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吉林西部地区包括白城、松原和四平三个地级
市。其窑址根据窑业内涵可以分为陶窑、砖瓦窑和白
灰窑。陶器、砖瓦等材料的制作是我国古代手工业的
重要组成部分，吉林西部地区窑址出土的器物，基本
上都是供本地居民消费，产品大多比较粗糙，制作工
艺也较简单。虽然窑址制作水平不如瓷窑，但是从窑
址的数量和分布来看，辽金时期是盛烧期。

目前学界对吉林西部窑址关注不多。在“四普”
开始前，对吉林西部历年来经过调查和发掘的窑址
进行梳理，尽量对年代进行重新判断，以期对进一步
的考古工作有所裨益。

目前吉林西部地区共有窑址15处，其中陶窑8处，
砖瓦窑5处，白灰窑2处。白城市共8处，松原市7处。其
中年代比较确定的辽代窑址5处，辽建国前1处，金代5
处，辽金沿用的1处。纯阳砖窑址、叉古敖瓦窑址、靳家
屯窑应为辽金时期窑址，但目前可供研究的材料不足，
需要更多材料进行进一步的年代佐证。

陶窑 塌拉盖窑址位于白城市通榆县团结乡新
春村塌拉盖自然村西北约 1千米处，陶器多为泥质，
胎质中普遍含有细砂，火候较高，质地坚硬。器型上
以日用陶器为主，器表纹饰以压印篦点纹和短线纹
组成的纹饰带为主要特征。通过与墓葬材料进行对
比与学者研究，塌拉盖窑址采集陶器应归属于辽代
建国之前的契丹文化。

松原市前郭尔罗斯蒙古族自治县的那拉街窑址，
位于哈拉毛都镇东阿拉嘎村东南，临郭家店河的支
流。窑址为土窑，采集到的遗物均为陶器，以日用器为
主，纹饰上多见滚压施纹的篦纹陶片。器物与附近那
拉街城出土的陶片风格、特征基本一致，二者年代应
该相同。器型上包括罐、盆、瓶等大型陶器，器类风格
与内蒙古中南部及辽西地区风格迥异，而方唇、折沿
类陶器与桦甸苏密城出土陶器的风格类似，陶器上大
量使用的篦纹是明显的辽代风格，因此推测那拉街窑
址应该是辽代统治下的渤海相关族群的遗存。

渔场窑址位于松原市乾安县余字乡张家村后张
字井屯北，窑址上发现了大量的青灰色轮制细泥质陶
片，器型以日用器为主，有敞口尖唇罐、圆唇半卷口
盆、大圆口罐、平底直腹罐等，装饰有压印轮齿纹和划
印短道纹等，在窑坑北部还采集到了青砖和辽代白瓷
片、瓷碗的圈足等，说明这片区域过去应该是一个比
较集中的烧造陶瓷、砖瓦的地点。纹饰上是辽代比较
常见的划印短道纹、齿轮纹，平底直腹罐在洮南市林
海城址也有出土，不见金代流行的卷沿、大卷沿，且还
采集到辽代白瓷，年代应以辽代为主。

中入字井窑位于松原市乾安县所字乡中入字
村，地表散布大量的陶瓷器残片，陶片呈青灰色或灰
色，多数没有纹饰，少数饰有压印梳齿纹、划印梳齿
纹和带豁口的附加堆纹。口沿均为卷沿，瓷器白中泛
黄，多为碗的圈足和口沿。现保存了一些突出于地表
的土包，土包上有大量的烧土块、陶瓷残片，推测为
窑炉遗迹，由于未进行发掘，具体情况不详，从口沿
来看，窑址主要烧造年代应为金代。

