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004

考
古
中
国

2022 年第 1 期    总第 221 期  

摘要：2018 年 8 月至 2019 年 10 月，为配合金沙江下游河段的乌东德水电站建设，
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等对位于四川会理县新安傣族乡马鞍桥村的大坪遗址进行了考
古发掘。遗址Ⅲ区发现包括灰坑、窑址等在内的数十座新石器时代晚期遗迹，出土大
量陶片，为研究城河流域乃至金沙江中下游地区新石器时代晚期考古学文化谱系及陶
窑技术提供了重要实物资料。

关键词：会理县；城河流域；新石器时代晚期；陶窑

Abstract：The Daping site is located in group 3 of Maanqiao Village, Xin’an Dai Township, 
Huili County of Sichuan, on the west slope of the Chenghe River. From August 2018 to October 
2019, Sichuan Province Institute of Cultural Relics and Archaeology and other institutions carried 
out archaeological excavation to cooperate with the construction of Wudongde Hydropower Station 
in the lower reaches of Jinsha River. The site is divided into 6 parts by natural gullies, most of the 
remains were found in the eastern margin of Section Ⅲ , which covered an area of 7700 square 
meters. Remains of the late Neolithic age include 6 pottery kilns, 12 ash-pits, 13 fire-pits, 3 pillar 
holes, as well as a stone axe and 2 potteries. 7 Charcoal samples were selected for testing at the 
Carbon-14 Laboratory of School of Archaeology and Museology, Peking University and were 
dated to 2700BC to 2300BC. The excavation of the site provides important materials for the study 
of the late Neolithic archaeological culture and pottery industry in the Chenghe River basin and the 
middle and lower reaches of Jinsha River.  

 Key Words：Huili County, Chenghe River basin, Late Neolithic, Pottery kil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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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概况

大坪遗址位于四川凉山彝族自治州会理县新

安傣族乡马鞍桥村3组，地处城河西岸坡地上，

东部隔公路与大坪子遗址相连，西部紧靠大山，

南、北两端均为大冲沟。中心地理坐标为北纬

26°07′39.9″，东经102°07′00.2″，海拔963

米（图一）。

为配合金沙江下游河段的乌东德水电站建

设，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于2011年5月至7月对

其淹没区和影响区进行考古调查时首次发现该遗

址，总面积约44000平方米。2018年8月至2019年

10月，由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凉山彝族自治

州博物馆、会理县文物管理所组成的联合考古队

对该遗址进行了抢救性考古发掘。由于遗址分布

范围较大，中间被山包和断坎阻隔，发掘时遂将

墓地划分为6个发掘区。各区不相连接，地层堆

积不同，发掘收获亦不同。其中Ⅰ、Ⅱ、Ⅵ区以

及Ⅳ区西部清理了暴露在地表的所有清代墓葬，

Ⅱ、Ⅴ区分别清理了新石器时代石棺葬1座，

Ⅲ、Ⅳ区主要为新石器时代晚期遗存。Ⅲ区清理

了窑址群、灰坑等遗迹，6座集中分布的新石器

时代窑址在金沙江中下游地区极少发现，为研究

该区域新石器时代晚期考古学文化和陶窑工艺提

供了不可多得的实物资料。现将Ⅲ区新石器时代

遗存简报如下。

二　地层堆积

Ⅲ区于2018年11月开始发掘，至2019年5月

发掘完成。共布探方81个，发掘面积7700平方

米。绝大部分遗存发现于发掘区东部边缘的两

排探方内，呈南北向带状分布，地层堆积东高

西低呈坡状，多为次生堆积，探方最深处可达

4米。共在15个探方内发现新石器时代文化遗

存，分别是TN01W12、TN02W12、TS01W12、

TS04W12、TS05W12、TS06W12、TN01W13、

TN02W13、TN03W13、TS01W13、TS02W13、

TS03W13、TS04W13、TS05W13、TS06W13

（图二）。这些探方内也发现了极少的战国至汉

代的数片陶片，另在发掘区西北角也发现这一时

期的零星遗存。本文仅发表新石器时代晚期遗

存，包括最底部的文化堆积和开口其下的遗迹，

另外底部以上各次生堆积内的遗存，与原生堆积

遗存文化面貌一致，为同一考古学文化类型，因

此一并发表。现以TS03W13南壁为例介绍地层

堆积情况。

第①层　灰褐色粗沙土，结构较疏松。包含

有大量小石子及植物根系。该层堆积较薄，水平

状分布全方。厚0.05～0.24米。为现代耕土层。

第②层　浅黑褐色细沙土，结构较致密。

包含大量小石子及植物根系。该层堆积较薄，北

部部分缺失，坡状分布于探方南部。距地表深

0.05～0.24、厚0～0.25米。为近现代平整土地形

成。

第③层　浅红褐色黏土，结构较致密。包含

少量小石子。该层堆积较薄，水平状分布全方。

距地表深0.22～0.42、厚0.09～0.35米。

第④层　灰褐色细沙土，结构较疏松。包含

大量小石子及少量烧土颗粒。该层堆积较薄，水

平状分布全方。其他探方该层出土有零星陶片。

距地表深0.38～0.54、厚0.13～0.26米。应为平整

土地扰动形成的次生堆积。图一　大坪遗址位置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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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二　Ⅲ区遗迹分布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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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⑤层　黄褐色粗沙土，结构较疏松。包含

