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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大地头遗址位于四川省雅安市汉源县城东北 3 千米处，地处大渡河南岸。
2009 年 9—12 月，为配合瀑布沟水电站工程建设，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联合汉源县
文物管理所等单位对大地头遗址进行了第二次考古发掘，发现新石器时代、汉代、明
清时期的文化堆积，其中共清理西汉早期土坑墓 5 座，出土陶器、铜器、铁器等随葬
品 50 余件。本次发掘的墓葬形制与大渡河流域同时期的墓葬基本一致，整体保存较好，
为大渡河流域及四川地区汉代墓葬的交流与演进等研究提供了重要实物资料。

关键词：瀑布沟；大地头；墓葬；汉代；大渡河中游

Abstract：The Daditou Site is located 3 kilometers northeast of Hanyuan County, Ya'an 
City, Sichuan Province, on the southern bank of Dadu River. To cooperate with the construction 
of Pubugou Hydropower Station, from September to December 2009, Sichuan Province Institute 
of Cultural Relics and Archaeology carried out the second round of archaeological excavation at 
the Daditou Site together with Hanyuan County Administration of Cultural Relics and other units, 
and discovered cultural deposits from the Neolithic Age, Han Dynasty, Ming and Qing Dynasties, 
finding pottery, stone tools, bronze and other artifacts. Among them, 5 tombs from the early 
Western Han Dynasty were excavated, all of which were rectangular shaft tombs, yielding more 
than 50 pieces of pottery, bronze, iron and other funerary objects. Common types of pottery include 
flat-bottomed and round-bottomed pots, cauldrons, lamps, etc. Common types of bronze wares 
include mirrors, belt hooks, and buckles. The tombs are well preserved as a whole, basically the 
same as those of Taoping Site and Longwangmiao Site in the Dadu River Basin in terms of shape, 
with common funerary objects in Han tombs of the same period in Sichuan. Hanyuan Valley is 
located in the middle reaches of the Dadu River, bordering the Qinghai-Tibet Plateau in the west, 
Chengdu Plain in the north, and Anning River Plain in the south. It is on the western route of the 
ancient Southern Silk Road, which is the core of the "Tibet-Yi Corridor" and has been an important 
channel for migration and cultural transmission since ancient times. The excavation of the early 
Western Han tombs provide important materials for the study of Han tombs in the Dadu River basin 
and Sichuan, the cultural exchange in multi-ethnic areas during the early Han Dynasty, and the 
formation of a pluralistic integration pattern with Han culture as the main body.  

 
Key Words：Pubugou, Daditou, Burial, Han Dynasty, Middle reaches of the Dadu Riv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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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地头遗址位于四川省雅安市汉源县城东

