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陕 西 勉 县 老 道 寺 汉 墓

郭 清 华

19 78 年
,

勉县老道寺公社的五 星大 队

(沙家庄 )在农田基建中
,

先后发现了四座汉

墓
,

他们及时保护了现场并与本县文物干部

取得了联系
。

在当地社
、

队的大力支持下
,

我

们于 1 月 16 日至 12 月 3 日陆续对这批汉墓

进行了清理
,

编号 78 B
.

D
.

W
.

M I一M 4o

老道寺在勉县东约 22 5 公里处
,

此地

南傍汉江水
,

北眺牛头山
,

川陕公路东西横

贯
,

地势平坦
、

开阔
,

人口 居住较为密集
。

这

里原属于古
“

褒国
“ 辖地

,

又是历史上蜀
、

楚

的一条主要通途和集镇
,

文物遗存较为丰富
。

五星大队在老道寺公社西南约 3 00 米的川陕

公路边上
,

村名沙家庄
。

M I 位于该大队

西南约 3 20 米处
,

北距川陕 公 路 约 100 米 ;

M Z
、

M 3 在该大队二队猪场之南
,

距公路约

12 0 米
,

两墓间距 3 米 ; M 4 在该大队四队的

田里 (图一 )
。

M 4 的材料已发表 ( 《考古与文

物》 19 82 年第 2 期 )
,

现将 M I一 M 3 的发掘

资料报导如下
。

一 号 墓

M I 深距地表 80 厘米
,

方向 84 度
。

墓室

长 5
.

5 5
、

宽 2
.

6 0
、

高 2
.

5 5 米
。

南北两壁交错

平砌双层长方砖
,

至 1
.

85 米处开始用立式楔

砖对缝起券
,

后壁用 单砖砌筑
。

角道长 2
.

6 0
、

宽 1
.

斗。 、

高 2 米
,

砌法同墓室
。

一

墓室西端砌

有棺台
,

长 3
.

9 5
、

高 0
.

3 米
,

下为长方砖竖砌
,

上为长方砖交错平铺
。
铺地砖以长方砖交错

斜铺
,

呈人字形 (图二 )
。

墓砖为长方形
,

长

4 0
、

宽 2 。
、

厚 10 厘米
,

砖的一个立面模压阳

线圆圈间斜方格纹 (图三
, 5 )

,

有一个平面饰

绳纹
,

余均素面
。

楔砖的窄面厚 , 厘米
,

其余

同前
。

在角道近墓室的券顶上
,

有一个南北长

12 0 、

东西宽 80 厘米的盗洞
。

此墓共出土器物四十五件
,

主要放置在

墓室前部偏北和墓内角道 口
。

棺台上除棺钉

外
,

仅发现朱漆棺木朽灰
。

姆 1件
。

出于墓室中部北壁下
。

灰

陶
。

侈口 ,

圆唇
,

短颈
,

弧肩
,

斜腹
,

内凹底
。

通

高 2 7
.

5
、
口径 14

、

腹径 31
、

底径 20 厘米
。

肩

部有一道阴线弦纹 (图四
, 6 )

。

罐 2 件
。

一件出于墓室中部
。

绳纹灰

陶
。
折沿

,

长颈
,

弧肩
、

斜腹
,

平底
。

肩下有两

@段家润

雳扩
德她归!

丝绝 言

礴
图一 墓葬位置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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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二 一号墓平
、

剖面图

1
.

陶碗 2
、

3
、

6
、

1 3
、

1 4
、

16
、

19一 2 1
、

2 5
、

2 7
、

2 9
、

3 1
、

32
、

3斗
、

3 5
、

3 7
、

3 9一 4 1
.

陶四合院模型

单体 4
.

铜棒 多
、

1 1
.

陶灯 7
.

陶兽 6
.

陶狗 9
.

陶奋 工0
.

五株钱 找
.

陶濒 1 5
、

17
.

陶罐 1 8
.

陶猪

2 2
、

2 3
.

陶灶 2 4
.

陶盘 2 6
.

铁刀 2 8
、

书
.

陶器盖 3 0
.

陶井 月
.

陶盆 36
.

陶鸡 38
.

陶水田模型 4.2

陶釜 叫
.

陶鸽 4 5
.

陶睐 4 6
.

陶不知名器

呜,子J声

歼
’

一

姿扮
,

飞
布

图三

l
、

4

墓砖纹饰拓本 (皆 1 / 5)

6
.

M 2 2
、

3
.

M 3 5
.

M I

圈剔刺纹
,

腹部饰绳纹
。

通高 20
、
口径 12

、

腹径 29
、

底径 14 厘米 (图四
,

约
。

一件出于

棺台下北壁
。

绿釉红陶
。

残
。

育口
,

短颈
,

弧

口径 1。
、

腹径 20 厘米 (图四
,

盆 l 件
。

出于墓室中部
。

尖唇
,

折沿
,

斜腹
,

平底
。

l )
o

墨绿釉红

深 .5 5
、
口径

OO肩陶

,

4 3 0
· 考 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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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号墓随葬器物

罐 2
.

盘 3
.

铁 刀 4
。

铜棒
14

.

灶 巧
.

不知 名器

图四

5
。

罐 6
。

清 7
。

残灯

(未注明质料者为陶器

5
.

井 9
。

碗 计
.

盆 工1
.

灶 12
.

器盖 那
.

铁钉
, 除 3

、
盛

、
13 为 3 / 10 外

, 余皆 3 / 2 5 )

2 2
、

底径 s 厘米 (图四
,

20 )
o

碗 l 件
。

出于雨道前部北侧
。

绿釉红

陶
。

敞 口 ,

斜壁
,

内凹底
。
深 4

、
口径 10

、

底径

5 厘米
。

碗内底部正中
,

有一个直径 l
、

高

。
.

5 厘米的凸起 (图四
, 9 )

。

盘 1 件
。

出于墓室前部正中
。

绿釉红

陶
。

折沿
,

斜壁
,

内凹底
。

高 4
、
口径 18 厘米

(图四
, 2 )

o

器盖 2 件
。

绿釉红陶
。

山状
,

多饰乳

钉
。

高 4
、

直径 1 3
.

5 厘米 (图四
, 12 )

o

奋 l 件
。
出于角道中部北侧

。

墨绿釉

红陶
。

筒状
,

直壁
,

平底
,

三个半蹄形足
。

通

高 14
、
口 径 18 厘米

,

腰部一段微向内凹 (图

五
, 3 )

o

灯 2 件
。

绿釉红陶
。

一件出于墓室北

角
。

圆形浅灯盘
,

柱状实心把
:

喇叭形座
。

通

高 16 .5
、

盘径 10
、

座径 12 厘米
。

盘中有个

高 0
.

8 厘米的锥形柱 (图五
, l )

。

一件出于甫

道近墓室北侧
。

竹节形空心把
, _

仁部残缺
,

盘

式座
。

残高 1 0
、

底径 12 厘米 (图四
, 夕)

o

四合院模型 细泥灰陶
。

由十九个单体

建筑组合成为平面 126 平方 厘 米 的 具 有 宅

门
、

院墙
、

左厢
、

右厢
、

正楼为单元的主体四合

院和偏门
、

佣人房
、

家畜家禽圈为单元的偏院

等一整套四合院 (图版叁
, l ; 图六 )

。

出土时

多破碎且零乱
,

经修复
、

整理
,

按各单体模型

的固有特征
。

用途与原组合痕迹
,

进行了整

体组合复原
。

下面按组合顺序进行介绍
:

( 1) 宅门 l件
。

悬山式
。 :通高 3 3

.

6
、

面

阔 43 .2
、

进深 19
.

2 厘米
,

为三间阔度
。

正脊

长 44
.

, 厘米
,

两端翘起作鹃尾
,

脊面盖筒瓦
、

板瓦
。

正面开高 12
.

8
、

宽 1 0
.

8 厘米的大门

第 , 期



图 五

L陶灯 2 .陶兽 3 .陶套

鲡鲡鲡鲡鲡鲡 口口口口口口口口

吸
_

_
_

.

一 _ 砂口 .

666666666666666

!!!
`

:
`̀̀̀̀̀̀̀̀̀̀̀̀

44444

……
尚尚尚尚一一一一一

~}}}
一一一一一 ’

111曲曲 .扭咋 , . ~~~~~~~~~

图六 陶四合院模型平
、

剖面图

1
.

宅门 2
.

院墙 3
.

右相 4
.

左厢 5
.

正楼 6
.

牲畜圈 7
.

猪圈 8
.

佣人房 9
.

鸡圈

(图七
, I )

,

内安两扇平板式对开门
,

门扉高

13 .2
、

每扇宽 7 .2
、

厚 1 厘米
,

门扉的吻合处

作 1
.