大量小石子及少量烧土颗粒。该层堆积较薄，水

平状分布全方。其他探方该层出土有零星陶片。

距地表深0.55～0.74、厚0.06～0.28米。应为平整

土地扰动形成的次生堆积。

第⑥层　浅黑褐色黏土，结构较致密。包含

有少量小石子、烧土颗粒。该层堆积较薄，坡状

分布探方东部。距地表深0.7～0.83、厚0～0.15

米。

第⑦层　浅黄色黏土，结构较致密。包含有

少量小石子。该堆积较厚，水平状分布于探方。

距地表深0.83～0.94、厚0～0.35米。年代不早于

汉代。

第⑧层　浅红褐色黏土，结构较疏松。包含

少量小石子。该层堆积较薄，坡状分布于探方中

部和西部。该层及以上地层大体呈水平状全探方

分布，未有陶片发现。距地表深0.93～1.15、厚

0～0.16米。年代不早于汉代。该层以下各层大

多呈坡状局部分布，除自然层外，各层出土陶片

逐渐增多，且深度越深，越靠西部，出土陶片越

多，各层所出陶片并无明显差别，均为新石器时

代晚期的遗物。

第⑨层　深黑褐色细沙土，结构较疏松。

包含大量小石子和零星陶片。该层堆积较薄，西

部、西北部、西南部缺失，坡状分布于探方东

部。距地表深1.1～1.25、厚0～0.14米。

第⑩层　浅黄褐色黏土，结构较致密。包含

少量小石子。该层堆积较薄，东部以及东北部、

东南部缺失，坡状分布于探方中西部。距地表深

1.25～1.28、厚0～0.27米。

以上第⑥～⑩层，各层几乎无包含物，土质

纯净，或为黄色或为黑色，黏性强，应与洪水淤

积有关，年代为汉代以后至近代。

第层　浅红褐色细沙土，结构较疏松。包

含大量小石子以及少量红烧土块。该层堆积较

薄，西部以及西北部、西南部缺失，坡状分布于

探方东部。距地表深0.8～1.3、厚0～0.17米。

第层　红褐色细沙土，结构较疏松。包含

有少量小石子、红烧土块以及炭粒。该层堆积较

薄，东部以及东北部、东南部缺失，坡状分布于

探方西部。距地表深1.29～1.53、厚0～0.19米。

第层　黄灰色细沙土，结构疏松。包含有

少量小石子、烧土颗粒、炭粒。该层堆积较薄，

东部、东北部、东南部缺失，坡状分布于探方中

西部。距地表深1.4～1.62、厚0～0.15米。

第层　红褐色细沙土，结构较疏松。包含

有少量小石子、红烧土块、炭粒。该层堆积较

薄，西部、西南部、西北部缺失，坡状分布于探

方东部。距地表深1.4～1.67、厚0～0.2米。

第层　浅红褐色砂土，结构较疏松。包含

有少量小石子以及大量烧土。该层堆积较薄，东

部、西部缺失，坡状分布于探方中部。距地表深

1.6～1.93、厚0～0.27米。

第层　黄灰色黏土，结构较致密。包含有

少量小石子及植物根系。该层堆积较厚，东部以

及东北部、东南部缺失，坡状分布于探方西部。

距地表深1.6～1.97、厚0～0.36米。Z7、Z10开口

于该层下，应为汉代前后。

第层　红褐色细沙土，结构较疏松。包含

少量小石子、大量烧土块以及炭粒和陶片。该

层堆积较厚，坡状分布于探方中部。距地表深

1.55～1.98、厚0～0.4米。该层采集碳样经测年

为汉代，为战国至汉代文化层。

以上第～层，或为原生堆积，或为坡地

冲积形成的次生堆积，仅分布于北部几个探方，

年代为战国至汉代。

第层　黄灰色黏土，结构较致密。包含有

少量小石子及植物根系。该层堆积较厚，东部以

及东北部、东南部缺失，坡状分布于探方西部。

距地表深1.92～2.23、厚0～0.46米。年代在新石

器时代晚期至战国之间。

第层　红褐色黏土，结构较致密。包含有

少量小石子以及烧土粒、炭粒和陶片。该层堆积

较厚，东部以及东北部、东南部缺失，坡状分

布于探方西部。距地表深2.3～2.43、厚0～0.47

米。为自然力形成的次生堆积，年代在新石器时

代晚期至战国之间。

第层　深褐色粉沙土，结构疏松。包含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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量小石子、烧土粒等。该层堆积较薄，东部以及

