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六道村秦墓地位于凤翔县城东南的六道村，纸坊

河东岸二级阶地上，东距纸(坊)郭(店)乡级公路约

500米，北距纸坊街约2公里。发掘区地层关系简单清

晰：第①层为耕土层，厚约25-30厘米，土质疏松；第

②层即为生土层。发掘的23座墓葬均开口于①层下。

现将发掘情况简报如下：

共23座墓葬，从形制上可分为竖穴土圹墓和洞室

墓两大类，方向多为东西向，仅三座（编号为M7、

M8、M14）为南北向。

1座。

M26 东西向长方形竖穴土圹墓，方向280°。墓

口距地表0.2米，墓圹平面呈东西向长方形，墓壁竖

直，无收分，口底同大。墓长1.6、宽1.04、深1.4

米。内填夹杂有料礓石的五花土，土质较为疏松。葬

具为一木棺，东西向置于墓底中部，已朽，仅余朽木

灰迹，长1.4、宽0.62米，高不详。人骨架一具，保存

状况较好，男性，葬式为仰身屈肢葬，头向西，面向

上，上体仰卧，下肢的股骨和胫骨正面折屈，并置于

腹上部，脚跟紧贴臀部。未发现随葬品。

22座。洞室皆开凿于竖穴式墓道长

边的一侧，洞室的中轴线与竖穴墓道的中轴线平行，

称此类墓葬形制为平行式洞室墓或偏洞室墓。除2座葬

式不详外，余皆为屈肢葬。

第一类 屈肢葬式

共20座墓葬。从骨架摆放姿态观察，

可分为仰身屈肢、侧身屈肢、蜷屈特甚三

种。

（1）仰身屈肢葬 共11座，可分为

三式。

Ⅰ式 上体仰卧，大部分骨架的肱

骨与肩部垂直，肘部内折屈，双手平交或

斜交置于腹部，个别骨架的一侧肘部内

屈，另一侧肘骨和肱骨皆垂于肩部，下体

的骰骨相并，胫骨向后弯曲且贴近于臀

部。共5座，墓葬编号有M6、M7、M8、

M17、M18。

M6 东西向长方形竖穴土圹洞室墓，方向274°，

由墓道和墓室两部分组成(封二， )。

墓道位于墓室南端，平面呈东西向长方形，竖井

式，口大底小，四壁铲平修整，较光滑斜直，底部较

平。墓口长2.54、宽1.74米；底长1.9、宽1.1、深3

米。内填五花夯土，夯层厚约30厘米。

墓室位于墓道北端，开凿于墓道北壁，平面呈东

西向长方形，弧形拱顶，东西两侧壁较竖直，高0.8

米，平底高于墓道底部约0.1米。洞室长1.46、宽

0.95、通高0.9米，北直壁高约0.7米。内填五花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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淤土和生土。