5 厘米宽的斜面
,

使门扉在关闭时互相

遮挡而不留门缝
。

门扉轴为圆形
,

上轴固定

在一块楹木上
,

楹木的中部呈弧形
,

两端开对

穿式圆轴孔
。

下轴安在一个长方形轴础上的

日窝内
。
门扉在楹木和轴础中转动灵活

,

可

将门扉卸下
、

安上
。

两山墙各有一个边长 3
.

6

厘米的对开窗 口
。

背面墙有一个高 14
.

斗、

宽

18
.

6厘米的门孔
,

门孔的两侧上部
,

各有一个

凸出的三角形 (图七
, 2 )o

( 2 ) 院墙 4 件
。

分置于主体四合院的

四角
,

连接宅门
、

左厢
、

右厢
、

正楼
,

使之成为

一个整体
。

院墙均为直角
,

高 1.8 ` 、

厚 1
.

2 厘

考 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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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七

l
。

宅门正面 2
。

宅门背面 3
.

院墙

米
。

墙脊内齐外伸
,

墙内地面一 周有宽 斗厘

米的台面
,

可能象征迥廊
。

墙的两末端 1 厘

米处
,

各有一堵上窄下宽的金刚墙
,

可能象征

院墙的墙柱 (图七
, 3 )

。

左前墙长 24
、

折后

长 20 厘米 ; 左后墙长 1 8
、

折右 18 厘米 ;右前

墙长 1 7 、

折后长 18 厘米 ;右后墙长 26
、

折左

长 14 厘米
。

在右后墙与正楼平行的一面距

地高 2 2 处
,

开有一个高 7
.

5
、

宽 4
.

6 厘米的

偏门
,

通往右侧偏院
。

( 3 ) 右厢 由一
、

二
、

三层楼和望楼四个

单体建筑组成
。

通高 55
.

2 、

通阔 42 厘米 (图

/又)
。

一层 平顶式
,

阔两间
。

通面阔 40 .8 、

通

进深 15
、

檐高 23 厘米
。

楼的平顶长 38
、

宽

1 5
、

厚 0
.

8 厘米
。

平顶檐下的前
、

后及两山各

有一朵单拱 (图九
, 2 )

,

斗拱坐在长方形挑仿

的桦口上
。

挑仿里端穿墙壁与内墙齐
,

外端

的下边呈三分之一的削面
。

在挑杨贴外墙壁

的地方
,

有一垫木套在仿上
。

斗拱之上有替

木
,

两端下部各有二分之一的削面
。

外间正

面开高 9
、

宽 , 厘米的门
,

里间楼顶上开一个

边长 3
.

8厘米的楼 口 (图一 O
, 3 )

,

可登平顶

上的望楼
,

里间正面外壁有一个边长 8
.

7厘米

的斜方格窗
。

里间山墙上开有高 3
.

2
、

宽 2
.

6

厘米的方窗
。

二层 平顶式
,

阔两间
。

通面阔 21
.

8
、

进深 9
.

8 、

檐高 13 .2 厘米
。

里间平顶中部
,

开

长 .3 6
、

宽2
.

4 厘米的楼口 (图一O
, 2 )

,

供登三

层楼
。

正面和两山檐下中部
,

各有一朵单拱
,

斗拱的形式与一层楼斗拱基本相同
,

但无替

木和垫木装饰 (图九
, 1 )

。

后面澹下
,

有一根

长杭木
,

上坐两朵单拱 (图九
, 3 )

,

仿木的两

端与正中各接一小坊穿墙壁与内墙齐
,

使长

妨上的斗棋离开墙壁而承托楼檐
。

正面斗拱

下
,

有高 9
、

宽 6 厘米的门
。

两山斗拱下皆有

窗
,

一为方形
,

边长 2 厘米 ; 一为长方形
,

高

3 、

宽 2
.

5 厘米
。

背面仿下开有高 7 .4
、

宽 斗
.

8

厘米的门
。

三层 四阿顶
,

两间
。

通面阔 2 .8 8
、

进

深 1 .6 5 、

高 19
.

4 厘米
。

正脊两端斜翘为鹤尾

状
。

房面铺筒瓦及板瓦
。

室内中部的正脊

下
,

有一条梯形横
一

长杭
,

与两山墙垂直
,

象征

脊凛
。

房正
、

背面外墙壁上
,

各安一斜方格

窗
,

正面窗边长 6
、

背面窗边长 .7 2 厘米
。

背

面窗下有一朵小斗拱
。

两山澹下中部
,

有对

开窗
,

一为边长 3 厘米的方窗
,

一为宽 3
、

高

2
.

4 厘米的长方窗
。

里间底部开有一个长 3
.

6
、

宽 2
.

4 厘米的楼梯口
,

与二层楼口相通 (图

一O
,

l)
。

望楼 置于一层楼平顶的楼梯口上
,

是

右厢一
、

二
、

三层楼上下
、

出人的必经处
。

为

单檐悬 山式
,

阔一间
,

高两层
。

通高 18
.

6
、

通

第 5 期



面阔 1 7
、

通进深 2 1
.

5 厘米
。

正脊两端作鸥

尾状
。

房面铺筒瓦
、

板 瓦
。

一 层无昧中空
,

正

面无门
,

有一长 8
、

宽 2 2 厘米的八步楼梯斜

搭
,

哄登二层楼
。

背面正中
,

有一个高 .3 2 、

宽 2
.

4 厘米的门
。

一层与二层间有楼板
,

楼

板正中开宽 2
、

长 3 厘米的楼梯 口
,

其两侧
,

各有一块长 3
`

5 、

宽 1
.

2 厘米的长柿
,

似为楼

梯口 的盖板
。

二层楼的两山皆有窗
,

一个高

3
.

2
、

宽 2 厘米 ;一个高 3
、

宽 2 4 厘米
。

正面

有楼门
,

高 4
.

2
、

宽 2 3 厘米 (图一O
, 4 )

。

( 4 ) 左厢 由仓房和活动梯组成
。

仓房 悬山式
,

大三间
,

上下两层
,

中空
。

通高 4 3
、

面阔 48
、

进深 22
.

8 厘米 (图一一 )
。

房子正面塑有长 2 1
、

宽 3
.

6 厘米的扶手楼梯
,

卧卧卧卧 …}l川川撰撰lll 丫丫丫丫丫丫丫丫竺竺竺竺_

………))) 自 r . :::

箭箭彻研筛筛筛筛筛筛瓤瓤瓤瓤瓤
`

11川川川云云衬衬衬衬衬

燮员二二员
.

口口口口

}}}}}了了
二二丁

-------------

牛牛牛
二

四四

lll

霭霭

日日日日日日

才才才才才才才
性性

口四圈

图八 右

1
.

背面 2
.

右侧面 3
.

正面

a厘来

厢

4
.

望楼左侧面

口口口

口口口口口口

圈圈圈

图九

1
.

二层 ( 1 /2 ) 2一层

右厢斗拱

( 1 / 4 ) 3
.

二层背面 ( 1 14 )

图一 O 右厢细部

1
.

三层底视 2
.

二层顶视 3一层顶视 4
.

望楼剖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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楼梯上有长 3 1
.

8 厘米的平台
。

梯上
、

下各有

一单扇平板外开门
。

上层门高 5
.

5
、

宽 3厘

米
,

其外壁安有高 6
.

8
、

宽 3
.

6
、

厚 0
.

8厘米的

活动单扇平板门
,

上轴安在一块长方形的楹

木上
,

下轴安在楼梯平台的臼窝里 (图一二
,

2 )
。

下层门有一个长方形的护框
,

框内有高

1 0
、

宽 6 、

厚 1厘米的单扇平板门
,

上轴安于

护框上
。

护框的中部
,

有一根横式活动门杠
,

可以从右边护框的杠孔中抽出或插人
,

使门

在关闭后十分牢固 (图一二
, l )

。

护框右侧

的墙壁上
,

有一根朽木固定在墙上支撑着楼

梯平台
。

两山皆有方窗
,

边长为 .3 6 、 4
.

2 厘

米
。

从该建筑的结构特点来看
,

似为粮食仓

房
,

上层是储粮人仓处
,

下层是出粮处
。

活动梯 置于仓房下层门护框上
,

供出

粮时上下使用
。

通长 13 .6 、

高 5
.

8
、

宽 多
.

4 厘

米
。

梯两边有扶手栏杆 (图一二
,

3 )
。

( 5 ) 正楼 由四层组成
,

是一幢面阔三

间
、

进深一间的四阿顶重檐三滴水建筑
,

通

高 7 5
.

8
、

面阔 5 4
、

进深 2 7 厘米 (图一三
, l

、

2 )
。

一层 通高 引
.

