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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摘要 

I 
 

内容摘要 

峡江地区是指湖北宜昌南津关以西至重庆市区以东的长江流经地区及其间

长江主要支流的流域范围，即宜昌-重庆。伴随着三峡水利工程等基建工程而进

行的大规模田野考古发掘，已经积累了大量的汉墓资料。但是我们的研究进程已

经严重落后于考古发掘及资料积累，目前所见的关于峡江汉墓的研究多是集中在

某一个小地区或者是集中在某一个专题，而在全面占有考古资料基础上进行的综

合性研究尚未开展。 

本文充分吸收前人研究成果，利用新资料，使用考古类型学方法、文化因素

分析法对峡江地区汉墓进行系统的研究。本文将该区汉墓分成竖穴式的竖穴土坑

墓、竖穴岩坑墓及横穴式的土洞墓、砖室墓、石室墓、砖石合构墓、崖墓，分析

各类墓葬的发展演变规律及其所包含的文化因素；重点对随葬的陶瓷器、青铜器

进行类型学研究，并考察其所蕴含的文化因素的发展演化过程；在墓葬形制及随

葬器物分析的基础上，将该区汉墓分成八期，分析各期内涵及文化因素演变过程，

并从历史背景中分析其演变原因，认为该区的各种演化是该区逐步融入汉文化过

程的一种表现，是峡江地区汉文化的形成过程的表现；根据墓葬形制的差别、随

葬品组合的不同及葬制、葬俗的差异，结合文化因素的构成情况不同将峡江地区

汉墓分成三个亚区，分析了各区域之间的文化差异和联系，认为在汉代峡江地区

的文化传播并不是顺长江由上而下或者由下而上传播，而是两端向中间汇聚，形

成一种内聚的格局。 

 

关键词：峡江汉墓 类型学 文化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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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I

Abstract 
Xia-Jiang area is an area that is lied from the west of Nanjinguan in Yichang, 

Hubei Province to the east of Chongqing city where Yangtze River flows, and this 
area also includes basin perimeter of Yangtze River’s chief branches, namely Yichang 
– Chongqing. With the hydropower project of Three-Gorges Dam starting, another 
massive rescure operation has accumulated abundant data about the tombs in Han 
Danasty. But our process of research falls behind the the work of archaeological 
excavations and the accumulated data severely. At the present time, the known studies 
on Xiajiang Han tombs focus on a small area or on a topic, but a comprehensive study 
based on all sided archaeological data has not been developed. 

In this article, I will absorb former research results, and then use new 
archeological date and the method of archeological typology, cultural elements of 
analytical method to study the tombs in Xiajiang area. Han tombs are divided into 
seveal types: haft-earth pit-grave, shaft-rock pit-grave and traverse 
grave,brick-chamber, stone-chamber, brick-stone-chamber, cliff-chamber.Analyzing 
the law of development about various tombs and the cultural elements included; 
laying heavy stress on funeral china, bronze vessels to do typological study, and 
surveying the development of inclusive cultural elements; on the base of analyzing the 
design of the tombs and burial artifacts, Han tombs in this area can be divided into 
eight periods, through analyzing the meaning and the development of cultural 
elements at every period, and also getting the reasons for this development from 
historical background to get such a result: various development in this area is an 
expression of blending into Han culture and the establishment of Han culture at 
Xianjiang area; according to the differences among the design of the tomes, the 
combination of burial artifacts and also the interment system, in combination with 
different constitution of cultural elements to devide Han tombes into three inferior 
districts, and analyze cultural difference and relation among every districts, then we 
will believe that the cultural dissemination of Xianjiang area in Han Danasty is not 
from the upstream to downstream following Yangtze River or the opposite, but it 
converges from the two sides to the middle, and then form a cohesive pattern. 

