 

    2019年 12月至 2021年 3月,为配合金沙江白鹤滩水电站的建设,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会同凉

山彝族自治州博物馆、宁南县文物管理所对钟家梁子遗址进行了考古发掘。此次发掘共发现商周时

期墓葬 287座,其中包括石棺葬 27座、土坑墓 241座、瓮棺葬 18座、灰坑葬 1座;出土陶器、石器、

骨器、蚌器等各类随葬品 463件(组)。 

    遗址概况 

    钟家梁子遗址位于四川省凉山彝族自治州宁南县华弹镇金江村,地处金沙江左岸、支鲁沟北侧的

二级阶地上,面积约 4万平方米,整体呈坡状,局部稍平缓,遗址南北高差近 70米。遗址被破坏较为严

重,大部分墓葬直接开口在耕土层下,打破生土层;部分墓葬存在叠压、打破关系;遗址局部发现有较为

深厚的次生堆积。 

    墓葬介绍 

    石棺葬 主要分布在遗址的东部,墓葬多为梯形,头端较宽,脚端稍窄;墓葬整体呈倾斜状,头端较高,

脚端略低。石棺大多由不规整的砂质片岩竖砌、平铺而成,部分采用砾岩砌筑。尽管大部分石棺保存

较差,但从一些保存较好的石棺来看,完整形态的石棺由盖板、四周挡板和底板构成;也有仅使用盖板

的现象。盖板多为自下而上依次叠砌,部分盖板范围超出了墓圹口部;侧板多由石材依次竖砌而成;多

数石棺未见底板,而使用底板者,仅在墓主人的头部、腰部、脚部下方各平铺一块石板。墓葬长 1.8～

2.8米,宽 0.5～0.9米。墓内随葬品多为陶罐、串饰、贝饰、海贝等,陶罐一般 2件,分别位于头端和脚

端;串饰、贝饰多位于颅骨、胸骨、腕骨附近;海贝多位于上肢附近。 

    土坑墓 数量最多,分布最广,均为竖穴,平面呈梯形或长方形,直壁,平底或斜底。部分墓葬在墓圹

四角各放置一块卵石,或者在左右两壁放置数块卵石。墓葬一般长约 2 米,宽 0.5～0.8 米。墓内随葬

品主要为陶器和装饰品,部分墓葬随葬有动物骨骼,陶器主要位于头部、脚部或身体两侧,串饰、贝饰

等装饰品多位于颈部、腕部,或散见于上肢附近,海贝则在头骨两侧较为常见。 

    瓮棺葬 主要分布在遗址东部和中南部,多集中在土坑墓和石棺葬附近。可分为两种形制,一是由

一件陶瓮横置于坑内,陶瓮肩部有一缺口,人骨置于瓮内,缺口上方覆盖一块大陶片;二是由一件陶罐

正置于坑内,罐口上方叠压一石块。瓮棺内均未发现随葬品,部分人骨保存较好,多为婴儿。 

    灰坑葬 仅发现一座,位于遗址南部,平面呈圆形,弧壁、平底。墓口直径 0.96米,墓底直径 0.72米,

深 0.36米。人骨位于坑底东南部,单人侧身屈肢葬,下肢弯曲至胸前。坑内填土中有 4块较大的卵石,

未见随葬品,墓主人为一婴儿。 

    出土遗物 

    钟家梁子遗址商周墓葬出土遗物较为丰富,以陶器和贝类装饰品为主,另有少量石器、骨器等。

土坑墓、石棺葬内出土的陶器均为明器,瓮棺葬的葬具应为实用器。陶器以夹砂灰陶为主,另有泥质

黑陶、夹砂红褐陶等,纹饰多以刻划或戳印的几何形纹饰为主,有篦点纹、点线纹、斜线纹、折线纹、

水波纹、交叉划纹、圆圈纹、乳钉纹等,陶罐的上腹部多附加一个圆形半环状的横耳或一对带小型穿

孔的立耳。陶器形制以陶罐为主,另有钵、杯、壶等,根据陶罐形态的不同,可以将出土器物分为三组,

其中,第一组陶器在云南巧家小东门墓地中较为常见,第二、三组陶器为该地区首次发现。 

    第一组陶器以花边口卷沿罐为主。这类陶器多在口部施花边,在肩部施戳印纹、刻划纹,部分陶

罐口沿沿面上施戳印纹,常见附加有单横耳和双竖小耳。器物组合多为 2 件,以双耳罐、无耳罐的组

合较为常见,另见有罐、钵组合。这类器物多出土在石棺葬中,部分土坑墓内也有发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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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二组陶器以侈口折沿鼓腹罐为主。陶罐多在腹部最大径处刻划一周几何形纹饰,以斜线纹、平

行弦纹、水波纹为主;部分陶罐同时在折沿处刻划一周波浪纹,并在颈部和中腹部之间饰竖向的波浪

纹或折线纹 4～5组。该组器物多以单件出现,偶见有罐、杯组合,仅出现在土坑墓内。 

    第三组陶器以盘口折沿小平底罐为主。陶罐素面,通体磨光,多为泥质黑陶,盘口、折沿、沿面内

凹、圆唇、鼓腹、下附圆形泥饼成小平底。该组器物多以单件出现,偶见有两件组合,仅在土坑墓内

出土。 

    串饰发现数量较多,共出土 104组,由蚌壳切割、磨制成圆形小薄片后,中间穿孔,多片成组穿成串

状,推测应作为装饰品,佩戴在手腕部、颈部,或直接放置在墓主人身上。贝饰数量略少,共出土 41组,

由蚌壳切割、磨制成稍大的圆形薄片,中间穿孔,分布较分散,但多出现在头部和胸部,推测应为衣物上

镶嵌的装饰品。海贝共出土 54组,背部有一穿孔,或单个,或数个一组,多出土在颅骨两侧和上肢附近。 

    初步收获 

    钟家梁子遗址是近年来在金沙江干流两岸发掘面积最大、发现墓葬种类最多、出土遗物较为丰

富的一处商周时期遗址,主要收获有以下几点: 

    第一,整体揭露了钟家梁子遗址中墓地的全貌,基本弄清楚了不同时期、不同类型墓葬的布局情

况。即石棺葬年代最早,土坑墓年代稍晚,瓮棺葬年代最晚,墓葬按照地势成组分布现象显著。 

    第二,新发现了一批典型器物组合,尤其是第二、三组陶器,它们与第一组陶器存在显著的地层叠

压和打破关系,其年代应稍晚于第一组陶器。这进一步丰富了该地区商周时期考古学文化内涵,为研

究金沙江干流两岸商周时期的考古学文化面貌提供了新的实物材料。 

    第三,钟家梁子遗址是目前在金沙江北岸考古中出土人骨状况最好的遗址,大量保存状况良好的

人骨样本,为开展达一区域系统的古代体质人类学研究提供了一批不可多得的材料。 

    近年来,伴随着金沙江白鹤滩水电站建设工程的实施,四川、云南两省考古工作者陆续在库区内

发掘了一批新石器时代至商周时期的古遗址、古墓葬,如四川宁南县的曾龙田遗址、陈家田坝遗址、

文庙遗址,云南巧家县的段家坪子墓地、三棵树墓地、徐家老堡遗址等,而钟家梁子遗址的发掘,更是

为这一区域的先秦历史文化格局增添了浓重的一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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