葬具为一木棺，东西向置于墓室紧靠北壁和东

壁，已朽，仅余少量朽木灰，测得灰迹长1.34、宽

0.6米。人骨两具，保存均较差，可辨其葬式均为仰身

屈肢葬，北侧人骨头向西，肱骨与肩部垂直，右肘平

放于腹部，两腿分开，股骨与胫骨并拢；南侧人骨头

向东，肱骨与肩部垂直，下肢两膝并拢屈向北

侧。未发现随葬器物。

M7 南北向长方形竖穴土圹洞室墓，方向

10°，由墓道、墓室两部分组成。

墓道位于墓室东端，平面呈略南北向长方

形，竖井式，口大底小，壁面经过铲平修整，

光滑斜直，平底。墓口东端长2.76、西端长

2.92、宽1.92米；墓底东端长1.8、西端长

1.92、宽1.1、深3米。内填褐色五花夯土，土

质较致密，夯层厚0.2米。

墓室为土洞，开凿于墓道西壁，平面呈南

北向长方形，弧顶，东高西低，壁面经过铲平

修整，较光滑，平底。洞室口直壁高1.12米，

西端直壁高0.9米，洞通高1.14米，长1.68

米，宽1.0米。墓室内填花土，夹杂少量生土

块，土质较致密。

葬具为一木棺，置于墓室中部，已朽，仅余少量

朽木灰迹，长1.42、宽0.68米，高不详。人骨架一

具，保存状况较好，男性，葬式为侧身屈肢葬，头向

北，面向东，双手平交于腹部。下肢侧屈并拢。共出

土随葬品2件，铜带钩1件置于人骨腰部，骨簪1件置

于头骨处。

M8 东西向长方形竖穴土圹洞室墓，方向276°，

由墓道、墓室两部分组成。

墓道位于墓室南端，平面呈东西向长方形，竖井

式，口大底小，四壁经过修整，较光滑斜直，平底。

墓口长2.32、宽1.62米；底长1.8、宽1.1、深2.7米。

墓道南壁中下部发现脚窝1个，平面呈半圆形，进深

0.1、口宽0.18、高约0.12米。墓道填土为五花土，土

质较坚硬，经过夯打，为粗夯，夯层厚约0.2-0.3米。

墓室为土洞，开凿于墓室北壁，平面呈东西向梯

形，东宽西窄，北长南短，弧形拱顶，南高北低，东

西两壁经过铲平修光，平底。洞室长1.54-1.86、宽

1.12-1.4米，东西直壁高1米，北直壁高0.9米，墓口

高1.1米，洞高1.2米。墓室内填小五花土和生土。

葬具为一木棺，置于墓室中部，已朽，仅余朽木

灰迹，长1.44、宽0.6米，高不详。人骨架一具，保存

状况一般，葬式为仰身屈肢葬，头向西，双手交于腹

部，下肢两膝相交屈向一侧，呈蹲跪状。出土随葬品

仅1件铜带钩，置于墓主腰部。

M17 东西向长方形竖穴土圹洞室墓，方向2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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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墓道和墓室两部分组成。

墓道位于墓室南端，平面呈东西向长方形，竖井

式，口大底小，四壁铲平修整，较光滑，南壁下部壁

面较粗糙，斜度较大，底部发现两个凹槽，间距

0.55米，进深0.15、宽0.12、高0.45米，从凹槽的位

置判断，应该是用于支撑封门所用。墓道长2.3、宽

1.5米；墓底长1.76、宽0.86、深2.7米。内填土五花

土，土质较坚硬。

墓室为土洞，开凿于墓道北壁，平面呈东西向长

方形，弧形拱顶，南高北低，平底，低于墓道底5厘

米。洞室长1.52、宽1米，通高1.16米，东西两直壁高

1米，北直壁高0.9米。内填土为小五花土、淤土和生

土。

葬具为一木棺，东西向置于墓室中部，已朽，仅

余朽木灰迹，长1.5、宽1米，高不详。人骨架一具，

保存状况较好，男性，葬式为仰身直肢，头向西，面

向上，左手置于胸部，右手置于腹部，下肢两膝相交

屈向一侧，呈蹲跪状。出土随葬品仅1件铁带钩，位于

墓主头部西侧。

M18 东西向长方形竖穴土圹洞室，方向为276°，

由墓室、墓道两部分组成。

墓道位于墓室南端，平面略呈东西向长方形，竖

井式，口大底小，四壁铲平修整，较光滑斜直，平

底。墓口南壁长2.34、北壁长2.44、宽1.74米；底端

距地表3.14米，墓底南壁长1.88、北壁长1.98、宽1、

深2.84米。内填浅黄色花土，土质较疏松。

墓室为土洞，开凿于墓道北壁，平面略呈

东西向长方形，弧顶，南高北低，四壁较竖

直，平底。洞室北端长1.74、南端长1.68、宽

1.1米，通高1.04米，洞口直壁高0.96米，北

端直壁高0.8米。墓室内花土、淤土及生土

块。

葬具为一木棺，东西向置于墓室中部略偏

东，已朽，仅余朽木灰迹，长1.34、宽0.58

米，高不详。人骨架一具，保存状况较好，女

性，葬式为仰身屈肢葬，头向西，面向上，双

手平交于腹部。出土铁带钩1件，位于人骨腹

部。

Ⅱ式 上体与Ⅰ式同，下肢骨相并屈向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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侧，股骨与胫骨的弯曲有20～45度。共3座，墓葬编

