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甲甲

广汉三星堆遗址一号祭祀坑发掘简报

四川省 文物管理委 员会

四川省 文物考古研究所

四川省 广 汉 县 文 化 局

广汉县地处川西平原北部
，

南距成都��

公里
。

三星堆遗址位于广汉县城西约 �公里

的南兴镇三星村
。

马牧河从村西南流经三星

堆
，
又折向南流

，
与谦阳河汇合

。

在马牧河

北面数百米处
，

�

鸭子河 �古称
“
雏水

” �由

西向东流
，
在三水镇附近和绵远河

、

石亭江

相汇入沱江 �图一�
。

三星堆
，

是三个各长数十米至百米
、

宽

��至��米
、

高约�至�米
，
连结成 一 线 的 土

堆
。

遗址主要分布在三星堆的东
、

南
、

西三

面的马牧河西岸台地上
。
����年以来

，
四川

省文物管理委员会
、

省文物考古研究所
、

四

川大学考古专业和广汉县文物保管所配合当

地砖厂取土
，

多次在这里进行考古试掘
、

发

掘
，

不断取得重要收获
。

����一�马��年
，
四川省文管会在三星堆

遗址第一发掘区
、

第三发掘区进行了抢救性

发掘
，
结合����年的发掘材料

，

初步将三星

堆 遗址的文化堆积分为四大期
。

第一期的年

代在新石器时代晚期的年代范围内
�
第二期

的年代大至在夏至商代早期
�
第三期的年代

相当于商代中期或略晚
� 第四期的年代约在

商代晚期至西周早期
。
����年�月�� 日

，
砖厂

在第二发掘区取土时
，
挖 出玉石器

，

省文管

会立即进行抢救性发掘清理
。

从�月 ��日至 �

月�� 日
，
共开�� �米探方 �个

，

纳入第二发

掘区统一编号
，

为 ����������
、
���

、

�遭�
、

����
、
����

、

���� �图 二�
。

结果表明
，

原

出土玉石器处是一祭祀坑的一角 �编为一号

祭祀坑�
。

现将一号祭祀坑发掘出土情况初

步报告如下
。

鲤望二声丝义汤反 图一

三星堆遗址

位置示意图

争李
� 新那

一 发掘概况

�
�

地层堆积

地层堆积可 分 为 六 层
。

现 以�����
、

�����南壁为例说明 �图三 �
。

第一层
�

深灰色农耕土
。

厚��一 ��厘

米
。

第二层
�

灰褐色土
。

深 ��一��
、

厚�一

��厘米
。

土质松软
，

包含物有近现代陶片
、

瓷片
、

砖头等
。

第三层
�

黄褐色砂土
。

深��一��
、

厚�一

��厘米
。

包含近现代瓷片
、

陶片
、

砖头等
。

第四层
�

黄色砂土
。

深��一��
、

厚��一

��厘米
。

土质较板结
，
包含碎陶片

、

烧土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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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二 广汉三星堆遗址一号祭祀坑在探方中位倪

