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陶鼎 件 、 陶罐 件均位于棺外西北角

图三 。

土洞墓 由竖穴墓道和土洞墓室

两部分组成 , 东西向 , 方向 。 。墓

道位于墓室西端 , 平面呈梯形 , 西宽东

窄 , 墓壁斜直内收 , 口大底小 , 开口距

地 表 米 。上 口长 、 宽 一

米 , 底长 、 宽 一 米 ,

深 米 。内填五花土 。墓室为土洞 ,

平面为东西向长方形 , 弧形拱顶 , 长

、 宽 米 , 直 壁 高 、 通 高

米 。墓室北壁前端有一小完 , 拱

顶 , 宽 、 进深 、 高 米 。墓

室内填淤土和五花土 。葬具一木棺 , 已

朽 , 置于墓室中部 , 长 、 宽

米 , 高不详 。棺内葬人骨一具 , 保存较

完整 , 葬式为仰身屈肢 , 头向西 , 面向

上 , 双手抱于胸前 , 下肢两腿交叠 , 胫

骨向后弯屈 。随葬品共 件 组 , 小

完内置 件陶鼎 , 口部有陶壶 件 , 棺内

头端有铜镜 面 、 铜铃 组 个 , 人骨腰

部有骨珠 件 , 棺外西端有铜钱 枚 。

由竖穴墓道和土洞墓室两部分组

成 , 东西向 , 方向 “ 。墓道位于墓

室西端 , 开口距现地表 米 , 平面呈

梯形 , 西宽东窄 , 墓壁斜直内收 , 口大

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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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三 磁平剖面图

陶片 、 陶罐

底小 。上口长 、 宽 一 米 ,

底长 、 宽 一 米 , 深 米 。墓室为土洞 ,

平面为梯形 , 西宽东窄 , 弧形拱顶 , 平底 , 长 、

宽 一 米 , 直壁高 、通高 米 。墓室北壁

前端有一小兔 , 宽 、 进深 、 高 米 。葬具

一木棺 , 已朽 , 置于墓室中部 , 长 、 宽 米 ,
高度不详 。棺内葬人骨架一具 , 保存较完整 , 葬式为

侧身屈肢 , 头向西 , 面向下 , 下肢并拢屈向北侧 , 胫

骨后屈 , 双脚贴近臀部 。随葬品共 件 组 , 棺内

头端有铜铃 组 个 、 铅饰 组 个 、 印章 件 、 铜环

件 , 人骨左侧有铜镜 面 、 骨珠 件 , 小兔内置陶鼎

件 、 带盖陶罐 件 图四 。

由竖穴墓道和土洞墓室两部分组成 , 东西向 ,

方向 “ 。墓道位于墓室西端 , 开口距现地表

米 , 平面呈梯形 , 西宽东窄 , 墓壁斜直内收 , 口大底

小 。上口长 、 宽 一 米 , 底长 、 宽

米 , 深 米 。西墓壁近底部有脚窝 个 , 宽 、

进深 、 高 米 。墓道内填五花土 。墓室为土

洞 , 平面为梯形 , 西宽东窄 , 弧形拱顶 , 平底 , 长

、 宽 一 米 , 直壁高 、 通高 米 。墓

室北壁前端有一小完 , 弧形拱顶 , 宽 、 进深

、 高 米 。墓室内填淤土和五花土 。葬具一木

棺 , 置于墓室中部 , 已朽 , 长 、宽 米 , 高度

不详 。棺内葬人骨一具 , 葬式为侧身屈肢 , 头向西 ,

面向南 , 双手放于右侧 , 下肢交叠屈向南侧 。随葬品

共 件 , 小完内置陶罐 件 、 陶鼎 件 、 泥器 件 , 棺

内头端有 件铁带钩 。

由竖穴墓道和土洞墓室两部分组成 , 东西向 ,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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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六 一 随葬陶器

