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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2000年8月至2001年1月，在成都市区商业街58号为配合建筑工程而发掘的一座公元前5世纪左右的大型
船棺合葬墓，是研究古代蜀国晚期历史的重要科学资料，它以其宏大的规模、独特的墓葬形制、大量
丰富的随葬器物等崭新的内容为我们进一步研究古代巴蜀的历史文化、丧葬制度等提供了极其重要的
实物材料，具有极大的历史价值。
此墓面积达600余平方米，局部范围最迟在汉代就曾受到扰乱与破坏，现存有9具大小不一用独木所制
楠木船棺，同时在其西侧还附葬了8具殉人的小型木棺。
在大型楠木船棺的两侧均立有木柱，以稳定其位置，根据墓穴内保存的这种木柱的情况观察，又知当
初还有4具大型船棺，但已在盗掘时被挖走。
各棺木周围满填青膏泥，因此木棺及随葬的漆木器和竹席因青膏泥有密不透氧的性质均保存较好。
在墓穴东侧还发现一个巨大的以独木舟端做成的柱础（其前面另有一个同样的柱础已在建筑施_T过程
中被挖掉），以及墓坑周边具有一定分布形状的基槽和木质构件，可知在墓葬之上可能还有建筑。
现存船棺虽受到过盗掘，但还剩下大量漆器和陶器，还有少量的作随葬明器使用的青铜巴蜀式兵器。
从漆器的制作技术和纹饰风格观察，均应早于湖北江陵一带所出战国中期及晚期的楚国漆器，但却相
似于湖北当阳所出春秋晚期的漆器。
许多漆器上所出的画在方格之内的龙纹，和中原地区所出春秋晚期至战国早期错嵌红铜的铜器上的龙
纹非常接近。
这些出土物，基本表明这群船棺的年代大体至少在战国早期。
从漆器中包括的一些大型漆案和漆几的情况看，墓主的身份是很高的。
漆器中还有编钟（磬）架子的残存部分，并伴出有木槌，可知尽管青铜编钟或石磬已被盗走，墓主人
原来曾以编钟（磬）随葬。
在已发现的巴蜀文化墓葬中，仅重庆市涪陵小田溪的一座秦代左右的巴人首领墓中出土过一套带符号
的青铜编钟，可知使用编钟当是蜀国中的最高贵族才能具有的权力。
但各船棺中所出骨骼经鉴定，都是20岁左右及更年幼的青少年，也许并非蜀王，从通常可能考虑到的
一般的风俗习惯来思考，很可能是蜀国王族中一些并未继位或成婚的青少年男女。
船棺中的墓主骨骼，皆为散乱的二次葬式（即捡骨葬），可知是在死后过了相当长的时间才埋人这个
墓穴内的。
各船棺所出随葬品的形态（如陶罐）和各种漆器的纹饰风格相同，表示出是同一时间埋人这个大墓内
的。
墓主的二次葬葬式，表明墓穴内的众多墓主虽然不是同时死亡，但可以同时埋人。
各小棺内的殉人又均为仰身直肢葬。
葬式之异，暗示出死者的族属不一。
殉人既皆为直肢葬.说明他们基本应是蜀人以外的其他族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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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成都市商业街大型船棺合葬墓中所出的丰富材料，在古蜀文化的研究中还新解答了两个大问题。
其一是有关蜀人的族源问题。
古文献中本有蜀人的始祖蚕丛来自岷江上游的记载。
当时的岷江上游，是氐羌之族的聚居地，所以历来一直存在着蜀人源自氐羌之说，但始终找不到其他
证据。
现据此船棺葬群，可知墓主必为蜀人，又皆实行二次葬，据20世纪70年代以来甘肃、青海地区大量的
考古发掘，那一带青铜时代的羌人，正是主要实行二次葬，而且其捡骨摆放的形式，同船棺内的二次
葬非常相似。
葬式是中国古代各族群中极为重要的一种风俗传统，春秋战国之际的蜀国王族皆实行类似于更早时期
的甘青一带氐羌族的葬式，就可以进一步证明蜀人的族源可能确实就是氐羌。
　　其二是关于漆器工艺在成都开始发达起来的时间问题。
根据古文献记载和大量考古发现表明很早成都的漆器工艺就已经相当发达了，20世纪70年代时长沙马
王堆汉墓中出土了大量西汉初年的漆器，根据上面的烙印文字，知道就是成都制作的。
但成都的漆器究竟在何时才发达起来，则还并不清楚。
不少人暗中以为是秦灭蜀以后才发达起来的。
现据这个墓穴内所出的漆器推测，最迟在战国早期，蜀人的漆器工艺已经非常发达了，甚至可以和同
时期楚国的漆器工艺媲美。
这就意味着，由于商业街蜀人王族随葬漆器的发现，就把成都漆器工艺的发达时间，提早了两三百年
。
　　成都市商业街古蜀王族大型船棺合葬墓的发现，以其重要的历史、文化、科学和艺术价值，成为
巴蜀青铜文化中不可或缺、璀璨绚丽的一页，成为人类文明进程中一个重要的里程碑，理应受到重视
和保护。
其本身的遗迹现象又是难以遇到的一种观赏性极强的古迹，对于成都市的建城历史来说，可以说这是
迄今所存最早的一处古迹。
从这个角度出发，这个遗迹应当尽力做好现场保存的保护工作，以供后代子孙长久凭吊和观赏。
这对于发展成都市的旅游业，特别是对增长成都市民的历史自豪感和自信心来说，都具有其他事物所
