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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陵史家河战国墓地相关问题探讨
*

孙周勇 孙战伟 邵晶
( 陕西省考古研究院)

关键词: 史家河墓地，战国时期，戎人，秦人，年代

摘要: 本文探讨了史家河河墓地的年代、布局、墓葬特征及族属等相关问题。研究表明，史家河墓地的年代集中在

战国中期，个别墓葬略有早晚，其文化面貌复杂、多元因素共存，既包括了西戎文化因素、秦文化及三晋文化因素，又包

括少量的北方系青铜文化的因素。史家河墓地在战国早中期是一处与魏国关系密切的戎人墓地; 战国晚期时，这一区

域成为秦河西之地，墓地所有者发生转化，成为秦人的一处葬地。
KEY WOＲDS: Shijiahe cemetery,Warring States Period,Rong people, Periodization
ABSTＲACT: This article addresses the issues of the date, layout, funeral practices, and ethnicity affiliation of the Shijiahe

cemetery. This cemetery primarily dates to the Middle Warring States period with a few outlying examples dating to earlier or later
periods. The assemblage of funeral goods includes multiple components from various cultures such as the Xirong culture, Qin cul-
ture, and three-Jin culture. In addition, some components in the assemblage clearly demonstrate a connection with Steppe-style
bronzes in the Northern Zone. This mosaic pattern indicates a chronological shift of the nature of the cemetery through time. During
the Early and Middle Warring States period, this cemetery was occupied by theRong ethnic group which was closely related to the
Wei state. Later this region was conquered by the Qin state and primarily occupied by Qin residents.

2012 年 1 ～8 月，陕西省考古研究院联合延安

市文物研究所和黄陵县旅游文物局对黄陵县阿党

镇史家河村的东周墓地进行了勘探和发掘［1］，出

土了大批具有鲜明文化特征的实物资料。本文拟

就该墓地的年代、文化因素构成及族属、墓地性质

等问题作初步探讨。不妥之处，敬请方家指正。

一、关于墓地年代的探讨

史家河墓地发掘的 37 座墓葬，分为竖穴土

坑墓和洞室墓两类。竖穴土坑墓 27 座，4 个台

地均有分布，绝大多数为东西向墓，头朝东向与

头朝西墓数量相当; 少数为南北向墓，头北向。
葬式以仰身直肢葬为大宗，另见少量屈肢葬。大

多数墓葬内发现有棺、椁等朽木灰痕，葬具有单

棺、一棺一椁和一椁二棺等三类，其中又以单棺

墓数量为多。随葬品质地繁多，数量丰富，包括

陶、铜、骨及少量铁器等，数量逾百件。陶器和铜

器数量相当，骨器较少。
洞室墓 10 座，其中直线式洞室墓 4 座，偏洞

室墓 6 座，分布在第一台地的边缘和第三台地，

以东西向墓居多，头向朝东。墓主以仰身直肢葬

为主，1 例为俯身葬，不见屈肢葬。葬具为单棺

或不见葬具，个别墓葬墓室内铺一层石板。墓门

外多见有木柱围成的封门。洞室墓出土随葬品

较少，以陶器为主，器型有缶、弦纹罐、壶等，另有

铁带钩、骨笄等，个别墓葬中无随葬品。
关于史家河墓地年代的判定，主要依据墓葬

中出土的陶器和铜器。通过典型器物的类型学

对比分析，区分文化因素构成，并结合与之相邻

的寨头河墓地分期成果，确定该墓地出土这批器

物的年代框架，进而为判定整个墓地的形成年代

提供依据。
史家河的罐式鬲，均为夹砂灰陶或陶色斑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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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一 史家河墓地出土器物与周边区域出土器物对比图

1 ～ 4． 罐式鬲( 史 M27: 1、史 M27∶ 2、下平望 92HXM1012∶ 1、寨 M10∶ 1) 5、8． 铜戈( 史 M6∶ 19、上马墓地 M15∶ 39 ) 6、7、9、10． 铜带钩

( 史 M31∶ 1、史 M36∶ 2、二里冈 M401∶ 1、二里冈 M428∶ 7) 11 ～ 16． 陶罐( 史 M30∶ 1、史 M21∶ 2、史 M7∶ 2、寨 M3∶ 1、寨 19∶ 3、寨 M38∶ 2) 17、

