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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家坪遗址位于凉山彝族自治州会理
县新安傣族乡新开田村五组，小地名李家
坪。遗址地处城河东岸的山前缓坡地带，
西部断崖下为城河，高出河面近百米。遗
址年代为新石器时期，面积约 4500 平方
米。2018年3月至6月，由四川省文物考古
研究院、凉山州博物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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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土了新石器时代晚期的遗
迹遗物，为研究金沙江中游地区新石器时
代晚期文化谱系提供了重要实物资料。

发掘概况

遗址地形为缓坡，东部临山坡，西部为
断崖，地表被两条冲沟分隔为三块区域，分
别划分为南、中、北区进行发掘，总发掘面积
1000 平方米。南区发掘面积400 平方米，地
层最为完整，可分为6层，第④、⑤、⑥层为
文化层，总厚度近1米，出土较多陶片、石器
等遗物。北区发掘 350 平方米，地层共分 5
层，其中第④、⑤层为文化层。中区被破坏严
重，未发现文化层，仅在第1层出土少量陶
片。南、北区相隔两条冲沟，没有直接的地层
叠压关系。

发掘成果

共发现人类生活留下的各种遗迹 37
座，包括房址3座，灰坑29座，灰沟1条，灶4
座。房址包括2座方形半地穴式和1座圆形
地面式，有柱洞，门道、火烧面或灶。灰坑主
要为锅底状坑，平面形状有近圆形、近椭圆
形、近方形和不规则形。

在文化层和遗迹中共出土各类器物166
件，绝大部分为石器，包括斧、锛、凿、刀、杵、
网坠、石球、矛、镞、纺轮、砍砸器、刮削器、石镯、石
环等。较多的渔猎采集工具证明当时人们还主要
以渔猎采集为生，出土的石环、石镯等精美的装饰
品需花费大量时间制作。骨蚌器较难保存下来，数
量较少，有骨针、骨锥，穿孔蚌器，饰品有穿孔圆形
蚌片。另外，此次发掘出土了大量新石器时期陶
片，陶色主要有黑陶、黑褐陶、褐陶、红褐陶、黄褐
陶、灰褐陶、灰陶，陶色斑杂是火候和气氛不稳定
所致，显示当时的制陶工艺并未完成熟。早期陶
片，泥质陶和夹砂陶数量相差不多，黑陶占多数，
流行施绳纹；晚期陶片多为夹砂陶，褐陶系占多
数，流行素面。器形均为平底器，以侈口罐为主，另

有高领罐、直口罐、敛口罐、花边口罐、带耳罐、鼓
腹罐、折腹罐、敛口钵等。

初步认识

李家坪遗址出土的大量早期陶片，以泥质
绳纹黑灰陶为特征，这些陶片与猴子洞遗址最
早的陶片相同，应属于同一时期，年代可早至
距今约 4800 年，为研究金沙江流域新石器时
代晚期文化提供了宝贵资料。李家坪遗址晚期
陶片以夹砂素面陶为主，器形与猴子洞部分石
棺葬出土的陶器相似，但不见猴子洞遗址晚期

大量出现的刻划纹和戳印篦
点纹，器类亦有一定差异。
由于猴子洞早、晚期陶片之
间年代跨度可能较大，此次
李家坪的发现将有助于进一
步细化明确猴子洞遗址的年
代分期，对城河流域乃至金
沙江流域新石器时代晚期文
化的分期具有重要意义。

值得一提的是，在城河
流域下游五公里的范围内出
现了猴子洞遗址、李家坪遗
址、大劈山墓地、河东田遗
址、河头地遗址等一批包含
新石器时期文化堆积或早期
石棺葬的重要遗址，而李家坪
遗址正处于这些遗址中间的
关键位置。上游相邻数百米的
大劈山墓地发现了两百多座
石棺葬，而相距不远的河东田
遗址和河头地遗址也相继发现
了早期石棺葬，这批石棺葬与
李家坪遗址在地理位置上相邻
仅数百米，是否存在密切的联
系？本次发掘的李家坪遗址文
化堆积层次清楚，遗存丰富，
该遗址的全面深入研究将对
我们探索解答早期石棺葬居
住聚落等问题具有重要意义。

