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陕西凤翔南古城村遣址拭掘耙

陕西省考古所凤翔发掘队

凤翔南古城村遣址
,

解放前徐旭生
、

苏

秉琦等先生曹作过稠查
。

解放后中国科学院

考古研究所渭水队和我所凤翔队从 1 9 6 9年以

来也在这里作过数次稠查
,

我队井于 1 9 6 9年

下半年起陆搜在这里进行复查和拭掘
。

1 9 6 1年
,

我队在过去工作的基础上又进

行了钻探和拭掘
。

南古城村位于凤翔县城南 3 公里
,

南距

雍水 1 公里
。

貌 (宝鸡貌旗 ) 凤公路即从村

东横穿南北
,

直抵县城
。

南古城村系在一四

周低洼
、

中简较高的一块台地上
。

这块台地

东西长豹 2 00
,

南北霓豹 3 00 来
。

从暴露的遣

物来看
,

有绳被及布救瓦片
、

陶罐
、

陶高
、

陶范
、

铜渣
、

铁渣和骨料等
。

村北钓 1 00 米

处发现有东西向的夯土墙一段
。

在夯土墙的

外面有宽钓 10
,

长钓 1 00
,

深豹 3 米的一道

土壕
。

我们在村西钓 15 0 米 (即西部台地的

边椽 ) 处
,

开 1 0 x Z 米的探沟一条
,

现将地

层堆积和出土遣物叙远如下
。

骨料和铜渣等
。

布校瓦少觅
。

在第二层中发现的水井
,

系圆形
,

井 口

直褪 1 米
。

由井 口至水面深 6
.

8 米
。

井壁坚

硬光滑
,

东西两面有对称的脚窝 (东部 1 1 ,

西部 10 个 )
。

脚窝为半圆形
,

深 10 一 15
,

高

1 0一 1 2 厘米
,

简距为 2 0一3 6 厘 米
。

井内旗

土为花土
,

出土物与第二层同
。

二
、

出土遣物

一
、

地层堆积

第一层 耕土和近代堆积层
,

厚豹 0 .3 一

.0 6 米
,

土色黄
,

土质松救
,

出土有近代 铁

片
、

瓷片和汉代的布校瓦
、

绳校傅等
。

第二层 汉代文化层
,

厚 .0 5一 1 米
。

土

色黄揭松献
,

夹有大量的灰烬
、

炭渣和杠境

土末
。

出土物有绳枚搏
、

瓦
、

瓦当
、

磨石
、

骨料和陶范等
。

`

井口亦发境于此层中
。

第三层 战国文化层
,

厚 .0 6一 1来
。

土

色灰揭
,

鼓坚硬
,

含炭渣
、

扛凑土较少
。

出

有陶瓮
、

罐
、

盆 、 瓦当
、

扁足
、

石范
、

陶范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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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土遣物大部分为建筑上使用的搏
、

瓦
,

一部分为陶器
,

有石范
、

.

陶范
、

骨料
、

磨石

和铜渣等小件
。

瓦 有筒瓦和板瓦两种
,

分为手制
、

翰

制或泥条盘筑
。

外壁施以绳枚
,

内部有麻点

或凸凹不平
,

输制者内壁均为布枚
,

颜色有

灰杠两种
,

火候不高
。

葵枚瓦当 圆形 (珑 )
,

道视 14
,

厚 2

厘米
。

模制
,

中周为柿蒂枚 (图一
, 3 )

。

叶枚瓦当 圆形
,

直 视 14 .5 ,

厚 么3 厘

米
。

原晓
,

出土时一半出 自井 中
,

一半在地

层 中发境
。

五叶
,

叶简以三角形箭头隔开 (图

一
,

4 )
。

幅射校瓦当 圆形
,

道逐 14
,

厚 旦厘米

(图一
, 6 )

。

云枚瓦当 圆形 (一残 )
,

直 镬 15
,

厚

1
.