20． 铜马衔( 史 M7∶ 4、杨郎 M11∶ 5) 18、19、21、22． 马面饰( 史 M6: 10、史 M6∶ 21、于家庄 M17∶ 8、桃红巴拉 M1∶ 14 ) 23、26． 铜铃( 史 M6∶

26、史 M16∶ 32、杨郎ⅢM4∶ 73、于家庄 SM3∶ 9) 24、27 铜铃饰( 史 M16∶ 32、于家庄 SM3∶ 9) 25、28． 铜鍑( 史 M14∶ 2、绥德南关) 29、30、33、

34． 铜管饰( 史 M16∶ 13、史 M16∶ 8、桃红巴拉 M1∶ 38、呼鲁斯太 M2∶ 9) 31、32、35、36． 铜扣饰( 史 M18∶ 4、史 M16∶ 15、于家庄 M12∶ 29、桃红

巴拉 M1∶ 36) 37、42． 弦纹罐( 史 M36∶ 1、塔儿坡 28025∶ 2) 38、43 陶壶( 史 M33∶ 2、塔儿坡 33171∶ 4) 39、40、44、45． 缶( 史 M8∶ 2、史 M9∶ 1、

塔儿坡 27070∶ 1、塔儿坡 18052∶ 5) 41、46 陶釜( 史 M8∶ 3、蓝田泄湖 M14∶ 4)

的灰褐陶，其形态为侈口、球形腹、矮乳状足、腹

饰方格 纹。史 家 河 M27 ∶ 1 ( 以 下 简 称 史) 、史

M27∶ 2( 图一，1、2) 与下平望 92HXM1012∶ 1［2］及

寨头河 M10∶ 1［3］( 以下简称寨) ( 图一，3、4) 陶鬲

形态相近，均为球形腹、矮足外撇，其年代为战国

早期。史 M30∶ 1、史 M21∶ 2高领罐( 图一，11、22)

与寨 M3∶ 1、寨 M19∶ 3［4］( 图一，14、15) 如出一辙，

均是侈口、高领、圆腹，口沿或颈部饰附加堆纹，

陶色斑驳，质感较轻，时代为战国早中期。史 M7
∶ 2单耳罐与寨 M38∶ 2类同( 图一，13、16) ，单耳均

在口沿以下，高领平底，时代在战国早中期之间。
史 M36∶ 1弦纹罐与塔儿坡 28025∶ 2［5］( 以下简称

塔) ( 图一，37、42) 、半坡 M115∶ 3［6］相似，均为侈

口，鼓腹、平底，饰数周弦纹，时代为战国晚期。
史 M33∶ 2弦纹壶与塔 33171∶ 4［7］( 图一，38、43) 、
朝邑 M107∶ 6［8］相同，时代应为战国晚期至秦代。
史 M8∶ 2、史 M9 ∶ 1 缶 ( 图 一，39、40 ) 分 别 与 塔