4
、

面阔 5 4
、

进深 27 厘

米
。

房脊为一长方形脊圈梁
,

上面分布有八

个长方形垫木
。

楼顶与房四面脊的直线平行

拱起
,

形成四坡面顶
,

平顶的一端有长 5
、

宽

3 厘米的楼梯口
,

供登二层楼
。

房面以筒
、

板

瓦铺盖
。

在室内的正脊偏后处
,

有一条梯形

横长仿
,

与两山墙垂直
,

象征梁架
。

房子四面

落落 ” ” ” ” ” ” ll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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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仓房上层门 3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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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壁
,

厚 1 2 厘米
,

正面开一个边长 n
.

4 厘

米的门
,

内壁安有两扇对开平板门
。

门扉高

12 6
、

宽 夕.2
、

厚 1 厘米
,

门扉的吻合处各有

1
.

4 厘米的斜坡面
,

其形式与安装方法基本和

宅门相同
,

唯下门轴无础
,

安放在室内地面上

圆臼窝内 (图一三
,

3 )
。

两山墙上
,

各开一个

高 3
、

宽 3石 厘米的窗
。

二层 通高 8
.

斗
、

面阔 40
.

8
、

进深 1 6
.

5厘

米
。

长方形直壁
,

周饰横式栏干
,

底部的一

端
,

开有长 6
.

4
、

宽 3 厘米的楼梯 口
,

与一层

楼梯 口相对
,

以便上下 (图一三
,

, )
。

三层 结构形式与一层相同
,

唯矮
、

小
,

顶部楼梯 口较大
。

通高 1 2
、

面阔 5 1
、

进深 24

厘米
。

脊梁一端的楼梯口 长 9 、

宽 5 厘米
。

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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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一三 正 楼

1
.

剖面 2
.

左侧面 3
。

一层俯视
、

正视及横剖 面 4
.

三层俯视
、

正视及底视 5
。

二层俯视
、

正视及仰视

6
.

四层俯视
、

正视及底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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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 1
.

2
、

宽 1
.

8 厘米的圈门
,

当提板拉开时
,

鸡

可以自由出人
。

内壁圈门有宽 6
、

高 .6 6 厘

米的框
,

中部开长方孔
,

插人闸式活动提板
,

可 自如开启
、

关闭圈门 (图一四
, 3 )

。

水田模型 1 件
。

出于墓室前壁北侧
。

红陶
。

直壁
,

平底
。

通长 39
、

宽 22
、

高 3
.

;

厘米
,

中间以一条田埂将田面分左
、

右两块
,

右边
、

中部埂下
,

有直径 1 厘米的放水孔
,

田

面上刻划不规则的横线 (图一五
, 1 )

。

出土

时
,

两块田面中放置有十八件泥制红陶的小

; 挤级两

彩ù一

型!
4

同口
l

困

山檐下有窗
,

一为横长方形
,

高 .3 6
、

宽 3 厘

米 ;一为竖长方形
,
高 4

.

2
、

宽 2
.

, 厘米
,

底部

一端有边长 4
.

2 厘米的楼梯口 (图一三
, 4 )

。

四层 四阿顶
。

通高 24
、

面阔 42
、

进深

2 2
.

8 厘米
。

正脊两端作鹃尾
。

垂脊
、

俄脊
、

岔脊成一条线
,

房面盖筒
、

板瓦
,

室内正脊下
,

亦有一条长 2 8
.

8 、

高 4
、

厚 1
.

2 厘米的仿
,

象征

梁架构件
,

与正脊垂直
。

室外正面檐下有边长

8
.

5
、

厚 0
.

8 厘米的斜方格窗
,

窗下有一小斗

棋承托着
,

斗拱坐在和楼底平行的一个出墙

挑朽上
。

正面两角檐下
,

各有一斗拱
,

拱上的

替木直接承托着檐角
,

斗拱坐在出墙角的挑

仿上
。

两山檐下皆有边长 .3 6 厘米的方窗
,

背面中部也安有边长 8
.

4 厘米的 斜方格 窗
。

底部一端正中
,

有长 4
.

2
、

宽 3
.

6 厘米的楼梯

口 ,

与三层相通 (图一三
, 6 )

。

( 6 ) 偏院 在主体四合院的左侧
,

从主

体院左后院墙的偏门处出人
。

由牲畜圈
、

猪

圈
、

佣人房
、

鸡圈四个单体组成
。

牲畜圈 长 27 .4
、

宽 17 .4
、

高 7 厘米
。

正

面当中
,

开有一个宽 6
、

高 5
.

2 厘米的圈门
,

背面和两侧有长 8一 1 0
、

高 3 厘米的横式栏

干 (图一四
, 2 )

o

猪圈 长 17 .4
、

宽 12
、

高 10 .4 厘米
。

正

面中部开高 5
.

4
、

宽 4
.

2 厘米的券顶圈门
,

一

侧开高 斗
.

8
、

宽 2
.

4 厘米的长方形圈门
,

后部

有两个竖式栏干
,

另一侧同上
,

唯门呈正方

形
,

边长 3 厘米 (图一四
,

劝
。

佣人房 悬山顶
,

三间
。

通高 32
.

5 、

面阔

44
.

4
、

进深 21
.

2 厘米
。

正面檐下一侧开有高

10 2
、

宽 12
.

2 厘米的门
,

无门扉
。

两山墙的中

部皆有窗
,

一个方形
,

边长 4
.

2 厘米 ; 一个长

方形
,

高 4 2
、

宽 5厘米 (图一四
, 1)

。

鸡圈 长 32
、

宽 26
、

高 .9 6 厘米
,

后端

13 .2 厘米为平顶封闭
。

平顶内 靠 后 2 厘 米

处
,

有两朵横的斗拱托一根替木支撑着平顶
。

斗拱下有一根长枯木
。

平顶前部为露天圈
,

似鸡在圈内的活动场地
。

前部圈壁高 8
.

2 厘

米
,

正中装有闸式提板
。

正南外壁下部
,

开有

二二: : : : : : 二: : 二二二

!!! r一 , !!!

匡立』
蒸翼馨 直直直…

J 」」 ” 』 , 」

{{{
9

.
.

…
, .

一 _ 卯
厘水

图一四 偏 院

1
.

佣人房 2
.

牲畜圈 3
.

鸡圈 4
.

猪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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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
。

水田模型 2 .狗 3 .猪

5
.

水生动
、

植物

图一五 一号墓出土陶俑
、
陶模型器

6
.

鸽

型水生植物和水生动物
。

有荷花
、

荷叶
、

莲

籽
、

菱角
、

浮萍
、

鳖
、

草鱼
、

螂鱼 (图一五
,

5 )
。

不知名器 1件
。
出于陶水田旁

。
红陶

。

方形
,

窄折沿
,

直壁
。

一平面隔板将其分为

上
、

下两层
。

隔板正中直径 斗
.

5 厘米的圆孔
,

上扣一个长柄绿釉红陶盘状器
,

其上又扣一

个绿釉红陶盖形器
,

盖形器与盘状器柄的正

中
,

为垂直相对的圆孔
。

上层各边有两组横

栏杆
,

下层每边从中间开口
,

以阶梯式收缩成

四个直角形足
。

通高 20
、

边长 28 厘米 (图

四
,

巧 ; 图一六 )
。
此物依据原互相叠放的水

锈痕迹复原
。

横栏干属于建筑结构形式
,

此

物又出在陶器四合院残件集中的西北侧
,

很

可能是四合院旁边的一件代表性建筑物
。

灶 2 件
。

均出于墓室前部
。

一件灰

陶
。

长方形
,

弧形尾
,

直壁
。

正面开高 5 、

宽

5 厘米的券顶灶门
,

上部有矮烟墙
。

灶面上

有直径 11 厘米的灶口
,

尾部有直径 2 厘米的

烟孔 (图四
, 1 1 )

。

一件绿釉红陶
,

长方形
,

直

壁
。

正面有高 民 ,
、

宽 4 厘米的方形灶门
,

上

部有烟墙
。

灶面上置绿釉小陶釜
、

陶酝
,

出土

时不在一起
,

灶面刻划两道阴线
,

尾部有一直

径 巧 厘米的烟孔
。

通高 22
.

, 、

宽 1 7、 长 24

厘米
。

甄高入 直径 15
、

釜深 , 厘米
,

颤有六

个眼
,

呈梅花状 (图四
, 1 4 o)

井 1 件
。

绿釉陶
。

出于墓室中部北壁

下
。

由井架和井身组成
。

井架上部为悬山式

屋脊
,

中部有一滑轮
,

下部立于井台上
。

井身

呈上小下大的筒状
,

平底
。

出土时
,

并内有一

汲水瓶
。

通高 31
、

底径 巧 厘米
。

汲水瓶高

7 、

口径 2 、

腹径 , 厘米 (图四
, 8 )

o

图一六 不知名陶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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髯黔窝鬓曾
丫乖 7又二 7飞豁少 华黔

’

王”

6 下 吕

图一七

1一 4
.

