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陕西凤翔八旗屯西沟道秦墓发掘简报

陕西省雍城考古队 尚志儒 赵丛苍

凤翔县八旗屯村位于雍水南岸
,

北距今

凤翔县城约 5 公里
,

东与东社
、

高庄等村毗

连
。

这一带水深土厚
,

是秦都雍城南郊墓地

内小型秦墓最为密集的地区之一
。

自1 9 7 6年

以来
,

我们在这里连 续进行了较大规模的发

掘工作
,

并发表了有关资料① ( 图 一 )
。

1 9 8 3年
,

我们又一次在这一地区的八旗屯村

东南之西沟道 (即 1 9 7 6年发掘的 C 区 ) 进行了

发掘
。

参加发掘的有尚志儒
、

范培松
、

赵丛

苍等同志
。

这次发掘的主要任务是清理抢救

己经暴露并不断遭到破坏的墓葬
。

发掘工作

从当年 9 月初开始
,

次年 l 月中旬结束
,

历

时 5 个多月
,

共清理春秋至秦代墓葬26 座
,

春秋时代车马坑 1 座
,

西汉墓 1 座
。

除西汉

墓外
,

兹将其余各墓简报于后
。

一
、

墓葬举例

2 6座墓及车马坑都集中在西沟道中部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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侧及其沟底
。

沟道呈东北西南走向
,

南北全长

约 1 2 0 0米
,

东西宽30 一一 90 米
,

发掘区南北

长约4 00 米
。

东边断崖高5
.

1米
,

西边断崖高

5
.

4米
。

由于早年取土破坏
,

部分墓 已 非 原

来的深度
,

其墓 口的长
、

宽亦有残损
。

位于

沟底的墓有 M 1 3
、

1 6
、

1 7
、

1 5
、

1 9
、

2 0
、

2 1

2 2
、

2 3
、

2 4
、

2 5
、

2 6等 1 2座 , 暴露在东断崖

上有 M Z
、

3
、

8
、

1 0
、

14
、

1 5
、

2 7 等 7

座 , 挂在西断崖上有 M 4
、

5
、

6
、

7
、

12

等 5 座
。

另外
,

在西崖边上还有一高出沟底

3 米
、

低于崖上地表2
.

4米的土台
,

在 此 台

地上有 M g ( 图版壹
: 3 )

、

11 及 车 马 坑

( 图二 )
。

其中M 1 9打破 M Z O
,

M g
、

1 1打

破车马坑
,

M 10 挖在 M 3 填土中
。

这批墓的形制与埋葬习俗和过去在这里

发掘的墓葬相同
。

其形制有竖穴墓和洞室墓

两种类型
,

前者 20 座
,

后者 6 座
。

除 7 座墓

因盗扰严重
,

葬式不 明和
.

M 10 采用仰身直肢

外
,

其余 18 座墓均为屈肢葬式
。

尸骨蜷屈特

甚
,

多数股
、

胫二骨紧贴并拢
,

并向上跄屈

至腹部
。

在已知的葬式中侧身屈肢 8 座
,

仰

身屈肢 6 座
,

不 明仰
、

侧身者 4 座
。

竖穴墓都作成一个东西向的 长 方 形 竖

坑
,
口大底小

,

无墓道
,

墓底或筑熟土二层

台
,

或留有生土二层台
,

无腰坑
。

墓壁收分

明显
,

时代愈晚收分愈大
,

棺
、

撑朽 痕 清

晰
,

均为一棺一撑
。

洞室墓都带有竖穴天井
,
口大底小

,

收

分较大
。

在 6 座洞室墓中
,

天井位于墓室西

边的 4 座
,

位于东边
、

南边各 1 座
。

其中 6

座墓竖穴天井与洞室在一条中轴线上
,

即通

常所谓之
“
直线式

” ,

仅 M 12 洞 室 开 在 天

井北长边的一侧
,

洞室与天井中轴线平行
,

此即
“
平行式

” 。

洞室墓均有封 门设施
。 `

封 门的构筑方法

共有五种
: 一是洞 口内的墓室底予先留有一

个生土横梁
,

横梁外缘与洞口齐平
,

同时在

靠近洞 口的天井底部挖一个与横梁平行的底

槽
,

底槽与横梁间留有一定空隙
。

封门时先在

此空隙处平置一根圆木
,

然后将厚约相当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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木板
,

由洞口的一侧竖直依次排列至另一侧
,

下端插入底槽内
,

上端斜倚洞口顶壁上 (图三
: 1 )

。

二是不构筑封门槽
,

直接在洞 口外由下

至上依次横向叠砌石板封门 (图三
: 2)

。

三是

在洞 口上方两侧天井壁上挖出对称的壁槽
,

洞口之下则挖出对称的底槽
。

封门时先在两

槽内直立两根方木
,

长度达上部壁槽之下缘
,

接着在两壁槽间横置一方木
,

两端均插入壁

槽内
,

并紧压两直立方木的上端 (是否有神卯

结构已不可知 )
,

形成一个仅有三边的长方形

框架
。

最后在框架外由底向上依次叠砌木板
,

镶满框架而封门 (图三
: 3 )

。

四是同样在洞口

上方两侧的天井壁上及洞口底挖出对称封门

槽
,

然壁槽则由上方一直挖到洞底部
,

底槽也

横向挖通
,

封门时由底槽向上依次叠砌木板
,

两端嵌入壁槽内
。

叠砌的木板高度恰与壁槽

相同 (图三
:

4)
。

五是在洞 口外底挖一横向底

槽
,

槽内等距离埋以竖立木棍
,

木棍上端嵌入

洞 口顶壁上予先挖好的竖向凹槽内
,

然后从

木棍外底向上依次叠砌木板封门 (图三
: 5)

。

另外
,

无论是竖墓穴还是洞室墓
,

大多

数都挖有供人上下的三角形脚窝
。

每行脚窝

均上下垂直
,

间距 50 厘米以士
。

脚窝一律挖

筑在竖穴土坑某一角相邻的两侧壁上
,

距这

一角的垂直距离在 70 一 80 厘米 之 间
。

多数

墓挖有两行
,

也有四行和八行的
,

2 6 座 墓

中
,

除 8 座早期破坏
,

脚窝不 明外
,

其余 18

座
,

脚窝挖在西北角的 5 座
,

东 北 角 的 4

座
,

东南角的 4 座
,

西南角的 3 座
,

四角都

有和西北
、

东南两角同有的各 1 座
。

这批墓中有 n 座早年曾被盗扰
,

车马坑

也不完整
。

殉人墓仅一座
,

共 5 人
,

车马坑

殉 1 人
,

葬狗的墓共 2 座
,

各 1只
,

车马坑

亦葬狗 1 只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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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三 洞式墓封门构筑方法

l
、

第一种封门法 ( 83 凤八西 M 12 ) 2
、

第二种封门法 ( 83 凤八西 M l l )

8
、

第三种封门法 (韶凤八西M 7 ) 4
、

第四种封门法 ( 83 凤八西 M 10) 6
、

第五种封门法 (幻凤八西 M Z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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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各墓的具体资料
,

均列在文末的墓

葬登记表中
,

可供查阅参照
。

由于表格内容比

较简单
,

兹选择 6 座墓为代表
,

作补充说明
。

( 一 ) M 3 ( 图四 )
:

位于发掘区东崖

的最南部
,

为一东西向的长方形竖坑
,

方向

28 9 。 ,
口大底小

。

墓上部早年粤土约挖掉二

分之一
,

其余部分明显暴露于断崖上
。

墓口距

现地表深 1
。

4
、

长 7
。

08
、

东宽 5
.

02
、

西宽 5
.

32
、

深 1 1
.

6米
。

墓底部留有生土二层台
,

东台宽

1
.

0 8
、

西台 1
。

0 6
、

南台东头 0
.

9 ,

西头 2
.

1 6 、

北

台东头 1
.

0 6
、

西头 0
.

9
、

高2
.

5一 2
.

8米
。

撑室紧

贴四周的二层台构筑
,

撑长 4
.

9
、

东宽 3
.

06
、

西

宽 3
.

1 6
、

高2
.

5米
。

撑室中部偏东置一木棺
,

被盗扰
,

尺寸已不清楚
。

墓主人骨殖已全部盗

扰朽没
,

葬式
、

面向不明
,

只能确定其头向西
。

有盗洞两个
,

随葬品几乎盗掘一空
,

仅在头厢

沂丛卿娜! )门 }

,

}
\

IJ111111ōóó卜尸少
油

一
二二

_

住

的东北隅残留铜巨 ( 下以

~ 代
,

图中说明同 ) 1 、

陶罐

2 、 石圭 4件
。

盗洞内出土铜

玲 2
、

残陶鼎 1
、

盂 2
、

罐 3
、

万

壶 1及铜
、

铁等残片
。

墓四

角均挖有脚窝
,
共八行

。

二层台上有殉人坑 5 个
,

内各殉 l 人
,

南台 2
、

东

台 1
、

北台 2
、

编号由南

台西边的殉人开始
,

依次

逆时针为 I
、

!
、

l
、

万
、

V号
。

殉人尸骨都有树皮

树枝覆盖
,

性别不明
,

除

N 号年龄无法辨别外
,

其

余均在20 岁左右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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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四
: a 3B 凤八西 M S 平

、

剖面 ( 南视 ) 图

说明
: 1 铜~ 2

、
8 陶堆 4 石圭 5 铜削 6

、 7 铜带饰

殉人 I
,

骨殖朽蚀严

重
,

侧身屈肢
,

头西面南
,

清理时已有部分 塌 入 梓

内
。

腰部出土铜带饰 l件
。

殉人 I
,

骨殖朽蚀较严

重
,

侧身屈肢
,

头东面北
。

胫骨附近出土铜削 2 件
。

殉人 l
,

骨殖朽蚀较

轻
,

略呈俯身屈肢
,

头北

而面向下
,

抱头缩颈
。

无

随葬品
。

殉人 F
,

骨殖全部朽
没

,

无随葬品
,

推测可能

是小孩
。

殉人 V
,

骨殖有所朽

蚀
,

侧身 屈 肢
,

头 西 面



北
。

腰部亦出一件铜带饰 (图版壹
: 2)

。

此墓撑室的构筑较为特别
,

底板构筑时

先用宽 1 5一 22 厘米的木板南北向并列放置
,

其间留有 2 一 6 厘米的空间
,

木板长 3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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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四
: b 83 凤八西 M 3 横剖面 ( 东视 ) 图

3
.

16 米
,

与墓底宽相同
。

后在四壁分别叠砌

板木
,

板宽 18 一 24 厘米
,

每壁用板 13 一 15 块不

等
。

因墓较深
,

填土夯筑时撑室承重太大
,

所

以筑墓者又在撑室上方架木铺板
,

以保护棺

撑
。

由撑室上方的朽木痕迹看
,

其作法

是先在南北二层台中部横向架一圆木
,

后在东二层台上方的墓壁上挖两个椭圆

形深洞
,

其径及深分别是 0
.

44
、

0
.

36 和

0
.

4 3
、

0
.

4米
,

洞的下缘正好与台 面 齐

平
。

两洞与西二层台之间并排架两根径

约 40 厘米的圆木
,

东端插入洞内
,

西端

则直接承放在台面上
,

并与下方的横木

垂直相交
,

形成一个纵横交错的框架
。

然后就在这一框架上平铺木板
,

将撑室
、

二层台及殉人坑全部盖在下面
,

木板上

方再铺几层竹席
。

撑室经此 严 密 封 闭

后
,

才开始填土夯筑
。

竹席均有未经修

整的毛边
,

每平方米经
、

纬竹蔑各 70 根
。

( 二 ) M 26 ( 图五 )
:

位于发掘区

沟底中部
,

上部全被挖掉
,

现墓 口见于

沟底的耕土之下
,

为东西向 的 长方 竖

坑
,

方向2 9 2
. 。

墓 口 残 长 4
.

2 5
、

东 宽

2
.

4 2
、

西宽 2
.

27 米
、

墓底长 4
.

08
、

东宽

2
.

22
。

西宽 2
.

08 米
、

深 6
.

6米
,

内填 五

花夯土
,

估计原深度在 10 米左右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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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层台东宽。
.

5 5
、

西宽 0
.

52
、

南宽 0
.

