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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 年 9月，为配合宝麟铁路建设，陕西省考

古研究院雍城考古队在双塚村、三家店村共抢救性发

掘5座古墓葬（图一）。

双塚村、三家店村相邻，均位于凤翔县城西北。

在双塚村东约 500米处清理发掘汉墓 2座，该处地

势呈北高南低状，较为平坦，地层清晰，可分为三

层，第①层为耕土层，厚约 0.30米，灰褐色，土质

松散，内含大量植物根系；第②层为扰土层，厚约

0.28 米，黄褐色，土质较松散，内含少量植物根茎

及残碎瓦片等；第③层为垆土层，厚约 0.64米，黑

褐色，土质致密，较为纯净，内含少量碳屑、烧土颗

粒等；③层下为生土。在三家店村东约200米处，发

掘古墓葬3座，地层堆积亦简单清晰，第①层为耕土

层，厚约 0.30米，灰褐色，夹杂许多植物根系，土

质疏松；第②层为扰土层，厚约 0.24米，浅褐色，

夹杂少量植物根系和料礓石，土质较疏松；第③层为

垆土层，厚约 0.64米，黑褐色，夹杂料礓石，土质

较硬；再下为生土。

此次发掘的5座古墓葬，3座汉墓，1座唐墓，

1座宋墓。现将发掘情况简报如下。

（一）汉墓

共 3座，双塚村 2座（编号为双 M1、双 M2），

三家店村 1座（编号为三 M3）。

双M1  形制为东西向长斜坡墓道砖室墓，方向

90°，平面略呈“中”字形，由长斜坡墓道、封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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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地处凤翔县城西北的双塚与三家店两村近邻，同期在这里发掘的五座古墓葬分别为汉墓

3，唐墓 1，宋墓 1。此次发掘出的双塚大型汉墓出土鱼鳞式铁铠甲及多把铁剑等兵器，应是东汉中期

一位军事首领等的合葬墓。联系到“双塚村”的历史背景和相关文献记载，凤翔曾为汉代右扶风的郡

治所在，系军事重镇，具有十分重要的战略地位。历史上不乏有死于军中的官兵在屯驻之地安葬的实例，

故推测规格较高的贵族墓极有可能是其中某一位将军的墓葬，这些对于进一步研究东汉时期雍城屯驻

营兵制度以及与西羌民族融合和文化交流具有重要研究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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甬道、侧室、墓室五部分组成。

墓道位于墓室东端，开口于②层下，距现地表

深 0.54米，平面呈东西向长方形，底呈斜坡状，壁

面经过铲平修整，光滑平直。内填黄褐色五花土，土

质较疏松。墓道长22.70、宽 1.30、深 7.46米。

封门位于墓道西端、甬道口部，为砖砌封门，顶

残存二层，以条砖横“人”字形砌筑而成。封门南北

长1.30、宽 0.30、残高 0.30米。

甬道位于墓道与墓室之间，砖券，平面为长方

形，顶部坍塌，砖墙用条砖横向不错缝平砌，底部用

横“人”字形条砖平铺。甬道长 1.46、宽 1.26、残

高 0.90米。

墓室由前室、侧室、后室组成。前室平面略呈

方形，砖室，顶部坍塌，推测应为穹窿顶，四壁竖

直，条砖错缝平砌而成，共15层，底部用条砖“人”