一 号墓

钱币拓本 ( 4/ 5 )

,
.

二号墓 6一 10
.

三 号墓

狗 1件
。

出于角道与相接处北侧
。

灰

陶
。

立耳
,

昂首
,

卷尾
,

四肢均向外跨
,

臀部与

后肢垂直
,

颈脖与腹部有肚带
。

通长 23 厘

米 (图一五
, 2 )

。

猪 1 件
。

出于墓室中部北侧
。

红陶
。

长嘴
,

厚唇
,

垂耳
,

长鬃
,

鼓腹
,

卷尾
,

臀部略

弧
。

通长 16 厘米 (图一五
, 3 )

。

兽 1 件
。

出于灰陶狗之下
,

头向角道

墓门
。

红陶
,

饰 白衣
,

面部白衣上残存土红色

涂料
。

四肢宽大
,

体形肥壮
,

前腿微向前伸
,

后腿向后登
,

弓腰
,

伸颈
,

低头
,

立耳
,

圆睁双

目
,

嘴唇微张
。

双眉之间
,

有一直径 2 厘米的

圆孔
。

通长 42
、

高 26 厘米
,

奇蹄
,

腹下中部

有一小圆孔
,

臀部微鼓
,

尾部正中有一个边长

2 厘米的斜方孔
,

表示兽尾 (图五
,

2 )
。

鸡 1 件
。

出于墓室中部北侧
。

红陶
。

高冠
,

长尾
。

体长 15
、

高 13 厘米 (图一五
,

4 )
o

鸽 1 件
。

出于墓室中部北边
。

红陶
。

细长颈
,

翘尾齐羽
。

体长 巧
、

高 n
.

5 厘米

(图一五
, 6 )

o

铜棒 1 件
。

出于雨道后部正中
。

锥

状
,

长 1 0
、

中部直径 。
`

s 厘米 (图四
,

4 )
。

大泉五十 1 枚
。

出于封土中
。

直径 2
.

5

厘米 (图一七
, 4 )

。

五株 68 枚
。

均出于墓室前部与雨道

后部北侧
。

直径皆 2
.

5 厘米
。

其中二十四枚

东汉早期五株
,

钱文的
“
五刀
字上

、

下两横笔左

右略 出头
、

交叉两笔略弯曲
。 污

铁” 字的
“
金刀

字为小三角头
, “

朱
”
字头方折 (图一七

,

1
、
2 )

。

四十四枚东汉中期五株
,

其
“
五”
字两横笔不

出头
,

交又两笔弯曲
,

显得宽大肥胖
。 “
株” 字

的
“
金”
字头为大三角头

, “
朱刀字头部圆曲

,

钱

廓稍窄 (图一七
, 3 )

。

铁刀 1 件
。

出于墓室前部北侧
。

单

锋
,

双环式把首
。

长 10
、

宽 .0 8 厘米 (图四
,

3 )
o

铁棺钉 18 件
。

出于棺床上
。

均锈蚀

残断
。

圆盖
,

方钉
。

残长 5
.

斗厘米 (图四
,

1 3 )
o

二 号 墓

M Z 深距地表 52 厘米
。

方向 26 0 度
。

墓

室长 5
.

58
、

宽 1
.

77
、

高 2
.

44 米
,

墓壁以长方

砖交错平砌
,

至 1
.

54 米开始用楔 砖 交 错 起

券
,

雨道长 1
.

64
、

宽 1 、

高 1
.

5 米
,

至 1 米开始

起券
,

砌法同墓室
。

地面为平单砖交错斜铺
,

呈人字形
,

无棺台
。

墓砖为长方形
,

长 4 0
、

宽

2 0
、

厚 7 厘米
。

长
、

宽面各有一侧模压阳线

三角几何菱形纹 (图三
, 1

、
4

、
6 )

,

一个平面

饰绳纹
,

余均素面
。

楔形砖的窄面厚 4 厘米
,

纹饰同上
。

在墓室中部券顶和雨道封门处
,

都发现

有盗洞
。

墓内随葬品多被损坏和扰乱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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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自自
图一八 二号墓随葬陶器

困 2
.

Ix式娜 3
.

1式谭 4
,

111 式糠 5
.

盆 6
.

井 7
.

碗 8
.

灶 (皆约 1 / 1 0 )

M Z 共出土器物六十五件
,

其中陶器六

十一件
,

铜
、

铁器四件
,

多出于墓室前部与角

道
。

由于扰乱
,

器物多破碎且位置混乱
。

嶂 7 件
。
可分为三式

。

I 式 2 件
。

绿釉红陶
。

带盖
,

一件出土

时盖扣其上
,

嶂为直口 ,

短颈
,

弧肩
,

斜腹
,

平

底
。

通高 35
.

5
、

腹径 2 8厘米 (图一八
, 3 )

。

另一件已残
。

11 式 斗件
。

绿釉红陶
。

直口 ,

短颈
,

弧

肩
,

斜腹
,

平底
。

通高 20
.

5
、
口径 7

、

底径 12
.

5

厘米 (图一八
, 2 )

。

11 1式 l 件
。

灰陶
。

残
。

大口 ,

折沿
,

圆

唇
,

直 口
,

弧肩
,

鼓腹
。 口径 13 厘米 (图一八

,

4 )
o

罐 10 件
。

分三式
。

I 式 3 件
,

红陶
。

折沿
,

尖唇
,

短颈
,

斜

肩
,

鼓腹
,

小平底
。

高 13
、
口径 9

、

底径 9 .5

厘米 (图一九
, 8 )o

n 式 2 件
。

褐釉红陶
。

侈 口
,

圆唇
,

短

颈
,

斜肩
,

鼓腹
,

圆底
`。

高 10 .5
、
口径 10

.

5 厘

米 (图一九
, 10 )

。

H l 式 5件
。

绳纹灰陶
。

一大四小
,

形

制与 M l 的相同
。

大的高 20
、
口径 1 1

、

底径

14
.

5 厘米
。
小的高 15

、

口径 1 1
、

底径 13 厘 米
。

另外有六个陶罐难以修复
。

其 中一 个

红陶
,

五个灰陶
。

两个素面
,

四个饰绳纹
。

壶 2 件
。

绿铅釉红陶
。

盘 口 ,

短颈
,

斜

肩
,

鼓腹
,

喇叭形假圈足
,

平底
。

颈
、

腹各有两

道凸弦纹
,

肩部有两个对称的模压铺首衔环
。

通高 39
、
口径 14

、

底径 19 厘米 (图一九
,

l )
o

洗 3 件
。

二大一小
。

敛 口 ,

斜腹
,

平

底
。

出土时
,

有一绿釉龙首陶勺放在小洗中
。

大洗口径 18
、

深 .4 5厘米 ; 小洗 口径 14
、

深

3
.

5 厘米
。

陶勺通长 12 厘米 (图一九
,

3 )
。

盆 1 件
。

已 残
。

红陶
,

外施酱釉
,

内为

黄褐釉
。

折沿
,

圆唇
,

短颈
,

斜收腹
,

圈足
。

腹

和圈足上部各有两道凹弦纹
。

通高 13
、
口径

2 6
、

腹径 27
.

5 厘米 (图一八
, 5 )

。

碗 2 件
。

灰陶
,

已残
。

斜 口 ,

外卷沿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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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壶 2
。

盘 3 .小洗和勺 4
.

1式器盖 5
.

灯 6
.

博山炉 7
.

小耳杯

8
。

I式罐 9
.

兽 (M ) 3 0 1
.

11式破

图一九 出土陶器
、

陶俑 (未注明者皆 M Z所出 )

斜腹
,

凹底
。

高 8
、
口径 16

、

底径 6 .5 厘米 5
.

8
、

深 2 .5 厘米 ;,J
、的长 9

.

, 、 宽 , 、 深 2厘米

〔图一八
,

7 )
。

`

(图一九
, 7)

o

盘 1 件
。

酱釉红陶
。

折沿
,

斜壁
,

底内 器盖 5 件
。

分三式
。

凹
。
口径 1 7

.

3 、

深 2 .5 厘米 (图一九
, 2 )

。 I 式 1 件
。
绿釉红陶

,

小喇叭形钮
,

盖

博山炉 1 件
。
褐釉

。
子母敛 口

,

鼓腹
,

中部有两道凹弦纹
。

高 8 、

直径 21 厘米 (图

柱形空心把
。

通高 14
、
口径 .6 5厘米

·

(图一 一九
, 4 )

。

九
, 6 )

。

另有三件绿釉红陶博山炉盖
。
山 n 式 2 件

。
绿铅釉红陶

。
圆环式小

形
。

高 .8 5 、 口径 12 厘米
。

钮
,

盖面较平
。

高 3 .5 、

盖径 18
.