5 厘米 (图一
, 1

、

2 )
。

陶器 多 出土于第三层中
,

能看出器形

的有罐
、

瓮
、

盆
、

丽
、

钵 (盂 ) 和豆等
,

均

为晓片
。

陶盆 遣址附近采集
。

输制
,

素面
,

内

外壁有刮削痕
,

腹底有
“

亭
”

字印戳
,

腹壁刻有





“

鑫官妇
”

三字
,

第一字疑为秦 ( ? )
,

第三字

疑为奴 (? )
。

口诬 2 6 ,

壁 厚 1 ,

高 1 0 厘米

(图一
, 6 )

。

·

范类 分陶范和石范两种 (陶范 5 ,

石

范 4
,

搏范 1 )
。

均为制造小型工具的范模
。

骨料 多用鹿角
,

均为半成品的骨料
。

角之一端或两头有据过的痕迹
。

在南古城村西部
,

我俩又进行了钻探
,

借以了解遣址中部的地层堆积
。

根据钻探
,

文化层厚豹 l一2 米
,

在距地表 .0 6米以下普

温有一层搏瓦堆积
,

有的地方还发境有路土
。

稠查时
,

在县城东南豹 1 公里锡家渴南

面的断崖上清理了古井一座
,

井的大部分已

被破坏
,

井内遣物散兑于井旁
。

曹采集到板

瓦
、

筒瓦
、

卜骨
、

铜兜以及石犁等
。

井呈长方形
,

上下垂直
,

东西长 1
.

12 ,

竟 .0 5 ,

井深 10 米多
。

从地面向下的 6 米已

被破坏
,

晓余部分只存有西南两壁和部分埙

土
,

有 1 .4 米保存较好
。

剩下的井壁上可以

看出有脚窝痕迹
,

井底有沙子和淤泥
。

井内

琪土中出土有
:

瓦 分板瓦
、

筒瓦和半规瓦当三种
。

均

为泥条盘筑
,

外壁施以绳被
,

有的在绳杖中

简用手抹平一段
,

有的在上面划有各种文字

{{{
。

……
,,,

图三 磨石 (左 )却麟 (右 ) ,

符号 (图二 )
。

石犁 1 件
。

长 3 1 ,

宽 2 5 ,

厚 1
.

5 厘米
。

石犁的两面都有使用痕迹
,

很光滑 (系农民

婚送
,

据靓是从水井中挖出 )
。

磨石 长方形
,

有孔
,

长 1 1 ,

竟 3
.

5 ,

厚 1厘朱 (图三
,

左 )
。

石爵 1件
,

璧有殊

砂
,

道褪 3 厘米

卜骨 用旅甲和兽的肩脾骨作材料
,

共

出十余片
,

均凿方孔
,

无灼痕
。

铜踌 长 n
,

竟 2 厘米
。

有梯形孔
,

可

嵌柄 (图三
,

右 )
。

铜匆 1 件
。

、

三
、

小 结

图二 陶片上的符号拓片 ( ,

.l)

从南古城遣址的拭掘和钻探井桔合出土

遣物来分析
,

其地层堆积可分两个时代
,

第

二层属汉代
,

井亦属于汉代
。

其遣物以布较

瓦和云枚瓦当为特征
。

第三层为战国文化层
,

藉如石范
、

陶范
、

骨料
、

瓮
、

盆
、

罐
、

两等似为东周时期常见

之物
。

葵救
、

叶校和幅射枚瓦当恐亦为东周

时物
。

县城东南锡家潜清理的古井
,

根据出

土遣物来比较
,

可能与南古城村的第三层文

化堆积同时或稍早
。

凤翔在西周时为召公穆公的采邑封地
,

平王东迁
,

以澄岐之地赐襄公
,

莲为秦地
。

秦

德公元年 (公元前 6 77 年 )徙居雍城
,

圣献公

十二年 (公元前 37 4 年 )始迁居裸阳
,

德公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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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以上所引四家之能都不可据
。

古文
“

卑
”

字本不从甲乙之甲
,

则段
、

徐二家都系

曲依并歌加以傅会 ; 卑字上部所从之
“

中
”

形

与
“

稗
”

与
“

甲
”

无涉
,

lHJ 朱
、

林二家之靓已失

其据
。

卜辞的
“

卑
”

字作零
,

象手持锤形以服

劳役
,

当时的就治阶粗已粗视劳役为卑胧之

事
,

所以卑有陇意
。

金文以
“

卑
”

为
“

像
” , “

惮

使
”

与
“

卑脸
”