�
�

祭祀坑形制

祭祀坑为长方形
，
口大底小

�图四�
。

坑口长 �
�

�一 �
�

��
、

宽 �
�

�一�
�

�� 米� 坑底较平
，

长

�
�

�
、

宽 �
�

�
、

深 �
�

��一 �
�

��

米
。

坑的四角基本为正东
、

西
、

南
、

北方向
。

东南壁略向内弧
， ‘

其他三壁较直
。

在东南壁正中及

东北
、

西南两壁东南侧
，

各有一条

坑道向外延伸
。

�

东南壁正中的为

主坑道
，
方向���度

，
长�

�

��米
，

坑道上 口 宽 �
、

底 宽 �
�

��
、

深

�
�

��一�
�

�米
。

末 端 又 有尸 宽

粒及宋元时期的砖头
、

瓷片等
。

第五层
�

浅黄色粘 ��
。

深 ��一��
、

厚

�一 ���电米
。

这一层在东面的探方内分 布 较

厚
，
西而的探方内分布较薄

。 �

上质较板结
，

湿度较大
。

包含物有陶片
、

残石器及红烧上

颗粒
、

灰烬等
。

陶片以夹砂褐陶 占 绝 大 多

数
，
纹饰仅见施于器顶

、

肩 �的粗四弦纹
，

能辨认的器形有夹细砂的灰陶细高柄豆
、

圆

唇鼓肩小平底罐
、

夹砂灰陶尖唇瓮等
。

第六层
�

棕黄色 粘 土
。

深 �� 一��
、

厚

�一�厘米
。

仅在西而的个别探方
‘
�
，
分布

。 �

��

质板结
，

湿度较大
。

包含物为零锹碎陶片
、

残石块及红烧 ���颗粒
。

陶片无法辨认����，形
，

陶质
、

陶色 ，�第五层同
。

在此层 ��发现祭祀

坑坑「�，

祭祀坑打破才���卜层
。

根据以 上各层的包含物来石
，

第 一至第

三层属近现代
，

第四层属宋元时期
，

第五层

的陶片绝大多数为夹砂褐陶
，

器须
、

肩处施

粗凹弦纹
，
这些特点与����年发掘的第三区

第四层
、
����年发掘的第三区第八层情况一

致
，
是第三期后段的特征

。

其 中 的 细 高柄

豆
、

圆唇鼓肩小平底罐
、

尖唇瓮等
，
又是第

四期偏早常见的器形
。

因此
，

我们推测第五

层的时代
，
应相当于第四期的前段

，
即商代

晚期至西周早期
。

第六层的陶质陶色同第五

层
，
大致相当第三期的后段

，
即商代中期

。

�
�

�
、

深 �
�

��一�
�

�米的坑道与主坑道呈� 字

形垂直相通
。

东北端被砖厂取土挖毁
，

残长

�
�

�一�
�

�米
。

西南端被四 层 下 宋 墓 ��打

破
。

东北雄坑道亦被砖厂取 土 挖 毁
，
残 长

�
�

��米
。

西南壁坑道长�
�

�� 上口宽�
�

�
、

下

口宽�
�

��
、

深 。 �

��米
，
坑道西南侧被四层下

灰坑���打破
。

此 坑道南面为稻田
，

发掘时

正值盛夏
，

稻「�
一

�灌水
，
不便扩方

。

坑道在这

里的延伸情况
，

待将来扩方后
，

在正式报告

中补充介绍
。

祭祀坑及三条坑道内均填黄 褐 色 五 花

土
，

层层夯实
。

填七内包含少量的陶片
、

零

星的灰烬以及经火烧过的
“
红砂石

”
碎块① 。

根据填上和夯打情况
，
我们认为祭祀坑和坑

道为同一时期一次建成
。

�
�

坑内遗物堆积

坑内出土金
、

铜
、

玉
、

石
、

骨
、

陶
、

象

牙等质料的文物���余件
，
以及海贝和约�立

方米左右的烧骨碎渣
。

礼
、 扑 一

一一己 泉

图三 ����亚 �、���、
�一���南壁剖面图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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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四 广汉三星堆遗址一号祭祀坑平
、
剖面图

这些遗物大部分集中分布在坑的西南
、

东南部
，

西北部较少
。

其中玉戈
、

玉璋等形

制较大的玉石器主要集中分布在东南坑壁的

东端 �玉凿
、

玉镑
、

石斧
、

玉斧等形制较小的玉

石器主要分布在坑的西角� 坑中部散见少量

玉石器 � 铜
“
暖

”
分布在整个坑内

�
铜人头

像
、

铜人面像
、

铜晕
、

铜尊等大型铜器主要

分布在坑的西南部
� 象牙主要分布在坑的中

部一线
� 金杖出于坑的中部偏

�

西 �彩色插页

壹�
。

根据器物的叠压情况
，

推测这些器物是

按一定次序放置的
�

首先投放玉石器
，
然后

投放金杖
、

铜人头像
、

铜人面像
、

铜基
、

铜

尊等大型铜器
，
再倒入烧骨渣

，

最后放置陶

盏
、

陶器座
、

铜戈等器物
。

骨渣在坑内由南向北呈斜 坡 状 堆 积
。

西 南 面 堆 积较厚
，

达��一��厘米 ， 东北面

堆积较薄
，
仅厚�厘米

。

从器物分布和 骨 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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堆积状况看
，

