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凤翔马家庄一号建筑群遗址发掘简报

陕西省 雍城考古队

凤翔县纸坊公社马家庄大队
,

地处秦故

都雍城的中部偏南
。

一 号建筑群遗址位于马

家庄第九生产队村北约 0
.

5公里的 台 地 上
,

北距凤翔县城 1
.

5公里
,

东 距 纸 坊 河 2
.

6公

里
,

南距雍城南墙 1
.

4公里
,

西跟姚 家 岗春

秋秦凌阴遗址约 1公里
,

距雍城西墙约 1
.

3公

, It ( !冬1
一
)

。

马家庄遗址西部
、

北部
、

中部地
尹

势较高
,

较平坦 ; 东部略低
,

呈缓坡状
。

由

于大量取土
,

遗址的南部形成高 4米 多的断

崖
,

中部东西两侧亦出现两条 3 米多深的大

沟
,

使遗址遭到破坏
。

遗址现东西长 1 60 多

米
,

南北宽 9 0多米
。

1 9 8一年 3月至 19 8 4年初
,

陕西省雍城考古工作队在这里开 10 x 10( 米 )

的探方 84 个
,

发掘清理面积 7 , 0 00 多平方米
;

先后发现建筑群遗址两处 (暂编为
:

一号
、

二号 ) 及祭祀坑
、

窖穴等遗迹
,

出土板瓦
、

筒瓦等建筑材料和金
、

铜
、

陶
、

玉
、

牙
、

石

器一批
。

现将一号建筑群遗址的发掘情况简

报如下
。

二号建筑群遗址及其它情况拟另文

叙述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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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一 乡家庄一号建筑群遗址位置示意 图

1
.

春秋秦一号建筑群遗址 2
.

春秋秦凌阴遗址

一 地层堆积

一号建筑群遗址地层比较单纯
,

内涵亦

不太复杂
。

各探方地层堆积基本相同
,

大体

可分为五层
。

以横贯东厢中部 的 剖 面 为例

(图二 )
:

第一层
,

耕土层
,

厚 21 一 50 厘米
,

土质

松散
,

呈黑褐或灰褐色
,

内 夹 杂 有 植物根

系
。

第二层
,

扰土
,

厚 10 一 62 厘米
,

土质较

松散
,

上色浅灰
,

内出有汉代粗绳纹瓦片
、

五

针钱
、

唐代瓷片
、

宋代铁钱
、

瓷片等
,

春秋

秦的瓦片亦杂于其中
。

第三层
,

春秋堆积层
,

厚 15 一 4 8厘米
,

土质较坚硬
,

呈黄褐色
,

内杂板瓦
、

筒瓦残

片及大量碎夯土块
。

第四层
,

为建筑的地 下 基 础
,

可分为

A
、

B 两层
。

A层 厚 40 一 1 10 厘米
,

黄色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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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二 东厢 中部剖而图

耕土 2
.

扰
_

{
_ 3

.

春秋堆积 4
.

踩踏面 5
.

W A层夯土 6
.

U B层 红土 7
.

生士

土
,

土色纯净
,

土质坚硬
,

夯 层 厚 8一 14
、

夯窝直径 3一 5厘米
。

B层
,

较坚硬 的 红色花

土
,

厚 60 一 1 90 厘米
,

局部地 区经过轻夯
,

夯

层
、

夯窝均不明显
。

第五层
,

黄色生 上
。

二 建筑布局

一号建筑群遗址大门
、

中庭
、

朝寝及亭

台由南向北依次排列
,

形成建筑的中轴线 ;

东西两侧配置厢房
,

左右 对 称
; 东

、

西
、

南
、

北四面环以围墙
,

形成一个全封闭式的

建筑群
。

整个建筑群北偏东 20
“ ,

平 面 为长

方形
,

布局井然有序
,

规矩整齐 ( 图版壹 ;

图六 )
。

大门

由门道
、

东西塾
、

东西半塾
、

回廊
、

散

水等部分组成
。

由于大门南半部残损
,

南散
·

水
、

南回廊等均已无存
,

南墙仅保留部分
,

因而
,

大门南北迸深及南北散水外沿间距已

不可知
,

大门东西面阔 (东半塾外墙至西半

塾外墙 ) 1 , 8 80 厘米
,

大门东散水外沿至西散

水外沿全长 2 , 3 50 厘米
。

「1道 居大门正中
,

面阔3 3 5
、

残存进深

69 5厘米
,

为一长方形通道
。

现存门 道 南端

有东西向的门限凹槽一道
,

长 2 5 5
、

宽 25
、

深

12 厘米
。

贯通门道中部有宽 2 5 0
、

长 69 5厘米

(残 ) 的一条踩踏面
。

踩踏面东西两侧
,

各

有圆形柱洞一列
。

东侧柱洞 七 个 ( D 12 0一

1 2 6 )
,

西侧柱洞六个 ( D l l 4一 1 1 9 )
,

东西柱

洞基本对应排列
。

东西塾 在门道两侧
,

形制相同且东西

对称
。

平面均为长方形
,

与门道相连的东塾

西侧和西塾东侧无夯土墙
。

东塾内南北进深

3 0 0
、

东西面阔 3 60 厘米
。

东 塾 东 墙厚 90 一

1 0 0
、

南墙 (亦大门南墙
,

下同 ) 残厚 50
、

北墙厚 90 一 92
,

各墙残高约 35 厘米
。

西塾南

北进深 3 2 0
、

东西面阔 3 5 0一 4 6 0 厘 米
。

西塾

南墙残厚 3 8
、

西墙厚 8 0一 8 5
、

北 墙 厚 7 5一

9 5
、

各墙残高 2 0一 2 5厘米
。

东西半塾 东西对称地配置在东西塾的

两侧
,

形制亦基本一致
。

平面为长方形
,

北

侧均无夯墙痕迹
。

其进深 仅有 东 西 塾 的一

半
,

故暂称
“
东西半塾

” 。

东半塾内东西面

阔 2 0。
、

南北进深 15 5厘米
。

东 半 塾 东墙厚

8 0一 90
、

残高 38 厘米 ;
南 墙 残厚“

、

残高

40 一 46 厘米 ; 西墙即东塾之东墙
。

西半塾内

面阔 1 9 0
、

复原进深 16 5厘米
。

西半塾东墙与

西塾之西墙共用
,

南墙已荡然无存
,

西墙厚

7 0一 8 5
、

残高 3 7厘米
。

回廊 因大门南部被破坏
,

南回廊全无
,

东西回廊亦不完整
,

北回廊保存较好
,

门道

由其中部通过
。

东廊进深 (东散水内沿至东

半塾东墙外壁 ) 16 2
、

西廊宽 (西散 水 内沿

至西半塾西墙外壁 ) 1 6 2
、

北廊宽 ( 北 散水

内沿至东西塾北墙外壁 ) 180 厘米
。

北 回廊

北侧共发现十个柱洞 ( D 12 8一 1 3 7)
,

东廊

北端及西廊北端各发现柱洞一个
,

编号分别

为 D 2 2 7和 D 1 3 8
。

散水 回廊以外环以散水
。

东散水残长

6 3 0
、

西散水残长 4 8 0厘米
。

北散水被门道分

9 8 5 年



为东西两段
,

东段长 9 7 0
、

西段长 l , 0 40 厘米
。

散水横截面宽 75 一 80 厘米
,

由 直径 8一 14 厘

米的河卵石平铺 7一 8行 而成
。

散 水 内侧稍

高
,

外侧略低 ( 图三 )
。

中庭

位于大门北面
,

为一中间微凹下
,

四周

稍高的空场
,

平面为长方形
。

北起朝寝建筑

南散水外沿
,

南至大门建筑北散水外沿
,

东

起东厢西散水外沿
,

西至西厢东散水外沿
,

南北 长3 , 4 5 0
、

东西宽 3 , 0 0 0厘米
。

在中庭南部
,

距大门北散水 外 沿 5 80 厘

米处
,

有与一号建筑群南北 中轴线垂直相交

且 与大门北散水基本平行的东西向夯上路面

一条
。

夯土路面宽 1 50 一 2 20 厘米
,

系在中庭

重新挖沟填夯筑起来的
,

夯土厚 78 一 9 5
,

夯

层厚 10 一 14 厘米
。

夯土以上 有 8一 10 厘米厚

的踩踏面
,

夯土下填有 8一 22 厘 米 的红色花

土 (图四 )
。

连接夯土路面与天门的是一条

南北向的踩踏面
。

踩 踏 面 长 5 8 0
、

宽 19 5一

2 0 5
、

厚 24 一 30 厘米
。

踩踏面 下为 红色花土

图四
.

路面剖面图

1
.

踩踏面 2
.

夯土 3
.

红色花士 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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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五 门道北踩踏面 剖面图

1
.

踩踏面 2
.

红色花土 3
.

红褐色小花土 4
.

生土

图三 大 门散水

及红褐色小花土
,

厚度分别为 42 一 54 和 18 一

33 厘米 (图五 )
。

踩踏面将夯土路面分为东

西两段
。

东段东端已残
,

现存残长约 2 , 4 50 厘

米
。

东段西端往东 2 , 1 20 厘米处有与东厢南散

水相连的由东南向西北延伸 的 夯 土 路面一

条
,

长 9 5 0
、

宽 12 0一 13 0厘米
。

西 段 保存较

好
,

长约 3 ,

80 0厘米
。

由其东端往西 2 , 1 10 厘米

处亦有一条与西厢南散水衔接的 由西南向东

北 延 伸 的 夯土路面
,

长 9 80
、

宽 1 50 一 180 厘

米
。

西段夯土路面在接近西围墙的西端垂直

北折
,

延伸向西厢之西
。

中庭的南
、

西
、

北部发现大量的各种类

型
.

的祭祀坑
;
中庭东部由于被晚期墓葬

、

扰

坑及现代水井等先后扰动
,

现 存 祭祀 坑较

少
。

祭祀坑 口大多出现在中庭 活 动 面 以下

1 0一 2 0厘米处
。

中庭的活动面上
,

土 色
、

土 质不 尽相

同
,

极少踩踏痕迹
。

朝寝建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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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六 凤翔马家庄一号建筑群遗址平面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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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 、 q 寻 理 争率

两侧前突
, “

网
”
形平面布局

。

东

西面阔 2 , 0 80 (东墙外壁至西墙外壁 )
、

南北进深 (南北墙 外壁之 间 ) l ,

39 0厘

米
。 “

回形
”

正中缺 口处为前朝 (堂 )
,

其后长方形居处为后寝 (室 )
。

朝寝两侧

凸出部分可能系东西夹室
,

朝寝之后半

部设三门
,

应有三室
,

故暂称北三室
。

前朝 平面呈长方形
,

无檐墙
,

面

阔三间
。

堂内东西面阔 1, 28 0
、

南北进深

4 3 0厘米
。

当心间阔 3 6 0
、

东西次间 4 60 厘

米
。

朝堂东墙厚 1 18
、

残 高 16 厘米
,

西

墙厚 12 0
、

残高 17厘米
,

北墙厚 1 2 3
、

残

高 18 厘米
。

在
“

南檐墙
”