北3千米大树镇大瑶村六组，大渡河南岸花果山

北麓的阶地上。地理坐标为北纬29°18′29″，

东经102°39′46″，海拔815米（图一）。1991

年，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现四川省文物考

古研究院）等单位在配合瀑布沟水电站工程建

设的前期文物调查中发现了该遗址［1］。2004年

4—6月，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雅安市文物

管理所（现雅安市博物馆）、汉源县文物管理

所组成联合考古队，对该遗址进行首次考古发

掘，揭露了汉代房屋基址、灰坑、灰沟、墓葬

等遗迹，出土了较为丰富的遗物［2］。2009年9—

12月，为配合瀑布沟水电站工程建设，四川省文

物考古研究院又联合汉源县文物管理所等单位对

大地头遗址进行第二次考古发掘，发现新石器时

代、汉代、明清时期的文化堆积。其中共清理

汉代墓葬5座，编号2009HDM1～M5（以下简称

“M1～M5”），出土陶器、铜器、铁器等随葬

品50余件（组）。陶器有平底罐、圜底罐、灯、

三足釜等；铜器主要包括铜镜、带钩及铜扣饰；

铁器主要为铁釜。现将此次汉代墓葬发掘情况简

报如下。

为改造成四个阶地，海拔约810～860米。此次发

掘点位于瀑布沟水电站淹没区范围的二级阶地，

紧邻2004年发掘I区南部。共布5米×5米探方20

个，发现明清、汉代、新石器时代的文化层堆

积。依据土质土色的变化和包含物的不同，遗

址发掘区统一地层后自上而下分为10层。现以

TN03E08北壁为例，对整个发掘区的地层堆积情

况予以介绍。

TN03E08北壁堆积厚度约1.75米，该探方北

部缺失发掘区第③、④、⑧层。

第①层　黑褐色土，土质疏松，颗粒较大。

四壁均有分布。包含大量现代植物根茎、少量石

块和废弃物。厚约0.1～0.2米。

第②层　灰褐色土，中间包含有红褐色颗

粒，土质较致密，含沙，夹杂大量水锈。四壁

均有分布。包含少量现代废弃物及石块。厚约

0.16～0.2米，距地表深约0.36～0.4米。出土陶网

坠1枚。

第⑤层　灰褐色土，土质较疏松，颗粒

较小，有黏性，含沙。四壁均有分布。厚约

0.16～0.2米，距地表深约0.56～0.6米。出土少量

青花瓷片及残石器1件。

第⑥层　灰白色沙土，土质疏松，颗粒较

小。四壁均有分布。厚约0.16～0.25米，距地表

深约0.76～0.85米。

第⑦层　黑褐色土，土质较致密，颗粒较

大，有黏性，湿度较大。夹杂有残陶片、石核。

四壁均有分布。厚约0.16～0.22米，距地表深

约0.95～1米。出土少量夹砂陶片、石核和细石

器。H41、H42开口于该层下。

第⑨层　灰褐色沙土，土色不纯，夹杂有

黑褐色土，土质较疏松，颗粒较小。四壁均有分

布。厚约0.2～0.26米，距地表深约1.2～1.3米。

出土少量夹砂陶片。H38、H39、F12开口于该 

层下。

第⑩层　黄褐色沙土，土质较致密，颗粒

较小。四壁均有分布。厚约0.4～0.5米，距地表

深约1.65～1.75米。出土少量夹砂陶片，多为素

面，另有少量饰细绳纹。

图一　大地头遗址位置示意图

一　地层堆积

大地头遗址原地貌为洪积扇坡地，后被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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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⑩层下为生土层（图二）。

