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1 年 5 月，罗家坝遗址开启
第七次考古发掘。

1999年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所
对罗家坝遗址实施了第一次考古发
掘，共清理墓葬6座、灰坑19座、房屋
基址1座，出土各类文物及标本100
多件，主要为新石器时代晚期遗存
与东周时期遗存。

2003年3月至7月，四川省文物
考古研究所对罗家坝遗址实施了第
二次考古发掘。这次发掘发现了迄
今为止罗家坝遗址等级最高的墓葬
——M33 号墓，出土了大型青铜礼
器、青铜兵器、彩绘陶器和巴人印章
等珍贵文物200多件，其规模之大，
出土器物数量之多、种类之丰富、等
级之高，到目前为止，在四川战国以
前的古代巴蜀墓葬中，只有罗家坝
遗址 M33 中出土了簠这类青铜礼
器。这一发现也使罗家坝遗址受到
了社会的广泛关注。

2007 年 6 月至 2008 年 1 月，罗家
坝遗址第三次考古发掘实现了“八个
首次重大发现”：发现了船棺葬、俯身
葬、“人殉”、陶器独特“符号”、“木盾”
痕迹、“三棺合葬”、用人头作“牺牲”、

“凤鸟图案”纹饰等。

2015年12月至2016年6月，对罗
家坝遗址进行的第四次考古发掘，首
次发现连续堆积的新石器时代晚期
文化遗存，也是目前川东北地区发现
的堆积最厚、延续时间最长的新石器
时代遗存。

2019年11月至2020年12月，先
后对罗家坝遗址进行了第五、第六次
考古发掘，清理战国时期墓葬 60 余
座，出土青铜器、陶器、玉石骨器等各
类器物1000余件，其中M71、M83号
墓是近年来新发现的仅次于M33号
墓的较大型墓葬，随葬的大量龟甲、
鹿角等与巫术相关的器物以及造型
精美的青铜腰带，彰显出重大的考古
价值。

7次考古发掘时间线

□主编：杨 波 □编辑：王 佳 □美编：李天戈 广告热线 2377273 发行热线 2382208 法律顾问：四川天仁和律师事务所 零售价：1.00元

达州日报社主管主办
刊号CN51—0063

掌上达州APP

今日 版1212总第6171期

2023年3月 24 日

星期五

癸卯年闰二月初三

值班编委 王承德

达州日报网 www.dzrbs.com

罗家坝遗址处于川东两条河流
交汇处，包含罗家坝外坝、罗家坝内
坝 和 张 家 坝 三 个 部 分 ，总 面 积
122.59 万平方米。从地理位置上
看，罗家坝处在古代巴人活动的腹
心地带。自1999年起，四川省文物
考古研究院、达州市文物管理所和
宣汉县文物管理所先后联合对罗家
坝遗址实施了 7 次考古发掘，揭土
面积共 3300 余平方米，清理墓葬
130余座，出土青铜器、陶器等珍贵
文物2500余件。

2001年，罗家坝遗址被国务院
公布为第五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
位，先后纳入国家大遗址保护“十二
五”“十三五”专项规划，是四川省目
前发现的面积最大、保存最完整、内
涵最丰富的巴文化遗址。

罗家坝遗址的发现与发掘，可
谓一波三折。1976年，普光镇进化

村村民在日常采泥烧砖、修房造屋
过程中，挖出了大量釜、剑、钺等青
铜器，被当作废品卖给了当地废品
收购站。1981年，四川省文物普查
中，根据当地乡村教师提供的线索，
罗家坝遗址被纳入重点普查范围，
当地农民上交青铜器28件，引起了
文物保护机构的重视。1988年，四
川省文物考古研究所专家到宣汉县
进行实地调查，鉴定已出土的鍪、
釜、洗、钺等数十件文物为国家三级
文物，并认定罗家坝为战国土坑墓
群，张家坝为汉代遗址。1993年，在
罗家坝遗址进行了试探性发掘，揭
开了罗家坝遗址考古发掘的序幕。

目前的考古发掘仅揭开了罗家
坝遗址这处具备巴文化中心属性遗
址的冰山一角。未来的探索，一定
会给人们带来更多的惊喜。

□宣汉发布

经过7次考古发掘，清理墓葬130余座，出土青铜器、陶器等珍贵文物2500余件

罗家坝遗址博物馆预计下月底开放

罗家坝遗址博物馆位于宣汉县普光镇进化村，目前
建设已近尾声，展馆进入布展最后阶段，将在4月底对外
开放。这座总建筑面积近1.2万平方米的大中型博物馆，
将全面展现罗家坝遗址的历次考古成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