 
Keywords: Han tombs at Xiajiang area; typology; cultural elemen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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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言 

 
——峡江地区汉墓的发现与研究学术史回顾 

 
峡江地区是指湖北宜昌南津关（包括附近的前坪等地）以西至重庆市区以东

的长江流经地区及其间长江主要支流的流域范围，即宜昌-重庆。自东往西依次

经过湖北省的宜昌、秭归、巴东和重庆市的巫山、奉节、云阳、开县、万洲、忠

县、丰都、涪陵、长寿、重庆市区，不包括香溪河上游、乌江上游、大宁河上游、

嘉陵江流域等地（图一）。 

早在距今二百多万年前，峡江地区已有人类祖先的遗迹，巫山大庙区龙骨坡

发现的三峡人类化石便是这一时期的代表。至中更新世至全新世时期，三峡地区

的早期人类活动已相当活跃，峡区内的秭归、巴东、巫山、奉节、云阳、忠县及

丰都等地，均发现了当时人类活动的遗迹、遗物。1959 年，考古工作者在瞿塘

峡东口的大溪镇附近发现了新石器时代的遗址。三代时，这里为荆州、梁州之境，

是古时巴、楚氏族繁衍生息的重要地域。距今一千六百年前，巴族首领建都于江

洲，成为当时巴国军事、文化中心。至西周晚期，楚国的西南境已延至巫峡东段

的香溪河流域，亦成为三峡地区重要的氏族部落。 

秦汉时代，秦始皇二十六年后（公元前 221 年）完成统一，普遍推行郡、县

制度。汉武帝元封五年（公元前 106 年）又分全国为十三刺史部，又称十三州。

本地区为益州巴、巴东二郡，荆州南、宜都二郡所辖
①
。 

峡江地区汉墓的发现与研究在各个历史时期呈现出各不相同的特点，根据其

不同特点，我们将其分为以下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20 世纪 70 年代以前――起步阶段 

20 世纪以前，峡江地区的汉墓仅仅见于文献记载，而且多是语焉不详的零

星记载。《太平寰宇记》卷五五九载“舟经三峡，望见悬岩间有物似棺，今人视之，果棺也，

骸骨存焉”。《闻见后录》卷三十载：秭归棺木峡“石壁千万刃，飞鸟悬猿不可及之处，有洞

穴累棺椁，或大小历历可数，峡中仙人棺椁云。……望其棺椁，皆完好如新，不知果何物为

                                                        
①蓝勇等编著：《巴渝历史沿革》，重庆出版社，2004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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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其后的文献中也有很多记载，《巫山县志》、《奉节县志》、《宜昌府志》等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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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一些关于崖葬的记载。这些记载仅仅是提及一些古代丧葬现象，并没有真正的