2017年，吉林大学考古队在塔虎城东门外发现
一处陶窑，附近有大量陶片堆积，器型主要为瓮、盆、

罐等，发现了马蹄形的支烧窑具。产品主要供附近居
民使用，年代应为金代。

城四家子城址近年来已确定为辽代长春州，金
代新泰州，在城内西北部发现了两座陶窑，出土了
瓮、盆、罐等大型陶器，应该为城内居民日用器皿。同
时清理出了与窑址同时期的房址，距离窑址较近且
起建于同一层位，推测是窑工的居所，沿用时间大致
从金代早期至中期以后。

后太平北坨子窑址位于通榆县新发乡后太平五队
东北，三座窑炉均为椭圆形，内部结构不清。周围散落
着大量的陶片，陶片多为灰色细泥陶质，饰有梳齿纹、
压印齿轮纹和附加堆纹，还发现了一定数量的素面陶
片和白釉褐彩瓷片。纹饰上比较有辽代特色，而白釉褐
彩瓷宋末金初开始流行，从窑址的规模来看，金代的可
能性更大，因此窑址应为辽代始建，金代沿用。

砖瓦窑 白城地区的马家窝堡窑址，位于洮北
区平安镇马家窝堡村东南，北面即马家窝堡寺庙
址。窑址平面呈圆形，内部堆积着很厚的红烧土、少
量的窑砖和焦琉渣，在窑址附近采集到的青砖，与
寺庙址采集青砖的质地、规格都一致，应是建筑寺
庙时期使用的砖瓦窑。在马家窝堡寺庙址采集了筒
瓦、网格纹滴水、脊饰、兽面纹瓦当和莲瓣纹瓦当等
建筑构件，从形制来看主要为辽代。网格纹滴水与
城四家子北门出土的辽代晚期的菱格纹檐头板瓦较
为相似。（图1-3）凸棱滴水与辽代常见的凸棱篦纹滴
水较为相似，这种滴水在辽代中后期比较流行，时代
大致从圣宗到辽末。金昌图县塔东遗址出土的这件
滴水与马家窝堡寺庙址出土的滴水在构图上较为相
似，都是三条凸棱，然后在凸棱之间做出竖线纹。（图
4-5）莲花纹瓦当形制与辽祖陵出土的瓦当不是更为
常见的瓜子瓣的莲瓣，而是用竖线表现花瓣。（图 6-
7）因此，马家窝堡寺庙址的建造年代应该为辽代，金
代或许进行了补筑。马家窝堡砖瓦窑的烧造年代应主
要在辽代。

纯阳砖窑址，辽金时期窑址，位于白城市西郊洮
北区保平乡阳山村西面台地上，窑址大体上呈南北
向，利用自然山势建窑，平面呈马蹄形。窑址与附近
的辽代遗址有一定联系，推测辽代已开始使用。

叉古敖瓦窑址在大安市月亮泡镇叉古敖大队屯
后，文物志记载为辽代，发现了大量的布纹瓦、筒瓦、
瓦当以及瓦片，颜色可分为青灰色和红褐色两种。

靳家屯砖瓦窑位于松原市长岭县三青山乡前伏

山村靳家屯，有两处高出地表 1.5米的古窑址，遗址
上散布了大量的灰砖块，火候较低，内部呈黄褐色，
文物志中从砖的火候及质地判断为辽金时期。

于喜屯东南窑址位于松原市龙凤乡治安村于喜
屯东南 1公里，窑址为高出地表 4米的土堆，上面散
布着很多灰、红砖块和少量灰色布纹瓦与筒瓦。此窑
址北300米处为金代遗址，遗址中发现了与此窑相同
的灰砖、布纹瓦残片，窑址年代应也应为金代。

在塔虎城附近发现砖瓦窑群，分布在西门、北门、
东门外，其中东门外被居民取土破坏，断面上可见至少
三处窑炉遗迹，应为马蹄窑。砖瓦应该主要供城内居民
使用，年代应为金代。