从出土器物和地层叠压关系判断：第①层为

耕土层，第②、⑤、⑥层为明清时期堆积层，第

⑦层为汉代文化层，第⑨、⑩层为新石器时代文

化层。

二　墓葬概况

此次共清理汉代墓葬5座。均开口于⑦层

下，为口大底小的长方形竖穴土坑墓，墓坑深度

约3.6～5.35米（图三）。部分墓葬使用陶棺作为

葬具，部分墓葬仍残存有墓椁痕迹。随葬器物主

要为陶器，另有部分铜器、铁器及少量漆器。墓

中普遍随葬有兽骨。

（一）M1
1.墓葬形制

长方形竖穴土坑墓。墓向18°。墓室口大

底小略呈梯形，平面呈长方形。墓口长3.9、宽

2.1、距地表1.6米，墓底长约3.53、宽约1米，墓

室深约4米。墓葬填土系分层填筑，开口至0.7米

为黄褐色黏土，颗粒较细，土质较硬，结构较致

密；0.7米以下为花土，颗粒较细，土质较软，

结构较疏松，中间夹杂大量料礓石块等。坑壁较

平整，加工痕迹较明显。底部南高北低呈斜坡

状，较平整。墓底东西两侧各有高0.6、宽0.5米

的生土二层台。葬具仅见残陶棺，棺长1.95、宽

0.6米。人骨保存较差，腐朽严重，成粉末状，

主要分布在墓室中部及南部。未发现牙齿。南

部发现下肢骨，左下肢骨残长约0.2米，右下肢

骨残长约0.4米，可辨出葬式为仰身直肢葬（图

四）。

2. 出土器物

集中分布在墓室北部，保存较差。包括陶平

底罐3件、圜底罐1件，铜钱若干。其中铜钱腐蚀

严重，可辨认系半两钱，但无法确定准确数量。

陶平底罐　3件。夹细砂灰陶，内外壁陶

色一致，较为平滑。器物内壁有明显的轮制痕

图二　TN03E08 北壁剖面图

图三　墓葬平面分布图



Sichuan Cultural Relics

019

四
川
汉
源
县
大
地
头
遗
址2009

年
度
汉
代
墓
葬
发
掘
简
报

  NO.6   2022  TOTAL  226

迹，部分区域有因手工修整留下的捏制痕迹。

M1∶1，口微侈，卷沿，圆唇，圆肩，鼓腹，平

底。器身大部分为素面，零星分布有压印绳纹，

下腹部饰有刻划细纹。口径19.6、腹径32.4、底

径16.8、通高24.4厘米（图五∶3）。M1∶2，口

微侈，卷沿，方唇，圆肩，鼓腹，平底。沿外

部分区域压印有细绳纹，肩腹部饰有刻划纹。

口径13.6、腹径23、底径14、通高14厘米（图

五∶1）。M1∶4，侈口，卷沿，方唇，圆肩，

鼓腹，平底。沿外饰有两道弦纹，肩部、腹部均

饰有压印纹。器底和器身有明显的衔接痕迹，应

是分铸而成。口径14.8、腹径25、底径15.4、通

高17.6厘米（图五∶2）。

陶圜底罐　1件。M1∶3，夹砂灰褐陶，内

外壁陶色均为褐色。侈口，尖圆唇，溜肩，圆

腹，圜底。除口沿外，通体布满纵向绳纹。有明

显轮制痕迹；内壁有手捏痕迹，应系修整器物时

所留。口径12.8、腹径19.4、通高17.6厘米（图

五∶4、图六）。

铜钱　均为半两钱。方孔圆钱，无内外郭。

钱文较规范，“两”字上横较短，中间为“双人

两”。部分为榆荚半两钱。规格有直径2.3、穿

径0.8厘米（图七∶3、4）和直径3.1、穿径1.1厘

米（图七∶1、2）两种。

（二）M2
1.墓葬形制

长方形竖穴土坑墓。墓向18°。墓室口大底

小呈梯形，平面呈长方形。墓口长５、宽3米，

墓底长约3.6、宽约1.3米，墓室深约3.67米。墓

葬填土分两层：①层为黑褐色沙土，土质疏松，

中间夹杂少量夹砂绳纹陶片和1件磨制石斧；②

层为花土，土质疏松，颗粒较大，含沙量大。

图四　M1 平、剖视图

1、2、4. 陶平底罐　3. 陶圜底罐　5. 半两钱　6. 动物骨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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墓壁较直，加工痕迹明显。墓室东、西两侧和

