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陕西凤翔发现春秋战国的青铜器窖藏

赵 丛 苍

近年来
,

在陕西省凤翔县境内的故雍城

近郊及县境内出土了一批春秋战国时期秦国

青铜生产工具
,

对于研究秦国生产力发展情

况及其相关问题
,

有一定价值
。

现介绍于后
。

1
.

19 7 3 年 3 月
,

城关镇北街大队六队农

民在该队田间打井时
,

于距地表约 4 米深处

挖出一堆青铜器
,

可能为一窖藏
。
除出各类

生产工具计 10 件外
,

还有兵器
、

马饰等 28

件
,

一并叙述如下
:

斧 ( l)
、

( 2 ) 1 号斧侧视为楔形
,

弧形

双面刃
,

长方形黎
,

卖 口沿一道箍
,

斧身两侧

有竖脊一道
,

卖一面有一长方形小孔
,

通长

1 0
.

5
、

刃宽 4
.

4
、

厚 0
.

1一 0
.

5
、

黎深 5 厘米
。
黎

内有木柄未朽 (图一
, 3 )

。 2 号斧亚腰形
,

弧

形双面宽刃
,

体较短
,

长方絮
,

奚 口沿一道箍
L

,

囊部残
,

黎一面有二横长方形孔
,

以固柄
,

长

8
.

6
、

刃宽 5
.

1
、

厚 。
.

1一 2
.

6 、 奚深 5
.

6厘米 (图

一
, 4 ; 图三

, 2 )
o

板斧 1 件
,

残
,

只存刃部
,

薄片状
,

刃缘

略作弧形
。

残长 ,
、

刃缘宽 6 1
、

厚 0
,

1一 .0 5

厘米
。

刃缘有由于使用而遗留的小缺 口 (图

一
, 1 : 图三

,

3 )
。

铸 ( 1)
、

( 2 ) 侧视为楔形
,

单面弧形刃
,

长方形雾
。

其中 1 号铸霎口沿有一道箍
,

一

面有固铆钉的长方形小孔
,

象内有木柄残留

痕迹
,

长 1 0
·

3
、

刃宽 4
.

1
、

厚 0
.

1一 1
.

8 、

囊深 5
.

,

厘米 (图一
, 5 ; 图六

, l )
。 2 号铸黎部两面各

有一长条形小孔
,

通长 9
.

4 、

刃宽 4
.

2
、

厚 。
.

1一

1
.

5 、 雾深 5
.

3 厘米 (图一
, 6 ; 图六

, 2 )
。

凿( 1 )
、

( 2 ) 1 号凿侧视为楔形
,

双面平

刃
,

刃部较器身微宽
,

长方形絮
。

通长 11
.

3
、

宽

一 4 、

厚 0
.

1一 2
.

5 、 粱深 4 厘米 (图一
, 8 ;图五

,

石)
。

刃缘有使用痕
,

雾内含木柄未朽
。 2 号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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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视作直长条形
,

侧视为弧形
,

正面窄
,

侧面

宽
,

刃缘平齐
,

奚断面为梯形
,

囊与凿身分界

明显
。

长 19
.

4 、

身宽 0
.

5 、 厚 .0 8
、

翌外高 6 、 内

深 5
.

6厘米 (图一
, 1七 图五

,

l)
。 此凿保 存

甚好
,

刃缘锋利
,

光亮如新
。

夹刻刀 1 件
。
平视如 匕首

,

正面作弧

凹状
,

背面近平
,

背正中有一竖直窄棱通至器

两端
,

末端平齐
,

近尖锋处的两侧做出薄刃
,

前聚成尖
,

刃极锋利
。

无锈处仍光灿夺 目
。

长

15
.

3
、

宽 2
.

4
、

厚 0 4 、

刃部长 , 厘米 (图一
, 1 2 ;

图五
, 4 )

。

此器由于刃部尖利
,

剔
、

挖
、

刻
、

戈J兼能为之
,

凹槽易使剔弃物排 出
,

利用率很

局
0

角刀 2 件
。

形制相同
,

大小有别
。

条

形薄片状
,

末端窄
,

往前渐宽
,

斜角刃
,

刃尖而

锋利
。 1 号长 18

.

6
、

宽 .2 5 、 厚 .0 3 、

刃宽 .3 2

厘米 (图一
, 13 ; 图五

, 3 )
。

2 号长 1 1
.

7 、 宽

l一 r
.

5
、

厚 0
.

2一 0
.

