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凤 翔 县 高庄 战 国秦 墓 发掘 简报

雍城考古工作队

1 9 7 9年10 月中旬
,

南指挥公社高庄大队

第五生产队社员在该村野狐沟取土时
,

发现

了两座战国时期的秦墓 (编号为 79 凤 高M l

和M Z )
,

省雍城考古队随即进行了清理发掘
,

获得了较为重要的资料
,

现简报于后
。

和 1 9 7 7年在高庄发掘的近百座小墓中均未见

到
,

它或许是一种特殊葬式
。

墓道内填五花

土
,

并经夯筑
。

夯层厚约 40 一 50 厘米
。

两墓均 用木板封门
。

以 M Z为 例
,

先在

「〕洞上方两端各挖高 40
、

宽 1 6
、

深 30 厘米的

一
、

墓葬形制

两墓保存完好
。

形制相同
,

东西向
,

由竖穴墓道与土洞墓室

组成
。

M Z 较M l 略大
。

M l 全 长

6
.

2 5
、

深 5 米 ; M Z全 长 6
.

3 5
、

深 6 米 ( 图一
、

二 )
。

两墓的墓道均开在墓室的西

边
,

M l 墓道上 口长 4
、

宽 2
.

9 5
、

下 口长 2
.

9
、

宽 2
.

0 5米
。

M Z墓道

上 口长 4
.

8
、

宽 3
.

6
、

下 口长 3
.

5
、

宽 2
.

4米
。

两墓在墓道西 北 角的

北壁和西壁上均各挖一行三角形

脚窝
,

大小基 本 相 同
,

底 边长

3 4
、

两边各 长 28
、

深 15 厘米左

右
。

另外
,

在两墓 墓 道 的 北
、

西
、

南三壁正中距底部高约 1
.

25

米处
,

各挖一小兔
,

M I的 小 完

呈长方形
,

高 2 0
、

宽 1 6
、

深 1 5厘

米
; M Z 的小完呈三角形

,

底边

长 3 8
、

两斜边各长 3 4
、

高 2 0
、

深

15 厘米
。

完内均放置一个灰黑色

陶钵
,

内残留木炭 灰 和 小 块木

炭
。

这种现象
, 1 9 7 6年在八旗屯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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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一 M l平
、

剖面图 1一 3
.

陶钵 4
、

5
.

陶罐 6
.

泥陶残片 7
.

铜

鼎 8
.

铜鉴 9
.

铜铺首壶 10
.

铜蒜头壶 1 1
、

1 2
.

铜勺

1 3一 18
.

铜杯 19
、

20
.

铜带钩 21
.

襟钩 22
.

铜镜 23
.

圆

饼形石 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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齐
,

正好将墓门严密封闭
。

门内有

一个生土台
,

台高 20
、

宽 36 厘米
,

长与墓室的宽度相同
。

台上放置随

葬品 ( 主要为漆器 ) 及牺牲 祭品
。

M l墓室长 3
.

1 6
、

宽 1
.

2 0
、

高

1
.

7 4来 ; M Z墓
.

室长 3
.

2 0
、

宽 1
.

2 4
、

高 1
.

78 米
。

均为土洞拱顶
。

墓室内

的南
、

北两壁壁底均开一个小完
,

M l墓室北壁的小 完 长 7 6
、

高 7 0
、

深 46 厘米
,

内放铜蒜头壶等八件器

物 ; M Z墓室北壁的小 完 长 88
、

高

40
、

深 36 厘米
,

内仅 放 置 陶 罐三

件
。

两座墓各有木棺一具
。

M l 的棺

长 1
.

8
、

宽0
.

98 米
;

M Z的棺长 2
、

宽

1
.

0 2米
。

骨架已朽
,

从痕迹看系屈肢

葬
。

木棺放在墓室正中紧贴东壁
。

墓室西端留有较大的空地
,

放置漆

木器
。

.,`
r

.
口宫

.... .口

口刀万J-,门诊吞.̀J护̀门·户口·门J沪护,口」

`
叠

、

么么

之孟叠

口

二
、

随葬器物

两墓共出陶器十二件
,

铜器十

七件
,

石器二件
。

陶器

钵 六件
。

均放在墓道的小完

中
。

形制相 同
,

大小稍异
,

均为泥

质灰黑陶
。

平底
,

侈口
,

形似孟而

腹较浅
。

M Z : 2高 5
.