5厘米
。

灯
.

3 件
。

一件黄褐釉红陶
。

盘式灯 m 式 2 件
。

绿釉红陶
,

一件残
。

盖面

碗
,

柱状空心把
,

上细下粗
,

小喇叭形灯座
。

通 有三个对鼎的乳钉
,

顶部有一个大乳钉
。

高

高 22
、

灯盘径 11
.

5 厘米
。

另二件绿釉红陶
。 5 、

直径 18 厘米
。

盘式灯碗
,

柱状空心把
,

上细下粗
,

大喇形灯 池塘水田模型 1件
。
红陶

。

长方形
,

座
。

饰两道阴线弦纹
。

通高 20
、

盘径 .9 , 厘 三面直壁
,

一面田 口
,

平底
。

池塘与水田连

米 (图一九
,

匀
。

为一体
。

通长 52
、

田 口宽 35
、

塘深 5厘米
。

塘

耳杯 5 件
。
绿铅釉红陶

。

其中
,

大
、

中 内塑有螺狮 2 个
、

蛙 3 只
、

鳌 3 只
、

草鱼 3

型各二件
,

小型一件
。

欢耳椭圆形杯
,

小平底
。

条
、

螂鱼 3 条
。

塘 田之间的正中坎下
,

有一个

大的长 巧
、

宽 8 、

深 5 厘米 ; 中的长 2]
、

宽 直径 2 厘米的放水孔
,

塘内放水孔的两侧
,

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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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一根直径 1
.

5 厘米的立式闸门槽柱
,

当为

提升式平板闸门控制放水
。
田面正中

,

有一

条宽 3 厘米的沟渠
,

直对闸门水口
。

沟两侧

为横向
、

竖向田畦
,

田畦间距 2
.

5 厘米
,

比较

正规 (图版叁
, 3 o)

井 2 件
。

均残
。

一件绿釉红陶
。
井台

上有井架痕迹
,

合下为罐形井身
,

肩饰四道凹

弦纹
。

残高 14
、

井台长 20
、

宽 18 厘米 (图一

八
, 6 )

。

一件灰陶
。

其形制与 M l 的井基本

相同
,

唯井身有五道凹弦纹
。

通高 36
、

井台

宽 32 厘米
。

困 1 件
。

灰陶
。

残存腹部
,

腹径 22 厘

米 (图一八
,

l)
。

灶 2 件
。

一件灰陶
。

正面与两侧直

壁
、

正面中部开高 .7 5
、

宽 5 5 厘米的券顶灶

门
。

灶门上方模压阳线三角几何纹图案
,

灶

面的两侧
,

有阳线锯齿纹
。

正中有连于灶体

的釜
,

釜上置甄
。

后部的一侧
,

有一小型连于

灶体的釜
,

另一侧有凸起的模压水飘和菜刀
,

尾部为斜伸的椭圆形烟囱
,

烟囱两侧是阳线

三角几何图案
。

通长 2 9
、

通 高 2 4
、

宽 17 一 18
.

5

厘米
。

甄 口径 12
、

高 9 厘米
,

有六个梅花状

颤眼
。

大釜 口 径 8
、

深 6
.

5 厘米
。

小釜 口径

5
、

深 斗
.

5 厘米 (图一八
, 8)

。

另外一件也是

灰陶
。

方形
,

直壁
,

无底
。

长 40
、

宽 3 7
、

高 15

厘米
。

灶面上有一个直径 27
.

5 厘米的灶 口
,

后都两角各有一个直径 2 5 厘米的烟孔
。

灶

的正面中部
,

开有一个高 7
.

5
、

宽 6 厘米的灶

门
,

灶门两侧阴刻三角几何间圆点纹图案
。

俑 斗件
。

皆红陶
。

一件女俑
。 ;

哥额
,

面部微长
,

头披巾
,

身着桃形圆领长衣
,

一臂

垂于藤下
,

一臂上举
,

身下部呈喇叭状
。

通高

16
、

家径 6
.

5 压 米灯图版肆
,

l)
。

一件坐俑
,

缺头
。

衣着不明
,

:又看出是袍袖宽大
,

双臂贴

身
,

两手有孔
,

似捧拿物品
,

底为喇叭形
。

残高

19
、

底径 13 厘米 二件男俑
。

头戴冠
,

内穿

圆领衣
,

外着宽袖长衣
,

双手抄袖于胸前
,

底

为喇叭伏
。

通高 30 厘米 (图版肆
, 2

、
3 )

。

乐 1 件
。

红陶
。

一只后腿残
,

头低垂
,

背微弓
,

偶蹄
。

通长 咒
、

高 18 厘米
。

腹下中

部有一直径 1
.

8 厘米的圆孔 (图版肆
, 6 )

。

狗 2 件
。

皆红陶
。

一件颈
、

头部残缺
。

昂

首
,

卷尾
,

体较高大
。

休长 37
、

头高 30 厘米
。

一件昂首
,

立耳
,

短颈
,

细腰
,

卷尾
。

颈和腰部

有肚带
,

背上有带环
。

体长 27 厘米 (图版肆
,

8 )
。

兽 1 件
。

红陶
。

竖耳
,

低头
,

直背
。
体

长 32
、

高 19 厘米
。

鼻梁中和尾部都有一个

直径 1厘米的孔 (图版肆
, , )

。

鸡 4 件
。

公
、

母鸡各二件
,

其造型和大

小一一成对
。

大的母鸡尾 仁翘
,

双翅紧贴于

身
,

抬头平视
,

底为椭圆形
,

中空
。
背上卧一

小鸡
,

胸部羽毛中藏有一只小鸡
。
体长 2 ,

、

头部高 18 厘米
。

背上小鸡长 7
、

高 6厘米 (图

版肆
,

7)
。
大的公鸡尾同母鸡

,

小冠
,

长颈
。

体

长 26
、

头高 2 9
,

5 厘米
。

小的一对鸡瞥红陶白

衣
,

尾下垂
。

母鸡形同上
,

亦有小鸡卧于背
。

体长 18
、

头部高 巧 厘米
。

公鸡高冠
,

短颈
,

长方形爪
。

体长 2 2
、

头高 18 厘米
。

铜铺首 1 件
。

已 残
。

兽头
,

人面
。

长

4
.

3
、

宽 3
·

8 厘米 ( }习二 O )
。

背面凹形
,

中有

一个方
! ! :形乞丁

。

铜镜 1 件
。

边沿饰锯齿纹间波浪纹
,

圆球形钮
,

钮周有八个乳钉间鸟纹
,

外铸一圈

铭文 : “
竟 (镜 )真大 口 口

,

口仙人不口
,

口很

口三泉
,

口食来尚方
。 。

镜直径 11
.

4
、

厚 。
.

6

厘米 (图二一
,

左 )
。

五株钱 11 枚
。

为东汉早期五株 (图一

七
,

5少
。

愁奋万
图二O 铜铺首拓本 ( 1 / 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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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二一 铜镜拓本 (左
·

M Z,
右

.

M 3 ,
皆 l /2 )

铁棺钉 3 枚
。

残断锈蚀
。

方形钉
,

缺

钉盖
,

大小与 M l 的基本相同
。

三 号 墓

M 3 在 M Z 之北 3米处
,

方向同 M Z。 墓

室长 6 米
,

东窄西宽
。

东宽 L 60
、

西宽 L 80

米
,

高 2
.

70 米
,

至 1
.

7 0米开始起券
。
角道长

2 、

宽 1 、

高 1
.

80 米
,

至 1
.

巧 米开始起券
。

墓

壁为长方砖交错平砌
,

长方楔砖起券
。

墓内

有棺台
,

长 .3 40
、

高 0
.

3米
,

长方砖交错叠砌
。

棺台下至角道以长方砖交错斜铺
,

呈人字形

(图二二 )
。

墓砖长 3 5 、

宽 1 9 、

厚 7 厘米
,

长面一侧模压阳线三角几何花纹 (图三
,

2
、

3 )
。

另一面饰绳纹
,

余均素面
。

楔砖窄面厚

4 厘米
,

纹饰同上
。

在角道口 发现盗洞
,

高 1
.

05 米
。

从洞口

残存的封门砖来看
,

当初是用长方砖码砌封

门的
。

M 3 共出土器物五十三补
,

其中陶 器 四

十五件
,

铁
、

铜
、

料器八件
,

多出于墓室前部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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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二二 三号墓平面图

1
.

铜镜 2
.

铁刀 3
、

4
、

8
、

1 5
、

2 7
、

3 2
、

3 6
、

3 8
、

4 6
、

4 7
、

4 8
.