器物和骨渣是从开有坑道的坑

口正面一侧倾投入坑内的
。

坑内骨渣大多数泛白
，
一部 分 呈 蓝 黑

色
。

骨渣里杂有竹木灰烬
。

坑内不见纳熏痕

迹
。

显然
，

这些骨渣在入坑前就 已 焚 烧 砸

碎
。

根据骨渣残片观察
，
这些骨渣属于较大

动物的骨胳
。

我们推测
，

这些骨渣是将用于

祭祀的牺牲
“
播燎

”
的结果

，

在
“
播燎

”
前

已将牺牲杀死放血
。

坑内器物大都残破变形
，
究其原因

，
除

一部分是填土夯打挤压所致外
，

其他可能是

在
“
播燎

”
的过程中焚烧毁坏的

。

如有的铜

器一侧或一端已烧得半熔化变形
�
有的玉石

器出土时 呈风化状态
�
有的玉石器只发现残

断后的不完整形状
，
说明在入坑 前 就 已 残

断
，

也有可复原的 托�了器
，
出土时同一件的

几部分散见六
�

坑的不同部位
。

铜 夕、像
、

铜
“
暖

”
等部分铜器出土时

，

器物内还 仃有泥芯
。

在烧骨演中亦发现泥芯

和铜渣 在坑内垃 王
�

中发现的经 火 烧 过 的
“
红砂仃

‘ ，

碎块
，

即是浇铸铜器 时 用 的 泥

芯
。

这些现象说明铸造这批铜器的地点就在

祭祀坑附近的遗址内
。

杖
。

长���
、

直径�
�

�厘米 �图版壹
��

、

��
。

面罩�������� 用纯金皮模压而 成
，

与铜头像面部大小相似
。

双眉
，
双眼镂空

，

鼻部凸起
。

残宽��
、

高�厘米 �图五�
。

虎形饰 �����附�� 出自�号青铜头

像内
，

系金箔模压而成
。

大 头 昂 起
，

眼 镂

空
，

大耳
，

身细长
。

前足伸
，

后足蹲
，
尾上

卷
，

呈扑击状
。

通身模压 目形斑纹
。

长��
�

�

厘米 �图版壹 ��� 图六�
。

��� 青铜器

跪坐人像 ��������
�

头发从 前 向 后

梳
，
再向前卷

，
似扁高髻

。

宽脸
，
方颐

，

云

纹大竖直耳
，

耳垂穿孔
，

圆眼正视前方
，
眼

珠外凸
，

张口露齿
，

神态严肃
。

上身穿右枉

长袖短衣
，
腰部系带两周

，
下身着犊鼻裤

，

一端系于腰前
，
另一端反系于背后腰带下

。

图五 金面革 ���
� ����

二 出土遗物

坑内出土的遗物
，

目前还未进行全面的

修复整理
，
现择要介绍

。

��� 金器

杖 ������ 用纯金皮包卷而成
，

出土

时已压扁变形
。

杖的上端有��厘米长的一段

平雕纹饰图案
。

图案分三组
，

最下一组为两

个前后对称的人头
，

人头戴冠
，

耳垂饰三角

形耳坠
，

人头前后上下各有两周线纹
，
人失

间用勾云形纹饰相隔
。

上面的两 组 图 案
‘

相

同
�

下方为两背相对的鸟
，
上方为两背相对的

鱼
， 一

鸟的颈部和鱼的头部压有一穗形叶柄
。

出土时
，

金皮内侧存炭化木 痕
。

在 距 杖头

端约��厘米处
，

出土一穿孔的铜龙头饰件
，

由此推测此杖可能原为一柄金皮木芯铜龙头

�
宁

一
，

图六 金虎形饰 ��卜 �� 附��

图七 青铜人面像 ��卜 ���

����年



双手扶膝
，
腕各戴二镯

。

跪坐
。

高 ��厘 米

�图版贰 ��� 图八
�左�

。

头像 根据头部装饰
，
可分 为 三 种 型

式
。

�型
，
标本��

��
，

头上部为子母 口形
，

原应套接顶饰或冠
。

圆眼外凸
，
蒜头鼻

，
高

鼻梁
，
大嘴紧闭

，
下领宽圆

，
云雷纹形竖直

耳
，
耳垂穿孔

，
粗颈

，

颈下残
。

头纵径��
、

宽��
、

残高 ��厘 米 �彩 色 插 页 贰 ��� 图

一� ���
。

�型
，
标本����

，

头上似戴双角形
“
头

盔
” ，

将后颈遮蔽
，
仅露后脑勺

，

后脑勺处

有一插发笋的凹痕
