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湖北姊归石门嘴遗址发掘

吉林大学边疆考古研究中心 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

石门嘴位于稀归老县城东南 2
.

7公里处
,

系长江南岸凸向江中的一个山嘴
,

隶属郭家坝镇

旧洲河居委会
。

遗址所在地势呈西南高
、

东北低的缓

坡
。

高程范围约在 80 一 13 。 米
。

面积近 10
,

。 00 平方

米 ( 图一
; 图版壹

,

1 )
。

该遗址 1 9 9 4 年在湖北省文物

考古研究所进行三峡工程株归县淹没 区地下文物调

查时发现并确认
。

1 9 9 9 年 n 月至 12 月
,

吉林大学考

古系与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联合对该遗址进行了

重点发掘
。

此次发 掘首 先将基点设定 于遗址 中部
,

将遗址

所在 区域划分为四个象限
。

发掘主要集中于第一象

限
。

共布 5 x s 平方米探方 40 个
,

5 x 6 平方米探方 5

个
,

5又 10 平方米探方 1 个
。

另在第三象限的北部布 5

x s 平方米探方 4 个
,

5 x 10 平方米探方 l 个
。

加上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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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一 株归石门嘴遗址位置示意图

分探方的扩方
,

共发掘 1 4 。。 平方米 (图二 )
。

同时完成钻探面积 8 0 0 0 平方米
。

本次发掘探方编

号采用三位数
。

其中第一位数代表探方所在象限
,

后两位数则为序号
。

如 9 9z s T 3 o l
,

则为第三

象限的第一号探方 (为方便起见
,

以下述及探方及遗迹遗物编号
, “ 9 9 2 5

”

皆省去 )
。

通过发掘了

解到
,

该遗址存在商
、

周
、

六朝和明代四个时期的遗存
。

本文重点报导商
、

周
、

六朝时期遗存
。

一 地层堆积

由于常年的水土流失和近现代的整改土地
,

遗址破坏比较严重
。

遗址北部偏于坡下 的位

置
,

往往在耕土层下即暴露出生土和基岩
。

只在中部和南部的部分地段保留有文化堆积
,

且厚

度一般在 。
.

5一 1
.

5 米
。

现以 T 1 21 和 T 1 06 两探方为例介绍一下地层堆积情况
。

(一 ) T 1 21 南壁剖面

第 1 层
:

厚 。一。
.

62 米
。

黄灰色
,

松软
。

除西北角基岩裸露之外
,

分布于探方大部
。

系近年

整修土地形成的农耕层
。

一 4 1 9 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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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二 株归石门嘴遗址探方分布示意图

第 2层
:

距地表深 。一 0
.

62
、

厚 。一 0
.

85 米
。

灰黑色沙土层
,

较松软
。

内含少量商代陶片
、

明

代青花瓷片和铁钉等遗物
。

可能系近代因洪水所形成的冲积层
。

第 3 层
:

距地表深 0
.

5一 1
.

5
、

厚 O一 0
.

83 米
。

淡黄色沙性土
,

土质较细密
。

出土少量商代陶

片和鱼骨等
。

第 4 层
:

距地表深 。
.

45 一 1
.

1
、

厚 。一 。
.

55 米
。

黄褐色沙土层
,

较松软
。

出土大量破碎的商

代陶片和鱼骨
,

还有少量石器
。

第 5 层
:

距地表深 0
.

3一 1
.

3
、

厚 。一 。
.

53 米
。

灰褐色沙土层
,

松软
。

出土少量破碎商代陶片

和石器等
。

此层下为基岩
。

以上第 3 至第 5 层在探方中所处地势 比较低洼
,

且都自南向北往坡下倾斜
,

土质含沙量很

大
,

但又不见晚于商代的遗物
,

故推测这三层均属早期冲积所形成 (图三 )
。

一 4 2 0 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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尹
图三 T12 1 南壁剖面图 图四 T1 0 6南壁剖面图

( 二 ) T1 06南壁剖面

第 1 层
:

厚 O一 。
.

55 米
。

灰褐色沙性土
,

松软
。

除探方中部陡坎处外
,

分布于方内大部分
。

依地势由西南向东北倾斜
。

层内含有现代瓷片
、

砖
、

瓦
。

系近年整修土地所形成的农耕层
。

第 2 层
:

距地表深 。一 。
.

5 5
、

厚 。一 。
.

45 米
。

黄色沙性土
,

较纯净
。

未发现遗物
。

第 3 层
:

距地表深 。一 。
.

6 3
、

厚 。一 0
.

5 米
。

黄褐色沙性土
,

松软
,

呈颗粒状
。

分布于探方南

半部
。

出有较多明代瓷片
、

瓦片
。

H 1 3
、

H 14 及 F 4 (地坎式房址 )开 口于此层下
,

打破第 4 层
,

均

属明代遗迹
。

第 4 层
:

距地表深 。
.

45 一 。
.

85
、

厚 。一 0
.

65 米
。

灰褐色土
,

含白硝
,

多呈块状
,

较坚硬
。

分布

于探方南部
。

出土有明代瓷片
、

砖及少量六朝青瓷片
。

M g
、

H 1 8
、

H 21 开 口于此层下
。

其中 M g

打破 H 2 1
,

二者又直接打破第 6 层
,

均属六朝时期
。

H 18 则打破第 5层
,

属明代坑
。

第 5 层
:

距地表深 1
.

15 一 1
.

3
、

厚 。一 。
.

4 米
。

黄灰色土
,

较坚硬
。

分布于探方西南部
。

且 由

南向北呈坡状堆积
。

层内含六朝瓷片
、

瓦片和少量周代遗物
。

属六朝文化层
。

第 6 层
:

距地表深 。
.

4 一 1
.

4
、

厚 。一 1
.

2 米
。

深褐色土
,

质地较坚硬
,

含草木灰及烧土颗粒
。

主要分布在探方东部和北部
。

层内出土大量陶片和鱼骨
。

遗物 中最晚者属东周时期
,

但也有不

少商代陶片
。

此层下为基岩或黄色生土 (图四 )
。

二 商代遗存

(一 )遗迹

仅发现灰坑 10 座
。

编号为 H l 一 H 7
、

H 15 一 H 1 7
。

其中圆形灰坑 5 个
,

圆角长方形灰坑 3

个
,

椭圆形和不规则形灰坑各 1 个
。

这些灰坑多数只剩底部
,

只有个别保留堆积较深
。

H l 位于 T 1 37 西南部
,

开 口 于第 l 层下
,

打破生土层
。

圆角长方形锅底状
。

坑口长 1
,

3 6
、

宽 0
.

9
、

深 0
.

15 米
。

坑内填土黄褐色
,

含红烧土颗粒和草木灰
。

出土大量鱼骨和少数破碎陶片

(图五
; 图版壹

,

2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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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7 1 位于 T3 1 0西北部
,

开 口于第 3 层下
,

打破生

土层
。

其北侧被一近代墓打破
,

并被整修梯 田时削去部

分坑壁
。

据残存形状推测
,

该坑平面应为圆角长方形
。

坑 _

壁较直
,

坑底平整
。

坑 口长 2
.

2
、

宽 1
.

1 5
、

坑深 0
.

7 米
。

填

土为较纯净的黄土
。

坑底有一层碎陶片
,

可辨器形有瓮
、

罐各 1 件 (图六 )
。

(二 )遗物

1
.

陶器 陶系以夹砂灰褐陶最多
,

约占总数 40 %

以上
。

其次为泥质灰陶和夹砂灰陶
,

还有少量夹砂红褐

陶
、

泥质灰褐陶
、

泥质红陶以及极少 的泥质红胎灰皮陶
。

夹砂陶内所掺砂粒多细小而均匀
,

似为河沙
。

纹饰以绳

纹为主
,

约占总数 53 %左右
。

其次为方格纹
、

弦纹
。

也有

少量戳印的 S 纹
、

云雷纹及篮纹
、

贝纹等
。

素面陶器数量

较多
,

约占总数的 20 % (附表一 )
。

夹砂陶器多为泥片贴

塑法成形
,

而泥质陶器则多为泥条盘筑法成形并经慢轮

修整
,

也有规整的轮制陶器
。

器类有釜
、

罐
、

盆
、

豆
、

尖底

杯
、

钵
、

高柄杯
、

缸
、

瓮
、

小杯
、

小釜
、

陶印模
、

纺轮等
。

釜 74 件
。

均夹砂陶
。

数量最多
,

约占全部陶器的

50 % 以上
,

但大多无法复原
。

依 口沿和腹部形态可分五

型
。

A 型
:

57 件
。

矮领圆鼓腹
。

可分二亚型
。

A a 型
:

51 件
。

卷沿
,

颈稍长
。

分三式
。

工式
: 4 件

。

沿
、

腹间转折圆缓
,

束颈不明显
。

T 3 04 ④

: 1
,

夹砂红褐陶
。

腹饰较粗的竖向绳纹
。

底有烟员
。

口

径 1 5
、

高 1 6 厘米 ( 图七
,

8 ; 图版贰
,

2 )
。

l 式
;

34 件
。

束颈
,

沿
、

腹间有明显转折
。

T 1 21 ③
:

4
,

夹砂灰褐陶
。

腹饰竖向细绳 纹
,

口径 20 厘米 ( 图七
,

1 )
。

T 12 1 扩③
, 1

,

夹砂灰褐陶
。

腹饰斜向篮纹
。

口 径

25
·

6 厘米 (图七
,

4)
。

T 1 21 ④
: 8

,

夹砂灰褐陶
。

颈外侧有

一周手指按窝
,

腹饰横向细绳纹
。

口径 16 厘米 ( 图七
,

10 )
。

T 1 21 ④
, 1 3

,

夹砂灰褐陶
。

颈外有一周手指按窝
。

腹

部绳纹较散乱 (图七
,

2 。 )
。

9
.

… .50 厘米

图五 H l 平
、

剖面图

\ J D

0 刃 勺O

桨呵
介牌号礴丫像

。

八

O

龟
近代墓

50 厘米

图六 H 17 平
、

剖面图

1
.

罐残片 2
.

瓮残片

皿式
:

13 件
。

束颈更明显
。

H 6 : 1
,

夹砂灰陶
。

腹饰斜向细绳纹
,

下腹有烟良
。

口径 16 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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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七 出土商代陶釜
1

.

A a 型 亚式 ( T 1 2一③
: 4 ) 2

.

A a 型 皿式 ( T 3o 4④
:

2 ) 3
.

A a 型 班 式 ( H 6 : z ) 4
.

A a 型 l 式 ( T x Z z 扩③
: 1 )

5
.

B 型 I 式 ( T 1 2 1⑤
:

5 ) 6
.

B 型 1 式 ( T 1 2 2⑤
:

8 ) 7
.

A b 型 ( T 一2 1④
:

2 5 ) 5
.

A a 型 I 式 ( T 3 o 4④
,

1 ) 9
.

A a

型 皿式 ( T 1 2 2③
: 4 ) 2 0

.

A a 型 I 式 ( T 1 2 1④
:

8 ) 1 1
.

E 型 ( T 12 1 扩④
:

9 ) 1 2
.

A b 型 ( T 12 1 扩④
: 10 ) z 3

.

B

型 丁式 ( T 1 2 1⑤
: 2 ) 1 4

.

B 型 I 式 ( T 12 1④
: 1 6 ) z s

.

C 型 ( T 1 2 1④
: 3 1 ) 1 6

.

B 型 皿式 ( T 1 2 2③
: 5 ) 1 7

.

D 型

( T 1 2 1 扩④
:

8 ) 1 8
.

D 型 ( T 1 2 2⑤
:

5 ) 1 9
.

B 型 l 式 ( T 1 2 z④
: 1 ) Z o

.

A a 型 l 式 ( T 1 2 1①
:

1 3 )

米
,

高约 22 厘米 ( 图七
,

3 )
。

T 30 4④
: 2

,

夹砂红褐陶
。

沿上端外翻
,

腹饰粗方格纹
。

口径 24
.

4 厘

米 ( 图七
,

2)
。

T 12 2③
: 4

,

夹砂灰褐陶
。

沿上端近平
。

腹饰较细方格纹
。

残高 12 厘米 ( 图七
,

9 )
。

A b 型
: 6 件

。

颈较短
。

T 1 21 ④
:

25
,

夹砂灰褐陶
。

腹饰细绳纹
。

口径 20 厘米 (图七
, 、

7 )
。

T 12 1

扩④
: 1 0

,

夹砂红褐陶
。

沿加厚
,

颈外有一周按窝
。

腹饰细绳纹 (图七
,

1 2 )
。

B 型
:

n 件
。

卷沿矮领
,

扁腹
。

分二式
。

I 式
: 6 件

。

中口
,

颈部稍收束
。

T 12 2⑤
: 8

,

夹砂灰褐陶
。

腹饰交错绳纹
。

口径 18 厘米 (图

……
.