科学的记述和研究汉代墓葬的文章出现。峡江汉墓的真正研究要从现代意义上的

考古学理论和方法在中国传播起来才陆续开始的。 

在中国，真正意义上的考古学研究是始于 20 世纪 20 年代。随着抗战期间的

战略大转移，西南地区的考古工作取得重大进展，重庆市区发现多座汉墓
①
。 

1954 年，重庆江北相国寺发现一座汉墓
②
，为 把形砖室墓，墓葬保存完整，

出土大量随葬品。 

1956 年，万县发现 1座汉墓
③
，该墓为砖室墓，出土银环、玉器及五铢钱等。 

1957 年，重庆市化龙桥发现 1座汉墓
④
，是带墓道的砖室墓，出土耳杯、人

物俑、五铢、货泉等。 

1958 年，奉节白帝城发现两处悬棺葬
⑤
，发现两具棺木和人骨、陶片等。三

峡水库调查中亦发现零星汉墓
⑥
。 

这一阶段尚未见科学的研究性文章，但是已经有了在科学方法指导下的科学

发掘，这是可喜的现象，也为深入研究峡江地区汉墓奠定了一定的基础。 

第二阶段：20 世纪 70 年代－90 年代初――初步发展 

伴随着葛洲坝水利工程的建设以及各个地方的基建工程，这一阶段峡江地区

汉墓的发现发掘规模也逐步加大，大量的汉墓得以在科学方法指导下清理出来。 

重庆市区发现的汉代墓地有：1973 年重庆市水泥厂施工建设中发现一座岩

坑墓
⑦
，出土一批铜陶铁器；1978 年重庆市南岸区发现两座土坑墓

⑧
，出土一批

青铜礼器；1980 年重庆江北陈家馆发现汉墓
⑨
，该墓为竖穴石坑墓，出土陶罐、

盘、纺轮，铜壶、鍪等器物；1982 年重庆市临江支路发现汉墓
⑩
，清理 5座土坑

墓，其中两座为竖穴土坑木椁墓，出土大批铜、陶器；1982 年底，重庆黄花园

                                                        
①西南博物院筹备委员会秘书处：《西南博物院筹备处清理重庆江北香国寺汉墓》，文物参考资料，第 135 页，

1954 年第 7 期；西南博物院筹备委员会秘书处：《西南博物院三年来清理重庆市郊古墓经过》，文物参考资

料，第 107-108 页， 1954 年第 5 期。 
②沈仲常：《重庆江北相国寺的砖墓》，文物参考资料，第 35-49 页，1955 年第 3 期。 
③石正：《四川万县市发现的汉墓》，考古通讯，第 62－63 页，1957 年第 4 期。 
④胡人朝：《重庆市化龙桥东汉砖墓的清理》，考古通讯，第 42-43 页，1958 年第 3 期。 
⑤陈培绪：《夔峡中发现悬棺葬》，文物,第 75 页，1959 年第 5 期。 
⑥四川省博物馆：《四川省长江三峡水库考古调查报告》，考古，第 398-403 页，1959 年第 8 期。 
⑦郭蜀德、王新南：《重庆市水泥厂东汉岩墓》，四川文物,第 58－61 页，1987 年第 2 期。 
⑧龚廷万、庄燕和：《重庆市南岸区的两座西汉木椁墓》，文物,第 28－29 页，1982 年第 7 期。 
⑨胡人朝：《重庆江北陈家馆西汉石坑墓》，文物，第 89-90 页，1987 年第 3 期。 
⑩重庆市博物馆：《重庆市临江支路西汉墓》，考古,第 230－242 页，1986 年第 3 期。 

厦
门
大
学
博
硕
士
论
文
摘
要
库



峡江地区汉墓的考古学研究 

 4

发现一座汉墓
①
，出土铜剑、矛、镦、削 、斧及铜印章等物；1987 年重庆市枣

子岚垭发现汉墓
②
，发现两座砖室墓，墓葬中有完备的排水设施，并有一批铜陶

器出土。 

涪陵地区：1978 年涪陵城关镇基建中发现 4座汉墓
③
,4 墓均为竖穴石坑墓，

出土又青铜礼器等；1980 年，涪陵三堆子发现汉墓
④
，共清理汉墓 4座，有砖室

墓和石室墓，出土陶罐、陶俑、铜镜等物；1982 年 4 月黄溪公社基建中发现两

座竖穴土坑墓
⑤
，出土有成组铜礼器及陶器，11 月此地建窑过程中又发现一座崖

墓
⑥
，出土一批釉陶器和瓷器。 

丰都地区：1990 年基建中发现一座竖穴土坑墓
⑦
，出土有铜陶铁器等。 

巫溪地区：1980 年川大考古专业调查清理了巫溪荆竹坝崖葬
⑧
，调查发现 25

棺，清理了 M18，出土青铜带钩、镯等。 

奉节地区：1971 年，奉节县风箱峡崖壁上发现两具残棺
⑨
，出土铜剑、斧、

带钩等器物。 

巴东地区发现的汉代墓地有：1978 年至 1979 年在巴东县官渡公社和车上公

社清理发掘了十四座古墓,东汉墓七座
⑩
，其中有一座东汉纪年墓。 

秭归地区发现的汉代墓地有：1991 年秭归县卜庄河发现古墓
11
，共清理汉墓

4座，有竖穴土坑墓和砖室墓两种，有成组随葬品出土。1981 年，舒之梅等调查

了秭归王家坪棺木岩、宜昌新坪棺材岩、龙王洞三处的悬棺葬
12
。 

宜昌地区发现的汉代墓地有：1971 年，宜昌前坪发现汉墓
13
，此次共发现汉

墓 37 座，分竖穴土坑墓、竖穴岩坑墓和砖室墓三种类型，出土大量铜礼器及仿

                                                        
①胡人朝：《重庆市黄花园发现西汉墓葬》，文物，第 80 页，1986 年第 12 期。 
②林必忠、冯庆豪：《重庆市枣子岚垭汉墓清理简报》，四川文物,第 64－69 页，1991 年第 2 期。 
③重庆市博物馆、涪陵县文化馆：《涪陵易家坝西汉墓发掘简报》，考古与文物,第 44－49 页，1990 年第 5 期。 
④四川省文物管理委员会、涪陵地区文化局：《四川涪陵三堆子东汉墓》，《文物资料丛刊•10》，文物编辑委