字形平铺，部分被扰乱。前室东西长 3.10、南北宽

3.20、直壁高 0.96米。

南侧室位于前室南壁中部，平面呈长方形，砖

室，顶部已坍塌，仅残存直壁砖墙，以条砖错缝平

砌，底部用条砖横向错缝平砌。南侧室南北长4.26、

宽 1.88、直壁残高0.70米。内置陶甑、陶碟、陶灶

等器物。

北侧室位于前室北壁中部，平面为长方形，砖

室，顶部已坍塌，仅残存直壁砖墙，东西两壁采用条

砖错缝平砌，北壁用条砖纵向立砌，底部用条砖横向

错缝平砌。北侧室南北长 4.06、宽 1.82、直壁残高

0.8米。内置铁铠甲、铁剑、铜镜等。

后室位于前室西端，平面呈长方形，砖室，顶

部已坍塌，仅残存直壁砖墙，以条砖错缝平砌，底

部用条砖“人”字形平铺。后室南北长 4.30、宽

1.80～ 2.10、直壁高0.80米。内置陶盆、陶碟、陶

案、陶匜、陶勺等器物。

南、北侧室及后室地面均高出前室地面0.20米。

葬具无存，仅残留少量棺钉，推测应为木棺。因

扰乱严重，人骨无存，故葬式不详。

该墓出土随葬品较为丰富，共38件（组），置

于墓室及侧室内，按质地可分为陶器、铜器、铁器三

类。

陶器  26件（组），均为泥质灰陶，器类有罐、

甑、耳杯、碟、盒、斗、勺、钵、案、井、碗、灶。

陶罐  3件（M1：11、17、18）。标本M1：11侈

口，宽平沿，方唇，束颈，溜肩，下腹缓收，平底。

素面。口径13.6、底径13.6、腹径22.4、高26.4厘

米（图四，1）。标本 M1：17 直口略侈，方唇，矮

领，圆肩，鼓腹，下腹斜收，平底。表面有数周暗弦

纹和划刻短线纹。口径15.2、底径12.8、腹径28.4、

高 23.2厘米（图四，4）。标本 M1：18敛口，沿面

内倾，圆肩，鼓腹，下腹斜收，平底。轮制，表面有

修整痕迹。口径13.4、底径10、腹径12.4、高 11.6

厘米（图四，2）。

大陶罐  1件（M1:21），直口微侈，平沿，矮

领，圆肩，鼓腹，下腹弧收，平底。肩饰两周曲线纹

（图四，3）。

陶甑  3 件（M1：4、26、31）。形制相近。标

本M1：4，侈口，宽平沿，方唇，斜直腹，平底，底

部有五个圆孔。模制。口径38、底径14、高20.4厘

米。底部孔径2厘米（图四，5）。标本M1：26，侈

口，沿稍外卷，圆唇，弧腹，平底，底部有五个圆

孔。腹部有数道凹弦纹。模制。口径15、底径6.4、

图一  双塚村、三家店村墓地位置示意图

图二  双塚村、三家店村墓地墓葬分布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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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4.2厘米。底部孔径 0.6厘米（图四，6）。