1
、

口径 15
.

9
、

腹深 4
.

8厘米 (图九
:

3)
。

咯ǔ 3ǔ 2. 1

一诊
图二 M Z平

、

剖面图 上
:

北壁 剖面图

4
.

陶鼎 5一了
.

陶罐 8
.

铜带钩

封门情 况

中
:

平面图 l一 3
.

陶钵

9
.

泥陶残片 下
:

洞室

小槽
,

用一块木板插入小槽作为上横木
。

木

板宽约 36
、

长约 3 10 厘米
。

在墓门的两 侧 竖

立两块大小相等的木板
,

长 1
.

4
、

宽0
.

32 米
。

上端顶着横木
,

下端伸入土 内
。

然后叠插四

块长约 1
.

7
、

宽 0
.

18 米的木板
。

压在这四块木

板上的第五块木板长
、

宽与下面四块相同
,

厚度较大
,

约 18 厘米
。

南端嵌人洞门两侧高
“

22
、

宽 20
、

深 22 厘米的小槽内
,

起着加固封

门木板的作用
。

第六块木板长与下面压着的

木板相同
,

宽约 32 厘米
。

这块木板上下合缝整

罐 五件
。

可分二式
: I 式二件

。

均出

于M l墓室北 壁的小完中
。

泥质灰陶
,

小口
,

口部稍残
,

圆腹
,

圆肩
,

小底
,

腹部饰弦纹

二道
。

肩部均有戳印一
“
亭

”
字 ( 图四

: 1
、

2 )
,

当为陶器作坊的 商 品 标 记
。

M l : 4 高

2 1
.

6
、

口径 8
、

腹深 2 1
.

2厘米 (图三
: 1 )

。

M l : 5高 1 6
.

8
、

口径 7
.

6
、

腹深 16
.

5厘米 (图

三
: 2 )

。

I 式 三件
。

出自M Z墓室北 壁 的

小完中
。

均已残破
。

形制相同
,

稍有大小
。 ,

M Z : 7 ,

平底
,

亚字形腹
,

肩上有两个 对 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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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三 2
.

陶罐 ( M l
: 4 ) 2

.

陶罐 ( M I :
5 5

.

陶

罐 ( M Z : 7 ) `
.

陶鼎 ( M Z : 4 )

人 `

图四 1
.

陶罐戮印 ( M l . 4 ) 2
.

陶堆敌印

( M z : 5 ) (均原大)

的圆孔扁耳
,

直 口
,

折肩
。

肩与腹中部施凸

弦纹两道
。

高 16
、

口径 9
。

2
、

腹 15
.

7厘米 (图

三
:

3)
。

鼎一件 (M Z :

4)
。

出于墓室门内 的 生

土台上
。

泥质灰黑陶
。

三小足
,

双附耳
,

圆

球形深腹
,

半球状凸盖
,
口沿较宽

,

中部微

下凹
。

通高 1 5
.

8
、

口径 13
.

6
、

腹深 8
.

4 厘 米

(图三
: 4)

,

内存鸡骨
。

铜器

鼎 一件 (M l :

7)
。

出于墓室南 壁 的

小完中
。

圆体
,

半球形盖
,

上置三环形带把

钮
,

腹较深
,

下具三兽足
,

双附耳
,

底周边

稍凸起
,

如圈足状
,

腹中部有凸棱
。

通体无

纹饰
。

通耳高 1 6
.

5
、

口径 18
、

腹深 9 厘米
,

重 2
.

75 公斤 ( 图版贰
: 1 ,

图八
: l)

。

腹部的凸

棱之下
,

有一行铭文
: “

十四茉
,

右使 (使 )

率 (库 ,
,

裔夫昌痊
,

工筒
,

匀 ( 重 ) 二百
`

六十二为
。 ” ( 图五 ) 前十二字是铸文

,

后

Z、字为要刻
。

凸棱之上的 口沿上
,

亦刻
“
之

勾 (重 )
,

口 =

合黔(贫猪 ) ” 六字
,

此六字玺

刻纤细
,

字迹草率
,

且已磨锄
,

不甚清晰
。

器

外底刻有
“ 癸巳 ” 二字 ( 图六 )

,

盖上正中

契刻
“
磨里

” 二 字 ( 图 七 )
,

字迹较为规

整
。

铭中
“
浆

”
字意思相当于

“
年

” ,

但肯
定不是

“
年

”
字

,

或为莫字之省形
。 “

鑫
”

