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陕西凤翔春秋秦国凌阴遗址发掘简报

陕 西省 雍城考古 队

193 7 一 19 7 返年
,

凤翔姚家岗出土了三批

春秋时秦国的铜质建筑 构 件 ( 见 《考 古》

197 6年第 2 期 )
,

我队即在该地进行了普探
,

在姚家岗高地的西部
,

距貌凤公路 1 48 米处
.

发现了一处建筑遗迹
。

1 9 7 6一 19 7 7年
,

我们

进行了两次发掘
,

初步判断该建筑遗迹为春

秋时秦国的凌阴遗址
,

现简报于后
。

两次发掘共开 5 x s探方十九个
,

揭露面

积 47 5 平方米
,

遗址面积为 2 80 平方米
。

遗

址堆积可分六层 ( 图一 )
:

第一 层 为 农 耕

土
,

厚 0
.

60 一一 0
.

90 米 , 第二层 为 唐 宋 堆

积
,

厚 0
.

34 —
1

.

2米
,

土质较硬
,

色呈黄

褐
,

一

有唐瓦及宋代瓷片 , 第三层 为 汉 代 堆

积
,

厚。
.

20 一一。
.

90 米
,

土质硬
,

色灰黄
,

有少量汉代布纹瓦及五铁钱
;
第四层为战国

堆积
,

厚 0
.

20 米左右
,

黄褐色土中夹有料姜

石
,

包含有战国时代的粗绳纹瓦及绳纹陶罐

残片 , 第五层为春秋堆积
,

厚 1
.

40 米左右
,

土色深褐
,

其中含有大量腐植质
,

春秋秦国

常见的板瓦
、

筒瓦多出现在这一层中
; 第六

层即建筑基址
,

为十分坚硬的五花夯土层
。

该遗址为平面近似方形的一 个 夯 土 基

( 图二
、

四
、

五 )
。

夯土基的四边
,

夯筑东

西长 16
.

5
、

南北宽 1 7
.

1米的土墙一周
。

土墙

残留高宽不等 ( 表一 )
,

以北墙为例
,

残高

0
.

3 8一 0
.

9 0
、

残宽 0
.

吐0一 0
.

5 6米
,

墙内以 细

泥抹光
,

厚约 0
.

05 米
。

墙外未见 涂 泥 的 痕

迹
。

在夯土基中部
,

有一个口 部东西长 1 0
、

南北宽 1 1
.

4米的长方形窖穴
,

窖内四壁呈斜

坡状
,

窖壁坡长 1
.

84 米
,

窖壁上 部 为 夯 筑

( 约占窖壁全高的三分之二 )
,

下 部 为 生

土
。

在窖壁的坡底
,

夯筑一周宽 0
.

70 一 0
.

80

米的二层台
。

台面上夯土厚 0
.

16 一 0
.

24 米
,

直接夯筑在生土上
,

二层台通高 0
.

韶米
,

二

层台范围之内为东西长 6
.

4
、

南北宽 7
.

肠 米

的窖底
。

窖底铺有与二层台等高的砂质片岩

一层
,

这个平面为窖穴使用时的实际窖穴底

面
。

方形窖穴四周为迥廊
。

东西迥廊宽 3
.

00

一 a
.

20 米
,

南北迥廊宽 2
.

10 一 2
.

20 米
。

西迥

廊正中有一个通道
,

呈等腰梯形
,

下宽 0
.

80
、

上宽 1
.

70
、

深 1
.

80 米
,

通道有由东向西平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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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槽门五道 (图六)
,

每道槽门相距 1一 1
.

2

米
。

第一槽门开凿在二层台上
,

因此
,

靠近

边槽附近的二层台面均被加 高
,

使 其 达 到

0
.