耳杯  2组 9个（M1：9、22）。标本M1：9，杯

身呈椭圆形，两侧附有新月状耳，两耳与杯口沿处同

一平面，杯底呈椭圆形。杯内残存少量粉彩。模制。

口径 13.2×5.0、底径 3.6×6.4、高 3.4 厘米（图

五，5）。

陶碟  4 件。敞口，平底。依口沿的不同分二

型。

A型  2件（M1：10、19），平沿微鼓，尖唇，

斜弧腹。标本M1：19，口径23.5、底径5.7、高 4.8

厘米（图五，3）。

B型  2件（M1：28、32），圆唇或尖圆唇，斜

弧腹。标本 M1：32，口径 24、底径 8.0、高 4.8 厘

米（图五，4）。

大陶盆  1件（M1：12），敞口，宽平沿外折，

方唇，斜腹急收，平底。口径42、底径19.6、高18.6

厘米（图五，2）。

陶案  2件（M1：13、24），形制相同。长方形

平面，正面四边有突起的边沿，正面抹光，背面粗

糙。标本M1：24，通长56.5、宽 39.4厘米（图五，

1）。

陶钵  2件（M1:14、20）。标本M1:14，敛口，

沿面有一周凹槽，深腹，平底。通高 12、口径 18、

底径16.6厘米（图六，1）。标本M1：20，圆形，侈

口，深腹，平底。口沿下有两周凹弦纹。通高9.5、

口径 18.6、底径 15.6厘米（图六，2）。

陶勺  3 件（M1：16、27），形制相近。标本

M1：16勺柄与勺身连为一体，采用手工捏制，勺柄自

勺尾向外伸出，勺体呈椭圆形，平底。通长 17.2、

高 6厘米（图六，6）。

陶斗  2 件（标本 M1：15、38）。标本 M1：15

泥质灰陶，整体呈圆形，口微敛，口沿处附有长柄，

柄端略呈尖圆形，浅腹，平底，素面。口径 20、底

径 10.8、高 6.8、柄长 8.8厘米（图六，4）。标本

M1：38泥质灰陶，整体呈圆形，口微敛，柄自器身

中部偏上处向外平伸，柄端作龙首状，浅腹，近口

沿处有两周凹弦纹，平底。口径 18、底径 12.8、高

6、柄长 8厘米（图六，5）。

陶碗  1件（M1：23），口微侈，圆唇，弧腹，

平底。高 8.68、口径 21、底径 11.8 厘米（图六，

3）。

陶井  1件（标本 M1：25）。标本 M1：25，井

身略呈圆筒状，口略大于底部，上有提梁式井架，

井沿放置有一汲水的小陶罐，罐为侈口圆唇，平沿，

束颈，溜肩，鼓腹，平底。井口径 20、底径 16、通

图五  双塚墓地 M1 出土器物
1. 陶案（双 M1：24）  2. 陶盆（双 M1：12）

3、4. 陶碟（双 M1：19、双 M1：32）  5. 陶耳杯（双 M1：9） 

图四  双塚墓地 M1 出土器物
1 ～ 4. 陶罐（双 M1：11、双 M1：18、双 M1：21、双 M1：

17）  5、6. 陶甑（双 M1：4、双 M1：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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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 22.4、井身高 13.2厘米；汲水罐口径 4.8、底径

3.2、腹径 7.2、高 8.8厘米（图七，3）。

陶灶  2 件（标本 M1：29、30），形制大小相

似。标本 M1：29平面为长方形，灶面上有一圆形火

眼，未见甑、釜等器。灶门呈方形，不落地，烟囱高

凸，灶眼周围饰以网纹外，其余素面。灶长 27.2、

宽 15.6、高 10.8 厘米（图七，1）。标本 M1：30，

平面为长方形，四角被截，灶面上有一圆形火眼，未

见甑、釜等器。灶门呈方形，落地，出檐，无烟囱，

灶眼周围饰以交错斜线纹，局部纹饰被抹平。灶长

28、宽 20.4、高 6厘米（图七，2）。

铜器  5件（组），器类有镜、钱、器盖、盆。

铜镜  2件（标本M1：1、35），标本M1:1，圆

形，圆钮，四叶纹钮座，间有“长生宜子”篆书铭

文，内区有一周内向八连弧纹，宽平素沿直径18.5、

钮高1.0、厚 0.9厘米（图八，6）。标本M1:35，圆

形，圆钮，圆座，内区饰几何纹饰，外区饰一周短线

纹和一周锯齿纹，镜沿平素。直径 8.5、钮高 0.9、

厚 0.5厘米（图八，7）。

铜盆  1件（标本M1：33），窄平沿，弧腹，圜

底。素面。口径 22.3、高 12厘米（图八，5）。

铜器盖  1件（标本 M1：36），残损严重。

铜钱  一组 2袋（标本 M1：37），圆形方孔，

大小不等，锈蚀严重，字迹模糊。标本 M1：37①直

径 2.5，宽 10厘米；标本 M1：37②，直径 1.5，宽

0.7厘米。

铁器  6件，器类有剑、铠甲、釜、钎。

铁剑  3件（标本M1：2、6、7），环形短柄，尖

端呈单面弧形。标本M1：2，长113、宽2.5～3.5厘

米（图八，3）。标本M1：6，长117.5、宽1.0～ 2.6

图六  双塚墓地 M1 出土器物
1、2. 陶钵（双 M1：14、双 M1：20）

3. 陶碗（双 M1：23）  4、5. 陶斗（双 M1：15、双 M1：
38）  6. 陶勺（双 M1：16）

图七  双塚墓地 M1 出土器物
1、2. 陶灶（双 M1：29、双 M1：30）

3. 陶井（双 M1：25）

图八  双塚墓地 M1 出土铜、铁器
1. 铁钎（双 M1：8）

2 ～ 4. 铁剑（双 M1：6、双 M1：2、双 M1：7）
5. 铜盆（双 M1：33）  6、7. 铜镜（双 M1：1、双 M1：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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厘米（图八，2）。标本 M1：7，长 13.5、中宽 2.5

