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凤翔探明 31座秦古墓葬

年代属于西周时期或春秋晚期
韩宏

　　本报陕西凤翔 12月 11日专电陕西省考古

研究所雍城考古队昨天在秦国早期都城雍城附

近一处 2万平方米的建筑工地 ,探明 31座西周

和春秋晚期的古墓葬。从昨天至今天下午 ,在

对其中两座墓葬进行抢救性发掘中出土了 24

件文物 ,其中有 7件是文饰清晰 、制造精良的青

铜器 。考古专家称 ,发现这批时代很早 、数量极

多的墓葬 ,实在是个意外收获 。

这批墓葬的发现地位于关中平原西部的凤

翔县(古称“雍城”)城西南 15 公里处的一片开

阔地。据介绍 ,这里在秦迁都咸阳之后到西汉

晚期一直就是专供举行祭祀和礼仪活动的城郊

宫殿区 ,秦始皇的加冕典礼和此后包括西汉在

内的各代皇帝每年都来此举行祭祀活动 ,因此 ,

这里一直被考古界作为雍城文物的重要保护区

域。据陕西省考古研究所副研究员 、秦雍城考

古队队长田亚岐介绍 ,这批墓葬的年代属于西

周时期或春秋晚期 ,还有一部分为秦人的屈肢

墓葬 ,其中有一座春秋晚期的墓葬为“一椁两

棺”(即:一个大木棺材里套了两个小棺材),等

级较高 ,为之陪葬的还有一个埋有两匹活马的

陪葬坑。昨天 ,考古队在该墓葬的墓主人头部

一个已腐烂的大木箱里 ,清理发掘出 15件珍贵

文物 ,其中有青铜质地的鼎 、盆 、斧 、箭头等一组

青铜器 ,还有鬲 、大喇叭口罐 、豆 、盆等一组陶

器 。

田亚岐说 ,秦代的青铜随葬礼器在春秋晚

期时一般制作较为粗糙 ,随葬中小型墓葬更是

罕见 ,但这次墓葬中的铜器 ,文饰清晰 、制造精

良 ,还保持了春秋早期青铜器的制造风格;墓葬

的年代又早于秦国迁都雍城的年代 ,而且在 2

万平方米范围能发现如此众多的古墓葬。这些

成果令人喜出望外。

雍城是秦国早期的都城和政治 、经济中心 ,

从秦德公元年(公元前 677 年)到秦献公二年

(公元前 383年)的 294年间 ,这里先后历经了

秦代的 19位国君 。秦穆公在此成就了一代霸

业 ,秦始皇在此行加冕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