北端有生土二层台，二层台系料礓石和灰白色土

组成，土质较疏松，含沙量大。其中东、西侧

宽0.5、北端宽0.3、距墓底约1.1米。二层台往下

约0.2米，发现白灰若干，初步判断应为椁室，

底部为凹底，中部有一凹坑，南北端较为平整。

墓内人骨保存较差，主要分布在墓室中部与南

部。在墓室中部发现有人体头盖骨，保存有26颗

牙齿；墓室南部发现有右上肢骨和左右下肢骨，

右上肢骨残长0.58、下

肢骨残长约0.86米，左

下肢骨残长约0.94米。

在墓室头部右侧发现有

陶棺残件，残长0.2、厚

0.02米（图八）。

2. 出土器物

随葬器物主要集中

在墓室中部、北部，保

存较好。包括陶器4件、

铁器2件、铜器2件。其

中铁器腐蚀较严重。另

外，在墓室中部与北部

发现随葬有若干兽骨，

同时墓室内还发现有蛋

壳若干。

陶 平 底 罐 　 3 件 。

夹砂灰陶，内外壁陶色

一致，较为平滑。器物

图五　M1 出土陶器

1 ～ 3. 平底罐（M1 ∶ 2、M1 ∶ 4、M1 ∶ 1）　4. 圜底罐（M1 ∶ 3）

图六　M1 出土陶圜底罐（M1 ∶ 3）

内壁有明显的轮制痕迹，部分区域有因修整留下

的手捏痕迹。器底和器身有明显衔接痕迹，应是

分铸而成。标本M2∶1，口微敛，卷沿，方唇，

圆肩，圆腹，平底。通体素面。口径13.2、腹径

23、底径13、通高15.2厘米（图九∶1）。标本

M2∶2，口微侈，沿微折，方唇，圆肩，鼓腹，

平底。肩部有竖排压印细绳纹，肩腹交接处、

腹部有少量刻划纹。口径12、腹径22.4、底径

14.6、通高15厘米（图九∶2）。

陶钵　1件。M2∶3，夹砂灰陶，内外壁陶

色相同。口微敛，圆唇，微折腹，上腹微凸，

下腹内收，平底略内凹。上腹部为素面，下腹

部饰有数道弦纹。轮制，内外壁均较平滑。

口径14.6、腹径14.4、底径8、通高5厘米（图

九∶5）。

铜带钩　2件。整体作琵琶形，钩作鹅头

形。M2∶6，中长颈，宽腹，背部有一圆钮，

钮直径大于腹部。通长2.2厘米（图九∶3）。

M2∶8，长颈，腹部呈椭圆形，背部有一圆钮，

钮直径大于腹部。通长3.1厘米（图九∶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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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七　M1 出土半两钱拓片

1.M1 ∶ 5-1　2.M1 ∶ 5-2　3.M1 ∶ 5-3　4.M1 ∶ 5-4

图八　M2 平、剖视图

1、2、4. 陶平底罐　3. 陶钵　5. 铁釜　6、8. 铜带钩　7. 铁削　9 ～ 11. 蛋壳　12. 动物骨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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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M3
1. 墓葬形制

长方形竖穴土坑墓。墓向20°。墓室口大

底小略呈梯形，平面呈长方形。墓口长4.8、宽

2.6、距地表深0.8米，墓底长约4.15、宽约1.4

米，墓室深约3.64米。填土为黄褐色黏土，夹杂

灰色沙土，颗粒较细，土质较软，结构较疏松。

坑壁较平整，加工痕迹较明显。底部南高北低略

呈斜坡状，较平整。无二层台。墓口向下2.9米

处四壁均可见白灰遗痕，疑为墓椁残留。葬具

仅见陶棺，长1.8、宽0.6米。人骨保存较差，均

腐朽严重，成粉末状，主要分布在墓室中部及南

部，未发现牙齿，可判断葬式为仰身直肢葬（图

一〇、图一一）。

2. 出土器物

主要分布在墓室北部，保存较差。可辨器型

有陶平底罐5件、陶甑1件、陶壶1件、陶盆1件、

陶灯1件、铜带钩2件、铜镜1件、铁釜1件，铜钱

若干。其中铁釜、铜钱锈蚀严重。铜钱可辨认系

半两钱，但无法确定准确数量。

陶平底罐　5件。腹内外壁陶色一致，较为

平滑。器物内壁有明显的轮制痕迹。底部较平

整。标本M3∶4，夹细砂红陶。口微侈，沿微

折，方唇，圆肩，鼓腹，平底。肩部及上腹饰

有数圈刻划细纹，下腹部饰有两条细弦纹。口

径10.4、腹径22、底径13.4、通高15.4厘米（图

一二∶2）。标本M3∶5，夹细砂灰褐陶。口微

侈，折沿，方唇，圆肩，鼓腹，平底。肩部及上

腹部饰有数圈刻划纹，下腹部间断分布有压印

粗绳纹。外壁有明显的火烧痕迹。口径10.4、腹

径23、底径13、通高15.2厘米（图一二∶4）。

标本M3∶6，夹细砂灰陶。口微侈，沿微折，圆

唇，圆肩，鼓腹，平底。肩、腹部饰有凹弦纹、

细绳纹及刻划纹。口径20.4、腹径34.4、底径

20、通高27.2厘米（图一二∶10）。

陶甑　1件。M3∶1，夹细砂灰陶，内外壁

图九　M2 出土器物

1、2.陶平底罐（M2∶ 1、M2∶ 2）　3、4.铜带钩（M2∶ 6、M2∶ 8）　5. 陶
钵（M2 ∶ 3）

陶色均为灰色。口微敛，平沿，方

唇，斜腹，小平底。底部有条状镂

孔。内壁有明显的轮制痕迹。口径

19.2、腹径17.2、底径6.2、通高9.8厘

米（图一二∶6）。

陶壶　1件。M3∶2，夹砂褐

陶。侈口，微折沿，方唇，束颈，

溜肩，圆腹，下腹内收，小平底略

内凹。肩腹交界处饰有弦纹。器物

内壁有明显的轮制痕迹。器底和器

身有明显的衔接痕迹，应是分铸而

成。口径6.6、腹径13.6、底径6、通

高13.8厘米（图一二∶8）。

陶盆　1件。M3∶3，夹细砂

灰褐陶，内外壁陶色一致，较为平

滑。口微敛，平折沿，方唇，上腹

较直，下腹斜收，平底。腹部饰有

压印细绳纹，其下有刻划细纹。器

物内壁有明显的轮制痕迹。器物底

部与器身有明显衔接痕迹，应是分

铸而成。外壁有明显的火烧痕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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口径21.8、腹径21、底径7.6、通高9厘米（图