东北部、东南部缺失，坡状分布于探方西部。距

地表深1.98～2.8、厚0～0.23米。年代在新石器

时代晚期至战国之间。

第层　红褐色黏土，结构致密。包含少量

小石子、炭粒以及大量烧土和陶片。该层堆积较

厚，东部以及东北部、东南部缺失，坡状分布于

探方西部。距地表深1.93～2.95、厚0～0.6米。

为新石器时代晚期文化层，Y6开口于本层下。

第层下为生土（图三）。

三　遗迹

新石器时代晚期遗迹包括灰坑12座、窑址6

座、灶13座、柱洞3个，最重要的发现是6座新石

器时代窑址组成的窑址群。

（一）灰坑

共发现灰坑12座，根据形制结构可分为 

两类。

1. 甲类

8座。平面形状为近圆形或椭圆形，直径超

过0.5米，深度0.1～0.2米，填土包含烧土块、

炭粒、小石块、陶片。包括H2、H10、H15、

H17、H18、H19、H21、H22。

H17　位于TS01W13西北部。开口距地表

2.38～2.4米。开口于第层下，打破生土层。灰

坑口部较明显，平面形状呈近圆形，直壁，斜

底，坑壁和坑底无加工痕迹，较粗糙。坑口直径

0.63～0.72、深0.21～0.25米（图四∶1）。填土

未分层。红褐色砂土，土质较软，结构较疏松，

包含有大量的烧土块、少量的石块、炭粒以及白

灰等。出土陶片6片，均为夹细砂陶，陶色为灰

褐色和黄褐色，素面无纹，器型不可辨。

H19　位于TS01W13西部。开口距地表

2.55～2.57米。开口于第层下，打破生土层。

灰坑口部较明显，平面形状呈近圆形，直壁，

平底，坑壁和坑底无加工痕迹，较粗糙。坑口直

径0.66～0.7、深0.28～0.33米。填土未分层。红

褐色砂土，土质较软，结构较疏松，包含有大

量的烧土块、少量的石块、炭粒等。出土陶片1

袋，共17片。均为夹细砂灰黑陶，其中1片饰篦 

点纹。

H21　位于TS01W13南部。开口距地表

2.74～2.75米。开口于第层下，打破生土层。

灰坑口部较明显，平面形状近似圆形，直壁，

平底，坑壁和坑底无加工痕迹，较粗糙。坑口直

径0.46、深0.16～0.22米（图四∶2）。填土未分

层。红褐色砂土，土质较软，结构较疏松，包含

有少量的烧土块、石块以及炭粒等。出土陶片3

片，均为夹细砂陶，陶色为红褐色和黄褐色，纹

饰为绳纹和刻划纹。

H22　位于TS04W13东北部。开口距地表深

1.62～1.7米。开口于第层下，打破第层。灰

坑口部较明显，平面呈不规则椭圆形，直壁，斜

底，坑壁和坑底无加工痕迹，较粗糙。坑口直

图三　TS03W13 南壁剖面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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径0.48～0.63、深0.6～0.22米（图五）。填土未

分层，灰褐色砂土，土质较软，结构较疏松，

包含少量陶片、小石子、植物根系等。出土敛

口钵1件及陶片5片。陶片均为夹细砂陶，陶色为

红褐色和灰黑色，纹饰包含篦点纹和绳纹（图

六∶2）。

敛口钵　1件。H22∶1，完整器。泥质。火

候不均，外壁为浅黄褐色与浅红褐色。敛口，圆

唇，圆腹，平底。口沿下及中腹部各饰一圈平行

斜线组合成的篦点纹饰带。上腹部饰两圈菱形篦

点组合纹。口径14.8、高13.5厘米（图六∶1）。

图四　甲类灰坑平、剖视图

1.H17　2.H21

图五　H22 平、剖视图

1. 敛口钵

图六　H22 出土陶器及陶器纹饰

1. 敛口钵（H22 ∶ 1）　2. 篦点纹加弦纹（H22 ∶ 2）

2.乙类

4 座 。 平 面 形 状 为 近 圆 形 ， 类 似

于柱洞。一般直径不超过0.3米，深度

0.05～0.1米，填土包含烧土块、炭粒、

小石块，包括H11、H12、D1、D2。

H12　位于TS02W13北部，开口距

地表1.62～1.65米。开口于第层下，打

破第层。灰坑口部较明显，平面形状

近似圆形，直壁，平底，坑壁和坑底无

加工痕迹，较粗糙。坑口直径0.24、深

0.06～0.08米（图七）。填土未分层。红

褐色砂土，土质较软，结构较疏松。包

含有少量的烧土块、炭粒、石灰。

图七　H12 平、剖视图

（二）窑址

共发现6座，这些窑址形制结构相同，开口

于最早期的文化层下，打破生土。集中分布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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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亦保存有较厚的桔红色烧结面，残存厚度在