员会编，第 136-141 页，文物出版社，1987 年。 
⑤四川省文物管理委员会、涪陵县文化馆：《四川涪陵西汉土坑墓发掘简报》，考古,第 338－344 页，1984 年

第 4 期。 
⑥四川省文物管理委员会：《四川涪陵东汉崖墓清理简报》，考古,第 1085－1091 页，1984 年第 12 期。 
⑦吴田清：《丰都名山镇汉墓清理简报》，四川文物,第 63－64 页，1991 年第 3 期。 
⑧四川大学历史系考古专业崖葬科研小组：四川巫溪荆竹坝崖葬调查清理简报，考古与文物，第 22-24 转 30
页，1984 年第 6 期。 
⑨李莉：《四川奉节县风箱峡崖棺葬》，文物，第 89-91 页，1978 年第 7 期。 
⑩张明达：《巴东发现东汉纪念墓》，江汉考古，第 68 页，1980 年第 1 期。 
11宜昌地区博物馆：《秭归卜庄河古墓发掘简报》，江汉考古,第 24－28、93 页，1990 年第 4 期。 
12舒之梅：《湖北秭归、宜昌三处悬棺葬调查简记》，《民族学研究•第四辑》，中国民族学研究会编，民族出

版社，1982 年。 
13湖北省博物馆：《宜昌前坪战国两汉墓》，考古学报,第 115－148 页，1976 年第 2 期。 

厦
门
大
学
博
硕
士
论
文
摘
要
库



序言 

5 
 

铜陶礼器；1978 年，宜昌前坪又发现汉墓
①
，共清理汉墓 20 座，除一座为砖室

墓外，其余均为长方形竖穴岩坑墓，随葬品丰富；1981 年，宜昌前坪又发现汉

墓
②
，共清理三座砖室墓，出土有鼎盒壶等大量陶器；1984 年，宜昌前坪又出土

汉墓
③
,共清理汉墓 10 座，有砖室墓、石室墓和砖石墓三种类型，出土物较为丰

富。 

虽然这一阶段峡江地区汉墓的发现发掘比前一阶段大为丰富，但是用科学的

考古学方法研究汉墓资料的文章尚不多见，而且研究的关注点大都集中在悬棺、

崖墓的研究上。罗二虎先生的《四川崖墓的初步研究》
④
一文中涉及峡江崖墓的

内容。林向先生的《川东峡江地区的崖葬》
⑤
一文专门论述了峡江地区崖墓的文

化内涵、命名及族属，并讨论了它与其他地区崖墓的关系。石钟键先生的《四川

悬棺葬》
⑥
一文中讨论了峡江地区的悬棺葬。曾令一先生在《试析川、黔两省崖

葬的特点与地理环境的关系》
⑦
一文中讨论了四川崖葬的分布时代形式文化内涵

传播及族属，其中涉及峡江地区的崖葬。 

第三阶段：20 世纪 90 年代初期至今——发展阶段 

随着长江三峡水利工程的建设，这一阶段，峡江地区汉代墓葬的发现和研究

日新月异。自西往东分布的墓群有： 

涪陵地区墓地有：镇安遗址
⑧
，该遗址于 1999 年发掘，共清理汉墓 5座，均

为竖穴土坑墓，出土一批铜陶铁器，墓葬演变规律明显。 

丰都地区墓地有：1，汇南墓群
⑨
，该墓地于 1997－1998 年经过两次发掘，

共清理汉墓 18 座，有竖穴土坑墓和砖室墓两种，随葬品丰富；2，杜家包汉墓群

                                                        
①宜昌地区博物馆：《1978 年宜昌前坪汉墓发掘简报》，考古,第 411－422 页，1985 年第 5 期。 
②宜昌市文管所、湖北省博物馆：《宜昌市前、后坪古墓 1981 年发掘简报》，江汉考古,第 27－33 页，1985
年第 2 期。 
③长办库区处红花套考古工作站：《湖北宜昌前坪包金头东汉、三国墓》，考古,第 815－830 页，1990 年第 9
期。 
④罗二虎：《四川崖墓的初步研究》，考古学报，1988 年第 2 期。 
⑤林向：《川东峡江地区的崖葬》，《巴蜀考古论集》，四川出版集团、四川人民出版社，2004 年。 
⑥石钟键：《四川悬棺葬》，《民族学研究·第四辑》，民族出版社，1982 年。 