（高 寒）

乌东德水电站是金沙江下游河段规划建设的乌东德、白鹤
滩、溪洛渡、向家坝四个水电梯级的最上游梯级，装机容量1020万
千瓦，是我国目前第四大水电站。为配合乌东德水电站建设，
2011年4—7月，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联合相关单位对水电站
淹没区、影响区和枢纽建设区进行了考古调查，共发现新石器
时代至明清时期文物点 21 处。根据乌东德水电站移民安置规
划，水电站建设涉及的地下文物点计划发掘面积共计13.48万平
方米。这将是目前四川省发掘面积最大、投入人力最多的一个
基本建设考古项目。

为使考古项目顺利开展并取得更大成果，根据四川省文化
厅 （省文物局） 的统一部署，文物调查结束后，由四川省文物

考古研究院编制了详实可行的《乌东德水电站 （四川）考古工
作方案》（以下简称《方案》），并邀请多家高校、省级考古所
的著名专家学者多次召开专家咨询会对《方案》进行咨询、论
证，并对《方案》做了进一步的补充和完善。《方案》对年度工
作计划、组织实施、多学科的综合应用、考古项目数字化管理
和文物保护预案等各方面都做了科学的规划。结合库区所在区
域已往工作及库区文物调查情况，为强化基本建设考古项目中
的课题意识和学术意识，《方案》还预设了“构建城河流域新石
器至战国时代的考古学年代序列”、“石棺葬文化研究”和“西
南丝绸之路研究”等7个学术课题，希望在实际的考古工作中
对各考古团队的发掘工作起到学术导向作用。

2017 年 4 月始，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联合凉山州博物
馆、会理县文物管理所正式开展乌东德水电站 （四川）文物考
古工作。目前各考古团队已在库区对文物点全面展开了考古发
掘工作，发掘地点涉及凉山州会理县的新安乡、鱼鲊乡和攀枝
花市盐边县的红格镇等地。已开展的发掘面积 46400 平方米，
发现各类遗迹共计逾千个，出土各类文物3000余件，文物标本数
万件。其中会理县新安乡猴子洞遗址、大劈山墓地、河东田遗址及
河头地遗址等文物点已发掘的350余座早期石棺葬尤为重要，考
古发掘取得了阶段性的重要成果。

猴子洞遗址发现各类遗迹226个，其中石棺葬121座、房址19
座，出土器物小件1000余件。遗址发现了布局集中的居住聚落的
同时发现了较大的石棺葬墓群，这对于石棺葬的研究是突破性的
新材料。遗址出土物极为丰富，小件以磨制石器为主，同时出土有
大量的陶器残片。陶器以平底罐类为主，多见锯齿花边口罐、折沿
罐、侈口罐等。陶器纹饰丰富，常见有以绳纹、附加堆纹、刻划纹和
戳印文等。猴子洞遗址发现的石棺葬年代根据地层开口及出土器

物情况初步判断为新石器时代至西周时
期，属于年代较早的大型石棺葬墓地。石棺
葬类型多样，出土遗物丰富而具有本地特
色，为研究当地石棺葬文化内涵及发展演
变提供丰富的实物资料。同时，该遗址发现
的石棺葬与川西地区石棺葬差异较大，这
为研究不同地区石棺葬文化性质提供了不
可多得的宝贵资料。发现遗迹的规模及丰
富的遗物情况表明该遗址是金沙江流域最
重要的古代遗址之一。

大劈山墓地位于城河南岸坡地上，东
距猴子洞遗址约3千米。为最大限度抢救文
物，《方案》制定了该墓地进行整体揭露的
实施方案，计划发掘面积为4000平方米。目
前发现了205座石棺葬，发掘工作仍在进行
中。墓葬多为耕土层下开口，没有发现古代
文化层堆积。葬式多为单人仰身直肢一次
葬，少量二次葬。通过体质人类学观察，发
现大劈山人群存在着较为普遍的拔牙习
俗，上颌齿槽保存较好的个体都有发现拔
牙现象。墓葬发现有较多的割肢葬葬俗，可
以观察判断的墓葬确定该类葬俗的共有16座，多见人体头颅切
割后放置于胸部或者腹部进行埋葬，四肢基本位于正常体位。墓
葬的随葬品较少，多数墓葬不见随葬品。随葬陶器常见为随葬一
个或两个陶罐，随葬贝类饰品的现象较多。从墓葬形制及出土物
判断，大劈山墓地的年代与猴子洞石棺葬墓葬年代基本相同。大
劈山墓地规模大，墓葬形制多样，分布集中，排列有序，相互打破