1
、

北台

东宽 0
.

32
、

西宽 0
.

2
、

高 1
.

3米
,

撑长 3
、

宽

1
.

7 0
、

高 1
.

3米
,

棺长 1
.

6
、

东宽 0
.

7 7
、

西宽0
.

7 6

米
,

高度不 明
。

出土铜器有鼎 3
、

壶 3
、

豆 2
、

盘 3
、

~ 1 、

能 (下以 、 代
,

图中说明同 ) 1
、

盆 l
、

铁 1 3
、

戈 1
、

剑 1
、

泡 3
、

削6件 ;铁器有
:
残铁带饰 2

、

环

4 件 , 陶器有
:

孟 5
、

罐 8 ( 2 件残 )
、

两

1件 , 楔形玉器 1
、

玉璧 2
、

石圭 25 件
、

牛

脚骨 1节
。

其中铜剑
、

楔形玉器出自棺内
,

石圭原置棺上
,

其他器物均出自头厢之中
。

这是一座以铜礼器为基本组合类型的墓葬
,

虽然不少铜器小而轻薄
,

也较粗糙
,

但这种

完备的组合类型在秦墓 中还是比较少见的
。

( 三 ) M 4 ( 图六 )
:
位于发掘区中部

臀

宽 0
.

34
、

南台东宽。
.

4 2
、

西宽。
.

3
、

北 台 东

宽。
.

3
、

西宽 0
.

4
、

南北二台高 1
.

14
、

东 1
.

1 6 、

西 1
.

2米
。

墓主人仰身屈肢
,

头西面北
,

骨架

保存完好
。

撑长 2
.

4 2
、

宽 1
.

2 6
、

高 1
.

2米
,

棺长

1
.

4 、 宽 0
.

6米
,

高度不 明
。

出土陶器有鼎 2
、

篮 2
、

壶 2
、

盘
、

~ 各 l
、

、 l
、

豆 2
、

罐
、

困各 1 件 , 铜器有带钩 1
、

削 1件 , 另

外还出煤精柱 1
、

石塞 1
、

石环 ( 含 ) l
、

石圭 2件
。

陶器与削
、

带钩出自头厢
,

煤精

柱
、

石塞在棺内
,

石环含于墓主人 口中
,

石

圭置于棺上
。

这座墓未被盗扰
,

随葬器物完

整
,

陶礼器为其基本组合形式
,

双耳特大的

陶壶也是此类秦墓的特有器物
。

此墓撑室构筑无特异之处
,

`

只是棺底部

与撑之间垫有一层熟土
,

高 10 厘米
。

这一现

象在秦墓中亦属少见
,

可能是为了使棺盖与

撑盖叠压密实而有意垫高棺木的缘故
。

( 四 ) M 1 2 ( 图七 )
:
位于发掘区西崖

的最南头
,

墓上方大部分被挖掉
,

为一座带

竖穴天井的洞室墓
,

天井内的五花夯土清晰

地显露在断崖上
。

天井为东西向的长方形竖

坑
,

位于洞室的南部
,

洞室挖在北长边的一

侧
,

方向2 8 1 . ,

洞顶呈拱形
。

洞东西长 1
。

9 、

南北宽 1
.

2
、

深 1
.

14 一 1
.

12 米
,

洞 顶 距 墓

口高 3
.

7 6
、

墓底距 口高5
.

4
、

洞高 1
。

42 米
、

洞

室底高出天井底 0
.

2米
。

天井上方长 3
.

7 2
、

宽

2
。

9
、

下底长 2
.

8
、

宽 2
、

深 5
.

4米
。

洞 室 内

东西向置一单棺
,

长 1
.

64
、

东宽 0
.

9 6 、

西宽

。
.

89 米
。

墓主人仰身屈肢
,

骨殖基本完好
,

男性
,

约 40 岁
。

墓内仅铜带钩 1 件
,

出自墓

主人腰部右侧
。

这座洞室墓的封门方法是前 述 的 第 一

种
。

东西向的生土横梁长 1
.

9米
、

宽 16
、

高 10

厘米
。

横梁外的小槽长 2
.

8米
、

宽 6
、

深 4

厘米
。

横置的圆木长亦为 2
.

8米
,

直径 8 厘

米
,

封门板宽 10 一 16 厘米
、

高 1
.

9米左右
。

( 五 ) M 7 ( 图八 )
:

位于发掘区的西

崖的中部
,

墓上方部分被挖掉
,

也是一座带

,

一

|
:

叮望

图六 83 凤八西M 4 平剖图

说明
: 1 陶仓 2 陶罐 3 陶壶 4 陶鼎 6 陶篮

6 陶~ 7 陶豆 8 陶附 9 陶鼎 10 陶豆
n 陶篡 12 石圭 13 铜削 “ 铜带钩 15 煤精柱

16 石塞 17 石环 ( 含 ) 18陶盘

的西崖上
,

上部早年挖掉二分之一余
,

残留

部分明显露在断崖上
,

为一东西向的长方形

竖坑
,

方向 2 8 0
. ,

墓 口距地表深 1
。

2米
、

长

3
、

宽 1
.

98
、

深 6
.

2米
,

内填以五花夯 土
。

熟土二层台东台南宽。
.

22
、

北宽 0
。

24
、

西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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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3凤八西 M 21 平
、

剖面图

图八 83 凤八西 M 7平
、

剖面图

说明
: 1一 6 陶罐 7陶钵 8 铜黎 9铜勺

竖穴天井的洞室墓
,

天井内暴露出的五花夯

土清晰可辨
。

方向2 7 6
。 ,

东西向的长方形竖

穴天井位于洞室的西部
,

西北角的北壁及西

壁上各有三角形脚窝一行
。

洞东西长 3
.

2
、

宽

1
.

2 8米
,

顶呈拱形
,

洞顶距墓口高 2
.

7 3
、

底

距墓 口高 4
、

洞高 1
.

4 6米
。

天井上 口长 3
.

40
、

宽 2
.

4 8 、 下底长 2
.

8
、

宽 1
.

7
、

深 4米
。

洞室

内置东西向木棺一具
,

尺寸不 明
。

墓主人骨

殖朽没
,

仅能辨别头向西
,

屈肢
。

洞室近口

的北壁上挖一小完
。

完东西长 1
.

2
、

宽 0
.

54
、

高。
.

64 米
,

内放置随葬品
,

有陶罐 6
、

钵 1
、

铜婆
、

勺各 l 件
。

出土时勺在鳌内
。

另外
,

填土中还出土陶鼎 2
、

钵 5 件
。

这座墓的封门方法是前述的第三种
。

南

北两对称的壁槽高 40
、

宽 30
、

深 4 厘米
,

底

槽长 34
、

宽 32 一 34
、

深 8 厘米
。

洞口 两 侧

竖立的方木长 1
.

58 米
,

宽 28 一 30 厘米
,

上横

木长 2
.

14 米
,

宽 30
、

厚 动厘米
,

封 门板长

1
.

2 8米
,

宽 1 0一 1 8厘米
。

( 六 ) M Z ( 图九
,

图版壹
:

l ) :
位于

发掘区东崖的中部
, ,

上方绝大部分被挖掉
,

留在断崖上的夯筑五花填土十分 明显
。

东西

向的竖穴天井位于洞室的东部
,

方 向9 6
。 。

洞

呈长方形
,

顶为拱形
,

长 4
.

4
、

宽 2
、

深4
.

4

米
,

顶距墓 口高 3
.

84
、

底距墓 口高 4
.

51
、

洞

高 1
.

1一 1
.

2米
,

天井上 口残长 0
.

7 4
、

宽 2
.

9
、

下底长 2
.

7 5
、

宽 2
、

深 4
.

5 4米
,

底高出洞底

0
.

2 4厘米
。

洞内一棺一撑
,

撑 长 4
.

21
、

宽

1
.

6 6
、

高。
。

9 2米
、

棺长 2
.

1 8
、

东宽 0
.

8 7
、

西

宽 0
.

98 米
,

高度不 明
。

墓主人头东面南
、

屈

肢
,

男性
。

随葬品放在棺
、

撑之间的头厢 内
,



弓弓弓

,, 。 {{{

粗
“

西
,

四马居东
,

马头东向
,

方

向9 7 。 。

其南部被 M l l打破
,

北部被 M g打破
,

但因车马坑

较两墓都深
,

只打破了南
、

北两壁
。

竖坑口大底小
,

收

分较大
,

日长 4
.

4
、

东宽 3
.

34
、

西宽 3
。

18
、

底 长 4
、

东 宽

2
。

9 8
、

西宽 2
。

7 8
、

深 3
。

8米
。

车舆西辕东
,

辕北二马保存

较好
,

马背部盖有麻布类编

织物
,

密度是每 平 方厘 米

经
、

纬线各 7 根
。

车舆北部

及南二马均被 M n 的盗洞扰

坏
、

奥南部尚留部分朽木痕

迹
,

深漆
,

舆宽 1
.

28 米
,

上

置 l 狗
。

此外
,

舆下还有一

东西向长方 形 竖 坑
,

坑 长

1
.

3 2
、

宽 0
。

7 2
、

深 0
.

3米
,

内有殉人 l
,

头西面南
,

可

能是赶车的舆夫
。

出土有铜

.

织洲
.!,

戈
郭
必

\

斤 1
、

马衔 2 件
。

图九

说明
: 1 陶钵 2 泥质盒

6 鸡骨 7 玉带钩

8 3凤八西M Z 平
、

随葬品的类别和型式

随葬器物的位置均有一
3 陶孟

8 陶鸽

4 漆器残片

剖面图

6 泥质车轮形器

9 羊骨

定规律
。

凡竖穴墓
,

棺
、

停

之间留有较大的
“
头厢

” ,

计有陶钵
、

陶盂
、

泥质陶盆
、

泥质车轮各 l

件
,

漆器 2 件 (仓
、

盒 )
,

陶鸽 1 件
。

泥质器

及漆器均不能收集
,

只能略辨器形
。

头厢和

棺内还出有鸡
、

羊残骨
。

1件玉带钩出 自人骨

腰部
。

此墓早年被盗
,

出土器物已不完整
。

这座墓的封门方法是前述的第五种
。

底

槽长 2 米
,

宽 8
、

深 10 厘米
,

竖直圆木棍的

间距是 24 一 32
、

直径 4 一 6 厘米
,

洞上方凹

槽径与木棍相同
,

木板长 2 米
,

宽20 一 34
、

厚

3 一 4 厘米
。

(
一

匕 ) 车马坑 (图一 O )
:

位于西崖前的

土台之上
,

为一长方形东西 向竖坑
,

一车在

铜质和陶质的鼎
、

篡
、

壶
、

豆
、

盘
、

~
、

“

等礼器及尾
、

罐
、

盂
、

困
、

杯等形体较大的

器物均放置在头厢内
。

有棺有停的洞室墓
,

大件器物仍放置在
“
头厢

”
中

,

仅 有 单 棺

的
,

或置于棺外的洞口内
,

或存放于洞室壁

上的小完中
。

玉
、

石
、

煤精等物是随身携带

的饰物和财富
,

多出在棺内尸骨近旁
。

剑是

防护武器
,

则悬挂在死者的腰部
,

戈
、

链
、

削

等兵器及生活用器亦多出自头厢之中
,

而随

葬的石圭则均置于棺盖之上
。

26 座墓及车马坑出土陶
、

铜
、

铁
、

玉
、

石
、

骨
、

煤精等各类器物共 3 51 件
,

有实用器



和明器两种
。

分别叙述如下
:

(一 ) 陶器 共 1 6 5件
。

绝大多数 为 泥

质灰陶
,

少数色呈灰褐
,

亦有少数夹砂者
。

器类有鼎
、

篡
、

壶
、

豆
、

盘
、

~
、

、
、

鼠
、

盂
、

盆
、

罐
、

钵
、

困
、

散
、

釜
、

击
、

杯十七

种
、

分别出自20 座墓中
。

鼎 共 14 件
,

分五式
:

I式 4 件
。

三蹄足
,

平底
,

浅腹
,

直

沿
,

长方附耳贴于 口沿之上
,

耳 上 有 方 形

孔
,

标本 8 3凤八西 M 4
:

9 ( 为 了 叙 述 方

便
,

后面所列标本
,

只标明墓号和器物号 )
,

通耳高 24
.