。

长方脸
，
斜直眉

，

三角

形立眼
，
棱形鼻梁

，
高鼻尖

，

嘴角下勾
，

表

情威严
。

云雷纹长方形竖直耳
，

耳垂穿孔
。

颈前残
，
颈后铸成倒三角形

。

头纵径��
、

�

宽

��
、

通高��厘米 �图版贰 ��� 图一 � ���
。

�型
，
标本����

，

头顶 平
，
似 戴平顶

帽‘ 粗眉大眼
，

尖圆鼻头
，
棱形鼻梁

，

大嘴

紧闭
，
云雷纹形竖直耳

，
耳垂穿孔

。

粗颈
，

颈前后铸成倒三角形
。

编发
，
因残破

，
发式

不清
。

头后铸有插发笋的凹痕
。

头纵径��
、

宽

��
�

�
、

通高��
�

�厘米�图版贰 ���图一� ���
。

在这件头像内清理出金虎形饰一件
、

石踪一

件
、

贝数百枚
。

人面像 ���� 匆� 宽睑
，

圆下颇
，
粗

眉
，
大 眼

，

尖 鼻
，

大 嘴 紧闭
，
两云雷纹形

小耳
，
耳垂穿孔

。

高�
�

�
、

宽�
�

�
、

厚 �
�

�厘

米 �图七
、

一四�
。

爬龙柱形器
‘
������� 器身为圆柱形

，

器顶平
，

下端四面有半圆形缺口
，

缺 口相对

的上方各有一圆形穿孔
。

器顶有一龙
，

龙口

大张
，

露齿
，

有胡须
。

头上有椅角一对
，

特

角内侧又有小角一对
。

身下垂于器后
，
两后

爪紧抓器壁两侧
，
尾

�

�卷
。

此器可能是某种器

物的附件
。

通高��
�

�厘米 �彩色插页贰
���

图九�
。

虎形器 ������� 尾残
。

圆 眼
，

尖圆

形大耳
，

昂首
，
竖尾

，

张 口露齿
。

身肥硕
，

作圈形
，
四足立于一圆圈座上

。

圈座径 �
、

虎身长��
、

残高��厘米 �图版贰 ��� 图八
�

右�
。

另外
，

坑内还出土 了罄
、

尊
、

盘
、

器盖

等青铜容器
，

因残破尚未修复
，
现只将形制

略述于下
。

基口微侈
，

方唇
，
斜折肩

，

附圈

足
。

肩
、

腹
、

圈足饰凸弦纹
、

婴餐纹和云雷

纹
。

尊宽折肩
，

肩上饰三龙
，

肩下饰三虎
，

虎口衔人 �� �
，

腹部饰羽状云雷纹
，

圈足

饰云雷纹组成的婆餐纹
，
并开 于字镂孔

。

铜

盘宽平沿
，

薄唇
，
腹外饰三周凸弦纹

，
弦纹

中饰连珠纹 �图一一�
。

���玉器

璋 根据射部的不同特点
，

分四型
。

�型
，

标本������
，
灰黑色

，
上有灰白

色斑纹
。

射部呈鱼嘴形叉刃
，
器 身 两 侧 较

薄
，
一侧为弧形

， ·

另一侧微 内 曲
，

中 间 略

�
�

一
矽�堆

图八 左
�

青洞跪坐人像 ���
� ���� 右

�

青铜虎形器 ���
� 启幼

攀功 胡



曝曝曝

瓜瓜瓜
图九 青铜爬龙柱形器 �������

厚
。

柄与身之间有三组阴刻平行线纹
，
上下

两组较细密
，

中间一组略粗且稀疏
。

在柄身

之间与平行线纹相对应处
，

按各组平行线的

稀密刻出齿状扉棱
。

柄身之间 有 一圆 形 穿

孔
。

长��
�

�厘米 �图版叁 ��� 图一二 �一�
。

�型
，
标本��

����附�
，

乳 白 色
，
一 侧

略带黑灰色
。

射部镂刻成鸟形
，

略残
。

器身

一侧外弧
，
一侧内曲

，
两面各刻 一 璋 形 图

案
。

身与柄之间有三组阴刻平行线纹
，

在两

平行线纹相对应处刻齿状扉棱
。

柄身之间有

一圆形穿孔
。

长��厘 米 �图 版 壹 ��� 图 一

二 ���
。

�型
，
标本�����

，
身宽柄 窄

，
前 端 射

部成宽大的叉口形
，
柄身之间两面有三组阴

刻平行线纹
，

在两侧与平行线纹相对应处
，

刻出较长的对称齿状扉棱
，

柄身之间有一圆

形穿孔