号有M5、M13、M24。

M5 东西向长方形竖穴土圹洞室墓，方向272°，

由墓道、墓室两部分组成。

墓道位于墓室南端，平面呈东西向长方形，竖井

式，口大底小，四壁铲平修整，较斜直

光滑，东壁下部偏南距墓道底0.56米发

现脚窝1个，平剖面呈三角形，底宽

0.26、高 0.15、进深0.1米。墓口长

1.88、宽1.22米；底长1.72、宽1.06、

深2.32米。墓道内填褐色花土，土质较

疏松。

墓室为土洞，开凿于墓道北壁，平

面呈东西向长方形，弧顶，南高北低，

四壁铲平修整，较光滑竖直，东壁北部

略向西斜，平底。洞室北端长1.66、南

端长1.70、宽1.04、通高1.02米，北直

壁高0.8米，洞口直壁高0.9米。墓室内

填花土，夹杂少量生土块。

葬具为一木棺，东西向置于墓室中

部，已朽，仅余朽木灰迹，长1.3、宽

0.72米，高不详。人骨架一具，保存状

况较好，男性，葬式为侧身屈肢葬，头

向西，面向东，右臂屈向左侧，右手放于左臂上，下

肢骨相并屈向左侧。出土随葬品仅1件铁带钩，位于墓

主腰部。

M13 东西向长方形竖穴土圹洞室墓，方向276°，

由墓道、封门、墓室三部分组成。

墓道位于墓室南端，平面呈东西向长方形，竖井

式，口大底小，四壁铲平修整，较光滑斜直，平底。

墓口长2.68、宽1.98米；底长2.06、宽1.52、深

2.74米。填土为浅黄色五花夯土，粗夯，夯层厚0.3-

0.35米。

封门为木板封门，已朽，位于墓道北壁墓室口，

在墓道东西两壁北端均发现封门槽，槽内有少量朽木

灰，槽宽0.12、高1.2、进深0.12米。

墓室为土洞，开凿于墓道北壁，平面略呈东西向

长方形，北宽南窄，弧顶，南高北低，四壁铲平修

整，较光滑竖直，平底上有一层草木灰，厚约0.02

米。洞室南端长1.6、北端长1.7、宽1.22、通高

1.14米，北端直壁高0.84米，南端高1.02米。内填夹

杂生土块的五花土，土质疏松。

葬具为一木棺，东西向置于墓室中部，已朽，长

1.44米，宽0.66米。人骨架一具，保存状况较好，葬

式为仰身屈肢葬，头向朝西，面微向北侧，双手斜交

于胸部，下肢微向右屈。出土随葬品仅1件铜带钩，置

于墓主腹部。

M24 长方形竖穴土圹洞室墓，方向278°，由墓

道、墓室两部分组成。

墓道位于墓室南端，平面呈东西向长方形，竖井

式，口大底小，壁面较斜直，无工具加工痕迹，平

底。墓口长2.92、宽1.9米；底长2.12、宽1.1、深

2.7米。墓道填土为红褐色五花土，土质疏松。

墓室为土洞，开凿于墓道北壁，平面呈东西向长

方形，弧形拱顶，南高北低，东西两壁较竖直，平

底，高出墓道底0.06米。洞室长1.75、宽1.2、高

1.24米，东西直壁高1.14米，北直壁高0.94米。墓室

内填大量青灰色淤土，土质疏松。

葬具为一木棺，东西向置于墓室中部，已朽，仅

余朽木灰迹，长1.2、宽0.66米。人骨架一具，保存状

况较好，葬式为仰身屈肢葬，头向西，面向上，双膝

并拢，下肢的股骨与胫骨向右折屈并置于腹的上部，

脚骨紧贴臀部。出土随葬品仅1件铁带钩，置于人骨头

顶。

Ⅲ式 上体与Ⅰ式同，下肢的股骨和胫骨正面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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屈，并置于腹上部，脚跟紧贴臀部。共2座，墓葬编号