5
、

口径 2 6
.

3
、

腹 深 10
.

7厘米 ( 图

版叁
: 1

,

图一一
:

1 )
。

I 式 2 件
。

标本 M 1 8 : 1 2
,

三蹄足
,

平底
,

子唇沿
,

不加盖
,

长方附耳紧贴唇沿

之侧
,

耳上有锥刺小圆孔
,

浅腹
,

腹饰阳弦

纹二周
,

通耳高 12
、
口径 1 3

.

4
、

腹深 5
.

8 厘

米 ( 图版叁
: 2

,

图一一 : 2 )
。

l 式 2 件
。

三蹄足
,

子唇沿
,

不加盖
,

腹较深
,

长方附耳贴于 口沿之侧
,

耳上有狭长

穿孔
,

腹上饰阴弦纹一周
,

锅形底下附小平

底
,

标本 M S
:

6
,

通耳高 1 3
.

4
、

口径 12
.

7 、

腹深 .6 7厘米 ( 图版叁
: 3

,

图一一
:

3 )
。

万式 1件
。

标本M S : 9
,

三蹄足
,

宽

子唇沿内收
,

圆平盖
,

直腹
,

长方扁平大附

耳远离器沿
,

底微圆
。

通耳高 9
.

5
、

口径 7
。

8
,

腹深 3
.

8厘米 ( 图版叁
: 4

,

图一一 : 4 )
,

V式 4 件
。

三蹄足
,

膝部特大
,

足下

尖细
,

圆腹
,

圆底
,

长方附耳外侈
,
口沿分

内外两圈
,

外沿斜外侈
,

内沿圆直
,

两沿间

有明显的下凹沟槽
,

加盖可严密闭合
。

出土

时有的有盖
,

有的无盖
。

口沿下及腹部各饰

乞荃少 厘东

图一 0 83 凤八西车马坑平
、

剖面图

说明
: 1 铜斤 2 铜马衔 3 狗骨架 4 车舆南部残留部分 6 舆下殉人坑



阴弦纹二周
。

标本 M 6
:

6
,

有盖
,

盖上有
“
亭

”
及

“
份

” 二字
,

前者是市亭之亭
,

后

者则可能是鼎之次第
。

另在两蹄足膝上及器

外底也各有一
`

亭
”

字印文 ( 图一八
, 1

、

2)
。

通耳高 21
.

8
、

口径 17
.

5
、

腹深 1 3
。

6厘米 ( 图

版叁
:

5 ,
图一一

:
5 )

。

另外 M 3 盗洞内出土一件残鼎
,

仅有一

耳及若干残片
,

未分式
。

篡 共 12 件
,

分四式
:

I 式 2 件
。

喇叭状圈足
,

假腹
,

横向

扁平板状双耳
,

耳上堆砌四个小圆饼
,

为兽

首耳之简化
,

直沿
,

有盖
,

盖上 有 圆 状 握

手
,

饰阴弦纹二周
。

器盖两沿上下相对
,

无

子母合口
。

标本M 18 : 5 ,

通高 12
、

口径 14 、

腹

深厘 2
.

7米 ( 图版叁
,

6
,

图一二
:

1 )
。

1 式 4 件
。

外形即所谓之
` 豆形篮气

喇叭状高圈足
,

束腰
,

有的作横向扁平板状

双耳
,

有的则将泥板下内卷
,

作 扁 平 状 卷

耳
,

中有圆孔
,

耳上有的用泥条盘成
“

S
”

形纹饰
,

有的则粘贴 四个小圆饼
,

扁腹
,

折

肩
,

腹较深
,

半圆形盖
,

盖上有 喇 叭 状 握

手
。

标本M 4
:

5
,

通高 2 1
.

1
、

口径 一3
.

3
,

腹深 8
.

3厘米 ( 图版叁
:

7
,

图一二 , 2 )
。

l 式 4 件
。

外形亦即
“ 豆形篮

” 。

喇

叭状高圈足
,

束腰
,

横向扁平板状耳或扁状

卷耳
,

中有圆孔
,

耳上有的贴四个小圆饼
,

有的用泥条作成
“ S ”

形 纹 饰
,

假 扁 腹
,

折肩
,

半圆盖
,

上有喇 叭 状 握 手
。

标 本

M 1 6 :
2

,

通高 1 6
.

理
、

口径 1 5
.

5
、

腹 深 3
.

3

厘米 ( 图版叁
: 8

,

图一二 , 3 )
。

F 式 2 件
。

外形亦是
“ 豆形篡

” 。

喇

叭状高圈足
,

束腰
,

扁状卷耳附于腹侧
,

直

腹
,
口平内收

,

直沿
,

盖凸圆
。

标本M S
:

7
,

通高 14
.

3
、

口径 8
、

腹深 3
.

8厘米 (图版叁
: 9 ,

图一二
, 4 )

,

壶 1 6件
,

分五式
:

I式 4 件
。

喇叭状圈足
,

圆腹
,

长方

扁条附耳
,

上与 口平
,

椭长方颈
,

椭方 口
,

平盖
,

上有喇叭状握手
,

颈
、

腹
、

圈足上有

的饰阳弦纹
,

有的饰阴弦纹
,

有的则饰细绳

纹
。

标本 M z s : 2
、

通高 5 0
.

7 ,
口径 2 7 x 2 6

、

腹深4 1
.

4厘米 ( 图版肆
: 4 ,

图一二
: 5 )

。

! 式 2 件
。

喇叭状圈足
,

圆腹
,

方扁

附耳衔环
,

上与口平
,

椭长方颈
、

椭方 口
,

颈饰阴弦纹二周
,

平板状盖
。

标本 M 1 6 , 1 1 ,

通高 3 6
.

6 、
口径 x 5

.

4 x 1 3
.

5
、

腹深 3 1
.

2厘米

( 图版肆
: 5

,

图一二
:

6 )
。

另 一 件为

M 3 盗洞出土
,

己残破
,

耳上有用泥条作的
“ S ”

形纹饰
。

l 式 3件
。

喇叭状圈足
,

圆腹
,

长方

颈
,

椭长方口
,

兽面大华耳衔环
,

平盖
,

上

有喇叭状握手
,

耳略高出器 口
,

标本M 4
:

3 A
,

通高 4 3
.

5
、

口径 17
.

6 x 1 5
、

腹深 2 5
.

5

厘米 ( 图版肆
:

6
,

图一二
:

7 )
。

万式 6 件
。

喇叭状高圈足
,

折腹
,

细

圆颈
,

椭方 口
,

兽面大华耳衔环
,

高 出 器

口
,

腹
、

颈部饰等距离的阳弦纹
。

标本 M片 ,

3
,

通高 38
。

2
、

口径 1 0 x g
。

2
、

腹 深 2 8
。

8厘

米 ( 图版肆
:

7
,

图一二
:

8 )
。

V式 1件
。

标本M 2 3 : 7
,

平底
,

圆

肩
,

长圆颈
,

圆口稍外侈
,

腹
、

颈
、

肩等距

离饰以阳弦纹
,

通高 19
.

8
、

口径 n
.

4
、

腹深

1 8
.

9厘米 ( 图版肆
: 8

,

图一二
:

9 )
。

豆 共 10 件
,

分四式
:

I 式 5 件
。

喇叭状圈足
,

细腰
,

深腹

盘
,

盘壁近直
。

标本 M S :
4

,

通高 1 3
。

6
、

口径 15
.

2
、

盘深 4
。

5厘米 ( 图一一
: 6

,

图

一三
*

I )
。

1 式 1件
。

标本M 1 8 : 4
,

喇叭状圈

足
,

细腰
,

浅盘
,

盘壁斜 内收
,

通高 6
.

4
、

口径

8
.

2 、

盘深 1
.

2厘米 (图一一
: 7

,

图一三
: 2 》

。

l 式 2 件
。

喇叭状圈足
,

细腰
,

浅盘
,

盘壁斜折
,
口斜内收

,

标本M 4 : 7
,

通高

8
.

8
、
口径 9

。

8 、

盘深 2
.

6厘米 ( 图一一
,

8
,

图版叁
, 1 0 )

万式 2 件
。

喇叭状平底
,

底外沿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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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一 一
i

、

I 式陶鼎 ( M i 6 , 4 ) ,
、

, 式陶鼎 ( M 2 7: 1 ) a
、

l 式陶鼎 ( M a : 7 )

4
、
万式陶鼎 ( M S :

9 ) 5
、

V式陶鼎 ( M 6 : 2 ) 6
、

I 式陶豆 ( M 4
: 1 0 )

7
、

I 式陶豆 ( M 1 8:
4 ) 8

、

l 式陶豆 ( M 1 6: 6 ) 9
、

那 式陶豆 ( M S :
1 3 )

1 0
、

陶盘 ( M i s :
9 ) 1 1

、
I式陶~ ( M 18:

1 5 ) 12
、

I 式陶~ ( M i 6
: 1 0 )

2 3
、

互式陶~ ( M 6
: 6 ) 2 4

、

I式陶臼 ( M i s : s ) 2 5
、

I 式陶澎 ( M z6 :
s )

1 6
、

I 式陶刘 ( M S : 1 1 ) 1 7
、

陶阮 ( M l o :
4 ) 18

、

陶孟形罐 ( M Z了:
5 )

1 9
、

陶三足罐 ( M 2 7: 1 2 ) 2 0
、

陶击 ( M l。 : 8 ) 2 1
、

I 式陶国 ( M 1 8:
s )

2 2
、

I 式陶园 ( M 1 6
: 1 ) 2 3

、
! 式陶园 ( M 6 : 1 ) 2 4

、
万式陶国 ( M 1 3: 6 )

2 5
、

煤精柱 ( M 4 : 1 5 ) 2 6
、

石塞 ( M 4
: 16 ) ( 1

、

2
、

1 1
、

1 5
、

2 1
、

2 2为 1 /6 , s

4
、

6

—
1 0

、

1 2
、

1 3
、

1 6
、

1 8
、

i 。
、

2 3为 1 / `
, 5 为 1 / 8

、
1 4

、

1 7
、

2 4为 i / 1 0 ,
2 0为 1 / 2 0 , 2 5

、
2 6为 i / 2 )

1 1



象赛拿尾冕
口
行行行

③③③

6, .

黝
`

毅
。 ` . J `

12 t s
J . 1 4

电

1
、

4
、

7
、

1 0
、

1 3
、

3
、

5
、

I 式陶篡 ( M l召: 6 )

份式陶蔓 ( M S : 石 )

! 式陶壶 ( M 4
、 3 B )

[ 式陶甭 ( M g
: 8 )

陶杯 ( M 1 8 :
1 0 )

7
、

8为 1 / 1 0 , 6
、

9
、

2
,

1 式陶篡 ( M l 名: 9 )

5
,

l 式陶壶 ( M 18 、 1 )

8
、

U式陶壶 ( M S
: 8 )

1 1
、

I 式陶扁 ( M 1 5
: 1 )

1 4
、

淘釜 ( M 1 9: 1 )

2 1
、

1 2为 1 / 8 )

3
、

1 式陶篮 ( M S : 1 0 )

6
、

1 式陶壶 ( M 16 :
7 )

9
、

V 式陶壶 ( M 2 3 :
7 )

`

乏
、

1

胜塑裂兴户
: 1

汽几,。
,

卷
,

盘腹较深
,

斜下收
,

盘 壁 近 直
。

标 本

M S : 1 0 ,

通高 6
.

2
、

口径 8
一

7
、

盘深 3
。

7 厘

米 ( 图一一
:

9
,

图一三
, 6 )

。

盘 共 5 件
,

形制基本相同
,

体 呈 椭

方
,

浅腹
,

平圆底
,

标本M S
,

9
,

高 3
。

6
、

口

径 1 1
、

2 x 9
。

5
,

盘深 2
.

8厘米 ( 图一一
: 1 0 )

。

匝 共 5 件
。

分三式
:

I 式 2件
。

器体椭方
,
前有流

,

后有

1 2



图 一 三
i
、

I式陶豆 ( M s : 4 ) 2
、

I式陶豆 ( M 18:
4 ) 8

、

I式陶侧 ( M z s: 3 )

4
、

I式陶岛 ( M l s:
2 ) 6

、

! 式陶翔 (M 4
:

8 ) 6
、

砚式陶豆 ( M 6 : 1 0 )

7
、

I式陶盂 ( M 17:
6 ) 8

、

I式陶盂 ( M 2 5: 1 )

督
。

标本M S , 8
,

高 3
.

