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凤翔孙家南头墓地宋元明墓葬发掘简报
陕西省考古研究院

凤翔县博物馆

摘 要 ： 宋 、 元 、 明 时期墓葬在 陕西地 区发掘较 少 ，
主要集 中在 关 中地 区

，
以 西安 市 区及其周 边为

主 。 本次在凤翔孙 家南 头墓地中发掘 出 的 座墓葬无疑为研究该地区 宋 、 元 、 明 时期 的历 史形 势 、 墓葬制

度 、 埋葬 习俗等提供 了重要资料 。

关键词 ： 凤翔 孙家 南头墓地 宋墓 元墓 明 墓

一

、 墓地概况 河东岸 ， 宋元时期墓葬在墓地中分布较 为分散 （ 图

孙家南头村位于凤翔县城西南约 公里处的长
一

） 。

南 ， 地处汧河阶地 ， 西邻宝鸡 、 千阳县 ， 自北向南倾 为配合陕西东岭 重点工程建设 ， 年 月至

斜 ， 区馳势￥坦 ， 土地肥沃 ， 质 甜 ， 地理位置优 次年 月 ， 陕西省考古研究 、 宝鸡市考古工作队 、 凤翔

越 ’ 是关中平原的最西端 。 墓地正位于孙家南头村西汧 县働馆誠的鮮考古队在顺县长青镇孙家南头村

——

西
一

带 ， 对该该工程项 目 占地约 万平方米范围内的古

会
墓葬和遗址进行了抢救性考古发掘 。 此次共清理周 、 秦

凤
公 凤 翔县 城 寺 坊

留

“

气 及汉代以后各时期墓葬和车马坑 座 ’ 本文将此次清

？工 理的 棘元时期墓葬简撤吓 。

： 二 卿制

本次清理发掘的 座墓葬全部为竖穴洞室墓 （ 图

、
二 ） 。 墓道开口距现地表约 米 ， 平面形状以南北向

、
：

梯形和长方形为主 ’ 竖穴直壁土扩 ’ 底部大部分较平 。

“

一 封门多位于墓室北端 ， 封堵于墓室口部 ， 以土还封门为

主 ， 少量为砖封门和石封门 。 墓室平面以长方形为主 ，

图 舖头墓 傾蔵图
底面基本与墓纖酬平 ’ 部分墓室开有头龛鹏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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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二 凤翔孙家南头墓 元明墓葬发掘遗迹平面分布图



観墓道与墓室平面職可分以下三类 。 梯形竖； 式墓道 ’ 平面呈梯形 。 墓道开口距職條

、

一

字形墓 长 南宽 北宽 ， 墓道深 米 。

共计 座 ， 有 、 、 、 、 。 墓 菓壁坚官 。 墓道内填褐色五花土 ， 遺公散 。 墓道东壁

道与墓室形状 、 大小基本相同 ， 均呈长方形 ， 平面整体 南部有
一

竖排三角锥状的脚窝 个 ， 间距 米

形状略呈
“一”