为M3、M23。

M3 东西向长方形竖穴土圹洞室墓，方向285°，

由墓道、墓室两部分组成。

墓道位于墓室南端，平面呈东西向长方形，竖井

式，口大底小，四壁铲平修整，较光滑斜直，南壁底

部偏东发现脚窝1个，平剖面均呈三角形，底宽0.15、

高0.12、进深0.1米。墓口端长2.64、宽1.68米；底长

2.08、宽1.14、深2.8米。内填五花夯土，粗夯，夯层

厚0.25-0.3米。

墓室为土洞，开凿于墓道北壁，平面呈东西向长

方形，弧顶，南高北低，四壁竖直，平底。洞室长

1.62、宽1.02米，南端高1.2米，北端高1.1米，直壁

高1.08米。填土为小五花土、淤土和生土块。

葬具为一木棺，东西向置于墓室中部，已朽，仅

余朽木灰迹，长1.3、宽0.54米，高不详。人骨架一

具，保存状况较好，葬式为仰身屈肢，头向西，面略

向北，右肘骨向上折屈，右手放于右肩下。未发现随

葬品。

M23 东西向长方形竖穴土圹洞室墓，方向285°，

由墓道、墓室两部分组成。

墓道位于墓室南端，平面呈东西向长方形，竖井

式，口大底小，四壁铲平修整，较光滑，平底。墓口

长2.2、宽1.4米；底长1.58、宽1.0、深1.9米。填土

为五花土，土质较坚硬。

墓室为土洞，开凿于墓道北壁，平面呈东西向长

方形，弧形拱顶，南高北低，已塌，东西两壁较竖

直，平底，高出墓道底0.04米。洞室长1.28、宽1.0

米，东西直壁残高0.7米，北直壁残高0.9米，洞室南

高1.04米。墓室填土为小五花土、淤土和生土。

葬具为一木棺，置于墓室中部，已朽，仅余朽木

灰迹，长1.1、宽0.6米。人骨架一具，保存状况较

好，男性，葬式为仰身屈肢葬，头向西，面向上，右

手置于胸部，下肢膝关节相靠，股骨与胫骨正面折

曲，并置于腹部。出土随葬品仅1件铁带钩，置于人骨

腹部。

Ⅳ式 下肢的胫骨向后弯屈，与股骨重合在一起，

两腿相互交叉，呈盘坐式。共1座，墓葬编号为M20。

M20 东西向长方形竖穴土圹洞室墓，方向284°，

由墓道、墓室两部分组成。

墓道位于墓室南端，平面呈东西向长方形，竖井

式，口大底小，四壁铲平修整，较光滑。墓口长2.5、

宽1.46米；底长1.92、宽1.14、深2.5米。内填黑褐色

五花土，土质较坚硬。

墓室为土洞，开凿于墓道北壁，平面呈东西向长

方形，弧形拱顶，南高北低，东西两壁较竖直，平

底。洞室长1.64、宽0.7米，南端高1.0米，北端高

0.8米，东西壁高约0.9米，北壁高0.7米。内填小五花

土、淤土和生土。

葬具为一木棺，东西向置于墓室中部，已朽，仅

余朽木灰迹，长1.4、宽0.64米，棺灰厚约0.03米。人

骨架一具，保存状况较好，男性，葬式为仰身屈肢

葬，头向西，面向北，肱骨与肩部垂直，左臂平放，

右手置于腹部，下肢似盘坐状。出土随葬品仅1件铁带

钩，置于墓主下肢骨东侧。

（2）侧身屈肢葬 共7座，可分为二式。

Ⅰ式 下肢的两腿并拢，胫骨向后弯屈，贴近臀

部。共5座墓葬，编号为M1、M2、M4、M22、M25。

M1 东西向长方形竖穴土圹洞室墓，方向270°，

图七 六道村M20平剖面图

.铁带钩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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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墓道、墓室两部分组成。