0.05～0.13米。

火膛原呈甬道状，是燃烧发生的地方，西部

连接操作间，东部与进火口相通。顶部大部分已

坍塌不存，现存平面近似长方形，北壁略呈弧形

内凹，南壁斜直，壁面上的烧结面呈桔红色，厚

约0.1米。

进火口位于火膛和窑室之间，是火焰从火膛

进入窑室的甬道式通道，倾斜度32°～35°，为

南北并列的两个，在生土中掏挖而成。通道入口

与火膛相通，高于火膛底部约0.1米，出口与窑

室底部的火道相连。通道平面大致呈长方形，立

面大致呈椭圆形，残长约0.3、宽0.17～0.2、最

高约0.2米。通道周壁的烧结面较厚，内壁呈青

灰色，从残存断面可见，颜色向外依次呈为桔红

色、黄灰色渐变。

窑室仅残存火道及附近的青灰色烧结底面，

皆因长期高温烧烤而致变形。火道位于窑室底

部，呈长条形的圜底沟状，与进火口相连通，仅

残存靠近进火口出口的一小段。火道底部东高

西低，倾斜度为25°～28°，北火道长0.67、宽

0.17～0.2、深约0.1米。

操作间、火膛填土为红褐色沙土，包含有

大量的红烧土块、少量的石块和炭灰，出土陶片

40片。包含泥质和夹砂陶，陶色主要为灰褐色和

黄褐色，纹饰包括绳纹、篦点纹、条状戳印纹和

刻花纹，可辨器型有侈口罐1件。进火口填土为

灰褐色沙土，包含有大量的烧土块、少量石块和 

炭灰。

矮领小罐　1件。Y5∶3，夹粗砂褐陶。侈

图八　窑址中出土陶器纹饰

1. 刻划波浪纹加划纹加剔刺纹（Y6 ∶ 20）　2. 划纹加剔刺纹（Y6 ∶ 4）　3. 剔
刺纹加乳钉纹（Y6 ∶ 27）

南北长约40米，东西宽约10米的缓坡上，坡度

约30°，均为东西朝向。南北大致成排成组分

布，其中Y1、Y2、Y3、Y4、Y5为靠上的一排，

Y1、Y2、Y4、Y5分布相对集中，Y4、Y5左右

并列，Y6分布位置较低。从保存情况来看，

Y2、Y3位置较高，因此破坏较为严重，仅残余

少部分操作间。其余4座保存较好，其中Y6位置

最低，因此保存最好，同时规模也最大。窑址由

操作间、火膛、进火口、窑室组成，窑室底部未

发现窑床痕迹，推测陶器应是直接放置于窑室底

部火道两侧的，根据出土的带有植物茎秆印痕的

烧土块分析，窑室及火膛顶部应为穹隆顶式和弧

顶的草拌泥结构，窑门情况不可知。出土陶片标

本以黄褐色、灰色为主，少量灰褐色、灰黑色、

黑色，另有个别磨光黑陶。纹饰以划纹、篦点纹

为主（图八），器型主要包括侈口罐、侈口长颈

罐、高领罐、直口罐、折腹罐。

1. Y5  

位于TS01W13东北部，部分延伸至TS01W12 

西部，方向89°。开口于第层下，打破生土。

现存总长度为0.38米，由操作间、火膛、进火

口、窑室组成，窑室仅残余底部的火道和四周的

部分烧结面，进火口和火道为并列的两个，火膛

顶部已坍塌（图九）。

操作间位于Y5的最西端地势最低处，东部

连接火塘，是窑工烧火时操作的地方，出土陶

片2袋。大致为竖穴土坑状，平面近似长方形，

长1.72～1.98米，宽0.54～0.64米，深0.05～0.13

米。底部依地势由西向东抬升与火膛底部相

连，底部的烧结面保存较好，大体呈桔红色，壁

口，圆唇。颈部以下缺失。通

体素面无纹饰。残高3.8、宽5.8

厘米（图一〇∶4）。

2.Y6

位于TS03W13东部，方向

88°。开口于第层下，打破

生土层。残长5.4米。由操作

间、火膛、火道、窑室组成，

其中火道为并列的双火道，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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室仅残存部分底部，火膛顶部全部坍塌。