字形 ， 方向大致为南北向 ， 葬具为
一

不等 。 墓道北壁底部即墓室洞口端有土还封门 ， 封门上

部跨塌 ， 残余下部 。 土賊用南北￥ 迭压砌成 。 土坯

南北 向梯形竖穴土圹式洞室墓 ， 方 向 长 宽 ， 厚 米。 墓道地面与墓室相平。 墓

。

。 梯形土圹式墓道 ’ 平面呈梯形 。 墓道开口距现 室 口呈半捕圆形 ’ 东西两壁下部较直 。 墓室平面呈长方

地表 米 ， 长 、 南宽 、 北宽 、 墓道深 形 ， 长 宽 洞顶高度 米 。 墓室内 为淤

米 。 墓壁竖直 。 墓道内填褐色五花土 ， 土质松散 。 土 ， 土质松散 。 葬具为
一

棺 。 木质 ， 已腐朽 。 棺长

墓道北壁 自底部向北高出 米进深为土洞墓室 。 墓道 宽 米 ， 高度不详 。 棺内有人骨架两具 ， 保存

北壁底部即墓室洞 口端有长条圆石封门 ， 封门上部垮 较完整 。 南北向并排东西两具骨架 ， 葬式不明 ， 头均向

塌 ， 残余下部
一

层 。 石条采用南北堆砌 。 石条长 北 ， 东侧面朝东 ， 西侧面朝西 。 骨豁零乱 。 依据骨架分

、 宽 、 厚 米 。 墓道地面低与墓室 布情况判为二次埋葬。 无出土随葬品 （图三） 。

米 。 墓室顶部呈弧形 ’ 东麵壁下部髓 。 墓室平

面呈长方形 ， 长 、 南宽 、 北宽 、 洞顶高度

米 。 墓室内为社 ， 册撒 。

葬具为
一

棺 。 木质 ， 已腐朽 。 棺长 、 宽 ；

‘

米 ’ 高度不详 。 棺内有人骨架
一

具 ’ 保存不完整 。 仰身
——

国

…

屈肢葬式 ， 头向西 ， 面朝上 。 无出土随葬品 。

南北向长方形竖穴土圹式洞室墓 ， 方向
°

。 长方形土圹式墓道 ， 平面呈长方形 。 墓道开 口

距现地表 米 ， 长 宽 墓道深 米 。 墓 巳

壁竖直 。 墓道内填褐色五花土 ， 散 。 墓道南壁中

‘

部和东壁南部两壁上各有
一

竖排三角锥状的脚窝 个 ’

间距 米 。 墓道北壁 自底部向 深为土洞墓室 。 墓 巳

道北醜部即墓室洞 口端有土还封门 ， 封门上部垮塌 ，

残余下部 。 土坯采用南北竖砲而成 。 土坯长 ， 宽

厚 米 。 墓馳面与墓室相平 。 墓室 口呈半楠 图三 墓葬平剖面图

圆形 ， 东西两壁下部较直 。 墓室平面呈长方形 ， 长 南北向梯形竖穴土扩洞室墓 ， 方向
°

。 墓

， 宽 ， 洞顶髙度 米。 墓室内为淤土 ， 土质 葬幵口距现地表 米 。 墓道口平面呈梯形 ， 长 ，

松散 。 内置
一

棺。 宽 米 。 墓道底长 ， 宽 米 ， 底

葬具为
一

棺 。 木质 ， 已腐朽 。 棺长 宽 部不平 ， 深约 米。 梯形竖穴土圹 ， 墓内填黄褐色五

米 ， 高度不详。 棺内有人骨架三具 ， 保存不完整 。 南北 花土 ， 土质松散 。 墓道底部南壁在高出 米有进深

向并排东西两具骨架 ， 另外
一

具骨架位于西侧骨架足部 米的土洞墓室 。 墓室平面呈长方形 ， 长 宽

的南段 。 西侧骨架 已朽 ， 可判定仰身直肢葬式 ， 头向 米 。 半圆形洞顶 ， 高 米 。 洞室壁经过修整 。

北 ， 面朝上 。 东侧骨骼零乱 。 葬式不明 ， 头向北 ， 面向 葬具为
一

棺 ， 木质 ， 已朽。 棺长 ， 宽 米 ，

不明 。 南段的骨架混乱 ， 葬式 、 头向 、 面向均不明 。 依 高度不详 。 棺内 并排东西人骨架两具 ， 皆仰身直肢葬

据骨架分布情况判为二次埋葬 。 无出土随葬品 。 式 。 头向均朝南 ， 西边面向上 ， 东边面向不详 。

南北向梯形竖穴土圹式洞室墓 ， 方向
°

。 出土随葬品 件 （组 ） ， 青瓷碗 件于棺内头部 ，

犯
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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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西向梯形竖穴土圹式洞