⑦曾令一：《试析川、黔两省崖葬的特点与地理环境的关系》，四川文物，第 35-38 页，1985 年第 4 期。 
⑧北京市文物研究所三峡考古队、重庆市涪陵区博物馆：《涪陵镇安遗址发掘报告》，《重庆库区考古报告集

•1999 卷》，重庆市文物局、重庆市移民局编，第 747－785 页，科学出版社，2006 年。 
⑨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所、丰都县文管所：《丰都汇南墓群发掘简报》，《重庆库区考古报告集•1997 卷》，重

庆市文物局、重庆市移民局编，第 689－712 页，科学出版社，2001 年；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所、丰都县

文管所：《丰都汇南墓群发掘报告》，《重庆库区考古报告集•1998 卷》，重庆市文物局、重庆市移民局编，

第 766－812 页，科学出版社，2003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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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该墓群于 1998 年发掘，共清理汉墓 8座，有竖穴土坑墓和砖室墓两种，出土

大量陶俑和生活用器 

忠县地区墓地有：1，罗家桥战国秦汉墓地
②
，该墓地于 2001、2002 年经过

两次发掘，共清理汉墓 5 座，均为竖穴土坑墓；2，杜家院子遗址
③
，该遗址在

2001 年度发掘中发现汉墓 5座，均为竖穴土坑墓；3，崖脚墓地
④
，该墓地于 1997、

1998 年发掘，共发现汉墓 7座，分竖穴土坑木椁墓和砖室墓两种；4，石匣子墓

地
⑤
，该墓地于 2004 年发掘，共发现汉墓 3座，有砖室墓和石室墓两种。 

万州地区墓地有：1，大地嘴墓地
⑥
，该墓地于 1999 年发掘，共清理汉墓 13

座，有竖穴土坑墓和砖室墓两种类型，随葬品丰富；2，大周溪遗址
⑦
，该遗址于

2000 年发掘，共清理汉墓 6 座，均为砖室墓，随葬品丰富；3，钟嘴东汉墓
⑧
，

该墓地于 2000 年发掘，清理汉墓 3座，均为砖室墓，随葬品较为丰富；4，安全

墓地
⑨
，该墓地于 1998、1999 年经过两次发掘，共清理汉墓 10 座，除一座破坏

严重的石室墓外，余均为砖室墓，随葬品较为丰富；5，松岭包墓地
⑩
，该墓地于

1998 年发掘，共清理汉墓 9座，均为砖室墓，随葬品较为丰富；6，上河坝墓地

11
，该墓地于 1998 年发掘，共清理汉墓 2座，二墓为小型砖室墓随葬有陶器、铜

                                                        
①重庆市博物馆：《丰都杜家包汉墓群发掘简报》，《重庆库区考古报告集•1999 卷》，重庆市文物局、重庆市

移民局编，第 681－701 页，科学出版社，2006 年。 
②成都市文物考古研究所、重庆市忠县文物管理所：《重庆市忠县罗家桥战国秦汉墓地第一次发掘报告》，《成

都考古发现（2001）》，成都市文物考古研究所编，第 439－459 页，科学出版社，2003 年。成都市文物考

古研究所、重庆市忠县文物管理所：《重庆市忠县罗家桥战国秦汉墓地第二次发掘报告》，《成都考古发现

（2001）》，成都市文物考古研究所编，第 460－483 页，科学出版社，2003 年。 
③成都市文物考古研究所、重庆市忠县文物管理所：《重庆市忠县杜家院子遗址 2001 年度发掘简报》，《成都