厘米（图八，4）。

铁铠甲  1件（标本 M1：3），残缺锈蚀严重，

只残留一小部分，中间填满泥土。表面大多鳞片已生

锈连在一块，可见少量鱼鳞甲片，编织鱼鳞片的绳子

已完全腐朽。残长45.8、残宽10.6-18.3、甲片直径

约 3厘米。

铁钎  1件（标本 M1：8），一端残，截面呈圆

形。残长 117.5、直径 1～ 2.6厘米（图八，1）。

铁釜  1件（标本 M1：5），侈口，圆鼓腹，下

腹急收，平底。高25.3、口径 25、腹径 42厘米。

双M2  形制为东西向长斜坡墓道洞室墓，方向

95°，平面略呈“中”字形，由长斜坡墓道、封门、

甬道、墓室（前室、后室）四部分组成。

墓道位于墓室东端，开口于第②层下，距现地

表深 0.60米，平面呈长方形，底呈斜坡状，内壁经

铲平修整，较光滑平直。墓道长12.76、宽0.84、深

5.30米。内填褐色五花土，土质松散。

封门为砖砌封门，共内、中、外三重，外重与中

间一重横向错缝平砌，内重用条砖横向错缝平砌并作

向外弧凸状，中间夹有少量纵向平砌条砖。封门南北

长 0.84、东西宽 0.44、残高 1.0米。所用条砖有两

种，一种是楔形花纹砖，另一种为文字砖。砌筑时两

种砖混合使用。楔形砖一面饰绳纹，窄侧面两端饰双

线弦纹，中间饰四组回字纹。砖长 0.35、宽 0.14、

厚0.04～ 0.06米。文字砖一面饰绳纹，侧面两端饰

双线弦纹，中间以米字纹将其分成四个菱形区间，模

印“阳遂富贵”四字，文字为隶书阳刻印章文。砖长

0.38、宽 0.15、厚约 0.07米。

甬道位于封门与墓室之间，平面呈长方形，拱

顶洞室，内壁经修整铲平，较光滑平直，底部较为平

整。南北长0.92、东西宽 0.60、直壁高 1.20、通高

1.50米，

墓室由前室、后室两部分组成。前室平面略呈梯

形，西端宽于东端，穹窿顶，壁面经修整铲平，较光滑

平直，底部平整。东西长2.80、南北宽2.64～2.83、

直壁高1.30、通高 2.16米。后室位于前室西端，平

面近似长方形，弧形拱顶土洞，内壁经铲平修整，较

光滑，底部较平整。后室长 2.86、西端宽 2.04、东

端宽 1.90、直壁高 1.20、通高 1.50米。

由于扰乱严重，故葬具、葬式不详。

共出土随葬品16件（组），均为陶器，除墓道

西端置1件陶罐外，大多出于前后室内。随葬品有陶

罐3件、陶灶1件、陶釜1件、陶甑一组2件、器盖

图九  双塚墓地 M2 平、剖面图
1、12、13. 陶罐  2. 陶灶  3. 陶釜  4. 陶甑  5. 房形仓盖  6 ～ 8. 陶碟  9. 陶奁  10、15. 陶勺  11. 陶耳杯  14. 陶壶