…
!
.leseseses̀......
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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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
,

6 )
。

T 12 1⑤
: 5

,

夹砂红褐陶
。

下腹有斜向绳纹
,

肩部绳纹被抹去
。

口径 17
.

6 厘米 (图七
,

5 )
。

T 1 2 1④
: 1 6

,

夹砂灰陶
。

腹饰小方格纹
。

口径 1 2 厘米 ( 图七
,

1 4 )
。

l 式
: 5 件

。

小 口
,

束颈更明显
。

T 1 22 ③
: 5

,

夹砂灰褐陶
。

腹饰斜向细绳纹
。

口径 8
.

5 厘米

(图七
,

1 6 )
。 一

T 1 21 ⑤
: 2

,

夹砂红褐陶
。

腹饰斜向细绳纹
。

口径 1 2
.

5 厘米 (图七
,

1 3 )
。

T 1 21 ④
:

1
,

夹砂灰陶
。

肩部贴附贝纹
,

腹饰竖向细绳纹
。

口径 10 厘米 ( 图七
,

1 9 )
。

C 型
: 2 件

。

卷沿
,

垂腹
。

T 12 1④
:

31
,

夹砂灰陶
。

腹饰细绳纹
。

口径 8 厘米 ( 图七
,

15 )
。

D 型
: 3 件

。

小 口高领
,

鼓腹
。

T 12 2⑤
: 5

,

夹砂灰褐陶
。

腹饰细绳纹
。

口径 10 厘米 (图七
,

18 )
。

T 12 1 扩④
: 8

,

夹砂灰褐陶
。

腹饰交错绳纹
。

口径 9 厘米 ( 图七
,

17 )
。

E 型
: 1 件 ( T 1 21 扩④

: 9 )
。

夹砂灰陶
。

小 口微侈
,

颈肩无明显转折
,

鼓腹
。

腹饰竖向细绳

纹和 贝纹
。

口径 12 厘米 ( 图七
,

n )
。

罐 9 件
。

依 口 沿与肩腹形态可分四型
。

A 型
: 4 件

。

小 口高领
,

鼓肩
。

T 1 21 ④
: 9

,

泥质红陶
。

厚圆唇
。

口沿内侧与肩腹有轮旋痕
。

口径 14
.

8 厘米 ( 图八
,

5 )
。

B 型
: 1 件 ( T 12 1 扩④

:

4)
。

泥质灰褐陶
。

大 口
,

卷沿圆唇
,

缓折肩
,

腹斜收
。

素面
。

口径 24

厘米 (图八
,

2 )
。

C 型
: 1 件 ( T 121 ④

: 1 4 )
。

夹砂灰褐陶
。

侈 口卷沿圆唇
,

溜肩
。

素面
。

颈部有泥皮脱落痕迹
。

口径 21
.

2 厘米 (图八
,

7 )
。

D 型
: 3 件

。

小 口高领
,

广肩
。

T 1 21 ④
: 1 2

,

夹砂灰陶
。

颈饰三周凹弦纹
,

肩部戳印三周椭圆

形窝点纹
。

口 径 18 厘米 (图八
,

4 )
。

盆 6 件
。

依 口腹形态分二型
。

A 型
: 4 件

。

大口
,

有肩
,

腹斜收
。

可分二式
。

I 式
: 2 件

。

口径稍小于肩径或与肩径相若
。

T 3 04 ④
: 6

,

泥质红胎灰皮陶
。

素面
。

口径约

3 6 厘米 (图八
,

1 1 )
。

亚式
: 2 件

。

口径稍大于肩径
。

T 3 04 ④
: 3

,

夹砂灰褐陶
。

素面
。

残高 9
.

2 厘米 (图八
,

18 )
。

T 1 21 ③
: 9

,

夹砂灰陶
。

沿上端外折
。

肩饰一周凹弦纹
。

口径 24 厘米 ( 图八
,

8 )
。

B 型
: 2 件

。

大 口
,

腹弧收
。

T 1 21 ⑤
:

10
,

夹砂灰陶
。

沿近平
,

厚方唇
。

腹饰一周 凹弦纹
。

口

径约 31
·

6 厘米 ( 图八
,

1 )
。

T 1 21 ④
:

22
,

泥质灰褐陶
。

口微敛
,

沿面近平
,

厚圆唇
。

内外壁均留

有轮旋痕迹
。

口径 25
.

2 厘米 ( 图八
,

3 )
。

豆 4 件
。

依豆盘形状分二型
。

A 型
: 1 件 ( T 1 21 ④

: 6 )
。

泥质红胎灰皮陶
。

敞 口折沿
,

折腹
,

腹较深
。

柄残
。

腹饰五道凹弦

纹
,

沿面也有凹弦纹两周
。

口径 20 厘米 (图八
,

9 )
。

B 型
: 3 件

。

敞 口弧腹
,

腹较浅
。

T 12 1 扩④
:

18
,

泥质灰陶
。

腹饰两周弦纹
。

口径 20 厘米

(图 /又
,

1 0 )
。

一 4 2 4 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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暴
·

字
·

挤
·

覆冲
;

、 、

7 纽勺了 z

复卫旦
17

1 1

碑 25

翌自
一

馨畔
粼翻攀

1
.

B 型盆 ( T12 1⑤
5

.

A 型罐 ( T2 1 1④

( T12 1①
:

) 60 1
.

( T12 2③
:

10)4 1

10) 2
.

B 型罐 ( TiZ I

9 ) 6
.

瓮 ( H7 1:l )

图八 出土商代陶器

扩①
:4 )3

.

B 型盆 ( T12 1④
:2) 24

.

D型罐 (2 1 T1④
:2 2)

7
.

e型罐 ( T2 1 1④
:4 1) s

.

A 型l

B 型豆 (丁一 2 1扩①
:

5 1) 1 1
.

A 型 I式盆 (s To4 ①
:

6)

钵 ( T12 1扩①
:7 )5 1

.

B 型尖底杯 ( T2 1 1扩④
:

14 )

式盆 ( T12 1③
:

9 )9
.

A 型豆

2 1
.

缸 ( TzZ z③
:

7 ) 13
.

纺轮

6 1
.

B 型尖底杯 ( T12 1①
: 17 )

7 1圈足 ( T12 1④
:

27 )

2 1
.

空足 ( T4 3 0④
:

1 1)

5 2
.

A 型尖底杯〔 T12 1⑥
:

18
.

A 型 I式盆 (丁 3 04 ①
2 2

.

小釜 ( T2 1 1④
:5 )

9 1
.

印模 ( TiZ i④
:2) 2 0

.

高柄杯 ( T飞 2 1③
: 1)

A 型尖底杯 ( Ti 2 1①
:3 )4 2

.

2』
、

杯 ( T2 2 1⑤
,

2 )

3)23

1 ) 2 6
.

A 型 尖底杯 ( T l z l 扩④
:

1 2 ) 2 7
.

纺轮 ( T z 2 2③
: 3 ) ( 6

、

2 1 约 z / 1 3 ,

13
、

1 9
、

艺7
.

3 / 5
,

2 2
、

2 4
.

3 / 20
.

余为 3 / 2 0 )

钵 2 件
。

敛 口弧腹
。

T 12 1 扩④
: 7

,

泥质红陶
。

素面
。

器表与内壁均留有轮旋痕迹
。

口

径 1 5
.

2 厘米 ( 图八
,

1 4 )
。

4 2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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尖底杯 6 件
。

均泥质陶
。

依 口部形状可分二型
。

A 型
: 4件

。

敞 口
,

束颈明显
。

T 12 1 扩④
:

12
,

泥质灰陶
。

口沿残
。

上腹及颈部各有两周 凹

弦纹
,

凹弦纹带之间有一周压划的折线纹
。

残高 10 厘米 ( 图八
,

26 )
。

T 1 21 ①
: 3

,

泥质灰褐陶
。

口 沿和上腹各有两组凹弦纹和一周戳印 S 形纹
,

S 形纹 4 个一组
,

腹部有一
“

又
”

字形刻划符

号
。

口径约 13
、

高 16
.

8 厘米 (图八
,

23 ; 图版贰
,

1 )
。

T 12 1⑤
: 1

,

泥质灰陶
。

口沿残
。

颈部与上

腹各饰一组 凹弦纹
,

凹弦纹带之间饰一周戳印 S 形纹
。

口部也当有一周 S 形纹
。

残高约 10 厘

米 ( 图八
,

2 5 )
。

B 型
: 2 件

。

口较直
,

束颈不明显
。

T 12 1④
:

17
,

泥质灰褐陶
。

肩部以下残
。

口沿及颈部饰

五周凹弦纹
。

口径 12 厘米 (图八
,

1 6 )
。

T 1 21 扩④
: 1 4

,

泥质灰陶
。

肩部以下残
。

肩部饰两周凹

弦纹
,

并贴附贝纹 1 枚
,

器表及内壁留有轮旋痕迹
。

口径 14 厘米 (图八
,

1 5 )
。

高柄杯 1 件 ( T 1 21 ③
: 1 )

。

夹砂灰褐陶
。

敞口
,

折腹
,

柄残
。

器表与内壁皆留有轮旋痕迹
。

口径 9
.

2 厘米 ( 图八
,

20 )
。

瓮 1 件 ( H 17
: 1 )

。

泥质红胎灰皮陶
。

小 口高领
,

沿上端平卷
,

圆唇
,

圆鼓肩
。

肩部有三周

凹弦纹和一周戳印圆点纹
。

口径 26
、

残高 56 厘米 ( 图八
,

6 )
。

缸 1 件 ( T 1 21 ③
, 7 )

。

夹砂红褐陶
。

系 口沿残片
。

饰竖向中绳纹
,

近 口处贴附一周附加堆

纹
,

堆纹上又压印叶脉纹
。

残高 15
.

2 厘米 ( 图八
,

1 2 )
。

空足 2 件
。

似为盂或弩足
。

T 3 04 ④
:

n
,

泥质灰褐陶
。

素面
。

残高 8
.

2 厘米 (图八
,

21 )
。

圈足 1 件 ( T 12 1④
: 2 7)

。

泥质灰陶
。

上部较直
,

下部外撇
。

底径 12 厘米 (图八
,

17 )
。

小釜 1 件 ( T 12 1④
,

5)
。

夹砂灰褐陶
。

侈 口卷沿
,

圆唇
,

缓折肩
,

弧腹
,

圆底
。

肩以下饰竖

向绳纹
。

口径 6
.

3
、

高 5
.

4 厘米 (图八
,

2 2)
。

小杯 1 件 ( T 1 22 ⑤
:

2)
。

泥质灰褐陶
。

侈 口
,

圆唇
。

腹较直
,

圆底
。

素面
。

口径 5
、

高 4
.

9

厘米 (图八
,

2 4 )
。

印模 1 件 ( T 1 21 ④
: 2 )

。

泥质红褐陶
。

呈不甚规则的长条形
。

两端各刻出一个 ,’S
”

形图

案
。

长 4
.

3厘米 (图八
,

1 9 )
。

纺轮 2 件
。

T 12 2③
: 3

,

夹砂红褐陶
。

呈馒头状
,

上孔稍偏一侧
。

底径 2
.

7
、

高 1
.

3 厘米

( 图八
,

2 7)
。

T 12 2③
:

10
,

夹砂灰陶
。

呈扁平算珠状
。

直径 3
.

5
、

厚 。
.

9 厘米 (图八
,

13 )
。

2
.

石器

斧 6 件
。

分三型
。

A 型
: 3 件

。

平面近梯形
。

T 12 1④
: 4

,

打制
。

弧顶
,

弧刃
,

一面保留有 自然砾石面
。

长 n
、

宽 .7 4 厘米 (图九
,

4 )
。

T 1 22 ⑤
, 1

,

顶有崩疤
,

弧刃
。

两面均保留有 自然砾石面
,

刃部系磨制
。

长

10
.

3
、

宽 6
.

2 厘米 ( 图九
,

7)
。

T 10 9②
: 1

,

打制
。

一面保留有自然砾石面
。

长 n
.

3
、

宽 7
.

2 厘米

( 图九
,

3 )
。

B 型
: 2 件

。

长条状
。

T 12 8③
: 1

,

磨制
。

弧顶较厚
,

弧刃稍偏
。

刃部有使用疤痕
。

长 8
.

4
、

一 4 2 6 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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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九 出土商代石
、

骨器

1
.

B型石铲( T1 21 扩⑤
:

) 1 2
.

A 型石铲( T1 1 2⑤
:

3 )3
.