考古发现（2001）》，成都市文物考古研究所编，第 384－420 页，科学出版社，2003 年。 
④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三峡考古队、重庆市忠县文物管理所：《忠县崖脚墓地发掘报告》，《重庆库区考古

报告集•1998 卷》，重庆市文物局、重庆市移民局编，第 679－734 页，科学出版社，2003 年。 
⑤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三峡考古队、中山大学人类学系：《重庆市忠县石匣子墓地 2004 年度发掘简报》，

南方文物，第 1－7页，2005 年第 2期。 
⑥青海省考古研究所、南京师大文博系、万州市文管所：《万州大地嘴墓地发掘报告》，《重庆库区考古报告

集•1999 卷》，重庆市文物局、重庆市移民局编，第 328－401 页，科学出版社，2006 年。 
⑦山东大学考古系、重庆市文化局、重庆市万州区文管所：《万州大周溪遗址发掘报告》，《重庆库区考古报

告集•1999 卷》，重庆市文物局、重庆市移民局编，第 253－327 页，科学出版社，2006 年。 
⑧山东省博物馆、重庆市博物馆、重庆市文化局：《重庆万州区钟嘴东汉墓发掘简报》，华夏考古,第 16－24
页，2004 年第 1 期。 
⑨重庆市文化局、陕西省考古研究所：《重庆万州安全墓地 1998 年汉墓发掘简报》，文博,第 3－31 页，2001
年第 4 期；重庆市文化局、陕西省考古研究所：《万州安全墓地发掘报告》，《重庆库区考古报告集·1998
卷》，重庆市文物局、重庆市移民局编，第 560－574 页，科学出版社，2003 年。 
⑩青海省文物考古研究所三峡工作队、万州区文物管理所：《万州松岭包墓地发掘报告》，《重庆库区考古报

告集•1997 卷》，重庆市文物局、重庆市移民局编，第 440－460 页，科学出版社，2001 年。 
11青海省文物考古研究所三峡工作队、万州区文物管理所：《万州上河坝墓地发掘简报》，《重庆库区考古报

告集•1997 卷》，重庆市文物局、重庆市移民局编，第 430－439 页，科学出版社，2001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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器等；7，陈家坝东汉墓
①
，该墓地于 1998 年发掘，清理 把形砖室墓一座，出