· 08 ·  

文博·2015 年第 1 期



/Fa xian yu yan jiu

1件、陶碟3件、陶奁1件、陶勺2件、耳杯1件、

陶壶 1件、陶碗 1件。

陶罐  3件（标本M2:1、12、13），形制大小相

近。标本M2:13，直口稍侈，平沿外倾，尖圆唇，矮

束颈，溜肩略鼓，鼓腹，平底。通体饰数周划刻短线

纹。通高 8.5、口径 8.2、腹径 13.7、底径 15.2 厘

米（图一○，1）。

陶灶  1件（标本M2:2），灶体平面呈长方形，

灶面上有一圆形灶眼，未见釜、甑等。灶门呈方形，

上有一长方形挡板。挡板上饰菱格纹，灶面两侧饰三

道凹弦纹，两端两道凹弦纹，对角饰两道凹弦纹，以

灶眼分开（图一○，5）。

陶釜  1件（M2:3），敛口，平沿内倾，矮领，鼓

腹，小平底。中腹部一周凹弦纹，轮制。通高8.5、

口径 8.2、腹径 13.7厘米（图一○，6）。

陶甑  一组 2件（M2:4），轮制而成。甑为敞

口，窄沿稍外折，圆唇，腹部呈弧形内收，平底，底

部中心钻有六个小圆孔。腹部有两道凸弦纹。口径

21.6、底径 4.8、高 11.2厘米。底部孔径0.2厘米。

甑内有一小箅，中部内凹，表面有小孔。径 12.8、

厚 0.4厘米（图一○，3）。

房形仓盖  1件（M2:5），平面呈长方形，四阿

式，四面有瓦棱。长10.2、宽 9.0～ 9.2、高 4.8厘

米（图一一，2）。

陶碟  3件（标本M2:6、7、8）形制相近，圆唇

或尖圆唇，斜弧腹，平底。标本 M2:8 通高 1.8、口

径 11.8、底径 4.4厘米（图一○，2）。

陶奁  1件（M2:9），口微侈，圆筒状，下附有

三兽蹄形足，腰部稍内收。口沿下有多道细折棱。

口径 14、底径 12.4、通高 7.0、足高 3.2 厘米（图

一一，5）。

陶勺  2 件（M2:10、15），标本 M2:10 勺柄与

勺身连为一体，采用手工捏制，勺柄自勺尾向外伸

出，勺体呈椭圆形，平底。通长11.4、柄长4.4厘米

（图一一，3）。标本M2：15勺柄与勺身连为一体，

采用手工捏制，勺柄直立于勺尾上，勺体呈椭圆形，

平底。通长9.2、柄长 6.4厘米（图一一，4）。

耳杯  1件（M2:11），杯身呈椭圆形，两侧附

有新月状耳，两耳与杯口沿处同一平面，杯底呈椭圆

形。通体素面。模制。口径 16.4×7.8、底径 4.0、

高 4.0、附耳宽 7.0×1.0厘米（图一○，4）。

陶壶  1件（M2:14），盘口外撇，粗短颈，腹

部扁圆，贴附衔环二铺首，贴附痕迹明显，铺首两耳

上斜，脸部线条欠明显，眉毛连鼻，鼻孔下为实鼻衔

环，环贴附于器壁，不能自由活动，口部、肩部及腹

图一○  双塚墓地 M2 出土陶器
1. 陶罐（双 M2：13）  2. 陶碟（双 M2：8）  3. 陶甑（双 M2：4）
4. 陶耳杯（双 M2：11）  5. 陶灶（双 M2：2）  6. 陶釜（双

M2：3）  7. 陶碗（双 M2：16）
图一一  双塚墓地 M2 出土陶器

1. 陶壶（双 M2：14）  2. 房形仓盖（双 M2：5）
3 ～ 4. 陶勺（双 M2：10、双 M2：15）

5. 陶奁（双 M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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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有五组弦纹，每组弦纹有二至三周不等，圈足径略

