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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场传真

重庆涪陵陈家嘴遗址出土青铜印章和剑等文物 

作者： 杨旭东、张琴  发布时间： 2006-01-11  文章出处：新华社

     ９日结束的重庆涪陵陈家嘴遗址考古发掘一期工程出土了刻有巴蜀图语的青铜印章和剑等珍贵文物。 

    据介绍，陈家嘴遗址此次发掘出土了５枚巴蜀图语青铜印章和两把巴人青铜柳叶剑。其中，一枚一厘米

见方的方形印章铸造工艺相当考究，中间部分全部镂空，只有四角与印背相连，而且铸有一个弧度精美的桥

形柄，考古专家推测古人可能用绳子系住它随身携带。两把青铜柳叶剑是巴国墓葬里常见的文物，一把长一

尺左右的青铜剑剑身两边都铸有巴蜀图语，但另一把已经断为好几段的半尺长的柳叶剑上则绘有罕见的鱼凫

图案，是非常罕见珍贵的文物。 

    重庆市文物考古所领队李大地说，过去发现的巴蜀图语多数是用錾刻的方式刻于柳叶形剑、烟荷包形钺

等兵器和乐器上。但令人遗憾的是，国内考古界至今无人能识读巴蜀图语，所以也就无法得知古代巴人在印

章上到底记录了什么内容。 

    在发掘过程中，考古专家吃惊的是，此次发掘竟然还出土了大量的桥型青铜物件，而巴国是不产铜的。

重庆市文物考古所领队方刚认为，铜在巴国地区是相当珍贵的，而这些桥型青铜物件却出土很少，因此不可

能是钱币，由此推断只可能是古人的饰品。 

    巴国是战国时期在三峡地区强盛一时的国家，后被秦国所灭，由于少见史料记载，一直是不解之谜。从

近年来考古材料来看，巴人在三峡地区各条长江支流上建立了相当多的聚居点，并留下众多的战士墓葬。 

    据了解，重庆市文物考古所、重庆涪陵区博物馆组成的考古队去年１１月２６日进驻涪陵小田溪墓群陈

家嘴遗址，开始寻找“巴王城”的考古发掘。 

重庆陈家嘴遗址被证实为巴国贵族墓群守陵人居住地 

    新华社重庆１月１０日专电（杨旭东、张琴）旨在寻找“巴王城”的重庆涪陵陈家嘴遗址考古发掘一期

工程９日结束。考古专家认为，根据该遗址西区出土的大量铜器、铁器和陶器等文物可以确定此处为小田溪

巴国贵族墓群“守陵人”的居住地。 

    重庆市文物考古所领队李大地介绍，陈家嘴遗址考古发掘一期工程共发掘了２０００平方米，清理出６

７个灰坑、１２条灰沟和１５座墓葬，出土了大量的青铜器、铁器、石器、陶器等文物１５０余件。 

    目前，涪陵陈家嘴遗址考古发掘现场正在进行墓室回填工作，以保护墓葬与文物，确保今后考古发掘的

顺利进行。李大地说，此次考古发掘中最早的墓葬时间与小田溪巴国贵族墓的时间基本相近，而且出土的器

物等可以证明这里曾是小田溪巴国贵族墓守陵人的居住地。 

    涪陵小田溪墓群在１９７２年曾出土大量珍贵文物，包括中国第一套战国编钟，共１４枚，印证了《华

阳国志·巴志》中关于巴国“其先王陵墓多在枳（今涪陵）”的记载。 

    巴国是战国时期在三峡地区强盛一时的国家，后被秦国所灭，由于少见史料记载，一直是不解之谜。近

年来在三峡库区开展的考古工作逐渐撩开了巴人的神秘面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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