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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是三峡库区巴东雷家坪遗址的考古发掘专题报告。
书中分别对该遗址新石器时代、商周时期、东汉与六朝、唐明清时期的遗迹和遗物作了系统、翔实的
报道，反映了该地区古代文化的基本面貌，为三峡地区考古学文化序列的建立提供了重要的资料。
    本书可供从事地方史、历史学、考古学、人类学以及古地理环境研究的科研、教学人员参考、阅读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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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第一章　地理环境与工作经过　　二、遗址发掘工作概况与报告编写体例　　1.遗址发掘工作概
况　　雷家坪遗址位于巴东县东瀼口镇长江北岸的山坡中部，南距新巴东县城约1.5公里（见图一）。
遗址面积较大，遗址中心的一部分现为民房所压，东西两侧的山坡上散见有砖墓和石墓。
　　巴东博物馆李庆荣馆长和当地居民讲述，在遗址江边的沙场经常能拾到铜箭头，特别是在20世
纪80年代村民在平台上修积肥的粪池时获得一柄青铜剑，可能是挖到战国土坑墓。
1984年3月恩施自治州博物馆开始调查，尔后又经过几次复查，采集到陶片、石器。
　　在三峡文物保护工程规划阶段，武汉大学三峡考古队在1994年3月调查和1995年试掘，在平台上张
家老屋的西侧发掘到西周地层和战国墓，出土了巴式剑。
遗址内涵确定为周代到六朝时期的遗址和墓地。
　　三峡导流明渠全长3.7公里，宽350米，是一段“人造长江”，以供修筑大坝时上下船只的通航。
1997年10月开挖成功并正式通航。
1997年11月8日进行大江截流，截断了长江主河道，使主河床裸露，在此修建永久大坝。
随着导流明渠的修建，三峡库区内地下文物考古抢救性工作也进入了会战式高潮期。
雷家坪遗址进入正式发掘阶段。
　　1997年秋，吉林大学考古学系雷家坪考古队对雷家坪遗址进行了正式发掘。
发掘工作自9月中旬开始，到11月中旬结束。
对遗址进行分区，雷家坪台地被划分为4区，西翼的山坡（黄家墓地）是第V区，东翼的山坡（即规划
中雷家坪东遗址）是第Ⅵ区。
共分六个发掘区，布5米×5米探方52个，10米×15米探方1个，3米×20米探沟2个，3米×10米探沟1个
，3米×15米探沟1个（见图二），发掘总面积1659平方米。
共清理灰坑7个、墓葬3座、灶1个、沟1条。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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