无法取代的特殊作用，而历史古迹，又是百年未见、千载难遇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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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插图：第二章 墓葬概述第二节 墓葬形制一 墓葬概况此墓葬是一座大型的多棺合葬的土坑竖穴墓，平
面呈长方形，墓向240°，为东北—西南向。
在墓坑中共发现船棺、匣形棺等木质葬具17具（编号：2000CSS 1～17号棺，以下简称1～17号棺），所
有葬具均由棺盖和棺身两部分组成，随葬器物基本都放置于其中。
葬具的方向都和墓坑一致，平行排列于墓坑之中，这些棺木都是一次性葬入坑内的，棺木所属树种经
过鉴定均是桢楠。
在墓坑底部，棺木之下共有约15排排列整齐的枕木。
墓坑内共有3层填土，将棺木覆盖。
从现有发掘情况来看，该墓葬没有墓道，其上也没有封土，只在墓坑周围发现了一些具有一定分布形
状和规律的基槽和木质基础，如地袱、柱础等，这充分说明当时在墓葬之上还分布有地面建筑。
墓葬曾遭到严重的盗掘和破坏，我们推测整个墓葬若不遭破坏，葬具总量应超过32具。
在现存的17具葬具中，1、2、8、9、10、11号等6具棺木均保存有棺盖和棺身，相对较完整，但1、2
、10、11号棺的棺盖上还是发现有盗洞，只有8、9号棺没有发现，说明没有被盗过。
其余棺木中除了3、4、5号棺还残存有棺盖外，其他的破坏都较严重，没有棺盖，仅有棺身，有的甚至
棺身也只残留一部分，尤其是6、7号棺。
更有甚者，13号棺中部被砍断，只剩下前后两部分。
棺木之下的枕木有的也被砍断。
在H1的底部填土中，发现有不少的小型骨器饰件、铜器以及许多大型漆器的残块等，这些器物应是盗
掘墓葬时被取出棺外遭到破坏后才遗弃在坑内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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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记

《成都商业街船棺葬》发掘报告的整理编写工作，在国家文物局、四川省文物局、成都市文化局、成
都市博物院的关心和支持下，历经数载，现得以完稿付梓，编者心里倍感欣慰。
不由想起在2000年墓葬发掘期间，著名考古学家、中国考古学会副理事长俞伟超先生正值来蓉考察，
他数次亲临现场指导发掘工作，并给予了在酷暑期间仍坚持在考古一线的发掘者莫大的关心和教诲。
虽先生已故，但这些场景仍历历在目，始终不能忘怀，现以先生当年在蓉期间所写的一篇文章作为本
报告的序言，藉此以表纪念之忱。
正如先生所言，“历史古迹百年未见，千载难遇”，成都商业街船棺葬的发掘为研究古蜀国历史文化
及丧葬制度等提供了极其重要的实物资料，它所蕴含的丰富的历史文化信息仍需我们做进一步的深人
发掘和研究，因此从这个角度出发，本报告的出版也仅仅是个开始。
由于编者的学识水平限制，报告中肯定存在不足或错漏之处，望专家和学者批评指正。
在本报告编写以前，成都文物考古研究所于发掘工作结束以后就对墓葬进行过初步整理，以简报的形
式发表了《成都市商业街船棺、独木棺墓葬发掘简报》（《文物》2002年11期）和《成都市商业街船
棺、独木棺墓葬发掘报告》（《2000成都考古发现》），并有了初步的研究成果，如《成都市商业街
船棺、独木棺墓葬初析》（《四川文物》2001年3期）、《成都商业街船棺出土漆器及相关问题探讨》
（《四川文物》2003年6期）。
本报告的编写完全依据田野发掘原始记录等资料进行的，在整理过程中也参考了上述简报和相关认识
。
本报告中的器物编号沿用了发掘原始记录号，器物编号或名称同简报有出入的以本报告为准，简报中
线图、器物描述中所公布的数据，在与实物核对后，更改部分也以本报告为准。
报告中棺木和器物的分型未采用简报的标准，而是基于整个墓葬出土物重新分类定型的。
先后参加成都商业街船棺葬田野发掘和室内整理工作的有蒋成、颜劲松、陈云洪、刘雨茂、周志清、
王仲雄、程远福、杨兵、陈洪等。
考古领队蒋成、颜劲松、陈云洪、刘雨茂。
参加现场和室内化学保护工作的有肖磷、白玉龙、孙杰、杨颖东、曾尚华、刘君、曾帆等。
器物修复由党国松、张希锁完成。
现场绘图由党国平完成，器物底图由曾雳、党国平、李福秀、逯德军绘制，本报告清绘由曾雳、党国
平、逯德军完成，漆器彩图由曾雳、党国平完成。
拓片由戴堂才、戴福尧完成。
照片由李绪成、李升拍摄制作，部分现场照片由陈云洪拍摄。
本报告的编写分工如下：第一章第一节由蒋成执笔，第二节由颜劲松执笔，第三节由陈云洪执笔；第
二章第一节由刘雨茂执笔，第二节由蒋成执笔；第三章第一、二节由陈云洪执笔，第三、四节由颜劲
松执笔；第四章第一节至第四节由颜劲松执笔，第五节至第九节由蒋成执笔，第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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