义本相因
,

从
“

人
”

作
“

稗
”

者为

后起字
。

上面所引 卜辞两条的
“

豉
”

字凡三见
,

均

作取形
,

从豆从义
。

罗振玉释为
“

敲
”

(增考

中 3 8)
,

孙海波《甲骨文胡》录
“

殷
”

于
“

毁
”

字

中
,

井碘
。

古文
“

豆
”

字与畜
、

虫二形迥别
。

《瀚文》稍
“

豉
、

徽击也
,

从又豆声
” ,

是豉有

击义
。

《仪礼
·

少牢艘食礼》 : “
司篇封羊

,

司

士击系
” ,

郑注硝
“

圭叮
、

击皆胡杀之
” 。 “

殷
”

字典籍也作
“

列
”

或
“

豆
” 。

《广雅
·

释砧》 稍
“

列
、

裂也
” 。

《吕氏春秋
·

骨公》 称
“

大厄不

豆
” ,

俞抛 ((甜子平敲 》稍
“

豆当覆为到
” 。

按豉

即今方言切物日剁的剁字
。

上面所引 卜辞第二条有
“

姬
”

字
,

卜辞
“

姬
”

字每用为祭名
。

如
“

王宾母癸
,

姬
,

亡

尤
。 ”

(前 1
·

3 1
·

2 )姬与姬
、

嬉古字通
,

集韵

七之
“

姬
”

同
“

嬉
” ,

咤靓文办稠
“

禧
、

酒盒也
” 。

上文第一条言
“

吏铆王受又
;
又段羌王受又

” ,

上下对真
。

是能用卿为牲以祭王受稀呢 ? 或

者是豉杀羌俘以祭王受砧呢 ? 上文第二条分

两节
,

其所用人牲与物牲都是
“

魏二人
,

段

二人
,

卯二牢
” 。

这是能
,

用这样的 品物以

祭于履乙爽 匕己
,

又祭于祖辛爽 匕甲
,

都是

没有过尤的
。

三
、

结 语

粽上所远
,

卜辞中的奴
、

脾二字
,

旧所

不歌
,

都系新的发现
。

早期和中期 卜辞
,

从

反搏女形的字都用作敌方
、

战俘
、

人牲的名

称
。

其作反搏女形的独体字只一兑
,

而反搏

女形习兑于偏旁 中
。

它与一般偏旁从
“

女
”
者

迥然有别
。

窥其构形
,

很显然是施反搏于战

俘
,

它是
“

奴
”

字的初文
,

也是
“

奴
”

的造字原

始意义
。

卜辞
“

彝
, ,

字
“

从妾卑声
” ,

系
“

脾
, ,

的原

始字
。

以形声字
“

声中含义
”

之例考之
,

lHJ 种

从
“

卑
”

声不仅是代表音符
,

同时也具有卑股

的意义
。

魏字开始出现 于晚 期 卜辞
,

只 三

兑
,

系用家内奴隶以为人牲
,

足征势在当时

是没有社会地位的
。

(上接 4 9 5 页)

献公历时 3 00 年
,

因此雍为春秋时秦国早期

活动的区域
。

但德公居雍的雍城究竟在什么

地方? 据 《史豁
·

秦本耙 》 云
“

德公元年初

居雍城大郑宫
” 。

强守节正义弓l 崔括地志》 云
“

歧州雍县南七里故雍城
,

秦德公大郑 宫城

也
” 。

又《水粗注
·

渭水注》云
“

渭水又东巡雍

县南
,

雍水注之
。

水出雍山
,

东南流历中牢溪
,

世胡之中牢水
,

亦 日冰井水
” 。

由 尽史祀》 和

《水粗注》的豁载
,

知秦之雍城在雍水北
,

凤

翔县南
。

《括地志》且直指县南七里为秦的雍

城大郑宫城
。

今之南古城遣址南距雍水豹 1

公里
,

北距县城豹 3 公里
,

与唐代所而里数

是相吻合的
。

又以南古城遣址有秦汉时期的

遣物
、

夯土墙建筑遣迹来分析
,

德公所居雍

城
“

大郑宫
”

的遣址
,

有可能就在南古城或其

附近
。

执笔者 赵学兼 吴梓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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