白灰窑 白城地区的四发白灰窑址，窑址位于洮
北区青山镇四发村，共4处窑址点，皆为土穴，遗址上
可看到堆满了石块、白灰和少量琉璃块。采集到了鸡
腿瓶残片和辽代白瓷片,年代应为辽代。

八家子白灰窑址，位于洮北区青山镇八家子村
西南，共有3处遗址点，除1号点外，剩余窑址皆为顺
着地表隆起的自然地势开凿。最近对八家子窑进行
了复查，发现大量的白灰残迹，并采集了一批口沿、
残片和器底。部分口沿为辽代典型的平折沿，白瓷器
底残留有垫渣痕，近椭圆形。这批器物基本素面，不
加装饰，年代应为辽代。

结语 通过对吉林西部的窑址进行梳理可以看
出，这些窑址规模一般都不大，平面以圆形、马蹄形为
主。多数不见窑具，部分窑址如塔虎城陶窑，发现了马
蹄形窑具。洮北白灰窑采集的瓷器上有垫渣痕，与缸
瓦窑、冮官屯窑瓷器器底上的垫渣痕有相似之处，是
东北比较常见的垫烧手法。陶器造型上以瓮、盆、罐等
大型陶器为主，纹饰上多为素面，部分陶器上有篦点
纹、短线纹等装饰，总体来说比较朴素。砖瓦基本上为
常见的布纹瓦、筒瓦、瓦当、滴水。

从分布情况来看，窑址一般都位于居址附近，马
家窝堡窑址附近即为马家窝堡寺庙址，于喜屯窑址
距出土同类砖瓦的金代遗址不过300米，而那拉街窑
址和城四家子陶窑附近都有城址（那拉街城址与城
四家子城址），塔虎城附近窑址分布密集，发现了砖
瓦窑和陶窑遗址群。白城西北部地区窑址分布也比
较密集，附近城址也较多，包括海城子城址、土城子
城址、闹宝城址、飞机场城址、城四家子城等。窑址的
分布与当地的人口规模、人员密集程度有很大的关
系，目前陶窑、砖瓦窑、白灰窑的工作做得较少，区域
分布并不能完全体现实际情况，未来随着进一步的
考古工作，在辽金遗址丰富的区域，如四平市，应会
发现更多的窑址。

陶器、砖瓦等器物对工艺要求不高，但是需求量
大，因此在有需求时，往往会在消费址附近就地起
建。此外，通过对窑址的年代进行梳理可以看出，辽
金沿用的较少，这也从另一方面说明陶窑、砖瓦窑、
白灰窑等修建、使用比较简单，一般不会长时间使
用。未来随着材料的增加，在厘清吉林西部窑址时空
分布的基础上，可以进一步探讨城址内窑址与聚落
窑址的异同，以及陶窑、砖瓦窑、白灰窑产品的辐射
范围等问题。 （作者单位：吉林大学考古学院）

格姬簋现收藏于山西博物院，2010年出土于山
西翼城大河口墓地，腹内底铸铭文11行138字，含重
文6字，现对其铭文进行释读，如有不妥之处，敬请不
吝指正，隶定如下：

唯六月初吉辰才（在）戊 （子），尹氏吏（使）保
子 （津）蔑格（霸）姬 （历），格（霸）姬垡（伐）用章
（璋）。鬼（媿）告姬氏， ！尔曰：其 （朕）子曶乍（作）
君。今晋人伸亦曰：（朕）生（甥）乍（作）君。今我既異
（戴）册，先王既又（有）井（刑），曰：弗能 又（佑）家。
今我亦既 （讯）伸氏，亦曰：不能 又（佑）家。今我既
彘告白（伯）偯父，曰：其册用。我既眔 弔（叔）鼏父、
（师）父。（微）史 （讯）既女（母）姬氏之，今既遽曶
于王。（肆）史告格（霸）姬。格（霸）姬 （对） （扬）皇
尹休，用乍（作）宝 （簋），孙孙子子其万年永宝。