3
、

口径 1 0
。

9 x 9
.

7
、

就 共 6 件
,

分三式
:

腹深2
.

8厘米 ( 图一一
1 1 )

。

I 式 1 件
。

标本 M 18
: 3

,

幂
、

散

1式 1 件
。

标本 M 1 6 : 10
,

前有流
,

连体
,

抓方而扁圆
,

三锥足
,

欲 体 上 大 下

后有婪
,

器身后部浑圆
,

前部锐收
,

纵剖面 小
,
口椭方

,

纽索状附耳略高于器 口
,

扁肩部

略呈扇形
,

高 3
.

4
、

口径 9
.

2 x s
、

腹 深 2 .7 饰阳弦纹一周
,

抓腹饰阳弦纹二道
,

器身经

厘米 ( 图一一
, 12 )

。

抹光
,

尚留有细绳纹之痕迹
。

通高 2 4
.

9
、

口

l 式 2 件
。

器形与 I 式基本相同
,

惟 径 1 2 .7 又 12
.

5
、

腹深 2 0
.

1厘米 ( 图一一
, 14

后部无努
,

标本M 4
:

6
,

高 3
.

8
、

口 径 图一三
, 3 )

。

2 0 x s
.

5
、

腹深 3
.

2厘米 ( 图一一
: 1 3 )

。
I 式 1 件

。

标本 M i 6 :
8

,

扇
、

抓连



体
,

三尖足
,

圆散
,

平沿外折
,

属
、

饭连接

处略内凹
,
口下饰阴弦纹一道

,

通高 1 9
.

2
、

口径 1 4
.

5
、

腹深 14
.

3厘米 ( 图一一
, 1 5

,

图

一三
:

4 )
。

l 式 3 件
。

鼠
、

抓连体
,

三尖足
,

圆

饭
,

平沿外折
,
口下内凹

,

扇
、

欲连接处呈

束腰
,

标本M 4 :
8

,

高 1 9
.

2
、

口径 1 4
、

腹

深 13
.

7厘米 ( 图一一 :
16

,

图一三
, 5 )

。

此外
,

M 3 盗洞内亦出土残陶 、 1件
,

不能分式
。

幕 共 7 件
,

均夹细砂
,

分三式
:

I式 1件
。

标本M g
: 3

,

三尖足
,

连档
,

圆腹
,

束颈
,

平沿外折
,

通 体 饰 细 绳

纹
,

底及三足上有大麻点
,

高 13
.

8
、

口 径

1 4
.

4
、

腹深 11
.

8厘米 ( 图版肆
:

1
,

图 一

二
. 10 )

。

I 式 5 件
。

三矮足
,

连档
,

底近平
,

圆腹
,
束颐

,

平沿外折
,

腹上部饰交叉细绳

纹
,

腹下的细绳纹上下直行
,

底及三足有大

麻点
,

标本M 2 6 , 1 5
,

高 1 6
.

8
、

口径 1 7
.

6
-

腹深 1 4厘米 ( 图版肆
· 2

,

图一二
: 1 1 )

。

l 式 1件
。

标本 M 23
, 1

,

三矮足
,

1
、

A l 式陶罐 ( M g :
1 )

4
、

B l 式陶罐 ( M 2 5
: 2 )

7
、

C l 式陶罐 ( M 6 : 1 )

2
、

A F 式陶罐 ( M 2 3 : 8 )

6
、

B I 式陶罐 ( M 7
: 5 )

8
、

C l 式陶罐 ( M 7
: 6 )

s
、

B l 式陶罐 ( M 2 5: 6 )

e
、

C l 式陶罐 ( M l o : 6 )

9
、

D l 式陶罐 ( M 7
: 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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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一 五

i
、

A l 式陶罐 ( M 。 : 1 ) 2
、

A l 式陶罐 ( M 1 3:
4 ) a

、

A l 式陶罐 ( M i s :
7 )

4
、

A F 式陶罐 ( M z g : 4 ) 6
、

B l 式陶罐 ( M 2 5 :
6 ) 6

、
B l 式陶罐 ( M 2 5 :

2 )

7
、

B I 式陶罐 ( M 7 : 4 ) 8
、

B F 式陶罐 ( M 6 : 8 ) 。 、

C l式陶罐 ( M l o :
5 )

1 0
、

C l 式陶罐 ( M 1 9 : 8 ) 1 1
、

C ! 式陶罐 ( M 7
: 6 ) 1 2

、

D l 式陶罐 ( M 2 7 : 8 )

1 3
、

D l 式陶罐 ( M 6 :
2 ) 1 4

、

I 式陶孟 ( M 2 6
: 3 2 ) 1 5

、

I 式陶孟 ( M 1 7 : 5 )

1 6
、

! 式陶孟 ( M 1 5 : 2 ) 1 7
、

万式陶孟 ( M 2 3
: e ) 1 8

、

陶钵 ( M 7
: 0 3 )

1 9
、

陶盆 ( M z o : 2 ) ( 1
、

7
、

s
、

主i一 1 3
、

1 9为 i八。
, 2

、
3

、
1 8为 1八

,
4

、

1 0为 i / 8 -

5
、

6
、 。 、

1 4一1 7为 i / 6 )

圆腹
,

矮颈
,

底近平
,

腹 上部饰交 叉 细绳 I 式 l 件
。

标本 M片 : 5
,

小平底
,

下

纹
,

下部的绳纹亦上下直 行
,

高 13
.

2
、
口 腹斜内收

,

扁腹
,

束颈
,

颈壁上下垂直
,
口

径 14
.

2
、

腹深 12
.

3厘米 ( 图版肆
,

3
,

图一 沿斜外侈
,

腹饰阳弦纹
,

高 9
.

3
、

口径 2 3
.

9 、

二
, 1 2 )

。

腹深 8
.

9厘米 ( 图一三
:

7
,

图一五
· 1 5 )

。

孟 共 14 件
,

分四式
:

l 式 6件
。

小平底
,

下腹斜内收
,

扁

I式 5 件
。

小平底
,

腹下斜内收
,

圆 腹
,

束颈
,

颈壁
、
口沿斜外侈

,

颈饰以阴弦

腹
,

颈略敛
,

斜沿稍外侈
,

腹
、

颈 饰 阳 弦 纹
。

标本M 25
: l

,

高 8
.

4
、

口径 2 3
.

9
、

腹

纹
。

标本M 2 6 : 1 8
,

高 7
、

口 径 1 5
、

腹 深 深7
。

9厘米 ( 图一三
: 8

,

图一五
· 1 6 )

。

6
一

4厘米 ( 图版叁
: 1 1 ,

图一五 : 1 4 )
。

W式 l 件
。

标本M 2 3 :
6

,

小平底
-



下腹斜内收
,

折腹
,

束须外料
,

宽沿外撇
,

颈饰阴弦纹
。

高 8
.

吐
、

口径 1 3
.

1
、

腹深了
.

6厘

米 ( 图版叁
:

1 2 ,

图一五
: 17 )

。

另外
,

M 3 盗洞中亦出土 1件陶孟之残

片数块
,

不能分式
。

盆 共 2 件
。

形制相 同
,

平底
,

下腹斜

内收
,

须与上腹垂直相连
,

平沿外折
,

颈饰

阳弦纹二道
。

标本M l 。 :
9

,
i豁10

.

5
、

口径

23
`

5厘米 ( 图一五 : 19
,

图一七
`

1 )
。

罐 共 50 件
,

除M 3 盗洞 出土的 2 件与

M Z弓的 2 件舀残破太甚
,

无法分式外
,

其余

各器可分 A
、

B
、

C
、

D四型
。

A 扁腹罐 共 27 件
,

分四式
:

A l 式 1 件
。

标本M g
,

1
,

平底
,

扁腹
,

束颈
,

宽沿
,

沿径大于腹径
,

腹下饰

直行细绳纹
,

颈
、

腹饰阳弦纹各 一 周
,

高

1 8
.

9
、

沿径 24
.

8
、

腹深 1 8
.

3厘 米 ( 图 一

四
,

l
,

图一五 : 1 )
。

A l 式 6 件
。

平底
,

扁腹
,

下腹斜内

收
,

束颈
,

口 沿斜外侈
,

腹
、

颈饰阴弦纹
,

标本M 4
`

2
,

高 12
.

3
、

口径 1 0
.

9
、

腹 深

1 1
.

6厘米 ( 图一五
:

2 )
。

A 开式 8 件
。

平底
,

扁腹
,

下腹斜内

收
,

颈较长
,

斜沿外侈
,

腹
、

颈饰阴弦纹
,

标本 M 吕
,

1
,

高 9
。

5
、

口径 7
.

6
、

腹深 8
。

8 厘

米 ( 图一五
:

3 )

A W式 1 2件
。

平底
,

亚字带腹
,

.

下腹

斜 内收
,

圆肩
,

低颈
,

平沿外侈
,

腹饰有阴
、

阳两种绳纹
,

标本M Z。 :
3

,

高 1 3
.

4
、

口径

9
。

7
、

腹深 13 厘米 (图一四 : 2
,

图一五
,

4 )
。

B 广肩罐 共 8 件
,

分四式
:

B l 式 l 件
。

标本M 2 5 : 6
,

小平底
,

广

肩
,

斜腹下收
,

斜沿外侈
,

下腹及肩部各饰

阴弦纹三至四道
,

肩上部饰刻划十分精细的

斜方格网状带纹一周
,

高扭
.

9
、
口径 9

.

了
、

腹

深 1 4
.

1厘米 ( 图一四 , 3
,

图一五 ,
5 )

。

B l 式 1 件
。

标本 M 2 5 , 2
,

平底
,

宽

亚字带腹
,

广肩
,

平沿外侈
,

腹饰阳弦纹五

道
,

肩上饰细线刻划的斜方格网状带纹一周
,

高 17
.

7
、

口径 n
.

5
、

腹深 1 6
.

7厘 米 ( 图 一

四
:

4
,

图一五
: 6 )

。

B I 式 4 件
。

平底
,

亚字带腹
,

下 腹

内收
,

广肩
,

亚带腹上下沿各有 阳 弦 纹 一

道
,

颈稍长
,

斜沿外侈
,

标本M 7
, 5

,

高

1 8
.

1
、

口径 1 0
、

腹深 1 6
.

9厘米
。

肩上有一
“

亭
.

字印文 ( 图一八
: 4 )

。

此 式 的 M 7 : 4
、

M 7 ,
1

,

肩上亦各有一
“
亭

”
字 ( 图一四

,
5

,

图一五
,

7 )
。

B万式 2件
。

平底
,

亚字带腹
,

广肩
,

颈较长
,

沿近直
,

腹上下沿各有阳弦纹一道
。

标本M 6
,

4
,

高 19
、

口径 10
、

腹 深 8
。

2厘

米 ( 图一五
,

8 )
,

肩上亦有一
“

亭
.
字印文

( 图一八
, 5 )

。

C 大 口罐 共 4 件
,

分三式
:

C l 式 1 件
。

标本M 1 0
:

5
,

平底
,

圆腹
,

圆肩
,

大 口
,

斜沿外侈
,

高 1 6
、

口径 11
、

腹深 15
。

3厘米 ( 图一四
:

6
,

图一五 :
9 )

。

C ! 式 2 件
。

平底
,

圆腹
,

圆肩大 口
,

低沿近直
,

腹饰指甲印纹
,

标本M 6
, 1

,

高24
.

4
、

口径 1 9
、

腹深2 1
。

1厘米
,

肩上有一
“
亭

”
字印文 ( 图一四 , 7

,

图一五 ` 1 0 )
。

C I 式 1件
。

标本M 7 :
6

,

平底
,

圆肩
,

宽平腹
,

直低沿
,

大口
,

腹 中饰指

甲印纹二道
,

高 2 4
.

6
、

口径 20
、

腹深 2 3
.

