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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场传真

重庆奉节发掘营盘包、桂井墓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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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去年９—１２月，在重庆市文化局三峡办的支持下，南京大学历史系考古教研室对营盘包墓群进行了第

三期发掘。该墓地属重庆市奉节县永安镇原白马村，西距奉节新县城约３公里，海拔１５０—１６５米，全

部在淹没线以下。２００３—２００４年南京大学历史系考古专业对墓地进行了２次发掘。此次，因地处墓

地中心位置的白马小学搬迁，进行了第三次发掘。 

    本次发掘共清理墓葬３３座，其中汉代土坑墓２２座，东汉砖室墓３座，魏晋土坑墓１座，宋代砖室墓

３墓，明清砖室墓１座，时代不明的土坑墓３座（无葬具、葬品），出土器物３２１件（组），分别为：陶

器２４８件，铜器６１件（组），铁器１０件，另外还发现墨条、 等。 

    出土物中的铜剑有楚式和巴式。铜印章２枚，其中一枚印文清晰，用刀刻成，为小篆“赞印”二字。Ｍ

５１是一座大型砖室墓，通长９．１米，虽然被盗，但仍出土了７０余件有价值的文物，如长方形水塘模型

保存完整，塘内鱼类等刻画生动，陶屋和各式陶俑保存也都完整。土坑墓中还出土不完整的铜矛头，好像是

有意为之，是该地区不多见的做法。 

    本次发掘的几座合葬墓为研究该地区合葬风俗提供了重要资料。其中二人合葬墓２座：Ｍ２６二人并棺

而葬，葬品置于一侧，另有一架人骨随意放在墓室一角，无葬具；Ｍ３２二人并棺而葬，头向一东一西，葬

品置于一侧的箱内。四人合葬墓１座：Ｍ５２，头皆向北，有葬品２排，另有一堆人骨乱置于墓室南壁下。

八人合葬１座：Ｍ２７，头向或东或西，皆有棺，随葬品只有２排碎陶片，显然是迁葬过程中将原随葬品迁

来时破碎的。 

    营盘包墓地的墓葬主要为汉墓，其中以西汉土坑墓为主。该地土坑墓以长方形为主，个别有墓道。整个

墓地的地层堆积单调，墓葬多开口于表土层下。有的地方耕土层下为深浅不一的近世扰乱层，扰乱层下即为

黄色生土。该处发现的汉墓一般埋藏较深，最深的达６米多，而发现的几座宋墓埋藏都很浅。 

    桂井地属重庆奉节县永安镇桂井村，在原白马水厂以西，地势北高南低，海拔１５６—１７０米。去年

１１—１２月，对桂井墓地进行了钻探和发掘，发掘清理战国到汉代土坑墓６座，汉代砖室墓１座，出土各

类文物５６件（组），分别为陶器２８件，铜器１８件（组），玉器４件，还发现银指环、料珠、骨饰件

等。 

    Ｍ４是一座大型土坑墓，该墓深３．５米，出土铜车饰和构件，出土的陶片经分类有大型的陶鼎、陶鬲

等多件，墓底椁室下有较宽的枕木槽，是一座规格很高的墓葬。Ｍ５出土一个摇钱树座，也是较重要的发

现。Ｍ１墓底有规律散落的铁棺钉都呈曲尺形，是联合两块棺板用的铁把钉。东汉时开始用铁棺钉代替榫卯

结构，Ｍ１铁棺钉的使用和其形式对于研究该地区木棺的制作有意义。 

    桂井墓地与营盘包墓地相去不远，具有相似的性质，都以汉代土坑墓为主，时代从战国晚期到东汉，但

在桂井墓区尚未发现东汉以后的墓葬，并且兵器墓相对较多，时代也偏早，可能在战国晚期，这是不同之

处。而营盘包墓地东面的金家坪是一处以砖室墓为主的墓地。 

    另外，桂井土坑墓的四壁一般都较为光滑，好像有意加工过。有的墓在挖墓穴时遇到大石时也把石头与

 



墓壁切平，表现出对墓室营造的考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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