部位的中心处
,

有两个高出地面的夯土台
,

可能系置双

楹柱之基础
,

复原长宽度 1 2 0 x 12 0
、

残

高 10 厘米
。

后寝 封闭式 长方形
。

室内阔 5 7 5
、

进深 32 5厘米
。

后寝东墙厚 1 08
、

西墙厚

1 1 0
、

北墙厚 1 2 3
、

残高均 z理一 18厘米
。

在后寝南墙即前朝北墙的 中 心偏 西 之

处
,

有柱洞 D 2 8
、

D 2 9 ,

相距 16 0 厘 米

(中— 中 )
,

此应 为后寝之 前门
。

后

寝的北墙西部
,

紧贴墙外壁有卵石柱础

两个 ( S一
、

S二 )
,

中心距 1 0 0厘米
,

与前门基本在一条南北直线 上
,

可能为

后寝后门
。

寝室内东北角有圆坑一个
,

直径 8 2
、

深 1 50 厘米
,

坑内有红烧上块
,

出土物有高片
、

圈形器 (器座? ) 残片

等
,

因此
,

估计为一灶坑
。

东西夹室 位于前朝与后寝的东西

两侧
,

形制相同
,

均呈曲尺形平面
。

东

西夹室内阔均 5 20 (东西 )
、

进深 6 00 厘

米 (南北 )
。

东西夹室与北室 间 均有隔

墙
, D 4 7一 D 4 9及 D 3 8

、

D 4o 可能分别是

隔墙中壁柱之柱洞
。

夹室均有门
,

分设

在朝堂的东西墙士
,

由朝堂 出入
。

东夹

室门西 l句
,

即 D 3 2
、

D 3 3 ,

间 隔 1 1 0厘

米 ; 西夹室门东向
,

即 D 2 4
、

D 2 5 ,

间

距 100 厘米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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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 三室 在前朝
、

后寝及东西夹室的北

部
,

有三门
。

中室与东西室亦应隔开
,

但 未

见夯墙及柱洞
,

推测可能由后寝北墙东西两

端向北扎隔墙直抵北三室北墙
。

因此
,

中室

当为一长方形明间
,

中门宽 3 25 厘米
。

门两

旁各有夯土墙一段
,

东段长 2 3 5
、

厚 12 0
、

西

段 长 2 3 7
、

厚 1 22
、

残高均为 10 厘米
。

东西室

平面都是方形
,

边长 52 0厘米
。

东室门宽3 3 5
、

西室门宽 33 8厘米
。

东西室之东西墙 与 东西

夹室之东西墙相连
,

亦即整个朝寝建筑之东

西墙
,

分别厚 1 2 2和 1 1 9
、

残高 1 7一 2 0厘米
。

回廊 在朝寝建筑的四周
。

东廊宽 (散

水内沿至夯上墙外壁
,

以下 同 ) 2 2 5
、

南廊

宽 3 0 0
、

西廊宽 2 2 0
、

北廊宽 2 8 0厘 米
。

各廊

内均残存有柱洞
,

东廊 6个 ( D 16 一 18
、

D 101 一

1 0 3 )
、

南廊 1 7个 ( D I一 1 5
、

D 1 9
、

2 0 )
、

、

西廊续个 ( D 7 2一 7 5
、

D 7 8 )
、

北 廊 2 7个

( D 6 2一 6 4
、

D 7 6
、

D 77
、

D 7 9一 1 0 0 )
。

散水 回廊之外为散 水
,

平 面 呈长方

形
,

环绕朝寝建筑四周
。

散水东西长 (两侧

散水外沿之间
,

下同 ) 2
, 6 7 0

、

南北长 2
,

170 厘

米
。

散水断 面宽 72 一 80 厘米
,

一般 平 铺 7一

8列青色河卵石
,

卵石直 径 10 一 12 厘米
。

散

水外低内高
,

略有倾斜
。

散水 北 段 保 存完

好
,

其余三段均有不同程度的破坏
。

阶 在前朝东
、

西次 间正 前 方 的 散水

处
,

均发现许多近方形
、

近长方形的片状麻

石
,

麻石长 16 一 3仇 宽 13 一 22
、

厚 5一 9厘

米
。

距东次间正前方散水 1 20 厘米的 K 151 号

祭祀坑 口亦发现方形麻石二块
,

边长 17
、

厚

7厘米
。

虽然经过扰动
,

但仍可看 出 麻 石片

均光面向 L
,

依次排列成一个略有坡度的平

面
,

估计这些片状麻石应为朝寝建筑前漫道

式东西阶残存之物
。

根
.

据出土情况复原
,

东

阶东西宽约 2 2 0
、

南北长 2 00 厘米
。

西阶亦当

如此
。

亭台建筑

位于朝寝建筑以北
,

平面呈长方形
,

宽

5 4 0
、

长3 8 0
、

残高 9厘米
。

四面无 檐 墙
,

四

角各有角柱一对
。 “

南搪
”

东部 有柱洞 D 10 6
、

1D 07
,

当为亭台之门柱
,

与北 三室 中 门相

对
,

其宽度为 1 35 厘米
。

散水平面为 长方形
,

东西长 1 , 0 2 0
、

南北

长 79 0厘米
。

四段散水横宽均 80 厘 米
,

排青

色河卵石 7一 8列
。

北段散水稍有破坏
。

亭台建筑南散水与朝寝建筑北散水相距

25 0厘米 (中— 中 )
。

北三室中室 北 墙至

亭台基础南沿相距 6 9 0厘米
。

`

东西厢

位于朝寝建筑及中庭的 东 西 两 侧
,

布

局
、

形制
、

规模基本一致
。

东厢保存较好
,

西厢西北部破坏较甚
。

东西厢与朝寝建筑形制相似
,

东厢坐东

面西
,

西厢坐西面东
。

东厢南北面阔 2
,

100
、

东西进深 1 ,

39 0厘米
。

西厢面阔及进 深 均残

缺
,

复原后数据应与东厢相 同或相近
。

东西

厢均 由前堂
、

后室
、

南北夹室
、

东 (西 ) 三

室及回廊
, 、

散水等部分组成
。

前堂 平面均呈长方形
,

面阔三间
,

堂

前无檐墙
,

有楹柱夯土基础一对
。

东厢堂内

南北面阔 l , 2 9 0
、

东西进深 420 厘米
。

西厢堂

内东西进深 4 3 0
、

南北面阔复原 l
,

29 0厘米
。

东厢南楹残长 100
、

残宽 46
、

北楹 残 长宽为

94 一 100
、

残高均 10 厘米
。

西厢北 楹 已无
,

南楹残长 1 10
、

残宽 85
、

残高 10 厘 米
。

楹柱

基础复原边长均 为 12 。 厘 米
。

从 双 楹间距

(中— 中 )量出东厢前堂中心间面阔 52 0
、

南北次间面阔 38 5厘米
。

西厢南次 间面阔 39 0

J电米
,

北次间亦 当如此
,

中心间复 原 阔 5 10

厘米
。

东厢前堂后 (东 ) 墙与后室的前 (西 )

墙共用
,

厚 1 3 0
、

残高一5厘米 ;
南墙厚 22 5

、

北墙厚 1 22
、

残高分别为 16 和 20 厘 米
。

后墙

内壁偏南处
,

有柱洞 D 1 6 8
、 `

D 1 6 9 ,

中 心距

1 40 厘米
,

可能为前堂与后室之间的 门 道
。

南北次间与南北夹室间亦各有一门道
,

南门

道宽 2 4 0
、

北门道宽 2 5 0厘米
。

西厢前堂的北

墙已不存
,

后 ( 西 ) 墙仅存一角
,

唯南墙保

留完整
。

南墙厚 12 5
、

残高 1 1厘米
,

其 西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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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北 延伸9 0厘米
。

西厢前堂南次间与南夹室

之间的门道宽 14 0厘米
。

后室 位于前堂之后
,

封闭式长方形
。

东厢后室内南北面阔 5 6 0
、

东 西 进 深 32 0厘

米
。

后室东 (后 ) 墙厚 1 2 6
、

残高 17 厘米
,

南

墙厚 1 2 0
、

残高 28厘米
,

北墙厚 12 2
、

残高 1 7

厘米
。

除与前堂之间有一门 道 外
,

后 室 后

(东 ) 墙外壁偏南有柱洞 D 17 2
,

当为 后室

后门之南柱
,

其应立北柱之处
,

恰被一祭祀

坑 ( K 7 7) 打破
,

后室后门宽度无从知晓
。

西厢后室全被破坏
,

复原情况同东厢
。

南北夹室 配置于前堂与后室两侧
,

形

制
、

大小相同
,

平面均呈曲尺形
。

东厢夹室

内南北宽 5 2 0
、

东西长 5 25 厘米 (以两长边计

算 )
。

南夹室南墙厚 1 2 6
、

残 高 17 厘米
,

北

夹室北墙厚 1 2 3
、

残高 12厘米
。

D z 5 7
、

D 15 8

和 D 18 2
、

D z 8 7分别应 是 南
、

北 夹 室 与东

( 后 ) 三室之间隔墙的壁柱柱洞
。

西厢南室

内南北宽 53 0
、

东西长 5 25 厘 米 ( 以 长 边计

算 )
。

南夹室南墙厚 13 0
、

残 高 14 厘米
。

东 (西 ) 三室 在前堂
、

后室
、

南北夹

室的东 (西 ) 部
,

结构与朝寝建筑北 三室
-

致
。

东厢中室南北面阔 8 00
、

东西进深 30 0厘

米 ; 东墙正中有一门道
,

宽 300 厘 米 ; 门侧

两段夯墙
,

南段 长2 5 0
、

厚 12 7 ,

北段长 2 4 5
、

厚 12 4
,

残高均 14 厘米
。

中室地 面 被 K 76
、

K 77 打破
。

南 北 二 室 均 呈正 方 形
,

边长

52 0一 5 30 厘米
。

南北 二室均有二门
,

南室东

门宽 3 3 5
、

南门宽 15 0厘米 ;
北室东门宽 3理。

、

北 门宽 1 78 厘米
。

南室南墙厚 120
、

残高20 厘

米 ;
北室北墙厚 1 2 0

、

残高 1 5厘米
。

西 厢西

三室仅存南室东南角
、

南墙的 大 部分及 南

门
。

西厢西三室南墙残长 4 75
、

厚 12 5
、

残高

1 3厘米
。

回廊 环绕于东西厢的四 周
,

东 厢 东

廊
、

西廊宽均 27 5 (散水内沿至外墙外壁
,

下

同 )
,

南廊宽 2 00 厘米
。

北廊已残 缺
,

复原

宽亦 2 00 厘米
。

各廊均发现残存的柱洞 或 柱

础石
一

至二排
,

东廊 27 个 (柱洞 22 个 D 1 95 一

2 16
,

柱础 石 5个 S七一十一 )
,

南 廊 13 个

( 柱洞 1 1个 D 1 3 9一 1 4 9
、

柱础 石 2 个 S五
、

S

六 )
、

西廊 1 0个 ( 柱 洞 s个 D 2 2 3一 D 2 3 0 ,

柱

础石 2个 S三
、

S四 )
、

北廊 7个 ( 柱 洞 6 个 D

2 17 一 D 2 2 2
,

柱础石 1个 S十 二 )
。

西 厢 仅 存

东
、

南廊的各一部
,

东廊宽 2 7 5
、

南廊宽 19 5

匣米
。

东廊现存柱洞柱 石 11 个 (柱 洞 9 个

D 23 1一 2 3 9 ,

柱础石 3个 S十三一十五 )
,

南 廊

残存 1 9个 ( 柱 洞 22 个 D 2 4 2一 2 5 3
,

柱 础 石

4个 S十六一 卜九 )
。

散水 平面呈长方形
,

铺于回廊外侧
。

东厢东散水残长 2 ,

57 0
、

西散水残存二段共长

2 , 0 0 0厘米
,

复原全长均 2
,

6 5 0厘米
。

南散水

全长 2 , 1 10 厘米
,

北散水全被破坏
,

其原有长

度应同南散水
。

西厢东散水残长 2, 0 5 0
、

西散

水残长 2 8 0
、

复原长度 2 , 6 50 厘米
。

南散水全

长 2
,

1 10 厘米
,

北散水应与之相同
。

东
、

西厢

散水的横宽
、

用材及铺砌方法等均同朝寝建

筑
。

阶 在东厢西散水及西厢东散水的中部

偏南处
,

亦即东
、

西厢前堂南 次 间 的 正前

方
,

各发现已残损的由片状麻石平铺而成的

斜坡漫道一条
。

东厢前堂南次间前漫道南北

宽 2 0 0
、

东西残长 95 厘米
。

西厢前堂 南 次间

前漫道南北宽 1 80
、

东西残长 1 45 厘米
。

漫道

内高外低
,

坡度平缓
,

可能分别是东
、

西厢

l为南阶
。

东
、

西厢南阶的复原长
、

宽度均为

二七0 0 X 2 2 0厘米
。

东厢和西厢前堂北次 间正 前 方 的 散水

处
,

发掘时均 曾出上片状麻石 多 块
,

当为
.