丨

二 室墓
’ 方向

。

。 梯形土圹式墓道 ’

平面呈梯形 。 墓道开 口爾條 ’

： 长 ， 东宽 ， 西宽 肌 墓道深

。二： ：…

、
」

米 。 鍵 直 。 墓道内填褐征花

土 ， 散 。 墓道东壁 自底部向东高

！ 出 米进深为土洞墓室 。 墓道西壁中

部有
一

竖排三角锥状的脚窝 个 ’ 间距

；

米 ； 墓道南壁西部亦有
一

竖排三角
‘

锥状脚窝 个 ， 间距 米 。 墓

道东壁底部即墓室洞口端有土还封门 ’

“

封门上辦塌 ’ 餘下部 。 細东西平

铺 堆砌 。 土坯长 ， 宽 厚

米 。 墓馳面与墓室相平。 墓室顶

部呈圆形 ’
南北两壁下 墓室平

丨

丨 面呈长方形 ， 长 宽 ， 洞顶高
一

；

度 米。 墓室内为肚 徹 。

°

葬具为
一

棺 。 木质 ， 已腐朽 。 棺
图四 墓葬平剖面图 ，

、
： 旅 、 ： 、 ： 贿 长 宽 米 ， 冋度不详 。 棺内有

方砖 块于洞室南端中部 ， 铁钉 组位于棺的部位 （ 图
一 工、

屈肢葬式 ， 南骨架是烧过的骨头 ， 头向东 ， 面向不清 。

°

分析为二次葬 。 无出土随葬品 。

園
‘

：

■ —

米
■ ■

■ ■

—

图五 墓葬平剖面图

、
： 體 、 ： 繊

”



2 、 凸字形墓 端的淤土中 ， 黑瓷罐 件放置于墓室北壁的小龛中 （图

共计 座 ， 分别为 、 、 墓道与墓室 六 ） 。

基本为长方形或梯形 ， 墓道宽于墓室 ， 整体形状呈 南北向梯形竖穴土扩式洞室墓 ， 方向
°

。

“

凸
”