27070∶ 1［9］、塔 M18052∶ 5［10］( 图一，44、45) 类似，

小口圆肩深腹，体形较大，时代在战国晚期至秦

代。史 M8∶ 3陶釜与蓝田泄湖 M14∶ 4［11］( 图一，

41、46) 、塔 24135∶ 3［12］相似，折肩圜底，腹及底饰

方格纹，时代为战国晚期至秦代。
史家河墓地的铜器有鲜明的地域和时代特

征。史 M6∶ 19 铜戈与上马墓地 M15 ∶ 39［13］( 图

一，5、8 ) 、陕县东周秦汉墓 M2040 ∶ 220［14］相似，

均三穿，援身前窄后稍宽，弧线形尖峰，时代为战

国早期。史 M31∶ 1铜带钩与郑州二里冈 M401∶
1［15］相似( 图一，6、9 ) ，琵琶形，短颈，宽钩体，应

为战国早中期。史 M36∶ 2铜带钩与郑州二里冈

M428∶ 7［16］一致( 图一，7、10 ) ，钩体为合翅水禽

形，时代在战国晚期。史 M14∶ 2 ( 图一，25 ) 铜鍑

与绥德城关( 图一，28) 、安塞县井沟村发现的［17］

相同，均为椭方形口，深腹、喇叭形圈足，年代在

春秋晚期至战国早期。史 M7∶ 4双环首马衔与杨

郎 M11∶ 5［18］ ( 图一，17、20 ) 、中卫狼窝子 M3 ∶
20［19］类似，中间单环相连，大环首外附一个小

环，时代可能为春秋晚期至战国早期。史 M6∶ 10
圆形马面饰与宁夏彭堡于家庄 M17∶ 8［20］( 以下

简称于) 相似( 图一，18、21) ，圆形，背面为弧面，

惟前者弧面饰一个较宽桥形钮，后者为两个桥形

钮，时代应在春秋战国之际。史 M6∶ 21 马面饰

与桃红拉巴 M1∶ 14［21］一样( 图一，19、22 ) ，圆牌

形，正面稍鼓，饰有两个圆孔形穿钮，牌的下端有

一环，环内套连柳叶形铜片，前者弧面有两个圆

形穿，后者为一个半圆形穿，原报告定为春秋晚

期。史 M6 ∶ 26 铜铃与杨郎ⅢM4 ∶ 73［22］( 图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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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26) 、宁夏彭阳县白岔村 BCH∶ 04［23］相同，顶

部平，有一半圆形钮，铃身呈桶状，每面各有两个

长条形镂空，铃口近椭圆形，报告定为战国早期。
M16∶ 32 铜铃饰与于 SM3∶ 9［24］( 图一，24、27) 、怀
来北辛堡 M2∶ 2［25］的相似，呈八字形，上有圆形