关系较少，应该为一处有规划的部落或家族墓地，对该墓地的全
面揭露为研究石棺葬墓地的规划、石棺葬人群部落的社会文化内
涵提供珍贵的材料。

猴子洞遗址、大劈山墓地位于金沙江一级支流城河的下游，
自城河汇入金沙江处上溯10余公里的城河两岸水电站淹没区或
影响区密集分布着11处先秦以前的古代遗址或墓地。除上述两

处文物点外，目前正在发掘的河东田
遗址、河头地遗址、李家坪遗址以及平
地遗址、大坪子遗址等文物点均发现
了相同文化内涵的新石器时代遗存或
商周时期遗存。城河下游密集的早期
聚落遗址的发现和发掘，将有利于构
建城河流域新石器时代至战国时期的
考古学文化序列。我们期待通过乌东
德水电站工程建设考古项目的实施及
后期考古研究的深入，为金沙江中下
游的考古学文化谱系的建立提供坚实
的物质基础，为探索区域古代居民的
族群研究、石棺葬族群的形成、发
展、迁徙和交流等课题提供重要的学
术资料。 （周科华）

猴子洞遗址位于四川省凉山彝族自治州会理
县新安傣族乡马鞍桥村六组，处于城河西岸二级
阶地。2017年6月至2018年2月，为配合乌东德水
电站工程建设，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联合凉山
州博物馆、会理县文物管理所等单位对猴子洞遗
址进行了抢救性考古发掘工作。遗址总面积约
15000平方米，此次发掘4100余平方米。共发现石
棺葬121座，房址19座，灰坑78座，灰沟6条，灶4
座，出土各类文物1000余件（套）和大量陶片。最重
要的收获是121座石棺葬和与之共存的聚落遗存，
初步判断早期遗存年代最早可至距今约 4800～
5000年，是金沙江流域一处极为重要的早期文化
中心聚落遗址。

石棺葬

共清理石棺葬121座，朝向主要为西北方向和
东北，同一朝向的墓葬以两、三座成组，几组成排
分布。石棺均为梯形，头宽脚窄，个别带头厢或脚
厢，形制可分三类：第一类为仅有盖板，出现年代
最早；第二类为只缺少底板；最后一类是完整石棺，
包括盖板、头脚端挡板、侧板和底板，数量极少，仅
出现于晚期。大部分为单人葬，多为仰身直肢一次
葬。有个别夫妻合葬墓和亲子合葬墓，形制分两类，
一类为共用一个石棺，另一类为两个石棺共用盖板
和一侧侧板。有50座墓葬出土随葬品，包括陶器、石
镞、骨饰、海贝、蚌壳、兽骨、兽牙、兽角等，以陶器
和石镞为主，陶器一般随葬1-2件。出土的大量石
镞有的是作为随葬品，有的至今还同时多枚残留
在人体骨架上的不同部位。

M64 为单室石棺墓，开口于⑥层下，方向
24°。墓葬保存基本完整，墓口距地表 60-80 厘
米。墓圹平面呈梯形，范围稍大于石棺。石棺由盖
板，左右侧板，头部脚部挡板构成，无底板。墓圹平
面呈梯形，底部长238厘米，宽50-88厘米，深40-
58厘米。葬式为一次仰身直肢葬，头朝东北，仅四
肢骨保存尚可。共出土随葬品14件，其中彩绘陶罐
2件，磨制石器1件，石镞10件，骨饰品1件。

M75 同棺合葬墓，开口于⑤层下，方向
192°。墓葬整体保存完好，墓圹平面呈梯形，略大
于棺室范围。棺室平面呈梯形，长172厘米，宽97-
124厘米，深30-44厘米，由盖板、左右侧板、头端脚
端挡板构成。棺室内有两具骨架，均为一次仰身直
肢葬。右侧骨架保存较好，左侧人骨体型较小。共出
土3件石镞，其中1件扎入右侧人骨骶骨上。判断右
侧人体为男性，中箭而死，左侧为女性，为男女同
棺合葬墓，墓主可能为夫妇。

房址

共发掘房址 19 座，最重
要的是14座集中分布的新石
器时期房址，地面式 9 座，除
F7外，平面形状均为圆形，面
积较小；半地穴式 5 座，均为
圆角方形或长方形，面积一般
较大，部分房址发现有明显踩
踏面、生活平台、灶坑或火烧
面。

F1 开口于⑥层下，半地
穴式结构，平面为近似圆角六
边形，带门道。地穴东西最长
460厘米，南北最宽436厘米，深38-52厘米。正对门道横列一长条状灶
坑，长140厘米，宽30厘米，深20厘米，坑壁及底部都有红色的火烧硬面，厚
1-2厘米。灶坑北侧沿穴壁有一宽45-70㎝，高6-12厘米的生活平台，系挖
好穴室后用细沙及土掺合一起夯筑而成。室内地面为黑褐色踩踏硬面，保存
较好。穴室外缘有16个均匀分布的柱洞围绕，推测原屋顶为尖顶。