A 型石斧( 1 T 0 9②
:

石铲( Ti 2 2③
:i )6

.

e型石斧( 1 T1 2扩④
:3 ) 7

.

A 型石斧( T1 2 2⑤
:

1)

( T1 2 z扩④
:

2) o l
.

B型石斧( 1 T28 ③
: z) 1 1

.

骨答( T1 1 2扩④
:i )i 么

1 2
.

1 /2
,

余为 1 / 4 )

1) 4
.

A 型石斧 ( T 1 21 ①
:

4) 5
.

A 型

8
.

B 型石斧《T 1 21 扩⑤
:

2) 9
.

骨锥

石块 ( T 12 2③
: 2 ) ( 8

.

1 / 8
.

9
、

1 1
.

3 / 8
,

宽 3
.

7 厘米 ( 图九
,

10 )
。

T 12 1 扩⑤
: 2

,

打制
。

一面保留有 自然砾石面
。

长 2 2
.

6
、

宽 7
.

7 厘米

(图九
,

8 )
。

C 型
: 1 件 ( T 12 1 扩④

:

3)
。

整体近椭圆形
。

打制
。

弧顶
,

弧刃
,

周缘较薄
。

一面保留有 自

然砾石面
。

长 13
、

宽 8
.

2 厘米 ( 图九
,

6 )
。

铲 3 件
。

分二型
。

A 型
: 2 件

。

上窄下宽
,

两侧边偏下端微显肩部
。

均打制
。

T 1 22 ③
: 1

,

斜顶平刃
。

一面保留

有自然砾石面
。

长 n
.

5
、

宽 9 厘米 ( 图九
,

5 )
。

T 1 21 ⑤
: 3

,

整体较瘦长
。

一面保留有 自然砾石面
,

刃部有崩疤
。

长 14
.

9
、

宽 9
.

1 厘米 ( 图九
,

2)
。

B 型
: l 件 ( T 1 21 扩⑤

: 1 )
。

上窄下宽
,

两侧边有较明显肩部
。

打制
,

刃部较钝
。

两面均保

留有 自然砾石面
。

长 1 5
.

3
、

宽 8 厘米 ( 图九
,

1 )
。

块 1件 ( T 12 2③
:

2)
。

磨制
。

边缘较锐
,

一端残
。

肉宽 0
.

8 厘米 (图九
,

12 )
。

一 4 2 7 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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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

骨器

答1 件 (T2 1 1 扩④
:1 )

。

顶部残
,

尖部稍偏
,

横截面为圆形
。

磨制光滑
。

残长 4
.

7 厘米

(图九
,

1 1 )
。

锥 1 件 ( T 12 1 扩④
:

2)
。

剩余尖部
。

截面呈圆形
。

磨制光滑
。

残长 4
.

8 厘米 ( 图九
,

9)
。

(三 )遗存的年代与性质

石门嘴遗址商代遗物多出于早期冲积层 中
,

为分期带来 了不利
。

但出土遗物中有的器类的

常见形态有清晰的演变脉络可寻
。

如 A a l 一 l 式釜
,

口部由沿腹间无明显转折
、

束颈不甚显著

向沿腹间转折明显
、

小 口束颈发展
。

这三式釜的形制分别接近于荆南寺遗址的 亚
、

班
、

v 式釜
,

年代分别相当于荆南寺遗址的第二
、

三
、

五期 lj[
。

而荆南寺遗址这三期的年代
,

由于有共存的大

口尊
、

陶扁等器物的形制作参照
,

被分别定在二里岗下层晚段
、

二里岗上层偏早和二里 岗上层

晚段
。

因此
,

石 门嘴遗址商代遗存的主要年代范围
,

也当在二里岗下层晚段至二里岗上层晚段

之间
。

与石 门嘴商代遗存面貌类似的遗存
,

以往在株归朝天嘴川
、

宜昌中堡岛圈
、

杨家嘴闭
、

长 阳

香炉石困等遗址中均有发现
。

其性质一般认为是一支独立的考古学文化
。

有人建议命名为香炉

石文化
,

认为其年代范围大致从夏代延至周代困
。

有人则称之为早期巴文化川
,

将其年代范围

限定在夏代晚期至商代
。

三 周代遗存

(一 )遗迹

灰坑 3 座
。

编号为 H S一 H 10
。

其中椭圆形锅底状
、

圆形直壁
、

椭圆形袋状坑各 1 座
。

均

直接打破生土层
。

H l o 位于 T 107 西北角
,

开口于第 3 层下
。

椭圆形袋状
,

坑底不甚平整
。

坑 口长径 1
.

7
、

短

径 1
.

3
、

深 0
.

32 米
。

坑内堆积分两层
。

第 1层厚约 。
.

17 米
,

灰黄土
,

土质较硬
,

含石块与红烧土

粒
。

遗物有雨
、

罐
、

豆残片
、

鱼 卜骨
、

卜甲
、

蚌饰
、

骨答
、

石块
、

石球
、

石盘状器等
。

其中石球与石盘

状器分置于坑内东南
、

西北端
,

均于此层底部贴壁而放
。

第 2 层厚约 0
.

15 米
,

深灰色烧灰
,

含红

烧土块
。

遗物有罐残片
、

鱼 卜骨
、

石球等
。

另外
,

第 1
、

2 层均出大量鱼骨
,

有不少都有被火烧过

的痕迹 (图一 O ; 图版贰
,

3 )
。

(二 )遗物

1
.

陶器 陶系以夹砂灰褐陶为大宗
,

约 占总数的 37 %左右
。

其次为夹砂红褐陶
、

夹砂灰

陶
、

泥质灰褐陶
、

泥质红褐陶和泥质灰陶
。

另有极少的夹砂和泥质红陶
。

纹饰中流行绳纹
、

方格

纹
,

素面陶数量也较多
。

三者所占比例大体相当
。

另有少量弦纹
、

弦断绳纹
、

戳印纹
、

贝纹等 (附

表二 )
。

夹砂陶器多以泥条盘筑法成形
,

而泥质陶器则多数采用了轮制技术
。

器类有赢
、

罐
、

豆
、

一 4 2 8 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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盘
、

平底杯
、

纺轮
、

陶佩饰等
。

扁 6件
。

均残片
。

依 口部和肩

腹形态可分 四型
。

A 型
: 1 件 ( H1 0①

: 2 ) 0
。

夹砂红

褐陶
。

侈 口斜肩
,

口沿与肩部皆缓折
。

档部微瘪
,

档底近平
。

三足残缺
。

肩部

经抹平
,

残 留有绳纹痕迹
。

腹饰弦断

绳纹
。

口径 18
.

3
、

残高 14
.

8 厘米 ( 图

一一
,

4 ; 图版叁
,

4 )
。

B 型
: 1 件 ( T l l Z⑤

: 1 3 )
。

夹砂

灰褐陶
。

口腹残片
。

直 口微侈
,

腹微

鼓
。

腹饰弦断绳纹
。

口径 20 厘米 ( 图

一一
,

7 )
。

C 型
: 3 件

。

侈 口卷沿
,

溜肩鼓腹
。

H l 。①
: : 7

,

夹砂灰褐陶
。

口腹残片
。

;
.

肩腹饰弦断绳纹
。

口径 18 厘米 (图一

一
,

s )
。

T l l 2⑤
: 2 2

,

夹砂灰褐陶
。

口

,

一
一二二二二 、

/

l

I
_ _

一 l.’1荟

、
\

图一 0 H 10 平
、

剖面图及第 1层遗物分布情况

灰黄土

骨替
,

.9

2
.

深灰色烧灰 ( l
、

2
.

蚌饰
, 3一 5

、

7
、

1 5
、

1 9
.

鱼 卜骨
.

6
.

石块
,

10 一 14
、

1 7
.

卜甲
,

1 5
.

石球
, 1 6

.

石盘状器
,

2.0

余皆石块 )

骨料
,

陶两
,

腹残片
。

肩饰两周 凹弦纹
,

腹饰小方格纹
。

口径 14 厘米 (图一一
,

1 2 )
。

D 型
: l 件 ( T l l2 ⑤

:

47 )
。

夹砂灰褐陶
。

口肩部残片
。

卷沿高领
,

沿上端外折
,

方唇
,

溜肩
。

肩饰弦断绳纹
。

口径 20 厘米 ( 图一一
,

1 )
。

另有扁足 4 件
。

均柱状实足根
。

有 2 件饰绳纹
,

2 件足表经刮削
,

截面呈不规则多边形
。

罐 23 件
。

均口 部残片
。

可分五型
。

A 型
:

12 件
。

侈 口卷沿
,

束颈
。

颈肩无明显分界
。

分三式
。

I 式
: 4 件

。

束颈明显
,

颈肩过渡平缓
。

T l l2 ⑤
: 1 9

,

泥质灰褐陶
。

卷沿近平
,

沿面起棱
。

素

面
。

口径 20 厘米 ( 图一一
,

2)
。

I 式
: 6 件

。

颈部稍外张
,

束颈不甚 明显
。

T l l2 ⑤
: 4

,

泥质灰褐陶
。

沿面稍下斜
。

素面
。

口

径 1 8 厘米 (图一一
,

3 )
。

l 式
: 2 件

。

颈部已变得较直
。

T l l2 ⑤
:

33
,

泥质红陶
。

沿面起棱
。

口径 16 厘米 ( 图一一
,

9 )
。

B 型
: 5 件

。

卷沿矮领
。

颈肩分界较明显
。

分二式
。

I 式
: 1 件 ( T l l2 ⑤

:

32 )
。

夹砂红褐陶
。

颈部较直
,

沿上端外翻
,

内侧起棱
。

颈肩饰四周凹

弦纹
。

口径 20 厘米 ( 图一一
,

6)
。

l 式
: 4 件

。

口部外张
。

T l l2 ⑤
: 3

,

夹砂灰褐陶
。

沿上端外折
。

颈外有一周按窝
,

腹饰中绳

一 4 2 9 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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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一一 出土周代陶器
l

.

D 型扁 ( T i z Z⑤
: 4 7 ) 2

.

A 型 x 式罐 ( T i 12⑤
:

19 ) 3
.

A 型 l 式罐 ( T z z Z⑤
: 4 ) 4 A 型扁 ( H i o①

:
2 0 )

s
.

D 型罐 ( T l o 6③
: 3 8 ) 6

.

B 型 x 式罐 ( T l i Z⑤
:

3 2 ) 7
.

B 型两 ( T l l 2⑤
:

1 3 ) s
.

C 型扁 ( H l o①
:

2 7 ) 9
.

A

型 皿 式罐 ( T l l Z⑤
: 3 3 ) l o

.

A 型 I 式豆 ( T l o 6⑥
:

2 6 ) z l
.

e 型罐 ( H z o①
:

2 6 ) z Z
.

c 型扁 ( T i z Z⑤
:

2 2 )

13
.

盘 ( T l o 6⑥
: 5 9 ) 1 4

.

B 型豆 ( H l o①
: 2 5 ) z s

.

C 型豆 ( T i l 7⑧
: l ) 1 6

.

B 型 皿式罐 ( T l l Z⑤
: 3 ) 1 7

.

E

型罐 ( T z z Z⑤
: 魂z 少 25

.

豆柄 ( H l o①
:

28 ) 1 9
.

豆柄 ( T l o 6⑧
:

5 6 ) 2 0
.

平底杯 ( T l l z⑤
: 1 1 ) 2 1

.

A 型 I 式

豆 ( T l l 2⑤
: 5 1 )

纹
。

口径 2 8
.

8 厘米 ( 图一一
,

16 )
。

C 型
: 3 件

。

侈 口卷沿
,

鼓腹
。

H 10 ①
:

26
,

夹砂红褐陶
。

尖圆唇
。

腹饰规整方格纹
。

口径 1 4

厘米 (图一一
,

1 1 )
。

D 型
: 2 件

。

直 口矮领
,

广肩
。

T 10 6⑥
:

38
,

夹砂灰褐陶
。

方唇
。

素面
。

口径 23 厘米 (图一

一
,

5 )
。

E 型
: 1 件 ( T n Z⑤

:

42 )
。

泥质灰褐陶
。

敛 口
,

深腹
。

素面
。

口径 10 厘米 (图一一
,

17 )
。

豆 8 件
。

均残
。

据豆盘形状分三型
。

A 型
: 6 件

。

敞口弧腹
。

分二式
。

I 式
: 5 件

。

大口
,

腹壁较直
。

T 1 06 ⑥
:

26
,

泥质灰陶
。

圆唇
,

内壁近口 沿处压印一周暗纹条

带
。

口径 2 2 厘米 (图一一
,

1 0 )
。

4 3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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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北称归石门嘴遗址发掘

l 式
: 1件 ( TnZ⑤

:

5 1)
。

泥质灰陶
。

口 稍内收
。

内壁压印几何形暗纹图案
。

口径 1 7
.

