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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坝遗址位于渠县土溪镇城坝村，面积 567 万平方米。2014—2018 年，为进一步探索川东地区的巴文化，了解巴文化融入

汉文化过程及秦汉帝国对西南地区的开发与管理情况。经国家文物局批准，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联合渠县历史博物馆，对城坝

遗址进行了连续 5年的系统性考古调查、勘探和发掘工作。城坝遗址因新发现的“津关”、“城址”以及大量的“竹木简牍”，而

入选中国社会科学院 2018 年度六大考古新发现。

2019 年，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对城坝遗址进行第6次考古发掘。本年度的考古发掘首次揭露出东周时期墓葬。

东周墓葬处于遗址的西北部，共清理东周墓葬 4座，其中 3座墓葬保存较好，1座墓葬仅残存一件陶罐。这批墓葬均为狭

长方形土坑墓，大型墓葬的葬具为船棺，墓主人均为屈肢葬或二次葬。在 3座保存较好的墓葬中有1座（M45）墓葬规模较大，

长7.9 米，宽 1.8 米，深1.6 米，且在墓室底部的一侧设置有器物坑，内放置11件青铜器。M45出土器物较多，主要包括铜器、

陶器、玉器等 70 余件（套）。其中铜器主要包括浴缶、缶、錞于、编钟、钲、鈲、匜、剑、鍪、釜、釜甑、印章、龟等；陶器主

要为罐和豆；玉器主要是龙纹玉佩、玛瑙环、蜻蜓眼琉璃珠、料珠等装饰品。

M45 墓葬规模较大，出土文物较多，且等级较高，是继涪陵小田溪和宣汉罗家坝之外，巴文化核心范围内新发现的中大型墓

葬，填补了战国中晚期巴国大中型墓葬的空白，为研究川东地区巴文化提供了新材料。（陈卫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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