。

长��
�

�厘 米 �图 版 叁 ��� 图 一

二 ���
。

�型
，
标本�����

，

浅黑略带灰色斑纹
。

射部为圆弧单面刃
，

器身上 宽 下 窄
，

两 侧

微内收
。

柄身之间有三组平行线
，
在两侧与

平行线相对应处刻出对称齿状扉棱
。

柄的末

端亦刻齿状扉棱
。

柄身之间 有 一 圆 穿
。

长

��
�

�厘米 �图版叁
��� 图一二 ���

。

戈 根据援部的不同
，
可暂分为三型

。

�型
，

标本 ������附一 ����附��
，
黄

色
。

前锋呈三角形
，

锋刃犀利
。

援中起脊
，

直达前锋
。

援两侧有边刃
，

阑两侧刻平行小

齿
。

阑 中 两 面 刻有四周回纹
，
回纹中一面

填交叉线纹
，
一面填网纹

。

长方形内
�

内上

一圆穿
。

长��
�

�厘 米 �图 版 叁 ��� 图 一

二 ���
。

�型
，
标本�一����

，

灰黑色
。

梯形援
，

前锋为两面平刃
，
援的中脊和边刃较明显

。

窄阑
，

长方形内
。

内上一圆穿
。

长��
�

�厘米

�图一二 ��� 一五�
。

�型
，

标本��� ���
，

灰色
，

身有白色斑

纹
。

援身细长
，
两侧有边刃

，
前锋及援的一

侧内收
，

援上一小圆穿
。

无阑
，

直内略残
。

长��厘米 �图版叁 ��� 图一二 ���
。

凿 分为六型

�型
，

标本�����附�
，
白色

。

身较长
，

柄端小
，
略残

，

刃端大
。

断面略作六棱形
，

正面和一侧较宽平
，
舌形 刃

。

长��
�

�厘 米

�图一二 ��� 一六�
。

�型
，

标本����一�
，

白色
。

布�状体
，

身

修 长
。

舌形双面刃
，
柄端较小

，

刃端较大
。

长��
�

�厘米 �图一三 ��� 一 七�
。

�型
，

标本������附一
，
�
‘ 、 色

。

短 体 上

粗下细
，

八棱形身
，

尖舌形双面刃
。

长��厘

米 �图一三 ��� 一九�
。

�型
，
标本�����

，
黑 色 梯 形 身

，

正

��� �年



�型
，

标本����� �
，

青灰色
。

椭圆 形柱

状体
，

舌形 双 面 刃
。

长 ��
�

�厘 米 �图 一

三 ��� 二一�
。

镑 标本��
����附� ����附��

，

浅 褐

色
，
长方形

，

两面扁平
，

较薄
。

柄端背面刻

有两条平行线纹
，

单面宽弧刃
。

长 ��厘 米

�图一三
��� 二二�

。

缓 标本��，���
，

黑色
，

上 有 白 色 花

斑
，
肉内缘有凸起的周边

。

直径 �厘米 �图

一二 ���， 二三�
。

锄 �� � 标本������
，
白色

。

锄叶上

宽下窄似舌形
，
体薄

，

中间有一 直 径 约 为

�
�

�厘米的圆穿
。

锄叶长��
�

�
、

宽 �
�

�厘 米

�图一二 ��� � 二四�
。

斤 标本�����
，
黑色

，

身有白色花斑
。

窄条形
，
体扁平

，

腰微内收
，
双面斜刃

。

柄
奋

端一面刻有三条平行线
。

长��
�

�厘米 �图一

三 ��� 二五�
。

匕 �剑�� 标本凡
����

，

白色
，
锋残

。

断面呈月牙形
，

扁茎
，
茎上有一圆穿

。

残 长

言

草
�

哥 叨， 暇

图一� 青铜人头像

�型 ������ �
�

�型 ������ �
�

�型 ��生����

面平
，
背面弧

，
断面为半圆形

，

弧刃
。

长��

厘米 �图一二 ��� � 二��
。

�

�型
，
标本�����附�

，

花 白 色
，

头 端

残
。

身细长
，
断面近长方形

，

窄 舌 形 双 面

刃
。

残长��
�

�厘米 �图一三 ��� 一八�
。

第 �。 期

图一一 铜器纹饰拓片

�
�

基 ����生���肩部 �
�

垂 �� 一����圈足
�

�

龙虎尊 ��������腹部 �
�

龙虎尊 ��������

圈足 �
�

器盖 �������� �均为����



���������，������

准准准

女斌岁 ���

�
�

�型玉璋 ���
� ����

��� �
�

�型玉凿 ���

��一
��通�附工〔���附幻�

��
�

玉理 ��一
� ��一�

��一卜佩 �� 一 ����

图一二
�

�

�型玉璋 ���
� ���附�� �

��附�� �
�

�型石斧 ���
� ����

‘

�型玉珠 ���
�

�
�

�型玉戈 ���

�一� �
�

�型玉璋 ��一
�

� ���� �
�

�型玉戈

�
�

�型玉戈 ���
� �一�� ��

�

石铲���
����附��

��
�

玉斧 ��卜 ���� ��
�

�型玉凿 ���
����

��
�

��一 ��
、
�‘ 为以�

，

余皆为����

�一 �型石斧 ���
� 一���

互�
�

玉锄 �� � ���
� ����

��� 了年



��
�

�厘米

斧

�图一兰�幻 二六�
。

通高 ’ · ‘ 厘米 ‘图一兰 ‘�” ，弃二�
‘

标本���

扁平
，

弧刃
，

两侧平齐
，

���
，
梯形身

，
正

、

背两面

横剖面呈长方形
，

双面斜

顶端一侧亦斜磨成刃状
。

长��
�

�厘米

斧 可分为两型
。

�型
，

标本���飞��
，

身呈梯形

宽
，
双面斜弧刃

。

长��厘米 �图一

，

上窄下

二 ���，二

�图一二 ���� 二七�
。

佩 标本������
，

白色
，
身扁平微弧

。

八�
。

�型
，
标本������

，
身呈长条形

，

体属

上端呈三角形

形
，
圆弧刃

。

，

中有一穿
，

下端 呈 烟 荷 包

两侧刻出对称的五齿
，
上四齿

平
，
双面斜弧窄刃

二九�
。

铲 标本��

。

长��
�

�厘米 �图一二 ��，

之间分别有四组平行线相连

版叁 ��� 图一二 ����
。

���石器

。

长��厘米 �图

����附�
，
身呈长 方形

，

较

薄
， 两面扁平

。

长��
�

�厘米 �图一二 ����

矛 标本������
， 前锋及挺 部 微残

。

残长

捺 标本�����附�
，

像内清理出来的
。

略残
，

是从��号青铜人头

外方内圆
，
两端射

两面平
，
两侧斜刃直达锋尖

。

部外缘呈八棱形
，
高出琼身�

�

�厘米
。

射 径

宽叶形
，

��
�

�厘米

凿

�图一三 ��� 三��
。

标本������
，
上端残

，
体较粗短

，

图�三
�

�

�型玉凿 ��������

�
�

�型玉凿 �� ���已已

附� �
�

�型 玉 凿

������附�� �
�

玉

镑 ��飞����附 �

〔���附�〕� �
�

玉 匕

�奋口�� ��� �����
。 �

�型玉凿 ��生��工��

�
�

玉斤 ��工����
�

，

石矛 ��一������
。 �

石凿 ��������
��

�

石徐 �����、附��

�参
、 �为���

， �为���
，

余均为�八�

一、产一�暇尹﹃�

︸勺︸一匕一

�
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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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三三 陶器
�

�

尖底盎 ������� �
�

器座 �������

图三四 陶器座 �������

剖面为半圆形
，
刃口呈凹弧形

。

残长��
�

�厘

米 �图一三 ���
。

���陶器

尖底盏 标本�����
，
尖角圆唇

，
斜壁

，

弧腹
，
尖底

。

夹砂褐陶
，
轮制

，
素面

。

直径

��
、

高�厘米 �图三一 � 三三 ���
。

器座 标本�����
，

筒形
，

腰微 束
，

平

直 口
。

夹砂褐陶
，

轮制
，

素面
。
口 径 �

�

�
、

高�厘来 �图三三 ��� 三四�
。

���象牙
、

贝

象牙 ��根
，

均经火烧过
。

部分象臼齿

经鉴定属亚洲象
。

贝 出自�号铜头像内
，

经成都地质学

院古生物研究组何信禄教授鉴定为宝贝
。

三 结语

广汉三星堆一号祭祀坑
，

是巴蜀文化中

首次发现的祭祀坑
。

坑内出土的金杖
、

金面

罩
、

青铜人头像
、

青铜容器
、

青铜兵器
、

玉

石礼器
，

以及十余根象牙和�立方米左 右 的

烧骨碎渣
，
对于了解相当于商代的蜀族祭祀

礼仪
、

宗教意识等
，

提供了极有 价 值 的 材

料
。

其中的金杖
、

金面罩
、

青铜人头像等文

物
，
在我国冶金史和雕塑史上尤其有特殊的

意义
。

这批资料尚在整理之中
，
许多问题还

待以后深入探讨
，
这里仅提出一些初步的看

法
。

�
�

一号祭祀坑的年代

前面已介绍
，
一号祭祀坑开口于三星堆

遗址第五
、

六层以下
。

从地层的叠压打破关

系分析
，
此坑年代的下限不会晚于三星堆遗

址第三期后段
。

坑内出土的青铜头像
、

人面像等为国内

首次出土
，

目前尚无可比材料
。

璋
、

戈等玉

器
，
从器形特征看有的可早到二里头文化时

期
，

有的又晚到殷墟时期
，
也不能作断代的

依据
。

只有出土的陶器和青铜容器
，
为推断

祭祀坑的年代提供了较科学的根据
。

陶器中

的广肩平底峨和颈部施凹弦纹的壶
，
是三星

堆遗址第三期出现的典型器物
�
尖底盏

、

器
�

座是第三期偏晚出现的新器物
。

尖底盏形体

较大
，
胎较厚

，

尖圆唇
，

腹较深
。 ‘

器座底部

较平
，
边缘较锋利

。

形制呈三星堆遗址第三

期特点
，
与第四期器物明显不同

。

故可进一

步推测此坑的时代为三星堆遗址 第 三 期 后

段
。

青铜容器中垂的形制
、

花纹与河北真城

台西村墓葬出土的铜县相似② � 尊的形制
、

花纹和铸造工艺与安徽阜南月儿河段打捞出

的商代前期 �晚于郑州二里岗上层
，
与殷墟

文化第一期相 当�的龙虎尊一致③ ，

时代也

应与之相当� 盘也是商代前期的形制特征
。

据此
，
我们推测一号祭祀坑的相对年代相当

于殷墟文化第一期
。

�
�

有关祭祀问题的初步探讨

过去有关商代祭祀的考古材料
，
主要有

“ 人祭
” 和

“
杀牲祭

” 两种
。

而以
“
俑

”
代

替人牲作为祭品
，
则尚无发现

。

在殷墟妇好

墓中
，
随葬的玉人

、

石人④ ，
似乎可以看作

是用
“
俑

”
替代人殉的发端

。

广探三星堆一

号祭祀坑内出土的铜人头像
，
颈部作成倒三

角形
，
出土时有的内装海贝

，

有 的 内插 象

牙
，
均被火烧过

。

这种情况
，
不象是作为祭

第 �� 期



祀对象－
“
神抵

” ，
而象是作为祭品－“

人祭
”
的代用品

。

颈部作成倒三角形
，

很

可能用它们象征被杀的
“
人牲

” 。

播燎的现象
，

过去也很少见
，

仅在殷墟

丙组基址内发现有
“
烧牲祭

” ⑤ 。

但甲骨文

中有关
“
燎祭

”
的 卜辞屡见不鲜

，

祭祀的名

目相当繁多
�

尹象很广泛
，
祭品尤为丰盛

，

有牛
、

羊
、

羌
、

泵
、

犬青 �毁�
、

豚
，

有的

用牡三多至十五头牛及批牢
，

可见
“

燎祭
”
是隆

重的大祭典④ 。

三星堆一 号祭祀坑内座埋了

约�立方米经火播燎敲碎的骨渣
，
出土 的 金

器
、

青铜器
、 �

长石器
、

陶器
、

象牙
、

贝等均用火

烧过
。

我们认为
，
这些遗物是在举行一次规模

浩大
、

祭典隆重的
“
燎祭

”
活 动后瘫埋下的

。

有人据甲骨文研究
，

认为
“
燎祭

”
的对象

主要是 自然神抵
，

偶及先公先王等人鬼⑦ 。

寮
， 《说文 》 日 � “

烧柴寮祭天也
。 ” 《礼

记
·

祭法为
� “

播柴于泰坛
�

祭天也� 痊埋

于泰折
，

祭地也
。 ” 《 尔雅

·

释天 》 � “
祭

天日烩柴
，

祭地日瘫埋
，

祭山日肢悬
，

祭川

日浮沉
。 ”

而在 甲骨文的记载中
， “

寮祭
”