陶碗 5
、

6
、

12
、

1斗
、

1 7
、

2 3
、

2 8
、

30
、

3 3
、

3呼
、

3 7
、

3 9
.

陶罐 7
、

9
、

2 4
、

2 5
、

2 6
、

3 1
.

陶龄 1 0
、

1 1
.

陶壶 13
.

陶楼阁 1 6
、

5 3
.

陶池塘

18
.

陶灶 19
.

陶井 20
.

陶狗 21
、

44
.

陶俑 22
.

陶兽 35
、

45
.

陶鸡 4 0:

珑拍耳坠 4 1
·

小铜铲 4 .2

陶器盖 朽
.

陶井汲水罐 钓
.

铜发钗 50
.

小铜泡 51
.

铜钱 52
.

铁棺钉

第 5 期



门日日日日日日日日

l;
曰11
门日”“

1
.

!

黔黔黔黔黔黔黔黔!!!!!!!!!!!!!!!!!!!!!
姗姗姗〕〕〕〕〕〕〕〕〕〕鬓鬓缨缨缨缨缨缨缨缨缨缨缨缨缨缨 {{{{{{{{{{{{{{{{{{{{{{{

}}}}}}}}}
F

{{{{{
!!!
lllllllllllllllllll

姗姗姗漱漱漱漱漱
一一

}}}}}}}}}}}}}}}}}}}}}}}

lllll

}}}}}
、、 ooo

IIIII

`̀ ……

{{{{{l {「「}}}}}
合合 月月

{{{{{{{{{{{l{}………
’’

}}}}}}}}}

{{{{{

图二三 三号墓遗物 (未注质料者为陶器 )

l
.

n 式罐 2
.

n l 式短 3
.

I V式谭 呼
.

铁刀

器盖 1 1
.

碗 12
.

井 13
.

池塘模型 14
.

铜铲
5

.

铁棺钉 6
.

1 式谭 7
.

u 式娜 8
.

1 式缺 夕

15
.

玻拍耳坠 1 6
`

楼阁 ( 5 为 311 0
, 1 4 为 3 /5

,

壶 10
.

余皆 312 5 )

嶂 6 件
。

皆为灰陶
,

分四式
。

1式 3 件
。
一件已残

。

折沿
,

直口
,

短

颈
,

窄肩
,

弧腹
,

大平底
。

通高 22
.

5
、
口径 1 1

、

底径 18 厘米 (图二三
, 6 )o

n 式 1 件
。

子母敛 口 ,

弧腹
,

平底
,

上

部有四道锯齿纹
。

通高 22
、

口径 11 厘米 (图

二三
,

7 )
o

nI 式 1件
。

折沿
,

直口 ,

弧腹
,

内凹底
,

口 径 12
、

底径

身饰绳纹及弦纹
。

短颈
,

斜肩
,

通高 28
.

亏
、

2 0厘米 (图二三
, 2 )

o

Iv 式 1 件
。

侈口
,

短颈
,

弧肩
,

鼓腹
,

小底内凹
。

通高 34
.

9
、

口 径 巧
.

5
、

底径 17 厘



米 ( 图二三
, 3 .)

罐 13 件
。

皆灰陶
,

可分二式
。

I
、

式 7 件
。

侈口
,

圆唇
,

短颈
,

弧肩
,

鼓

腹
,

内凹底
。

肩下有两道凹弦纹
,

腹部模压绳

纹
。

二件小的通高 11
.

, 、
口径 1 1、 底径 11 厘

米
。

五件大的通高 19 .5
、
口径 14

、

底径 14 厘

米 (图二三
, s )

o

n 式 6 件
。

侈口
,

圆唇
,

短颈
,

弧肩
,

鼓

腹
,

内凹底
,

肩部有两道弦纹
,

弦纹上
、

下剔锯

齿纹
。

二件小的通高 16
、
口径 9 5 、

底径 10

厘米
。
四件大的通高 27

.

5
、

口径 14
、

底径 18

厘米(图二三
,

l)
。

壶 2 件
。
绿铅釉红陶

,

盘口
,

短颈
,

斜

肩
,

鼓腹
,

喇叭形假圈足
,

平底
。

肩下有两个

对称的铺首衔环
。

通高 ” 、 口 径 15
、

底径

17 厘米 (图二三
,
9 )

o

碗 11 件
。

皆灰陶
,

一件已残
。

卷沿
,

斜壁
,

内凹底
。
九件高 6 、

二件高 , 、
口径皆

1 6
、

底径皆 , 厘米 (图二三
,

1 1)
o

器盖 1件
。

边残
。
灰陶

。

蘑菇形钮
,

平顶
,

弧肩
,

平口
。

通高 10 、

盖径 19 厘米 (图

二三
, 一0 )

o

池塘模型 2 件
。

一件灰陶
。

方形
,

直

壁
,

平底
。

边长 3 1 、 高 7 厘米
。

塘内塑有螺

狮 6 个
、

革养 1 个
、

莲花 1个
,

鳖 2 只
、

蛙 3

只
。

塘中塑一个大荷叶
,

叶上蹲着一只青蛙
,

一条水蛇沿莲杆盘旋而上
,

咬住青蛙的右后

腿 (图版叁
, 2 )

。

一件红陶 白衣
。

长方形
,

直

壁
,

平底
,

底部中间有一个直径 1 厘的圆孔
。

长 3 3
、

宽 2 9
、

深 5
.

, 厘米 (图二三
, 13 )

o

井 1 件
。

灰陶
。

平沿
,

筒状腹
,

平底
.

井沿上有两个直径 1 厘米的对称小孔
。

通高

18 .5
、

井口 径 10
、

底径 13 厘米 (图二三
,

’

1 2 )
。

另有一个高 .5 ,
、
口径 4

、

底径 4 厘米

的红陶汲水罐
。

楼阁 1件
。
灰陶

。

方形
,

由五件组成

两层
。

通高 42 厘米
。

楼盖顶为四阿式
,

正脊

中间原有凤鸟
,

现已残缺
。

盖下二层的正
、

背

面各开一个宽 斗 、

高 7 厘米的门
。

两侧壁上
,

第 , 期

各有一个高 8 、

宽 7 厘米的竖棍窗
。

一周有

横
、

竖栏千相间的楼台
,

长 30
、

宽 28
、

高 7 厘

米
。

楼台下的第一层房边长 14
、

高 12
.

5 厘

米
,

正
、

背面各开一个宽 .4 5 、

高 5厘米的对

穿门
,

两侧面有高 6 、

宽 7 厘米的竖权窗
。

房

下为长冲7
、

宽 24
、

高 5
.

5厘米的高台 (图二

三
, 16 )

o

灶 1 件
。

灰陶
。

正面开有一个高 5 、

宽 4 厘米的灶门
,

灶面上有一个直径 9
.

6 厘

米的灶口
。

灶尾微翘
,

末端塑有长 4厘米的

烟囱
。

长 2 7
、

高 2 0 、

宽 1 5
.

5厘米 (图二四
,

右上 )
。

男俑 2 件
。
红

、

灰陶各一
。

头戴冠
,

身

着宽袖长衣
。

灰陶俑高 22 厘米 (图二四
,

左 )
。
红陶俑高 23

.

5 厘米 (图版肆
, 4 a)

狗 1 件
。
红陶 白衣

。

抬头
,

挺胸
,

卷

尾
。

嘴中雕出舌
、
牙

,

颈有肚带环
。

体长 33
、

耳高 28
.

5厘米 (图二四
,

右下 )
。

兽 1件
。
红陶白衣

,

画黑彩
。

弓腰
,

低

头
,

一腿向前跨 出
,

一腿后蹬
,

头部正中及两

耳处皆有一圆孔
。
体长 36

、

高 21
.

, 厘米
。

鸡 2件
。
红陶

。

一母
、

一公
。

母鸡短

颈
,

短尾
,

体形较小
。

长 1 3 、 头高 13
.

5 厘米
。

公鸡高冠
,

长尾
。

体长 15
、

头高 16 厘米
。

图二 四 三号墓遗物

左
.

用陶俑 右上
`

陶灶 右下
.

陶狗



铜发钗 1 件
。

锥形
,

一端环状
。

长 10
、

中部直径 0
.

5 厘米
。

铜泡 1件
。

半球状
,

有折沿
,

泡内中部

有一扁长形锥
。

直径 2
、

高 1厘米
。

铜铲 1 件
。

刃部两角残
。

长方形铲把

的末端为环状
,

环上有七扣小铜链
。

铲肩为

弧形
,

刃部较薄
。

通长 13
.

5 、

刃宽 2
.

8 厘米

(图二三
, 1 4 )

。

铜钱 51 枚
。

分五种
。

大泉五十 1枚
。

直径 2
.