9厘

米 ( 图一四 :
8

,

图一五
,

1 1 )
。

D 圆腹圆肩罐 共 6件
,

分二式
:

D l式 2 件
。

圆腹
,

圆肩
,

平底
,

须

较高
,

颈
、

肩饰交叉细绳纹
,

bjJ 隔以抹光带

各三条
,

标本M 17 : 2
,

高16
.

6
、

口径 8
.

4
、

腹深 15
.

7 厘 米 ( 图 一 五
, 1 2 )

。

此 式 的

M 27
:

8
,

肩部的细绳纹上有用竹器抹成波

浪式粗带纹一周 ( 图一八
,

7 )
。

D ! 式 3 件
。

平底
,

圆腹
,

圆 肩
,

颐

较高
,

下腹斜内收
,

腹
、

肩或饰抹光带与细

绳纹相间的纹饰
,

或饰数道阴弦纹
。

抹光部

分往往留有细绳纹之痕迹
,

标本M 7 , 2
,



高 1 2
.

2
、

口径 n
.

2
、

腹深 3 0
.

7厘 米
。

此 式

M 6
, 2

,

肩 上部有一
“
亭

”
字印文 ( 图一

四 ` 9
,

图一五
, 1 3 ,

图一八
, 6 )

。

此外
,

还有 2 件形制较为特殊的小罐
,

一为孟形罐
,

一为三足罐
。

标本M 27
:

5
,

外形似孟
,

但腹较深
,

小平底
,

圆腹
,

颈微

内束
,

圆唇稍外侈
,

腹饰直行细 绳 纹
,

高
’

5
.

7
、
口径 7

.

8
、

腹深5
.

1厘米 (图一一 , 18 )
。

标本 M 27
, 12

,

三小足
,

小平底
,

亚字带宽

腹
,

折肩
,

小口
,

直沿
,

腹
、

肩饰阳弦纹
,

通高7
。

8
、

口径 4
。

4
、

腹深 G
。

2 厘 米 ( 图 一

一
,

19
,

图一七
,

2 )
。

钵 共 10 件
。

小平底
,

斜腹
,

广 口
,

直

颈
,

光素无纹
,

标本M 7 : 7
,

高 6
.

2
、

口

径 15
、

腹深5
.

3厘米
。

腹内有一
“
亭 , 字 印

文 ( 图一五
, 1 8

,

图一七 ,
3

,

图一八
, 3 )

。

此式的M 7
: 0 5 ( 二件 )

、

M 7 , o返等 三 件

钵腹内亦各有一
“
亭

”
字

。

困 共 7 件
,

分四式
:

I 式 l 件
。

标本M 1 8 * 8
,

圈足
,

腹

呈圆桶形
,

上有长方形困门
,

高 4
.

5
、

宽 4
.

4

厘米
,

圆形坡顶
,

下斜
,

宽出檐
,

顶呈圆锥

状
,

通体光素
,

高 17
.

5
、

腹径 9
.

8
、

出檐 2厘

米 ( 图一一
, 2工

,

图一六
: l )

。

I 式 1 件
。

标本M 1 6 : 1
,

高圈足
,

前后有对应的缺口
,

体呈圆桶形
,

上方有长

方形困门
,

圆形坡顶
,

稽微出
,

顶端呈圆柱

状
,

通体光素
。

通高 2 1
.

4 、

腹径 1 4
.

3
、

困门

高 4
.

5 、

宽 3
.

5
、

缺口高
、

宽各为 4
.

7 5 x 4
.

5
、

4
。

5 x 2
。

4厘米 (图一一
,

2 2
,

图一六
, 2 )

。

I 式 2 件
。

小平底
,

圆腹
,

圆坡 形

顶
,

顶端呈乳头状
,

宽平出檐
,

体中部开有

长方或方形困门
。

标本M 1 3 : 1 ,

通高 2。
。

3 、

腹径 1 9
。

6
、

困门高
、

宽各 3
.

5
、

檐宽 2 厘 米

( 图一一
. 2 2 ,

图一六
,

3 )
。

F 式 3 件
。

圆平底座
,

圆腹近直
,

圆坡

式顶
,

顶端收聚成乳头状
,

檐稍出
,

体中部开

有长方形困门
,

腹饰阴弦纹
。

标本M 13
:

2
,

图一六

口

i
、

I 式陶困 ( M 1 8 , 8 ) 2
、

1式陶困 ( M 1 6
: 1

3
、

l 式陶困 ( M i 3: 1 ) 峨
、

W式陶国 ( M 1 3
:

2

图一七 1
、

陶盆 ( M l g : 9 ) 2
、

陶罐 ( M 2 7 :
1 2 )

3
、

陶钵 ( M 7
:

7 ) 4
、

陶杯 ( M 1 8:
1 0 ) 5

、

陶甄

( M 1 9: 6 ) e
、

陶釜 ( M l 。 : 1 )



通高 23
.

2
、

腹径 1 8
.

8
、

困门高 4
.

5
、

宽 3
.

8
、

厘米 (图一一
, 24

、

图一六
,

4 )

共 2 件
。

平底
,
下腹斜 内收

,

状
,

标本 M 1 9 , 6
,

高 12一
,
口径 2 1

.

5
-

深 1 1
。

3厘米 ( 图一一 , 17 ,

图一七 , 5 )

1件
。

标本 M 19
:

1
、

色呈淡红
,

斜沿外折
,

底有 5 个圆孔
,

分布成梅花

釜

圆底
,

圆腹
,

圆唇
,

通体饰篮纹
,

高 12
、

口口



图二 O陶击 ( M9 1
:

8 )肩部刻文拓片 ( 1/ 4)

径 1 0
.

2
、

腹 深 1 1
。

3厘 米

(图一二
, 14

,

图一七
,

6 )
。

击 3 件
。

小平底
,

折肩
,

下腹斜 向收
,

直

颈
,

宽平沿外折
,

肩上满

饰竹器抹出的阴弦纹
,

腹

上部有二周指甲印纹
,

标

本 M 1 0 ,
l

,

高 3 5
.

4
、

口

径 14
、

腹深 35 厘米
。

肩上

圆
圃

l

针仕
盯盯盯

一

门门

6

一

价
一

`

图 二一 1
、

I 式铜鼎 ( M 2 6
: 1 9 ) 2

、

I 式铜鼎

( M 3: 0 6 ) 5
、

铜盆 ( M 6 : 7 ) 6
、

I式铜一 ( M 3 :
3 )

9
、

铜澎 ( M 2 6
: 2 7 ) ( i

、
a

、 。 为i / 4
.

2
、

3
、

( M 2 6 : 3 0 ) 3
、

铜豆 ( M 2 6
: 2 6 ) 4

、

铜铃
7
、

I 式铜~ ( M 2 6
: 2 1 ) 8

、

铜鳌 ( M 7: 8 )

4
、

7 为 i / 2 ,
6为 1 / 6

,
s 为 1 / 8 )

1 9

、



图
M ( 26

:

二二 1
、

I式铜壶 (M6 2
:

n)腹部花纹拓片
_

卫 2
、

I式铜鼎
19 )口沿下花纹拓片 (均 1/ 2)

有器烧成之后的刻

字
,

一是
“
杨氏击

容十斗
. ,

其余两处

有
“
寄 ” 二字 ( 图

版肆
` 9

,

图一九 )
。

另一件M 1 9 :
8

,

肩上有
.
大

, 、 “
李

”

二 字 ( 图 一一
2 0 ,

图二 O )
。

杯 1 件
。

标

公
一

{
一

凳胳
喻百l
功

奋í
日

O

图 二 三

1
、

I 式铜带钩 ( M S
: 1 5 ) 2

、

4
、

W式铜带钩 ( M 1 3
: 7 ) 5

、

7
、

1 式铜银 ( M 2 6 : 2 2 ) 8
、

1 0
、

万式铜铁 ( M 2 6
: 2 2 ) 1 1

-

1 3
、

陶鸽 ( M 昌 :
s ) ( 均 1 / 2 )

1 式铜带钩 ( M 1 2
:

7 )

V式铜带钩 ( M 6 : s )

砚式铜链 ( M 2 6 : 2 2 )

互式铜铁 ( M 2 6 : 2 2 )

3
、

I 式铜带钩 ( M g , 4 )

e
、

l 式铜锥 ( M 2 6: 2 2 )

9
、

V式铜链 ( M g : 6 )

1 2
、

铜斤 ( M S I :
2 )

本 M 18 · 10
,

直桶形
,

平底直口
,

体饰二道

阴弦纹
,

一侧原有誉
,

已残失
,

高 8
.

9
、

口径

8
。

8
、

腹深 8
。

4厘米 ( 图一二
, 1 3 ,

图一七
,

鸽 1件
。

标本 M Z , 8
,

昂 首
,

翘

作展翅飞翔状
,

足下残断
,

似为器物之

4尾



附件
。

背尾及两翅均涂以白色圆点
,

分布均

匀
,

前颈绘一段白色宽带
,

嚎涂朱色
,

眼外画

一白圈
,

睛涂朱红
。

刻划生动传 神
。

残 高

4
。

5
、

首尾长 5
.

8
、

两翅间宽 8 厘 米 ( 图版

查
, 7

,

图二三
: 1 3 )

。

( 二 ) 铜器 共 83 件
。

器类有鼎
、

壶
、

盘
、

~
、 、 、

盆
、

鳌
.

、

带钩
、

半两钱
、

削
、

斤
、

戈
、

傲
、

泡
、

剑
、

勺
、

衔
、

削
、

镯
、

带

饰等
。

鼎 3 件
,

分二式
:

I式 1件
。

标本M 2 6 , 1 9
,

有盖
,

三

蹄足
,

附耳外撇
,

圆腹
,
口沿内收

,

盖上有

3 个扁条环状钮
,

倒置可以却立
,
口沿下及

腹各饰一周细线组成的纽索纹
,

纽索松散
,

线间距离均匀 ( 图二二
: 2 )

,

通高 16
.

1
、

口径 1 4
.

1
、

腹深 8
.

9厘米 ` 图版贰
, 1

,

图二

一
,

l )
。

I 式 2 件
。

器身作圆形浅盘
,

下有三

小扁足
,

平沿
,

光素
,

器壁极薄
,

残 破 很

甚
。

标本 M 2 6 , 3 0 ,

高 3
.

3
、

口径 1 2
、

腹 深

1 厘米 ( 图二一
: 2 )

。

壶 共 3 件
,

分二式
.

I式 l 件
。

标本 M 2 6 , 1 1 ,

圈足
,

圆

腹
,
圆肩

,

直 口
,

方唇
,

肩下部 有 铺 首 衔

环
,

圆盖
,

子母合口
,

盖上有三卧鹅状钮
,

鹅首向外
,

羽翅刻纹清晰
。

器 身 有 残破
。

腹
、

肩
、

盖各饰斜角 卷 云 纹 一 周 ( 图 二

二
·

1 )
。

通盖高 21
.

5
、

口径 1 1
.

4
、

腹 深

1 4
.

6厘米 ( 图版贰
, 2

,

图二五
: 1 )

。

I 式 2 件
。

方形高圈足
,

圆腹
,

椭方

长颈
,

方口
,

器壁甚薄
,

为两范合铸而成
,

铸缝清晰
。

圈足及腹下部满填泥质陶范
,

外

仅裹一层薄薄的铜衣
。

腹及颈部均饰勾连圆

体云纹
。

标本M 2 6 ,
2 5

,

通高 2 6
、

口径 x l x

1 1
、

腹深 21 厘米 ( 图二七 )
。

豆 共 2 件
。

圈足
,

内有泥范
,

束腰
,

浅盘
,

两范合铸
,

铸缝清晰
,

通体光素
。

标

本M 2 6 , 2 6
,

通高 4
.

5
、

口径 7
.

。 、

盘 深 1
.

9

厘米 ( 图版贰
,

6
,

图二一
,

3 )
。

盘 共 3件
,

分二式
:

I 式 1 件
。

标本 M Z g :

29
,

盘体长

方
,

平底
,

四壁斜外侈
,

质地极薄
,

高 0
.

.8

长 g
、

宽 4
.

8 厘 米 ( 图 版 贰
:

5
,

图 二

五 , 2 )
。

I 式 2 件
。

圆盘
,

小平底
,

斜腹
,

宽

平沿外折
,

器身小
,

质地薄
。

标本 M 2 6 ,

28
,

高 2
。

4
、

径 g
。

2厘米 ( 图二五 3 )
,

匝 共 2 件
,

分二式
:

I 式 1 件
。

标本 M 3
:

3
,

三柱足
,

前有流
,

后有扁平整
,

平沿外折
,

筒 形直

腹
,

通体光素
,

高 4
。

3
、

流尾距 1 3
.