字玺印常见
,

似即
“
郝

”
字之省

,

在此为音

夫的姓氏
。

其下一字磨损较甚
,

细辫字形
,

应为
“
畜

”
字

,

应是音夫之私名
。 “

今
”
字

当是匀
,

在此借为重
。

平山出土的中山诸器

作
“

习
” ,

即为家
,

乃重字
。

匀借为重
,

前所未

见
,

此为首次发现
。 “ 为 ,

字为刀
,

平 山器作
“

夕
” ,

稍有不同
。 “

贫猪
”

为人名
。 “

癸巳
”
二字

的字体与其余各契刻之字相似
,

乃为鼎的原

刻
,

用以纪鼎的次第
。

战国器中常有用地支

作纪次的
,

如长沙出土的漆危有
“

午九
” ,

秦

俑坑出土的铜器也有这种纪次
。 “

磨里
”

字体

与其余各字颇不相类
,

不是鼎的原刻
,

当为

后来加刻上去的
。

这件鼎的铭刻有先有后
,

1 9 8 0 年



图六 铜鼎 ( Ml : 7)外底

铭文拓片 (原大 )

图七 铜鼎 ( Ml :

D 盖

部铭文拓片 (原大 )

匀借为重还是首次发现
,

对于古文字的研究

增加了新的资料
。

婆 一件 (M l
:

8)
。

出自墓室南 壁 的

小完中
,

’

圆腹
,

圈底
,

束颈
,

侈口
,

器之一

侧置一圆环
,

环身扁宽
,

通体积厚良
。

通高

1 6
.

5
、

口径 12
。

3
、

腹深 1 6
.

2厘米
,

重 0
.

8 5公

斤 (图版贰
: 2 ,

图八
:

2)
。

铺首壶 一件 ( M l :

9)
。

出自墓 室 南

壁的小完中
,

圈足
,

圆肩
,

肩上铆接两兽首

衔环铺首
,

圆颈
,

口微侈
。

腹部及肩上部有

三道凸弦纹
, 口沿下有一周下凹的三角纹

。

原可能有镶嵌之物
。

通高 30
.

4
、

口 径 8
.

4
、

腹深 2 5
.

2厘米
,

重 3 公斤
。

出土时有一圆饼

形的石器紧盖壶 口 (图版贰
: 3 ,

图八
:

3)
。

蒜头壶 一件 (M l : 1 0)
。

出自墓室北

壁的小完中
。

圈足
,

圆腹
,

细颈
,

蒜瓣形壶

口
,

颈中部有一周凸箍
。

通高 28
.

2
、

口径 6
、

腹深 2 5
.

8厘米
,

重 2
.

3公斤
。

出土时其 旁亦

有一圆饼形石器
,

当作壶盖之用 ( 图版 贰
:

4
,

图八
: 4 )

。

勺 二件
。

均出自M l墓室北壁的 小 完

中
。

M l : 1 1 ,

椭圆勺身
,

细柄
,

后端有圆凳
,

出土时盈内留有朽木
。

柄长 9
、

勺 长 9
.

6
、

宽 9
.

9厘米
,

重 2 00 克 (图版贰
: 6 ,

图九
: 2)

。

套杯 六件
。

均出自一号墓墓室北壁的

小兔中
。

平底
,

斜腹
,

直 口
,

一端有短而小

的流
,

除 1 3号与 18 号杯作子母 口外
,

其余四

器
,

形制相 同
,

套置于 13 号 与 18 号杯之内
,

形似一件完整的铜盒
。

套合严密
。

M l :

13 口径

1 2
.

4 x l l
、

深 4 厘米 ; 1 8号 口径 1 0
.

4 x 9
、

深 3 厘米
,

共重 4 00 克 ( 图版贰
: 5 ,

图九
:
1)

。

镜 一件 ( M l : 2 1)
。

残
。

出 自人骨 架

头部左侧
。

直径 9
。

9
、

厚 1厘米
。

钮残
,

周边

凸起
,

内以水波为地纹
,

以变体 夔 龙 纹 为

主
。

带钩 三件
。

M l 人骨架腹部出土两件
,

M Z人骨架腹部出土一件
。

三器形制 相 同
,

大小稍别
。

M l :

19 通长 1 8
.

