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风翔马家庄一号建筑群遗址

发掘简报 》补正

雍城考古队 尚志儒 赵丛苍

《 文物 》 1 9 8 5年 2期发表的 《 凤翔马家

庄一号建筑群遗址发掘简报 》 ( 以下称 《 简

报 》 )
,

对整个遗址北部的朝寝建 筑
、

东

厢
、

门垫
、

中庭及围墙作了全面报导
。

经初

步研究
,
这是一处春秋晚期的秦 国 宗庙 遗

址
。

该遗址保存完整
,

出土文物丰富
,

为我

们了解上古时代这类带有宗教及政治意义的

重要建筑的平面布局面貌
,

提供了宝贵的资

料
。

它弥补了西周宫殿
、

宗庙建筑和咸阳一

号宫殿建筑之间的缺环
,

上承殷周之传统
,

下启秦汉之先声
,

为我国古建筑发展序列的

完整化增添了一个重要章节
,

在中国建筑史

上 占有重要地位
。

同时
,

为研究先秦礼制以

及与之相关的许多厉史间题
,

都 有 重要 价

值
。

资料发表后
,

不但在国内受到很大关注
,

而且在国际上也引起了反响
。

日本的几家报

纸于去年前半年对此遗址作了报导和介绍
。

马家庄宗庙遗址的重要意义是显而易见的
。

但是
,

由于此简报在稿件汇总时
,

西厢

南部的三处遗迹被删掉
,

造成了公布材料的

不完整
。

为了保持该遗址的全貌和真实性
,

作为具体参加发掘及简报执笔的成员
,

我们

现对 《 简报 》 中的缺
、

错之处作如下补正
。

1
、

走廊 ( 路 )

紧靠门塾西边
,

有一道走廊基址
。

其走

向是
,

由门塾西边往南
,

距离围墙 3 米处缓

曲折而径直往西
,

距西围墙近 7
。

1{米 处
,

呈

90
.

折向北边
,

距 穆 庙 ( 即 《 简 报 》 所 称

“
西厢

” ) 南散水 5 米处
,

斜拐向西
。

最宽

处在近门塾处一段
,

为 2
。

8 米
。

最窄处在廊

北端
,

为 1
.

6米
。

一般宽 2 米 左右
。

最高处

为 4 0厘米
。

廊两边有柱洞 34 个
,

柱洞间距一

般为 2 米左右 ( 见平面图 )
。

在 清 理 过程

中
,

廊两边有密集的
、

排列整齐的瓦片
。

可

知此条路是有建筑的
,

以避 日晒雨淋
,

故称

为廊
。

保留长度约 “ 米
。

2
、

角楼

在围墙的西南角内
,

有一近似长方形的

夯土基址
,

与围墙连在一起
。

由于破坏
,

现

保存的夯土已失去原貌
,

基本呈拐角形
。

东

西宽约 6 米
,

南北长约 10 米
,

在偏南部保留

有南北排列的两个柱洞
,

发掘编号 为 D 43
、

44
。

并有瓦片堆积
,

由于扰乱
,

瓦片排列现

已难辨认
。

此处地势较高
,

该基址可能是角

楼建筑
。

3
、

半地穴式建筑



在穆庙之南距南散水外沿7 5厘 米处 的

T2 7内
,

有一西南东北向的长方形坑
,

坑 长

1 4
。

6
、

宽 1
.

0 5

—
2

、

深 0
.

9
一

1
。

3米
。

坑

底有竖行柱洞 4 个
:
发掘编号为 D 2 3

、
D 24

、

D82
、

D 83
,

间距含
。
0 4

、
2

。

0 8
、
2

。

62米
。 `

坑上两

边和两端有柱洞22 个
,
其中两边有10 个柱洞

挂在坑壁上
。

坑东北端有三级土台阶
,

底部有

踩踏面 ( 图一
、

二 )
。

坑内出有与祖庙
、

昭庙

砂砂声声 ` 、 呜呜

( 《 简报 》 称
.

朝寝建筑
, 、 “

东厢
”

所出相同的绳纹式槽形板瓦 ( 图三 )

图 三

半地穴式建筑平
、

剖面图

)
、

穆庙 均未提及
。

。

据遗 需要指出的是
, 《 简报 》 3 又 “ 中庭 ,

条下第二段述
“
在中庭南部

,

距大门北散水

外沿 580 厘米处
,

有与一号建筑群南 北 中轴

线垂直相交且与大门北散水基本平行的东西

向夯土路面一条
” ( 即 《 马家庄秦宗庙建筑

制度研究 》 中称之
`

陈或庭冻
, ,

文见 《 文

物 》 1 9 8 5年 2 期
,

下同 )
。

实际上在田野工

作中
,

只发现大门门塾正北处
,

有一条东西

长 10 余米
、

宽60 多厘米的花土遗迹
,

与周围

土质土色不同
,

未见再向东西延伸的迹象
,

迹情况观察
,

推测此系一半地穴式建筑
,

又

据擎擦柱置于坑底的迹象
,

此建筑屋顶不会

过高
。

东北端的台阶是供人进出的出入口
。

上述三处遗迹
,

其中
“
角楼

”
在 《 简

报 》 插图六 ( “
凤翔马家庄一号建筑群遗址

平面图
” ) 中作了表现

,

文字中未见叙述
。

走廊与半地穴式建筑
, 《 简报 》 文字及图中

应该是所谓
“
屏

”
的遗迹

。

同段文中
“
连接

夯土路面与大门的是一条南北向的踩踏面”

