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订阅热线：028-86969110
大家也可以通过微信小程序中国邮政微商城搜索《华西都市报》，即可订阅。
欢迎小朋友向我们投稿！投稿邮箱：shaonianpai@thecover.cn
你投来的每一篇文章，都有机会被大家看到！快来投稿吧！

◎华西都市报副刊“少年派”定位于亲子共读刊物，设有作文版、少儿新闻版、
科普读物版、漫画版，每周星期一至星期五，都有精彩好看的内容呈现。

◎让有温度的纸质阅读，助力孩子养成良好阅读习惯，提升核心素养。

科普版 31

今天我们去川东北，认识一座叫作“城坝”的遗址。这座遗址来头不小，
曾经入围“2018年度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还曾获得过2016-2017年度

全国“田野考古奖”一等奖，这个奖项被称为中国考古界最高奖。
城坝遗址，又名“宕（dàng）渠城”遗址，位于四川省达州市渠县土溪镇

城坝村，2000 多年前，这里曾有一座热闹的城池。这里也是川东地区目前尚
存的历史最早、历时最长、规模最大的古城遗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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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阙：
石质“汉书”
小朋友们知道吗？在与

城坝遗址隔江相望的土溪镇、

水口镇、青神乡不到 10 平方公

里的范围内，还有包括冯焕

阙、沈府君阙、蒲家湾无铭阙、

王家坪无铭阙、赵家村西无铭

阙、赵家村东无铭阙在内的 6

处 7 尊汉阙。

汉阙是啥？作为中国古

代的一种高层建筑，学者认为

其至迟出现于西周，定型并盛

于汉代，至今绝大多数已从地

面消失，仅剩下寥寥的遗迹供

后人瞻仰。

因阙上刻有铭文书画，古

人出行、拜谒、歌舞、百戏、狩

猎等场景都能刻画于阙，生活

场景“跃然石上”。汉阙不仅

有石质“汉书”之称，还被誉为

我国古代建筑的“活化石”。

现存石阙中，基本完整的有 29

座，仅在四川渠县，就占了近

四分之一。冯焕阙、沈府君阙

早在 1961 年就被国务院公布

为第一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

单位，在6处汉阙中尤为典型。

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

记者 戴竺芯

图据新华社客户端

渠县城坝遗址：这里曾发现古代“教科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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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川东北地区是多

省交界之地，自古以来都

是北上陕甘、东进两湖的

重要通道。考古队员在这

里进行了多年的系统考古

调查、勘探和发掘工作，

清理发现了墓葬、水井、

灰坑、城墙、城门、房址，

沟、窑等各类遗迹和各种

文物。

随着考古发掘工作的

不断展开，考古队员们慢

慢厘清了城坝遗址功能分

区，这座古城址的原始面

貌也渐渐被还原。

在发掘中，一组保存

完好的汉代西门城墙重见

天日。经过考古队员初步

分析，城墙初始夯筑年代

为西汉时期，东汉时期有

过大规模增修，沿用至六

朝时期废弃。这与史书记

载基本对应。沿着城墙往

里，还发现了壕沟、城门、

暗渠、门房、建筑基址、道

路、车辙印、水井、窖穴等

遗迹。这些遗迹互相关

联，全面立体地展示出城

址内结构布局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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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城坝遗址的考古发
掘中，考古队员在遗址北
部江边一处聚落遗址有了
意外收获。

在一个形似“窑”的遗
迹内，考古队员发现了一
些竹木简牍。这些简牍除
了记录了官方文书性质的
内容，还包括书信、习字
简、识字课本等，可以说
是 发 现 了 古 代 的“ 教 科
书”。未来，通过这些简
牍，考古专家可以从中提
取出更多的信息，对于我
们今后了解秦汉帝国对西
南地区如何进行行政管理
非常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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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持续多年的考古工作中，队员们还发现
了几座重要的墓葬。大型墓葬的葬具是船棺，
墓主人均为屈肢葬或二次葬。考古学家最初认
为船棺是巴人的丧葬习俗，随着成都平原一系
列早期船棺的发现，学术界又认为船棺是蜀人
的丧葬习俗。城坝船棺葬的发现说明巴人与蜀
人均采用这种丧葬习俗。

在城坝遗址进行的第六次考古发掘发现的
墓葬中，其中有一座墓葬规模较大，保存较好，
长 7.9 米，宽 1.8 米，深 1.6 米，墓葬底下设置器
物坑，里面放了精美礼器、龙纹玉佩等。考古队
员此前并不清楚巴人用什么作为礼器，此次发
现解开了这个谜。

那么，这座墓葬里埋葬的是谁呢？考古队
员根据墓葬中发现的虎纽錞（chún）于（一种青
铜乐器）、编钟和钲（zhēng）等高等级器物推测，
这座墓葬应为一高等级“賨（cóng）人”墓葬，墓
主人至少是一名贵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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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年7月28日拍摄的达州市渠县城坝遗址发掘出
土的宕渠城西城门。

2020年7月30日拍摄的达州市渠县城坝遗址考古发掘现场。

城坝遗址出土“宕渠”文字瓦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