不仅是祭天
，

也包括祭地
、

祭山川河流等诸

自然神抵
。

在祭祀同一对象时
，

有
“
寮

” 、

“
埋

”
两种并用的情况⑧ 。

同一条 卜辞中
，

还有
“

琉
” �沉 �

、 “
焚

，，
对贞的⑨ 。

三星

堆一号祭祀坑 既 使 用
“
寮

”
祭

，

再 将
“
潘

燎
”
后的奈品

“
应埋

” ，

我们推测祭祀的对

象是天
、

地
、

山
、

川诸 自然神抵之一
，

而 祭

祀先公先王等人鬼的可能性很小
。

�
�

从一号祭祀坑看蜀和商的关系

在过去的 甲骨文中 发 现 有
“
至 蜀

” 、

“
征蜀

” 、 “
伐蜀

”
等 卜辞⑩ 。

学者认为
，

甲骨文中的
“
蜀

”
或在山东泰安至演上⑧ �

或释冬为旬
，
即指后世的句国⑩ � 或约在今

之陕西或者四川⑥ 。

有的学者将汉中地区出

土的铜器和陶器
，
与成都平原蜀地的一些铜

器和陶器迸行比较研究
，
提出汉中盆地

“
城

固铜器群为代表的文化有可能是更早的蜀文

化
，

蜀族最早的活动中心
，
可能不是在其他

地区
，

而是在汉水上游
，

只是到 了 西 周时

期
，

才转移到成都平原
”
的假说。

。

近年广

汉三星堆遗址的发掘表明
，
以小平底罐

、

高

柄豆
、

乌头形勺等器形为代表的这类文化遗

存
，

在川西平原是 自成系列的一支新文化
。

这支文化的上限在新石器时代晚期
，
下限至

商末周初或略晚
。

除第一期遗存外
，
二至四

期遗存和过去已被大家所认识的春秋战国时

期以柳叶形青铜短剑
、

烟荷包式铜钱
、

三角

形援铜戈为代表的巴蜀文化相衔接
。

故有人

将这类文化称之为
“
早期巴蜀文化

”
或 “

早

期蜀文化
” ⑥ 。

从三星堆遗址发掘的情况来看
，
至迟在

二里头文化时期
，

蜀族就与中原 有 文 化交

往
�
商

、

西周时期
，
交往更为密切

。

一号祭

祀坑出上的器物中
，

除金杖
、

金面罩
、

青铜

头像
、

部分玉璋等具有强烈的地方特点
，

为

商文化所不见外
�

其他如尊
、

罄
、

盘等青铜

容器都和商王朝统治区域内出土的商代前期

器物的形制
、

花纹基本一致
� 玉石器中 �

、

�型璋与二里 头 遗 址 出 土 的 玉 立 刀
、

玉

锻⑩ ，
�

、
�型戈与殷墟妇好 墓 �式

、
� 式

戈形制相似�
。

在 祭 祀 礼 仪 上
，
蜀 人 用

“
蟠燎

”
法可 与 卜辞中

“
寮祭

”
相印证

。

这

些均说明蜀人在物质文化方面受到中原商文

化的影响
，

在宗教意识
、

祭祀礼仪制度方面

也与商王朝有相近之处
。

我们认为
，
甲骨 卜

辞中的
“
至蜀

” 、 “
征蜀

” 、 “
伐蜀

”
所指

的蜀
，

应就是川西平原的蜀
。

在这次发掘中
，
广汉县和南兴镇的党

、

政部门
，
以及广汉县公安局

、

中国人民解放

军武警部队广汉县中队等单位给予了大力支

持
�

在此表示感谢
。

发掘
�

陈德安 陈显丹 戴福森

胡文超 周科华 张文彦

朱章义 刘章泽

测绘
�
李显文 王鲁茂 戴堂才

黄家全

����年



汪、洲�、、
卜

修复及拓片
�

’

杨小乌肠

戴 兵

摄影
�

江 聪

插图
�
刘 瑛 杨文成

执笔
�

·

陈德安 陈显丹

戴福森 戴堂才

敖金蓉

⑧

⑨

⑩

⑥⑥⑩⑧⑩
① 过去曾庄遗址内属于第三

、
四期的地层中发现有

这种所谓
“
红砂石

”

碎块
，

不明其用途
�

这次在祭祀

坑的填土中又有发现
�

在清理器物时
，

发现器内

存有这种
“

红砂石
’‘ ，

始知为浇铸铜器的泥芯
�

② 河北省博物馆
�

文物竹理处
�

稼河北策城县 商 代

遗址和墓葬的调查》
， 《考古������亿第�期

�

⑧ ‘
葛介屏

�

召安徽阜南发现殷商时代的 青 铜 器 》 ，

《文物》 、，�引卜第 �期
�

石志廉
� 《谈谈龙虎 尊 的

、 几个问题》
， 《文物》 ��了�年第�� 期

�

井 ④� 中「叭卜会科学院考古 研 究 所 编
� 《殷墟 妇 好

墓》
，

文物出版辛上
，
����年

。

由 胡厚宣
� 《中 自奴隶社会的人 殉 和 人 祭》 �上

箱�
， 《文物�� ��了�年第�玲�

�

⑥ 王辉
� 《 殷人火祭说》 ， 《 四川大学学报丛刊》第

十辑
�

① 彭裕商
� 《 �、 舌辛巾的 “

土
’ 、 “

河
‘ 、 ‘

岳
” 》 ， 《 四

川大学学报丛刊》 第十辑
。

⑩

‘

戊午 卜
，

寮于�禺三率
，

埋 三辛
，

于 一 开
二 见

�辅仁���二

《小屯南地甲骨 》 ������
，

中华书局���。 年出

版
�

詹邮鑫
� 《读�小电南地甲骨�札记》

，

双考

古与文物》 ����年第�期
�

见 双殷墟书 契 前 编
�

��
�

�
�

�� 《 殷 墟 书 契 后
编》 �

�

��
�

�� 陕西 周 原 考 古 队
� 《陕 西 岐 山

凤雏村发现周初甲骨 文 �、
， 《文 物》 ����年 第

��期
�

胡厚宣 《 �、 辞中所见之 殷代农 业 �、
， 《 甲骨

学商史论丛
、
第二集

�

陈梦家
� 《般墟 卜辞综述 》

�

董作宾
� 《 殷代的羌与蜀 》 ， 《说文月刊》 三 卷

七期
，
����年

�

李伯谦
� 《城固铜器群与早期蜀文化》

， 《考古与
文物》 ����忙第�期

�

沈仲常等
�《从新繁水观音遗址谈早期蜀文化 的有

关问题 》
，

《 四 川文物沙 ����年第�期
�

赵殿增
�

《巴蜀文化的考古学分期》
， 《中国考古学 会第

四次报会论文集添
，

文物出版社����年出 版
�

宋

治民
� 《关于蜀文化为几个问题 》

，

《考 古与文
物 》 ����托第��明

。

很师县文化馆
� 《二里头遗址出土的 铜 器 和 玉

器 》 ， 《考古 》 ����年第�期
�

乖�� 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