一二∶1、图一三∶4）。

陶灯　1件。M3∶9，夹细砂灰黄陶。由灯

盘、灯柱、三足及灯座组成。其中灯盘口微侈，

平折沿，方唇，小圆肩，腹部下收，底部上凸；

灯柱上端与灯盘相接，下端似竹节，竹节下端变

小并与三足相接；三足呈弧形，底部嵌于灯座

上；灯座为圆形。灯盘、灯柱、三足以及灯座

间均有明显的衔接痕迹，系分铸而成。灯盘口径

15、通高24.5厘米（图一二∶5、图一三∶2）。

铜带钩　2件。M3∶12，整体作长条形，钩

作鹅头形。长颈，背部有一圆钮。通体素面。通长

5.1厘米（图一二∶7）。M3∶13，整体作兽形，钩

首呈鹅头形。钩体上部近半圆形，下部呈车轮状，

饰有兽面纹及乳钉纹。钩钮呈圆形，饰有弦纹及乳

钉纹。通长5.4厘米（图一二∶3、图一三∶1）。

图一〇　M3 平、剖视图

1. 陶甑　2. 陶壶　3. 陶盆　4 ～ 6、8、10. 陶平底罐　7. 铁釜　9. 陶灯　11. 铜镜　12、13. 铜带钩　14. 动物骨骼  
15. 半两钱

图一一　M3（南→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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铜镜　1件。M3∶11，平面呈圆形。弦钮，

方钮座，座外有双线方格。方格四周有四乳钉，

纹饰由地纹和主纹组成，地纹主要为漩涡纹与

云雷纹，主体纹饰为龙纹。直径7.9、厚0.3厘米

（图一二∶9、图一三∶3）。

铜钱　均为半两钱。方孔圆钱，大多无内外

郭。钱文较规范，“两”字上横基本齐长，中间

为“双人两”或“十字两”。直径约2.3、穿径

0.7～0.9厘米（图一四）。

（四）M4
1. 墓葬形制

长方形竖穴土坑墓。墓向18°。墓室口大

底小略呈梯形，平面呈长方形。墓口长6.2、宽

3.88、距地表深1.7米，墓底长约4.95、宽约2.6

图一二　M3 出土器物

1. 陶盆（M3 ∶ 3）　2、4、10. 陶平底罐（M3 ∶ 4、M3 ∶ 5、M3 ∶ 6）　3、7. 铜带钩（M3 ∶ 13、M3 ∶ 12）　5. 陶
灯（M3 ∶ 9）　6. 陶甑（M3 ∶ 1）　8. 陶壶（M3 ∶ 2）　9. 铜镜（M3 ∶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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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一三　M3 出土器物

1. 铜带钩（M3 ∶ 13）　2. 陶灯（M3 ∶ 9）　3. 铜镜（M3 ∶ 11）　4. 陶盆（M3 ∶ 3）

图一四　M3 出土半两钱拓片

 1.M3 ∶ 15-1　2.M3 ∶ 15-2　3.M3 ∶ 15-3

1　　　　　　　　　　　　　　　　　　　　　　　　　　　2

3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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米，墓室深约5.35米。开口至0.7米处填土为黄褐