6 厘

米 (图一一
,

2 1 )
。

B 型
: 1 件 ( H 10 ①

: 2 5)
。

泥质灰陶
。

敛 口
,

鼓肩
,

弧腹
。

口径 15 厘米 ( 图一一
,

14 )
。

c 型
: 1 件 ( T l l7 ⑥

: 1 )
。

泥质灰陶
。

敞 口
,

折腹
。

接柄处压印有放射状楔形窝点
。

口 径 14

厘米 (图一一
,

1 5 )
。

另有豆柄 6 件
。

T 1 06 ⑥
: 5 6

,

泥质灰陶
。

喇叭状粗柄
,

座沿上折
。

底径 10
.

5 厘米 ( 图一一
,

1 9 )
。

H 10 ①
:

28
,

泥质灰陶
。

粗柄
,

覆盘状底座
。

柄
、

座及柄座相接处各饰两周凹弦纹
。

柄下部

压印竖条状暗纹一周
。

底径 1 3
.

6 厘米 (图一一
,

18 )
。

盘 1 件 ( T 10 6⑥
:

59 )
。

泥质灰褐陶
,

敞口
,

圆唇
,

浅腹
。

素面
。

口径 15
、

高 2
.

8 厘米 (图一

一
,

1 3 )
。

平底杯 3 件
。

均腹底残片
。

T n Z⑤
: 1 1

,

泥质红褐陶
。

深腹
,

腹壁较直
,

饼形平底
。

器表

及内壁均有轮旋痕迹
。

底径 4
.

4 厘米 (图一一
,

20 )
。

佩饰 1 件 ( T 1 06 ⑥
: 4 )

。

泥质灰陶
。

残
,

整体形状不明
。

长边一侧较厚
,

一侧较薄
。

较厚

一侧有残孔一个
。

正反两面各有两排竖 向和两排横向戳印窝点
。

残长 3
,

4 厘米 ( 图一二
,

4 )
。

纺轮 4 件
。

均圆台形
。

H S : 1
,

夹砂红褐陶
。

形体较矮胖
。

底径 3
.

8
、

高 1
.

9 厘米 ( 图一二
,

10 )
。

T n l⑥
: 1

,

夹砂灰陶
。

形体较高
,

且不甚规整
。

底径 2
.

8
、

高 2
.

1 厘米 (图一二
,

1 1 )
。

2
.

石器

盘状器 1 件 ( H 10 ①
: 1 6 )

。

打制
。

整体似不规则 圆盘形
,

中心厚而边缘较薄
。

直径 15
.

6

厘米 (图一二
,

3 )
。

球 2 件
。

均扁圆球状
。

H 10 ②
: 1

,

系利用 自然河卵石稍加琢磨而成
。

直径 8
.

3 厘米 ( 图

一二
,

1 )
。

块 1 件 ( H 10 ①
:

9)
。

一端残
。

一面较平
,

一面稍弧
,

边缘锐利
。

肉宽 1
.

2 厘米 ( 图一二
,

串珠 1 件 ( T 10 6⑥
: 5 )

。

平面圆形
,

外缘不甚规整
。

中间圆孔 系两面对钻而成
。

直径

6 4
、

孔径 0
.

2 3 厘米 ( 图一二
,

1 5 )
。

3
.

骨器

骨答 2 件
。

T 1 06 ⑥
:

58
,

答帽作菌状
。

替身加工不甚规整
,

尖残
。

残长 5
.

6 厘米 ( 图一二
,

14 )
。

H l 。①
: 8

,

平顶
,

截面呈圆形
。

磨制精细
。

长 n
.

9 厘米 (图一二
,

6)
。

另有骨料 1 件 ( H 10 ①
: 6 )

,

系动物肢骨
。

骨壁可看出 4 处锯截痕迹
。

长 5
.

5 厘米 ( 图一二
,

1 3 )
。

4
.

蚌器

蚌饰 3 件
。

H 10 ①
: 1

,

残
。

上缘残存圆形穿孔一个
。

残长 6
.

7 厘米 (图一二
,

2)
。

T 10 6⑥
:

57
,

近椭圆形
,

边缘经打磨
。

长径 4 厘米 (图一二
,

8 )
。

H 10 ①
: 2

,

残断
。

下缘有残圆形穿孔一

一 4 3 1 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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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一二 出土周代遗物

2
.

石球 (H lo②
: 1 ) 2

.

蚌饰 (H lo①
:

z)3
.

石盘状器 (H o i①
:6 2 )4

.

陶佩饰 ( T6 o l⑥
: 4 ) 5

.

蚌饰 (H o l①
:

2 )

6
.

骨替 (H lo①
:

s)7
.

石块 H ( lo①
:9 ) 5

.

蚌饰 ( Tlo6⑥
: 7 5 )9

.

铜链 (H g
: l) 20

.

陶纺轮 (H S
: l)1 2

.

陶纺

轮 ( l l Ti⑥
:

1 )1 2
.

铜铁 ( T3 1 s②
: 1 )3 1

.

骨料 (H zo①
:6 )1 4

.

骨替 ( Tlo6⑥
: 5 8 )1 5

.

石串珠 ( Tlo6⑥
: 5 )

( z
、

3
、

6
.

3 /10 , 7
、

9
、

1 2
、

1 5
.

3 / 5
,

余约 1 / 2 )

个
。

残长 6
.

7 厘米 ( 图一二
,

5)
。

5
.

铜器

铜链 2 件
。

T 1 38 ②
: 1

,

三翼弧收
,

三棱形短挺
,

尖部残
。

残长 3
.

8 厘米 ( 图一二
,

1 2 )
。

H g

: 1
,

双翼扁平
。

挺残
,

截面呈圆角方形
。

残长 5 厘米 (图一二
,

9 )
。

6
.

甲骨 共出土 卜甲 6 件
,

卜骨 15 件
。

卜甲所用为龟 (文化地平龟 T er ar p en
e c u l t u

ar h a )

的腹甲
,

卜骨所用均为鱼的鳃盖骨
,

皆从内侧施钻
。

除个别为圆钻和方钻外
,

余皆长方形钻孔
。

孔底常见凿槽和烧灼痕迹
,

有的可见背面兆纹 ( 图一三
;
图一四

;
图一五

; 图版叁
,

1一 3 ;
附表

三 )
。

(三 )遗存的年代与性质

周代遗物以 H 10 和 T 1 06 ⑥
、

T l l2 ⑤层 (此二层可通连 )所 出最为集中
。

其中 H 10 ①
:

20

扁除足根残缺外基本可以复原
,

形制与湖北 出土陶扁的 D 型 vI 式比较接近阁
。

H 10 ①
: 2 5 B 型

豆则与江陵九店 M 2 24
: 4 豆非常相似叫

。

故 H 10 的年代参照以往认识大致可定在西周晚期偏

晚阶段
。

而 T 1 06 ⑥和 T l lZ ⑤层 内所出遗物则有早有晚
。

早的如 A l 式罐
、

A l 式豆
,

形制分别

一 4 3 2 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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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边昼鲜皿塞旦业生鱼坦剑卫立巡遗匹发鱼

家价
趟虱

一

自匀
5

四
2

鱼
一

he a--
’

05厘米
1 1 1 1 1一」

H1 0①
: 172

.

H l o①
:2 1

图一三 出土周代 卜甲
3

.

H1 0①
: 1 4 4

.

H1 0①
: 1 35

.

H1 0①
: 1 1 6 HI。①

:
1 0

H1 0①
: 42

.

H1 0①
,

5 3

图一四 出土周代鱼 卜骨
T l o 6⑥

: 1 4
.

T l o 6⑥
: 1 0 5

.

H l o①
: 7 6

.

H l o②
: 3 7

.

H i o①
: 3

与江陵九店 M 22 4 : 7 罐
、

M 22 4 : 1 豆近同
。

晚的如 A 皿式罐
,

出现较直颈部的特点与江陵九

店 M 29 。 : ` 罐一”
,

年代大致在春秋早 ” 的晚段
。

可以说
’

遗址出土周代遗“ 的主要年代” 围 }

(
一 4 3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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钾米

图一五

1
.

T 1 0 6⑥
:

2 2
.

T I O6⑥
:

9 3
.

H 1 0①
:

1 8

出土周代鱼 卜骨

4
.

H l o①
:

2 9 5
.

T l o 6⑥
:

5 6
.

T l o 6⑧
: 7 7

.

H l o②

8
.

H 1 0②
,

2

应当就在西周晚期偏晚到春秋早期偏晚之间
。

但其他探方所出的个别周代遗物 的年代可能较

此稍晚
。

从文化面貌上看
,

石门嘴遗址周代遗存与峡江地区商代或稍早时期的遗存相比
,

已经有了

很大的变化
。

最明显的变化就是陶釜 已经衰落
,

而陶扁开始在炊器中扮演重要 的角色
。

其他诸

如有肩罐
、

尖底杯等器类的消失与一些新型罐类器和陶豆的出现等
,

也体现 了这方面的重要差

异
。

因此
,

已无法将二者视为同一种考古学文化
。

另一方面
,

两种遗存也呈现了一定的承继性
。

例如周代遗存中的 C 型罐
,

从其卷沿鼓腹
、

饰方格纹等形制特征看
,

应与商代遗存中大量见到的陶釜有一定渊源关系
。

与峡江以东的楚文化相 比
,

两者面貌则有着较大的一致性
。

如多种形态的扁
、

罐
、

豆等均可

在江汉平原等地的楚文化中找到形制相同或相近者
。

但两者也有一定差别
。

如风格独特的鱼

卜骨及前述陶器中的 C 型罐就极少见于江汉平原等地的楚文化
。

而后者典型的陶献
、

鼎
、

盂
、

篡等器类又几乎不见于石门嘴遗址
。

至于这里的周代遗存是否属楚文化中的一个地方类型
,

还

有待于资料的进一步丰富和研究的不断深人
。

四 六朝遗存

(一 ) 居住址

发现有房址 3 座 ( F S一 F 7 )
、

灰坑 4 座 ( H 1 9
、

H 2 1
、

H 2 3
、

H 2 4 )
、

凿石 台阶 1 处
、

灰沟 1 条

( G 2) 和路土 1条 (L 2 )
。

主要介绍 F S一 F 7 及与其相关的凿石台阶和灰沟等遗迹现象
。

5F 位于 T 12 o 南半部及 T l l6 东部
。

叠压于 T 1 20 ③层下
,

座落于 T 1 20 ④层上
。

其北部

一 4 3 4 一



吉林大学边疆考古研究中心等
:

湖北株归石门嘴遗址发掘

为现代田坎
,

东部被 H 2 0( 明代坑 )打破
。

发现有房顶倒塌下来的瓦片堆积
。

瓦片散落范围现存

长 4
.

8
、

宽 .2 4
、

最厚 。
.

2 米
。

瓦片堆积下未发现居住面
、

墙壁及灶的迹象
,

且瓦片散落的地面略

呈南高北低的缓坡
,

坡度 1 00 度左右
。

瓦片堆积南侧相距约 。
.

6一 1 米处有 1 条建于生土上的

石坎
,

单层
,

长 2
.

8
、

宽 0
.

48 米
。

石坎面高于瓦片散落面 。
.

4 米
。

瓦片堆积西侧的基岩上凿有圆

形柱洞 1 个
,

编号为 F s dl
。

直径 。
.

18
、

深 0
.

08 米
。

洞壁
、

洞底凿痕清晰 (图一六 ; 图版肆
,

1 )
。

F 6 位于 F S 西北侧
,

跨 T l l6 西北部
、

T l l7 西南角和 T l n 东南角
。

叠压于 T l l7 ④层下
,

座落于 T l l7 ⑤层上
,

并叠压 G Z 东段
。

其西北部被 1F ( 明代房址 )打破
。

仅发现有房顶塌落的

瓦片堆积
。

堆积范围现存长 2
.

6
、

宽 0
.

5一 。
.

8
、

厚约 。
.

15 米
。

瓦片散落的层面略呈南高北低的

斜坡状
,

坡度约 15 度
。

未见墙
、

居住 面和灶等迹象 ( 图一六
; 图版肆

,

1 )
。

F 7 位于 F 6 西北侧
,

距 F 6 约 4
.

5 米
。

跨 T l n 西南和 T 1 05
。

叠压于 T 1 05
、

T l n ④层下
,

座落于第⑤层上
,

并叠压 G Z 的西段
。

其北部被明代活动扰乱
,

东南部被 1F 打破
。

也只发现有

房顶塌落的瓦片堆积
。

堆积范围现存长 6
.