东
、

西厢北阶的残存之物
。

围墙

在上述建筑的东
、

南
、

西
、

北四面
,

均

发现有夯土围墙
。

东
、

南
、

西墙都遭到不同

程度的破坏
,

北墙保存最好
。

东墙现存通长 5 ,

59 0厘米
,

被破坏为南北

两段
。

南段长 2 , 8 9 0
、

厚 1 9 0一 2 0 7
、

残高 15一 1 8

厘米
,

建匕段长 1 , 0 7 5
、

厚 2 9 5一 2一。
、

残高 1 8一

2 5厘米
。

南段围墙与东厢东三室相对之处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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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长 404一 480 厘米的缺口
,

缺口两侧各有两

个柱洞 ( D 2 7 6一 D 2 7 9 ) 对称排 列
,

此处应

为一号建筑群东墙之中门
。

北段旧墙由北向

南 82 0厘米处亦有一残长 2 5 5厘米的缺 口
,

可

能是一号建筑群东墙之北门
。

西墙现存通长 7 , 1 10 厘米
,

亦为 南北两

段
。

南段长 2 , 0 2 0
、

厚 2 1 0
、

残高 2 5一 2 0厘米
,

北段长 2
,

1 0 0
、

厚 2 10
、

残高2 1一 19厘米
。

西

墙北段由北向南 8 2 0厘米处
,

有一长 2 70 厘米
、

的缺口
,

此缺口与东围墙北缺 口位置对称且

大小相近
,

估计应为建筑群西墙之北门
。

西

墙南段南端的内侧 ( 东侧 )
,

即整个建筑群

的西南角
,

有一处与围墙相连的近曲尺形夯

上基址
。

夯基东西 宽 2 5 0一 5 50
、

南 北 残长

召2。一 8 5 0
、

残高 1 2一 1 6厘米
,

上有南北排列

的柱洞两个 ( D 2 6 6
、

D 26 7)
,

附 近 出土部

分残碎瓦片
。

由于破坏较重
,

此夯基的形制

已不可知
,

用途待考
。

南墙残损最重
,

现仅存建筑群西南角一

段
,

长 1 , 0 0 0
、

残厚 4 5
、

残高8一 1 2厘米
。

北墙通长 s , 7 6 0
、

厚 1 9 0一 2 0 0
、

残高 1 5一

1 9厘米
。

北墙与东西墙相交之处均为直角
。

发掘时
,

在东
、

西 、 北围墙的两侧
,

均

发现有紧贴围墙的圆形柱洞 ( D 26 9一 2 7 5
、

D 2 9 o一 2 9 2等 )
,

直 径 15一 4 0
、

l’al 距一般

4 2 0一 4 3 0
、

个别的 1 2 0一 2 0 0厘米
。

分析这些

柱洞应是修筑围墙所立之柱的柱侗
,

即当地

老乡所谓的
“
夹杆眼 ” 。

在东
、

西
、

。

北围墙的两 侧
,

均 发现有

板
、

筒瓦片堆积 ( 图七 )
。

三 建筑技术
’

夯土

根据遗址几处断崖及许多祭祀坑壁的观

察和遗址各处的钻探可知
,

一号建筑群夯上

基的施工工序是首先整治地基
,

在原高低不

平的地面上填土
,

衬平地面
; 然后在衬平的

地面之上
,

确定好朝寝
、

亭台
、

东西厢及大

「1的位置及大小
,

铺上纯净黄 土
,

逐 层施

夯
,

依照所需高度筑就上述各单体建筑的夯

土台基
。

各单体建筑的夯土台基均上小底大
,

断

面呈梯形
,

平面都是长方形
。

东厢夯土台基经

钻探得知
:

.

东西宽约 2 , 3。。
、

南北长约2 ,

84 0

厘米
。

一号建筑群各单体建筑的夯土台基上部

平面高低不一
,

并非在一个水平面上
。

经实

测
,

中庭中部的实际标 高
,

低于大 门夯土台

图七 西北围

墙 两侧的瓦片

堆积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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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 10 厘米
,

低于东 厢台 基 39 厘

米
,

低于西厢台基 40 厘米 , 朝寝

建筑及亭台建筑之台基分别高于

中庭中部 71 和 1 03 厘米
。

遗址中仅见夯土墙
,

按用途

分为围墙和房间用墙
。

围墙系在建筑的地基上先挖

出基槽
,

再填土夯实墙基
,

然后利

用板筑或柱筑法筑起围墙
。

东围

墙基槽上部宽 3 4 0
、

底部宽 3 1 0
、

深 2 35 厘米
。

地 下 墙 宽 2 20
、

深

1 90 厘米
。

围墙夯土质 地 坚硬
,

土色黄褐
,

夯 层 厚 10 一 36 厘米

( 图八
、

九 )
。

西围墙
、

北围墙
`

情况同东围墙基本一致
。

房间夯土墙经解剖
,

筑法基

本同围墙
。
房间用 墙 在 建 筑 中起 承 重作

用
,

夯土 坚实
,

呈黄褐色
,

夹有料姜碎石
,

夯层

夯窝均不明显
。

朝寝
、

东西厢及大门的夯土

墙均属此类
。

在朝寝建筑前堂北墙及东厢后

室东墙附近都 曾发现用草掺细泥涂抹的壁面

残块
,

估计此类夯墙表 面还经过二次处理
。

另外
,

根据建筑布局及柱洞排列来看
,

此组建筑还应有一种隔墙
,

发 掘 中 未 见实

物
,

估计应 与凤雏宗庙
、

召陈建筑 内以苇杆

图九 东围墙南端剖面

亚亚亚

扎墙然后涂泥的隔墙一样
。

排水设施

一号建筑群遗址内
,

共发现排水管道两

条
。

在西厢以北
,

亭台建筑以西的空地上
,

发现从西南走向东北的陶水管一列
,

全长 69 0

厘米
。

整 条管道由竖向管道 l节
、

横向管道 9

节组成
。

陶水管每节 长 70 一 77
、

大 端直径

2 8一 33
、

小端直径 24 一25 厘米
。

水管的连接

方法是
,

将最南端一节横向水管的大端敲开

一个缺 口
,

然后将竖向管道的小端插人
,

横

向水管均小端插入大端
,

由西南向东北依次

堆烈典扣北
围墙外

。

排水誉道系当时挖沟埋

人地下漆水管的最高面即竖向水管的大端略

佰予原实角地面 (图一O )
。

东厢南散水东端以南60 厘米处
,

发现东

西向长方琪丰坑一个
, 东西长 2玲

、

宽90
、

深 16 一 22 厘米 、 坑底西侧有竖向的陶水管 1

节
,

经解剖
,

竖向水管残长 35 厘米
,

其下端

与由西向东排列的横向水管一列垂直相交
。

横向

图八 东围墙南端 flt] 面图

1
.

踩踏面 2
.

小花土 么
.

夯土墙 4
.

红夯上 5
.

生士

廊娜已遭破坏
, 残长如厘来

,

现

督6节
。

水管长度寸直径及连 接 方法

管水向
·

陶

等同 上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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柱洞及柱础
’

一号建筑群遗址共发现 柱 洞2 92个
,

根

据其位置及功能可分为六类
:

王
、

门柱柱洞
,

如朝寝 建筑的 D 2 4
、

D 2 5
、

D那
、

D 29
`

,

东厢的刀 168
、

D 16 9 等
。

直径

17 一 1 9
、 .

深30 一 45 厘米
。

2
、

角柱柱洞
,

仅在
“
亭台

”
建 筑 中使

用
,

即 D 10 4
、

D l o s
、 、

D 1 0 8一 D l l 3 ; 直径

2 5一 36
、

深 2 7一 7 0厘米
。

丫

3
、

擎柱柱洞
,

即隔墙夹壁柱之柱洞
,

如

朝寝的 D 3 8
、

D 4 0
、

D 47一 4牙,

东厢的 口 15了仁

D 1 5 8
、

D 1 8 2和 D 1 8 7等
。

直径 1 8一 2 2
、

深 2 5一

58 厘米
。 _

4
、

廊柱柱洞
,

各单个建筑回廊之柱洞
。

如朝寝建筑的 D l一 1 5
、

’

大门的 D 1 2 8一 1 5 7
、

东 厢的 D 1 3 9一 1 4 9
、

西厢的 D 2 4 3 一 D 2 5 3等
。

直径 1 8一 4 0
、

深 2 1一 4 1
、

个别深达 7 7厘米
。

5
、

擎擦柱平L洞
,

如朝寝北三室东室内的

D 5 0一 D 5 2
、

D 5 5及东厢的 D 1 8 8
、

D 18 9等
。

直径 2 2一 3 2
、

深 2 0一 2 7厘米
。

6
、

门道柱柱洞
,

即大 门两侧的两排柱洞

( D l l 4一 D 12 6 )
。

直径 2 4一 3 3
、

深 2 8一 4 1

厘米
。

柱洞均挖在夯土台
、

基之上
,

个别柱洞下

垫有大河卵石或页岩片
。

其方法是先在台基

上挖略大于柱径的柱坑
,

然后 再 置 石
、

栽

柱
、

培土
。

.

一号建筑群柱洞的对称性不强
,

材口大

小及柱洞深浅不 ` ,

方材少而圆材多
,

柱下

垫石与否无一定规律
。

柱础分夯土柱础和石柱础两类
。

’

夯土柱础 5个
,

朝寝建筑及东厢各 2个
,

西厢残存 1个
,

均用夯土筑成
。

其方 法 是在

已筑好的夯土台基之上继续加工重夯
,

形成

一方形小台
。

柱础残高 10 厘米
,

原有高度不

明
。

一 、

石柱础共发现 19 个
。

先在建筑的夯土台

基上特出柱础坑
,

然后夯实坑底
,

最后置石

塔土 、 一个柱础坑一般平放础石 1块
,

个别

为 2块
`
础石较平整的一面均向上

,

高 度基

本同夯土台基面
。

础石不规则
,

有边长 18 一

35 的长方形
、

梯形页岩石
,

亦有直径 24 一 32

的圆形或椭圆形河卵石
。

瓦与铜构件

在朝寝
、

亭台
、

东西厢及大门
、

围墙的

1 :部及附近的堆积层 中
,

均发现有大量板瓦

和筒瓦
,

这表明上述各个建筑的顶部用瓦覆

盖
。

根据残瓦堆积情况分析
,

瓦的使用方法

是凹字形板瓦瓦面向下
、

瓦槽朝上
,

筒瓦瓦

面向上
、

瓦背 (沟 ) 向下
,

均 小 端 插 入大

端
,

由屋脊向屋檐依次排列
,

两列板瓦之间

的瓦缝 上扣置筒瓦一列
。

另外遗址中出土较

少的一种大型筒瓦可能铺设于屋脊之 上
。

东厢西散水偏南之处
,

出土圆筒形铜器

一件
,

直径 18
.

7一 19 : 高 2 5
.