唯六月初吉辰在戊子 “戊子”，日干支名。干支
“子”在金文中通常写作“ ”，与《说文》籀文的形体
相近。例如利簋的“甲子”（集成 4131）、作册折尊的

“戊子”（集成 6002）等都是这种字体。这篇铭文的时
间四要素中仅有月份、月相和干支，缺少王年。

尹氏使保子津蔑霸姬历 尹氏为职官氏名，《逸
周书·武寤解》和《逸周书·和寤解》两篇均有“尹氏八
士”。尹氏世代执掌太史寮，在史官中的地位较高。《尔
雅·释言》：“尹，正也。”郭璞注：“官正也。” 钟铭文称

“ 不敢弗帥祖考秉明德，固夙夕佐尹氏”（集成247）。
根据以往西周金文所知，“尹氏”最早出现于西周共王
时期的永盂，此后多出现于册命铭文中，例如懿王时
期的楚簋“内史尹氏册命楚赤韍、鑾旂，取 五鋝”（集
成 4246），西周晚期的颂鼎“尹氏授王命書”（集成
2827），師釐簋“王呼尹氏册令師釐”（集成4324）等。

保子津，保子为职官氏名，津是私名，应该是尹
氏的下属官员。《周礼·地官·司徒》所属有“保氏”，
掌教学之官。保子“养国子以道，乃教之六艺，一曰
五礼，二曰六乐，三曰五射，四曰五驭，五曰六书，六
曰九数。乃教之六仪，一曰祭示之容，二曰宾客之容，
三曰朝廷之容，四曰丧纪之容，五曰军旅之容，六曰
车马之容。”西周金文中有“保侃母”（集成 3743）、

“保 母”（集成10580）、“保子达”（集成3787）等，“保
子津”为金文中首见。

格姬即霸姬，谢尧亭先生已经有专文论述过，
“格”和“霸”是同字异构，“格”是“霸”之省形，古音
相通。与同墓出土的霸姬盘和霸姬盉中的霸姬为同
一人。

“蔑历”为金文中的常见语，即尹氏派遣保子津
对霸姬进行了嘉勉。

霸姬伐用璋 “霸姬”有重文符号，作为下一句
的主语。“伐用璋”与山西翼城大河口墓地M1017出
土的霸伯盂的“毁用璋”的辞例相同，指举行祼酒礼
放置玉柄形器时要进行毁缺。这句话是指保子津传

达尹氏命令后，霸姬对保子津所举行的
赞宾之礼。

媿告姬氏， ！“ 媿 ”金 文 写 作
“鬼”，省女旁。霸国为媿姓，此处的“媿”
是指霸国国君之女，与霸伯可能是同辈。
姬氏应为霸姬，即霸国国君夫人。“ ”为
语气词。

尔曰：其朕子曶作君 “尔”指代姬
氏，即霸姬。《尔雅·释诂》：“朕，我也。”
曶：私名，霸姬之子。作君：是指继承国君
之位。西周时期的诸侯国及方国首领均可称之为

“君”。这句话的大意是霸姬同意曶继承霸国的国君
之位。

晋人伸亦曰：朕甥作君 晋人伸为晋国大夫伸
氏。“朕甥”即伸氏之外甥，指代曶。《释名》：“舅谓姊
妹之子曰甥。”由此可知伸氏与霸姬是姐弟或兄妹的
亲属关系。大意是说晋国大夫伸氏也赞同由曶继承
霸国的国君之位。