7
、

宽 1一 1
.

4
、

厚约 0
.

25 米
。

瓦片散落面由西南向东

北倾斜
,

斜度 35 度
。

坡上瓦片堆积较集中
,

且呈西北一 东南走 向的直线
。

紧靠的南侧生土层 尚

高于瓦片堆积近 0
.

6 米
,

形成一个生土坎 ( 图一七
; 图版肆

,

1 )
。

种种迹象表明
,

上述 F S一 F 7 并非一般的地面式建筑
,

而很可能都属干栏式建筑
。

其具体

形式当近似于现代土家人的
“

吊角楼
” 。

这种建筑不需将地表完全取平
,

多数是在山坡的靠坡下

一端立柱
,

柱上搭板棚
。

板棚的另端搭于靠坡上一端的生土或石坎上
,

然后于板棚上建木屋
。

与 F S一 F 7 密切相关的还有两处遗迹现象
。

一处是位于 F S 与 F 6 之间的石阶
。

石阶直接开凿于凸起的基岩上
,

共有四阶
。

自北向南
,

第

一阶长 1
、

宽 。
.

2 米
,

第二阶长 。
.

6
、

宽 。
.

2 一 。
.

3 米
,

第三阶长 1
.

6
、

宽 0
.

2 米
,

第四阶长 0
.

8
、

宽

0
.

6 4 米
。

此段岩石路面通长约 4
.

6 米
。

这条石阶路面可能既是 F S 与 F 6 之间的过道
,

又是从二

者背后靠山坡一侧即西南侧入门的阶梯
。

现代土家族的
“

吊角楼
”

也多是从房屋背后入门的
。

另一处遗迹是叠压于 F 6
、

F 7 瓦片堆积之下的 G Z
。

G Z 的走向也是东南一西北向
。

全长约

1 3
、

宽约 0
.

3一 1
.

1
、

深 。
.

2一 0
.

4 米
。

其中段约 2
.

5 米的长度被 F l 的排水沟打破
。

沟壁上宽下

窄
,

颇不规则
。

沟内堆积在东
、

西两段有所不同
。

被 F 6 倒塌堆积叠压的东段
,

沟内发现不少 F 6

房顶倒塌下来的瓦片
,

沟底有淤沙
。

说明 F 6 废弃之时
,

此段沟尚未淤满
。

被 F 7 倒塌堆积叠压

的 G Z 西段
,

沟内堆积分两层
。

第 1 层厚 。
.

1一 。
.

15 米
,

红褐色沙质土
,

不含遗物
。

第 2 层则为

淤沙
,

厚 。
·

1一 0
·

2 5 米
。

出有黄种仄青抽凳斤
。

从9亨的位置
、

走向及堆积情况看
,

它很可能是

F 6 与 F 7 下面的一条排水沟 ( 图版肆
,

2 )
。

另外
,

被 F S 倒塌堆积叠压的 T 1 20 ④层内
,

就在瓦片堆积最密集的位置下
,

发现有 2 件石

盘状器和 1 件铁锄
,

呈三角摆放
。

似有一定意义
。

此层下叠压的 H 23
,

位置也在 F S 之下
,

填土

土质土色与 T 1 20 ④层一样
,

都是黄褐色沙性土
,

较纯净
。

这些迹象似乎与 F S 的建筑也有一定

关系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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龄八喂
。

图一七 F 7平
、

剖面图

F 5所在 的 T 1 0 2与 F 6
、

F 7所在诸探方的地层编号虽不相同
,

但三座房址却是座落于同一

层面之上的
。

三者大体依坡势呈西北一东南向排列
,

彼此相距甚近
。

而且
,

三者的堆积状况及

出土遗物的风格也十分相似
。

更为重要的是
,

F S 与 F 6 之间是 以凿石台阶相连
,

F 6 与 F 7 又共

用同一条排水沟
。

所以
,

它们很有可能是 同时并存过的一组建筑
。

居住址 出土遗物有青瓷器
、

瓦
、

石器与铁器等
。

1
.

青瓷器 数量不多
。

可辨器形有罐
、

盘 口壶及碗
。

罐 2 件
。

T 3 05 ④
: 1

,

灰 白胎
,

酱黄釉
。

口残
。

鼓肩
,

斜腹
,

平底
。

肩置二竖桥耳
。

残高 2 2
.

6

厘米 (图一八
,

1 )
。

G Z : 1
,

灰白胎
,

酱黄釉有脱落现象
。

直 口微敛
,

鼓腹
。

下腹及底残
。

肩置二

横桥耳
,

并饰凹弦纹两周
。

口 径 12 厘米 ( 图一八
,

5 )
。

盘 口壶 1 件 ( T l n ①
: 1 )

。

灰白胎
,

青绿釉
。

盘 口残
。

束颈
,

鼓肩
,

斜腹
,

平底
。

肩置四横

桥耳
,

并饰凹弦纹五周
。

残高 8
.

6厘米 (图一八
,

3 )
。

碗 1 件 ( T l n ⑤
: 1 )

。

灰白胎
,

浅黄釉脱落殆尽
。

敞 口
,

弧腹
,

饼形底微 内凹
。

口径 1 1
.

2

厘米 ( 图一八
,

4 )
。

2
.

瓦

板瓦 均残
。

多泥质灰陶
。

外表饰竖向粗绳纹或粗棱纹
,

内有布纹
。

内侧切
。

F 7 : 1
,

瓦 口

略残
。

残长 41
.

4
、

宽 30
.

4
、

厚 1
.

8 厘米 ( 图一八
,

9 )
。

F S : 1 4
,

残
。

外表除竖向粗棱纹外还有两

排几何状粗棱纹
。

残长 31
.

3
、

厚 1
.

4 厘米 ( 图一八
,

8 )
。

筒瓦 较完整者 6 件
。

均泥质灰陶
。

瓦舌窄而外卷
。

外表饰竖向粗绳纹或粗棱纹
,

内侧有

较粗布纹
。

内侧切
。

F 7 :

14
,

瓦舌略残
。

长 3 6
.

6
、

宽 14
、

厚 1
.

3 厘米 ( 图一八
,

10 )
。

F 7 :

12
,

外

表除竖向粗棱纹外也有几何状粗棱纹
。

长 3 5
.

6
、

宽 1 4
.

8
、

厚 1
.

4 厘米 ( 图一八
,

1 1 )
。

3
.

石器

盘状器 2 件
。

均打制
。

两面都保留有 自然砾石面
。

T 1 20 ④
: 1

,

较厚一端的边缘未加打击
。

直径 7
.

7 厘米 ( 图一八
,

6 )
。

T 1 20 ④
: 2

,

周边均有打击疤痕
。

直径 8
.

5 厘米 ( 图一八
,

2 )
。

4
.

铁器

铁锄 1 件 ( T 12 o④
:

3)
。

弧肩
,

弧刃略残
。

柄部翘起
,

方粱
。

刃宽 15
、

通高 18
.

8 厘米 (图

一 4 3 7 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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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一八 居住址出土遗物

:
瓷罐 ( T 3 o s④

:
1 )

石盘状器 ( T 12 0④
,

2
.

石盘状器 ( T 12 。④
:

2)

1 ) 7
.

铁锄 ( T 1 2o④
: 3 )

3
.

瓷盘 口壶 ( T l ll ④
,

8
.

板瓦 ( F S , 1 4 ) 9
·

1 ) 4
.

瓷碗 ( T l l l ⑤
: i ) 5

.

板瓦 (F 7 :

1) 10
.

筒瓦 (F 7 :

瓷罐 ( G Z
,

l)

1 4 ) 1 1
.

筒瓦

( F ? : 一2 ) ( z
、

3
、

4
、

5
、

7
.

3 / 20
,

2
、

6
、

3 / 1 0
,

余约 l / 1 3 )

一 /又
,

7 )
。

(二 )墓葬

共 10 座
。 编号为 M Z一 M S

、

M S一 M 1 3
。

其中 M Z一 M S 四墓分布相对较集中

置较分散
。

墓向多数朝东或东南

,

个别朝西北或东北
。

墓葬包括竖穴砖室墓 2 座

,

其余各墓位
,

竖穴土坑墓

8 座
。

竖穴土坑墓中有 2 座墓带有头完

。

墓葬规模都很小
。

有 7 座墓出有多少不等的棺钉
,

但

大多没有留存棺板腐朽痕迹
。

凡能看出墓主葬式者
,

皆仰身直肢
。

由于骨骼保存较差和被盗扰

等原因
,

墓主的性别年龄大多不明 (附表四 )
。

现举例说明
。

M l l 竖穴砖室墓
。

方向 85 度
。

分墓室与墓道两部分
。

墓室平面为长方形
。

墓 口长 .4 1
、

宽 2
.

1
、

深 1
.

2 米
。

墓室北
、

西
、

南三面留有生土二层台
,

宽 0
.

3
、 高 0

.

6米
。

墓底铺砖 1 层
,

系人

字形交错铺垫
。

砖室紧贴二层台铺砌
。

先纵向错缝平砌
,

再逐渐起券
。

墓顶用楔形砖
。

砖壁厚

0
.

1 4
、

高 1
.

1 米
。

墓室前端有封门
。

砖的砌法不同于墓室
。

先斜向交错叠放 7 层
,

再竖放 3 层
,

门顶再平压 1 层
。

墓室 中部偏后有盗洞一个
。

墓道朝东
,

长方形平底
。

角设有生土台阶一个
。

台长 .0 6
、

宽 .0 4
、高 0

.

6 4 米
。

葬具及骨架已朽
。

长 1
.

8
、

宽 1
.

3 米
。

东北

葬式似仰身直肢
,

墓主

似为成年女性
。

随葬品存有陶瓷日用器及明器 9 件
,

铜钗 1 件
,

银指环 2 枚
, “

大泉五百
” 4 枚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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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一九 M n平
、

剖面图
、

2
.

陶马 3
.

陶鸡 4
.

陶灶 5
、

7
、

19
.

陶罐 6
.

瓷罐 8
.

陶甄 9一 1 6
.

棺钉 17
.

银指环 1 8
.

铜钗

20一 89
.

钱币

“

大泉当千
” 7 枚

, “

五株
”

59 枚
。

陶瓷器除 1 件陶罐破碎于墓道内一个大石块周围外
,

余皆摆放

在墓门内两侧 (棺外 )
。

钱币则多散落在头端与腰部 ( 图一九
; 图版伍

,

1 )
。

M 13 竖穴土坑墓
。

方 向 1 35 度
。

墓室长方形
,

口 长 2
、

宽 0
.

7
、

深 0
.

2 米
。

头端有长方形完
。

完宽 。
.

32
、

距墓底高 。
.

05
、

进深 。
.

22 米
。

木棺已朽
,

人骨保存较差
。

葬式仰身直肢
。

女性
,

年

龄约 35 一 40 岁左右
。

随葬品有瓷碗
、

盂各 1件
、 “

太平百钱
” 2 枚

、 “

大泉五十
” 1 枚

、 “

直百五株
”

1 枚
、 “

五蛛
”

29 枚
。

碗
、

盂相扣置于完内
。

钱币则多集中于腰部 ( 图二 O )
。

M g 竖穴土坑墓
。

方向 10 0 度
。

平面为梯形
。

口长 2
.

72
、

宽 。
.

92 一 1
.

32
、

深 0
.

6 米
。

木棺

已朽
。

葬式似仰身直肢
。

墓主性别
、

年龄不明
。

随葬品有瓷罐 2 件
、

石枕垫 1 件
、

蛙形水注 1 件
、

铜镜 1 枚
、

铁刀 2 件
、

铁鞘箍 1 件
、 “

五蛛
”

37 枚
、 “

直百五株
” 1 枚

。

2 件瓷罐相叠置于头端棺外
,

2 枚钱币置于足端棺外
,

余皆置于棺内 (图二一 )
。

墓葬随葬品有陶器
、

青瓷器
、

铁器
、

石枕垫
、

铜镜
、

铜钗
、

银指环
、

钱币等
。

1
.

陶器 器类有罐
、

灶
、

颤
、

动物俑等
。

罐 3 件
。

M l l : 7
,

泥质灰褐陶
。

口微敛
,

鼓肩
,

腹斜收
,

平底
。

内底有轮制过程中遗留的

一 4 3 9 一



考古学报 2丝些睑业塑

瓣与
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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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

鼠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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帝
北

、兰

沙 3 9

李亥级级

1
.

瓷碗

澎
9二

:.

乞
0厘米

图二 0 M3 1平剖面图
2

.

瓷盂 3一 3 5
.

钱币 63一 4 5
.