墓道位于墓室南端，平面呈东西向长方形，竖井

式，口大底小，上下收分约30cm，四壁铲平修整，平

底。墓口长2.74、宽1.9米；底长2.1、宽1.3、深

3.95米。填土为五花夯土，粗夯，夯层厚约20-30厘

米。

墓室为土洞，开凿于墓道北壁，平面呈东西向长

方形，弧形拱顶，南高北低，近墓室口处略呈平顶，

东西两壁略高于北壁，洞室底高出墓道底0.12米。洞

室长1.74、宽1、通高1.18米，洞口高约1.14米，东西

两直壁高约1米，北直壁高0.88米。内填褐色淤土及大

量生土。

葬具为一木棺，东西向置于墓室中部，已朽，仅

余朽木灰迹，长1.6、宽0.6米，高不详，木棺下部东

西两端各发现枕木1根，南北向横放，已朽，仅余朽木

灰及垫木槽，槽呈半圆形，深约0.04、宽约0.16、长

约1.0米，两槽间距约0.5米，可知垫木系圆木，直径

约0.16米。人骨架一具，保存较完整，葬式为侧身屈

肢葬，头向西，面向北，双臂交叉放置于胸前，下肢

向左折屈，呈蹲坐状。出土铜带钩1件，位于墓主腰

部。

M2 东西向长方形竖穴土圹洞室墓，方向282°，

由墓道、墓室两部分组成。

墓道位于墓室南端，平面呈东西向长方形，竖井

式，口小底大，四壁铲平修整，较光滑斜直，平底。

墓口长2.6、宽2.1米；底长2.18、宽1.5、深3.56米。

填土为浅黄色五花土，土质较疏松。南壁近底部发现

三个圆形小洞，洞内有少量朽木灰，直径均为0.1米，

进深0.1米，西端小洞距底部0.7米，中部小洞距底部

0.5米，东端小洞距底部0.7米。推测该遗迹应为加固

封门所用的顶木痕迹。在墓道北端近墓室口，发现一

排东西向较整齐的半圆形小洞，大小一致，底宽

0.06、深0.04米，内残留木灰，判断亦为加固封门之

用。

墓室土洞，开凿于墓道北壁，平面略呈东西向长

方形，弧顶，南高北低，四壁铲平修整，较光滑竖

直，底部自南向北斜低，最低处低于墓道底0.16米。

洞室南端长1.76米，北端长1.86米，宽1.02米，通高

1.2米，口部直壁高1.15米，北端直壁高1米。内填五

花土、淤土及生土块。墓室西壁底部有一头龛，平面

呈南北向长方形，平顶，内壁较平滑，宽0.66、进深

0.2、通高0.18米。龛内放置器物。

葬具为一为木棺，东西向置于墓室中部偏东，已

朽，仅余朽木灰迹，长1.52、宽0.68米，高不详。人

骨架一具，保存较好，男性，葬式为侧身屈肢葬，头

向西，面向北，双手平交于腹部，下肢并拢屈向左

侧，呈跪坐状。共出土随葬品4件，铜带钩2件，1件

位于墓主腰部，另1件位于头龛口部，骨簪1件位于人

骨头部，骨器残片1组10块位于头龛内。

M4 东西向长方形竖穴土圹洞室墓，方向293°，

由墓道、封门、墓室两部分组成。

墓道位于墓室南端，平面呈东西向长方形，竖井

式，口大底小，四壁铲平修整，较光滑斜直，底部较

平整。墓口端长2.44、宽1.74米；底长2.0、宽1.1、

深3.06米。内填浅黄五花夯土，粗夯，夯层厚约25-

30厘米。墓道南壁中间距底0.5米处发现两个并列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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洞，大小一致，均为三角形，内部发现少量朽木灰，