字形 ， 方向基本为南北向 ， 葬具为
一

棺 ， 葬式为 梯形土圹式墓道 ， 平面呈梯形 。 墓道开 口距现地表

双人合葬 。 ， 长 ， 北宽 ， 南宽 墓道深 米 。

南北向梯形竖穴土圹式洞室墓 ’ 方向
。

。 墓壁竖直 。 墓道内填褐色五花土 ，
土质松散 。 自墓道底

梯形土圹式墓道 ， 平面呈梯形 。 墓道开 口距现地表 部的南端开始墓道底部呈现斜坡状 ， 南高北低 。 墓道北

， 长 北宽 ， 南宽 墓道深 ⑴米 。 壁向 ：
！■深为土洞墓室 。 墓道北壁底部即墓室洞 口端有

墓壁竖直 。 墓道内填褐色五花土 ， 土质松散 。 墓道北壁 土坯封门 ， 土坯封门垮塌 ， 残余底部 。 土坯长

自底部向 ： 深为土洞墓室 。 墓道北壁底部即墓室洞 口 宽 厚 米 。 墓室地面与墓

端有土坯封门 ’ 土坯采用东西平铺迭压砌成 。 土坯长 道北端相平。 土洞墓室顶部呈半圆形 ’ 东西两壁下部较

宽 ， 厚 米 。 墓道地面与墓室相平 。 墓室 直 。 墓室平面呈长方形 ， 长 北宽 南宽

口呈半椭圆形 ’ 东西两壁下部较直 。 墓室平

面呈长方形 ，
长 ， 北 宽 南 宽

洞顶高度 米。 墓室内为淤土 ， 土 —：：二二

葬具为
一

棺 。 木质 ， 已腐朽 。 棺长
—

， 宽 米 ， 高度不详 。 棺内有人骨架 丨

两具 ， 保存较完整 。 均为仰身鍾葬式 ， 骨

骼有些零乱 。 头均向北 ’ 东侧面向不明 ’ 西 一 —

侧面向上 。

出土随葬品 件 ， 瓷罐 件、 铜钱 件分

别放置于墓室北端和东侧骨架的颈部西侧

图五 。

南北向梯形竖社圹式洞室墓 ’ 方

向
。

。 梯形土圹式墓道 ’ 平面呈梯形 。 墓

道开 口距现地表 ， 长 ， 北宽

‘

、
米

南宽 ， 墓道深 米 。 墓壁竖直 。 墓道 面丄
图八 腼图

内填褐色五花土 ， 土质松散 。 墓道北壁自底 、
： 瓷碗 、 ： 瓷碗 、

：

部向下 、 向北进深为土洞墓室 。 墓道北壁底 洞顶高度 米 。 墓室内为淤土 ， 土碰散 。 墓

部即墓室洞 口端有砖封门 ， 砖封门垮塌 。 有方砖条砖两 室北壁上部正中有
一

小龛 ， 龛内置
一

黑瓷罐 。

种 ， 长 ， 宽 ， 厚 米 ； 长 ， 宽 ， 厚 葬具为
一

棺 。 木质 ，
已腐朽 。 棺长 宽

米。 墓室地面氐于墓職面 米 。 墓室口呈半椭 米 ， 高度不详 。 棺内人骨架东丽具 ， 头向均向北 ， 东

圆形 ， 东西两壁下部较直 。 墓室平面呈长方形 ， 长 骨架仰身直肢 ， 面向不明 ； 西骨架仰身屈肢 ， 位于东骨

北宽 ， 南宽 ， 洞顶高度 米 。 墓室内 架的右侧右手的南边 ， 面向上 。

为淤土 ， 土灘散 。 墓室北社部正中有
一

小龛 ， 龛内 出土随葬品 件 ， 瓷罐 件放置于墓室北壁的小龛
—

胃。

中 ， 賴 件均出土于棺内 。

葬具为
一

棺 。 木质 ， 已腐朽 。 棺长 ， 宽
、 甲字开違

米 ， 高度不详。 棺内 的人骨嫌少而且混乱 。 共计 座 ， 为 。 墓道与墓室均为长方形 ， 墓室

出土随葬品 件 ’ 黑色瓷碗 件分别出土于墓室北 宽于墓道 ， 平面近
“

甲
”

字形 ， 方向略呈东西向 ’ 葬具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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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为
一

棺 ，
双人合葬 。 肢 ， 头向东 ， 面朝北 。 无出土随葬品 （图七 ） 。

东西向梯形竖穴土圹式洞室墓 ， 方向
°

。 三 、 随葬器物

本次发掘的 座墓葬中 ’ 仅 座有随葬品 ’ 出土器

’ 长 东宽 ’ 西宽 ’ 墓道深 米 。 物较少 ， 共计 件 ， 以瓷器和铜钱为主 ， 其中瓷器

件 ， 铜钱 件， 铁棺钉 件 ， 旅 件。

“

…

、 瓷器 共计 件 ， 其中 瓷罐

； 件 ， 分别为 、 ： ：

吹 瓷碗 件 ， 分别为眺 ：

邏 、 脇 ： 。

〒
：：： ： 」

件。

青釉瓷罐 ， 件 。 祖
， 直口

， 圆

乙 唇纏 ， 脑页 ， 垂肺双耳 耳已

残 ， 腹微鼓 ， 下腹内收 ， 圈足 ， 罐身 内夕卜

皆施青褐色釉 ， 口沿处釉色较深 ’

半部露素胎 。 口 径 、 腹径 、 通高

」
命 雕 图八 ’