今我既戴册，先王既又刑，曰：弗能 佑家
“我”指代曶。“戴册”是捧举册书之意，这里指接受周
王的册命。“戴”写作“異”，異是戴之初文，作人头上
戴物，两手奉之之形。“册”是单手持册下加两短横的
形体，与双手持册下加两短横的形体相近，过去将此
字释为“典”，谢明文先生联系金文“典”“册”形体，将
单手持册形的“典”改释为“册”。这里指周王对曶的
册命之书。“井”作名词，隶定为“刑”，指国家的典刑、
刑罚。“弗能”既不能的意思。《说文》：“弗，挢也。”常用
作否定副词，相当于“不”。《广雅·释诂》：“弗，不也。”豦
簋铭文称“豦弗敢忘公伯休”（集成4167）。“ ”是“违”
的本字，本意为离开的意思。《说文》：离也。此字作为
私名还见于“ ”甗。“佑”是辅助、帮助之意。《玉篇》：

“佑，助也。”这句话大意是说，现在我已经接受王的
册命成为新的国君，在先王已经制定的典刑中记载，
我成为国君是离不开家族宗室帮助的。

今我亦既讯伸氏，亦曰：不能 佑家 “我”指代
曶。“讯”在金文中写作“ ”，左边从“口”表示审讯，
右边是绳索反绑俘虏之形，本义为审问战俘，在金文
中通常作为诉讼案件中司法官员的讯问。《公羊传·
僖公十年》：“君尝讯臣矣。”何休注：“上问下曰讯。”
这里应该指询问的意思。这句话大意是曶对伸氏也
进行了询问，伸氏也说曶成为新的国君是离不开家
族宗室帮助的。

今我既彘告伯偯父，曰：其册用 “彘告”一词还
见于裘卫盉，“彘”读为“矢”，是陈述的意思。《尔雅·
释诂》：“矢，陈也。”这句话是说曶已经向伯偯父陈述
了自己继承国君之位的这件事情。

我既眔 叔鼏父、师父 “ ”通“䠯”，《方言》
卷十三钱绎疏“䠯，行也。”《说文通训定声·走部》：

“䟑，字亦作䠯。”《广韵·药韵》：“䟑，谓疾
走。”这句话大意是说曶快速地告诉了叔鼏
父、师父。

微史 讯既母姬氏之，今既遽曶于王
“微史”在西周金文中屡见，“ ”为私名。
1976年陕西扶风县法门镇庄白村一号窖藏
出土有微史家族的青铜器。讯既为既讯之倒
书。“遽”，传也。《周礼·夏官·太仆》“以待达
穷者与遽令”，郑玄注引郑司农云“遽，传
也。”《国语·晋语九》“遽人来告”，韦昭注

“遽，传也。”这句话是微史 对曶所说的，大意是指将
曶已经继承国君之位的这件事情上奏了周王，你的母
亲已经获知。

肆史告霸姬 “肆”为句首语词，毛公鼎铭文“肆
皇天亡斁”（集成 2841），大克鼎铭文“肆克恭保厥辟
恭王”（集成2836）。史官将这件事告知了霸姬。

霸姬对扬皇尹休 这是霸姬对尹氏进行的颂
扬和赞美，由此可知在这个事件中尹氏的角色非
常重要。

用作宝簋，孙孙子子其万年永宝 此句为金文
中文末的常见语。

这篇铭文记载的是关于霸国国君继承人的一个
任命事件，霸国国君夫人主张自己的儿子继承国君之
位，同时也得到了晋国大夫的赞同，因此这篇铭文是
有关西周时期国君册命制度的一篇重要资料。