大于口径。口径15.2、圈足径 17.2、腹径 25.2、高

34.6～ 36厘米（图一一，1）。

陶碗  1件（标本 M2:16）侈口，圆唇，弧腹，

平底。高7、口径19、底径9.8厘米（图一○，7）。

三M3  形制为东西向长斜坡墓道洞墓室，方向

280°，平面略呈“中”字形，由墓道、封门、甬道、

前室、后室、南侧室六部分组成。

墓道位于墓室西端，开口于②层下，距地表深

0.56米，平面呈梯形，东宽西窄，底呈斜坡状，内壁

面经过铲平修整，较光滑平直。墓道东西长 8.68、

宽 0.70～ 1.4、深 5.50米。内填褐色五花土，土质

松散。

封门位于墓道东端、甬道口部，已塌，残存少量

砖块，故推测封门应为砖结构，尺寸不详。

甬道连接墓道与墓室，为弧顶土洞，平面略呈梯

形，东宽西窄，甬道底部由西向东斜低。长 2.12、

东宽 1.12、西宽 0.96、直壁高 0.84、通高 1.07米。

内填浅褐色五花土，土质疏松。内置铜钱、陶鸡、铜

簪。

墓室由前室、南侧室、后室三部分组成，内填五

花土和淤土，土质疏松。

前室平面略呈方形，西端略宽于东端，穹窿顶，

四壁竖直，壁面经过铲平修整，较为光滑，底部平整。

东西长2.96、南北宽2.80～ 3.18、直壁高1.30、通

图一二  三家店墓地 M3 平、剖面图
1. 铜钱  2. 陶鸡  3. 陶车轮  4. 铜簪  5. 陶猪  6. 铁削  7. 陶动物  8. 残陶片

图一三  三家店墓地 M3 出土器物
1. 陶车轮（三 M3：3）  2. 陶鸡（三 M3：2）  3. 陶猪（三

M3：5）  4. 铁削（三 M3：6）  5. 铜簪（三 M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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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 2.40米。随葬品散见于墓室北部，有陶车轮、陶

猪、铁削、陶动物等。

南侧室位于前室南壁，平面呈南北向梯形，北

宽南窄，为拱顶土洞，平底。南北长 2.46 米，宽

0.98～ 1.20、直壁高 0.80、通高 1.28米。

后室位于前室东端，平面略呈东西向长方形，西

端略宽于东端，弧形拱顶，底部低于前室 0.08米。

后室长 2.16、宽 1.10 ～ 1.20、直壁高 0.80 米，通

高 1.18米。

该墓由于水浸严重，故葬具、葬式均不详。

出土随葬品共7件（组），有陶器、铜器和铁器

等。

车轮  1 件（M3:3），圆饼形轮，辐条 11根，

轮两侧有毂，轮径 9.2厘米（图一三，1）。

陶鸡  1件（M3:2），泥质灰陶。火候欠佳，短

尾，低头，无腿，腹下有近似椭圆形孔。通长 16、

高 7厘米（图一三，2）。

陶猪  1件（M3:5）泥质红陶。站立状，体形矮

胖，圆眼大耳，吻部突出，背生鬃毛。通高6、体长

13厘米（图一三，3）。

陶动物  1件（M3:7），破损较严重，具体形象

不可辨。

铜钱  1枚（M3:1），圆形方孔，锈蚀严重。直

径 2.1厘米。

图一四  三家店墓地 M1 平、剖面图
1. 瓷壶  2. 铜钱  3. 塔式罐座  4. 铜带扣  5. 铁削 图一六  三家店墓地 M2 平、剖面图

1. 双耳罐  2. 陶罐  3. 瓷碗

图一五  三 M1 家店墓地出土器物
1. 瓷壶（三 M1：1）  2. 塔式罐座（三 M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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铜簪  一组3件（M3:4）以截面圆形的细铜条弯

曲成“U”形。长 11.4、截面直径 0.15 ～ 0.3 厘米

（图一三，5）。

铁削  1 件（M3:6）已残，削身长条状，单面

刃，截面呈“△”形，削尖处为内向圆斜刃。残长

14、最宽 0.9厘米（图一三，4）。

（二）唐墓

三M1  形制为南北向竖穴墓道洞墓室，方向

180°，由墓道、甬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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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7米，平面略呈梯形，北宽南窄，竖井式，底部呈