带盖陶罐 、 陶罐

、 陶壶 一 、 陶鼎 晰

陶击 陶困

陶壶 件 、 形制相近 , 侈口 , 平

沿 , 沿面内凹 , 圆唇 , 长颈 , 溜肩 , 上腹圆鼓 , 腹壁

稍直 , 下腹内收 , 平底 。标本 肩部饰数周凹弦

纹 。高 、 口径 、 腹径 、 底径 厘米 图

六 , 。标本 颈肩部饰数周凹弦纹 , 中腹部饰

上下两组 每组两道 凹弦纹 , 下腹部修整痕迹明

显 。肩部戳印一 “亭 ”字 , 阳文篆书 , 字迹较模糊 。

高 、 口径 、 腹径 、 底径 厘米 图六 ,

。

陶罐 件 、 , 形制差异 。标本

侈口 , 圆唇 , 束颈 , 溜肩 , 上腹微鼓 , 下腹弧

收 , 平底 。肩部以下通体饰竖绳纹 。高 、 口径

、 腹径 、 底径 厘米 图六 , 。标本

侈口 , 平折沿 , 方唇 , 束颈 , 溜肩 , 上腹圆鼓 ,

腹壁稍直 , 下腹内收 , 平底 。中腹部两道凹弦纹 。高

、 口径 、 腹径 、 氏径 厘米 图六 ,

。

带盖陶罐 件 , 盖 , 覆钵形 , 平顶

罐身 , 侈口 , 尖唇 , 束颈 , 溜肩 , 弧腹微鼓 , 平底 。

罐腹部有数道凹弦纹 。通高 、 盖径巧 、 盖高 、

器身 口径 、 腹径 、 底径 厘米 图六 ,

。

带盖陶击 件 , 盖残 , 浅覆钵形 , 平

顶 罐身 , 侈口 , 尖唇 , 束颈 , 广肩 , 上腹外鼓 , 腹

壁稍直 , 下腹内收 , 平底 。素面 。盖内及器身肩部均

有长方形戳印 , 阳文篆书一 “亭 ” 字 , 字迹清晰 。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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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七 一陌铜 、 铁 、 骨 、铅器

