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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场传真

重庆市酉阳县新石器遗址现全国最早炭窑(11月30日）

作者：   发布时间： 2006-12-04  文章出处：重庆商报

    今年9月起，市考古所25名文物专家、四川大学40名考古专业老师和学生对乌江彭水电站库区文物进行抢

救性挖掘。在酉阳清源乡清源村和秀水村交界处的邹家坝，经挖

掘从新石器时期到商周时期的文物居多。昨日，挖掘工作基本完

毕。据考古队队长白九江介绍，这次是乌江下游流域首次发现新石器时期遗址，将渝东南人类历史推进了约

2000年。  

发现1：新石器残墙今犹存  

    在遗址中，发现了100处灰坑(古代垃圾场)，新石器时期墓葬两座，大量石斧、石锛(古代木工工具，类

似把木头磨平的推板)和纺轮。另外还有一块打磨光滑的野猪牙，白队长表示，这是当时人们将吃剩下的骨头

做成的装饰品。7座商周时期的房屋遗址是目前我市同时期最为完整的，据白队长介绍，当时以竹为骨，在外

面敷泥，筑成墙壁，非常牢固耐用，现在还有一些墙仍然还在。   

发现2：屈肢女子疑被凶杀  

    商周时期的一座墓葬中,有一座“屈肢墓”,通常人死后都是仰身直肢安葬的,但这座墓葬的腿部却是弯曲

的,膝盖翘起,显然是人为造成。白队长推测，这名女子应是非正常死亡，有可能是死于凶杀或传染病。当时

人对于这样原因不明的死亡感觉非常恐怖，认为是恶鬼上身，因此用绳子将尸体捆住,希望恶鬼不要出来再作

恶。经过千百年，绳子腐化掉，人就变成了这个样子。  

发现3：两千石球打磨光滑   

    在遗址中,发现了2000多个光滑的石球，如网球大小，握在手中很适手，经鉴定是属于商周时期。为什么

会有这么多石球呢？据考古专家分析，当时的人在河滩上捡来鹅卵石，携带在身边，作为攻击和防范猛兽的

武器。有人专门对它们集中进行打磨，因为磨平后更容易携带。  

    还有一种可能是，当时人就已经发明了“健身球”。白队长更倾向于前一种说法，他说，石球在以前的

遗址中也发现过，但如此大量有规则的石球很少见。  

发现4：烧炭作坊全国最早   

    遗址内发现了六七个长方形的大坑，长2米，宽80厘米，深40厘米，坑壁两边和底部布满红色烧土碎土,

还有少量灰烬。考古专家介绍,这是一种烧炭坑,从里面一块陶片的年代推断应该为商周和汉代时期的。白队

长介绍,这应该是炭窑。当时的人将木头埋在坑里，用泥巴将顶部封住隔绝氧气，再挖出一些小孔,经过明火

长时间烧烤,里面的木头变成了炭。白队长说，一般人家不会制作这么多炭坑，因此应该是当时的烧炭作坊，

居民从这里买来炭放在家取暖。据介绍，炭窑一般是明清时期才有，这应该是国内最早的炭窑。  

发现5：东汉末遭巨大天灾   

    考古学家推测，从数量众多的房屋墓葬、大量工具和武器来看，这里曾是古巴人重要的军事、宗教、祭

祀的中心。从新石器时期，到商周、汉代。但汉代以后就没有了任何痕迹，直到明清时期。这样突然的断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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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人费解，没有发现任何唐宋时期的遗迹。据推测，这里自东汉以后，发生过大的自然灾害，可能是洪水，

或是泥石流，让这里的繁华渐渐消失。  

发现6：汉代铜箭依然锋利  

    在遗址内发现了20多支铜箭头，箭头长约3厘米，有的六七厘米，非常完整，历经千年仍然锋利。考古专

家解释，这样的箭头可用于捕鱼，狩猎，但由于当时比较珍贵，一般是战争所用，在部落间的争斗中出现。

在一座汉墓中，墓主人下半身没有了，胸口还插着一把这样的箭头，因此,证明了当时的争斗频繁。  

发现7：巫师下葬甲骨相随  

    在遗址中同时发现了十多片商时期的甲骨，主要是乌龟的腹甲，每块甲骨上有六七个钻孔。据介绍，当

时在龟甲上钻孔后,在孔中刻一道凹槽，然后用明火在凹槽上反复烤，形成裂痕,占卜师会以裂痕的形状判断

凶吉。  

    考古专家称，当时占卜主要是社会上层人士所用，东周和西周比较多，商时的还很少见。这些甲骨的出

土证明，这里曾是一处重要的宗教祭祀中心。  

发现8：不明碎骨有待鉴定  

    在清源遗址中发现了上万块动物骨头，年代约为商周时期。由于过于细碎，还不能判断属于什么动物。

据考古专家推测，有可能是当时食物不丰富，因此人们吃过肉后继续将骨头敲碎吸食骨髓。还有一种可能，

这些动物骨骸是制作骨器的废料，因为上面能看到切割和锯过的痕迹，说明当时骨器的使用已非常普遍。目

前，国外一位古动物专家将赶来共同研究，解密这些神秘动物碎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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