5
、

腹 宽

7
。

4 、

流宽 4
。

9
、

腹深 2
.

4厘米 (图版贰
,

7
,

图二一
,

6 )
。

1 式 1件
。

标本 M 26
:

21
,

外形酷似

小匙头
,

前有流
,

无足
,

无签
。

高 1
。

2
,

长

6
、

宽 3
.

8厘米 ( 图二一
, 7 )

眺 1 件
,

标本 M 2 6 : 2 7
,

四 足
,

方

欲
,

方形外侈
,

通体光素
,

内留有范泥
,

高

1 4
.

7
、

口径 6
。

9 x 6
。

2
、

腹深 9
.

5厘 米 ( 图 二

一
’

9 )
。

盆 2 件
,

均残破
。

标本 M 6
: 7

,

圆

底
,

圆腹
,

平沿外折
,

色呈黄色
,

高 7
.

5
、

口

径 2 1
.

5厘米 ( 图版壹
, 9

,

图二一
:

5 )
。

凳 l 件
。

标本 M 7
,

8
,

圆底
,

圆腹
,

圆颈
,

肩一侧有一扁条作成的圆环
,

环上饰

五条细线纹
,

斜沿外折
,

底有厚厚的烟良
。

全器为两范合铸
,

铸线清晰
。

高 17
.

5
、

口径

1 2
.

2厘米 ( 图版贰
:

3
,

图二一
:

8 )
。

带钩 共 9 件
,

分五式
:

l 式 2 件
。

体略呈琵琶形
,

钩 头 残

失
,

另一端作成箕形方孔
,

孔中 有饼 状 圆

钮
,

标本 M S
:

15
,

长 3
.

2
、

宽 .] ]
一

厘米 ( 图

二三
:

l )
。

万式 4 件
。

有琵琶形
、

弓形
、

鸭腹形

数种
,

钩均作鸭首
,

另一端有圆饼状钮
。

标

本 M招
:

7
、

长 6
、

最宽处 1
.

8厘 米 ( 图 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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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

2 )
。

皿式 1件
。

标本 M g
,

4
,

器身由两

蛇盘结而成
,

一蛇侧颈斜曲作钩
,

另一蛇卷

曲于前蛇腹部之上
,

尾部留出方孔
,

用以贯

带
,

方孔内有饼状圆钮
。

长 3
.

9
、

宽 2
.

3厘米

( 图二三
,

3 )
。

那式 1 件
。

标本 M 13 , 7
,

器 呈 弓

形
,

钩作鹿首形
,

双耳后张
,

鼻
、

眼
、

嘴均制

作精细
,

钮作成虎头形
,

双耳
,

圆额
,

圆

目
,

短宽鼻
,

长 6
。

8厘米 ( 图二三
,

4 )
。

V式 l 件
。

标本 M 6 , 8
,

器 呈 弓

形
,

钩为蛇首
,

中部有饼形圆钮
,

通 体 光

素
,

长 17
。

8厘米 ( 图二三
, 5 )

。

半两钱 共 10 枚
,

出自M 10
,

出土编号

为 M 10 :
6

。

平幕
,

无廊
,

大小
、

薄厚
、

轻

重不一 ( 图二四 )
。

详见下表
:

斤 1件
。

标本 5 1 , 2
,

体呈长方 条

形
,

长方数
,

两面刃
,

长 9
.

1
、

鉴径 2
.

9 X Z

厘米
,

出土时盎内还残留木 柄 残 块 ( 图 二

三
: 1 2 )

。

戈 1件
。

标本 M 26
,

23
,

长方内
,

长

胡
,

长方形四穿
,

有栏
,

内上有窄长孔
,

戈

体扁平
,

中有脊
。

通 长 23
、

胡长 11
.

5
、

内

长8
.

8
、

宽 3
.

4
、

厚。
.

6厘米 ( 图版贰
,

4
,

图二五 , 6 )
。

衰一

编号 {径
( 厘米 )

!孔径
( 厘来i懂i 克 )

…
备注

2
。

4 5

2
。

3 5

2
。

2 5

2
。

4

0
。

8

0
。

7

0
。

7 x o
。

6

2
。

4

2
。

3

0
。

8

0
。

6 X

0
。

7

2
。

1

1
。

6 5

2
。

6 9

2
。

2 6

O
。

O
。

3
。

2 3

残残

7 5 X O

7

…
lsesesese

l
l

we

!!

2
。

3

2
。

5

3
。

6

2
。

4 5

1
。

5

0
。

7 x o
。

2
。

2

1
。

85

2
。

3 5

4
。

5 7

2
。

9

①②④⑤③⑥⑦⑧L⑨

削 共 n 件
。

弓背
,

凹刃
,

刃前端微上

翘
,

扁条状柄
,

多数为椭圆环首
,

个别作圆

环 ( 图二六
,

2
、

3 )
,

尺寸见下表 ( 单位
:
厘

米 )
:

铁 共 14 件
。

分六式
:

I 式 7 件
。

体呈三棱形
,

横截面呈等

腰三角形
,

圆关
,

长挺
,

一般通长 1 3
.

9
、

铁头

长 6
.

5
、

艇长 7
.

4厘米 ( 图二三
:

6 )
。

I 式 2 件
。

体呈三棱形
,

三面刃
,

横

截面为众形
,

圆关
,

短挺
,

通长 4
.

7
、

敬头长

2
.

5厘米 ( 图二三
, 7 )

。

l 式 2 件
。

双翼
,

短挺
,
圆关

,

翼后

部与铁脊分张
,

有血槽
,

通长 6
、

傲头长 2
.

5

衰二

通 长 { 环 径 备 注

4
。

5

4 x Z
。

8

3
。

8

4 X Z
。

4

3
。

5 x Z
。

3

5
。

3 x 3
。

8

5
。

3 x 3
。

8

4
.

2 x Z
。

8

3
。

8 x 2
。

6

柄长
、

宽
、

厚

8
。

4 x o
。

8 一 0
。

8

6
。

2 火 0
。

8 一 0
。

6

5
.

9 x 0
.

7 一 0
。

6

8 X O
。

6 一 0
。

6

6
.

6 只 0
。

6 5 一 0
.

7

7
。

5 x o
。

9 一 0
。

7 5

7
。

4 只 0
。

9 一 0
.

7

6
。

1 只 0
。

7 一 0
。

6

6 x o
。

7一 0
。

5 5

5
。

9 X O
。

6 一 0
。

6

3
。

1 x o
。

5 5 一 0
。

3 5

刀身长
、

宽
、

厚

1 4
。

5 x 2 一 0
。

8

1 2
。

5 x l
。

9 一 0
。

6

9
。

2 x l
。

9 一 0
。

6

9
。

6 x 1
.

1 一 0
.

6

1 8 x l
。

5 一 0
。

7

1 6
。

5 x Z 一 0
。

7 5

1 6
。

8 x l
.

9 一 0
。

7

1 2
。

6 x l
。

8 一 0
。

6

9
。

2 x l
。

7 一 0
。

5 5

? x l
。

7 一 0
。

6

? x l
。

3 0
。

3 5

二号殉人腰部

二号殉人腰部

厅̀,上,口Q自

行才厅̀Oé.匕
.

…
八Ot了行了1人O乙O山乃̀,山

…
l
.

esj

es…es!
J

.

l
. .

es
.

eses
r

器 物 号

M 3 :
SA

M 3
: S B

M 4 :
1 3

M 1 4 : 5

M 1 4 : 4

M 2 6 : SA

M 2 6 : SB

M 2 6 : SC

M 2 6 : SD

M 2 6 : S E

M 2 6 : S F

1 8
。

8

2 0
。

5 锋 刃 残

锋 部 略 残

1 7
。

8

?

?

一

9 x Z
。

。
1 x l

。

锋 刃 略 残

锋 刃 略 残

有 残 失

有 残 失

2 2



,

图二四 铜半两钱拓片

厘米 ( 图二三
: 1 1 )

。

{ W式 1 件
。

双翼
,

短挺
,

圆关
,

翼后

部与铁脊微张
,

形成血槽
,

长 6
.

3
、

铁 头 长

2
.

7厘米 ( 图二三
: 1 0 )

。

V式 1件
。

标本M g
:

5
,

双翼
,

短

挺
, { 三棱形关

,

双翼与链体不分张
,

中有血

槽
,

通长6
.

3
、

铁身长 2
.

3厘米 (图二三
:

9)
。

·

硕式 1件
。

双翼
,

菱形关
,

后 翼 外

张
, :

短挺
,

通 长 6
、

铁 头 长 2
.

1厘 米 ( 二

三
: 8 )

。

镯 2 件
。

·

已残断为数截
,

扁 圆状铜棒
_

卷曲成圆形
,

径 5
.

5厘米
,

两端有对应 外 翻

卷的扁环
,

上有小孔
,

可以系细丝加缚
,

出

自M 1 4墓主两腕之上 ( 图二五
:

7 )
。

泡 5 件
。

均为圆形
,

`

背有鼻
,

正面有

的饰兽纹
,

有的饰圆圈纹
,

其上均分布小乳

钉
,

制作较精细
,

有的纹饰锈蚀较甚
。

最大

者径2
.

9
、

厚 0
.

7 5
、

最小者径 2
.

1
、

厚 O
。

6厘

米
。

衔 2 件
。

由两节双头带圆环的柱状体

相套而成
,

通长20 厘米 ( 图二五
: 4 )

。

带饰 7 件
。

器身略呈
“ S ”

形
,

用长

条形片状铜板制成
,

铜板两端弯曲
,

向相反

( M l o :
’
、

6 ) ( 原大 )

方向反卷
,

形成两个对称的扁形孔
,

器外表

均饰有精美的纹饰
,

有平带纹间 以 斜 刻带

纹
,
有斜刻带纹组成的菱形纹

;
还有几何图

案纹
,

图案内则镂刻卷云纹
。

标本M 1 4 , 3
,

残长 n
.

5
、

宽 6
.

3厘 米
。

标 本 M 14
:

2
,

长

1 3
、

宽 6
.

3厘米 ( 图版贰
:

8
、

9
,

图二八
,

l
、

2
、

5
、

6 )
。

剑 1件
。

标本M 26
,

1
,

锋微残
,

剑

身扁平
,

两而刃
,

菱形格
,

圆桶形柄
,

柄内

尚留有范土
。

残长 45
、

柄长 8
、

径 1
.

9
、

剑身

宽 4
.

4厘米 ( 图二五
:

9 )
。

勺 1 件
。

标本 M 7 :
9

,

椭 圆形 勺

头
,

横向大于纵向
,

扁体六棱形柄
,

柄后端

渐宽
,

呈扁平状
,

衔环
,

通长 30
、

勺径 10 x

7
、

深 2
.

5
、

柄长 2 4
.

4
、

宽 1
.

1一 1
.

5厘米 ( 图

二六
,

1 )
。

铃 2 件
。

均残
,

体光素
,

标本 M 3 :

0 6 ,

内含铜坠
,

残高4
.

7厘米 (图二四
:

4 )
。

(三 ) 铁器 出土锈时均 已蚀残破
,

可辨

明器形的有釜
、

灯
、

削
、

带钩
、

镭
、

环
、

带

饰等器类
,

共 12 件
。

釜 2 件
。

形制相同
,

圆底
,

圆腹
,

直

口
,

标本 M 1 9 ,
7

,

高 2 9
.

8
、

口径 2 9
.

8厘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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间 ~~~

邵邵户户

图 二 五

i
、

铜壶 M (6 2: 1 1) 2
、

I式铜盘 (M6 2: 9 2) s
、

I式铜盘 (M6 2: 28)

4
、

铜马衔 (5 1: 1) 6
、

石圭 (15
。

8) e
、

铜戈 (26 : 23)

7
、

铜镯 (4 1: 6) s
、

水晶环 M (4 1
:

7) 9
、

铜剑 (M6 2
: 1)

(1
、

4
、

6
、

9为 l/4,
2

、
3

、
7

、

8 为1 / 2
,

5 为 i / e )

( 图版壹
:

4
,

图二八
:

4 )
。

削 1件
。

已残为教截
。

灯 1 件
。

标本 M 19
:

2
,

体下有三小 带钩 1件
。

仅可辨出器形
。

足
,

盘略呈椭圆形
,

中部有一尖状柱
,

己残 插 1件
。

标本M 14 ,
填 1

,

薄平刃
,

失
,

痕迹甚清晰
,

后有手柄
,

可以把握
。

高 背有V形辖口
,

用接器身
,

长 19
、

高 5
.