4厘米
。

襟钩 一件 ( M l : 2 2)
。

出 自人骨架胸

部右上方
。

钩作鸭首形
,

其嚎特长
,

另一面

有一伞状柱
,

长 3
.

8
、

高 2
.

1厘米
。

石器

圆饼形石器 二件
。

一件M l :

23
,

出土

时盖在铺首壶的壶口上
,

另一件M l :

24
,

出

土时在蒜头壶的旁边
。

两器均用青石磨制
,

横剖面呈梯形
。

23 号上面直径 9
.

2
、

下面直径

8
.

9
、

厚 1
.

8厘米
; 24 号上面的直径 4

.

4
、

下面

的直径 3
.

9
、

厚 l
。

7厘米
。

三
、

结语

根据以往在凤翔及关中地区发掘的秦国

图八 1
.

铜鼎 M l : 7 ( r / 9 ) 2
.

铜婆 M I : 8

( l /。 ) 3
.

铜铺首壶 M I : 。 ( z / 1 2 )
4

.

铜蒜头壶 M 一: 10 ( r内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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厂仁介、 交二夕
~一厂飞

叮 ) !) ( \二二夕 ~州又夕

飞二李夕 \一少/

厂泛、 又二二夕又止夕
、习二夕

从℃一了
图九 一铜套杯M I :! 3 ( l/ 6) 2

,

铜勺 M I : 1 1

。 / 9 ) 3
.

陶钵 M Z : 2 ( z / 9 )

墓葬分析
,

洞室墓的 出现
,

当在战国中期前

后
。

洞室墓的初期阶段
,

竖穴墓道的长
、

宽均

大于墓室
,

如大荔朝邑的 M 1 03 就是这一时期

洞室墓的典型形制①
。

这种形式 的 洞 室 墓

( 即墓道的长
、

宽与洞室的长
、

宽 方 向 一

致
,

在一条中轴线上 )
,

在此时还未见有专

门的封门槽设施②
。

战国晚期直至秦统一前

后
,

则盛行一种竖穴墓道的长
、

宽与墓室相

同或小 于墓室的洞室墓
,

并有专门的封门槽

设施
。

时代愈晚
,

’