5 厘米 (图一

七
, 6 )

。

小泉直一 1 枚
。

直径 1
.

4 厘米 (图一

七
, 10 )

o

货泉 1枚
。

直径 2 厘米 (图一七
,

9)
。

五株 47 枚
。

直径 .2 5 厘米
。

属东汉后

期五株 (图一七
, 7 )

。

“

剪轮
” 五株 1枚

。

直径 .2 3 厘米
。

钱

文模糊不清 (图一七
,

s)
。

铜镜 1件
。
半球状钮

,

钮周饰四 神
,

四

神纹外边有一圈铭文
: “

青盖作竞 (镜 )自有

纪
,

辟 (避 )去不羊 (祥)宜古市
,

长保二亲利孙

子
,

为吏 (使)曹口寿命久
孙 。

边缘饰锯齿纹间

波浪纹
。

直径 12 .5
、

厚 .0 7 厘米 (图二一
,

右 )
。

铁棺钉 n 件
。
锈蚀残断

。

圆帽
,

方钉
。

残长 17
.

6 、

帽径 2
.

2 厘米 (图二三
, 5 )

。

铁刀 1 件
。
锈蚀残断

。

单锋
,

环状把
。

残长 2 6 、

宽 2 厘米 (图二三
, 4 )

o

琉拍耳坠 1件
。
水滴状

,

小头有一个

小眼
。

高 2 厘米 (图二三
, 1 , )

。

结 语

一
、

墓葬时代与随葬器物的特点

这三座墓
,

虽无纪年物
,

但都有货币和大

量随葬品出土
,

为断代提供了可靠的实物依

据
。

M I 出土的货币中
,

有三分之一是
“
建武

五铁 ” ,

三分之二是东汉中期
“
五铁刀 。

出土

器物中的水田模型
,

与四川西昌礼州东汉墓

(州 2 ) )沂出的陶 田① 相似
。

墓葬形制和所出

陶禅反绳纹罐
,

又与本县红庙红光东汉
“
元

兴元年
” 墓② 相同

。

因此
,

M I 当属于东汉中

期
,

即公元 1 00 年左右
。

M Z 出土器物较多
,

褐釉陶器的造型
、

釉

色具有本地新朝时期的特点③ ,

但是
,

红陶器

多于灰陶器
,

又是陕南东汉早期墓的基本特

点
。

洗和耳杯
,

也是东汉早期常见器物
。

所出

土的货币
,

又全是东汉早期的
“
建武五株

” 。

因此
,

M Z 当属东汉早期
,

其下限不超过公元

50 年左右
。

M 3 的器物多灰陶
,

而且与 M 4 一样出现

了堡垒式的楼阁建筑④ 。

大量的货 币为东汉

后期
“

五株
” ,

还发现了剪轮
“
五株

” ,

这都说明

M 3 应属东汉晚期
。

从 M l
、

M Z 的遗物来看
,

死者很可能是

男性
。

据 M 3 的铜发钗
、

耳坠可以推断死者

为女性
。

由于这些墓中的骨架早已腐烂
,

再

加盗扰
,

故不明葬式
。

这三座墓
,

不但在墓葬形制上有差异
,

而

且在随葬器物上也各有特点
。

M l
、

M 3 有棺

台
,

M Z 无棺台
,

已发表的红庙红光东汉中期

墓和老道寺四号东汉晚期墓
,

都有棺台
,

这说

明
,

墓内砌棺台是本地区东汉中
、

晚期墓葬的

一个特征
。

M l 的四十二件随葬陶器中灰陶

器二十三件
,

绿釉陶器十三件
,

红陶器六件
,

以灰陶为主
,

绿釉陶次之
,

红陶最少
。

生活用

品有灯
、

盘
、

嶂
、

罐
、

盆
、

碗
、

奋
。

家畜家禽有

鸡
、

狗
、

猪
、

鸽
。

特别是一整套四合院建筑与

家畜家禽圈模型
,

再现了墓主人生前生活环

境
。

M Z 出土陶器六十一件
。

以绿釉为主
,

有二十四件 ;酱
、

褐釉次之
,

有六件 ; 红陶较

多
,

有十九件
,

灰陶较少
,

有十二件
。

生活用

品有炉
、

灯
、

盘
、

谭
、

罐
、

盆
、

碗
、

壶
、

杯
、

勺
、

洗
。

家畜家禽有鸡
、

狗
、

牛
。

M 3 出土陶器四十五

件
。

以灰陶最多
,

有三十六件
,

红陶有七件
,

绿釉陶只二件
。

由此可见
,

这批汉墓因其早

晚有别
,

在墓葬形制
、

器物种类以及釉色等方

面
,

都有明显的变化
,

为研究陕南汉墓提供了

考 古



系统的资料
。

陶四合院模型
、

池塘水田模型

及品种繁多的家禽家畜俑为探讨汉 代建筑
、

农牧业情况提供了丰富的形象材料
。

二
、

陶四合院模型展示的东汉建筑
“
汉朝是中国封建社会中政治

、

经济
、

文

化以至建筑方面的第一个高 潮 时 期
刀⑥ ,

但

是
,

关于汉代建筑的形式
、

组合特点
、

用材以
及斗棋万门窗等制度的文献资料较贫乏

。

建

国以来
,

各地汉墓中出土的陶质建筑模型为

研究汉代建筑提供了形象的资料
。

这次发现

的由十九个单体组合成为主
、

付两院并连的

四合院建筑模型则是过去没有发现过的新材

料
。

下面就模型所展示出的各有关问题进行

探讨
。

1
.

平面布局与组合形式

中国古代建筑的庭院与组群的布局
,

大

都采用均衡的对称方法
,

沿着纵轴线或横轴

线进行设计
。

从已知的汉代建筑资料来看
,

东汉时期流行三至四层的楼阁建筑
,

最高的

可达五层
。

其建筑布局多一字形
、

曲尺形
,

也

有三合式及 日字形
,

四合式的布局不多
。

但

是
,

无论是平房或楼房
,

多以墙垣构成院落
,

使之成为封闭性较强的整体
。

这次发现的四合院
,

是由主
、

副两院横向

并连组成的
,

左边院落是标准的四合式纵轴

型建筑布局
,

宽敞高大的宅门
,

沿院内中轴线

直对着后方中部宏伟的四阿顶三重楼主体建

筑— 正楼
。

院内的两侧
,

有左
、

右厢房配

列
。

右厢是重楼组合
,

形式多样
,

既有平顶

式
,

又有四阿式
、

悬山式
,

层叠错落有别
。

一

层的平顶较大
,

左边重二
、

三层楼
,

右边置望

楼
,

显的高低有序
。

它在院中与正楼一样占

有主要地位
,

当属墓主人起居活动的重要场

所
。

左厢为阔三间
、

高两层的粮仓
,

其建筑造

型显的高而窄
,

但是
,

上
、

下两层的外装平板

门
、

扶手楼梯
、

楼梯平台与活动梯
,

却增添了

建筑外观上的艺术效果
。

左厢
、

右厢的组合

虽不十分对称
,

但在配列上采取了均衡的手

法
,

给人以丰富多彩的感觉
。

经过正楼右侧院墙上的偏门
,

可进人一

个小院
。

该院呈三合式布局
,

前边是鸡圈
,

后

边的牲畜圈和猪圈
,

其左边利用了粮仓后墙
,

右边设三间简单的平房
,

可能是佣人房
。

通过上述布局与组合
,

明显的看出
,

左边

大院是主体四合院
,

为墓主人一家起居活动

的场所
,

右边是附属的偏院
,

为佣人居住和饲

养家畜家禽的地方
。

其整体布局是主体纵轴

四 合院与三合式偏院相结合的横句日字形庭

院
。

2
.

屋顶形式与脊饰特点

( l) 这套四合院中
,

有十一件房屋模型
,

其屋顶形式可分为三种
。

四阿式 : 正楼和右

厢的三层楼
。

悬山式 : 宅门
、

望楼
、

左厢粮仓

和偏院中的佣人房
。

平顶式 : 石厢一层
、

二

层楼和偏院中的鸡圈
。

根据上述建筑形式
,

结合各地已经发现

的建筑模型与图案
,

不难看出
,

东汉时期
,

四

阿式和悬山式极为普遍
,

少见平顶式建筑
。

( 2 ) 在脊饰方面
,

这套模型亦有显著特

点
。

普遍实行高脊
。

其中
,

四阿式建筑的脊

高与建筑规模成正比
,

规模越大
,

脊高也随

之增加
。

如正楼四层的正脊高 3
.

6
、

宽 1
.

2 厘

米 ;右厢三层楼的正脊高 3
、

宽 1
.