遗物

共出土陶器、石器、骨器、
蚌器、海贝等小件器物1000余
件，陶片1000余袋，采集炭样、
土样、骨样和烧土块若干，提
取人骨架标本91具。小件器物
绝大部分为石器，包括斧、锛、
凿、刀、杵、矛、锥、镞、纺轮等。
目前陶片整理修复仍在进行
中，已复原完整陶器 20 余件。
器形以平底罐类占绝大多数，
部分器物带耳和鋬。大多为夹
砂陶，泥质陶次之，主要以褐
色陶为主，黑陶次之。流行在
器物上腹、颈、口部饰纹饰，早
期以绳纹、附加堆纹为主，中
晚期纹饰丰富，以表现各种图案的刻划纹为主、另有篦点纹、戳印纹、弦
纹等。骨器有骨锥、骨镞、骨珠、骨环、海贝等。

初步认识

遗址发现了丰富的新石器时代遗存，该时期文化层共有3层，最厚
堆积超过1米，同时发现了大量的遗迹现象和丰富的遗物，为遗址的分
期提供了便利的物质基础。以绳纹、附加堆纹的花边锯齿口罐和折沿罐
为代表的遗存年代最早，主要分布于⑦层下遗迹和第⑦层地文化层，初
步判断年代为约距今4800～5000年。以刻划纹、戳印纹的各种器物为代
表的遗存主要分布于第⑤、⑥层及其下开口的遗迹中，年代约为距今
4500年左右。这批早期遗存的发现，将为金沙江流域早期文化内涵的研
究提供重要考古资料。

遗址发现的上百座石棺葬根据地层层位开口、墓葬形制及随葬器物
的不同情况分析，明显存在年代的差异，初步判断年代为新石器晚期至西
周时期。学界一般认为，川西北地区最早的石棺葬在茂县，年代约在距今
3000年左右。川西南、滇西北地区发现的最早石棺葬为1982年云南永仁
菜园子发掘的30座石棺墓，这批石棺葬与猴子洞遗址中晚期墓葬的墓葬
形制与随葬器情况更为相近，因而年代也应相近。而猴子洞遗址年代最早
的墓葬开口于第⑦层下，应为西南地区发现年代最早的石棺葬之一。

成组分布排列有序的墓葬，反映了聚族而居，聚族而葬的社会组织
形态，个别亲子合葬墓和夫妻合葬墓表明部分小家庭内的成员关系已日
趋紧密。值得一提的是，在可统计人骨架的墓葬中，我们在17座墓葬中
发现了明显非正常人骨架埋葬现象，包括身中箭镞、骨骼缺失、骨骼错
位、骨骼破损、体态扭曲等表现形式，判断其中包含有“割肢葬”葬俗，但
更多应为非正常死亡的埋葬现象，显示了该社会经常面临来自内部或外
部的剧烈人群冲突。

从墓葬的形制、规模来看，大多数墓葬大小仅能容身，无随葬品；个
别墓葬却长达3米，石棺完整，随葬陶器、石镞、海贝、兽角等多达十几物
品件，墓主人明显拥有较高的社会经济地位，体现了社会组织结构中成
员个体地位已明显出现分化。但整体而言，墓葬形制规模和随葬品的差
异显示出并不悬殊的社会分化，尚未形成固定的社会分层，仍处于比较
平等的社会状态。

石棺葬文化的发掘研究工作之前大多局限于墓地，与墓地共存的聚
落的研究几乎是一片空白，这主要因为与石棺葬墓地共存的聚落遗址少
有发现或保存极差。猴子洞遗址发现了居住址与石棺葬共存关系的聚
落，出土了大量类型丰富的陶片，为全面研究石棺葬人群的社会结构和
经济生活提供了大量宝贵资料。 （刘化石 高寒）

猴子洞遗址位于会理县新安乡马鞍村城河西岸
的二级台地，共计发掘墓葬121座，以石棺墓为主，出
土人骨91例，初步推定其时代为新石器到西周时期。

部分墓葬存在一种人为破坏尸骨的特殊埋葬现象，有
学者将其称为“割肢葬”。由于出土人骨数量较大，整
理工作尚未完成，在此，本文仅利用现有资料，围绕古
人口学、齿科疾病、疾病和创伤、以及拔牙习俗等方面
对猴子洞人骨进行初步讨论。