6 2 米的高度
。

其余槽门的边 槽 上 口
,

开

在西迥廊路面上
,

下 口到达通道底部
。

靠近

窖穴的第一
、

第二号槽门均有底槽
,

槽门亦

呈等腰梯形
,

较通道稍宽
。

所有槽门的槽沟

剖面均为倒置或侧置的等腰梯形
,

以便于插

合或提取木板 ( 表二 )
。

以二号槽门为例
,

西边槽长 0
.

16
、

宽 0
.

15一 0
.

2 0
、

高 一 4 4米

( 不包括底槽高度 )
,

底槽长 1
.

12
、

宽 0
.

19

一。
.

14
、

高 0
.

12 米
。

第三
、

第四号槽门无底

槽
,

第五号槽门仅高 0
.

92 米
。

通道与西迥廊

上最大的缺 口相通
,

可知这里应为窖穴下部

的主要出入 口
。

西迥廊的南部
,

也有一小缺

口
,

宽 1
.

17 米
,

缺 口下部挖 有 长 1
.

06
、

高

0
.

0 5
、

宽 0
.

0遵5一 0
.

0 7 5 米的沟槽 一 道
,

它

究竟是门槛
,

还是槽板门的底 槽
,

尚 难 推

断
,

但缺 口是窖穴上部唯一的进出门户
,

则

是无疑问的 ( 图七 )
。

在第二道槽门之西的通道底部
,

铺设有

水道一条 ( 图 /又 )
。

经钻探得知
,

水道与姚

家岗西南部的白起河相通
。

水道东高西低
,

显然是窖穴内的排水设施
。

水道底部与铺设

片岩的地面大体在一个水平
。

建筑遗址中的柱洞
,

可分方 形 或 长 方

形
,

圆形或椭圆形四种形式
,

其材 口大小及

掩埋深度极不一致 ( 表三 )
。

方形或长方形

柱洞
,

口 径较大
,

多靠紧在窖穴的二层台下

排列成行
,

形成一个长方形的柱网
,

屋面上

的重量即靠柱网及四 面檐墙支承
。

在发掘过

程中
,

大量的板瓦
、

筒瓦均堆积在这个柱网

的中心部位
,

也正好说明柱子承重的情况
。

圆形或椭圆形的柱洞
,
口径较小

,

多在迥廊

上或土墙中
,

尤以迥廊的西北角为多
,

可能

该建筑在使用过程中有倾斜现象
,

小柱多为

后来的支撑柱
,

因此
,

小柱洞洞身多有倾斜现

象
。

整个遗址保存较好
,

仅窖穴东北
、

东南

两角被水冲刷出沟道各一条
。

北墙及北迥廊

被一汉墓打破
。

西南迥廊上有一盗洞
。

出土遗物主要是凹字形板瓦及筒瓦 (图

川川川
图二 凌阴遗址平面图

一
38柱洞 3 9一4 0冲刷沟 引一 4 6槽门 4 7一 5 5片石

三 : 1
、

3
、

4 )
。

板瓦有绳纹和三角形

纹两种
,

而以后者少见 , 不带或

带有半瓦当头的筒瓦
,

全身满饰

绳纹和抹光带纹相间的纹饰
。

遗

址内共出水道管十三件
,

长 0
.

7 1
、

首端直径 0
.

30
、

尾端直径 0
.

24
、

壁厚 0
.

