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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都考古发现 2007》

内容概要

《成都考古发现(2007)》是成都文物考古研究所2007年度考古报告集。收录有成都市温江区红桥村宝
墩文化遗址发掘材料；新都区斑竹园镇忠义社区、青白江大夫村、郫县三道堰宋家河坝子、高新西区
国际地点、金堂金海岸二期A区等商周时期遗址发掘材料；安宁河流域的德昌汪家坪遗址、会理雷家
山M1发掘材料；成都蒲江铁牛村冶铁遗址出土遗物分析报告；成都双流庙山村崖墓、都江堰玉堂窑、
温江“边城·香格里”宋墓、金堂李家梁子唐宋墓、三圣乡宋明墓、成都市下东大街古遗址等发掘材
料；以及四川安岳庵堂寺摩崖造像调查材料等。
《成都考古发现(2007)》可供从事中国考古学、历史学研究的学者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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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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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插图：青白江区大夫村遗址出土的陶片以夹砂陶为主，有少量泥质陶。夹砂陶以褐陶和灰陶为主；泥
质陶则以灰陶为主，褐陶次之。这些特征与成都平原地区商周时期遗址出土的陶片特征一致故大夫村
遗址当为商周时期遗址。其次从大夫村遗址出土的器形看，已不见三星堆文化的典型器物，如小平底
罐、盉、鸟头柄勺等，仅可见零星的高柄豆豆盘，也不见成都平原地区春秋战国时期常见的绳纹圜底
釜等器形，而主要器形有高领瓮、矮领瓮、高领罐、矮领罐、簋形器、尖底杯、尖底盏等，这些器物
在成都平原商代晚期到西周时期的遗址中常有发现，如金沙遗址“西城天下”发掘地点、金沙遗址芙
蓉苑南地点¨]等。因此，我们可以推断大夫村遗址的年代在商代末至西周时期。大夫村遗址出土器物
中最具时代特征的是尖底杯、尖底盏、簋形器等，该遗址从发现的尖底杯看，均为敛口、上腹微鼓，
细泥陶，胎薄，与金沙遗址芙蓉南地点标本H2072：2非常接近；出土的尖底盏也皆为敛口、浅腹，肩
部圆润，也与金沙遗址芙蓉南地点标本H1622：1、H1692：1、H2085：2风格特征相近；该遗址出土的
簋形器无论类型，还是器形特征，均与金沙遗址荚蓉南地点第5层及第5层下灰坑出土的同类器一致。
而金沙遗址芙蓉南地点H2072、H1622、H1692、H2085皆为第5层下灰坑，报告作者推断第5层下灰坑
除H2121、H1616外，其余的年代在殷墟四期，第5层年代在西周早期。另大夫村遗址出土的Aa型簋形
器，具有较晚的时代特征。综合上述几点，我们认为大夫村遗址的年代当在西周早中期。由于大夫村
遗址破坏严重，试掘面积有限，发现的遗迹现象少，为我们正确认识遗址的文化内涵带来一定困难。
但遗址出土的大量陶片，为我们推断遗址的年代提供了有力的证据。遗址的发现，为研究成都平原十
二桥文化的发展演变，提供了新的材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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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成都考古发现(2007)》是由科学出版社出版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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