台阶状，内壁面原经铲平修整，较为光滑竖直。墓道

长 2.36、宽 1.07 ～ 1.65 米，南端深 6.60、北端深

7.08、底部台阶宽 0.36米。内填五花土和淤土，土

质较松软。

甬道位于墓道和墓室之间，平面呈长方形，弧形

拱顶，内壁面原经铲平修整，较为光滑平直。东西宽

1.40、南北进深1.10、直壁高0.80、通高1.20米。

墓室为土洞，平面略呈长方形，顶已坍塌，从

其断面推测为穹隆顶，内壁面原经铲平修整，较为光

滑平直，底部平整，北端有少量砖块。长 3.46、北

端宽2.60、南端宽2.50、直壁高1.20、通高约2.12

米。内填褐色五花土，土质较松软。

葬具为木棺，由于扰乱严重，仅残存少量棺钉和

朽木灰，故葬具尺寸不详。人骨散乱，葬式不详。

共出土随葬品5件（组），瓷壶、铜钱置于甬道

内，铁削、塔式罐座、铜带扣均出于墓室内。

瓷壶  1件（M1：1），喇叭口，束颈较细，扁圆

腹，平底。通高 10、口径 11.8、底径 6.2厘米（图

一五，1）。

塔式罐座  1件（M1：3），泥质红陶，平顶，

束腰，底呈喇叭口，下缘略向上翻卷。通高 10.4、

上径 8.4、下径 15.2厘米（图一五，2）。

铜带扣  一组 6件（M1：4），残，无法修复。

铜钱  1枚（M1：2），残破，可修复。“开元

通宝”，圆形方孔，边廓较宽。直径 2.6、穿径 0.6

厘米。

铁削  1件（M1：5），残损严重，无法修复。

（三）宋墓

三M2  为南北向长方形竖穴墓道洞墓室，方向

190°，由墓道、封门、墓室三部分组成。

墓道位于墓室南端，开口于②层下，距现地表深

0.70 米，平面呈长方形，竖井式，墓壁竖直，底部

略呈斜坡状。长1.96、宽 0.82米，南端深4.70米，

北端深 5米。内填五花土和淤土，土质松软。

封门为弧形小瓦砌成，顶部坍塌，残存两层，纵

向错缝立砌。残高0.42、东西长0.82、南北宽0.36

米。

墓室为土洞，平面略呈“凸”字形，弧形拱顶，

内壁面经铲平修整，残留有条形工具痕迹，痕宽0.06

米，底部平整。墓室长 2.84、北端宽 2.02、南端宽

1.74、中部宽 2.30、直壁高 1.30、通高 1.70米。

葬具为并排四具木棺，置于墓室中部，南北向摆

放，由于木棺腐朽严重，具体尺寸不详。四具木棺内

各有人骨架一具，均为仰身直肢，头向北，面向西。

在东侧人骨头部左侧、自东向西第三个人骨头下及足

端各有一块方砖，用途不详。

出土随葬品共3件，双耳罐1件置于东侧人骨头

顶，陶罐1件置于西侧人骨头部左侧，瓷碗1件置于

墓室西南角。

双耳罐  1件（M2:1），侈口，圆唇，鼓腹，平

底，圈足。肩部施双耳。腹部饰弦纹。通高8、口径

9、底径 6.8厘米（图一七，1）。

陶罐  1件（M2:2），敞口，圆唇，弧腹，平底，

圈足。腹部有五道细凸棱。通高 11.2、口径 14.6、

底径 7.8厘米（图一七，2）。

瓷碗  1件（M2:3），敞口，圆唇，斜腹，玉璧

底。内外施黑釉。通高8、口径18.4、底径5.6厘米

（图一七，3）。

图一七  三家店墓地 M2 出土器物
1. 双耳罐（三 M2：1）  2. 陶罐（三 M2：2） 

3. 瓷碗（三 M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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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语

