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余岗楚墓（上、下册）>>

图书基本信息

书名：<<余岗楚墓（上、下册）>>

13位ISBN编号：9787030320438

10位ISBN编号：7030320433

出版时间：2011-8

出版时间：科学出版社

作者：王志刚　主编，襄阳市文物考古研究所　编著

页数：880

版权说明：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请支持正版图书。

更多资源请访问：http://www.tushu007.com

Page 1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余岗楚墓（上、下册）>>

内容概要

　　本书是湖北襄阳古邓城遗址外围的一处大型墓地，2004-2005年，襄阳市文物考古研究所为配合城
市建设对该墓地进行了第三次考古发掘，共发掘墓葬264座，其中179座楚墓集中、有序地分布在墓地
的中北部。
本报告对这批楚墓资料进行了全面、系统的报道。

　　余岗楚墓埋葬时间起于春秋中期晚段，终于战国中期前段，其间无缺环，而这一时段正是楚文化
的成熟和繁盛期。
因此对研究楚文化从形成、发展到成熟、繁荣的过程有着重要的意义。

　　本书可供文物考古学、历史学及相关学科研究者阅读、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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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插图：第一章 概述余岗，汉水中游北岸的自然低岗，大致呈南北走向，岗地相对高差1~2米。
地理坐标东经112°07′19.91″，北纬32°05′22.49″，海拔69米。
行政区划现隶属于湖北省襄阳市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团山镇余岗村（图一）。
襄阳市（原襄樊市，以下同）位于湖北省西北部。
地理位置东经110°45′~113°43′，北纬31°14′~32°37′。
东邻随州市、河南桐柏县，南界荆门、宜昌两市，西连神农架林区、十堰市，北接河南省淅川县、邓
州市、新野县、唐河县。
城区位于东经112°00′~112°14′，北纬31°54′~32°10′，汉江自西向东穿越城区，出城东即向
南而去。
城区包括江南的襄城区，江北的樊城区、襄州区和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以及鱼梁洲经济技术开发区。
襄阳市除城区外，辖枣阳、宜城、老河口市和谷城、南漳、保康县三市三县。
第一节 区域地理环境概述襄阳市处于我国地势第二阶段向第三阶段过渡地带，西高东低，其地势具有
由西北向东南倾斜的特点。
在西部山区与东部低山丘陵之间，属岗地平原。
东部为低山丘陵，海拔多在90~250米。
中部多为岗地平原，介于桐柏山与武当山之间。
岗地主要分布在老河口市全部及枣阳市、襄州区和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的部分乡镇。
西部为高山，海拔多在400米以上。
全市有知名常流河817条，多为山区性河流。
其中流域面积为1000平方公里以上的有13条。
分属长江、淮河两大水系。
汉水为长江最大支流，发源于陕西省西南部。
境内流长216公里，流域面积17313.1平方公里。
汉水在境内河段多属游荡性与分汊性河道。
襄阳市属于北亚热带季风气候，冬冷夏热。
光能充足，热量丰富，降水充沛。
雨热同季，具有南北过渡型特征。
襄阳市地形复杂，成土母质和植被类型多样，受气候及人类长期生产活动的影响，形成了多种类型的
土壤。
余岗所处区域（老河口、枣阳、襄州北部）为岗地土壤，基本为黄褐土的各土种和红砂岩的各土种。
汉水及其支流两岸的冲积平原和河谷小平原土壤组合为潮土各土属，耕地土壤尤其是水稻土比重较大
。
图一 余岗墓地与相关遗址、墓地位置示意图第二节 区域考古学楚文化概述襄阳市考古学楚文化分布
以汉水为界，根据不同的人文地理单元可以划分为四大区域：汉水以西的襄宜平原区域；汉水以南的
荆山区域；汉水以东的随枣走廊区域；汉水以北的襄北岗地区域。
襄宜平原区域包括襄城区东南部和宜城市，该区域楚文化遗址、墓地分布较密集。
以襄城真武山遗址［1］、宜城楚皇城遗址［2］、宜城郭家岗遗址［3］、襄城岘山墓地［4］、宜城
罗岗墓地［5］等为代表。
荆山区域包括南漳县、保康县和谷城县。
该区域已发现的楚文化遗存为数不少，但所做的考古工作有限，目前经发掘的遗址、墓地有：保康西
坪遗址［6］、谷城新店墓地［7］、谷城过山墓地［8］等。
随枣走廊区域包括襄州区东部和枣阳市。
楚文化遗存以枣阳周台遗址［9］、襄阳程坡遗址、楚墓群［10］和枣阳九连墩楚墓群［11］为代表。
襄北岗地区域包括樊城区、高新区、襄州区西北部以及老河口市。