霸国与晋国之间有着通婚和军事的关系，霸国
为西周时期小诸侯国，在史料中从未记载，晋国为姬
姓大诸侯国，疆域辽阔并有着较强的军事实力，古代
小诸侯国在军事方面常常依附于大诸侯国，而两国
之间男女通婚即是依附的主要方式，古代男女之间
同姓不婚，当女子嫁到婆家后以丈夫之国名和娘家
姓氏作为组合称呼，晋国为姬姓诸侯国，从晋人伸称
霸姬之子为甥的称谓来看，二者应是舅舅与外甥的
关系，所以霸姬是晋人伸的姐或妹，娘家来自姬姓的
晋国。格伯作晋姬簋铭文“唯三月初吉，格伯作晋姬
宝簋，子子孙孙其永宝用”，记录了格伯为妻子晋姬
做铜簋，明示了格伯的妻子来自姬姓晋国，这也进一
步证明了晋国与霸国之间有着密切的通婚关系，从
而也说明了霸国并非姬姓诸侯国。晋侯铜人铭文“惟
五月，淮夷伐格，晋侯搏戎，获厥君□师，侯扬王于
此”，则证明了两国之间有着非同寻常的军事关系，
此铭文记载了淮夷攻打霸国，晋侯助霸反击淮夷并
擒获淮夷国君的事件，从此战争中可以看出霸国在
受到淮夷的攻击后，晋国给予了霸国军事上的支持，
两国协同作战取得胜利，这也体现了霸国在军事上
对晋国的依附，更充分证明了晋国与霸国的军事关
系非同一般。

（作者单位：山西博物院）

万泉县（1954年，万泉县与荣河县
合并为今万荣县）荆村新石器时代遗
址，地处峨眉岭北侧，面积约10万平方
米，文化性质为仰韶文化庙底沟类型和
庙底沟二期文化并存的遗址。1965年，
被列入省级文物保护单位。它是民国时
期山西籍考古学者卫聚贤首次发现的，
也是山西地区发掘时间较早的新石器
时代遗址之一。

荆村新石器时代遗址发掘之始因

卫聚贤早年在清华大学国学研究
院读书时即认真听取过李济先生讲授
考古学。受考古学家李济、袁复礼发掘
夏县西阴村并将新石器时代器物带回
北京清华国学研究院的影响，于 1927
年2月回到老家山西万泉，在其侄儿卫
月盛的陪同下，前往北吴村枣堰地、南
吴村药王庙前后、袁家庄东沟西沟、荆
淮村沟楞、荆村瓦子斜、南涧村涧薛村
沟沿、秦王寨等多地进行发掘，均发现
了新石器时代遗迹的存在。

在发现这些遗迹的同时，卫聚贤把
在万泉采集、购买以及发掘出来的部分
石器，带到清华地质调查所进行鉴定，
与历史博物馆所藏石器仔细进行比较
对照，发现他所带的正是同类石器。由
此，卫聚贤很是兴奋：“既得新石器时代
遗址，于是又参考考古学书籍，有疑难
处，请教于李济之先生，我的考古学兴
味，从此日隆。”这些印在自己的内心深
处的成就感，促使卫聚贤提高了从事考
古事业的兴趣。通过在山西地区调查，
卫聚贤还发现：“山西新石器时代遗址，
首推万泉，次为文水，如有专家往勘，当
于这两处加以注意。”这正是卫氏发掘
首推万泉之深由，展现了卫氏以学术为
主的学人精神。

以上种种便是近代以来万泉孤山
周围从事考古活动的开始。可以说，孤
山周围新石器时代遗址的发现，便是卫
聚贤等人最终确定较大规模发掘荆村
瓦渣斜新石器时代仰韶文化遗址的内
因。而卫氏等人发掘山西地区的具体过
程，据发掘者之一的董光忠（美国福利
尔艺术陈列馆代表）说，以山西公立图
书馆的名义三方签订合约专做山西考
古发掘，先进行了西杜村阎子疙瘩汉代
遗址的发掘，而后卫聚贤（女师大代
表）、董光忠、山西公立图书馆等三方又
重新签订合约发掘荆村瓦渣斜新石器
时代仰韶文化遗址：“本校（女师大）有
鉴于此，蓄意于斯项工作者良久，适幸
山西公立图书馆与美国福利尔艺术陈
列馆开发万泉汉汾阴后土祠之际，同时
而发现新石器时代之遗址，且于万泉石
器时代遗址占据面甚广，极有继续发掘
之必要，与期图更得进一步之重要贡献
之可能，该二机关遂于本校另订合约，
为彻底考察万泉县石器时代遗址，而作
长期较大规模之发掘。”