2厘米
,

当为建

筑上所使用的铜构件
,

其作用估计与姚家岗

铜器窖藏出土的铜构件相 似
,

即 所谓
“ 金

扛 ” 。

图一 O 北排水管道

四 条祀坑

马家庄一号建筑遗址内先 后 发 现 牛
、

羊
、

空
、

人
、

车
、

牛羊
、

人羊等七类祭祀坑

1 81 个 (见表 )
,

这些祭祀坑绝大 多 数分布

在中庭
,

少数在东西厢南侧的空地 上
,

仅有

个别在朝寝建筑及东厢内部发现
。

1 9 8 5 年



凤翔马家庄一号建筑群祭祀坑登记表

整理 号 l 工地编号 { 类 别
’

长 x 宽 一深 (厘米 ) { 保 存 情 况 , 方 向 } 备 注

南南南南南南南南东南南南南南南牛 坑
’ 1 6 8 X 7 2一 1 6 0

羊 坑 1 4 6 x 6 6一 1 2 4

基本完整

基本完整

头北面东

头北面西

21KK
6j

T
lln乙K

1 3 4 X 6 2一 、 2 9

1 1 7 X 6 2一 9 8 部分碎骨

1 0 9又 5 3一 9 7

1 4 0 X 5 9一 1 1 5

5内b

! 1 8 X 6 5一 1 10

T 15 1 06 X 5 2一 9 2

1 4 6 X 6 4一 1 5 6

1 80 X 7 6一 2 0 0

1 36 X 4 8一 2 1 0

T 1 6 1 00 X 5 0一 1 1 0

内.R甘Oé n
,几Q曰

`
,
.吕,人1占

l 3

1 4

1 4 0 X 7 0 一 1 5 6

1 1 0 X 5 0 一 1 8 0

牛 羊 1 5 5 X 8 0 一 1 8 0

北 }

J匕

月匕

日匕

J匕

月匕

J匕

J匕

J匕

西

北 被 K 一。打破

才匕

J匕 被 K 1 4打破

」匕

北 被 K I峪打破

坑坑坑坑坑坑坑坑坑坑坑空羊羊牛牛牛牛羊牛羊

东南南南南南南南东
-

南1 3 0 义 6 0 一 1 3 5

25 0 义 2 2 0 一 9 0

T 2 8

1 5 0 X 8 0 一 1 3 0

1 6 0 只 6 8一 20 0

1 5 4 X 5 8一 1 8 0

1 3 3 K 6 3 一 1 8 0

1 3 2 X 6 0 一 1 3 0

1 6 5 X 6 0 一 1 6 0

基本完整 头北面东

部分碎骨

部分碎骨

墓本完整 头北面东

部分碎骨

部分碎骨

部分碎骨

基 本完整 头北面西

部分碎骨

牛 裱本完整 头向北方
丫

:

墓木完整 头北面西

基本完整 头北面西

已 残 车向东方

墓本完整 头北面上

推本完整

基本完整

基本完整 头 向北方

部分碎骨

部分碎骨

1 0 4 X 7 0 一 1 1 5

` S O x

;; {篱}
一 , 8 6 骨 已全朽

北 一

西 出
:

金
、

铜器多件

4匕

J匕

}七

北 被 K 2 2打破

或匕

J匕

西 被 K 2 5打破

}匕

坑坑坑坑坑坑坑坑坑坑牛牛牛牛车牛牛羊空羊6
万

789012345111IC
了工Q勺̀é01勺̀,1

1 0 5 X 6 5 一 1 7 0

1 0 8 X 4 8 一 1 4 0

骨 巳全朽

部分碎骨

部分碎丹

基 本完整 头向北方

艇本完整 头向北方

被 K 27
、

K Z时丁破

被 K 28 打破

9 8 X 4 0一 1 7 0

1 3 7 X 6 2一 1 50

1 3 8 X ;{一 1 4 0
被 K 2 9打破

Ló卜óór口óó卜óJJ才月dJJ洲J月南南南南南坑坑坑坑羊 坑羊牛羊牛

3K4K67KKKSKI翔4K3KKIKZ幻4KKS6K7KKI狱3K4K6KSK7KKSgKlKKIKI

内Ot̀一匕O口一U勺ù月乙介ùOù叹曰

北西西东东南K I :亏 1 4 2 X 6 5 一 1 2 0 基才
、

完整 头 向北方

K 1 4 7 5 X 6 5 一 1 20

1 5 5 X 9 0 一 5 0

被 K 3 x打破

被 K 3 1 K 3 2 K 3咯打破

坑坑坑牛空空

K 1 5

l勺óQJ
qJ内JnJ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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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
ù

南南南南南南南整理号 } 工地编号 { 类 别 { 长 x 宽 一深 (匣米 ) 保 存 情 况 备 注

K 3 4 T 2 8 K 1 6

K 1 7

, 2 5 x

;g
一 ; 4 5

1 s o x

拿;
一 , 5 5

K 1 8 1 6 2 X 6 5 一 2 0 0

K 1 9

K 2 0

1 60 义 6 8 一 1 4 5

被 K 3 7打破

被 K 38 打破

1 5 2 X 5 8 一 1 8 0

K 2 1

K 2 2

107 拭 5 2 一 1 5 0

坑 1 s o x

;之
一 , 7。

无头 其余完整 北向

无头 其余完整 北向

部分碎骨

部分碎骨

部分碎骨

基本 完整 头向北方

部分碎骨

坑坑牛 坑坑坑坑牛牛牛牛牛牛

口̀dh1.只Q八
ónj住nQJJJ内j通

K 2 3

T 2 9 K l

K 2

1 1 0 X 6 0一 1 4 0

1 7 0 X 5 6一 2 1 5

基本完整 头向北方

无头其余完整 北向

基本 完整 头向北方

基本 完整 头向北方

骨已朽 头向不明

基本完整 头向北方

基本完整 头向北方

被 K 6 s打破

南南南南东南南东南南南南南南南东南南南南南南南东东南东东

1 6 8 X 7 5 一 1 9 5

生! 5 X 5 2 一 1 9 0

被 K 45 打破

被 K 4 s K ` 9打破

向北北北北北北北北北北北西北北西北北北北北北北西北北北北北北北北西西西西

1 2 2 又 6 2 一 1 10

13 7 X 7 0 一 13 5 被 K 4 5 K 5 1打 破

1 85 火 6 6 一 1 25

1 62 X 8 3 一 2 03

八J`“`LJ内O
KKKK

,.̀q山丹jA
`人d

J怪J.

K 7

一ó内匕,
.

8d
J̀肠通d

1 5 0 X 6 7 一 16 4

14 2 又 6 5一 18 5

被 K 4 8打破

被 K 51 打破

R八口KK

K 1 0

0口n
.1 .古峪5尸a

5 2 ’

}
5 3

…
54 {

!
一

5 5 一

K 1 1

1 20 X 4 8一 1 6 5

! 2 0 X 5 8一 16 0

K 12

K 1 3

1 12 X 5 0 一 1 33

1 34 X 5 5一 1 75

K 1 4 1 4 5 X 6 4 一 1 9 0

部分碎骨

无头 其余完整 北向

基本完整 头向北方

基本完整 头向北方

基本完整 头向北方

无头 其余完整 北向

部分碎骨 被 K 56 打破

K 15 15 2 火 5 7一 1 80

5 7 1

5 8

{

K 16

K 1 7

14 0 X 6 0一 1 92

! 4 5 X 6 0 一 1 6 0

K 1 8

K 1 9

1 7 2 X 7 0 一 2 05

被 K s 6打 破

被 K 4 5打破

被 K 4 6 K 6 o打破

1 50 X 5 5一 1 95

基本完整 头向北方

基本完整 头向北方

基本完整 头向北方

基本完整 头向北方

无头 其余完整 北向

无头 其佘完整 北向

无头 其余完整 北向

部分碎骨

OU此11一合ùO

K 2 0

K 24

14 0 X 6 5 一 1 7 5

1 05 X 5 6

K 2 5

K 26

105 X 5 6

被 K 6 4 K 6 7打破

被 K 6 9打破

被 K 6 9打破

1 5 0 X 6 5一 14 5

K 27

K 28

14 0 又 6 3一 8 0

1 75 X 6 5 一 2 25

叫侧
l
一

6s641J 165Je61

K 3 0

K 3 1

1 1 0 X 6 0 一 1 8 5

2 飞5 X 6 5一 2 1 5

部分碎骨

部分碎骨

被 K 6 `打破

被K 4 2 K 6 8打破

被 K 6 4打破

坑坑坑坑坑坑坑坑坑坑坑坑坑坑坑坑坑坑坑坑坑坑坑坑坑坑坑牛牛 坑羊牛牛牛牛空牛牛牛羊羊牛牛空牛牛牛牛牛羊羊牛空牛牛空

内̀8内n口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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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
ù

南南南南南南南整理号 } 工地编号 { 类 别 { 长 x 宽 一深 (匣米 ) 保 存 情 况 备 注

K 3 4 T 2 8 K 1 6

K 1 7

, 2 5 x

;g
一 ; 4 5

1 s o x

拿;
一 , 5 5

K 1 8 1 6 2 X 6 5 一 2 0 0

K 1 9

K 2 0

1 60 义 6 8 一 1 4 5

被 K 3 7打破

被 K 38 打破

1 5 2 X 5 8 一 1 8 0

K 2 1

K 2 2

107 拭 5 2 一 1 5 0

坑 1 s o x

;之
一 , 7。

无头 其余完整 北向

无头 其余完整 北向

部分碎骨

部分碎骨

部分碎骨

基本 完整 头向北方

部分碎骨

坑坑牛 坑坑坑坑牛牛牛牛牛牛

口̀dh1.只Q八
ónj住nQJJJ内j通

K 2 3

T 2 9 K l

K 2

1 1 0 X 6 0一 1 4 0

1 7 0 X 5 6一 2 1 5

基本完整 头向北方

无头其余完整 北向

基本 完整 头向北方

基本 完整 头向北方

骨已朽 头向不明

基本完整 头向北方

基本完整 头向北方

被 K 6 s打破

南南南南东南南东南南南南南南南东南南南南南南南东东南东东

1 6 8 X 7 5 一 1 9 5

生! 5 X 5 2 一 1 9 0

被 K 45 打破

被 K 4 s K ` 9打破

向北北北北北北北北北北北西北北西北北北北北北北西北北北北北北北北西西西西

1 2 2 又 6 2 一 1 10

13 7 X 7 0 一 13 5 被 K 4 5 K 5 1打 破

1 85 火 6 6 一 1 25

1 62 X 8 3 一 2 03

八J`“`LJ内O
KKKK

,.̀q山丹jA
`人d

J怪J.

K 7

一ó内匕,
.

8d
J̀肠通d

1 5 0 X 6 7 一 16 4

14 2 又 6 5一 18 5

被 K 4 8打破

被 K 51 打破

R八口KK

K 1 0

0口n
.1 .古峪5尸a

5 2 ’

}
5 3

…
54 {

!
一

5 5 一

K 1 1

1 20 X 4 8一 1 6 5

! 2 0 X 5 8一 16 0

K 12

K 1 3

1 12 X 5 0 一 1 33

1 34 X 5 5一 1 75

K 1 4 1 4 5 X 6 4 一 1 9 0

部分碎骨

无头 其余完整 北向

基本完整 头向北方

基本完整 头向北方

基本完整 头向北方

无头 其余完整 北向

部分碎骨 被 K 56 打破

K 15 15 2 火 5 7一 1 80

5 7 1

5 8

{

K 16

K 1 7

14 0 X 6 0一 1 92

! 4 5 X 6 0 一 1 6 0

K 1 8

K 1 9

1 7 2 X 7 0 一 2 05

被 K s 6打 破

被 K 4 5打破

被 K 4 6 K 6 o打破

1 50 X 5 5一 1 95

基本完整 头向北方

基本完整 头向北方

基本完整 头向北方

基本完整 头向北方

无头 其余完整 北向

无头 其佘完整 北向

无头 其余完整 北向

部分碎骨

OU此11一合ùO

K 2 0

K 24

14 0 X 6 5 一 1 7 5

1 05 X 5 6

K 2 5

K 26

105 X 5 6

被 K 6 4 K 6 7打破

被 K 6 9打破

被 K 6 9打破

1 5 0 X 6 5一 14 5

K 27

K 28

14 0 又 6 3一 8 0

1 75 X 6 5 一 2 25

叫侧
l
一

6s641J 165Je61

K 3 0

K 3 1

1 1 0 X 6 0 一 1 8 5

2 飞5 X 6 5一 2 1 5

部分碎骨

部分碎骨

被 K 6 `打破

被K 4 2 K 6 8打破

被 K 6 4打破

坑坑坑坑坑坑坑坑坑坑坑坑坑坑坑坑坑坑坑坑坑坑坑坑坑坑坑牛牛 坑羊牛牛牛牛空牛牛牛羊羊牛牛空牛牛牛牛牛羊羊牛空牛牛空

内̀8内n口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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备 注向北北方
.