4 厘米 (图一
, 15 : 图三

, 1)
o

此类刀主要作切割用
,

兼可铲
、

刮等
,

末端有

敲砸痕
,

可见曾用锤敲打过
,

不过以手直接握

持使用亦很便利
。

此二刀根据切割对象的不

同需要
,

配套使用
。

·

戈 1 件
。

直内
,

短援上斜
,

援上缘略作

弧形
,

锋稍圆钝
,

中胡二穿
,

阑内侧上部有一

半圆形孔
,

内正中有一窄长横穿
,

穿右阴刻一

凤鸟纹 (图一
, 9 ;图五

, 1 2 )
。

链 巧 件
。
有三棱式

、

双翼式
、

平头式

三种
:
三棱式 9 件

,

长 .6 4一 16
.

2 厘米不等
,

体短者关亦短
,

体长者关甚长 (图一
,

1 7一 20
、

24 ;图七
,

中 )
。

双翼式 3 件
,

链身上下宽度基

本相等
,

有血槽
,

刃极锋利
,

一件叶长出关外
,

长 8
.

6 厘米左右 (图一
, 2 、 2 ;1 图七

,

中)
。

平

头式 3 件
,

身
、

挺皆作圆柱体
,

平首
,

长 n
.

4一



图一 凤翔城关镇 出土窖藏青铜器 ( 3洲
、
9

、
1 2一 1 4为 l/ 5

, 余均 2 / 5 )
1

.

板斧 2
、
17一 2 1

、
2 3

、
2斗

.

铁 3
、
4 斧 5

、
6 铸 7

.

铜泡 8
、
14

.

凿 9
.

戈
10

.

方策 1 1
、
16

.

带饰 12
.

夹 刻刀 13
、
15

.

角刀 2 2
.

盖弓帽

14 厘米 (图一
, 2 3 ;图七

,

右 )
。

厚 0 1厘米 (图一
, 1 1 ; 图八

, 2 下 )
。

一件为

盖 弓帽 3 件
。

形制基本相同
。
大者长 扁圆管状

,

两面各以高起的羽状云纹组成一

6 、 口径 1
.

1 x l
`

4 、

小者长 .2 8
、
口径 0

.

8 X l 厘 小兽面
,

两侧饰曲线纹
。

长 1 8
、

宽 1
.

9
、

厚 0
.

6
、

米 (图一
, 2 2 )

。
壁厚 0

.

1厘米 (图一
,

1 6 )
。

泡 , 件
。

有三种样式
:
一种泡面圆鼓

,

方策 2 件
。

长方框
,

长边伸出一兽首

背一横穿
。

面中部以双线同心 圆划分为两区
,

形扣臂
,

兽之眉
、

目
、

鼻
、

嘴
、

角用浮雕手法做

内区饰云纹及鸟形纹
,

外区饰四组叶蔓纹
,

花 出
,

刻镂精细
。

宽 .2 7 、 高 1 9 、 兽首高 1
.

8 厘

纹繁褥细密
。
直径 .3 5

、

厚 .0 9
、

壁厚 0
.

巧 厘 米 (图一
,

10 ; 图八
, 2 上 )

。

米
。

一种泡面微弧鼓
,

边沿一周仰瓦状阶
,

面 上述各类生产工具及兵器等
,

其中 1 、 2

饰双层花纹
,

以密布的小钉刺组成一周弧曲 号两个铸与洛阳中州路① 出土 的 Iv 式锈相

形带状地纹
,

其上布施高起的羽状云纹
,

线条 近
,

戈与中州路 W 式戈相似
,

双翼
、

三棱
、

平

流利而生动
。
背一横梁

。

直径 4
.

2 、

厚 1 1
、

壁 头式三种锨的形制亦分别与中 州 路的 11 式
、

厚 0
.

1 厘米 (图一
, 7 ;图八

, 1 )
。

第三种 3 件
,

W 式
、

vi n 式镶相似
。

角刀与山彪 镇一号墓

形制相同
,

泡面弧鼓
,

背一横梁
。
面边沿一周 葬⑧ 所出的

“

刻镂刀
” 形制基本相同

。

铜泡

凹弦纹
,

内饰联作的卷云纹
,

线条粗深
。
直 等车马器与河南固始侯古堆东周墓⑧及凤翔

径 .2 6厘米左右
,

厚 0
.

8 、 壁厚 .0 2 厘米
。

马家庄秦国宗庙遗址④ 出土的金 泡 等 器形
、

带饰 2 件
。
一件为兽面形

,

面以阴线 花纹相似
。

这些墓葬及遗址出土物
,

时代可

刻划出兽之耳
、

目
、

眉
、

嘴
、

鼻
,

二 目之间密布 定在春秋晚期至战国早期
,

故此窖藏所出各

小钉刺
,

背一横梁
。

宽 4
.