钮，报告认为马 SM3∶ 9的年代为战国早期，怀来

北辛堡 M2 属于春秋以前，而怀来北辛堡 M2∶ 2
八字形的开口更大更向上，因此该铜铃的年代当

定在战国早期。另外该墓地出土的铜扣饰，连珠

饰、铜管饰等( 图一，29 ～ 32 ) 从春秋晚期至战国

中期都较为流行，战国晚期后少见。
由上述分析可知，史家河墓地出土的罐式

鬲、双耳罐、单耳罐、高领圆肩罐、铜戈、铜带钩、
铜鍑、马面饰、铃形饰、扣饰、管饰、双环首马衔及

镂空铜铃等器物( A、B、C 类器物，见下文) 均集

中在战国早中期，晚期以后不见。这类型器物随

葬于竖穴土坑墓中，洞室墓中罕见，因此，墓地中

以随葬该类器物为主的竖穴土坑墓葬( 戎人墓

葬、北方系青铜文化墓葬) ，时代也集中在战国早

中期。陶缶、釜、弦纹罐、弦纹壶等器物( D 类器

物，见下文) 战国晚期开始出现，且又均发现于洞

室墓中，不见于竖穴墓葬。因此，墓地中以随葬

D 类器物为主的洞室墓( 秦墓) 的年代为战国晚

期，下限也有可能已进入秦代。

二、墓地文化因素分析及族属蠡测

史家河墓地出土的随葬品，以陶器和铜器最

具有特色，可以大致分为 A、B、C、D 四类。A 类

器物以各式陶罐为代表，包括单耳罐、双耳罐、高
领圆腹罐及侈口圆腹罐等。B 类器物以罐式鬲、
铜戈、铜带钩为代表。C 类器物主要以铜鍑、马

面饰、铃形饰、扣饰、管饰、双环首马衔及镂空铜

铃为代表。D 类器物以大喇叭口罐、缶、釜、弦纹

罐和弦纹壶等为代表。
史家河墓地文化因素复杂，上述 A、B、C、D

四类器物组分别代表了陇山两侧的西戎文化因

素、中原地区的三晋文化因素、北方地区的青铜

文化因素、关中地区的秦文化因素。
西戎文化因素主要体现在以各式陶罐为主

的 A 类器物上。这类器物多为夹砂红褐陶质，器

表色泽不匀，陶色斑驳、烧制火候低，口沿及颈部

多饰由戳印圆点组成的纹饰圈。A 类器物以往

多发现于甘肃东部、宁夏固原地区［26］，在关中个

别墓葬中也有偶见。2011 年黄陵县寨头河墓地

出土的该类器物数量丰富，器形完整，共存关系

明确，将这类遗存的分布范围扩大至子午岭以东

地区。史家河墓地距离寨头河墓地约 4 公里，出

土的同类器物也与寨头河墓地相似，陶质陶色、
装饰手法、制作工艺等方面均无显著区别，如出

一辙，可以视为同类同期遗存。
据以往研究，以 A 类器物为代表的文化遗存

被认为是戎人文化遗存［27］。甘谷毛家坪出土的

与秦文化共存的 B 组遗存被认为是冀戎文化的

遗留［28］; 张家川马家塬墓地被认为是一支西戎

部落首领及贵族墓地［29］; 寨头河墓地是战国时

期魏国统治下的一支戎人墓地［30］。在史家河墓

地中，A 类器物均出土在竖穴土坑墓中，墓葬分

布在第一台地的西部和第二台地上，均为东西

向，墓主人头向东，多为仰身直肢葬，葬具为单棺

或一棺一椁，随葬品绝大多数为 A 类器物，另有

少量的 B 类器物，不见 C、D 类器物，时代在战国

早、中期。戎人文化墓葬( 我们将墓地中以出土

A 类器物为主的墓葬暂称为戎人文化墓葬) 特征

及随葬品与寨头河墓地的高度一致，且两墓地相

邻，时代相同，推测史家河墓葬与寨头河墓地主

人属于同一族群。
三晋文化因素主要体现在以鬲、铜戈及带钩

为主的 B 类器物上。这类器物在山西、陕西等地

东周时期墓葬中常见，无明显区别。这类文化遗

存在整个墓地中出土比例最小，见于戎人文化墓

葬中，常与 A 类器物共出。
北方系青铜文化因素主要体现在以铜鍑、马

面饰、铃形饰、扣饰、管饰、双环首马衔及镂空铜

铃为代表的 C 类器物上。这类器物常被称为北

方系青铜器［31］，可大致分为武器工具类、生活用

具类、车马器类、服饰类，其中又以服饰类最发

达，在我国主要分布在北方长城沿线，目前在甘

青地区、内 蒙 古 地 区、燕 山 南 北 地 区 均 有 发

现［32］。寨头河墓地有少量类似器物出土。该类

器物从春秋晚期开始出现并逐步流行，直至战国

秦汉。史家河墓地出土的北方系青铜器以铜管

饰、扣饰、铃形饰、马面饰、双环首马衔等服饰类

和车马器类为多，不见武器类，形制特征与以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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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土的同类器物一致，前文已做详细对比，不再