。

黑釉瓷罐 ， 件 。 ， 侈口
， 圆

唇 ， 颈肩部有双耳 ， 深腹 ， 腹微鼓 ， 圈

足 ’ 器物内壁及上腹部皆施黑色釉 ，
口

沿 、 下腹部及圈足露黄 白色胎 。 口径

图七 偭图 、 腹径 、 通高 厘米 （ 图八 ，

墓壁竖直 。 墓道 内填褐色五花

土 ， 土质松散 。 墓道北壁偏西部
■

和西壁中部各有
一

竖排三角锥状

的脚窝 ’ 北壁 个 西壁 个 ，

、

距 米 。 墓道北壁底部即墓室

洞。端有土坯封门 ， 封 上部垮

塌 ， 残余下部 。 残高 宽

米 。 土坯采用东西平铺迭压

砌成。 墓道地面与墓室相平 。 墓

室口呈半椭圆形 ， 南北两壁下部

较直 》 墓室平面呈长方形 ，

宽 ， 洞 顶 高度

米 。 墓室内为游土 ，
土质松散 。

葬具为
一

棺 。 木质 ， 已腐 二

—

朽 。 棺长 ， 宽 米 ， 咼度

不详 。 棺内有人骨架两具 ’ 保存

较差 。 东西 向并排南北两具骨

卜晋恕先仙身 防藉式 图八 、 刚 、 出±瓷罐 、 瓷碗
朱 。 朱刀 例出収弁 大

魏 （ 、 ： 、 ：

向东 ， 面朝上 。 南骨架侧 身屈 瓷碗 （ 、 ：
、

：



着

⑩ 翁
醜

⑩ ⑩ ⑩
图九 出土铜钱

铜钱 ：
、

：
、

：
、 、 ：

、
： 、 ：

。 通高 、 圈足径 厘米 （图八 ， 。

： 侈 口 ， 圆唇 ， 斜颈 ， 肩微折 ， 预肩部有 、 铜钱 共计 件 ， 均出土于 。 主要有元祐

对称双耳 ， 鼓腹 ， 下腹内收 ， 圈足 ， 罐身内外壁皆施半 通宝 、 治平元宝 、 至元通宝 、 天圣元宝 、 咸平元宝 、 天

釉 ， 釉色黑亮 ， 口沿内侧 、 下腹及圈足露素胎 。 口径 祐元宝等 。

、 腹径 、 通高 厘米 （图八 ， 。 元祐通宝 ， ： 钱文篆书 ， 旋读 ’ 穿孔后经

瓷碗 件 。 改制成圆形 ， 直径 、 穿径 厘米 （图九 ， 。

黑釉瓷碗 ， 件 。 直口微敛 ， 圆唇 ， 斜 治平元宝 ， 钱文楷书 ， 旋读 ， 直径

腹 ， 圈足 ， 内外皆施黑釉 ， 外壁有流釉现象 ， 外壁下腹 、 穿径 雕 （图九 ， 。

部及圈足露有黄 白色胎 。 口径 、 通高 厘米 （ 图 至元通宝 ， ： ， 钱文措书 ， 直读 ， 直径 、

八 ， 。 穿径 厘 图九 ，
。

：
， 直口微敛 ， 圆唇 ， 斜腹 ， 圈足 ， 内外皆 天圣元宝 ，

： 钱文筆书 ， 旋读 ， 直径 、

施酱黑色釉 ’ 夕卜壁有流釉现象 ， 夕 卜壁下腹部及圈足露有 穿径 厘米 （图九 ， 。

黄色胎 。 口径 、 通高 厘米 （图八 ， 。 天圣元宝 ， ： ， 钱文措书 ， 旋读 ， 直径 、

青釉瓷碗 ， 件 。 ： 敞 口 ， 圆唇 ， 斜腹 ， 穿径 厘米 （图九 ，

圈足 ， 内外通体施青釉 ， 圈足处略有剥落。 口径 、 咸平元宝 ， ： 钱文措书 ， 旋读， 直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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瓷碗与宝鸡元墓
⑶
中出土的瓷罐 、 瓷碗较为接近 ， 与铜