推测应为支撑封门的顶木遗迹，底宽0.23、高0.15、

进深0.12米。

封门为木板封门，已朽，在墓道北端底部发现一

东西向凹槽，槽平面呈长方形，中部略宽，直通东西

两壁，内含少量朽木灰，应为封门槽，槽东西长2.0、

西端宽0.22、中部宽0.36、东端宽0.24、深0.06米。

墓室为土洞，开凿于墓道北壁，平面略呈东西向

长方形，北宽南窄，弧顶，南高北低，四壁铲平修

整，较光滑竖直。洞室南端长1.56米，北端长1.62

米，西端宽1.06米，东端宽1.02米，通高1.18米，南

端直壁高1.0米，北端直壁高0.92米。内填花土，夹杂

少量生土块，土质较疏松。

葬具为一木棺，东西向置于墓室中部偏西，已

朽，仅余朽木灰迹，长1.24、宽0.56米，高不详。在

木棺底部东西两端各发现一凹槽，内有朽木灰迹，横

贯墓室南北，应为棺底垫木，西垫木槽长1.06、宽

0.08、深0.04米，东槽长1.02、宽0.06、深0.04米。

人骨架一具，女性，保存状况较好，葬式为侧身屈肢

葬，头向西，面向北，右肘折屈于胸部，下肢并拢微

向左屈。出土铜带钩1件，位于墓主腹部。

M22 东西向长方形竖穴土圹洞室墓，方向275°，

由墓道、洞室两部分组成。

墓道位于墓室南端，平面呈东西向长方形，口大

底小，四壁铲平修整，较光滑斜直，平底。墓口长

2.4、宽1.5米；底部长1.7、宽1.12、深2.85米。内填

五花土，土质较疏松。

墓室为土洞，开凿于墓道北壁，平面呈东西向长

方形，拱形顶，四壁较竖直，平底。洞室长1.4、宽

0.86、南端高0.9米，东西直壁高约0.8米。

葬具为一木棺，东西向置于墓室中部，已朽，仅

余朽木灰迹，长1.24、宽0.6米。人骨架一具，保存状

况较好，葬式为侧身屈肢葬，头向西，面向北，上肢

并拢于左侧，肘部弯屈，双手抱于胸前，作熟睡状，

左下肢骨压于右下肢骨上，向左折屈。出土随葬品仅

1件铁带钩，置于墓主头骨南侧。

M25 长方形竖穴土圹洞室墓，方向285°，由墓

道、墓室两部分组成。

墓道位于墓室南端，平面呈东西向长方形，竖井

式，口大底小，四壁经过铲平修整，较光滑斜直，平

底，有一层厚约0.05米的踩踏面。墓口长3、宽2.4

米；底长2.3、宽1.7、深3.1米。墓道填土为五花夯

土，粗夯，夯窝不明显，夯层厚20-25厘米。东壁距底

部0.7米处发现脚窝1个，平剖面皆呈三角形，进深

0.1米，宽0.2米，高0.1米。在南壁距底部0.36米处发

现并排3个撑门洞，中间的较大，东西两侧的两个较

小，洞径0.1-0.15、进深0.05-0.1米，判断其应为支撑

封门的顶木痕迹。

墓室为土洞，开凿于墓道北壁，平面呈东西向长

方形，弧形拱形，南高北低，南高1.3米，北高1.0

米，南部洞顶为平顶，东西略有弧度，平底。洞室长

1.92、宽1.1米。墓室西端有头坑1个，平面呈椭圆

形，直壁，平底，径长0.25-0.35、深0.28米。内有小

动物骨骼，已朽，疑似鸡骨或狗骨。

葬具为一木棺，东西向置于墓室中部，已朽，仅

余朽木灰迹，长1.56、宽0.7、高约0.7米，棺板宽

0.2-0.3米，厚0.04米。棺下发现垫木两根，东西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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排，从墓室口穿过棺下伸入墓室北壁下。人骨架一

具，保存状况较好，男性，葬式为侧身屈肢葬，头向

西，面向南，两臂并拢弯曲，双膝并拢呈跪姿，胫骨

后折抵于臀部。出土随葬品为1件铁带钩，置于人骨双

臂关节处。

Ⅱ式 依稀可辨为侧身屈肢葬，但具体葬式不

详。共2座，墓葬编号为M14、M21。

M14 南北向长方形竖穴土圹洞室墓，方向10°，

由墓道和墓室两部分组成。

墓道位于墓室东端，平面呈南北向，竖井式，口

大底小。墓口长2.7、宽2米；底长2.1、宽1.44、深

2.75米。内填五花夯土，粗夯，夯层厚约20-30厘米。

墓室为土洞，开凿于墓道西壁，平面呈南北向长

方形，弧形拱顶，洞口略呈平顶，四壁铲平修光，平

底。洞室长1.8、宽1.2、通高1.2米，洞口高1.1米，

东西两直壁高约1米，北直壁高约0.9米。内填五花

土、淤土及生土。

葬具为一木棺，南北向置于墓室中部偏北，已

朽，仅余木灰，长1.4、宽0.5米，高度不详。在木棺

下两端各发现一垫木槽，横贯墓室，东西长1.2、宽

0.1、深约0.06米，槽底呈圆形，可知原垫木为圆木。

人骨一具，已朽成骨粉，可辨葬式为侧身屈肢葬，头

向北，其他不详。未发现随葬品。

M21 东西向竖穴土圹偏洞室墓，方向280°，由墓

道、墓室两部分组成。

墓道位于墓室南端，平面呈长方形，竖井式，口

大底小，四壁经过铲平修整，平底。墓道口长2.64、

宽2.06米；底长2.26、宽1.66、深3.2米。内填五花夯

土，粗夯，夯层厚约20-30厘米。

墓室为土洞，开凿于墓道北壁，平面呈东西向长

方形，拱形顶，南高北低，东西两直壁经过铲平修

整，高约1.1米，北直壁高约0.9米，洞室口略呈平

顶，高约1.2米，平底。内填小五花土、淤土和生土。

洞室长2.0、宽1.1、通高1.26米。在墓道底近墓室口

处，清理出9个小柱洞，东西向排列较为整齐，柱洞间

距约为22厘米左右，直径4厘米，深约6厘米，柱洞内

残存有朽木灰，推测为支撑封门所用。在墓道南壁底

部发现小洞1个，洞内残存朽木灰，平面呈半圆形，进

深约6厘米，高约8厘米，推测该洞为支撑封门的木棒

所留。

葬具为一木棺，东西向置于墓室中部略偏西，已

朽，仅余朽木灰迹，测得棺灰范围长1.56、宽0.7米。

人骨架一具，保存状况较差，可辨葬式为侧身屈肢

葬，头向西，股骨在腹部处，其他葬式不详。出土随

葬品仅铜带钩1件，置于墓主腰部。

（3）蜷屈特甚屈肢葬 上体肢骨与下体肢骨相

互弯折叠合。共2座墓葬，编号为M15、M27。

M15 东西向长方形的竖穴土圹洞室墓，方向

285°，由墓道、墓室两部分组成。

墓道位于墓室南端，平面呈东西向长方形，竖井

式，口大底小，四壁铲平修整，较光滑斜直，收分约

有0.3米，平底。墓口长2.7、宽1.96米；底长2.1、宽

1.06、深2.85米。内填五花夯土，粗夯，夯层厚约20-

30厘米。

墓室为土洞，开凿于墓道北壁，平面呈东西向长

方形，弧形拱顶，南高北低，洞口略呈平顶，高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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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2米，东西两直壁铲平修光，高约1米，平底。洞室