该区域楚文化遗存十分密集，特别是以邓城遗址为核心的邓城楚文化圈，更是襄阳市楚文化考古的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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点区。
邓城楚文化圈的遗存分布是以邓城遗址为中心，呈环形向周围展开。
余岗墓地即处在邓城核心区外的第二环形圈上，西距邓城遗址约1.5公里。
邓城遗址位于高新区团山镇邓城村，城垣及护城河基本保存完好，平面呈长方形，面积约60万平方米
。
据调查，城址的时代为春秋早期至南北朝时期。
在邓城外围的第一环形圈上分布着大量具有相当规模的聚落遗址，称为邓城附属遗址。
这些遗址包括东南的周家岗遗址［12］、南侧的王家巷遗址［13］、东北侧的卞营遗址［14］以及北
侧的韩岗遗址［15］。
在第二环形圈上则分布着大批中低级贵族及平民的公共墓地，这批墓地的墓葬规格不是很高，但数量
密集、规模庞大。
包括东侧的余岗墓地［16］、沈岗墓地［17］、卞营墓地［18］，北侧的贾庄墓地［19］。
在第三环形圈上除分布着一般规模的遗址及其附属墓地，如黄家村遗址、墓地［20］、彭岗遗址、墓
地［21］等外，还有一批规格相对较高的贵族墓地，如团山墓地［22］、蔡坡墓地［23］、王坡墓地
［24］、宋家闸墓地［25］等。
这些遗址、墓地的时代涵盖春秋早期楚灭邓（公元前678年）至战国晚期楚灭于秦的各个期段，几无缺
环，是研究楚文化发展的重要区域。
第三节 墓地概况余岗村位于樊城区北部，在20世纪90年代以前，该村以农业生产为主。
余岗经过世代耕种和历史上的几次土地平整运动，已显得较为平坦。
余岗南北长约700、东西宽约200米，中间相对较高，两侧较低。
岗地中南部被余岗村6组（余岗自然村）的村庄所占据，北部为农田。
岗地的北部区域在当地被称为“墓子地”，这表明当地村民对余岗墓地的存在是有所知晓的。
1995年，余岗墓地被襄阳市文物普查办公室收至《襄樊市文物史迹普查实录》。
本报告所述余岗墓地之余岗，系指自然岗地名，非余岗自然村或行政村名。
此前发表的一些考古发掘报告以及相关研究文章中所指余岗墓地，定名较宽泛，有指余岗自然村，有
指余岗行政村。
而在20世纪90年代之前，尚有余岗公社，所辖范围更广，以至于有将距余岗约3公里之遥的襄阳山湾、
蔡坡两个墓地归为余岗墓地的情况，这样就容易造成墓地名称混淆和墓地区域范围模糊不清的现象，
不利于学术研究，特此说明。
2005年余岗墓地第三次发掘田野工作完成之后，即对该次发掘所获资料展开了整理工作。
由于本次发掘的墓葬数量较多，年代跨东周、秦、汉、唐、宋等各个时期，其中东周时期墓葬179座，
是本墓地的主体，遂先着手整理东周墓。
根据整理情况，确定这批东周墓时代为春秋中期晚段至战国中期前段，是典型楚系墓葬，因此将报告
定名为《余岗楚墓》。
首先面对的困难是漆木器整理。
余岗墓地大量漆木器的出土，在襄阳市考古工作中尚属首次，显得十分珍贵。
但是这批漆木器保存状况很差，部分器物的木质已严重腐朽，拼接工作十分困难。
在对这批漆木器进行了简单清洗和处理之后，以墓葬为单位，分批进行拼接、复原，并对器物的原始
及复原后的状况进行了拍照、绘图、制卡，尽力保证资料的完备。
漆木器的基础整理工作完成后，于2008年3月，由湖北省文物保护研究中心对这批漆木器进行了筛选，
挑出其中75件运往省文保中心进行脱水处理。
此后相继完成了800余件陶器、20余件铜器的修复以及所有器物的绘图、照相、制卡工作。
同时我们还对部分出土文物进行了科学分析检测。
2007年武汉大学科技考古研究中心选取了部分铜鼎的附属物质样品进行了分析检测，并出具检测报告
。
2008年将一批玉器送往中国科学院上海光学精密机械研究所进行了无损分析质地的检测，并由光机所
出具了分析检测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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铜器修复由襄阳市博物馆文物保护中心易泽林、陈小飞等完成。
陶器修复由曾萍、黄宏涛、张贵耀、刘九红、魏霞等完成。
器物绘图由詹世清、王先福、符德明、袁晓林、付强等完成，墓葬形制和随葬器物的线图主要由曾令
斌、李天智、符德明描绘。
铜器拓片由曾宪敏完成。
摄影杨力。
在后期的资料汇总阶段，李富平、宋杨参与了统计、制表等工作，李富平还参与了所有线图、照片的
排版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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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余岗楚墓(套装上下册)》是由科学出版社出版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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