棺钉

333

牡牡

9
.,

二 气0厘米

图二一
、

2
.

瓷罐 3
.

石枕垫 4
.

铜镜 5
.

蛙形水注

M g平剖面图
6

、

8
.

铁刀 7
.

鞘箍 9一 4 6
.

钱币 47 一 6 5
.

棺钉

小泥突
。

素面
。

口径 8
、

高 9
.

1厘米 (图二二
,

8)
。

M n
: 5

,

泥质灰褐 陶
。

底
。

肩置二竖桥耳
,

并戳印指甲纹一周
。

皮陶
。

侈 口
,

鼓肩
,

弧腹
。

口沿及底残
。

口径 8
、

高 1 1 厘米 (图二二
,

4 )
。

口微敛
,

鼓肩
,

斜腹
,

平

M l l : 1 9
,

泥质红胎灰

肩饰戳印短线纹一周
。

残高 10 厘米 (图二二
,

1 3 )
。

灶
、

颤

壁呈半圆形

1 件 (M l l : 8
、

4 )
。

均泥质灰褐陶

。

灶俯视近三角形
,

顶有前后灶圈
。

均设有釜
。

前

,

有长方形灶 门一个
。

后侧尖尾
,

有烟道
。

灶底略残
。

颤侈 口折沿
,

斜直腹
,

底有五

个圆孔
。

置于前端釜上
。

灶长 23
、

宽 1 9
、

通高 13
.

5 厘米 ( 图二二
,

10 ; 图版伍
,

2 )
。

动物俑 3 件
。

均泥质灰陶
。



吉林大学边疆考古研究中心等
:

湖北株归石门嘴遗址发掘

拼石
·

口钞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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飞一上二丫 和

一 一 一 几

交黔
一

8

妞
3

~

一二签 {

犷 4

l
.

x式瓷罐 ( Ml o:
1)

1 0厘米

2
.

1式瓷罐 ( M g
:

1)

图二二 墓葬出土遗物

3
.

1式瓷罐 ( M g:
2) 4

.

陶罐 ( Ml l
:

5 )5
.

皿式瓷罐 ( Ml l
:

陶灶
、

颤 ( Ml l
:

8
、

4)

6) 6
.

瓷碗 ( Mz Z
:79 )7

.

瓷盂 ( M 3 1:
2)8

.

陶罐 ( M z i:7 )9
.

1式瓷罐 ( M 12
:75 ) 1 0

.

式瓷罐 ( Ml o:
2) 2 1

.

瓷碗 ( Mz 3:z )5 1
.

陶罐 ( Ml l
:

9 1)

马 2件
。

Ml l : 1
,

嘴部稍残
。

残长 10
.

1
、

高 4
.

3 厘米 ( 图二三
,

一。 )
。

M z l : 2
,

尾稍残
。

残

长 1 0
.

7
、

高 5 厘米 (图二三
,

3 )
。

鸡 1 件 ( M l l : 3 )
。

尾稍残
。

长 9
、

高 4
.

5 厘米 ( 图二三
,

9 )
。

2
.

青瓷器 共 10 件
。

器类有罐
、

孟
、

碗和蛙形水注
。

罐 6 件
。

均直 口或微敛
,

短领
。

据肩腹形态变化可分三式
。

I 式
: 4 件

。

器身矮胖
,

肩圆鼓
。

M 10
: 1

,

灰白胎酱褐釉
。

肩置二横桥耳
。

口径 n
、

高 13
.

2

厘米 ( 图二二
,

1 )
。

M g : 1
,

灰白胎酱褐釉
。

肩置二横桥耳
,

并饰弦纹两周
。

口径 1 0
.

2
、

高 1 1
.

4 厘

米 ( 图二二
,

2 ; 图版陆
,

1 )
。

M g : 2
,

灰胎酱褐釉
。

肩置二竖桥耳
。

肩腹饰弦纹五周
。

口径 1 1
、

高

12 厘米 (图二二
,

3 )
。

M l o : 2
,

灰白胎青釉
。

肩置四横桥耳
,

并饰弦纹三周和压印细方格纹一

周
。

口径 9
.

8
、

高 1 1
.

8 厘米 ( 图二二
,

1 1 )
。

l 式
: 1 件 ( M 1 2 :

78 )
。

灰白胎青绿釉
。

溜肩
,

最大径稍下移
。

肩置四横桥耳
,

并饰弦纹一

周
。

口径 9
.

2
、

高 1 2
.

4 厘米 ( 图二二
,

9 ; 图版陆
,

3 )
。

一 4 4 1 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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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二三 墓葬出土遗物
1

.

铜钗 (Ml l

型铁刀 (MS :

:
15) 2

.

石枕垫 (Mg :3) 3
、

1 0
.

陶马 (Ml z :
2

、

l) 4
.

A型铁刀 (Mg
:6) 5

.

B型铁刀 (Mg

1) 7
.

A型铁 7 J (M12
:

8 0) 8
.

鞘箍 (Mg :7) 9
.

陶鸡 (Ml l :3) 1 1
.

银指环 (Ml i :7 1)

:
8) 6

.

B

12
.

蛙形水

注 (Mg
:5) (l

、

3
、

9
、

1 0
.

1/ 4,

2
、

4一 7
.

1 / 8
,

8
、

1 1
、

1 2 及 4 中刀柄局部为 1 / 2 )

l 式
: 1 件 ( M l l : 6 )

。

灰白胎青绿釉
。

溜肩鼓腹
,

体形较高
。

肩置四横桥耳
,

并饰弦纹两周
。

口径 9
.

8
、

高 2 0 厘米 (图二二
,

5 ; 图版伍
,

3 )
。

盂 1 件 (M 13
:

2)
。

灰 白胎青绿釉
。

盘形 口
,

扁鼓腹
。

上腹饰弦纹两周
。

口径 14
、

高 8
.

6

厘米 (图二二
,

7 ; 图版陆
,

4 )
。

碗 2 件
。

均敞口
,

弧腹平底
。

M 13
: 1

,

灰白胎青釉
。

圆唇外侧有凹槽一周
。

口径 15
.

7
、

高

5
.

5 厘米 ( 图二二
,

12 ; 图版陆
,

2)
。

M 12
:

79
,

灰白胎青绿釉
。

口径 15
.

6
、

高 5
.

4 厘米 (图二二
,

6 )
。

蛙形水注 1 件 ( M g :

5)
。

灰白胎青灰釉
。

小 口高领
,

扁圆腹
,

蛙形逼真
。

口径 1
.

9
、

腹径

8
.

1
、

高 5
.

3 厘米 ( 图二三
,

1 2 ; 图版陆
,

5 )
。

3
.

铁器 5 件
。

有刀及鞘箍
。

刀 4 件
。

分二型
。

A 型
: 2 件

。

环首
。

M 1 2 :

80
,

刀背微弧
,

柄稍细
。

刀尖残
,

刀身残存木鞘朽痕
。

残长约 38 厘

米 (图二三
,

7 )
。

M g : 6
,

直背直刃
。

器身略微弯翘变形
,

尖残
,

刀身残存木鞘朽痕
,

柄部遗有细绳

捆扎痕
。

残长 1 1 9
.

6 厘米 (图二三
,

4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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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型
: 2件

。

扁茎尖状或截尖状
。

M S: 1
,

刀背微弧
。

尖残
。

通体存有木朽痕
。

应有木柄和

木鞘
。

残长 40 厘米 ( 图二三
,

6 )
。

M g : 8
,

刀身通直
,

方头
。

残存木柄痕
。

长 48
.

6 厘米 (图二三
,

5 )
。

鞘箍 1 件 ( M g :

7)
。

似带扣而弯
。

长 2
.

9 厘米 ( 图二三
,

8)
。

4
.

石器

枕垫 1 件 ( M g :

3)
。

灰黑色页岩磨制
。

长方形
,

平薄
。

周边贴附红铜边
。

器长 23
、

宽 18
、

厚 0
.

4 厘米
,

铜边宽 0
.

4 厘米 (图二三
,

2 )
。

5
.

铜器

钗 1 件 ( M n
:

18 )
。

尖部稍弯
。

顶部弯折处窄而扁
。

长 15
.

9 厘米 (图二三
,

1 )
。

镜 1 枚 ( M g : 4 )
。

圆纽
,

圆座
。

座外似为一组不对称兽纹
,

外围一周栉齿纹
,

边缘素面
。

直

径 6
.

6 厘米 (图二四
,

1 )
。

6
.

银器

指环 2 件
。

全同
。

M n
:

17
,

截面菱形
。

外径 1
.

95 厘米 (图二三
,

n )
。

7
.

钱币 朽蚀严重
。

较完整者 2 59 枚
。

五株 2 40 枚
。

据形制与钱文字形分三型
。

A 型
: 1 49 枚

。

边廓较窄
。

钱文多粗浅模糊
, “

金
”

字头呈三角形
,

四点细长
, “

朱
”

字头圆折
。

钱径 2
.

5 厘米 ( 图二四
,

4
、

5 )
。

B 型
:

53 枚
。

边廓较窄
。

钱文清瘦规范
, “

金
”

字头多呈三角形
,

四点较短
, “

朱
”

字头方折
。

钱

径小者 2
.

2
、

大者 2
.

5 厘米 ( 图二 四
,

8
、

1 3 )
。

C 型
:

34 枚
。

剪轮
。

钱文较粗
,

字体型式近于 A 型五株
。

钱径平均约 2
.

3 厘米 ( 图二四
,

9 )
。

D 型
: 4 枚

。

钱文不甚规整
, “

金
”

字低于
“

朱
”

字
, “

朱
”

字头略圆折
。

钱径 2
.

5 厘米 (图二四
,

1 4 )
。

货泉 3 枚
。 “

泉
”

字竖笔断开
。

钱径 2
.

2 厘米 (图二四
,

7)
。

直百五株 2 枚
。

边廓较宽
。

钱文潦草
。

钱径 2
.

7 厘米 (图二四
,

12 )
。

太平百钱 2 枚
。

M 1 3 : 5
,

边廓较宽
。

钱径 2
.

5 厘米 (图二四
,

1 0 )
。

M 1 3 : 1 1
,

边廓较窄
。

钱径 1
.

6 厘米 (图二四
,

6)
。

大泉五十 1 枚
。

边廓宽厚
。

钱径 2
,

7 厘米 ( 图二四
,

n )
。

大泉当千 7 枚
。

边廓较厚
。

字体规整
。

钱径 3
.

3 厘米 ( 图二 四
,

1 5
、

1 6)
。

大泉五百 4 枚
。

边廓宽厚
。

钱径 2
.

9 厘米 (图二四
,

2
、

3)
。

(三 )主要遗存的年代

F S一 F 7 所出板瓦
、

筒瓦既有粗绳纹面布纹里
,

又有僵直粗棱纹 (也有人称篮纹 )面布纹里
。

尤其是后者
,

在魏晋时期的遗址中习见
。

被 F 7 废弃堆积所叠压的 T l n ⑤层的形成年代
,

可能

一 4 4 3 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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臀 叠骨
5厘米

图二 四 出土铜镜及钱币拓本
1

.

铜镜 ( Mg:4 ) 2
、

3
.

大泉五百 ( Ml l : 20
、

23) 4
、

5
.

A型五锋 ( Ml l : 27
、

6 2) 6
、

10
.

太平百钱 ( M1 3 :1 2
、

5 )

7
.

货泉 ( Ml o:
1 3) 8

.

B型五株 ( M1 3 : 6) 9
.

e型五株 ( M1 3
:7) 11

.

大泉五十 ( M1 3 :
s) 1 2

.

直百五株

( M1 3 :10 ) 1 3
.

B型五株 ( M1 3 : 3) 14
.

D型五株 ( Ml l
:5 2) 15

、

1 6
.