3
、

高 .3 2
、

厚 0
.

6
、

壁 类铜器时代亦应属这一时期
。

, 3 3 8 考 古



2
.

除上述窖藏青铜生产工具与兵器外还

零星地出土和征集到一些
,

简述于下
。

削 2 件
。 1 9 7 8 年出土于城关镇北街

。

1 号削作弓背
,

尖首
,

细柄环首
。
通长 2 7

、

刃

长 15 厘米 (图二
, 1 ;1 图五

,

s)
。 2 号削凹

背
,

翘尖
,

细柄扁环首
。

通长 22
.

2 、

刃长 15 厘

米 (图二
, 1 2 ;图五

, 9 )
o

钻 1 件
。 1 9 8 3 年出土于城关镇北街

。

方尘
,

尖首
,

四棱体
。

长 11
.

3
,

翌边长 0
.

9 、

深

3
.

2 厘米
。

此器尖端使用痕迹明显
,

据观察
,

它既可用锤敲击冲眼
,

亦可旋转钻孔
。

凿 ( 3 ) 与钻同时出土
。

其形制与前述

窖藏中 2 号凿基本相同
,

只是器体较小
。

长

1 2
.

4 、

身宽 0
.

3一 0
.

5
、

厚 0
.

7
、

絮外高 5
、

深 4
.

8

厘米
。
保存甚好

,

刃缘锋利 (图二
, 9 ; 图五

,

2 )
o

凿 ( 4 ) 与钻同时出土
.

。

正视为长方形
,

侧视楔形
,

体很小
。

方卖
,

黎口一道窄箍
,

卖

下一面有一细小孔
,

以铆钉固柄
。
身长仅 .4 8 、

宽 0
.

9 、

厚 1
、

卖深 3
.

9 厘米 (图二
, 3 ; 图七

,

左 )
。

镑 ( 3 ) 1 9 8 4 年 出土于城关镇北街
。

体

较宽
,

弧形刃
,

侧视为楔形
,

单面刃
,

铸体一面

有一三角形孔
,

另一面有一长条形孔
。

长 8
.

8 、

身宽 3 、

刃宽 4
.

5 厘米 (图二
, 2 ; 图六

, 5 )
o

以上 6 件器物
,

其中削与山彪镇一号墓

所出铜削及凤翔高庄一
、

二期秦墓⑥ (春秋晚

至战国初 )出土的 I 式削形制相似
,

镑
、

凿与

北街窖藏中同类器基本相同
。

出土地点亦与

窖藏相距很近
,

说明这几件铜工具与该窖藏

有一定的关系
。

攫 1 , 件
。 19 7 7 年南指挥公社八旗屯大

图二 凤翔零星出土青铜器 ( 3
、
8
、
9
、
10

、
13 为 2 15

, 余均

t
.

斧 2
、
4
、
5

.

铸 3
、
8
、
9
、
13

.

凿 6
·

锯 7
·

锁 10
.

双头斧

I / 5 )
1 1

、
12

.

削

队出土
。

其形制是
,

圆箔形长盈
,

黎正面

中部有加固木柄的钉孔
,

镬身长条形
,

前

窄后宽
,

正 中有一竖直长脊
,

脊横断面近

半圆形
。

长 22
、

宽 .2 8一 5 厘米
,

黎长 6

厘米 (图二
, 7 ; 图五

, 1 1 )
。
此种器物过

去很少发现
, 1 9 7 8年甘肃灵台县景家 庄

秦墓④ 出土一件
,

形制与此件基本相同
,

只是鞋和脊均为方形
,

镬身前后宽窄一

致
。
到 目前为止

,

此种器物仅见于甘肃

东部
、

陕西西部的秦墓及秦遗址中
,

而未

发现于其它地区
,

可知此器系秦国特有

的铜工具
。

关于这种工具的 使 用 方法
,

由于镬本身重量较轻
,

雾
、

刃间的角度亦

过大
,

若作挖刨
,

极难使用
。

而疏松土壤
、

兼用铲除杂草
,

则较适用
。

使用方法
,

可

能是握持长柄
,

朝前推铲
,

很为省力
。

此镬形制较灵台所出者似为 先进
,

因圆霎较之方奚安柄更为方便
,

稍窄的

刃端和半圆形脊棱更易人土
,

故此器时

代应稍晚于灵台所出者
,

约属春秋中晚

期
。

锯 1 件
。 19 7 8年 出土于八旗屯大

队七队田中
,

距镇出土地点不远
。

长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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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

角刀 2
.

斧 3
.

板斧

图 三

薄片状
,

单面刃
,

背部平
。
长 24

、

宽 6一 6
.