01 米
,

通身饰细绳纹 ( 图

三 : 2 )
。

此外
,

还出土有铜质建筑

构件上的板状铜条残段
,

以及玉

璧
、

玉块
、

玉圭多件
。

这些均属于

春秋时秦国常见的遗物
,

而基址

又在 19 7 4年发掘的春秋秦国宫殿

附近
,

因此
,

我们判断该遗址的

时代属于春秋
。

这种在宫殿附近 的 大 型 窖

穴
,

应为宫廷内的储藏设备
。

但

窖穴四壁的下部为生土层
,

其表

面未经任何处理
,

说明它本身没

1 9 7 8 年



有防潮设施
,

而被储藏的物品也无须防潮
。

西 迥 廊通道内一条水道
,

显系排水设备
。

关于这座窖穴的用途
,

陕西省粮食局的同志

认为储粮的可能性极小
,

提出可能系储冰的

窖穴
,

有的同志指出其形制与北京有的冰窖

相类
。

据见过民间冰窖的同志介绍
:
冰窖均为

地穴
,

上面有不透光的矮屋
,

窖 底 铺 设 稻

糠
,

冰 上 亦 以 草荐覆盖
,

并涂泥封存
。

这

与我们在窖底发现含有大量腐植质的土层
,

以及在窖 口 四周发现一层层涂抹过的泥痕
,

可以相互印证
。

五道槽门之间
,

可能也 以稻

糠填充
,

以严格隔绝外界气温的影响
,

确保

窖内低温
。

水道虽设在第二道槽门之外
,

而

融化了的冰水
,

仍可以从槽板门 的 间 隙 通

过
,

流入水道
,

使窖底不致积存过量的冰水

而使存冰消融
。

冰窖古代文献称为凌阴
。

《诗
·

幽风
·

七

月 》
: “

二之 日凿冰冲冲
,

三之日纳于凌阴
。 ”

图三 出土遗物

2
.

带瓦当筒瓦 ( T Z , 一/ s ) 2
,

水管 ( T 。 , r / 2 0 )
5

.

板瓦 ( T I一, 一/ 10 ) `
.

简瓦 ( T s , 一八 o )

可见
,

凌阴的设置最迟在周代就有了
,

并且

还有管理制度
。 “

凌人
”
就是当时管理冰政的

官 吏
,

为天 官 家宰的下属
,

并设有管理人

员 : “
下士二人

,

府二人
,

史二人
,

晋八人
,

徒

八十人
。 ”

下士管理众事
,

府主藏文书
,

史主

作文书
,

青管十徒
,

八青有徒八十名
。

青徒

是冰窖出纳的主要劳动者
。

由于冰的特性
,

凌阴的封藏开启与季节

有密切关系
。

《周礼
·

凌人》
: “

凌人掌冰
,

正岁十有二月令斩冰
,

三其凌
。 ” 注疏家多

以正岁十有二月系指夏历
,

此时寒盛冰坚
,

正是青徒凿冰储运的最好时节
。

所谓
“
三其

凌
” ,

是为了防备消释
,

而使始藏冰量大于实

际需用量的三倍
。

姚家岗出土的春秋秦国凌

阴遗址
,

系一个倒置的长方形棱台
。

它的窖

底面积 ( 指铺漫了片岩与二层台成一个水平

的平面 )为 5
.

5 (东西 ) x g 米 (南北 ) ;窖 口面

积为 1 0 (东西 ) x x l
.

4米 (南北 )
,

窖深 2 米
。

依

台体体积公式v = `
/

3
s(

; + s : + 了瓦瓦 ) H

推算
,

该冰室始藏冰为 1 90 立方米
。

如果按

《周礼》 上的消释比率
,

来年最少还应有冰

65 立方米
。

孟夏与孟秋之间
,

当是用冰旺季
。

旺季已过
,

即有所谓
“
秋 刷

”
之 举

。

郑 玄 注

曰
: “
秋凉

,

冰不用
,

可以清除其室
” ,

这时融

化了的冰水当由水道排入 白起河内
,

以埃十

二月更纳新冰
。

凌阴遗址的清理
,

在我国尚属首次
,

它

的发掘有助于我们对周秦有关制度的研究
,

同时
,

也为研究周秦文化的关系提供了重要

资料
。

( 执笔者
:
韩伟 董明檀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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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一 土 墙 尺 寸 裹 (单位
,

米 )

名名 称称 现 存 高 度度 现 存 宽 度度

东东 墙墙 0
.

16

—
0

.

6 333 0
.

2 0

—
0

.