关于瓦渣斜遗址发掘之经过，据董
光忠描述：“爰于民国 20 年（1931 年）
春，由三方组织团体，实地在万泉县荆
村瓦渣斜大施发掘，此即本校与山西公
立图书馆、美国福利尔艺术陈列馆三方
订立合约发掘山西万泉县石器时代缘
起与经过也。此次之发掘，亦于斯年
（1931）四月一日开工，五月十五日停
工，于工作期间，除因风雨停止工作两
半日外，余日均自上午七时开工，至下
午五时停止，中间于十二时至一时休
息。开工伊始，只用十余名工人，嗣后依
发掘情形，随时而增添工人，最多时则
有四十余人工作云。”

综上所述，万泉县荆村瓦渣斜新石
器时代仰韶文化遗址可以进行并顺利
完成发掘是种种内因外缘所促成的。

发现重要遗迹、器物及其相关研究

2012 年秋，笔者有幸前往荆村遗
址进行实地考察，看到了许多新石器时
代遗址灰坑、弦纹及绳纹陶片等遗物，
特别是在瓦渣斜遗址看到了多种彩陶
片，这些重要遗迹遗物都足以说明荆村
瓦渣斜新石器时代仰韶文化遗址之发
掘，在山西地区早期的新石器时代遗址
发掘中影响很大。

发现遗迹、器物
关于荆村遗址发掘的情形，据卫聚

贤回忆：“万泉县城东临一大沟，沟两旁
及其南尽为其遗址……”。可见遗址面
积之大，实属罕见。而卫氏等人未全部
发掘，仅发掘了瓦渣斜这一块七亩大之
地。通过发掘发现有地穴、炉灶、屠宰处
等遗迹以及众多器物，包括：石器、骨
器、粗陶器（鼎、鬲、甗、尊、罐、盆……埙
五件，有一孔二孔三孔的，尚可吹响）、
彩陶（为黑白红三色，黑色最多，白色次
之，红色少见，黑色多涂于红底上，其花
纹多点、线、三角形、鱼形、蝉形、蛇形的
有二块）、骨等数种，董光忠还发现有四
五种蚌器。

发现遗迹研究
地穴 在荆村瓦渣斜共发掘七亩

地，遗址中发现地穴有二十余处，穴桃

形平底，深约五六尺至丈余不等，宽亦
如此。有一穴深约丈五尺，宽约一丈，距
底约三尺处有一隧道，通至地面，隧道
有五个阶段组成，其地势西南高东北
低，故其隧道向东北，穴顶开口宽约三
尺；又有一穴，其隧道口尚有扶梁栽柱
的遗迹。

炉灶 在同一地点发现炉灶共有
三处，灶是用泥做成，分上中下三部，下
部有一圆洞，洞口向东南，为通风口；中
部为施柴（燃料）处，底有许多孔，为泄
灰通风用，旁的左右后三面高约一尺三
寸厚约五寸的墙，墙顶湾内为悬空，为
置鼎鬲处；由地层观察，当日此灶设在
地面，今已埋入土中约五尺，在地穴中
未发现灶，而此灶相连在地面上，似尚
存共食遗迹。

屠宰处 距炉灶东北方向约一丈
有余，有用火烧过的硬土坑，深约五寸，
宽约一尺五寸见方。坑旁血迹尚多，应
为屠宰处。

出土器物研究
通过分析出土器物，董光忠认为：

“瓦渣斜出土的陶器均为手制品；陶器
中间的花纹有划刺之花纹和物体之象
形；陶制品塑态之艺术非为美饰之用
意，盖寓有某种之情义；它的彩绘之艺
术色料选址之精良，花纹描绘之细致，
诚有为后人所不及者。”他又说：“经此
一次发掘，除认为各石器时代遗址所出
最普通之各种石器、骨器及粗糙印纹陶
器在瓦渣斜均有发现且较繁夥外，他如
瓦渣斜所发现带彩之红地黑花及三色
花纹之陶器，有与仰韶西阴所出甚为相
似者，有为工艺高超二处绝无者，诚为
欲试做石器时代遗址之发掘者之最大
贡献也。”