赘述。史家河墓地出土的两件铜鍑，均为椭圆形

口，两立耳上有凸起，圜底，矮圈足。滕铭予基于

铜鍑的腹部形态差异将中国北方地区两周时期

铜鍑划分为三型［33］，其中 C 型铜鍑口部为椭方

形，耳位于短边上，器高在 19 ～ 23 厘米间，仅发

现于陕北地区，史家河墓地的铜鍑与之相同。陕

北以往发现的 C 型铜鍑均为采集品，这两件铜鍑

的发现不仅充实了该器形的考古材料，还为其年

代判定提供了科学依据。另外寨头河 M48 中出

土的一件陶鍑［34］，椭方口，两窄边口沿处各有一

方形立耳，深腹圜底，喇叭口形矮圈足，与史家河

墓地的铜鍑相同，二者或有一定的渊源关系。鍑

是欧亚大陆草原地带早期游牧民族广泛使用的

一种器物，盛行于公元前七八世纪一直到公元后

的四五世纪，其分布区域西至黑海西岸的多瑙河

流域，东到贝加尔湖两岸，南到黄土高原南缘，被

认为或与欧亚大陆草原西部的斯基泰文化之间

似乎存在着某种形式的交流［35］。
史家河墓地内北方系青铜文化墓葬( 我们将

以随葬 C 类器物为主的墓葬暂称为北方系青铜

文化墓葬) ，位于墓地第一台地的中部，均为竖穴

土坑墓，东西向，头向西，面积较大，葬具为一棺

一椁或二棺一椁。这些墓葬随葬品以 C 类器物

占绝对多数，另有少量的 A、B 类器物，罕见 D 类

器物。东周时期的北方系青铜器广泛发现于我

国北方长城地带，关于这些墓葬的族属，学者们

曾结合文献记载和考古发掘，做出了种种推断，

主要集中在匈奴说、狄人说、戎人说［36］。史家河

出土 C 类器物的墓葬与上述地区的墓葬存在共

性，但也有自身的一些特征。首先，史家河墓地

不出北方地区常见的武器和工具类器物，如兽

首、环首短剑、环首刀、铜矛、铜镞、铜斧、鹤嘴斧、
铜锥等，特别是不见作为北方系青铜器中最具代

表的青铜短剑、铜刀和鹤嘴斧等。第二，该类墓

葬没有殉牲现象，长城地带北方系青铜文化墓葬

中在随葬 C 类器物的同时，墓葬普遍存在殉牲现

象。如宁夏杨郎墓葬无论大小，均有殉牲，一般

在十具以上，多者可达五十多具［37］。彭堡于家

庄完整的 22 座墓葬中，有 21 座殉有不同数量的

牛、马、羊头骨和下颚骨、踢骨，其中以羊头骨为

最普遍，少者 1 具，多者 53 具［38］。毛庆沟墓地

是一处典型的北方游牧民族墓地。流行殉牲的

习俗，殉牲的种类主要是马、牛、羊，殉牲在墓坑

中的位置和放置方式与公苏壕、桃红巴拉、呼鲁

斯太、玉隆太墓等相同［39］。这些现象均反映出

一种发达的畜牧经济形态。寨头河墓地也有相

当数量的墓葬殉葬马、牛、羊头骨及前肢骨，但数

量较少。史家河墓地中只有个别墓葬随葬少量

兽骨或肩胛骨，无法与上述殉牲墓葬相比。第

三，随葬的陶器器类有别。史家河北方系青铜文

化墓葬与上述地区同期墓葬相比，虽然都以随葬

C 类器物为主，并有少量的陶器，但二者随葬陶

器也有差别。如前者随葬有陶单耳罐、高领圆腹

罐、平沿折肩罐等，这些陶器多为 B 类器物，后者

随葬陶器分为小口鼓腹罐系统和大口曲腹罐系

统［40］，其中大口曲腹罐系统中的单耳或双耳罐

则以夹砂红陶为主。史家河墓地的北方系青铜

文化墓葬特征鲜明，较之于墓地中的其它墓葬，

随葬品器形多样，数量丰富，墓葬面积较大，在墓

地中居于偏中位置，该类墓葬有可能是北方系青

铜文化中某一支系的贵族墓葬。
秦文化因素主要体现在以大喇叭口罐、缶、釜、

弦纹罐和弦纹壶等为主的 D 类器物上。这些随葬

品多为日用陶器，与关中秦墓中的同类器物几无区

别，也是我们进行墓地年代判定的依据之一。
关中秦墓在战国中期偏晚发生了较大变化。

第一，随葬器物中已完全不见原有的秦式器物，

代之东方诸国的器物，并有少量新器形出现。如

青铜礼器有鼎、壶、钫、盘、匜等，同时还随葬有诸

如蒜头壶、鍪等日用铜器，大多数墓葬随葬的青

铜礼器已不见此前那种固定的、规律性的组合。
仿铜陶礼器在形制上完全同于三晋两周地区同

类器物。日用陶器中茧形壶和蒜头壶出现，大喇

叭口罐消失，被缶、小口广肩罐取代，釜替代秦式

陶鬲而成为成为主要炊具［41］。第二，洞室墓出

现并流行。秦墓中的洞室墓是从战国中期开始

流行的，此前绝无一例［42］。滕铭予对关中地区

秦墓中的洞室墓进行分析后也指出，“关中地区

最早出现洞室墓的年代是在战国中期晚段，最早

出现洞室墓的地区是西安地区和大荔地区。”［43］

史家河墓地中的秦墓( 以随葬 D 类器物为

主的墓葬) 具有战国中期以后关中秦墓的一般特

征，如随葬陶器多为缶、釜、弦纹罐和弦纹壶等 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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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二 史家河墓地不同类别墓葬分布图

