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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西临川翁坊金钟遗址考古发掘工作目前已进入尾声。考古专家根据出土的文物确定这是一个新石

器时代晚期至春秋早期的聚落遗址，距今约4000年。 

 

2009年2月14日，因向莆铁路工程建设的需要，江西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和抚州市文博管理所对位于

江西抚州市临川区桐源乡翁坊村南面的金钟遗址进行了抢救性考古发掘。 

 

金钟遗址发掘领队、江西省文物考古研究所专家余家安介绍说，经过近3个月的考古发掘，考古人

员发掘出大量石头磨制的箭头、石刀。经过研究考证，确定这个遗址为新石器时代晚期至商周时期的土

墩类环壕聚落（人类在平原地区活动形成的土墩，环壕是指遗址外围有壕沟），占地面积2万平方米。 

 

余家安说，截至目前，仅在1000平方米的发掘区内，已发掘清理房基两处，墓葬17座，灰坑2个，

出土了大量新石器时代晚期至春秋早期的石器、陶器和原始瓷，其中可复原的有100余件。 

 

据考古专家介绍，金钟遗址的文化层堆积普遍达到1米，自新石器时代晚期始，历经商代、西周、

春秋早期的遗迹、遗物非常丰富，且年代相互衔接，中间无缺环，对重现赣抚平原史前年代框架和考古

学年代序列有重要作用。 

 

余家安说，这种类型的土墩类遗址在江西境内分布数量不多，而保存如此完好的环壕聚落更为罕

见。 

 

此外，考古人员在金钟遗址上还清理出元、明、清时期的文化遗存，其中有元代的墓葬1座、明朝

的村落1处、清朝的墓葬1座。目前，金钟遗址的考古发掘和研究工作仍在进行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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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西临川发现2万平方米新石器时代聚落遗址 

发E-mail给：     

     

| 打印 | 评论 | 论坛 | 博客 |  

读后感言： 

   发表评论

相关新闻 

“清华简”确定共为2388枚 同时获多项重大发现  

人工智能有望破解4000年前印度神秘符号  

埃及考古发现53处古墓  

科学家发现50多万年前最古老石刃  

学者质疑“兵马俑”身份：并非秦国军队记录  

邯郸探明商代和战汉文化遗址 印证古城历史  

一周新闻排行 

基金委公布对贺海波、吴理茂的处理决定 

上海大学一博导抄袭论文被免职 项目成果被撤销 

中青报：对院长抄袭的鉴定，无独立就无权威 

美科学家在爱因斯坦大脑中发现罕见结构 

4月17日《科学》杂志精选 

世界数字图书馆问世 可通过互联网免费进入 

小字号  

中字号  

大字号 



陕西安康发现大型古城镇和古栈道遗址  

《放射学》：“尼罗河美女”雕像或经“整容”  

全球变暖造就北极天然心形湖 

著名力学家钱令希院士逝世 享年93岁 

关于我们 | 网站声明 | 服务条款 | 联系方式 | 电子地图 京ICP备07017567 Copyright @ 2007 科学时报社 All Rights Reserved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