川 明初纪年墓 出土的瓷罐 、 瓷碗亦较为瓶 。 由于宝

鸡元墓中没有确切的纪念 ， 而铜川出土瓷罐和瓷碗的墓

葬年代为洪武十六年 。 此外 ， 出土的的铜钱来看 ，

次 中除了出土了元祐通宝 、 治平元宝 、 天圣元宝 、 咸

平元宝等宋代钱币 还有細 丨 帝 元朝最后 位皇

帝 ） 时期的至元通宝 。 综上判断 、 年代可能为

赫明初 。

！
因此 推断

“
一

”

字形墓和
“

甲
”

字形墓即 、

、 、 祖 、 和 年代可 能 为宋代 。

埋米 。厘术

‘ ‘

‘ “

凸
”

字形墓即 、 、 年代可能为元末明

图
一

〇 出土铁钉 、 方砖 初 。

铁钉 ：
■ 方砖 （ 宋、 元、 明时期墓葬在陕西地区发掘较少 ， 主要集

穿径 厘米 （图九 ， 。 中在关中地区 ， 以西安市区及其周边为主 。 本次在凤翔

天祐元宝 ，
： 钱文措书 ， 旋读 ’ 直径 、 孙家南头墓地中发掘的 座墓葬无疑为研究该地区宋 、

穿径 雕 （图九 ， 。
元、 明时期的墓葬制度 、 埋葬习俗等提供了重要资料。

、 铁棺 件。 。 钉帽近圆形 ， 钉身呈锥 （ 承蒙陕西省考古研究院王小蒙先生对本简报中

状 ， 长 厘米 （图
一

〇 ， 。 瓷 器的年代提出判断的依据 ，
谨此致谢 ！

、 方砖 件。 ： ， 正方形 ，

一

面较光滑 ， 发掘 ：
田 亚岐 景法伟 孙宗贤 刘胜利

另
一

面较粗糙 ， 上有
一

小手印 ， 边长 、 厚 厘米 （图 照相 ： 龙建辉
一

〇
，

。

绘图 ： 赵赋康

四 、 结语 执笔 ：
田亚岐 陈爱 东 杜林渊

本次发掘的 座墓葬中并未发现墓志 、 买地券等明

确的纪年遗物 ’ 只能根据墓葬形制和随葬器物来推断几

陕西省考古研究院 ： 《
西安南郊孟村宋金墓发掘 简报 》 ，

从墓葬形制与随葬器物看 ， 孙家南头墓地 中的
《 考古与 文物 》誦年第 期 。

“一”

字形墓和
“

甲
”

字形墓与西安南郊孟村宋墓
丄

中 西安 市文物管理 处 ： 《 西安 西郊热 电厂基建工地清理三座

的
一

型墓和二型墓形制相近 ， 方向基本为南北向 ， 平面 宋墓 》 ， 《考古与文物 》 年第 期 。

整体呈
一

字或甲字 ， 墓室前用土还或砖封门 。 随葬器物 刘 宝爱 、
张德文 ： 《 陕西 宝鸡元塞 》 ，

《 文物 》 年第

中
“一”

字形墓和
“

甲
”

字形墓仅 出土 件青釉瓷
期 。

碗 ， 敞口 ， 内外皆施满釉 ， 与西安南郊孟村錢中的残
张汉文 、 陈晓皆 ：

《
从纪年墓 出 土瓷器谈明 清陈 炉窑瓷器

次汝 丨

、
丨 如抽 士 苗 ⑵ 作 。技

的鉴定 》 ， 《 收藏界》 年 期 。

瓷碗以及西安西郊热电厂縫 眺 较为颜 。

“

凸
”

字形墓中 、 出土的黑釉瓷罐 、 黑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