洞室愈大
,

墓道就愈小
,

封门槽的设施也更加普遍
。

过去在高庄发掘

的 77 凤高M 6
、

77 凤高M 4 6 ,

就属于这一时期

的典型形制③
。

这次清理发掘的 两 座 小墓

与上述的洞室墓相比
,

既不同于战国中期流

行的那种形制
,

又不同于战国晚期后段和秦

统一前后的那种式样
,

而是间于两者之间的

另一种类型
。

它们既具有竖穴墓道的长
、

宽

大于洞室的特点
,

也出现了专门的封门槽设

施
,

因此
,

这两座墓应是上述那两种不同类

型洞室墓的过渡形式
。

两座墓 出土的器物也具有战国中晚期的

特点
,

M l 出土的十四年铜鼎和铺首壶 与 大

荔朝邑战国 20 3号墓出土的二号铜鼎
,

一号铺

首壶相似④ ,

而鼎与河北平山县三汲公社中

山王譬墓出土的铁足铜鼎相当接近
,

尤其是

两件鼎的底部都铸成略如圈足状的平底
,

更

加一致⑤
。

M Z出土的陶鼎与 77 凤高M 2 4 : 1完
卜

全相同
,

24 号墓被认为是具有代表性的战国

晚期早段的墓葬⑥
。

因而
,

我们推断高庄的这

两座战国墓
,

应是战国晚期早段的秦国墓葬
。

M l 出土的铜鼎除了在形制上 与河 北 平

山县中山王署墓的铁足大鼎十分相近外
,

其

铭文句式中山器铭也大体一致
。

如中山舒蚤

壶铭从
“ 十三年

” 至 “ 工纂
” 的十立字为铸

文
,

标明器物重量则是铸后加刻的
。

鼎铭中

的
“

十四年
”
至

“

工筒
”
的十二字亦为铸文

,

标

明器物重量也是铸后加刻的
。

同时
,

管理冶铸

的机构壶铭为
“

左使库
” ,

鼎铭为
“

右使库
” 。

总

各
“

使库
” 。

两器均铸有音夫和工匠的私名
。

另外
,

刻铭标明的实际重量
,

壶为一石再加

上三百三十九个刀币
,

鼎为二百六十二个刀

币
。

用相当于多少个刀币来计算重量
,

是两

器的一个共 同特点
。

再者
,

在铭文的写法上

也有许多相向之处
,

如十字均作
“

}
” ,

使

作
“
徨

” ,

百作 “

国
” , “

装
”
均 取 意 为

年
,

重量后面又均有
“ 之重 ” 二字

。

平山县

M l 出土的纪年为十一年至十四年的铜 器
,

其右使库音夫亦为爸痊
,

也与此鼎相同
。

据

报道平 山县中山王馨墓所出的铜 器 上 的 纪

年没有超过十四年的
。

高庄出土的这件铜鼎

纪年也是十四年
,

与王馨墓出土的多数铜器

铭文相合
。

我们认为
,

这件铜鼎应是中山国

的遗物
,

鼎铭中的十四年
,

当是 王 譬 的 纪

年
,

是中山王署十四年的铸品
。

李学勤 同志
.

曾结合古文献
,

对中山国铜器铭文进行 了综

合研究以后指出
: “ 王馨的元年至十四年

,

或者是公元前 3 2 2至 3 0 9年
,

或者是 3 2 1至 3 0 5

年
,

两者必居其一
。 ” 位 因而

,

高庄出土的

中山王譬十四年铸造的铜鼎
,

为公 元 前 30 9

年或 30 8年的作品
。

这件铜鼎既然是中山国的器物
,

为什么

在秦国的墓葬中出土呢 ?

战国时期的中山国
,

是一个
“ 地方五百

里
” 的小国

,

公元前 4 06 年被魏文侯所 灭
,

隔二十八年后复国
。

传至第五世为王馨
,

在

位十四年
,

、

第六世为舒资
,

后来死于齐国
。

最后为中山尚
,

这两代国君
,

在 位 只 有 十

三
、

四年的时间
,

就彻底灭亡了
。

(下转第 31 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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陇
、

蜀之货物而多贾
。

献公徙裸邑
,

裸邑北

都戎翟
,

东通三晋
,

亦多大贾
。

孝
、

昭治咸

阳
,

因以汉都
,

长安诸陵
,

四方辐凑并至而

会
,

地小人众
,

故其民益玩巧而事末也
。 ”

关中地区的秦陶文有
“
操市

” , “
杜亭

” 、

“ 丽亭
” 、 “ 焦 亭

” L 及 “ 云 市
” ( 云 阳

市 ) 等多种
,

说明当时市场的繁盛
。

云梦秦

简律文中有关市场的规定也证实了这一点
。

需要说明的是
,

市是贸易的场所
,

不是

生产部门
。

根据秦简
,

当时的市是由编为列

伍的商贾组成的
,

所销售的商品即由他们分

别从远近各地贩运而来
。

有些手工业作坊
,

也可能把产品直接拿到市上发售
。

象陶器这

种什么地方都能生产的物品
,

当然一般是在

市所在地制作的
。

至于漆器之类
,

总是 由具

有传统的固定产地运销
。

所以
,

有
“ 咸亭

”

字样的陶器是咸阳各 乡里的出品
,

其发现地

最远不过在今户县
、

谆化等县
。

有 “ 咸亭
”

印记的漆器就不一定产自咸阳
,

而且远 于云

梦发现
。

这种现象对研究古代 经 济 很 有意

义
,

值得进一步探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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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元前 2 96 年
,

赵灭中山后
,

那些 祭 祀

用的宗庙重器 自然就落入赵人之手
。

随后
,

秦
、

赵间战争频繁
,

公元前 2 22 年赵被 秦 所

灭
。

这件中山国制造的铜鼎
,

又落入秦人手

中
,

并当作随葬品埋入墓葬
。

秦人在战利品

铜鼎上盖上复刻
“
膺里

” 二字
。 “ 里 ” 为秦

国乡村基层政权单位
。 “

屠里
” 即是秦国一

个乡里的小地名
,

或即在秦雍城 的 范 围 之

内
。

根据前面对高庄这两座秦墓 时 代 的 推

断
,

铜鼎转到秦国的时间不会太晚
,

当在战

国晚期的前半段
,

它的上限不能早于秦昭襄

王十一年 ( 前 2 96 年 )
,

很可能是在秦昭襄

王中期
。

这件铜鼎的出上为研究战国时期各

诸侯国间的关系及战争情况提供 了 实 物 资

料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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