大泉当千 ( Ml l
:

2 2
、

24 )

早于 F 7的建筑年代
,

但也可能是 F 7 使用时期的堆积
。

这是干栏式建筑的特点
。

此层内所出瓷

碗 ( T l n ⑤
:

1) 的形制与镇江东晋升平元年 (公元 3 57 年 )墓 ( M 14) 出土瓷碗相似 10[ 口
,

年代在

东晋中期
。

从 F 6
、

F 7 排水沟沟底所出青瓷罐 ( G Z :

l) 的形制看
,

则与浙江新 昌东晋太和五年

(公元 3 70 年 )墓 ( M l l) 所出瓷罐非常相似 l[ `〕
,

年代也在东晋中期
,

而这最有可能代表的是 F 6
、

F 7 的使用年代
。

所以
,

总体上考虑
,

这组建筑的废弃年代大致应在东晋中期或稍晚
。

在发掘的 10 座六朝墓葬中
,

M S一 M 13 六墓既出有青瓷器
,

又出有钱币等遗物
,

可进一步

判定其年代
。

M S一 M l 。 三墓均出有 工式瓷罐
。

此式瓷罐体形矮胖
,

耸肩
。

这是三国时期流行的典型样

式呻〕
。

M g 所出的蛙形水注 ( M g : 5 )
,

形象生动逼真
,

同样具备这一时期的特点
。

再从钱币看
,

M S 所出皆东汉五蛛 ( A 型 )
,

M 10 所出除 3 枚新莽货泉外
,

也多是东汉五株 ( A 型 )
,

将此二墓

年代定为三国时期
,

与所见钱币并不矛盾
。

M g 除出东汉五诛 ( A
、

B 型 )外
,

还 出有蜀汉直百五

蛛 1 枚
,

这表明该墓虽可划归三国时期
,

但其上限不应早于此钱始铸的建安十九年 (公元 2 14

年 )
。

M 12 所出 亚式瓷罐 ( M 1 2 ,

78 )
,

体形虽仍矮胖
,

但耸肩已不明显
,

形近江西靖安 西晋太康

七年 (公元 28 6 年 )墓 ( M l) 出土四系罐
。

而 M 1 2 :

79 瓷碗形制
,

又与靖安太康九年 (公元 2 88

年 )墓 ( M 2) 所 出青瓷盏非常相似工̀ 3〕 。

故此墓年代已人西晋
。

而其所出钱币则均为东汉五蛛 ( A
、

一 4 4 4 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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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

C型 )
。

M3 1所出瓷碗 ( M3 1:

) 1与 M1 2:

9 7瓷碗的特点几乎完全一致
,

故此墓年代大致亦应在

西晋时期
。

此墓所出钱币中最晚的是蜀汉的太平百钱
。

M n 出 班式瓷罐 ( M l l : 6 )
。

此式瓷罐体形瘦高
,

弧腹的特点接近于浙江新昌东晋太元十

八年 (公元 3 93 年 )墓 ( M 20 ) 出土青瓷四系罐田」,

年代大致应在东晋晚期或稍晚
。

此墓所出钱

币中最晚的是孙吴的大泉五百与大泉当千
。

至于 M Z一 M S 四墓
,

前三墓未见任何随葬品
,

M S 也仅出 B 型铁刀 1 件
。

虽可根据墓葬位

置与头向等因素将其归属六朝时期
,

但具体的年代则难以进一步推定
。

五 结 语

石门嘴遗址的发掘
,

是近年峡江地区考古中收获较大的一次
。

遗址的商代遗物虽然多出于早期冲积层 中
,

但数量较多
,

种类丰富
,

为深人研究鄂西地区

的早期巴文化提供了重要的资料
。

戳印 S 纹的陶印模的发现
,

在峡江地区还是首次
。

另外
,

在

商代地层和灰坑中均出有大量的鱼骨
。

说明捕鱼业在当时的经济生活中占有很大比重
。

H l 整

坑的鱼骨被火烧过的现象
,

很可能还与祭祀活动有关
。

年代可定为西周晚期偏晚的 H 10 属此次发掘的重要发现
。

此坑为较规整的椭圆形袋状

坑
。

坑内堆积中包含大量的红烧土和烧灰
,

且 出有鱼 卜骨
、

卜甲
、

石球
、

石盘状器
、

骨答
、

蚌饰
、

陶

扁
、

方格纹罐
、

豆等一组重要遗物
,

性质当与祭祀有关
。

此坑及附近的周代文化层中所出的鱼 卜

骨极富地方特色
。

以往类似的鱼 卜骨在邻近的宜昌朱家台 , 5口和长阳香炉石 , 6〕遗址曾经发现

过
。

但成批 的出土于年代相对比较明确的灰坑中
,

还是第一次
。

两周之际
,

虽然楚文化因素已

大量涌入
,

并引起峡江地区文化面貌的转变
,

但这里仍然是巴人的主要居住活动区
。

以鱼骨 占

卜
,

很可能仍代表了巴人在占 卜方面的独特风格
。

六朝遗存也属此次发掘中的重要收获
。

尤其是 F S一 F 7 这一组 同时并存的干栏式建筑 的

发现
,

填补了峡江地区六朝 民居建筑资料的空 白
,

对研究峡江地 区民居形式 的演进
,

具有重要

的学术价值
。

附记
:

本次发掘得到宜昌博物馆和株归县屈原纪念馆等单位领导的大力支持
。

陈振裕
、

王然
、

水涛
、

孟华平
、

周国平等先生提出了许多指导性意见
。

王超
、

乔侠
、

刘继东
、

龚玉龙
、

杨爱民
、

陈小坤
、

艾周明等地

方文物干部和吉林大学考古系 97 级考古班部分同学参加了发掘
。

线图由李天智
、

马小娇
、

林雪川
、

王青绘

制
。

执笔者 王立新 王凤竹 黄文新 于孟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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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 释

〔 lj

仁2 〕

〔3 二

[4 〕

仁5 〕

〔6 」

[ 7 〕

[8 」

仁9 〕

[10 〕

[1 1 〕

[1 2 〕

[1 3 」

[1 4 ]

[1 5 】

[1 6 〕

何弩
:

《荆南寺遗址夏商时期遗存分析 》
,

《考古学研究 (二 )})
,

北京大学出版社
,

1 9 9 4 年
。

国家文物局三峡考古队
: 《湖北株归朝天嘴遗址发掘简报 》

,

《文物 》 19 89 年 2 期
。

国家文物局三峡考古队
:

《湖北宜昌中堡岛遗址发掘简报 》
,

《文物 》1 9 8 9 年 2 期
。

三峡考古队第三组
:

《湖北宜昌杨家嘴遗址发掘简报 》
,

《江汉考古 》 1 9 9 4 年 1 期
。

湖北省清江隔河岩考古队
:

《湖北清江香炉石遗址发掘》
,

《文物 》1 9 9 5 年 9 期
。

同 [ 5 〕
。

王晓田
: 《早期巴文化的分期与特征 》

,

《跋涉集 》
,

北京图书馆出版社
,
1 9 9 8 年

。

周厚强
:

《湖北西周陶器的分期》
,

《考古 》 1 9 9 2 年 3 期
。

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编著
:

《江陵九店东周墓》
,

科学出版社
,

1 9 9 5 年
。

刘建国
:

《镇江东晋墓 》
,

《文物资料丛刊 》8
,

文物出版社
,

1 9 8 3 年
。

新昌县文管会
:

《浙江新昌县七座两晋墓清理概况犷
,

《文物资料丛刊 )}8
。

文物出版社
,

1 9 8 3

中国硅酸盐学会主编
: 《中国陶瓷史》

,

文物出版社
,

1 9 9 7 年
。

江西省文物工作队
: 《江西靖安虎山西晋南朝墓 》

,

《考古》 1 9 8 7 年 6 期
。

同 [ 1 1」
。

湖北博物馆三峡考古队第三组
:

《宜昌县朱家台遗址试掘》
,

《江汉考古 》1 9 8 9 年 2 期
。

同 [ 5〕
。

附表一 T 12 1 扩④陶系纹饰统计表

爵爵遇里竺竺
夹 砂砂 泥 质质 合 计计 百分比 (% )))

灰灰灰褐褐 红褐褐 灰灰 灰褐褐 红红 灰灰 红胎灰牢牢牢牢

绳绳 纹纹 2 2 333 5 OOO 9 888 555 444 100000 3 9000 5 2 888

方方格纹纹 7444 1 999 2444 333 111 33333 12 444 1 6
.

888

弦弦 纹纹 22222 1 000 2 222 111 3 99999 7 444 1 OOO

弦弦纹 + 戳印纹纹纹纹纹 22222 666 111 999 1
.

222

弦弦纹 + 篮纹纹纹纹纹纹纹 lllll 111 0
.

111

素素 面面面面面 3 222 2 222 8 111 222 1 3 777 1 8
.

666

贝贝 纹纹 222222222222222 222 0
.

333

压压划纹纹纹纹纹纹纹 11111 111 0
.

111

合合 计计 3 0 111 6 999 1 3 222 6 444 2 888 14 111 333 7 3 888 9 9
.

999

百百分比 ( % ))) 4 0
.

888 9
.

333 1 7 999 8
.

777 3
.

888 19
.

111 0
.

444 1 0 000

66666888 3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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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二H 0 1 ①陶系纹饰统计表

爵爵逃鳄鳄
夹 砂砂 泥 质质 合 计计 百分比 ( 肠 )))

灰灰灰褐褐 红褐褐 灰灰 红红 灰褐褐 红褐褐 灰灰 红红红红

绳绳 纹纹5 888999 3 17
.

一

111111111 饭饭饭饭12 3 000 1
.

111
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

弦弦断绳纹纹777 333 333 1111111111111 1
.

888

方方格纹纹444 5 3999 l 999 111111122222 555 1 12 9
.

888

弦弦纹纹111 11122222 222 222 555 111444 3 1
.

666

弦弦纹+ 贝纹纹纹纹纹纹lllllllll lll 0
.

333

弦弦纹 + 戳印纹纹111111111111111 111222 0
.

555

戳戳印纹纹纹纹333 11111 11111 11111 0
.

888

素素面面2 5554 1
··

1222 2 l 333 888999 555 12 888 1444 32
.

111

合合 计计14222 9 5 888 6664442 888
气

111777 2 l 0003 8 1 6660 000

百百分比 ( % )))3 6
.

2 8884
、

999 l 555 111 甲
.

3335
1777 444 2

.

66610 000

77777 7
.

777 2 2
.

33333

附表三 种归石门嘴遗址出土鱼 卜骨一览表

编编号号 类别别 部位位 保存存 尺寸寸 钻钻 钻孔残残 钻凿形态态 灼兆情况况

情情情情情况况 ( 厘米 ))) 孔数数 损情况况况况

11111H 01 ①
:444 鱼骨骨 左腮腮 较较 长9

.

999444 1 孔残损损 长方形钻
.

2 孔底部有凿凿1 孔有灼 及背面兆纹纹

盖盖盖盖盖骨骨 完整整 宽9
.

22222 2 孔透底底 槽槽槽

22222H l o①
:555 鱼骨骨 右腮腮 基本本 长7

.

555. 444 l 孔透底底 长方形钻
,

3 孔底部有凿凿 2 孔有灼
.

1 孔背面有兆纹纹

盖盖盖盖盖骨骨 完整整 宽 6
.

6666666 槽槽槽

33333 H 10①
:

1888 鱼骨骨 腮腮 残残 长 2
.

111 222 均残残 长方形钻钻 1 孔可见灼痕痕

盖盖盖盖盖骨骨骨 宽 1
.

44444444444

44444 T 1 0 6⑥
: 777 鱼骨骨 左粤粤 残残 长 4

.

111 222 均残残 长方形钻钻 1 孔可见灼痕痕

盖盖盖盖盖骨骨骨 宽 2
.

99999999999

55555 H l o②
:

333 鱼骨骨 右鳄鳄 残残 长 6
.

111 666 4 孔残损损 长方形钻
,

1 孔底部可见见 4 孔可见灼痕
,

2 孔可见兆兆

盖盖盖盖盖骨骨骨
’

宽 5
.

66666 l 孔透底底 凿槽槽 纹纹

66666 T 1 0 6⑥
: 999 鱼骨骨 左腮腮 残残 长 4

.

555 lll 孔透底底 长方形钻钻钻

盖盖盖盖盖骨骨骨 宽 2
.

55555555555

77777 H 1 0①
: 333 鱼骨骨 左腮腮 残残 长 1 111 11111 圆形钻钻钻

盖盖盖盖盖骨骨骨 宽 88888888888

88888 H I O②
: 222 鱼骨骨 腮腮 残残 长 4

.

777 333 2 孔残损损 长方形钻
,

1 孔底部可见见 2 孔可见灼痕
, 1 孔背面有有

盖盖盖盖盖骨骨骨 宽 2
.

6666666 凿槽槽 兆纹纹

...

999 H l o②
: 444 鱼骨骨 腮腮 残残 长 5

.

222 222 均残残 长方形钻钻钻
盖盖盖盖盖骨骨骨 宽 3

.

33333333333

lll 000 T 1 0 6⑥
: 222 鱼骨骨 右腮腮 残残 长 4

.

333 666 4 孔残损损 长方形钻
,

1 孔底部可见见 4 孔可见灼痕
,

3 孔背面有有

盖盖盖盖盖骨骨骨 宽 3
.

22222 2 孔透底底 凿槽槽 残损兆纹纹
lll 111 H l o①

:
1 999 鱼骨骨 腮腮 “ 残残 长 2

.