、 铜镜 铜铃 铜环 骨珠

印章 铁带钩 骨饰 铅环

模制 , 击体轮制 。通高 、 口径 、腹径 、底 七 , 。

径 厘米 图六 , 。 铜环 件 , 锈蚀轻微 , 环形 , 剖面呈

陶困 件 泥质灰陶 , 体呈上大下小的 椭圆形 。外径 、 内径 、 厚 厘米 图七 ,

圆筒形 , 腹壁斜直 , 上覆圆形攒尖顶 , 顶为一鸟形 , 。

周围略出檐 , 平底 , 困中上部开两方形仓门。通体施 铜钱 组 枚 , 铜质较差 , 圆形方

白 、红两彩 , 剥落严重 , 纹饰不清 。顶部饰多道凸弦 穿 , 无郭 。径 、 穿径 厘米 图十 , 。

纹 , 周身饰竖绳纹 。顶部戳印一 “亭 ” 字 。腹径 骨器

、 底径 、 通高 厘米 图六 , 。 骨珠 件 , 环状 , 环体剖面呈椭圆

铜器 形 。外径 、 内径 、 厚 厘米 图七 , 。

铜镜 件 、 , 标本 镜面平 , 骨珠 件 , 残 , 灰白色 , 环形 。外径

边缘略厚 , 饰一圈凸弦纹 , 弦钮 , 无座 。直径 、 、 内径 厘米 图七 , 。

肉厚 、 沿厚 巧 、钮高 厘米 图七 , 。标 骨饰 件 , 一端为长方牌 , 其 下有一细

本 残 , 仅存一半 , 边缘略厚 , 镜背饰两圈凸弦 长齿条 。残长 厘米 图七 , 。

纹 , 钮座不详 。直径 、厚 厘米 图七 , 。 其他

铜铃 组 个 、 , 形制大 小相 铁带钩 件 , 锈蚀较严重 , 钩尖残

近 。体较宽 , 正面略呈梯形 , 底边三角形内凹 , 开口 缺 , 钩首细长 , 钩体较宽扁 , 呈长方形 , 钮近中部 ,

平面呈扁圆形 , 环形钮较宽 , 顶部起脊 , 铃腹内有棒 钮柱细短 , 小圆钮 。通长 巧 、 钩体宽 、 钮高

状悬舌 , 可活动 。标本 通高 、 钮高 、 上宽 厘米 图七 , 。

、 下宽 、悬舌长 厘米 图七 , 。标本 铅环 组 个 , 已朽 , 皆残为三段 ,

通高 、 钮高 、 上宽 、 下宽 、 悬舌长 环形 , 灰白色 。标本 ① , 扁圆形 , 外径 、 内

厘米 图七 , 。 径 、 厚 厘米 图七 , 。标本 ②, 剖面

印章 件 , 半圆形环钮 , 覆斗形钮 为圆形 , 外径 、 内径 、 厚 厘米 。

座 , 印面长方形 , 印文二字 , 锈蚀不清 , 阳文篆书 , 铁削 件 , 残 , 锈蚀严重 , 尺寸不

为私印 。通高 、 印面 、钮高 厘米 图 详 。

岁一呈到少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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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穿宽 厘米 图十 , , 标本 一钱径 、