本次发掘共有汉墓3座，唐墓1座，宋墓1座，

根据其开口层位、墓葬形制及出土物可大致判断出时

代。3座汉墓中，1座为砖室墓，2座为洞室墓，砖

室墓不早于西汉中晚期，

1.关于墓葬的时代问题。本次配合铁路工程发

掘的五座墓葬，在这一区域尚属首次发现，加之发掘

范围局限，缺乏参照比对分析的资料。同时，五座墓

葬均遭到不同程度盗扰，给分期断代带来一定的困

难。根据墓葬形制及出土器物综合分析，三座汉墓中

双塚 M1砖室与西昌 M1形制结构完全一致 [1]，而且

从其高大土冢，报告称为东汉时期当地上层人物墓

葬。同时，从出土器物方面看，双塚 M1中的甑、耳

杯、勺、陶斗、灶、井等均与关中地区户县两座汉

墓出土物极为相似 [2]。特别是双塚M1所出“长生宜

子”铜镜与户县墓葬第二枚铜镜除尺寸大小有别外铭

文纹饰雷同。而且户县汉墓曹氏陶瓶朱书纪年为东汉

中期顺帝阳嘉二年（133）。双塚M2出土器物残破散

乱，但出土的“阳遂富贵”和棱形回纹封门砖极具特

色，在关中西部尚属首次发现。比照同类器物，与浙

江杭州出土的一座古墓葬铭文砖十分相似 [3]，同时

所处有“光和四年五月四日冯氏造作此法”等。三家

店 M3形制结构与双塚 M1基本一致，只是 M3缺少一

侧室，全部为土洞式等级较低。其次，三座汉墓均属

东西向，M3与 M1、M2方向相反，相距M1、M2约 200

多米，说明墓主人头向所指原始地貌高埠，这种情况

也完全符合当地汉墓葬制规律。综合以上几点，推测

本次发掘的这三座墓葬时代应属于东汉中晚期，时段

基本可以确定在汉顺帝刘保至汉灵帝刘宏之间，而且

M1、M3明显趋早。

三家店 M1具有晚唐时期长方形墓室、刀把形的

墓葬特征，与初唐至盛唐时期的甲字形、靴形等迥然

不同。三家店 M1盗扰极为严重，出土物胜少，从形

制结构上与凤南甲类 Ed型 M30极为相似，报告认为

属中晚时期唐墓葬[4]。三家店M1出土的瓷盂与西安地

区隋唐墓出土典型瓷器排比表中图17造型一致[5]，列入

唐代宗、德宗到唐哀帝之间。

2.东汉将军墓的发现具有重要的研究价值。双塚

M1呈“三室一厅”状，出土鱼鳞式铁铠甲及多把铁

剑等兵器，应是东汉中期一位军事首领等的合葬墓。

凤翔曾为汉唐京畿，汉代又属右扶风的郡治所在。据

《后汉书》记载，当时东汉政府为了镇压西羌起义，

保卫关中地区，在雍城设扶风都尉。雍营曾成为征西

的大本营，具有十分重要的战略地位。又根据汉封

营、洛城、屯头等地名和分布看，雍营应就设在凤翔

西北乡一带。东汉政府为了巩固边防，迫使大量羌人

内迁，从而激化诸羌反感情绪。从汉安帝永初元年到

汉灵帝建宁元年，西羌先后发动过三次大起义，拉锯

战持续时间长达六十余年，东汉政府因此社会经济残

破不堪，社会矛盾日益激化，其统治濒临崩溃。汉安

帝永初元年（107）零昌羌进攻雍城，直逼关中，期

间护羌校尉侯霸病死于此。其后骑都尉马贤接任护羌

校尉，汉安帝永和五年（140）马贤及两个儿子战死

疆场，在时段上十分吻合。历史上不乏有死于军中的

官兵在屯驻之地安葬的实例，我们初步推测规格较高

的贵族墓极有可能是其中某一位将军的墓葬。这些对

于进一步研究东汉时期雍城屯驻营兵制度以及与西

羌民族融合和文化交流具有重要研究价值。

领        队：田亚岐

发        掘：田亚岐    权西红    郑文斌    孙宗贤

                             刘    爽    陈改侠等

绘        图：权西红    赵赋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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