操作间位于Y6的最西端地势最低处，东部

连接火塘，是窑工烧火时操作的地方。大致为竖

穴土坑状，平面近似长方形，东西长1.47、南北

宽0.63～0.83、深0～0.4米。底面及两侧壁均有

一层青灰色烧结面，底部烧结面东厚西薄，最西

端近乎没有，底面烧结面颜色也由东部的青灰

色逐渐向西变为黄灰色。底部依地势由西向东抬

升与火膛底部相连，两侧边壁烧结面厚约2～16 

厘米。

火膛呈甬道状，是燃烧发生的地方，西部

连接操作间，东部与火道相通。东西长0.96、南

北宽0.65～0.81、高0.38～0.62米。顶部已坍塌不

存，侧壁略呈弧形内凹，加工比较规整，有形似

木棍留下的痕迹。火膛底部有厚4～8厘米的青灰

色烧结面，颜色较操作间略深。

进火口位于火膛和窑室之间，是火焰从

火膛进入窑室的甬道式通道，为南北并列的

两个。进火口入口于火膛东端生土壁面上开

口，截面呈不规则椭圆形，高于火膛底部20

余厘米，甬道向上爬升，出口与窑室底部的

火道相连。南北进火口形制结构相仿，北进

火口东西长0.61、南北宽0.22、高0.24～0.31

米 。 进 火 口 入 口 到 出 口 向 上 倾 斜 ， 倾 斜 度

为24°。进火口内壁烧结面厚2厘米，红烧

土层厚约8～14厘米。南、北进火口之间的 

生土壁上的烧土层最厚，约30厘米，烧结面厚 

2厘米。

窑室位于整个窑址东端最高处，仅残存部

分烧结的窑室底面，平面形状不规则，东高西低

呈缓坡状。窑室底面中心位置有两条东西走向的

火道，各自与进火口出口相连通。两条火道形制

结构相似，均呈圜底沟状。北火道长1.56、最宽

0.2米，沟壁被火长期烧烤成青灰色烧结面，厚

2～10厘米，与之毗邻的生土被烧成红烧土层，

厚2～6厘米。火道底部自西向东缓慢向上倾斜，

倾斜角为26°。

窑室顶部及四壁不存，南北火道周边的窑

图九　Y5 平、剖视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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室底面呈现连续分布的烧结面，平面呈不规则圆