古人口学统计
古代人群大多聚族而葬，墓地中出土人骨的信息

往往是当时人群生活状态的直观反映。
猴子洞人骨由于保存状况不太理想，可鉴定率不

高。通过对性别和死亡年龄的统计与分析，得出该群
体的性别和年龄结构框架：性别鉴定率为42.86%，男
女个体数之比为2.55∶1，年龄鉴定率为58.24%；群体
的平均死亡年龄为26.30岁，其中男性为30.62岁，女
性27.19岁；群体死亡高峰期集中在未成年期、壮年期
和中年期，无老年期个体。

齿科疾病观察
齿科疾病的形成机制复杂，从古病理学角度来

讲，对齿科疾病的统计和研究对于反映人群的健康状
况，推测人群的经济形态等方面具有重要的指示作
用。

可观察到的齿科疾病主要有：牙结石、龋齿、牙周
病、牙釉质发育不全等。其中牙周病和牙结石的发生
率较为普遍，龋齿相对较少。目前对龋齿的发病情况
做了初步统计。通过对保存有牙齿的46例个体观察，
发现有龋齿的仅7例，个体患龋率为15.22%，这与中
原同期遗址相比处于较低水平。患龋的个体大多仅累

及一两粒牙齿，龋病的等级也较轻。从累及齿种来看，
以下颌臼齿为主。从发病部位来看，基本为面，个别
涉及到齿颈部位。

疾病和创伤
疾病是影响健康状况的一个重要因素，而创伤，

尤其是暴力引起的创伤，是我们探索群体或个体间暴
力冲突的重要依据。

除去齿科类疾病，鉴定出的其他疾病有骨关节
炎、骨膜炎、颅顶多孔性骨肥大等。创伤情况发现有一
例锁骨骨折、一例尺骨骨折、一例锐器伤痕以及多例
箭伤。箭伤个体均是身中多箭，且来自多个方向，至今
仍有箭镞留存在骨骼中，中箭是造成其死亡的原因。

拔牙习俗
拔牙是一种古老的风俗，一些偏远的少数民族地

区至今仍然流行。我国西南地区的拔牙习俗虽然在史
籍上多有记载,但在考古发掘中鲜有发现史前证据。
猴子洞出土的人骨将为我们研究西南地区的史前拔
牙习俗提供珍贵材料。

通过对 14 例上下颌保存较完整的个体进行观
察，发现其中有 9 例个体存在拔牙现象，拔牙率达
64.29%。另有4例上下颌不完整的个体也有发现。由
于部分个体颌骨破损，推测其实际拔牙情况可能更
为普遍。猴子洞人群拔牙的齿种较固定，多发生在
上颌侧门齿，仅一例个体为右侧中门齿，大多为两
侧I2对称拔。发现拔牙的个体年龄最小者20-25岁，
未发现未成年个体。个体在拔牙率上不存在明显性别
差异。

初步认识
1.猴子洞先民的经济形态可能是以渔猎-采集为

主的非农业生产模式。猴子洞先民较低的龋齿发生
率，可推断其饮食构成中碳水化合物含量较少，人们
摄入的谷物类食物较少，暗示其所处的社会农业欠发
达，可能主要靠渔猎和采集为生，其生业方式应以非

农业生产为特征。
2.猴子洞先民或许面临着较大的生存压力。该人

群平均年龄水平与中原同期相比明显偏低，具有较高
比例的未成年死亡，且未发现有老年个体；牙釉质发
育不全、颅顶多孔性骨肥大、骨膜炎等“生存压力指
标”型疾病的频繁出现，都显示了猴子洞先民的生活
条件并不优渥，他们从出生到死亡，可能一生都在与
自然作斗争，面临着较大的生存压力。

3.猴子洞先民处于相对复杂的社会关系中。猴子
洞人骨大量创伤，尤其是箭伤的出现，反映出其社会
暴力冲突明显，而单个个体同时身中多箭，且多箭毙
命，这显然不是单纯的打斗，而是一种群体对个体的
有意为之，或许是出于某种特殊目的而产生的杀戮，
这反映出其所处的社会环境较复杂。而普遍流行的拔
牙习俗和“割肢葬”等也反映出猴子洞先民已经具有
了较统一的宗教信仰和灵魂观念，其文明进程到一定
阶段，社会关系逐渐复杂化。

（张 燕 刘化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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