888 222 均残残 长方形钻钻钻

盖盖盖盖盖骨骨骨 宽 1
.

88888888888

111222 T 1 0 6⑥
:

888 鱼骨骨 腮腮 残残 长 5
.

999 444 均残残 长方形钻
,

图中左一钻钻 2 孔 可 见灼痕
,

其一背面面

盖盖盖盖盖骨骨骨 宽 3
.

2222222 孔底有凿槽槽 有残损兆纹纹

lll 333 T 10 6⑥
:

111 鱼骨骨 腮腮 残残 长 6
.

333 555 4 孔残损损 长方形钻
,

完整一孔底底 完整一孔有灼痕及背面兆兆

盖盖盖盖盖骨骨骨 宽 5
.

9999999 有凿槽槽 纹纹

4 4 7



考古学报 2 0 0 4 年第 4 期

续附表三

编编号号 类别别 部位位 保存存 尺寸寸 钻钻 钻孔残残 钻凿形态态 灼兆情况况

情情情情情况况 ( 厘米 )))孔数数 损情况况况况

lll444 T 0 6 1③
: 1000 鱼骨骨 左腮腮 残残 长 7

.

888 444 均残残 长方形钻钻钻

盖盖盖盖盖骨骨骨 宽 6
.

66666666666

111555H 0 1①
: 777鱼骨骨 右腮腮 残残 长 8

.

444 666 2 孔残损损 长方形钻
, 4 孔底有凿槽槽 完整 4 孔底有灼痕

,

其中中

盖盖盖盖盖骨骨骨 宽 55555 1 孔透底底底 2 孔背面可见兆纹纹

111 666 H 1 0①
, 1 777 龟甲甲 首甲甲 残残 长 6

.

111 l 000 6 孔残损损 1 孔为近 圆形钻
.

余皆近近 6 孔底有灼痕
,

其 中 3 孔孔

宽宽宽宽宽宽宽 8
.

4444444 方形或长方形钻
,

6 孔孔孔 背面可见兆纹纹

底底底底底底底底底底可见凿槽槽槽
111 777 H I O①

,
1 000 龟甲甲 腹甲甲 残残 长 4

.

222 333 2 孔残损损 长方形孔
,

2 孔底部可见见 2 孔底有灼痕
,

且背面 可可

宽宽宽宽宽宽宽 2
.

6666666 凿槽槽 见兆纹纹

111 888 H l o①
: 1222 龟甲甲 腹甲甲 残残 长 4

.

333 444 2 孔残损损 2 孔长方形
, 2 孔圆形

, 333 3 孔可见灼痕
, 2 孔背面有有

宽宽宽宽宽宽宽 3
.

4444444 孔底有凿槽槽 清晰兆纹纹

111 999 H 1 0①
:

1444 龟甲甲 弃弃 残残 长 222 11111 长方形钻
,

底有凿槽
.

,,

有灼痕及背面兆纹纹

尾尾尾尾尾甲甲甲 宽 2
.

11111111111

222OOO H 10①
:

1 333 龟甲甲 腹甲甲 残残 长 4
.

555 33333 近方形钻
,

孔底均有凿凿 均有灼痕及背面兆纹纹

宽宽宽宽宽宽宽 3
.

3333333 槽槽槽
222 111 H I O①

, 1 111 龟甲甲 腹甲甲 残残 长 4
.

444 666 3 孔残损损 1 为圆形钻
,

余皆长方形形 5 孔可见灼痕
,

3 个完整者者

宽宽宽宽宽宽宽 2
.

55555 l 孔透底底 钻 3 个完整的钻内可见见 背面有兆纹纹

凿凿凿凿凿凿凿凿凿凿槽槽槽

附表四 种归石门嘴遗址六朝墓葬登记表

墓墓号号 位置置 方向向 形状与结构构 主要尺寸 (单位
:

米 ))) 随 葬 品品 年代代 备注注

MMM 222 T 1 2 666 30 3
。。

长方形竖穴土坑坑 墓底残长 1
.

68
,

宽 。
.

57
,,,

六朝朝 被 H 20 打破破

中中中中中中 墓深 0
.

111111111

MMM 333 T 1 2 666 1 4 3 ““

竖穴土坑坑 墓 底 残 长 。
.

85
,

残 宽宽宽 六朝朝 被毁毁

东东东北北北北 0
.

3 4 ,

墓深 0
.

3 555555555

MMM 444 T 1 3 222 6 5
000

竖穴土坑坑 墓 底 残 长 1
.

25
,

残 宽宽宽 六朝朝 被毁毁

西西西南南南南 0
.

37 ,

墓深 0
.

222222222

MMM 555 T 1 3 222 95
000

长方形竖穴土坑坑 墓 底 残 长 2
.

4 ,

残 宽宽 了
---

六朝朝 被毁毁
南南南南南南 0

.

8 5
,

墓深 0
.

2 888 铁刀 ( B l )))))))

MMM 888 T 3 OIII 3 30
000

长方形竖穴砖室室 墓底残长 3
.

9 ,

宽 1
.

8
,

深深 瓷罐 x i (残 )
,

五株 A 3 777 三国国 被毁毁

西西西 J匕匕匕匕 1
.

111111111

MMM 999 T I O 666 1 0 0
000

梯形竖穴土坑坑 墓 底 长 2
.

6
,

宽 0
.

8 一一 瓷罐 工 2
,

水注 1 ,

石枕垫 1
,

铜镜镜

乞
国国国

东东东东东东 1
.

2
,

墓深 0
.

666 l ,

铁 刀 ( A I
、

B l )
,

鞘箍
,

五 锋锋锋锋
AAAAAAAAAAAAA Z o

、

B i 7 ,

直百五抹 lllllll

MMM I OOO T 30 111 1 12
000

长方形竖穴土坑
,,

墓底残长 2
.

34
,

宽 。
·

7 555 瓷罐 1 2 ,

五株 A 10
,

货泉 333 三国国 被近代墓墓

东东东北北北 有头完完 一 。
.

8
,

墓深 。
.

56
,

头完距距距距 和 H 24 打破破

墓墓墓墓墓墓底 0
.

2 4 ,

宽 0
.

3 6
,

进探探探探探
00000000000

.

3 444444444

MMM 1111 T 3 0 555 8 5
000

长方形竖穴砖室
,,

墓底长 4
.

1 ,

宽 2
.

1 ,

墓深深 瓷罐 皿 1 ,

陶罐 3
,

陶动物俑 3 ,

陶陶
气决` 石邝

.叼匕匕

被盗盗

南南南南南 有长方形墓道道 1
.

2
,

墓道长 1
.

8
,

宽 1
.

333 灶 1
,

陶颤 1
,

铜钗 1 :

银指环 2 ,,,,,,,,,,,,

五五五五五五五株 A 2
6

、

B l s
、

e z 7
、

D 4 ,

大泉五五 刁、 曰 l优优优

百百百百百百百 4
,

大泉当千 7777777

MMM 1 222 T 1 1 111 1 1 0
000

长方形 竖穴土坑坑 墓底长 2
.

4 ,

宽 。
.

7 ,

墓深深 瓷罐 1 1 ,

碗 z ,

铁刀 A i ,

五钵钵 西晋晋晋

东东东北北北北 1
.

111 A 4 2
、

B 1 5
、

C l lllllll

MMM 1333 T 3 0 555 1 3 5
000

长方形竖穴土坑
,,

墓底长 2
,

宽 。
.

7 ,

墓深深 瓷盂 l
,

碗 l ,

五殊 A Z o
、

B 3
、

C 6
,,

西晋晋晋
JJJJJ匕匕匕 有头完完 。

.

2
,

头完距墓底 。
.

05
,

宽宽 太平百钱 2
,

大泉五十 1 ,

直百五五五五
00000000000

.

3 2 ,

进深 0
.

2 222 株 1111111

4 4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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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三峡库区姊归石门嘴遗址出土鱼 卜骨鉴定报告

曹 文 宣

(中国科学院水生生物研究所
,

武汉 4 3 0 0 7 2)

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提供的三峡库区株归石门嘴遗址出土的鱼 卜骨共 15 块
,

可鉴定出

饮类的有
5 块

,

分别为缝仁了勿户oP ht ” “
lm `hc t h ys m ol ltr 行 ( .C .et v ’ 〕和草鱼〔tC en oP ha yr n

go do
、

心 el lu
、 ( C

.

et
.

V
.

) ]的鳃盖骨
,

其中 4 块形态较完整 的并可推算 出所属鱼类个体的大小
。

鉴定

结果如下
。

一
_

编编 号号 鉴定种类类 骨类别别 特 征征
,, ·

9 9Z S H l o①
:

333 鳞鳞 左鳃盖骨骨 高 (上下 ) 1 15 m m
,

表面有垂直向下的棱脊脊

9999 Z S H 10①
: 444 草鱼鱼 左鳃盖骨骨 高 87 m m

,

宽 6 7 m m
。

前沿形成沟的部分测量量

999 9Z S H 10①
: 555 草鱼鱼 右鳃盖骨骨 高 6 6 m m

,

宽 5 3m mmm

999 9 Z S H I O①
: 777 草鱼鱼 右鳃盖骨残片片片

999 9 Z S T I O6⑥
:

1 000 草鱼鱼 左鳃盖骨骨 高 6 5
.

S

nmY
,

宽 5 5 r o r nnn

根据现生缝和草鱼标本所测量到的鳃盖骨高 ( O H )
、

鳃盖骨宽 ( O W ) 与相应的鱼体全长

( T L )
、

体长 ( B L )和体重 ( BW )
,

以及体长与体重的关系作相关关系分析
,

得到相关式如下
。

继 (全长 4 1 0一 4 5 o m m ;
体长 3 5 0一 3 9 om rn ;

体重 6 9 5一 9 9 0 9 )

T L = 3 0 1
.

4 0 4 5 + 2
.

4 7 1 9 1 X O H ( R = 0
.

8 2 4 5
, n = 8 )

B L = 2 9 0
.

2 5 9 8 + 1
.

6 6 5 7 X O H ( R = 0
.

4 8 8 7
, n = 8 )

B W = 6
.

5 0 7 4 5 X 1 0 一
7 X T L 3

·

4 6 3 5
( R = 0

.

9 3 6 0
, n = 8 )

草鱼 (全长 4 9 0一 6 4 o m m ;
体长 4 2 3一 5 6 o m m ;

体重 1 4 0 0一 4 2 5 0 9 )

T I
J

一 2 4 9
、

1 3 24 + 8
.

4 6 3 5义 O W ( R = 0
.

5 8 7 4
, n = 1 9 )

B L = 2 2 0
.

6 1 7 6 + 7
.

2 8 6 X 0 W ( R = 0
.

54 6 6
, n = 1 9 )

B W = 0
.

0 0 0 3 9 2 3 X T L Z
·

书7 9 5
( R = 0

.

8 6 6 4
, n = 1 9 )

由上述关系式推算出占 卜鱼骨所属个体的长度和体重参数如下
。

编编 号号 鳃盖骨高 O H ( m m ))) 鳃盖骨宽 O W ( m m ))) 全长 T L ( m m ))) 体长 B L ( m m ))) 体重 B w ( g )))

999 9 Z S H 10①
:

333 1 1 55555 5 8 666 4 8 111 2 5 0 777

999 9 Z S H 10①
: , 444 8 777 6 777 8 1666 7 0 999 6 5 0 777

999 9 Z S H I O①
: 555 6 666 5 333 6 9 888 60 777 4 4 1 111

999 9 Z S T 1 0 6⑥
:

1 000 6 8
.

555 5 555 7 1555 6 2 111 4 6 8 111

由于实测标本的个体比较小
,

通过鱼鳃盖 卜骨特征推算的鱼体大小远远超出了实测值的

范围
,

其长度和体重的推测值只能作为参考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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X V T N N T E C A A IO OH E SH I MN EZ T U I S I E IN Z N T I G U I C O U Y
,

H U B E I P R O V I N C E

A r e h a e o l o g y D e p a r t m e n t
,

J i l i
n U n i v e r s i t y

a n d

H u b e i P r o v i n e i a l In s t i t u t e o f C u l t u r a l R e l i e s a n d A r e h a e o l o g y

T h e S h im e n z u i s i t e l i e s o n a s l o p e o n t h e s o u t h e r n b a n k o f t h e Y a n g t z e R i v e r ,

i n t h e

s o u t h e a s t e r n Z i g u i C o u n t y
,

H u b e i
, a n d o e e u p i e s a n a r e a o f 1 0

,

0 0 0 s q m
.

I t w a s e x e a v a t e d i n

1 9 9 9
,

w h i e h r e s u l t e d i n t h e d i s e o v e r y o f 1 0 S h a n g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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