土壶、罐、钵等随葬品；8，庙湾墓地
②
，该墓地于 1997 年发掘，清理汉墓 3座，

均为砖室墓，仅 M3 随葬品稍丰富；9，龙宝区古墓葬
③
，1994 年厦门大学考古队

在此调查中清理汉墓 22 座，有砖室墓和崖墓两种类型，出土一批随葬品；10，

曾家溪墓地
④
，该墓地于 2001 年发觉，清理数座汉墓，正式报告尚未发表。 

云阳地区墓地有：1，马沱墓地
⑤
，该墓地于 2001 年发掘，发现竖穴土坑墓

一座，随葬品非常丰富；2，马粪沱墓地
⑥
，该墓地于 2002 年发掘，清理汉墓 12

座，有竖穴土坑墓、砖室墓和石室墓三种类型，出土一批铜陶器；3，故陵楚墓
⑦
，

该墓地于 1998－1999 年发掘，清理汉墓 12 座，有竖穴土坑墓、砖室墓和石室墓

三种类型，其中西汉墓 4座，东汉墓 8座。 

奉节地区墓地有：1，周家坪墓地
⑧
，该墓地于 2002 年发掘，共清理汉墓 5

座，有砖室墓和崖墓两种类型，M3 出土物较丰富；2，小云盘遗址
⑨
，该遗址于

2000－2001 年发掘，共清理汉墓 5座，均为竖穴土坑墓，随葬品较为丰富；3，

营盘包东汉墓
⑩
，该墓于 1993 年调查中发现，为一座竖穴土坑墓，出土有铜陶器

等；4，奉节砖室墓
11
，1993－1994 年吉林大学在库区调查中发现并清理砖室墓 3

座，随葬品较少。 

巫山地区墓地有：1，水田湾墓地
12
,该墓地于 2000 年发掘，共清理汉墓 14

                                                        
①青海省文物考古研究所三峡工作队、万州区文物管理所：《万州龙宝陈家坝东汉墓发掘报告》，《重庆库区

考古报告集•1997 卷》，重庆市文物局、重庆市移民局编，第 461－468 页，科学出版社，2001 年。 
②重庆市博物馆、万州区文物管理所：《万州庙湾墓地发掘报告》，《重庆库区考古报告集•1997 卷》，重庆市

文物局、重庆市移民局编，第 422－429 页，科学出版社，2001 年。 
③厦门大学历史系考古教研室：《万县龙宝区三峡工程库区古墓葬的调查与发掘》，《东南考古研究•第二辑》，

香港中文大学中国考古艺术研究中心、厦门大学历史系考古教研室编，第 215－233 页，厦门大学出版社，

1999 年。 
④肖梦龙：《重庆市万州区新田曾家溪墓地发掘收获与初步认识》，《重庆•2001 三峡文物保护学术研讨会论

文集》，重庆市文物局、重庆市移民局编，第 128－135 页，科学出版社，2003 年。 
⑤郑州市文物考古研究所、云阳县文物保护管理所：《重庆云阳马沱墓地汉墓发掘简报》，文物,第 25－34 页，

2006 年第 4 期。 
⑥郑州市文物考古研究所：《重庆市云阳县马粪沱墓地 2002 年发掘简报》，文物，第 19－32 转 60 页，2004
年第 11 期。 
⑦中国历史博物馆故陵考古队、云阳县文物管理所：《云阳故陵楚墓发掘报告》，《重庆库区考古报告集•1998
卷》，重庆市文物局、重庆市移民局编，第 389－415 页，科学出版社，2003 年。 
⑧武汉大学历史文化学院考古系：《重庆奉节县周家坪墓地发掘简报》，江汉考古,第 18-28 转 37 页，2005 年

第 2 期。 
⑨内蒙古文物考古研究所：《奉节小云盘遗址发掘报告》，《重庆库区考古报告集•1999 卷》，重庆市文物局、

重庆市移民局编，第 156－167 页，科学出版社，2006 年。 
⑩吉林大学考古学系：《四川省奉节县营盘包东汉土坑墓清理简报》，江汉考古,第 23－26 页，1999 年第 1 期。 
11吉林大学考古学系：《四川省奉节县三峡工程库区砖室墓清理报告》，江汉考古,第 18－21 页，1995 年第 3
期。 
12武汉市文物考古研究所、巫山县文物管理所：《重庆巫山县水田湾东周、两汉墓发掘简报》，文物，第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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座，有竖穴土坑和砖室墓两种类型，出土一批仿铜陶礼器；2，乌鸡沟墓地
①
，该