色黏土，颗粒较细，土质较硬，结构较致密；

0.7米以下为花土，颗粒较细，土质较软，结构

较疏松。坑壁较平整，加工痕迹较明显。墓室底

部南高北低呈斜坡状，较平整。墓室四壁均有高

2、宽0.2米的生土二层台。墓室内共发现2具人

骨，其中在墓室东南部发现1具残存陶棺，棺内

葬有1具人骨，保存较好，头朝上，仰身直肢，

残长1.8米；在该具人骨北侧发现另外1具人骨，

周边未发现陶棺残件，人骨腐蚀严重。2具人骨

架外侧均发现有白色的墓椁痕迹（图一五、图

一六）。

2. 出土器物

集中分布在墓室北部，保存较差。可辨器型

有陶平底罐2件、三足陶釜1件、铜扣饰6枚、铜

镜1件，另发现有少量漆器痕迹。

陶平底罐　2件。泥质灰陶，内外壁陶色

一致，较为平滑。器底内壁发现有手捏痕迹。

M4∶1，侈口，微折沿，方唇，圆肩，鼓腹，平

底。肩腹交接处饰有弦纹，腹部饰有斜向细绳

纹一圈，系压印而成。口径12.6、腹径22、底径

13、通高14.2厘米（图一七∶1）。M4∶3，口

微侈，沿微折，方唇，圆肩，鼓腹，平底。下腹

饰有纵向压印绳纹。口径13.2、腹径21.8、底径

13.4、通高13.8、壁厚0.4厘米（图一七∶4）。

三足陶釜　1件。M4∶2，夹细砂灰陶，

内外壁陶色一致，较为平滑。侈口，卷沿，方

唇，束颈，斜肩，鼓腹，平底，三足略残。肩

腹交界处饰有凸棱纹，下腹饰有细绳纹。器物

内壁有明显的轮制痕迹。器足和器身有明显衔

接痕迹，应是分铸而成。口径11.4、腹径18.2、

底径11、通高21.4、足高4厘米（图一七∶3、图

一八∶1）。

铜镜　1件。M4∶4，平面呈圆形。桥形

钮。镜背饰有两周细弦纹。素缘。直径13.6、厚

0.2厘米（图一七∶2、图一八∶2）。

图一五　M4 平、剖视图

1、3. 陶平底罐　2. 三足陶釜　4. 铜镜　5 ～ 10. 铜扣饰　11、12. 碎陶片　13. 动物骨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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铜扣饰　6枚。标本M4∶5 ，整体作站立蛇形。

带一短把，大头，头中央有一圆孔作眼睛，身体短

小，下接一大圆尾。通长3.35厘米（图一七∶6）。

标本M4∶6，整体呈带把瓢形，瓢中央有一长钉。

通长2.45厘米（图一七∶5）。标本M4∶7，整体

呈带状。素面。通长4.3厘米（图一七∶7）。

（五）M5
1. 墓葬形制

长方形竖穴土坑墓。墓向18°。墓室口大底

小呈梯形，平面呈长方形。墓口长4.4、宽2.74、

距地表深1.4米，墓底长约3.76、宽约1.91米，墓

室深约4米。填土为黄褐色花土，颗粒较细，土

质较软，结构较为疏松。坑壁较平整，加工痕迹

较明显。墓室底部南高北低略呈斜坡状，较平

整。未见葬具。人骨保存较差，腐朽严重，成粉

末状，主要分布在墓底中部及南部，未发现牙

齿，判断葬式为仰身直肢葬（图一九）。

2. 出土器物

集中分布在墓室北部，保存较差。可辨器型

有铁釜1件、陶甑1件、陶釜1件、陶平底罐2件、

铜镜1件。

图一六　M4（东→西）

图一七　M4 出土器物

1、4. 陶平底罐（M4 ∶ 1、M4 ∶ 3）　2. 铜镜（M4 ∶ 4）　3. 三足陶釜（M4 ∶ 2）　5 ～ 7. 铜扣饰（M4 ∶ 6、M4 ∶ 5、
M4 ∶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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陶平底罐　2件。夹细砂灰陶，内外壁陶色

一致，较为平滑。器物内壁有明显的轮制痕迹。

器底和器身有明显衔接痕迹，应是分铸而成。

M5∶1，侈口，微折沿，方唇，圆肩，圆腹，平

底。沿外饰有两道弦纹，肩、腹部饰有数道凹

弦纹。口径11.5、腹径19.6、底径11、通高12.6

厘米（图二〇∶2）。M5∶2，侈口，卷沿，方

唇，圆肩，鼓腹，平底略内凹。腹部饰压印绳

纹。口径15.6、腹径35.4、底径15.4、通高30厘

米（图二〇∶1）。

图一八　M4 出土器物

1. 三足陶釜（M4 ∶ 2）　2. 铜镜（M4 ∶ 4）

图一九　M5 平、剖视图

1、2. 陶平底罐　3. 三足陶釜　4. 陶甑　5. 铜镜　6. 铁釜　7、8. 动物骨骼

1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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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二〇　M5 出土器物