形，烧土面厚2～4厘米，根据残存范围推测窑室

平面为圆形，直径超过2.35米。进火口填土均为

灰褐色砂土，土质较软，结构较疏松，包含有少

量的烧土粒。北进火口出土陶片1袋，标本包含

侈口罐、高领罐、直口罐、侈口长颈罐。操作间

和火膛内填土为灰褐色砂土，包含有大量的烧土

块、少量的炭粒和石块。出土陶片168片，石斧1

件。绝大部分为夹砂陶，少量泥质陶，陶色以灰

黑色为主，另有黄褐色、红褐色、灰褐色、灰色

等。纹饰丰富，以绳纹为主，另有篦点纹、条状

戳印纹、凸棱纹、弦纹和刻划纹，另有部分磨光

黑陶，器形主要是侈口罐、直口罐和高领罐。

高领罐　3件。标本Y6∶14，为部分口沿，

夹细砂黑陶。侈口，圆唇，长颈，圆肩，肩

以下缺失。肩部饰凸棱纹。口径20、残高15.2

厘米（图一〇∶1）。标本Y6∶43，为部分口

层厚2厘米左右的没有烧结的烧土硬面，一般夹

杂有烧土颗粒、炭粒。浅坑灶1座，Z14。平面

呈长条状，深0.05～0. �1厘米，坑内堆积包含烧土

块、砾石、炭粒。

Z5　位于TN03W13中部。开口于第层

下，距地表1.38米。平面分布范围呈不规则

形，边界不明显，最长约0.78米，堆积厚约

0.02～0.03米（图一一）。黄灰色砂土，土质较

软，结构较疏松，包含较多的烧土颗粒、炭粒。

Z14　位于TN02W13中部。开口于第⑩层

下，距地表1米。口部明显，平面形状略呈椭

圆形，剖面呈弧壁，平底。坑壁和坑底未见明

显加工痕，较粗糙。坑口直径0.34～0.88、深

0.02～0.08米。填土未分层。灰褐色砂土，土质

较软，结构疏松，包含砾石、炭粒和大量烧土粒

（图一二）。

图一〇　窑址中出土器物

1、2. 高领罐（Y6 ∶ 14、Y6 ∶ 43）　3. 敛口钵（Y6 ∶ 11）　4. 矮领
小罐（Y5 ∶ 3）　5. 打制石斧（Y6 ∶ 1）

沿，泥质浅黄褐陶。侈口，圆唇，长

颈，圆肩，肩部以下缺失。肩部饰

凸棱纹。口径18、残高14.4厘米（图

一〇∶2）。

敛口钵　2件。标本Y6∶11，为

部分口沿，泥质黑陶。直口，圆唇。

沿部以下饰篦点纹与网格纹。残高

3.6、宽3.6厘米（图一〇∶3）。

石斧　1件。Y6∶1，完整件，

亚腰形。由石片打琢而成，通体未磨

光。石斧一面为原生砾石面，左右侧

面经打琢留有片疤，中部内凹略呈亚

腰形，刃部被打琢成弧形双面刃，留

有小型片疤，未磨光。另一面为石片

剥裂面，顶部、刃部以及两侧腰部均

有片疤。长12.7、宽7.5、厚2.4厘米

（图一〇∶5）。

（三）灶

13座。可分为地面灶和浅坑灶。

地面灶占绝大多数，共12座，包括

Z2～Z13。平面一般呈不规则形，没

有明显的边界，最大径不足1米，为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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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地层出土遗物

（一）陶器

陶片以夹砂陶稍多，以夹细砂为主，陶色

以黄褐色、灰色为主，包含少量灰黑色、灰褐

色、黑色，有少部分磨光黑陶。纹饰以划纹和篦

点纹为主，少量剔刺纹、凸棱纹、弦纹，个别刻

划纹、夯窝纹，多见篦点纹与弦纹搭配，划纹则

与凸棱纹、剔刺纹搭配（图一三）。可复原的完

整陶器极少，绝大部分为口沿，可辨器形以侈口

罐、侈口长颈罐、折腹罐为主，另有少量矮领小

罐、高领罐，个别深腹罐、敛口钵。

附加堆纹口沿罐　3件。以口沿下或颈部

装饰一圈条状附加堆纹为特征，附加堆用手

指捏呈凹凸状。TS06W12∶5，夹细砂灰褐

陶。仅余颈部以上部分，无沿。颈下部饰附加

堆纹。残高2.6、宽4.6厘米（图一四∶10）。

TN02W13∶7，为部分口沿。夹粗砂。火候不

均，表面灰褐色，内壁通体黑色，陶质较硬。侈

口，方唇，颈微束，溜肩，肩以下缺失。表面共

饰有4种纹饰，由唇部至肩部依次为花边口、捏

泥条附加堆纹、划纹、凹弦纹、划纹。唇部通体

图一一　Z5 平、剖视图

图一二　Z14 平、剖视图

图一三　地层中出土陶器纹饰

1. 凸棱纹加弦纹（TS05W12∶ 18）　2. 夯窝纹加篦点纹（TS06W12∶ 3）　3、5. 篦点纹（TN01W13∶ 3、
TS04W13∶ 18）　4.篦点纹加弦纹（TS05W12⑤∶ 1）　6.划纹（TS06W13∶ 5）　7.刻划波浪纹 （TS01W13∶ 4）
8. 弦纹（TS04W13∶ 9）　9. 刻划纹（TS04W13 ∶ 42）　10. 凸棱纹 （TS04W12 ⑤∶ 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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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花边口，颈部与唇部中间饰有捏泥条附加堆

