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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按发掘区域全面系统地介绍了三峡库区卜庄河遗址不同历史时期的文化遗存。
全书分为十章，内容丰富，图文并茂，是一部综合性的考古发掘报告。
    书中分别就卜庄河遗址的大溪文化、石家河文化、二里头文化、商代、周代、汉代、六朝、宋代、
明代、清代等遗存进行了研究，内容涉及考古学、历史学、人类学、生物学等学科，重点总结了三峡
地区古代文化的发展历程和各阶段的文化特点。
    本书可供考古学、历史学、人类学、生物学等学科的科研人员及文物爱好者阅读、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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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插图：贰 A区一　位置与地貌A区位于卜庄河遗址的东北部，即原卜庄河轮船客运码头处。
北面临长江，南面接原卜庄河集镇卜葛街，东面至通往船码头的人行小路，西面到原卜庄河供销社。
东西长200、南北宽约80米。
海拔70～100米。
A区实际上是原卜庄河集镇区域，全是居民住房、街道、船码头、道路、台阶、猪栏、厕所等建筑物
，并种植有部分蔬菜。
三峡大坝库区一期蓄水时，随着居民移民搬迁，这里即开垦并种上大片蔬菜、红苕等农作物，又加上
江水淹没冲刷等各种原因，致使该区遭到严重破坏，地面全是高坎、沟、石碚坎、房基、街道、水泥
地面，特别是集镇移民搬迁后，这里形成一大片废墟。
二 工作情况1991年6月中旬，配合砖厂取土工程，在A区发掘一座战国墓（编号为M4）。
2002年3月至2003年4月，配合三峡大坝工程建设，继续在A区发掘。
由于A区地貌情况极其复杂，地面覆盖层特别厚，为便于发掘，首先用挖掘机将大片现代覆盖层挖掉
，用钢钎凿掉水泥层，拆掉石碚坎，清走垃圾，然后进行勘探调查。
在此基础上，我们在高低不平、十分有限的范围内，选择了三片地段布方发掘（图四）。
为布方方便，采用按顺序直接编制探方号。
A区前后分为1991年6月、2002年3月至6月、2002年8月至2003年1月、2003年3月至4月共四次发掘，布5
米×5米探方124个。
实际发掘面积为3106平方米。
三　文化堆积与分期（一）文化堆积据调查和发掘情况观察，A区原始地貌呈南高北低倾斜走势，加
上长期江水侵蚀、雨水冲刷、开垦、农田基本建设等各种原因，地貌发生较大变化，所剩文化堆积层
不多，仅存三小块残破不全的零星堆积。
其时代为新石器时代石家河文化时期、二里头文化时期、商代、周代、六朝时期和宋代。
受地势影响，文化层呈南高北低倾斜堆积。
石家河文化时期的文化堆积，主要分布在AT5—AT8、AT33、AT47探方。
二里头文化时期的文化堆积，主要分布在AT6、Ar17、AT19、AT21、AT27—AT29、AT32、AT33
、AT43探方。
商代文化堆积主要分布在AT19、AT20、AT27、AT28、AT30、AT34一AT44、AT51探方。
周代文化堆积主要分布在AT28、AT30、AT33、AT61探方。
六朝时期文化堆积范围小，仅在AT50、AT51探方内有少量发现。
宋代文化堆积主要分布在AT6、AT27、AT28、AT30、AT32探方，但遗物特别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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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记

秭归卜庄河遗址是三峡库区重要考古发掘项目之一。
在国务院三峡建设委员会办公室、国家文物局和湖北省移民局、湖北省文物事业管理局的领导、支持
下，通过文物考古工作者历经10年的辛勤劳动，值三峡大坝即将胜利竣工之际，《秭归卜庄河》考古
报告终于能与广大读者见面了。
至此，我们由衷地感到高兴和欣慰。
十年沧桑，十年辛劳。
为配合三峡工程建设，卜庄河遗址于1997年6月开始发掘，至2006年6月田野发掘结束。
累计发掘面积36000多平方米。
发现了从新石器时代大溪文化到近代等时期的大量遗迹、遗物，从而丰富了三峡地区各个时期的文化
内涵。
从2006年3月开始边发掘边整理，2006年7月，正式转入室内资料整理，2007年10月，全面完成了资料整
理和报告编写工作。
卜庄河遗址的发掘得到了国务院三峡建设委员会办公室、国家文物局、湖北省移民局、湖北省文化厅
、湖北省文物事业管理局、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宜昌市文化局等单位领导的大力支持。
很多领导亲临现场指导工作，特别是国务院三峡建设委员会办公室规划司副司长汪晓东，国家文物局
文物保护司副司长关强，湖北省移民局副局长杨德菊，湖北省文化厅副厅长沈海宁，湖北省文物事业
管理局副局长吴宏堂，湖北省文物事业管理局三峡办公室主任王风竹，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所长王
红星、副所长孟华平以及原湖北省文化厅副厅长胡美洲，原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所长陈振裕等领导
多次深入考古发掘现场检查、指导。
考古界老前辈、著名考古学家张忠培先生、徐光冀先生也多次到工地考察遗迹和出土文物，给我们提
出了许多宝贵建议。
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教授孙华先生，中国文物研究所研究员乔梁先生，武汉大学考古系教授余西云
先生、陈冰白先生，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研究员周国平先生等专家也曾亲临工地关心和了解发掘情
况，并提出了不少建议。
湖北省文物事业管理局办公室余萍女士及李雁女士也为发掘工作提供了很多帮助。
为使资料整理和报告编写工作顺利进行，湖北省文物事业管理局专门提供了整理场地。
在资料整理和报告编写期间，湖北省文物事业管理局副局长吴宏堂、三峡办公室主任王风竹等领导和
专家多次到现场查看、指导，对资料整理和报告编写工作倾注了极大的热情和心血，并提出了时间安
排和具体要求等指导性意见。
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研究员杨权喜先生对报告进行全面审核，提出了一些修改意见。
在此，向各位领导和专家对卜庄河遗址考古发掘和考古报告编写工作所给予的支持、关心和指导，表
示衷心感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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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秭归卜庄河(套装上下册)》可供考古学、历史学、人类学、生物学等学科的科研人员及文物爱好者
阅读、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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