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田劍波 著

成都平原商周時期墓葬研究（上）



作者簡介

田劍波，男，1989 年 11 月出生於四川三臺，2008 ～ 2015 就讀於武漢大學考古學專業，獲歷史

學學士、碩士學位，2017 ～ 2022 年就讀於四川大學考古學專業，獲歷史學博士學位。2015 年

至今在成都文物考古研究院從事考古發掘與研究工作，現為副研究館員，研究方向為商周考古

和西南先秦考古。主持或參加了成都金沙遺址、鹽源老龍頭墓地、西昌高梘古城等重要遺址的

考古工作，出版有《金沙遺址祭祀區發掘報告》、《成都新一村遺址發掘報告》等著作，在《考

古》、《文物》、《江漢考古》等期刊發表論文 30 餘篇。

提    要

本文將成都平原商周時期墓葬分為三期十段。第一期包括第一至四段，年代為商代晚期至西

周晚期至春秋初年，該期大多數墓葬未見木質葬具，隨葬器物以陶器為主，有少量石器。第二期

包括第五至八段，年代為春秋早期至戰國中期，葬具以船棺為主，隨葬器物以陶器和銅器為主。

第三期包括第九和十段，年代為戰國晚期至漢初，葬具以木棺為主，隨葬器物以陶器為主。

本文詳細探討了墓葬隨葬器物的文化因素，並據此討論了不同類型器物的生產和流通特徵。

本文詳細分析了成都平原商周時期喪葬習俗的變遷及其原因。本文認為在春秋中期以前，成都平

原商周墓葬等級分化不明顯，社會結構層次不夠分明，上層社會主要通過祭祀等宗教活動控制社

會，為神權社會；春秋中期之後，墓葬等級分化明顯，社會結構層次分明，中間階層成為中堅力

量，上層社會通過規範喪葬禮儀中的等級制度來控制社會，社會性質轉變為類似中原的世俗王權

社會。社會結構和性質的轉變，直接的後果是引起了喪葬觀念的轉變，喪葬習俗從簡單、務實轉

變為以等級秩序為核心的禮制，進一步與中原地區趨同。

本文認為社會結構乃至社會性質的轉變主要源自於外部勢力的介入，尤其是楚文化勢力的

滲透，使得本土的喪葬觀念、聚落中心、社會結構等都發生了巨大改變，墓葬特徵的階段性變

化正是這一巨變的物化表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