长1.78、宽0.94、通高1.2米，北直壁高约0.9米，。

墓室内填少量的小五花土及大量的生土块。

葬具为木棺，东西向置于墓室近北壁略偏东，已

朽，仅余朽木灰迹，长1.34米，宽0.6米。木棺下两端

各发现一垫木槽，内有朽木灰，横贯墓室，槽宽0.1、

深约0.06米。人骨架一具，保存状况较好，葬式为侧

身屈肢葬，头向西，面向南，右臂置于胸前，左臂置

于腹部，下肢并拢向右侧折屈，呈蹲踞状。出土随葬

品为1件铁带钩，位于墓主腰部。

M27 南北向长方形竖穴土圹洞室墓，方向84°，

由墓道、墓室两部分组成。

墓道位于墓室南端，平面呈东西向长方形，口大

底小，四壁均有收分。墓口长2.4、宽1.3米；底部长

1.8、宽1.1、深2.95米。内填五花夯土，粗夯，夯层

厚20～30厘米。

墓室为土洞，开凿于墓道北壁，平面呈东西向长

方形，拱形顶，洞口顶部较平，南高北低，四壁铲平

修光，平底高出墓道底0.06米。洞室长1.6、宽0.9、

通高1.06米，洞口高1米，北直壁高0.84米，东西直壁

高0.9米。内填淤土，土质疏松。

葬具为一木棺，东西向置于墓室中部，已朽，仅

余朽木灰迹，长1.4、宽0.58米。人骨架一具，保存状

况较好，葬式为侧身屈肢葬，头向东，面朝南，四肢

蜷屈抱于胸前，呈蹲状。出土随葬品1件铁带钩，位于

墓主腰部。

第二类 葬式不详 共2座，墓葬编号有M16、

M19。

M16 东西向长方形竖穴土圹洞室墓，方向294°，

由墓道和洞室两部分组成。

墓道位于墓室南端，平面呈东西向长方形，口大

底小，四壁斜直，未发现工具加工痕迹。墓口长

2.12、宽1.52米；底长1.52、宽1.2、深1.82米。内填

红褐色五花土，土质疏松。

墓室为土洞，开凿于墓道北壁，平面呈东西向长

方形，弧形拱顶，南高北低。洞室长1.45、宽0.8、洞

室高0.8米，东西直壁高约0.7米，北直壁高0.6米。内

填淤土，土质疏松。洞室北部被一近代墓墓道斜向打

破，该墓道长2.12米，东端宽0.7米，西端宽0.5米，

深不详。葬具葬式不详。未发现随葬品。

M19 东西向竖穴土圹洞室墓，方向280°，由墓道

和墓室两部分组成。

墓道位于墓室南端，平面略呈东西向长方形，竖

井式，口大底小，四壁铲平修光，平底。墓口南端长

2.3、北端长2.4、宽1.6米；底南端长1.9、北端长

2.0、宽1.2、深2.75米。内填五花夯土，粗夯，夯层

厚约20-30厘米。

墓室位于墓道北端，开凿于墓道北壁，平面略呈

东西向长方形，弧形拱顶，南高北低，洞口顶部较

平，高1.26米，东、北、西三壁铲平修光，平底。洞

室北端长2、南端长1.78、宽0.9、通高1.3米，东西两

直壁高1.1米，北直壁高1.0米。内填少量淤土及大量

生土块。

葬具为一木棺，东西向置于墓室中部偏北，已

朽，仅余木灰，长1.3米，宽0.54米，高度不详。人骨

一具，已朽成骨粉，可辨头向西，其他葬式不详。出

土随葬品为1件铜带钩，位于木棺中部。

该批墓葬共出土器物22件，按材质可分为铜器、

铁器、骨器三类。

共9件，皆为铜带钩，其中8件出土于墓主腰部附

近，1件出土于头龛内。带钩按钩首形制可分为两型。

A型 8件，钩首做兽首状，按钩体形制可分为三

式。

Ⅰ式 4件，钩体短且宽，做琵琶状，素面，颈断

面呈近方形，钩钮位于尾部。标本M8：1，钩首近马

首，钩体弯曲较甚，下部近铲形，“铲形”两肩及背

部做修平处理，钩钮近圆形且略大于钩体。通长9.6厘

米（图十一， ）。

Ⅱ式 2件，钩体较短，较窄，素面，颈断面呈近

方形，钩钮近尾部。标本M13：1，钩首为兽首，其头

顶中部有一凹槽，钩体弯曲程度较小，钩钮近圆形且

略大于钩体。通长5.3厘米（图十一， ）。

Ⅲ式 2件，钩体较长，较窄，上浇铸有长条形

纹，颈断面呈近方形或半圆形，钩钮近中部。标本