南南整理号 工地编号 类 别 1 长
x
宽一深 ( 厘米 ) 保 存 情 况

K 1 0 4T 4 4K3

K 4

71 5 冰 7 0一 2 1 0

, 4 5 x

: ;
一 , 8 5

基本完整

基本完整

头向北方

头向北方

坑坑牛牛

北北北北北北北北北北北北西西北西北南南南南南南南南南南南南南东东东南南南南南南南南南南南南南1 6 5 X 5 5一 1 8 0

1 3 0 X 6 0一 1 8 0

1 6 0 X 6 5 一 1 5 0

1 5 8 X 7 0 一 1 7 5

1 4 5 X 6 0一 1 4 0

1 5 2 X 6 0 一 1 9 0

部分碎骨

基本 完整

基本完整

基本完整

基本完整

部分碎什

基本完整

头向北方

头向北方

头 向北方

头向北方

56门̀gOU曰八林1n0n0C-I-
毛 .二,J
`
1.

`
.人

l
`
1.

1 4 7 X 5 7 一 1 6 0 头 向北方

1 3 0 X 6 0 一 1 1 0

T 4 5

1 9 5 x 1 3 5一 1 25

? X 6 0 一 7 0

部分碎骨

川113114

被K 1 2 I打破

1 10 X 5 8 一 11 0

1 1 0 X 5 2 一 1 1 5

1 3 0 X 6 0一 1 2 0

被 K 一 8打破

被 K l l 。打破

1 3 0 X 6 8 一 1 2 0

无头 其余完整 北 向

部分碎骨

部分碎骨

部分碎骨

1 00 X 7 0 一 7 5

3 9 0 X 16 0 一 2 1 0 出金
、

铜器数件

民d几匕厅̀只Oō011111IQù,ù
门1
` ..
1
.
.̀,胜

.
.上

曰
.几J.几

1 2 2

1 2 3

T 6 2 1 12 X 8 8 一 1 3 5

1 6e X 6 6 一 20 5

破坏严重

部分碎骨

牛羊牛牛牛牛牛空牛空羊牛羊羊空牛车空

卜ó卜óóó卜é卜óóó卜óóó卜éJ砚JJùJ刁J
.月J边J日Jd J月J日

1 2 4

1 2 5

7 0 X 5 0 一 1 2 5

2 1 4 X 7 0 一 2 37

J匕

月七

nù4卜36

匕JōD咋̀Rù921---,曰4563t̀lq自内J45八078-,奋KKKKKKKKKKKKKKKKKKKKKKKKKK

1 2 6 9 4 X 4 2 一 2 3 7

1 2 7 1 1 2 X 7 O 一 16 5

1 2 8

1 2 9

1 4 4 X 7 2 一 1 8 5

部分碎骨

部分碎骨

部分碎骨

无头 其余完整 北 向

基本 完整 头 向北方

1 3 0 X 80 一 1 2 0

T 6 3

, Zo x

急;
一 、。 6

基本完整 头向北方

部分碎骨

、 3 o x

;;
一 : 。 6

部分碎骨

, , 3 x

;}
一 。6

基本完整 头 向北方 被 K 1 3 4打破

坑坑坑坑坑坑坑坑坑坑坑坑坑坑坑坑坑坑坑坑坑坑坑坑坑坑坑坑坑

牛牛牛牛羊空牛羊羊羊牛

弓口J任KK

n-Qó QJ凡JnJ几JnJ`
.

.,上
`
几且
.
.二

卜óóó卜
r匕才JùdJ刁J刁一合比匕KK1 3 4

1 s o x

;言
一 、 。6

部分碎骨

南南羊 坑坑牛1 3 5 9 6 X 60 一 1 1 5 基本完整 头向北方

无头 其余完整 北向

被 K 一3时丁破

1 3 6 K 7 1 2 4 x

{言
一 , 5 6

! 4 1 9 8 5 年



理号…工地编号
,

类 别 长 x 宽一 深 ( 匣 米 ) 保 存 怡 况 方 备 注

K 1 3 7 T 6 3 2 3 0 X 8 5 一 1 9 0

? X 5 6 一 1 3 0

1 4 2 X 50 一 1 2 5

被 K 1 3 g打破

破 K 一1 2打破

6 2 X 36 一 1 0 5 夕; 北面东

9 0 火 50 一 1 2 5

9 0 X 60 一 1 6 0

1 7 5 X 6 0 一 1 7 4

被 K 1 4 o打 破

被 K 1 4 3打 破

被 K l l 4打破

向北北北北北北北北北西

南南南南南南南南南东

1 3 0 义 6 0 一 1 1 5

R9nl,工c。
迈任空口OJ月马碑峪JqJ“`d11

`.`

1
了

1x1

1 4 5 1 0 0 只 5 6 一 1 1 4

nIn一六j
J任亡J八O,̀

一洲111-11211KKKKKKKKKK

T以

空 坑

羊 坑

牛 坑

羊 坑

羊 坑

羊 坑

牛 坑

羊 坑

丫 坑

人 羊 坑 2 4 8 又 9 0 一 2 4 0

被 K 一4 7打破

北西北北北北西北西西北西南东南南南东南南东东南东2 4 0 X 8 2 一 24 0

? X 8 0 一 1 1 0

部分碎骨

部分碎骨

基 水完整

部分碎骨

部分碎骨

基本完整

丛冲
、

完整

基不 完整

人
:

无头
整 羊

:

仅头骨
,

头向北方

头北而西

头向北方

其余基本完
部分碎骨

不完坑坑 整人空

1 1 0 火 6 0 一 8 0

内匕行才OUQ口01通
J月“4通
J匕ds

, .人̀1.J
..
J1̀.

.

.1..占

洛

1 2 2 X 6 2 一 9 0

1 14 火 5 8 一 1 0 0

1 1 8 X 6 0 一 1 0 0

T 7 8 2 0 0 X 1 2 7 一 1 1 5

2 7 0 X 1 5 0 一 20 0

基本完整 头 向北方

基洲`完憋 头 向北方

墓 刁`完整 头向北方

基本完整 头向北方

无上肢骨 其他全跪式

T 7 9

T 9 3

2 3 0 X 1 1 0 一 1 9 0

出玉磺
,

骨璧

有二层 台

有二斌台出陶器多件

1 7 0 X 1 1 0 一 3 0

坑坑坑坑坑坑坑坑坑坑

斗11é月怡ùJ八O叶̀勺曰几J11,1八
,JKKKKKKKKKKKK

宁却ój孟
ó
ó两Ot`RJ̀J10只J民J工a11. .`̀.几, .J

.
1.山
..

1

阅`

1 5 8 二层台出陶玉器
件

有多

7 0 义 3 7 一 4 4

25 4 X 15 8 一 1 2 0

仅有头骨 周围有朱砂

无手足 侧身屈肢

部分碎骨

仅见头骨残片

ó乙卜ó卜é卜曰卜ó卜óóó̀ó卜é
.

卜ó卜ó卜口卜ó
.,刁J刁JJ门J日J月J曰1曰在月J月J月J月JJJJ南南南南南南南南南南南南南1 5 9 { T 2 7 K l

K 2

K 3

K 4

K 5

K 6

K 7

K 8

K 9

K 1 0

K 1 1

K 1 2

K 1 3

1 1 0 X 6 4 一 12 5

1 1 2 X 6 0 一 1 4 0

1 0 2 X 4 8 一 1 3 0

1 1 8 火 4 6 一 1 3 0

1 2 4 X 4 0 一 1 4 0

nlqé,J六O比bùb几b
1.ō ,.几.1山1.

1 4 4 X 4 0 一 1 4 0

94 X 4 4 一 1 1 0

94 X 4 8 一 1 0 0

被 K 1 7 3打 破

被 K 一了3打破

月任5月O八n内hù门匕
..J嘴.玉
.
.J

134 X 6 0 一 1 4 0

X 6 0 一 1 4 0 被 K 16 7打破

洲 6 0 一 10 0

月,八月O山八..1口1.

1 4 0 X 54 一 1 2 0

1 1 0 X 5 2一 2 0 0

零星骨士哭

零星骨块

零星骨块

零星骨块

零星骨块

零星骨块

完 整

完 整

完 整

零 星骨块

零星骨块

完 整

完 整

坑坑坑坑坑坑坑坑坑坑坑坑坑

羊羊羊丫人空人人羊人羊羊羊堆羊羊羊准牛羊羊牛羊

一了Rù901R八0一h一̀月̀
`
1.

`
1.

` .

111`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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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北北北北北北北北北西整理号

南南南南南南南南南东K 1 7 2

工地编 号

T 2 7K 1 4

K 1 5

K 6 1

K 1 7

K 1 8

K9 1

T 4 4K 1 7

K 1 8

K9 1

T 2 7K 20

长x 宽一 深 (匣米 )保 存 情 况 备 注

9 4又 6 4一 13 0

9 0 义3 8一 0 1 2

6 1 5X 6 4一 1 40

3 l 71 74

3 10 X 4 4一 1 10

10 6X 6 4一 1 20

13 4X 6 6一 1 50

6 11 757ù

1 20 X 56一9 0 被K 一9 打破

1 1 5X 5 5一9 5

完 整

完 整

块 状

块 状

块 状

完 整

零星骨块

零星骨块

1 10 X 6 1一 1 20

3 0 0 X0 1 8一 1 40 盗扰严 重 有二层 台

别
一

坑坑坑坑坑坑坑坑坑坑类羊牛羊牛羊羊羊羊空人

RO以A日x 斤.一̀C OOū,
.
几
.
.几
...
皿

`
.上

牛坑 86 个
。

长方形竖穴土坑
,

除个别

东西向外
,

大多数为南北 向
。

长 94 一 2 1 4
、

宽 4 2一 1 3 5
、

深 9 2一 2 6 0厘米
。

最 大 坑 K l l 4

(整理号
,

下同 )
,

长 1 9 5
、

宽 1 3 5
、

深 1 2 5

厘米
。

最小坑 K 12 6
,

长 9 4
、

宽 4 2
、

深 2 3 7

厘米
。

牛的祭祀形式分为三种
:

全牛祭祀 42

个
,

如 K l
、

K g
、

K 1 3等
。

牛 侧 卧
,

头 向

北方
,

面或东或西或南
。

无头祭祀 11 个
,

如

K 3 4
、

K 4 2
、

K s o
、

K 6 1等
。

牛 跪卧或侧卧
,

无头
,

腔口向着北方
。

切碎祭祀 33 个
,

如

K S
、

K 1 0
、

K l l
、

K 2 3等
。

坑 内 牛骨凌乱
,

主要是头骨及腿骨
。

羊坑 55 个
。

长方形竖穴上坑
,

南北向

5 4个
,

东西向仅 1个
。

长 6 2一 25 0
、

宽 3 6一 6 8
、

深 4 4一 2 4 0
。

最大坑 K 2 5
,

长 1 5 0
、

北宽 5 7
、

南宽 6 5
、

深 1 8 6厘米
。

最小坑 K 一4 0
,

长 6 2
、

宽 3 6
、

深 10 5厘米
。

羊的祭祀形式 亦 可分为

三种
:

全羊祭祀 2 0个
,

如 K Z
、

K 4 3
、

K 5 1
、

K 53 等
,

羊侧卧或跪卧
,

头向北方
,

面向东

或西方
。

无头祭祀 3 个
,

如 K 6 2
、

K l l 6
、

K

6 3 ,

侧或跪卧
,

腔口向北
。

切碎祭祀 3 2个
,

如 K 4
、

K 7
、

K 1 2
、

K l理等
,

坑内多见腿骨数

节
。

空坑 28 个
。

南北或东西向长方形 竖穴

土坑
,

或有二层台
。

长 7 5一 2 7 0
、

宽 4 9一 1 50
、

深 5 0一 2 2 0厘米
。

最大坑 K 1 5 4 ,

长 2 7 0
、

宽

1 5 0
、

深 2 00 厘 米
,

内 有 二 层 台
。

最小坑

K 3 2
,

长 7 5
、

宽 6 5
、

深 12 0厘米
。

这 些 空坑

肉骨全朽
,

不知牺牲为何物
,

估计可能是食

肉祭祀坑
。

人坑 8个
。

K 86
,

位于中庭西部
,

东西向
。

长 19 0
、

宽 130
、

深 1 75 厘米
。

坑内仅见人股骨二根
。

此坑打破东边的 K 8 7
。

K 96
,

位于中庭中 部 略 偏 西 侧
,

南北

向
。

长 1 4 0
、

宽 7 2
、

深 1 4 0厘米
。

坑内祭祀人

胫骨二根
。

被西侧的 K 94 打破
。

K 1 4 7 ,

位于朝寝建筑南散 水 东 侧
,

打

破散水及夯土台基
。

长方形竖穴土坑
,

南北

向
。

长 2 4 0
、

宽 82
、

深 24 0厘米
。

坑内仅见头

骨残片
。

打破东边的 K 1 48
。

K 1 5 3
,

位于朝寝建筑西夹室 内
,

打破

夹室西墙及地面
,

东西向
。

长 2 0 0
、

宽 1 2 7
、

深 1 15 厘米
。

牺牲作跪式
,

无上肢 骨
,

下肢

及髓骨完整
,

头骨已残
,

面向不清
。

坑内出

素面玉磺
、

骨璧各 一
件

。

1K 55
,

位 于朝寝建筑北三室之 中 室
,

扫破中室地面
,

东西向
,

长方 形 七坑
。

长



0 2 3
、

宽 10 1
、

深 10 9厘米
。

有生土二层台
,

台

长边宽 :10
、

短边宽 20
、

高35 厘米
。

仅见人头

骨残片
,

附近有殊砂
。

二层台东 llL] 齐有一陶

闲
,

东部还 出陶随一件及陶壶等残片若干
。

K 1 5 6 ,

位于朝寝建筑北三室 西 室
,

打

破西室地面及西室西墙
,

东西向
,

长方形竖

穴 L坑
。

长 1了。
、

宽 2 20
、

深 3 0厘米
。

牺牲系

侧身周肢
,

头西 面南
,

无手足骨
。

骨架周围

有殊砂
。

K 1 5 8
,

位于K 1 5 6 东部
,

打 破朝寝北三

室 中
、

西室地面
,

东西向
,

长 方 形 竖 穴土

坑
。

长2 5 4
、

宽 2 5 5
、

深 12 0厘米
。

生 土 二层

台边宽 30 一 40
、

高 46 厘米
。

二层台周围有木

质朽 灰
,

西北角出上陶豆
、

困
、

扁
、

翩各一

件
,

壶二件及玉磺等
。

坑内无骨架
,

仅见人

头骨残片
。

K 18 1
,

位于西厢南散水南 部
。

长方形

竖穴土坑
,

东西向
,

有生土二层台
。

长 3 0 0
、

宽 18 0
、

深 41 。厘米
,

盗扰严重
,

仅出碎骨数

节
。

牛羊坑 牛羊 同 坑 祭 祀 仅 发 现 一例

( K 15 )
。

坑南北 长 1 5 5
、

东 西 宽 8 0
、

深

18 0厘米
。

坑内全牛全羊各一
,

牛头向北方
,

羊头北面西
,

均侧卧
。

」

人羊坑 发现人羊合祀坑一例 ( K 14 6)
。

东西向
,

长 2 4 8
、

宽 90
、

深 2 4 0厘米
。

坑内有

人骨一具
,

无头
,

下肢长 骨及 脊 椎 骨等俱
f

’

存
,

骨殖附近有殊砂
。

羊骨多已腐朽
,

仅见

个别骨节
。

车坑 2个
。

K 17
,

位于中庭中部东侧
,

靠近东厢西

散水
。

车坑平面似
“ H ” 形

。

车辕向东
。

坑

东西长 2 5 0
、

置舆处宽 2 2 0
、

置 衡 处 宽 35 一

4 5
、

置辕处宽 30 一 45 厘米
。

坑 口距地表 13 0
、

坑深 90 厘米
。

坑内有车无马
。

车辕在东
,

舆在西
。

轮

径 6 4
、

轨宽 1 6 0 )电米
。

牙厚 4
、

宽 3厘 米
。

车

辐 25 根
,

截面呈椭圆形
,

外露部分长 22
、

厚 10

厘米
。

毅全 长约 25
、

中径 13 厘米
。

轴断面呈

圆形
,

长2 0 0
、

中径 10 厘米
,

出毅外 稍 细
,

径 6厘米
。

辕身在舆前残损
,

辕轴结 合 部不

清
。

辕截面为圆形
,

前端上翘成钩状
,

残长

1 5 5
、

最大径 10
、

最小径 5厘米
,

辕 首 呈 三

角形
,

三只赤金异兽饰铆于辕首之 上
。

衡截

面呈圆形
,

置于辕梢钩内 g 衡全长 12 4
、

直径

5
.

5厘米
。

辆呈人字形
,

拴在距辕首左右各 27

厘米的车衡之上
,

辆顶截面圆形
,

径 4厘米
。

舆在两轮中间
,

平面 结长方形
,

左半部残破
,

复原横广约 1 20
、

进深 80 厘 米
。

车栏四角呈

圆弧状
,

尚存两根角柱
,

残高 20
、

直 径 3厘

米
。

车较 尚存三根 (图一一
、

一二 )
。

K 12 1 ,

位千中庭东北 角
,

东西向
。

长

; , 9 0
、

宽 1 6 0
、

深 2 1 0厘米
。

因盗扰 严 重
,

车

全被破坏
。

坑内出土节约
、

方策等金
、

铜车

图一一 车坑 ( K 17 ) 平面 图

图一二 车坑 ( K 1 7 ) 车右视图

第 2 期



马器数件及少许马骨
。

一号建筑群发现的 1 1 8个祭祀坑
,

除少

数外
,

大多数祭祀坑排列似有一定规律
。

有

的三 个 一 排
,

如 K l
、

K Z
、

K 3等 ( 图一

三 ) ;
有 的 二 个 一 列

,

如 K 7 8
、

K 7 9 和

K s o
、

K 8 1等 (图一四 )
。

我们认 为
,

这种

排列并非偶然
,

是一个值得认 真 研 究 的问

题
。

一号建筑群的各类祭祀坑坑 口 高 低不

一
,

有的在踩踏面以下
,

有的在当时实用地

面上
,

有的还打破建筑的夯土台基或室内地

面
,

许多坑之间存在着打破关系
,

这说明坑

之间年代上有早晚之别
。

早的应为一号建筑

落成时的牺牲
,

晚的当是建筑废弃后举行的

祭祀
,

而大多数是建筑使用时的遗迹
。

?
1

…样

图一四 部分祭祀坑分布情况

五 出土遗物

主要出土器物为各类 陶 瓦
,

此 外 还有

陶
、

金
、

铜
、

铁
、

玉等器物
。

陶瓦

在大门
、

朝寝
、

亭台及东西厢
、

围墙的

份份份份份份份份洲洲
卜卜卜卜卜

群群{{{{{{{{{{{

叫叫叫叫

?
: , . 。 .

争术 汐
图一三 部分祭祀坑分布情况

上部及附近堆积层中
,

均发现大量残瓦片
。

根据复原情况看
,

主要为凹字形板瓦和筒瓦

两类
。

凹字形板瓦 可以分为四种类型
。

A型
,

三角几何纹板瓦
,

泥质灰 陶
,

截

面呈凹槽形
,

一端大
,

一端小
。

瓦背小端出

檐
,

檐长一般 2厘米
,

为扣置带半 瓦 当的筒

瓦之用
。

瓦背的前半端 (小端 ) 有错置的三

角纹带三条
,

每条宽约 1 0厘米
,

每个三角纹

为三重结构
。

瓦背的后半端及瓦沟均饰竖向

绳 纹
。

标 本 83 凤 马 T 8 :4 1 ,

通 长 76
、

大 端

2 8
.

5
、

小端 2 8
、

高 6厘米
。

标本 8 3凤马 T 9 4 : 6
,

通长 7 0
、

大端 2 8
.

8
、

小端 2 7
.

6
、

高 5
.

组厘米
。

此类瓦仅在朝寝及围墙附近出土 ( 图一五
:

1
、

2 ; 三三 )
。

B型
,

绳纹板瓦
,

泥质灰陶
,

截面 亦呈

凹槽形
,

一端大
,

一端小
。

小端唇部斜 口尖

薄
,

便于插入另一板瓦的大端
。

瓦面及瓦沟

均饰绳纹
。

标本 83 凤马 T 18 : 1 ,

通 长 47
,

大

端 2 7
.

5
、

小端 2 5
.

5
、

高 6 厘米
。

标本 5 2凤马

T 1 3 : 2 ,

通长 4 4
.

5
、

大端 2 8
· 、

小端 2 4
、

高 4
.

5厘

米 (图一五 : 3
、

4 )
。

C型
,

微型绳纹板瓦
,

泥质 灰陶
,

平面

作梯形
,

截面亦为凹槽形
。

瓦体很小
,

两端

大小不一
,

通体饰绳纹
。

标 本 82 凤马 T别
: 1 ,

通长 20
。

6
、

大端 8
.

7
、

小 端 .4 1
、

高 2
.

4厘 米

1 9 8 5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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厂飞一

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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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一五 遗址出上砖瓦
.

A型板瓦 (3 5 T8 4 : 1) 2
.

A型板瓦 (8 3 T4 9:6) 3
.

B型板 瓦 (s3 T18 : l)心
.

B型板瓦 (sZ T13 : 2) 6
.

AI式筒瓦 (sZ T

l。 : 2) 6
,

C型板瓦 ( 5 2 T 24 : x )

l o
.

A I 式筒瓦 ( s z T 4 o : 5 )

A 皿式 筒瓦 ( 5 2 T Z : 1 ) 1 5

1 l

7
.

D 型板瓦 ( 8 3 T 3 8 H -

A l 式筒瓦 ( 5 1 T l l o : 了)

3 ) s
.

A I 式筒瓦 ( s 2 T 4 9 : 6 )

1 2
.

A I 式筒瓦 ( 8 2 T 13 : 1 2 )

g A I 式筒瓦 ( s l T s o :

4一)

13
.

A I 式筒瓦 ( s 1 T 6 5 : 1) 1 4
.

B酉简瓦 ( 8 3 T Z 。 : 5 ) 、。
.

花纹空心砖 ( , 3 T Z; , ; ) 、了
.

累面砖吃队 T Z o : : 50 ) ( 、一 5
、

a
,

9
、

、 :

一 14为 1 / 20
,

6为一/ 6
, 7

、

17为 l / 。
, 1 0

、

1 5为 l / 1 6
, 16为 l / 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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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一五 :6 )
。

D型
,

形状较为奇特
。

标 本 83 凤 马 T 3 8

H I : 3 ,

泥质灰陶
,

瓦体较小
,

瓦的一端 中部

有圆角长方形缺口
。

通长 24
、

残宽 15 厘米
。

瓦通体饰竖向和交错 绳 纹 ( 图 一 五 : 7 ; 三

四 )
。

筒瓦 可分为两型

A型
,

分为三式
。

A l 式
,

有唇有当
。

前端 有半 瓦当
,

后

端有瓦唇
,

此类使用位置应在檐口
。

半瓦当

上刻有同心圆弧两圈
,

同心弧之间饰绳纹
。

瓦面隆起部分有抹光带与绳纹带数条
,

前者

宽 3
.