1、2. 陶平底罐（M5 ∶ 2、M5 ∶ 1）　3. 三足陶釜（M5 ∶ 3）　4. 釜甑（M5 ∶ 4、
M5 ∶ 6）　5. 铜镜（M5 ∶ 5）

釜甑　1件。由陶甑与铁釜组成。陶甑，编

号M5∶4，夹细砂灰陶，腹内外壁陶色一致，较

为平滑。口微侈，方唇，腹微鼓，平底。通体素

面。底部中央有条形镂孔贯穿底部，底部边缘亦

有条形镂孔。器物内壁有明显的轮制痕迹。口

径23.2、腹径20、底径12.2、通高11.8厘米。铁

釜，编号M5∶6，侈口，鼓腹，圜底。口部残。

肩部有对称双耳。口径16、腹径22.3、通高17.8

厘米（图二〇∶4）。

三足陶釜　1件。M5∶3，夹细砂灰黑陶，

内外壁陶色相同。侈口，折沿，尖圆唇，圆肩，

鼓腹，圜底。三足残。肩部饰有凹弦纹，肩以下

饰绳纹。器物局部有明显的手捏痕迹，后经过

慢轮修整，器物内壁有明显的轮制痕迹。口径

13.6、腹径19.6、残高12.6厘米（图二〇∶3）。

铜镜　1件。M5∶5，残。平面呈圆形。三

弦钮，无钮座。外围有两周凸面形环带。纹饰由

地纹和主纹组成，地纹为菱形纹，主体纹饰为蟠

螭纹，躯干为卷云纹。直径8.8、厚0.1厘米（图

二〇∶5）。

三　结语

此次发掘共清理5座汉代墓葬，其开口层

位、墓葬形制及随葬品种类大致相同。本次发掘

的M1、M3出土的半两钱多无内外郭，钱文比较

规范。M1出土半两钱的“两”字上横较短，中

间为“双人两”，部分为榆荚半两钱；M3出土

半两钱的“两”字上横基本齐长，中间为“双人

两”或“十字两”。M1出土的半两钱流行于西

汉初年，M3出土的半两钱流

行于汉文帝和武帝时期。由此

可推断M1及M3的年代不会早

于西汉初年。5座墓葬墓向基

本相同，随葬品器物组合基本

一致，其年代应相当。同时，

几座墓出土的平底罐形制与

2004年大地头遗址M1、汉源

县龙王庙遗址M5出土陶罐的

形制基本一致；出土的几件素

面铜带钩如M2∶6、M2∶8、

M3∶12，亦见于龙王庙遗址

M5，大地头遗址2004年发掘

的M1、龙王庙遗址M5的年代

简报均定在西汉早期［3］。综

上，通过对出土铜钱使用时代

的判断及出土陶器的对比，可

以认为本次发掘的5座墓葬的

年代应与大地头遗址2004年发

掘的M1及龙王庙遗址M5的年

代基本一致，应为西汉早期。

汉源谷地位于大渡河中

游地区，西靠青藏高原，北

邻成都平原，南接安宁河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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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位于古代南方丝绸之路西道，是“藏彝走

廊”的核心地带，自古以来是人类迁徙和文化

传播的重要通道。早在石器时代该区域便有人

类活动［4］。青铜时代多种文化在此交汇融合，

形成了较为复杂的文化面貌。商周时期，蜀文化

在此占据着重要地位，战国时期北方青铜文化

进入该地区，形成了多种文化共存的局面；进入

汉代，文化多样性减弱，形成以汉文化为主体

的多元一体化局面［5］。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

等单位在大渡河中游南北两岸沿河阶地的桃坪遗 

址［6］、市荣遗址［7］、背后山遗址［8］、龙王庙

遗址［9］等地点均清理了大量汉代墓葬，由此可

以推测，两汉时期的汉源谷地是人类活动频繁、

经济较为繁荣的一个重要地区。此次西汉早期墓

葬群的发掘，为四川地区汉代墓葬的研究、西汉

早期多民族地区各民族文化的交流及该区域以汉

文化为主体的多元一体化格局的形成等研究提供

了重要的实物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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