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沅陵窯頭發掘報告
—戰國至漢代城址及墓葬（全2冊）



由湖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編著的《沅陵窯頭發掘報告——戰國至漢代城址及墓葬》

于2015年1月由文物出版社正式出版。

沅陵窯頭古城一帶的搶救性考古發掘，是五強溪水電站工程建設中文物保護工作最爲重

要的一環。這一工作大致從上個世紀50年代起就已經開始，真正的田野發掘則主要集中

在1990-1992年這幾年。隨後，2002-2003年對城址及外圍墓葬也做過發掘工作。

窯頭古城坐南朝北，北面臨河，是沅水中遊一帶面積相對大一點的河谷階地，它的對岸

是南溪河，窯頭古城的下遊10千米處，則是酉水與沅水的交彙處，酉水直達湘西腹地，

並與鄂、渝、黔山水相連。這樣的地理位置使得窯頭古城在古代具有重要的戰略地位，

在文獻史料中，有關窯頭古城爲“秦黔中郡故址”的記載早已成爲一樁曆史公案。

窯頭古城及其墓葬的考古收獲具有重要意義。從古城及墓葬的排序來看，與沅水流域

其他同類遺存一樣，再一次證明了楚國對湘西邊陲的開發，是始于戰國早期，而大規模

地建城和實施行政管理，則是在戰國中期。目前在沅水和澧水流域，發現了不少戰國秦

漢時期的古城，與澧水下遊不一樣的是，沅水流域和澧水上遊，自楚國開發以來，就一

直是楚國西南的重要地理單元，而且楚國在滅亡之前仍然有效地管理著這片地域。戰國

晚期，秦楚之間戰爭頻繁，沅水流域自然是處在一個重要的地理位置上，所以戰國晚期

的考古遺存中出現了一些秦文化的因素，從戰國晚期墓葬的排序和隨葬品組合和形態上

清楚顯示了秦文化的出現和變化的過程，爲困擾多年的湖南楚墓、尤其是戰國晚期至秦

漢時期墓葬的斷代和性質的認定提供了一杆標尺，這樣的成果爲正確認識戰國秦、楚之

際曆史變遷提供了重要的考古學證據。同時，窯頭考古的成果還提供了一種曆史大視野，

即認識由華夏邊緣到華夏內陸所具有的動態曆史過程，以及認識多民族文化融合與變遷

的動態曆史過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