8
、

背

3
.

5
、

通长 14
、

盘径 9
.

5 x 8
.

5 厘 米 ( 图版 宽 1
.

7厘米 ( 图版 壹
,

6
,

图二八
,

3 )
。

壹 : 5
,

图二八
,

7 )
。

填土中出土
,

可能是挖墓之遗物
。



环 4件
。

均残断 (图二八
: 8 )

。

带饰 2件
。

形同铜带饰
,

薄长条形
,

两端亦翻卷为扁筒状
,

锈蚀严重
。

( 四 ) 骨器 仅 1件替
。

标本 M g : 6,

用兽骨作成
,

体扁圆
,

两端细而中间微粗
,

甚光滑
,

坚硬
,

长 10
.

5厘米 ( 二九
:

8 )
。

( 五 ) 煤精器仅圆柱状物 1件
。

标本 M

4
,

15
,

煤黑色
,

有光泽
,

甚坚硬
,

质细而

脆
,

体呈圆柱状
,

中腰微束
,

两端有圆形凹

坑
,

高 2
.

4
、

径 1
.

5厘米 ( 图 一一
2 5 )

。

M 4 墓主人左手部出土
。

( 六 ) 玉石器 共 89 件
。

水晶环 1件
。

标本 M i 4 , 7
,

水 晶 茶

色
,

径 4
、

内径 2 厘米 ( 图二五
:

8 )
。

司川确协ù
!

一一一
玉带钩

标本 M Z !

1件
。

芍一一

一
=节

7
,

水 )
. `

_ _

_ : }

图 二 六
i

、

铜勺 ( M 7
:

1 ) 2
、

3 铜削 ( M 2 6 :

S B
,

M 4 :
1 3 ) ( 均 1 / 4 )

晶茶色
,

体作弓形
,

扁平
,

钩作兽首状
,

,一一
.

一
l /

一一
/

\
、

//

、、
/\

:日。1川习||…
/

/一一
\

、
11

又/|/\ \

鳌鳌鳌鳌鳌鳌 弓弓弓弓弓

1
、

砺石 ( M i 7: 7 B )

4
、

楔形玉器 ( 2 6。

2
、

砺石 ( M i 7: 7 C ) s
、

砺石 ( M 1 7: 7 A )

3 )

7
、

玉带钩 ( M Z: 7 )

马
、

8为 i /4 )

5
、

石环 ( 4 : 1 7 ) 6
、

玉璧 ( 2 6: 7 A )

s
、

骨替 ( M日
: 6 ) ( i

、

4

—
8为 z /2,

图二七 I 式铜壶 ( M

2 6
:

2 5 ) ( 1 / 4 )



默默默】】羹羹篡篡氰氰

{{{{{{{{{{{{{{{{{{{{{{{{{
··

{{{{{{{{……
稚稚稚

滚滚滚滚
.

}}}{{{{{
手手手手手

{{{{{

……………
一一一

}}}}}}}}}}}}}

{{{{{
lll巍巍

))){{{{{{{{{{{{{{{{{{{{{{{{{{{{{{{{{{{{{{{{{{{{{{{{{{{{{{{{{{{
{{{{{{{

)))
清清

{
---

{{{…… {{{{{{………
;;;}}}}}

!!!!!护护护

{{{
勿勿勿勿勿勿勿 {{{

{{{{{
}}}}}}}}}

!!!
lllllllllllll

_

」」

………
尽尽尽

「「「「

曳曳曳曳曳曳曳曳曳曳

:::::
「「「「

;
,,,,,,,,,,

........... 、、、、、、、、、、

{{{{{{{{{{{

{{{{{{{{{{{{{{{{{{{

门//|、戈;
“

鳍
“

抓”n“卜引舰刹舰狱肚川川川

叭叭
,J
了̀了

;
、
.

、̀
,

尸、 |

/1
1|̀11、.、l

……

{{{
图 二 八

i
、

2
、

6
、

6
、

铜带饰 ( M 2 3 : s a 、

M z 4
:

2
、

M 2 3
: s b

、

M l 式: 3 )

s
、

铁镭 ( M 1 4填 i ) 4
、

铁釜 ( M l ,
: 7 ) 7

、

铁灯 ( M 19
:

2 )

s
、

铁环 ( M 2 6: 6 ) ( i
、

2
、

5
、

6
、

s 为 3 / 5 , 3 为 s / 2 0
,

4 为 1 / 5
,

7 为 3 / 2 0 )

另一端有方形钮
,

长 6
、

宽 1
.

3厘 米 ( 图二 及两侧磨光
,

背面有两个高低不 平 的磨 光

九
:

7 )
。

面
,

高 5
。

2
、

宽 2 厘米 ( 图二九
:

4 )
。

玉璧 2 件
。

形制相同
,

大小不一
,

色 砺石 3 件
。

有长条形
、

四边形两种
。

呈黄绿
,

标本M 26
:

7 A
,

径 3
.

6
、

好径 1
.

7
、

标本M 17
:

7 A
,

一端大
,

一端小
,

小端有

肉宽 l 厘米 ( 图二九
,

6 )
。

一圆孔
,

可穿绳系带
,

长 9
一 大端宽 l

·
8 、

楔形玉器 1 件
。

标本 M 26
,

3
,

色呈 小端宽 1
.

2
、

厚 1
.

1厘 米 ( 图 二 九
, 1 一

淡黄
,

一端有单刃
,

另一端呈圆弧形
,

正面 3 )
。

均用质地很细的麻石作成
,
略呈黄揭



色
。

石塞 1件
。

出于 M 4人骨 架 左 肩 下

部
,

作圆柱状
,

色白
,

质地疏松
,

高 2
、

径

i
。

1厘米 ( 图一一
, 2 6 )

。

石环 1件
。

标本 M 4 : 17
,

`

墓主口中

所含
,

作环形
,

白色
,

质地疏松
,

径 1
.

2
、

孔

径 O
。

5厘米 ( 图二九
: 5 )

。

石圭 79 件
。

用片状岩石制成
,

石质较

粗
,

大小不一
,

薄厚不 同
,

呈淡青灰色
,

出

土时多已残损
,

原多堆放于棺上
。

最大者长

37
、

宽 5
.

3
、

厚 0
.

6厘米 ( 图版壹
: 8

,

图二

五 :
5 )

。

三
、

结 语

这次发掘的 26 座墓在其墓葬形制
、

随葬
二

品的基本组合及器形等方面
,

既 有 明 显 差

别 , 又有许多相同之处
,

尤其是一些典型器

物具有较明显的衍变迹象
,

这是分析
、

研究

这批墓葬的重要依据
。

( 一 ) 形制及其差异

这批墓的形制就其基本结构而论
,

有竖

穴土坑墓和洞室墓两大类
。

前者结构相同
,

只有一种形式
,

后者则具有显著差别
:
从竖

穴天井与洞室的位置看
,

一种是洞室挖在天

井长边的一侧
,

洞室与天井之间的中轴线平

行
,

棺木横向推入洞室
,

即所谓平行式洞室

墓
。

另一种是洞室挖在天井短边的一端
.
,

洞

室与天井之间的中轴线重合
,

棺 木顺 向 放

入
,

此即直线式洞室墓
。

这次发掘的平行式

仅 1座
,

天井的长
、

宽均大于洞室的长
、

宽
,

洞室显得很狭窄
。

直线式共 5 座
,

其中 3 座

天井的长
、

宽大于洞室的长
、

宽
,

墓室也很

狭窄
,

另 2 座则前者小于后者
,

墓室较为宽

畅
。

(二 )随葬品的基本组合类型

2 6座墓中
,

除10 座外
,

其余 16 座随葬品

均完整
,

虽然数 目种类不尽相同
,

但各自的

组合关系还是明显的
。

这 16 座墓就随葬品基

本组合器类的质地而言
,

以陶器为主的墓 13

座
,

以铜器为主的墓 1 座
。

M 12 仅铜带钩 1

件
,
不成组合

,

所以下面的讨论实际上只是

1 5座墓的组合情况
。

陶器墓的基本组合类型大致 有 这 样 几

种
:

第一种是陶礼器鼎
、

篡
、

壶
、

豆
、

盘
、

、
、

、 的组合
,

有时伴出国
、

罐
,

有时则无

、 ,

共 6 座 ,

第二种是帝
、

盂
、

罐的组合
,

或 仅 有

孟
、

罐
,

共 2 座 ,

第三种是鼎
、

壶
、

鼠
、

盂
、

罐的组合
,

有时

则不出鼎
,

共 3 座
。

第四种是鼎
、

罐
、

钵的组合
,

共 2 座
,

第五种是击
、

盆
、

瓶
、

罐的组 合
,

1

座
。

铜器墓仅 1 座
,

随葬品较丰富
,

基本组

合形式是鼎
、

壶
、

豆
、

盘
、

~
、

、 ,

与陶器

墓第一种组合比较
,

则无篡
,

但同墓 还随葬

陶器
,

它的组合则是两
、

盂
、

罐
,

又与陶器

墓的第二种组合类型相同
。

很明显
,

上述基本组合类型
,

大体上反映

了各类型墓的时代差异
。

第一种 组 合 与 第

四
、

五两种组合比较
,

前者显然要早得多
。

引人注 目的是
,

陶礼器中鼎
、

篡
、

壶的 I一 W

式
,

~
、

豆
、

“ 的 I 一 l 式
,

都在第一种组

合中共存
,

说明第一种组合及器类延续了较

长时间
。

但是
,

还应该注意的是
,

有些同式

器物存在于不同的组合中
,

如 I 式鼎既出自

第一种组合
,

又见于第三种组合 , I 式扁多

出 自第三种组合
,

但又见于铜器墓的陶器组

合多 W式壶多存在于第一种组合
,

而第三种

组合中也有发现 , C I 式罐则在第四
、

五种

组合中共出
。

这一现象一则说明这些形制的

器物延续时间较长
,

另则又反映出同一时代

并存着不同的组合类型
,

应与墓主人生前的

身份地位有关
。

( 三 ) 分期及断代



根据上面对墓葬形制及随葬品基本组合

类型的分析
,

可将这 26 座墓分为五期
:

第一期 第一种组合的 M S
、

16
、

18
,

共 3 座
。

第二期 第一种组合中的 M 4
、

6 , 第

二种组合的 M g , 第三种 组 合 的 M 17
、

27

与铜器墓 M 26 以及被盗扰的 M 3
、

1 3
,

共 8

座
。

第三期 第三种组合的M Z与 第二种组

合的 M 25 , 仅随葬铜带钩的 M 1 2 . 被盗扰的

M 14
、

1 5
、
艺。

、
2 1

、
2 4以及随葬 品 甚 少 的

M 2 2 ,

共 9 座
。

第四期 第四种组合的 M 6
、

7 及被盗

扰的M n
,

共 3 座
。

第五期 第五种组合的 M 19 及被盗扰的

M Z
、

1 0
,

共 3 座
。

这批墓葬时代的上下限与 1 9 7 7年在高庄

发掘的那批墓基本相 同
,

对应各期的时间也

十分接近
。

第一期 M 16 的 I 式鼎
、

I 式壶
,

M 1 8的 I 式鼎
、

I 式篮
、

I 式壶
,

M S 的 I

式壶
、

l 式娜 分别与凤高 M 12 的 I 式 鼎
,

M 10 的 I 式篡
,

I 式壶相同
,

而 M 18 的 I 式

娜
,

扁
、

颤连沐
,

颤方而帚圆
,

与凤高M 12

的 I 式 “ 相 比
,

更具有早期特征
。

因此
,

八

旗屯西沟道一期墓应与之相当
。

第二期M 4

的 I 式篡
、

l 式壶
,

M S 的 万式篡
、

那式壶

是八旗屯四期
、

高庄二期墓最流行的器形
,

亦

多见于关中其他地区这一时期的秦墓
。

M g

的 I式鼠
、

孟
,

M i 7 的 I 式 扁
、

孟
,

M 2 7

的 I 式毫
、

A l 式罐及 M 26 ! 式 幕
、

I 式

孟
、

A ! 式罐多与十分典型的大 华 耳 壶 同

出
,

虽然这几座墓器物组合较简单
,

器类也

多不同
,

但时代应无差别
。

第三期 M 23 的 V

式壶
、

l 式毫
、

那式孟
,

M 25 的 l 式孟多见

于八旗屯五期和高庄三期墓
。

平行式铜室墓

的形制结构也与高庄三期的此类墓 完 全 相

同
。

第四期 M 6
、

7 的 V式鼎与高庄此期墓

的 F 式鼎相同
,

钵与 79 凤高M Z的钵毫无差

别
,

并均有
“
亭

”
字印文

。

洞室都有封门设

施
,

天井的长
、

宽均大于洞室的长
、

宽
,

也

与高庄此期多数同式墓相同
。

第五期 M 10
、

19 的击
、

既
、

盆 器 形均 见于高庄五期墓
,

M 10 击肩上刻字的方法及内容也与高庄五期

墓的击相 同
。

墓室 已变得宽敞
,

其长
、

宽均

大于天井的长
、

宽
,

也正符合此式墓这一时

期所具有的特征
。

综上所述
,

八旗屯西沟道

五期墓葬的时代大体是
:

第一期 为 春秋 晚

期 , 第二期为战国早期 , 第三 期 为 战 国中

期 , 第四期为战国晚期 , 第五期为秦代 ( 即

秦统一时期 )
,

其上限或早到昭襄王末年
。

( 四 ) 几点收获

这批墓葬是秦都雍城附近继八旗屯
、

高

庄
、

西村等地小型秦墓发搁之后的又一次颇

具规模的发掘
,

所获资料较为完整
,

时代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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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衔接
,

不少器物与已知的典型器之间存在

着明显的衍变关系
,

为进一步深入研究秦国

小型墓的分期提供了新资料
。

如一期墓的 I

式篮
,

外形与77 凤高M 10 的 I 式篡有较大区

别
,

但共为假腹则相同
,

与凤高M 18 的 l 式

篮外形虽然相似
,

腹却不 同
,

后 者 的 腹 不

假
。

又如这期墓的 I 式
、

I 式壶
,

最大径虽

然仍在腹部
,

与凤高M 12 I式壶相 同
,

但其

长方口已有明显的外斜趋势
,

显然有向76 凤

八 B M I O 3 1 式大华耳壶发展的迹象
。

再如

此期墓的 I 式
、

I 式鼎
,

虽然与凤高M 12 的

I 式鼎极相似
,

长方附耳仍贴于口沿之上
,

但 已能看出耳与器沿间正出现着间隔
,

向双

耳离开器沿方向发展
,

与凤八 B M I时 的 孤式

鼎的衍变关系更加明显
。

凤 高 M l 。
、

M 12

和凤八 B M 1 0 3
、

凤高 M 18 分别是凤 翔 地 区

已知最为典型的春秋晚期与战国早期秦墓
,

因此
,

上面所举八旗屯西沟道的那些器物是

居子这两个时期之间而略早的个体
,

具有承

前启后的特征
,

有一定的典型意义
。

八旗屯

西沟道所出具有这一特征的器物
,

不仅一期

墓中出现
,

其他各期也不乏其例
。

因此
,

这

批墓葬的发掘
,

填补了某些器物衍变系列的

空白
,

为较详尽地编绘秦国小型墓各类器物

衍变图谱增加了新的品种
,

对深入研究小墓

的分期断代有一定作用
。

在以往的秦墓发掘中
,

象M 26 这样完整

的铜礼器组合形式
,

尚属少见
,

而在战国早

期秦墓中更是仅见的一例
,

具有一定的典型

性
,

对于研究秦国铜器墓无疑是有帮助的
。

另外
,

各种形式的铜带钩
,

无论是表现

鸭
、

蛇
、

虎
、

鹿等动物的静态
,

还是刻划双蛇盘

绕之动态
,

都很生动退真
,

反映了工匠们在

雕塑艺术中的写实精神
,

铜带饰件
,

镂刻精

细
,

纹饰多变
、

流畅
,

高度图案化
,

既体现

了工匠们高超的技艺
,

又反映了艺术家们浪

漫主义的情趣
。

展翅飞翔的陶鸽
,

用白色圆

点象征纯净洁白的羽毛
,

用白圈红点衬托大

而 明亮的眼睛
,

用白颈
、

红咏概括这种飞禽

温 良的性格及令人宠爱的仪丧
。

艺术家的这

种色调设计
,

大大的增强了整个艺术品的感

染力
,

体现了古代艺术家的聪明 才 华
。

另

外
,

作品造型生动
,

栩栩如生
,

是艺术家经

过长期观察
,

在熟悉了雕塑对象的各种形态

后
,

摄取家鸽在天空翱翔之一瞬而精心制作

的
。

充分反映了作者对艺术的炽热追求和美

好愿望
。

这些艺术品
,

是研究秦国物质文化

和精神文化必不可少的佳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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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8 1
。

0 0 1
。

9 0 x 东
1
。

西 1
。 ;;

一 1
.

00

卜
.

x30 歇 ;;
一 ?

{
上
廊

J任0连
月̀任一甲.nó八Uē U一马自O口ù吕几O,古勺自0OU一O自

内Jl上乃自一J任叮口q自,目,曰勺自宁曰,占一Q目,曰O翻O自一移臼Ò弓口,自

穴竖

3
。

2 4 x 奎2

四 2 一 4
。

2 0 [0
.

3 0 一 0
。

3 6 0
。

9 0
2

.
4 o x

敲;言
一 ?

卜.24
x

默笼
一 ?

北 }不明

九匕nU人D八U1
.

一1上QUQU

.

…东西XnU

塑
!

添盯片冲哗
一喃l厂网
l3

·

茎6

2
。

7 4

x Z
。

5 0

{3
.

6 s x

1
。

9 8

西 2
。

东2
。

西 2
。

东2
。

一 4
.

2 0 }0
。

2 6 一 0
。

3 0 1
。

3 0 2
。

2 0 x l
。

4 4 一 ?

二 5
.

1 0{0
.

2 2 一 0
.

4 0

0
。

8 0 2
。

7 2 x 东
1
。

3 6

西 1
。

4 0
一 ?

乃乙ODO八“
的O,11.上nù

3
。

4
。

x

2
。

4 5 x
东 1

。
4 8

西 1
.

2 0

,

1
一 1

.

4。}3
。

6 4 x 3
。

0 0

3
.

, 5 、

豁 ; l
一 4

.

2 5

竖穴穴竖竖穴一洞

3
。

2 0 x l
。

2 8一 1丹 6
一

4 0 x Z
。

4 8

8 0 K l
一 4

。

0 0 ? 不明 }不明

2 7
.

6 x 0
。

8 4一 1
。

3 0

3
. `。 ·

豁
东 1

。

西 1
。

一 2
。

3 0 2
。

6 8 x 0
。

7 9 一 ? 上 }男

撑一一掉
、

撑无一无一无

70一60348664

室一洞室一洞

2
。

8 0 只

4
。

4 0 X Z
。

0 0一
东 1

。
2 0

西 1
。

1 0
2
。

7 5 x Z
。

0 0 一 4
。

5 4 4
。

2 1 X l
。

6 6一 0
。

9 2 三三噩轰宜}困亘
室一室洞

3
。

0 4 x 1
.

44 一 1
。

8 0 无 撑 1
。

9 8 x o
。

64 一 ? 上 }不明

2
.

8` x

缸: ;
一 1

. 。。

2
。

4 0 x o
。

9 6一 5
.

2 0

墓上取土时挖掉 2
。

8 4 x 东
1

西 1

。

子生
一 :

一任 U
不明 {不明

洞室竖穴

①凡此格内有二行数字者
,

上行数字是墓口的尺寸
,

下行数字则是墓底的尺寸
。

★在洞室墓中此栏数

3 0



I壶
:、

I豆 .、

互豆 :、

盘 :、

I ~ :、

I娜 :、

A l罐鼎困 x万
仰身屈肢

侧身屈肢

侧身屈肢

1蒸
,

石圭
: 、

I 铜带钩
: 、

铜削 : 、

煤精柱
: 、

石塞
: 、

石环 : 、

l 式铜带钩
:

F 鼎
: 、

A l 罐
:

F 篡
: 、

F 壶
:

厂孙豆 : 、

盘
: 、

、

l 困
: 、

石圭 . 、
l 铜带钩 :

I 一 : 、 I 娜 ( 残 )

不 明

侧身屈肢

x 扁 : 、

I 盂
: 、

A l 罐 、 、
互铜带钩 : 、

V铜欲
: 、

骨替
:

A I 罐
: 、

l 国
: 、

万园 : 、

石圭
: 、

u 铜带钩
:

W壶
: 、

1 扁
: 、

I 孟
: 、

D I 罐
: 、

器盖
, 、

石圭 。 、

1 铜带钩
: 、

砺石
:

铜铜幻百网I铜-I

侧身屈肢

鼎
, 、

I 铜鼎
: 、

I铜壶卜 I 铜壶
: 、

铜豆
: 、

I 铜盘
、 、

I 铜盘
: 、

I 铜~
: 、

: 、

铜削
。 、

铜戈
: 、

铜剑 1 、

铜盆 1 、

铜泡
, 、

I 铜链
, 、

1铜链
: 、

铁
: 、

F铜铁
: 、

砚铜银
: 、

铁环
。 、

铁带饰
: 、

玉璧 , 、

楔形玉器卜
1 、

I 孟
. 、

一孟
: 、

A t 罐 . 、

A 万罐 , 、

残罐
: 、

石圭
, s

不 明 1 鼎
: 、

F壶 : 、

I 篇
: 、

I 盂
: 、

A l 罐
: 、

A 百罐
。 、 D l 罐

: 、

三足罐
: 、

盂形 罐
:

仰身屈肢

侧身屈肢

X铜带钩
:

,

忍

1

铜

、 ( 残 )
、

铜泡
: 、

铜带饰
: 、

铜削
:

铁带钩
: 、

铁镭
: ( 填土 )

、

水晶环
:

一晶镯

不 明 I 扁
: 、

互孟 : 、

石圭 : :

_
—

l

一
l

—
l

—不 明 石圭
,

不 明 石圭
:

仰身屈肢 小件铜片
: 、

石圭 : 、

漆器 ( 未收 )

侧身屈肢 V 壶
: 、

班扁、 、
F 孟 : 、

A 万罐
. 、

铜带饰
: 、

石圭
:

叫侧身屈肢 }

一
.

国三…二二
! 孟

: 、

A 那罐
: 、

B l 罐
: 、

B I 罐 : 、

石圭 : : 、

羊骨 ( 未收 )

屈 肢 V鼎
: 、

B U罐
: 、

C l 罐 : 、

D l 罐
: 、

钵 , 、 铜盆 : 、

V 铜带钩 -

屈 肢 V鼎
: 厂

填土 )
、

B I 罐
. 、

C l 罐 : 、

D x 罐
: 、

钵
: 、

钵: (填 )
、

铜勺 : 、

铜整
:,卜

仰身屈肢

屈 肢

仰身屈肢

I 孟
: 、

钵
: 、

泥质盆
:

(未收 )
、

泥质车轮
: 、

漆器
: (仓盒 )

、

玉带钩
: 、

鸽
:

击
: 、

盆 : 、

既
: 、

C l 罐 : 、

铁釜 : ( 残 )
、

铜半两钱
: 。

屈 肢 l一
A F 罐

: 、

e 一罐
: 、

釜 卜 击
: 、

1一「万 {

—_鱼
1、

.

甄
: ;

一薰
: :

遂打
,

然削
: ~

_ _
二 .

_ _
_ _ ~ 二

_ _
_

.

_ _
. _ _ ~

.

_ 二 _

比
.

上止山
_ _

_字表示洞室长
、

宽
、

高
。

* ★在洞室墓中此栏数字表示天井的长
、

宽
、

深
。

侧.

户
3 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