墓地于 2003 年发掘，共清理汉墓 8座，均为土洞砖室墓，都有较长的斜坡墓道，

表现有家族合葬习俗，出土一批陶器；3，琵琶洲遗址
②
，该遗址于 1997 年发掘，

其间共清理汉墓 7 座，有土圹墓、竖穴土坑墓和砖室墓三种类型；4，江东嘴墓

群
③
，该墓地于 1999 年发掘，共清理汉墓 16 座，有竖穴土坑墓、土洞墓和砖室

墓三种类型；5，双堰塘遗址
④
，该遗址曾多次发掘，1998－2000 年的发掘中共

发现汉墓 13 座，有砖室墓、石室墓和竖穴土坑墓三种类型，随葬品较为丰富；6，

瓦岗槽墓地
⑤
，该墓地于 1998－1999 年经两次发掘，共清理汉墓 24 座，有竖穴

土坑墓、土洞墓和砖室墓三种类型，墓葬演变清晰，随葬品较为丰富；7，麦沱

汉墓
⑥
，该墓地于 1997－1999 年经过两次发掘，共清理汉墓 22 座，有竖穴土坑

墓、砖室墓、石室墓和岩洞墓四种类型，随葬品丰富。 

巴东地区墓地有：1，宝塔河古墓
⑦
，该墓地于 1998 年发掘，共清理汉墓 8

座，有竖穴土坑墓、砖室墓和石室墓三种类型，出土少量铜器和陶器；2，大罗

围墓地
⑧
，该墓地于 2000 年发掘，共清理汉墓 2座，均为砖室墓，仅见铜镜等随

葬品；3，雕楼包古墓葬
⑨
，该墓地于 1997 年发掘，共清理 3 座汉墓，均为石室

                                                                                                                                                               
－13 页，2005 年第 9 期。 
①武汉市文物考古研究所、巫山县文物管理所：《巫山乌鸡沟墓地 2003 年度发掘简报》，江汉考古，第 23－
36 页，2006 年第 4 期。 
②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三峡工作队：《巫山琵琶洲遗址发掘报告》，《重庆库区考古报告集•1998 卷》，

重庆市文物局、重庆市移民局编，第 172－188 页，科学出版社，2003 年。 
③重庆市文化局、中国文物研究所、吉林大学考古系、巫山县文管所：《巫山江东嘴墓群发掘报告》，《重庆

库区考古报告集•1998 卷》，重庆市文物局、重庆市移民局编，第 206－231 页，科学出版社，2003 年。 
④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长江三峡工作队、巫山县文物管理所：《巫山双堰塘遗址发掘报告》，《重庆库

区考古报告集•1998 卷》，重庆市文物局、重庆市移民局编，第 58－102 页，科学出版社，2003 年；中国社

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长江三峡工作队、巫山县文物管理所：《巫山双堰塘遗址发掘报告》，《重庆库区考古报

告集•1999 卷》，重庆市文物局、重庆市移民局编，第 80－144 页，科学出版社，2006 年。 
⑤南京博物院考古研究所、巫山县文物管理所：《巫山瓦岗槽墓地发掘报告》，《重庆库区考古报告集•1997
卷》，重庆市文物局、重庆市移民局编，第 125－138 页，科学出版社，2001 年；南京博物院考古研究所、

重庆市博物馆、巫山县文保所：《巫山瓦岗槽墓地发掘报告》，《重庆库区考古报告集•1998 卷》，重庆市文

物局、重庆市移民局编，第 148－171 页，科学出版社，2003 年。 
⑥重庆市文化局、湖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巫山县文物管理所：《重庆巫山麦沱汉墓群发掘报告》，考古学报,
第 153－178 页，1999 年第 2 期；重庆市文化局、湖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巫山县文物管理所：《巫山麦沱

古墓群第二次发掘报告》，《重庆库区考古报告集•1998 卷》，重庆市文物局、重庆市移民局编，第 119-147
页，科学出版社，2003 年。 
⑦武汉市文物考古研究所：《巴东宝塔河古墓发掘报告》，《湖北库区考古报告集•第三卷》，湖北省文物事业

管理局、湖北省三峡工程移民局编，第 246-254 页，科学出版社，2006 年。 
⑧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巴东大罗围墓地发掘简报》，《湖北库区考古报告集•第二卷》，湖北省文物事业

管理局、湖北省三峡工程移民局编，第 192-196 页，科学出版社，2005 年。 
⑨恩施自治州博物馆：《巴东雕楼包古墓群发掘简报》，《湖北库区考古报告集•第一卷》，湖北省文物事业管

理局、湖北省三峡工程移民局编，第 203-212 页，科学出版社，2003 年。. 

厦
门
大
学
博
硕
士
论
文
摘
要
库



Degree papers are in the “Xiamen University Electronic Theses and Dissertations Database”. Full
texts are available in the following ways: 
1. If your library is a CALIS member libraries, please log on http://etd.calis.edu.cn/ and submit
requests online, or consult the interlibrary loan department in your library. 
2. For users of non-CALIS member libraries, please mail to etd@xmu.edu.cn for delivery details.

厦
门
大
学
博
硕
士
论
文
摘
要
库

http://etd.xmu.edu.cn/
http://etd.calis.edu.cn/
mailto:etd@xmu.edu.c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