( 即文中所称的
`

唐
, )

,

实际遗 迹 亦不

是那样端直
,

它应与走廊 ( 路 ) 相接
。

该遗址大门以东破坏严重
,

大门以西保

存较好
。

上述分布在大门以西的走廊 (路) ,

其走向分明
,
踩踏面清晰可辨

,

柱洞排列有



序
,

瓦片分布很有规律
,

它东自大门门塾
,

西往穆庙及西围墙两门
。

分布在大门以东通

向昭庙及东围墙两门的路
,

据 残 存 遗 迹观

察
,

与之十分对称
。

宗庙遗址中这条唯一对

称的长廊 ( 路 )
,

是 《 尔雅
·

释 宫 》 中 的
“
庙中路

” 。

前述半地穴式建筑
,

无论是从地穴坑壁

与坑中填土的区别及排列有致的往洞等方面

观察
,

其作为建筑的可靠性是显而 已见的
。

如果硬要将此牵强为
“
陈

” ,

这除过与前述

宗庙中唯一的路— 走廊无法联系外
,

其遗

迹本身的好些情况
一

也无法解释
,

如半地穴坑

中填上未见夯筑
、

坑底有较厚的踩踏面以及

坑北端的台阶
,
若不是作为建筑

,
这些迹象又

作何解释呢 ? 关于此建筑的形式
,

据其地穴

宽度等方面考虑
,

很可能是只有屋顶而四周

无围墙的棚式建筑
。

其用途
,

是作为祭祀时

放置乐器的地方
,

则可能性较大
。

坑中间的

一排四个柱子
,

就是悬挂编钟之类乐器的立

柱
。

我们不否认古籍中关于
“
唐

” 、 “
陈

”

的记载
,

及清代任启运所绘 《 朝庙门堂衰室

各名图 》 关于
“
唐

” 、 “
陈

”
位置的描绘

。

探讨
、

研究马家庄宗庙遗址的布 局
、

定 名

是值得我们注意的一个课题
,

但应该以遗址

本身的实际情况为据
。

我们将 《 简报 》 缺漏的几处遗迹补充发

表
,

旨在给有关专家
、

学者以及 有 志 于秦

史
、

建筑史研究的同志们提供这些客观存在

的资料
,

以期使马家庄秦国宗庙遗址在建筑

制度等方面的研究有一个新的进展
。

文中提

法有不当之处
,

谨望得到教正
。

口、 心
、
心、 哎卜

`

心、 心、 口它、 月; 、 `卜
`宝、 尼沁佗卜心、 O 创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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偿、 程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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妇
心、 合

.

心 、 l尝、 心
.
心、 心 、 心、 心、 心、 心、 心卜

`

心、

( 上接 17 页 ) 杯腹外壁有不明显弦

纹
。

高足呈喇叭形
,

喇叭形足内露胎
。

釉为

白色
。

( 图版叁
: 1 2 )

榆林地区收藏到的这批瓷器是非常珍贵

的
。

说明了以下两个间题
:

l
、

宋代确实是我国瓷器发展历史上的

一个繁荣时期
。

根据瓷器考古资料看
,

宋代

瓷窑址几乎遍布全国各地
,

产量之大
,

品种

之多可想而知
。

宋瓷的销售量也是很大的
,

瓷器的外销有
“
瓷器之路

”
誉称 , 瓷器的内

销也非常广泛
,

当时的饭店用耀州青瓷碗
,

饮食担子用定州白瓷瓶是普遍的事
。

从榆林

地区收藏到的几十件宋瓷看
,

说明当时边远

的地方瓷器销售量也是很大的
。

2
、

宋瓷的销售与 当时交 通 条件有密

切关系
。

榆林地区收藏到的宋代瓷器
,

北方

瓷占多数
,

南方瓷较少
。

北方瓷主要是耀州

窑系和磁州窑系的产品
。

耀州窑系以陕西铜

川黄堡镇为主
,

其它窑场主要分布在河南等

地
。

这些地方距榆林地区不远
,

产品便于销

售到榆林地区
。

磁州窑以河北省 的 磁县 为

主
,

其它窑场主要分布在河南
、

河北
、

山西

等地
。

特别是山西省属于磁州窑系 的 大 同

窑
、

怀仁窑
、

浑源窑和乡宁窑等
,

主要生产

黑釉剔花
、

黑釉刻花产品
,

器形以瓶
、

罐最

多
,

其特点是剔刻刀法纯熟
,

釉 色 乌 黑发

亮
。

还有一种装饰是任意点画
,

不拘形式
,

没有什么规则排列
,

但烧后显得自然
,

花呈

酱色
,

釉为黑色
,

两色非常谐调
。

这些窑场

与榆林地区只有黄河一水之隔
,

其产品销售

到榆林地区是比较容易的
。

榆林地区现收藏

的磁州窑场器物
,
很可能是山西磁窑系诸窑

场的产品
。

( 本文图版摄影
: 岁忠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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