类器物，个别墓葬中随葬铜带钩或铁带钩，骨笄

等，罕见 A、C 类器物。墓葬形制均为洞室墓，墓

主人以仰身直肢葬为主，头多朝向东。因此，这

批墓葬主人当为秦人。另外墓葬中随葬品较少，

不见青铜容器和仿铜陶礼器，葬具多为单棺或不

见葬具，无殉人现象，应是秦文化中平民或庶人

墓葬。

三、墓地性质及其与寨头河墓地的关系

史家河墓地年代从战国早期至秦统一，以战

国中期偏晚为界，墓地性质发生转变，可以分为

两个发展阶段。第一阶段，战国早中期，该阶段

墓地中分布有北方系青铜文化墓葬和戎人文化

墓葬。上述我们已经分析，北方系青铜文化墓葬

无论从其所在位置、墓葬面积、随葬品种类和数

量看，等级应该不会太低，可能是北方系青铜文

化中某一支系的贵族墓葬。戎人文化墓葬在 4
个台地上均有发现，由下及上数量逐渐减少，与

北方系青铜文化贵族墓葬同时共

存于一地。如前所述，这批墓葬

的人 群 与 寨 头 河 墓 地 是 同 一 族

群，且同位于葫芦河北岸，相距仅

4 公里左右，均位于战国时期魏之

“河 西”北 部 范 围 内，属 魏 国 管

辖［44］，其性质或与寨头河墓地相

同，是一处与魏国关系密切的戎

人墓地。
第二阶段，战国晚期至秦统

一。该段墓地中北方系青铜文化

墓葬和戎人墓葬消失，出现秦文

化墓葬，多分布在第一台地东缘

和西部，这些墓葬文化面貌和特

征与关中秦文化墓葬一致，暗示

着秦人势力已经完全深入这一区

域。《史记·秦本纪》: “( 秦惠王

君) 七年，公子卬与魏战，虏其将

龙贾，斩首八万。八年，魏纳河西

地。”［45］此役后，秦取 代 魏，完 全

占据了河西地区，可知至迟在公

元前 330 年，包括史家河在内的

河西地区已纳入秦国的统治下，

这与秦人墓葬此后开始出现在史家河墓地的现

象相吻合。另外此阶段不仅北方系青铜文化墓

葬和戎人墓葬不复存在，秦墓中也很少见到上一

阶段存在的戎人文化、中原文化和北方系青铜文

化因素，表明秦人占领该地后，将上一阶段存在

的异族全部驱逐，史家河墓地成为埋葬秦国平民

或庶人的墓地。文献中的多处记载也与史家河

墓地见到的这一现象相一致，如《史记·秦本

纪》:“( 秦惠王君) 十三年四月戊午，使张仪伐取

陕，出其人与魏。”、“秦惠王八年，爵樗里子右

更，使 将 而 伐 曲 沃。尽 出 其 人，取 其 城，地 入

秦。”、“昭襄王二十一年，错攻魏河内。魏献安

邑，秦出其人，募徙河东赐爵，赦罪人 迁 之。”、
“昭襄王二十六年，赦罪人迁之穰。侯厓复相。
二十七年，错攻楚。赦罪人迁之南阳。”［46］可见，

秦国在东扫六国的征伐战争中，攻略一地之后，

将原有居民迁出，并迁徙秦人居之的做法很常

见，这些迁徙秦人多是罪人或贫民。
史家河墓地中北方系青铜文化墓葬是该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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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深入陕北高原最南端的一处文化遗存，寨头河

墓地发现的少量北方系青铜文化因素，应与该支

族群有关，另外该墓地发现的戎人文化遗存，与

寨头河墓地的最为相似，说明二者关系密切。史

家河墓地与寨头河墓地同处于葫芦河下游，是贯

通东西、连接南北的文化交流中枢之地，地理位

置非常重要，各种文化因素并存，不同族群在此

共处、延续，国属经历了由魏到秦的过程，反应了

秦魏两国在该地的争夺及历史关系演变，同时为

探讨东周大国背景下民族迁徙、融合与互动提供

了新的考古材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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