7 、

厚 。
.

1 厘米
。

锯齿锋利
,

齿槽深 0
.

2
、

齿根宽

在25 厘米左右 (图二
,

;6 图五
, 10 )

。
此类锯

t

在河北平山⑦
、

河南信阳⑧ 等地的春秋战国

墓葬均有出土
,

形制基本相同
,

故此锯时代

大体在春秋晚期至战国早期
。

这种锯可能是

夹在木柄中使用
,

相当于现在的手锯
。

以上二器出土地点
,

位于雍水南岸
,

隔河

与雍城相望
,

属都城近郊
。
这一带密集地分

布着春秋战国时期秦国中
、

小型墓葬
,

镬
、

锯

二器很可能系秦墓中的随葬品
。

斧 ( 3 ) 1 97 3年由县农副公司铜库征集
。

长方体
,

圆弧刃
、
侧视作楔形

,

方奚
,

两侧正中

有一竖直尖棱
。

通长 7
.

4 、

身宽 3
.

6 、 刃宽 4
.

4 、

囊深 4
.

6 厘米 (图二
,

;l 图六
, 6 )

。

此斧与湖

南湘潭春秋早期墓@ 出土的铜 斧 形 制相同
,

其时代亦大致相当
。

图 四

—
镇 ( 4 ) 1 978 年由县农副公

司东关废品收购站征集
。

长条形
,

侧视为楔形
,

单面弧刃
,

方黎
,

至

部两面各有一三角形孔
。

长 9
.

9
、

刃宽 .3 3
、

身宽 2
.

6
、

黎深 7
.

夕
、

厚

.0 1一 2 厘米 (图二
, 4 ; 图六

,

4 )
o

凿 ( 5) 19 74 年 由县农副公

司东关废品收购站征集
。

长条形
,

侧视楔形
,

平刃
,

方要
。

长 6
.

1 、 宽

1
.

7
、

羹深 4
.

7 厘米 (图二
,
8 )

o

以上二器
,

与前述城关镇北

街所出 2 号镑特征相似
,

时代亦

基本相同
。

双头斧 1 件
。 1 9 7 2年由横水供销社废

品收购站征集
。
中为椭圆形黎

,

奚上部鼓起
,

与斧身融为一体
,

往下延伸 出一段
。

斧身上缘

呈微弧形
,

中有平脊
,

两端有陡坡状的刃
。

通

长 14
.

4
、

高 .3 9
、

刃宽 1
.

6厘米
。

黎面竖排双线

勾联雷纹
,

下端一周索状纹
,

两面各有一小圆

孔
。 囊上部一面正中刻一

“ ][
` ’

形符号
,

笔划

纤细 (图二
, 1;0 图五

, 7 )
。
卖内有木柄遗痕

。

凿 ( 6 ) 与双头斧同时征集
。

长方形囊
,

器身一面平
,

另一面作弧形延向刃端
,

形成单

面刃
。
器中部两侧宽出 。

.

1 厘米
,

侧视为屋

脊形
,

两面各有一固柄的细小钉孔
。

长 9
.

8 、

刃宽为 2
.

6 、

侧厚 0
.

1一 2
、

黎深 5
.

2 厘米
。

此凿

制作精致考究
,

雾外面饰花纹
:
上端一道凸

起的箍
,

箍上密刻折线纹
,

其下饰菱形
、

卷云

折线等几何纹饰
。

较平的一面的中下部竖刻

一
“ s ” 纹 (图二

,

1 3 ;图四 ;图五
, 5 )

。

以上二器
,

可与之相比较的同类器较少
,

其所饰花纹与陕西宝鸡市福临堡L 、

宝鸡县

西高泉村春秋早期墓 0 出土铜
、

陶器的花纹

相似
,

故此二器的时代较早
,

约当春秋早期
。

`

镑 (约 19 7 2 年由横水供销社废品收购

站征集
。

侧视为楔形
,

方黎
,

单面刃
,

絮上部

两面 各有固柄的钉孔
。

长 9
.

2 、

刃宽 3
.

8 、

厚

0
.

1一 1
.

9
、

羹深 4
.

8厘米 (图二
, 5 : 图六

,
3 )

。

考 古



1
.

凿 2
.

凿 3
.

角刀 4
.

夹刻刀 5
.

凿 6
.