2 厘米
。

悬

山式的正脊往往与房的通面阔相等
,

其脊高

和房子大小宽窄比例有着密切地关系
。

所有垂脊在同一类型的 建 筑 上 基 本 相

同
,

其高
、

宽仅次于同一建筑的正脊
。

四阿式

的垂脊下
,

都有一段用小筒瓦扣的脊
,

与檐角

齐 ; 悬山式的垂脊下
,

也有一段这样的做法
,

但它在与檐 口齐的垂脊末端
,

与垂脊平行
,

这

种形式
,

很可能是早期建筑上岔脊的做法
。

正

楼四阿顶垂脊两端
,

有翘起的装饰
,

可能象征

垂脊的脊饰配列
。
悬山式的檐角

,

都有一沟

斜盖筒瓦与垂脊末端相接
,

这种做法
,

当属早

期的俄脊
。

所有建筑的正脊和垂脊末端
,

都有翘起

的类似后来的鸦尾的装饰构件
,

这些鹃尾状

的脊饰和其它地区出土的汉代建筑模型 七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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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太相同
,

不同是这套模型的鸦尾状装饰较

统一
、

正规
,

其他地区的较粗糙
、

简单
。

从上述几点可见
,

这时期的四阿顶上
,

已

有相当的脊饰配列 ;悬山式的垂脊下
,

有用筒

瓦扣的俄脊斜伸向檐角 ; 四阿式和悬山式的

垂脊末端
,

都有与垂脊平行的小筒瓦岔脊
。

据

湖北沙市徐家台出土的西汉
“
元光元年

”
(公

元前 134 年 )纪年脊兽⑥ 可知
,

起码自汉武帝

以来
,

房面已配列成形的脊兽
。

这次发现的建

筑模型则表明
,

在东汉的建筑上
,

正脊
、

垂脊
、

俄脊
、

岔脊已有一定规律
,

而后来建筑脊饰

的演变
,

肯定是在这些脊饰基础上发展起来

的
。

此外
,

在宅门
、

仓房
、

佣人房的垂脊之外

两山檐房面上
,

都有两沟横盖筒瓦
。
由此可

知
,

后来建筑上的
“

排山勾滴
刀
做法

,

在东汉时

期就已经完备
。

3
.

构架与斗棋

正楼一
、

四 层和左厢三层楼的屋内脊部
,

都有一块两端紧贴两山的梯形横长 杨 构 件
,

从其具体位置和作用分析
,

应象征脊部重叠

的大木构件
,

相当于清式庞殿
、

歇山顶建筑构

架中的脊凛
、

脊垫板
、

脊仿的重合
。

正楼一
、

三层的房面脊部
,

都有一个长方形的脊梁构

架
,

上面匀称地布有八块长方垫木
。

这种脊

梁
,

相当于清式庞殿
、

歇山重檐建筑的上额仿

构架
,

现代建筑中称为圈梁
。

脊梁上的长方

垫木
,

平托了上层建筑的四边挑出部分
,

具有

后来重檐建筑上平坐斗拱的功用
。

据考古资料证实
,

目前最早使用斗拱的

是
“
战国时代采桑狩猎壶上 刻 绘 的 建筑图

案” ⑦
,

到了汉代
,

斗拱已基本形成
,

而且广泛

使用
。

这套模型上有两种形式的斗拱
。

一种是
“ v ”

字形斗拱
,

用于右厢一层楼

的前
、

后与两山檐下 ; 二层楼的两山与正面 ;

正楼四层的正面两檐角下以及窗下和右厢三

层楼的背面窗下
,

共有十一朵
。

凡用在大建

筑檐下约
,

拱上有替木
,

拱坐在挑仿头的摔口

上
,

如右厢一层和正楼四层
。

用在小建筑檐

下的
,

拱上无替木
,

一

直接承托檐口
,

拱下的挑

拐无桦口
,

如右厢二层楼的正面和两山
。

窗

下的小斗棋都坐在与楼底平行的小挑仿 上
,

直接承托着窗框
。

一种是
“

护 字形斗拱
,

用在右厢二层楼

背面和鸡圈平顶内
,

共四朵
。

这种斗棋
,

与山

东沂南汉画像石墓④ 内中室
“
擎天柱

” 上的一

斗二升斗拱相似
,

不同的是
,

这个模型的拱上

无升
,

护斗都直接坐在大仿木上
,

斗无耳
、

平
、

敬之分
。

这个模型上斗拱的使用部位是后来建筑

上几种斗拱功用形式的初级阶段
。

右厢一层楼正
、

背面和二层楼正面的三

朵斗拱的位置正好在面阔适中处的澹下
,

从

这两层楼的面阔
、

进深和门窗位置来看
,

这种

斗拱相似于后来建筑上的柱头铺作 (即柱斗

科 )
。

右厢一
、

二层楼两山檐 下 中部 的 四 朵
“ V 刀 字形斗棋和右厢二层楼背面的两朵

“ U ”

字形斗拱
,

相似于后来建筑上的补间铺作 (即

平身科 )
。

正楼四层正面承托两檐角的两朵
“ v ”

字

斗拱
,

相似于后来建筑上的转角铺作 (即角

科 )
o

正楼四层和右厢三层的窗下两朵
“ V“ 字

形小斗拱
,

以及鸡圈平顶内的两朵
“ U” 字形

斗拱
,

相似于后来建筑上的平坐铺作
。

4
.

门窗及其它

这套模型中的门
、

窗较多
,

制作细致且有

规律
。

( l) 门有平板和无扉两类
,

平板门又分

单扇外开和双扇内开
。

单扇外开门用于左厢粮仓
,

上
、

下共两

道
。

这种门装在外墙壁上
,

墙上只开一个较

小的长方形门孔
,

门扉向左开
。

双扇内开门
,

有正楼一层正面和宅门两

道
。

这种门在墙上开门孔
,

门扉装在内墙壁

上
,

门的位置都偏右
。

门扉吻合处各有 1
.

5

考 古



种结构形式
,

与山东沂南汉画像石墓的后室

顶部石结构的
“

斗四式藻井
”
相似

。
而正楼四

层外壁上残存的朱色痕迹
,

可能是彩绘
。

描图 侯素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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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物 参考 资料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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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②⑤④①⑥⑥⑧

厘米左右宽的斜面
,

使门扉在关闭后斜面互

相遮挡而无门缝
。

无扉门
,

有宅门的内门 ; 右厢一层正面

门
,

二层前
、

后对穿门
,

望楼一层券顶门和二

层长方门 ;院墙偏门 ; 佣人房正面门等
,

共八

道
,

多用于右厢
。

( 2 ) 窗分斜方格窗
、

无根窗两类
。

斜方格窗
,

有右厢一层正面
,

三层正
、

背

面 ;正楼四层正
、

背面
,

共五个
。

均为正方形
,

体积大
,

装在外壁上
,

多用小平坐斗拱承托
。

无根窗
,

几乎所有房屋的两山檐上都有
,

共十九个
,

其形式有正方
、

长方两种
。

上述门
、

窗形式反映出汉代建筑多外装

修
,

后来建筑上普遍使用的门
、

窗形式在汉代

已基本具备
。

另外
,

正楼一
、

三层的室内顶部
,

都做成

向上拱起的长方形
,

四边抹角
,

形似长方体复

斗
,

与上层楼的楼板有一定的空间距离
。

这

(上接 斗58 页 )

大多数被盗
,

完整的极少
。

土坑墓多数未受

扰乱
。

随葬品都比较简单
,

普遍有一
、

二只四系

盘口 壶及碗
、

碟之类的实用器物
,

作为殉葬用

的明器除个别中型墓外基本不见
。

2
·

随葬器物中形制有绮郊月显演变规律的
盘口 壶

,

由隋至唐
,

其盘 口 由浅变深
,

腹部

由椭圆形变为圆形
,

器底由平底变为泥饼底
。

碗
、

碟的造型由南朝时期的半球形
、

假圈足为

主而变为敞口
、

浅腹或斜腹
,

成为向宋式碗过

渡形式
。

瓷器的胎质较粗
,

胎色灰黄或黑紫
,

部分

器物涂有化妆土
。

大部分器物施半釉
。

底部

有泥块垫烧痕迹
,

说明 当时尚未使用匣钵装

烧
。

器物大部分无纹饰
,

少数饰弦纹
、

莲瓣纹

或施褐彩
。

3
.

这批墓葬中纪年墓出土的瓷器
,

为我

们研究姿州窑的断代提供了实物依据 ; 土坑

墓的清理发掘
,

增加了对唐代贫民百姓的墓

葬形制
、

葬俗的了解 ;造型优美
、

器形高大的

三彩驼
、

马俑 出土
,

在我省还是首次
,

它为研

究我国灿烂的唐三彩艺术增添了实物资料
。

执笔者 崔成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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