纹，其下为竖向划纹，划纹之下为四圈凹弦纹，

最下方为另一组竖向划纹。残高5.6、宽9.2、口

径27.6厘米（图一四∶3）。TN02W13∶11，

为部分口沿。夹细砂。火候不均，表面红褐色，

内壁灰褐色，陶质较硬。侈口，卷沿，圆唇，

颈部以下缺失。表面共饰花边口、捏泥条附加

堆纹两种饰纹，唇部通体花边口，捏泥条附加

堆饰于沿与颈交接处。残高2.6、宽3.2厘米（图

一四∶9）。

折腹罐　36件。绝大部分为泥质陶。标本

TS05W12④∶1，为部分口沿及腹部。泥质。通

体浅灰色。陶质较软。直口微敞，圆唇，高领，

折腹，底部缺失。表面折腹处以上饰有篦点纹及

弦纹组合，自上而下共三组。第一组为多道右上

至左下的篦点斜线组成的平行斜线组合纹饰带，

上下共两圈，第二组为十条平行弦纹，第三组

为一圈篦点平行斜线纹饰带。残高7.4、宽7厘米

（图一四∶7）。标本TS04W12⑥∶6，为部分

口沿及腹部，底部缺失。泥质。通体浅灰色，陶

质较软。侈口，圆唇，高领微弧，折腹。口沿下

有两圈这样的纹饰带，底表面折腹处上部有一圈

由多道右上至左下的篦点斜线组成平行斜线组合

纹饰带。残高6、宽10.4厘米（图一四∶4）。

侈口长颈罐　54件。以泥质陶为主，比侈

口罐颈部稍长。标本TS04W12⑤∶2，为部分口

沿，肩以下缺失。泥质。火候不均，表面由灰

褐、浅黄褐、黑色三色组成，内壁为浅黄褐色。

陶质略软。侈口，尖圆唇，卷沿，长颈，溜肩。

肩部饰有篦点纹组合，为多组右上至左下的五个

篦点组成的平行斜线纹。残高6.8、宽10、口径

24厘米（图一四∶1）。标本TS06W12∶21，

为部分口沿，颈部以下缺失。泥质。通体深灰

色。陶质较软。侈口，方唇，卷沿，长颈。沿

上部修整平整，转角处有棱。素面无纹饰。

残高4.8、口径15.8厘米（图一四∶8）。标本

TN02W13∶9，为部分口沿，肩部以下缺失。

夹粗砂。颜色不均，表面有灰褐及黑两色，内

壁通体黑色，陶质较硬。侈口，圆唇，卷沿，中

长颈，溜肩。唇部饰花边口，沿面上有一圈凹弦

纹，肩部饰多道凹弦纹。残高3.6、宽5、口径9

厘米（图一四∶11）。

深腹罐　2件。标本TS05W13 ∶3，为部

分口沿及腹部。夹粗砂。火候不均，表面有灰

图一四　地层出土陶器

1、8、11. 侈口长颈罐（TS04W12 ⑤∶ 2、TS06W12∶ 21、TN02W13∶ 9）　2. 矮领小罐（TN01W13 ⑨∶ 1）　3、
9、10. 附加堆纹口沿罐（TN02W13∶ 7、TN02W13∶ 11、TS06W12∶ 5）　4、7. 折腹罐（TS04W12 ⑥∶ 6、
TS05W12 ④∶ 1）　5. 侈口罐（ TS03W13 ⑨∶ 1）　6. 深腹罐（TS05W13 ∶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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褐、黑、浅灰三色，以灰褐为主，内壁有灰褐、