凿

了
。

双头斧 冬
。

肖叮 ,
。

肖U

l 丈找犯

五

1乙
·

戈

此锈与城关镇北街 出土的 2 号铸形制相同
。

上述凤翔县境内出土的青铜生产工具
,

大都 出自故雍城近郊
,

经过与各地考古发掘

的同类器及有关器物的比较
,

其时代不超出

春秋至战国时期
。

凤翔在春秋战国时期称雍
。

据 《史记
·

秦本纪》
: “

德公元年
,

初居雍城大郑宫
” 。

正

义引《括地志》云 : “

岐州雍县南七里故雍城
,

秦德公大郑宫城也气 雍县即今凤翔县
。

经

第 牛 期

考古钻探发现
,

故雍城北垣被压在今凤翔县

城南城墙之内
,

南垣距县城六里多
,

与《括地

志》记载基本吻合 O
。

从秦德公元年 (公元前

6” 年 ) 至秦献公二年 (公元前 3 83 年 )
,

这里

为秦国都城所在地
,

秦十九 公 在 雍经 营 了

近三百年
,

是秦立国后建都时间最长的地方
。

这里有规模巨大的雍城遗址和为数众多的秦

国大
、

中
、

小型墓葬
,

各种秦遗址遍布全县
,

秦
人遗 留下来的文化遗物非常丰富

。

琅据考古



1
.

蜻 2
.

镌 3
.

锈

裔藏及附近所出者
,

_

是已经能够配套

使用的较完备的一套手土业工具
。
如

宽薄刃的板斧和厚身窄刃的斧
,

形制

相同而大小有别的角刀及弧身凿与大

小不同的直身凿等
,

都是同类器中又

根据需要的不同而设计的不同式的配

套器物
。
另外

,

象双头斧
、
S 纹凿

、

弧

身凿
、

夹刻刀等
,

都是制作考究的精美

之品
,

为秦国富有特色的工具
。

值得

注意的是
,

双头斧这种工具
,

也常出于

内蒙古等地的东周时期的匈奴墓葬中

。 ,

是匈奴族富有代表性的器物
,

简报

和报告上一般称作
“
鹤嘴斧” 。

秦 与匈

奴都有这种东西
,

当然是很有意思的
。

这批制作精致的青铜工具
,

显示

了秦国青铜冶铸艺技的高水平
。

毫无

疑问
,

生产工具是用于再生产的
。
因

此
,

它又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秦国手

工业生产的发展情况
,

可窥见秦国社

会生产力发展之一斑
。

而且
,

这群比

较完备和富有特色的生产工具
,

仅是

现今发现的一部分
。

这无疑对习惯上

认为秦国生产力发展落后的论点
,

提

供了反证
。

同时
,

北街青铜器窖藏的地点
,

距

斗
.

镇 5
.

镇
图 六

6
.

斧

发掘与研究
,

凤翔境内所出春秋战国时期文

物
,

一般都被指为秦国文化遗物
。
上述生产工

具
,

尤其是北街窖藏及其附近所出的器物 中

如铜削
、

锈
、

马饰铜泡以及八旗屯所 出的镬等

器物
,

与凤翔及各地现已出土的确认为秦国

文物的标本基本相同
。

因此
,

这批生产工具基

本上可以断定为春秋战国时期秦国的遗物
。

据以上生产工具种类看
,

除镬属农业生

产工具外
,

其余均为手工业工具
。
类型多样

,

数最较大
,

是秦文化考古中一批较集中的重

要资料
。
它为我们了解秦国手工业生产工具

的种类及用途增添了新的资料
。

特别是北街

图 七

左
.

凿 中
、

右
.

傲

考 古



1
.

铜泡 2上
.

方策 2下
.

带饰

图 八

古雍城北城墙不足一公里
。

窖藏及其附近不

断出土青铜手工业生 产工具
,

不能不引起我

们的注意
。

窖藏中的工具
,

除个别残损外
,

大部分保

存完好
,

同窖所出的兵器
、

马饰等
,

亦是精美

而未残损之品
,

有些甚至明亮如新
,

也不是作

为废品处理的对象
,

故此窖藏似应作为一整

套生产工具保存和财富储存的可能性较大
。

据实地调查
,

窖藏及其附近 出铜工具的

地点
,

部分断崖处和地面上见有夯土和战国

时期瓦片等遗迹遗物
,

由此推断
,

此处很可能

是春秋战国时期秦国一处手工业作坊
。

而窖

藏及其附近所出的生产工具
,

似应在此作坊

范围内
。

秦都雍城遗址的发掘已持续近十年
,

出土了包括各类制作精美的铜器在内的众多

的文化遗物
,

取得了很大的收获
,

但手工业作

坊及青铜冶炼遗址至今是个谜
。
而北街窖藏

及其附近青铜生产工具 出土地点的发现
,

为

我们寻找秦国雍城遗址的手工业作坊
,

进而

探讨雍城遗址的布局
,

提供了重要的线索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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