5一 4
.

5 ,

后 者 宽 3
.

8一 6厘 米
,

相 间排

列
,

以阴弦纹隔开
。

此式 瓦还可分为大小两

种
。

大者如标本 8 2凤 马T 理9 : 6
,

通 长 7 5
.

5
、

径 16
.

5
、

高 8
、

唇长 3
.

5厘米
,

饰绳纹带及抹

光带各 8 条 ( 图一五 : 8 ; 三五 )
。

标本 81 凤

马 T 8 0 : 4 1
,

通 长 7 5
.

4
、

径 1 5
.

9
、

高 8
.

5
、

唇

长 4 厘米
。

纹饰同上
,

唯在瓦面的四角各穿

一孔
,

孔径 1厘米 (图 一 五 : 9 ; 三六 )
。

小

者如标本 5 2凤马 T 1 9 : 2
,

通 长 5」
、

径 1 6
、

高

8
.

5
、

唇长 5厘米 ( 图一五 : 5)
。

A ll 式
,

有唇无 ,
。

后端有唇
,

前 端无

当
。

瓦面亦饰抹光带及绳 纹 带
,

瓦 沟 为素

面
。

可分为大
、

中
、

小三种
。

大者如标本 8 2

凤马T 4 0 : 5
,

通 长 7 8
.

4
、

径 16
.

8
、

高 8
、

唇

长 4
.

4厘米
。

瓦面饰绳纹带及抹 光 带各 8 条

( 图一五 : 10 )
。 `扣者如标本 8 1凤 马 T I 一。 : 7

,

通长 68
.

1
、

径 16
、

高 8
.

5
、

唇长 4厘米
。

瓦面

饰抹光带及绳纹带各 7 条 ( 图一五 : 1 1)
。

小

者如标本82 凤马 T 1 :3 ] 2
,

通长 5 0
.

5
、

径 16 一

17
、

高8
.

4
、

唇长 4
.

5厘米
,

饰绳纹带及抹光

带各 5 组 ( 图一五 : 12 ; 三七 )
` 。

A 皿式
,

无唇无当
。

小端无 唇
,

口部尖

薄
; 大端无当

,

口部较厚
。

根据瓦面纹饰可

区分为二种
。

一种通体饰竖向绳纹
,

标本 81

凤马 T 6 5 : l
,

通长 4 6
,

径 1 4
.

5一 1 7
.

5
、

高 9
.

5

厘米 (图一五 : 1 3)
。

一种饰相间的 绳 纹带

和抹光带
,

标本 82 凤 马 T Z : l
,

通 长16
、

径

一 17
、

高 8
.

2厘米 (图
一

五 : 1们
。

B型
,

大型筒瓦
。

瓦面弧度 特 大
,

饰以

阴弦纹隔开的抹光带 与绳纹带各 5 条 ;
.

瓦背

光素无纹饰
。

标本 83 凤 马T 25 : 5
,

通 长 5 6
、

兀径 47
.

2
、

高 8]
.

8
、

唇 长 4 厘米 (图 一五
:

1 5 )
。

四字形板瓦的儿而
,

瓦侧面及各类筒瓦

的瓦面
,

常见有在瓦 f)rJ 未 干时刻划的各种陶

文
。

据统计达 七
、

八 !
。

种 之 多 (图
`

六
、

一 七)
。

筒瓦
、

板瓦
,

均用泥条盘 筑 法 手 制而

成
,

瓦沟内泥条痕迹清晰
。

凹字形板瓦系长

方形泥筒坯一分为三
,

筒瓦系圆形泥筒坯一

分为二
。

二者均是在瓦坏未干之时
,

用 刀间

断切割
,

然后待瓦坯 平 「时敲击分裂成型
。

板 瓦割 口长 1一 g
、

害吐11 间距 1一 4厘米
。

筒瓦

割 口 长 1一 3
、

几怜一旧相趾 1
.

5厘米
。

石专

仅发现数块
。

分两类
。

素而砖 在西围培北部缺 n 处出土
。

一

件完整
,

件稍残
,

另外还有碎块数件
。

标

本8 4凤马 T 2 0 1 : 5 0
,

长 36
、

宽川
、

厚 6厘米
、

砖呈灰色
,

制作粗糙
,

火候较低
,

不甚坚硬

( 图一 五 : 17 :
二九 )

。

花纹空心砖 仪发 现 2件
,

均 残
。

标本

83 凤 `与r Z I : 4
,

残 长12
.

5
、

残宽 10
、

残高 4一

7
.

4
、

砖壁厚 2
.

4) 蜓米左右
。

正
、

侧面均有规

整的变形蟠蚁纹
。

砖色 青办
、

极坚硬 (图 一五
:

16 ; 三八 )
。

陶器
’

数量较少
,

} 要出于祭祀坑内
。

可以复

原的器物有
:

扁 l 件 ( K 15 8 : 3
,

整理号
, 一

下同
。

与工

地编 号对照见附表 )
。

夹 砂 黑 褐 陶
。

平折

沿
,

圆科
,

束颈
,

低档
,

实足尖
。

底部饰麻

点纹
,

颈以下饰交叉绳纹
。

通高 12
.

2
、

腹深

9
.

5
、

口径 r 2
.

5
、

腹径 14
.

5 )
「
眨米 (图 一九 : z ;

四 0 )
。

豆 1件 ( K 15 8 : 4 )
。

灰褐色 泥质陶
,



图一 六 瓦上的陶文拓片 (皆为 1 /3)

轮制
。

带盖
,

盖 顶 隆 起
,

中 有 菌 状 圆 捉

手
,

盖沿平伸
。

盖面有四道同心圆弦纹
,

盖

内刻有
“
央

”
字

。

豆盘
一

较 深
,

平 折 沿
,

束

颈
,

腹微鼓
,

喇叭形圈足
。

豆肩部饰阳弦纹

一周
,

其下为二周阴弦纹
。

圈足内刻有
“

日 ”

形符号
。

通高 1 4
.

4
、

腹深 4 、 2
、

口径 1 3
.

3
、

圈

足高 38 厘米 ( 图一九 : 5 ; 四一 )
。

壶 2件
。

标本 K 1 5 8 : 2
,

泥质灰陶
。

长方

形直 口方唇
,

长颈
,

圆腹
,

圈足外侈
,

双耳

硕大
,

形似兽头
。

壶口至肩部均匀分布八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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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一七 瓦上的陶文拓片 (皆为 l /3)

阴弦纹
。

通高 2 7
.

5
、

腹深 2 2
.

5
、

口径 1 2
.

2 x

1 1
.

1厘米 (图一 九 :2 ;四 二 )
。

另 一 件型

制
、

纹饰皆同
,

唯体积较小
。

罐 1件 ( 8 5凤马 T 3 3 : 1 )
。

灰 褐 色夹

砂陶
。

·

侈 口
,

斜方唇
,

束颈
,

深腹微鼓
;
平

底
,

肩部以下饰不清晰的绳纹
。

通高 25
.

4
、

口径 1 3
、

底径 1 1
.

5厘米 (图一九
: 3 , 一八 )

。

盆 1件 ( K了7 : 1 )
。

泥 质 黑 灰陶
。

平

沿
,

束颈
,

折肩
,

腹斜收
,

小平底
。

腹饰凸

弦纹二周
。

腹侧部有一 “ 目 ” 形符号
。

通高

1。
、

口径 20
.

7
、

腹深 9
.

4厘米 .(图一九
: 6 ,四

三 )
。

孟 1件 ( 5 2凤 马 T 2 5 H z : 1 )
。

泥 质灰

陶
。

侈 口
,

束颈
,

鼓腹
,

平底微内凹
。

通高

8
.

4
、

口径 17
、

腹深 7
.

6厘米 ( 图一九
: 7)

。

钵 1件 ( 82 凤 马 T 45
:
1)

。

泥 质 黑灰

陶
。

口微敛
,

圆唇
,

斜腹
,

小平底
,

素面无

纹
。

通高 4
、

口径 9
.

5
、

底径 3
.

9
、

腹深 2
.

6厘

米 ( 图一九 : 1 1 , 四四 )
。

翩 1件 ( K 15 8 : 1)
。

泥质 灰陶
,

赢既

合体
,

圆口
,

平档
,

小实足
。

无纹饰
,

腹下

至足间均用刀削过
。

通高 10
.

9 ,

腹深 7
.

8
、

口

径 1 0
.

3厘米 (图一九
: 4 ; 二 O )

。

困 3件
。

形制大体相同
。

泥质灰陶
。

圆

尖顶
,

出浅檐
,

国体微鼓
,

腹下斜收
,

小平

底
,

檐下开小方门
。

通体光素
。

标本 K 1 58 : 5 ,

通高 14
、

直径 1 1
.

4
、

国门 2
.

2厘米见方 (图一

九 : 8)
。

.

标本 81 凤马 T 79 : 17
,

尖部略残
,

困

顶有
“ 土 ” 形刻 符

。

残 高 9
.

8
、

径 12
、

困门

2
.

3 x 2
.

2厘米 ( 图 一 九
: 黔 四五 )

。

标 本

8 3凤马 T 7 9 , 2 0 ,

底部残失
。

通高 1 2
.

a
、

直径

1 0
.

3
、

国门 1
.

6 x l
。

6厘米 (图 一 九 : 1 0 , 四

七 )
。

匝 1件 ( 8 1凤 马 T 7 g : 2 1 )
。

泥 质 灰

陶
。

平面呈三角形
,

板手短小
,

制作草率
。

通长 8
.

3 、

后宽 7
。

2
、

高 3厘米 (图一九 : 12 ;

图一八 陶罐

( 53凤马 T 33 : 1 )

1 9 8 5 年



图一九 陶器

1
.

禹 (K 15 5: 3) 2
.

壶 (K 1s 5: 2) 3
.

罐 (s s T s 3: l) 4
.

哑 (K s 5 1

: 1) 5
.

豆 (K 5 15: 4) 6
.

盆 (K 7 7: x)了
.

盂 (s ZT 2 5 HI
: 1) 5

.

困 (K 2 55
· : 5) 9

.

困 ( 5 1T 7 g:玉 7) 10
.

困 (s 3T了 g: 20) z x
.

钵 (s会

T 4 5:一 ) 12
.

匝 ( 5 IT了 9: 2 1) 13
.

器盖 ( 5 3T 3 3: 4) 14
.

器盖 ( 5 3

T 3 3: 5)一 5
.

水 管 ( 5 3T s l: 5) x6
.

水作 (s 3T xs: 3) ( 1,
、 s

、

9为

1 /。
, 2

、

s
、

5为 x / 1 2
, 6

、

7
、

10
、

12
、

一3
、

r 4为一/ 6
,

1 1为一/ 3
,

1 5
、

一6为 1 / 3 ( )

大
,

一端小
。

标本 83 凤马 T 1 8 : 5 ,

通 长

7 5
.

5
、

大端径 29
、

小端径 25
、

管壁厚

1
.

1厘米 (图一九 : 15 )
。

标 本83 凤马 T

18 : 3 ,

通 长 70
.

5
、

大端 径 28
。

5
、

小

端 径 24
、

管壁 厚 1 厘米 ( 图一九
:

1 6 ; 四八 )
。

金器

2 9件
,

总重 3 0 2
.

6克
。

出在 K 1 7
、

K 1 21 两个祭祀坑内
。

圆策 1 件 ( K 1 :7 5)
. 。

在 椭 圆

环上
,

有外伸的扁嘴鸭头
。

大径 1
.

8
、

小径 1
.

4
、

鸭嘴长 0
.

7厘米
,

重 1 1
.