M2:2，钩首近鹅首，钩体弯曲程度较小，下部浇铸有

长条形纹，颈断面近半圆形，钩钮为椭圆形。通长

9.2厘米（封二， ）。

B型 1件，钩首未做处理，为自然曲钩。标本

M19：1，钩体较长，较窄，弯曲程度较小，颈断面呈

二、随葬器物

1.铜器

1

2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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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方形，素面，钩钮为椭圆形，位于钩体近尾部处。

通长7.3厘米（图十一， ）。

共10件，皆为铁带钩，其中3件出土于墓主头部

附近，6件出土于墓主胸腹部，1件出土于墓主下肢附

近。因钩体均残且锈蚀严重，仅依体宽窄分为两型。

A型 2件，体宽，横断面扁平。标本M17：1，钩

体长且宽，近长牌形，弯曲程度小，钩钮近圆形，位

于钩体近中部处。通长17厘米（图十一, ）。

B型 8件，钩体较A型窄，其横断面有近圆形、

方形、半圆形几种。标本M24:1，钩体较长，较窄，呈

曲棒状，弯曲程度较小，体横断面近圆形，钩钮位于

钩体近中部处，形状已不可辨。通长11厘米。

共3件（组），其中两件位于墓主头部附近，一件

位于头龛内。骨器皆通残为若干段细小的圆柱形骨

棒，可判断其原为骨簪一类生活用具。

此次发掘的23座小型秦墓排列较为规整，由于随

葬器物中没有时代特征明显陶器或其它具有纪年的遗

物，因此只能依据墓葬形制，参照周边地区已发掘的

此类墓葬，初步判断其相对年代。

洞室墓主要出现并流行于战国

中晚期 ，有学者指出偏洞室墓是

由关中秦墓中带壁龛的竖穴墓发展

而来。 此类洞室墓主要集中在西

安半坡墓地 ，77凤翔高庄墓地

2座 ，陇县店子秦墓地4座 。半

坡墓地有19座墓仅出一件铜（铁）

带钩或一、二件小饰件，与此次发

掘的墓葬情况相似。故判断六道村

战国秦墓地的23座墓葬时代应为战

国中期晚段到战国晚期。

据正在进行的秦雍城考古调查

工作得知，以前认为这里的国人墓

地仅分布于城墙南侧，而根据近年

来所取得的最新考古资料，在雍城

四郊皆有国人墓葬分布，且墓地布

局上似有一定的规律性。从六道村

墓地看，其属性单一，应为某一个

族属的聚族而葬。在雍城城墙以内

的四周分布着国人生前的聚落，那么它是否对应于临

近出的国人墓地呢？

六道村墓地为研究秦雍城国人聚落及其葬俗、葬

制有重要意义，它不仅丰富了秦雍城城郊埋葬的墓葬

资料，也为研究地区关中洞室墓的布局与沿革提供了

重要的参考。

3

6

2.铁器

3.骨器

三、结语

执笔：田亚岐、耿庆刚、张 程

刘 爽、卢烈炎、王欣亚

注释：

[ ] 滕铭予《关中秦墓研究》，《考古学报》1992年第3期。

[ ] 滕铭予《论关中秦墓中洞室墓的年代》，《华夏考古》

1993年第2期。

[3] 金学山《西安半坡的战国墓葬》，《考古学报》1957年

第3期。

[4] 雍城考古队吴镇锋、尚志儒《陕西凤翔高庄秦墓地发掘

简报》，《考古与文物》1981年第1期。

[5] 陕西省考古研究所编著《陇县店子秦墓》，西安：三秦

出版社，1998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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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十一 出土器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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