4 666

南南 墙墙 0
.

20

—
0

.

5 333 0
.

25

—
0

.

4 222

西西 墙墙 0
.

3 0

—
1

.

0 000 0
.

2 7

—
0

.

5 222

北北 墙墙 0
.

38

—
0

.

9 000 0
.

4 0

—
0

.

5 666

裹二 抽 门 尺 寸 表 (单位
:

米 )

植植 门门 图 号号 边 械械 底 槽槽

编编 号号号号号号号号号号号号号号号号号号 长

}
一

贰王二下歹
-

下一一一一一一一长长长长长 宽 ( 里一外 ))) 高高 长长 宽 ( 上一下 ))) 高高

lllll 4 111 0
。

1 666 0
.

1 7

—
0

.

1 999 0
.

6 222 1
。

3 666 0
.

2 0

一
0

.

1444 0
。

1 111

22222 4 222 0
。

1 666 0
.

1 8

一
0

.

2 000 1
.

4 444 1
.

! 222 0
.

19

-
0

.

1444 0
。

1 222

33333 4 333 O
。

1 333 0
.

1 8

—
0

.

1 999 l
。

8 000 0
.

1 333 0
.

0 888 0
.

3333

44444 4 444 0
。

1 333 0
.

1 7

—
0

.

1 999 1
。

8 000 l
。

0 666 0
.

0 7 5

-
0

.

0 555 0
。

0 555

66666 4 555 0
.

3 000 0
.

2 4

—
0

.

3 666 0
。

9 000000000

66666 4 66666 门宽1 1
.

77777777777

衰三 柱 洞 统 计 表 (单位
:

匣米 )

ǐ l||刊.l ||||||||月....

…

顺顺序号号 形 状状 径 ( 东西 x 南北 ))) 深深 倾 料料

…
, 序号号 形 状状 径 (东西 x 南北 ))) 深深 倾 斜斜

方方方方方方 向向向向向向 方 向向

lllll 口口 2 000 3555 向西西

…::::
长方方 6 6火 8 000 2 88888

22222 国国 l 999 2777 向西西 {
“ 333 方方 4 000 2 55555

33333 圆圆 2 000 3 111 向西南南 )
2 444 方方 3888 2 44444

44444 圆圆 l 999 4 111 东北北 1
2 555 方方 3888 3 99999

55555 圆圆 1 666 7 555 向西西

】::::
方方 6 777 3 77777

66666 圆圆 l 999 3 666 向东北北 1
2 888 方方 3555 ! 77777

77777 圆圆 2 000 1 0 QQQ 向东北北

! :::
长方方 36 火 2 888 l 22222

88888 椭口口 3 0 X 1 666 4 OOO 向西西

…::::
长方方 4 1 X 3 000 1 55555

99999 圆圆 1 444 4 66666 }}} 不规则形形 南北 7 666 3 77777

111 OOO 圆圆 1 333 4 77777

…:!!!
长方方 65 X 4 666 3 33333

lll 111 圃圃 2 lll 2 66666
{{{ 椭圆圆 1 0 3又 5 555 4 77777

111 222 圆圆 2 000 3 6666666 方方 4 444 3 00000

lll 333 口口 1888 5 0000000 方方 3000 3 00000

111444 圆圆 2 222 1 10000000 不规贝UUU 南北 1 2 222 4 66666

111 555 圆圆 1333 2 OOOOOOO 长方方 4 1 X 5 999 4 33333

111666 圆圆 1 666 5 OOOOOOO 方方 52 X 5 222 3 00000

111 777 椭口口 1 2 X 2 111 3 0000000 长方方 6 6 X 6 444 2 55555

111888 长方方 5 7 X 7 777 l 8888888 长方方 7 0只 1 1000 2 22222

lll 999 长方方 6 0 X 8 000 1 0000000 方方 9 000 2 00000

4 6 1 9 7 8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