日本学者水野清一、日比野丈夫调
查山西古物时写道：“遗物以陶器为主，
其中的彩纹陶器引人注目。”有一件“陶
器的色彩是橙色，壁极薄，品质出色，器
身肥阔，器口略为收敛，呈一钵形。器底
很小，下收幅度很大，边口外翻很多，彩
纹为黑色，边口上是条黑线，器身上是
带状的花纹。带状花纹围绕着偏椭圆形
的中心，呈紧绷开的三角巾状，也就是
所谓的涡卷文。这是中原黄河流域常见
的彩纹陶器，这种器型和这种独特的涡
纹，代表了中国史前文化的特征。”

日本学者按照“前期涡纹发达，后
期涡纹退化”的观点把荆村出土的彩
陶划分为彩陶的前期制品和后期制
品，另外还发现有一件制作精湛的薄
胎黑色陶器：“这件陶器呈青灰色，颇
为坚硬。陶器肩部突出，颈部束狭，可
以认为属于黑陶系……可以认为，在
荆村存有继于彩陶期之后的黑陶器的
器物。”而这些彩陶与黑陶器物正是仰
韶文化庙底沟类型和庙底沟二期文化
所体现的特征。

荆村遗址发掘带来的思考

荆村新石器时代遗址之发现及其
出土丰富多彩的器物填补并丰富了山
西地区新石器时代仰韶文化的内涵。
关于荆村遗址发掘情况，迄今为止，仅
有当年发掘的当事人之一董光忠先生
的《山西万泉石器时代遗址发掘之经
过》正式发表过，另外卫聚贤在《中国
考古小史》中亦详细总结了遗迹及遗
物，但遗址的发掘报告却因种种原因
未正式出版。据卫月望所说：“此批古
物，据传当时路经太原时，即被山西当
局扣留，现在的山西博物馆尚陈列的
有许多件，其下标签上均写‘万泉荆村
瓦渣斜出土’。由于发掘报告未能发
表，以致这一重要遗址的情况未能正
式披露于世。”父子二人均感到发掘报
告未正式出版一事确为遗憾。我们单
从荆村遗址发掘出土器物来看，其对
山西地区新石器时代遗址的重要性仍
是不容置疑的。

荆村遗址发掘出土的遗迹、遗物，
如果放到中华文明发祥地之一的黄河
三角洲区域来看，意义似乎更为重大。
关于荆村遗址的文化特色，据董光忠所
说：“由瓦渣斜所发现之新石器时代带
彩之陶器，而欲研究其与他各古代文
化区有无文化相似之处，能否用归纳
方法而研究各区相演之文化系统，俟
瓦渣斜发掘报告宣布于世后（约民国
二十二年六月出版），读者自能一目了
然。且易知其与夏县之西阴村（视李济
先生所著之《西阴村史前之遗存》），渑
池县之仰韶村（视阿尔纳氏所著之河南
石器时代之著色陶器）所出陶器代表之
文化实为近似。”

“二重证据法”及实际工作中运用
的“多重证据法”是考据观点成立的重
要方法。卫聚贤由于有科学考证方法的
指导，故而成果丰硕。但是在他对荆村
遗址发掘之后，直至现在，对出土器物
的研究仍有很长一段路要走，因此，草
就此文，通过今后不断去深入研究，在
此领域开花结果，这无疑是纪念卫聚贤
这位山西籍学者的最好方式。
（作者单位：太原市文物保护研究院）

卫聚贤与万泉县荆村
新石器时代遗址之发掘

吴鹏程

■学术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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