2克

(图二二 : 1 ; 二三 )
。

圆泡 可分两式
:

工式
,

蟠馗纹圆泡 2 件
。

泡面隆

起
,

饰蟠地纹
,

饱后有横向条板
。

标

本 K 1 7 : 2 ,

径 2
.

2
、

高 0
.

5 5 厘米
,

重

1 0
.

8克 (图二二
: 2 ; 二四 )

。

ir 式
,

素面 圆 饱 7 件
。

饱 后 有

板
。

标本 K 1 7 : 3 ,

直 径 1
.

8 2
、

高 0
.

2

厘米
,

重 5 克 ( 图二二
: 3 ; 二六 )

。

方泡 8 件
。

平面呈矩形
。

面饰

兽头纹
,

背面有长条形板
。

标本 K 17 : 7 ,

长 1
。

7
、

宽 2
.

2厘米
。

重 n 克 ( 图 二

二 : 4 ; 二九 )
。

节约 可分三式
:

.I 式
,

双筒节约 6 件
。

形 状 似
“ H ” ,

双筒均无纹饰
,

连 接部饰蟠地

纹
。

标 本 K 1 7 : 4 ,

长 2
.

1
、

宽 1
.

5 厘

四六 )
。

陶器盖 2件
。

泥质灰 陶
。

标 本 83 凤马

T 3 3 : 4
,

圆形平盖
,

上有平顶伞状捉手
,

下有

圈足状子口
。

盖上饰阴弦纹五周
。

直径 1 4
.

6
、

高月
.

6厘米 ( 图一九 : 13 ; 二一 )
。

标 本 83 凤

马
『

f 33 : 5
,

圆形平盖
,

上亦有平顶 伞 状 捉 手
,

.

略残
,

无子 口
。

盖上匀布 三周阴弦纹
。

直径

11 厘米
,

高 3厘米 (图一九
: 1 4 )

。

陶水管 出土数件
。

泥质灰陶
,

管外饰

绳纹
,

管内素面
,

有泥条 盘 筑 痕 迹
。

一端

米
,

重 9
.

5克 ( 图二二 : 5 ; 二七 )
。

11 式
,

双筒 衔 环 节 约 1件 ( K 1 7 : 8 )
。

在双筒节约一侧附带孔圆嘴
,

铜 环 衔 于 其

中
。

节约长 2
.

1
、

宽 1
.

5
、

铜环径 4
.

7厘米 (图

二二 : 6 ; 二五 )
。

111 式
,

单筒 节 约 1件 ( K i 2 1 : 5 )
。

圆筒

状
,

素面无纹
。

通高 1
.

5
、

径 0
.

9厘米
,

重 7

克 ( 图二二 : 7 ; 二八 )
。

异兽饰 3件
。

虎头
,

双卷 角
,

偶 蹄
,

有翼
,

卷尾
,

卧姿
,

造型生动
。

背面有铆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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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二 O陶成

(K1 58 :1 )

三一 :) 5
。

铜链 l件 (K1 21 :4 )
。

链 四 棱锥形
,

挺呈圆柱状
,

两翼狭 长
,

前锋及两 翼 之刃均

十分锐利
。

通长 5
.

9厘米 ( 图三一 : 6)
。

襟钩 1件 ( K 14 6 : 1 )
。

钩端 已残
。

正面

饰兽面纹
,

长 1
.

9
、

宽 1
.

6厘米 (图三一 : 4)
。

铜钉 8 枚
。

圆头 (有的无钉头 )
,

四

棱锥体 (个别为圆锥体 )
。

标本凤马 T 1 8 : 5 ,

通长 3
.

1
、

圆头径 0 ` 6厘米 ( 图三一 : 7)
。

玉石器

主要为瑛
、

璧
、

块
、

圭等物
,

大多出 自

朝寝建筑的前朝及东夹室的踩踏面 上
,

少数

见于祭祀坑 内
。

璧
、

块
、

磺 均 散 出
,

多完

整
; 圭则多为数件堆积

,

均断裂
。

玉石器一

般都较粗糙
,

形制不大
,

亦不甚规整
。

玉瑛 共 21 件
。

玉色不一
,

有青
、

白
、

蓝或浅黄色
。

有的素面无纹
,

有的阴刻简化

云雷纹
。

均有 1一 3孔 (个别未钻穿 )
,

表面多涂

图二一

陶器盖 ( 83

凤马 T 3 3 : 4 )

回剔
!

O

瞻县
2

两根
。

标本 K 17 : 6 ,

身 长 3
.

7 、 高 2
.

4
、

铆钉

长 1
.

3厘米
,

重 2 5
.

9克 ( 图二匕
: 8 ; 三 O )

。

铜器

建筑铜构件 2件
。

标本凤马 T 30 : 2
,

出

于东厢西回廊
。

圆筒状
,

素面无纹饰
。

通高

2 .5 2
、 ’

径 18
.

7一 1 9
、

壁厚 0
.

2厘 米
。

两 端各

有长方 形 孔 眼 六个
,

孔眼一般 长1一 1
.

2
、

宽 0
.

2厘米 ( 图三一 : 2 , 三二 )
。

标本 81 凤马

丁 95 ③ : 33
,

为一铜构件的背部残段
,

长 8
.

4
、

宽 5
.

2
、

厚 0
.

5厘米 (图三一 : 3)
。

铜削
’

1件 ( K 14 7吮1 )
。

残为两段
。

柄部

残长 3
.

4厘米
,

柄端为云状龙 首 形
。

削身部

断面呈锐形三角
,

残 长5
.

2
、

宽1
.

6厘米 (图

三一
: 1)

。

圆策 1 0件
。

出于 K 1 7
、

K 1 2 1两 个祭祀

车坑之内
。

其形制 与金圆策相 同
。

标 本 K 12 1 :

1 ,

大径 2
.

2
、

小径 1
。

队 鸭嘴长 0
.

6厘米 ( 图

但
。乖二恩

C

亘豪豁
一

豁
图二二 金器

1
.

圆策 ( K 1 7 : 5 ) 2
.

1式 圆抱 ( K 1 7 : 2 ) 3
.

1 式圆泡

( K z 7 : 3 ) 4
.

方泡 ( K 1 7 : 7 ) 5
.

1式 节约 ( K 1 7 : 4 ) 6

I 式节约 ( K I 7 : 8 ) 7
.

单简软约 ( K 12 1 : 5 ) 5
.

异兽饰

( K 一7
: 6 )

1 9 8 5 年





图三O 金异兽饰 (权 7 1
: 6)

2
.

198 1年在发掘
“ 朝寝建筑

”

时
,

发现在该遗址被废弃以后
,

秦

人曾多次以人牲 祭 祀
。

如 K 1 53 人

坑
,

打破西夹室西墙
; K 1 55 人坑

,

打破
“

中室
”
地面

; K 1 5 6
、

K 1 5s 两

座人坑
,

打破 “ 西室 ” 地面
。

而且

以 K 1 58 祭祀坑中出土 的 豆
、

壶
、

困
、

高
、

颇等器物 与已知秦墓有关

器物比较
,

可以看出 标 本 K 15 8 :1

抓
、
K 1 5 s : 2壶

、

K 1 5息: 3扁
、

K 1 5 8
.

: 4

豆
,

以及 8 1 T 7 9 : 2 0困
、

5 1 T 7 9 : 2 1

匝
、

8 3 T 3 2 : 5盆 等 器 物
,

分 别 与

7 7 凤 高 M 18
、

7 7 凤 高 M 3
、

7 7 凤

瞥一嘱刻鱿屉够
·

会眨创

常廿川川W
7

侧有云雷纹
,

外径 2
.

4
、

内径 0
.

6
、

厚 。
。
2厘

米 (图 四
,

九 : 5)
。

标本 81 凤 马T 6 4 : 1 3 ,

青

色
,

两面均阴刻勾连云纹
,

外径 3
、

内径 .0 8
、

厚 0
.

2厘米 (图四九 : 6)
。

玉决 21 件
。

青色
,

圆或椭圆形
,

外径

1
.

6一 4
.

8
、

内径 0
.

6一 1
.

6
、

厚 0
.

2一 0
.

4
、

缺

口 宽 0
.

2一 0
.

6厘米
。

·

石圭 34 件
。

有 青 白 两 色
。

长 1
.

5 一

4
、

宽 0
.

6一 1厘米
。

其它

铁锚 l 件 ( K 132 :
l)

。

出 于 填土之

中
。

横长方形
,

剖 面呈 v 形
。

镭宽 13
.

2
、

高

6
.

6
、

金口长 1 2
.

6
、

宽 1
.

3
、

深 5 厘米 ( 图五

O )
。

煤 晶 环 2件
。

在 K 76 中 出 上
。

标 本

K 7 6 : 3 ,

黑色
,

圆形
。

外径 1
.

8
、

内径 .0 9
、

厚 0
.

3厘米
。

一--i11一一一11
尸谓创

图三一 铜器

,
.

削 ( K 1 4 7 :

1) 2
.

建筑构件 ( T 3。 : 2 ) 3
.

建筑构件残

段 ( 3 l T , 5⑧
: 3 3 ) 4

.

徽钩 ( K 一4 6
: 、 ) 5

.

圆策 ( K 、 2一 : 1 )

6
.

铁 ( K 一2 1
: 4 ) 7

.

钉 ( T l s
: 5 ) ( 1

. 4一 7约为 3 / 5
, 2为

3 / 5 0
, 3为 3 / 10 )

六 结语

1
.

马家庄一号建筑群的总体布署
,

与史

籍所载的诸侯宗庙布局大体相同
,
每个单体

建筑所分隔的区间
,

分别具有 宗 庙 中的祭

祀
、

燕射
、

接神
、

藏挑的功能
。

而且与商人

宗庙一样
,

一号建筑群内有大量的祭祀坑
。

因此; 马家庄一号建筑群为宗庙性质的建筑

是毫无疑问的
。

图三二

铜建筑构件

(凤马 T 3o :

2 )

1 9 8 5 年







高 M1 9
、

7 7凤 高 M 2 8
、

7 7凤高 M1 0
、

7 7凤高

M1 2
、

77凤高 M 36等墓中有关器物 相 同或相

似①
。

7 7凤高 M 3
、

M1 8
、

M1 9
、

M 2 8
、

M 3 6均

被划为战国早期墓葬
;77凤高 M1 0

、

M1 2,

则属春秋晚期墓葬
。

朝寝建筑被战国早期祭

祀坑打破
,

说明它的废弃时 间应 在 春秋晚

图五 O 铁雷

( F二1 3 2 :

) V
9 1 兮争居币厘米

七土
l

j 匕夕厘米

图四九 玉器

1
.

磺 ( 5 2 T 4宾M x : l ) 2
.

琐 ( K 7 6 : 一)

l
口周奋口曰口忿公全 .

6

3
.

磺 ( K 一5 6 : 4 )
4

.

磺 ( K 1 4 6 : 2 ) 5
.

璧 ( T s o : 7 ) 6
.

璧 ( s 一 T 6 4 : 1 3 )

期
。

其建筑年代应在春秋中期
。

3
.

先秦时代如宗庙等类的礼制建筑
,

古

籍记述很多
。

以马家庄宗庙遗址与《尚书》
、

《周礼》
、

《仪礼》
、

《礼记》 等先秦文献

相勘对
,

发现不少之处相合
,

足见经文多有

所据
,

另外
,

’

对照遗址亦可正确理解经文对

先秦宫室
、

宗庙制度的叙述
。

因此
,

马家庄

宗
:

庙遗址发掘
,

为研究先秦有 关 文 献 的真

伪
,

,

亦提出了重要证据
。

4
.

马家庄宗庙是迄今发现的规模最大
、

保存最好的先秦高级建筑群
。

它在商周到秦

汉建筑发展过程中
,

占有承上启下的重要地

位
,

对探讨秦国建筑史
、

先秦 宫 室 宗 庙制

度
,

以及秦人早期都城的布局等方面
,

都有

着极为重要的意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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