浅灰二色，以灰褐为主，陶质较硬。侈口，卷

沿，圆唇，深直腹，底部缺失。表面饰有乳钉

和凹弦纹，先饰乳钉纹再饰凹弦纹，个别乳钉纹

上有凹弦纹痕迹。残高11.2、口径20.4厘米（图

一四∶6）。

侈口罐　51件。主要为夹砂陶。标本TS03 

W13⑨∶1，为部分口沿，颈部以下缺失。夹细

砂灰陶。侈口，圆唇，带流，颈微束。通体素面

无纹饰。残高3.2、宽9.4厘米（图一四∶5）。

矮领小罐　13件。标本TN01W13⑨∶1，为

部分口沿及上腹部。泥质。通体黄褐色，陶质较

软。敛口，方唇，斜弧颈，滑肩，鼓腹，下腹 

部缺失。表面饰有篦点纹及弦纹，自口部开始向

下按篦点纹，再弦纹的方式排布，共有七组，其

中篦点纹有四组，弦纹有三组。篦点纹均为两

排自右上至左下的篦点组成的斜线组合，平行排

布。弦纹组合由多条弦纹凹线平行排布组成，第

一组由七条组成，第二组由六条组成，第三组由

五条组成。口径9、残高14厘米（图一四∶2）。

（二）石器

3件。包括石斧、石锛、废料各1件。

石斧　1件。TN01W13⑩∶1。亚腰形完整

器。整体造型似葫芦状。由石片打琢稍加磨制

而成，弧形双面偏刃。长10.5、宽6.9、厚2厘米

（图一五∶1）。

石锛　1件。TS04W12⑥∶1。通体磨光。

图一五　地层出土石器

1. 斧（TN01W13 ⑩∶ 1）　2. 锛（TS04W12 ⑥∶ 1）

整体似新月状，一端磨出单面弧形刃，刃部留有

使用过程中形成的崩疤。长5.6、宽2.6、厚1.2厘

米（图一五∶2）。

五　结语

（一）	年代分析

本次发掘出土的陶片纹饰颇具特征，以篦

点纹和划纹为主。通过广泛比较发现，此类篦点

纹、划纹、弦纹、剔刺纹和附加堆纹均为云南元

谋大墩子遗址陶器的主要纹饰［1］。此外陶钵、

侈口长颈罐、高领罐等器类也可在大墩子遗址找

到同类器物，但大坪遗址发现的大量折腹罐却不

见于大墩子遗址。总体来看两遗址文化面貌较为

接近，但也存在较大差异，应分属不同文化。云

南永仁菜园子遗址的部分侈口罐、直口罐、敛口

罐、敛口钵与大坪遗址出土的同类器物相同，但

不见大坪遗址常见的折腹罐、高领罐等器类，此

外菜园子遗址出土的大量折沿侈口罐亦不见于大

坪遗址，两处遗址应分属不同考古学文化，但存

在一定的交流。菜园子遗址经树轮校正后的绝对

年代为距今4290年左右［2］。永仁磨盘地遗址的

大量侈口罐、壶、直口钵亦多见于大坪遗址，且

两遗址均以红褐陶为主，流行丰富的篦点纹、

水波划纹、“＜”形刻划纹、条带压印纹等亦与

大坪墓地的大量此类纹饰几乎一模一样，表明两

处遗址的文化面貌更为接近。磨盘地遗址的绝对

年代为距今3400年左右［3］，但该数据未经树轮

校正，亦未注明数据来源，考虑到当时的测年数

据均较树轮校正数据晚数百至一千年，推测大墩

子遗址的年代应在距今4000年以上。我们还注意

到，大坪遗址发现的折腹罐、高领罐和敛口钵，

与近几年新发掘的皈家堡遗址早期早段同类器物

十分接近［4］，皈家堡遗址早期遗存发掘者认为

可早至距今4800年；皈家堡遗址2017年发掘的新

石器时代晚期遗存年代应稍晚，其中的侈口短

颈罐、侈口长颈罐、喇叭口长颈罐、敛口钵、矮

领小罐、尊等器物均可在大坪遗址中找到相同或 

相近的器型，表明两者之间联系密切，年代应 

相近［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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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掘过程中我们采集了尽可能多的木炭颗粒

作为碳十四测年样本，最终选送了保存较好的7

件样品进行测年。经北大碳十四实验室测年，其

中H17、H18、H19、Y4、TS01W13∶1这5个

样品的数据均落在距今BP3925±35至4070±30

的年代范围内，经树轮校正后为BC2700—

BC2300。H17、H18、H19、Y4这四座遗迹均

位于探方TS01W13内，他们均开口于最早地

层第层下，且出土陶片相似，为遗址保存

状况较好的一批最早期遗存。另外两个样品

TS06W12∶2和TS03W13∶2分别采自于两

个探方的地层中，统一地层后为同一层。样品的

测年结果均在距今2000年左右，相当于汉代，该

层内出土了零星的绳纹圜底陶釜残片，与测年结

果一致。

综上所述，我们认为大坪墓地新石器时代遗

存与大墩子、菜园子和皈家堡遗址接近，绝对年

代在距今4700年至4300年左右。

（二）余论

窑址群所在区域的十数座探方位于Ⅲ区东部

边缘，生土面为东高西低的斜坡状，探方西部最

深处超过4米，东部最浅处不足1米。我们在该区

域的西部通过数条探沟解剖发现，其底部为纯净

细腻的沙土堆积，继续向西解剖发现底部为砂石

堆积，因此推断窑址西部应为一条南北走向的小

河沟。这批窑址成排地分布在河沟旁较陡的坡面

上，打破生土，属于遗址年代最早的遗存。其中

有4座保存较好，层位明确，结构类似且成组分

布，这在金沙江流域乃至西南地区都极少发现，

因此对研究该区域新石器时代晚期陶器生产工艺

和文化交流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

发掘区西北部仅有TN02W17、 TN03W17、 

TN04W17、TN05W17四个探方出土陶片，共

计29片。其中以TN04W17、 TN05W17出土较

多，均为夹粗砂，陶色不均，以灰黑陶为主，少

量灰褐陶和红褐陶，纹饰主要是杂乱的交错绳

纹，可辨器型有陶釜，这些陶片在发掘区东部的

窑址分布区附近也有零星发现。TN05W17生土

面上发现的6处火烧面都只是薄薄一层，炭灰和

烧土颗粒都非常少，说明只是短暂被使用过。该

区域处于发掘区西北角，西北部和西部紧靠非常

陡峭的山体，北部为冲沟，原地貌为西高东低的

山麓陡坡地带，并不适宜原始人群长期居住。这

些探方内上部的地层为近现代地村民平整土地

时挖高填低形成的，较深的地层为雨水常年冲刷

山体形成的泥石流层，都不是人类长期活动形

成的文化层。这些散布于各个地层的零星陶片和

烧火面应是原始人群短暂临时活动遗留下来，陶

片特征与发掘区东部以窑址群为主体的遗存判然

有别，结合碳十四测年数据分析，应是秦汉时代

的遗存，与本文发表的新石器时代遗存没有直接 

联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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