郭宽 、 肉厚 、 穿宽 厘米 图十 , 。

翰

龄
厘米

三 、 晚期墓葬

为竖穴墓道洞室墓 , 坐北朝南 , 方向 “ ,

由墓道 、 雨道 、墓室三部分组成 。墓道位于墓室南

端 , 开口于②层下 , 距地表深 米 , 平面呈梯形 ,

北宽南窄 , 墓壁竖直 , 东西两壁有脚窝 , 脚窝宽

、进深 、 高 米 , 底部由南向北倾斜 。墓

道长 、 宽 一 米 , 南端深 米 , 北端深

米 。甫道为土洞 , 平面呈长方形 , 弧形拱顶 , 平

底 , 宽 、进深 米 , 直壁高 米 , 通高 米 。

墓室为土洞 , 平面略呈梯形 , 南宽北窄 , 弧形拱顶 ,

平底 。长 米 、 宽 一 科米 , 直壁高 米 , 通高

图十 铜钱

半两钱 一 五株钱 溺 性 肠 一 溺

一 剪轮五株 浦 书 喃 肠 喝

料珠 件 , 锈蚀严重 , 灰

白色略带蓝色 , 圆柱体 , 中间有穿孔 。

高 、 径 、 孔径 厘米 图九 ,

。

铜钱 组 , 完整 枚 ,

圆形方穿 , 穿之两侧有篆文 “五株 ” 二

字 。根据郭的有无可分为两型 。

型有边郭 , 五株二字锈蚀不清者

枚 , 清晰者 枚 , “金 ” 头三角形 ,

四短竖点 , “朱 ” 头圆折或方折 。其中

“五 ” 字较瘦长者 枚 , 标本 一钱

径 、 郭宽 、 肉厚 、 穿宽 厘米

图十 , , 标本 一钱径 、 郭

宽 、 肉厚 、 穿宽 厘米 图十 ,

“五 ” 字 较宽大者 枚 , 标本

一钱径 、 郭宽 、 肉厚 、穿

宽 厘米 图十 , , 标本 一钱

径 、 郭 宽 、 肉厚 、 穿 宽

厘米 图十 , 。

型剪轮 , 大的剪轮五株 枚 , 标本

一钱径 、 郭宽 、 肉厚 、穿

宽 厘米 。小的剪轮五株 枚 图十 ,

, 标本 一钱径 、 郭宽 、 肉厚

一丁一 一一八

一矗 一…
二止三止一亡二

①

②

图十一 桥平剖面图

陶罐

。



1.6米 。葬具为 一木棺 , 己朽 , 置于墓室中部偏东 ,

长 、 宽 一 米 , 高不详 。人骨摆放散乱 , 有

迁葬的可能 。随葬品为 件陶罐 图十一 。

陶罐 件 , 泥质灰陶 , 侈口 , 束颈 ,

斜肩 , 上腹较鼓 , 下腹内收 , 平底 。高 、 口径

、 腹径 、底径 厘米 图十二 。

为竖井墓道洞室墓 , 坐北朝南 , 方向 。 ,

由墓道和墓室两部分组成 。墓道位于墓室南端 , 开口

于②层下 , 距地表 米 , 平面为梯形 , 北宽南窄 ,

墓壁竖直 , 底部向北斜低 。墓道长 , 、 宽 一

米 , 南端深 米 , 北端深 米 。墓室为土洞 ,

平面为梯形 , 北宽南窄 , 弧形拱顶 , 平底 。墓室长

、 宽 一米 , 直壁高 、 通高 米 。葬具为

木棺 , 置于墓室中部 , 己朽 , 长 、 南宽 、

北宽 米 , 高不详 。棺内有人骨架一具 , 保存完

整 , 葬式为仰身直肢 , 头向北 , 面向上 。未发现随葬
口
目目 。

四 、结语

路家村发掘的五座战国墓葬随葬器物组合均为陶

鼎 、 陶罐 , 器形特征相近 , 其中 座土洞墓形制相

同 , 据此可判断这 座墓葬时代相近 。参考韩伟先生

关于陕西春秋战国秦墓的论述 〔̀ , 初步判断时代为战

国晚期 。出土的陶鼎与八旗屯西沟道秦墓中 、

式鼎 〔了相似 , 罐与西沟道 式罐 相

似 , 陶壶与北郊秦墓 型 式陶壶 〔呀目近 , 时代为战

国晚期后段 。

关于陶器 上戳印的 “亭 ”字 图十三 , 为秦代

市 、 亭制陶作坊的戳记 , 和民营以及中央官署制造的

陶器产品上的戳一记不同 。民营制造的陶器上的戳记 ,

是在人名之前冠以里居名 而市亭作坊产品的戳记没

有里居名 。中央官署制造的产品 , 是在人名之前冠以

中央官署名 , 或仅具中央官署名 , 不见地名 。中央主

省制陶官署的戳记 , 都见于砖瓦上 , 不见于日用陶器

图十二 陶罐 潇
图十三 “亭”戳印

上 。而市 、 亭和民间私营制陶作坊的戳记 , 大量见于

日用陶器上 , 很少见于砖瓦上 。这说明市 、亭制陶作

坊面向社会 【引。

为砖室墓 , 且出土有剪轮五株 〔飞, 其时代应为

东汉时期 。

、 两座晚期墓葬开口于扰土层下 , 根据地层

及墓葬形制初步判断为明代 。

领队 田亚岐

发掘 田亚岐 、 刘军社 、董书泰 、 郁彩玲 、张

程 、权西红 、孙宗贤 、 郑文彬等

绘图 赵富康

整理 田亚岐 、 刘爽 、 陈改侠

执笔 田亚岐 、 刘爽 、 张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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韩伟 《略论陕西春秋战国秦墓 》 , 《考古与文物 》

年第 期。

陕西省雍城考古队 《陕西凤翔八旗屯西沟道秦墓发根

简报 》 , 《文博 》 年第 期 。

陕西省考古研究所 《西安北郊秦墓 》 , 三秦出版社 ,

泊 年 。

' 衰仲一 《秦代的市 、 亭陶文 》 , 《考古与文物 》

年第 期。

陕西省考古研究所编著 《白鹿原汉墓 》 , 一三秦出版

社 , 。。年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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器物 〔阴 陶赤 、 陶肋

陶 宕 弓

亏陶 引 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