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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宜都城背溪》

前言

由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编写的《宜都城背溪》是一部考古发掘报告集，其中汇集了1983年至1984年
由湖北省博物馆(当时省文物考古研究所还没有从博物馆分出来)、宜昌地区博物馆和北京大学考古学
系等单位合作发掘的宜都城背溪等12处遗址的资料，主要涉及新石器时代的城背溪文化和石家河文化
两个阶段。报告写好后送到我手里，说是要我审查，还要我写几句话。我知道他们这样做是出于客气
。报告写得很好，从考古发掘、资料整理到编写报告的经过，遗址的自然环境，文化遗存的内容和特
点、文化性质、文化分期和年代等等，都一五一十地讲清楚了。插图和图版也编排得不错。作为一部
发掘报告，这些基本要求都达到了，该讲的话也都讲了，似乎不必再要我来浪费笔墨。但既然提出了
要求，不写几句又不好交差，只好勉为其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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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宜都城背溪》

内容概要

本书汇集了1983年至1984年由湖北省博物馆宜昌地区博物馆和北京大学考古学系等单位合作发掘的宜
都城背溪等12处遗址的资料，主要涉及新石器时代的城背溪文化和石家河文化两个阶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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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宜都城背溪》

书籍目录

壹  城背溪　第一节　地层堆积  　一　南区地层堆积　  二　北区地层堆积　第二节  文化遗迹  　一  
灰坑　  二  灰沟　第三节　文化遗物  　一　南区下层遗物    　（一）石器　    （二）陶器　  二　南区
上层遗物  　  （一）石器    　（二）陶器　  三　南区T6、T7遗物  　　（一）石器　    （二）陶器  　  
（三）骨器及动物遗骸　  四  北区T10遗物  　  （一）石器    　（二）陶器　  五　夏商周遗物　  　（
一）石器  　  （二）陶器　第四节　小结贰  金子山  第一节  地层堆积与文化遗迹    一  地层堆积    二　
文化遗迹　第二节　文化遗物    一  石器    二  陶器　第三节　小结叁  栗树窝　第一节　地层堆积　第
二节　文化遗物  　一　城背溪文化遗物    　（一）石器　    （二）陶器　  二　石家河文化遗物　第
三节　小结肆  枝城北　第一节  地层堆积与文化遗迹  　一  地层堆积　  二  文化遗迹  　  （一）沟　    
（二）灰坑　第二节　文化遗物  　一  石器　  二  陶器　  三　动物遗骸　第三节　小结伍　青龙山陆
　孙家河染　花庙堤捌　鸡脑河玖　茶店子拾　蒋家桥拾壹　王家渡拾贰　石板巷子拾叁　几点认识
附录后记英文提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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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宜都城背溪》

章节摘录

插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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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宜都城背溪》

后记

本报告集由陈振裕、杨权喜主编。参加编撰的还有黄文新、胡文春。前言、壹（城背溪）、陆（孙家
河）、拾叁（几点认识）由杨权喜执笔，伍（青龙山）由陈振裕执笔，贰（金子山）、肆（枝城北）
、拾贰（石板巷子）由陈振裕、杨权喜共同执笔，叁（栗树窝）、柒（花庙堤）由胡文春执笔，捌（
鸡脑河）、玖（茶店子）、拾（蒋家桥）、拾壹（王家渡）由黄文新执笔。全书由陈振裕、杨权喜统
一编写体例，文字由杨权喜统一修改定稿。参加本报告绘图工作的有杨权喜、黄文新、胡文春、肖平
、金木清、刘明怀、符德明等。本书墨线图由肖平绘制。田野发掘照片由参加田野发掘的人员提供，
图版黑白照片和彩色照片由郝勤建拍摄。陶器纹饰由杨权喜、黄文新拓片。陶器统计由胡文春、黄文
新负责，并由杨权喜复核。全文由杨燕抄正。城背溪遗址出土的动物遗骸由李天元鉴定。俞伟超先生
和李文杰先生曾对城背溪文化陶器进行过认真观察，并提出其成型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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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宜都城背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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