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苏羊遗址位于河南省洛阳市宜阳县张坞镇苏羊村西部、
下村南部，遗址坐落于洛河南岸的二级、三级阶地上，北临
洛河，南望熊耳山，遗址东西两侧有自然冲沟环绕，形成天
然的保护屏障，面积 60 多万平方米。为搞清苏羊遗址的范
围、性质、文化面貌、聚落形态及功能分区情况，2021年起，
洛阳市考古研究院开始对苏羊遗址进行连续性主动考古发
掘。目前，该遗址共计发掘面积1800平方米，发现了仰韶和
龙山两个时期的遗存，其中以仰韶时期为主。

聚落形态和布局

2021年以来，通过系统的调查和勘探，在遗址北部的苏
羊区发现了人工环壕、生活区、墓葬区、湖沼等重要遗迹现
象。此次发现的仰韶时期的环壕聚落，布局结构清晰，墓葬区
和生活区分离，各个功能区有着清晰的划分。

人工环壕位于苏羊区西部，宽 15-30 米，距现地表深
4.5-9米，整个壕沟连同遗址西边断崖将苏羊区西部围合成
一个封闭的区域。通过解剖发掘可知环壕分为三期，分属仰
韶文化早、中、晚期，且三期环壕存在相互打破关系，此次发
现的围合苏羊区西部的环壕时代为仰韶文化早期。通过近年
的发掘，在环壕外西南部发现仰韶文化中期面积达100平方
米大型房址和长度达30米以上的建筑基槽，说明该区域可能
是仰韶文化中期的聚落中心，推测仰韶中期的环壕的围合范
围应该大于仰韶早期，可能向南部扩移。在环壕内发现大量
房址、灰坑等生活遗存，此区域应为生活区。在环壕外侧西南
部发现一批排列有序墓葬，初步判断为一处仰韶时期的墓葬
区，其年代可能和环壕使用年代相当。在苏羊区东南角，勘探
出大面积的淤泥层，内含仰韶文化陶片，其平面呈近椭圆形，
东北西南走势，厚度7-8米，初步推测此处是一处湖沼遗迹，
为当时的居民储水或净水所用。

在下村区外壕沟东侧发现一处大型成人墓葬区，勘探发
现墓葬300余座，墓葬头向均朝西，南北成排，呈现出一定的
分布规律，根据出土遗物和地层关系初步推测其时代为龙山
文化时期。在下村区南部发现一条东西方向的壕沟，宽15-20
米，深度达8-9米，壕沟北侧遗存丰富，南侧遗存较少，推测
该壕沟可能是遗址的南边界。这些重要遗存的发现使我们对
苏羊遗址的范围、文化内涵、聚落形态布局和功能分区情况
有了初步认识。

生活区主要发现

清理出房址、灰坑和窖穴等遗迹，出土大量陶器、石器、
骨器等遗物，以及一定数量蚌器和玉器。房址主要为仰韶时
期，龙山时期房址仅发现一座。仰韶时期房址保存较好，多为
方形木骨泥墙房子，还有少量的圆形木骨泥墙和小型半地穴
房子。仰韶时期房址以F4为代表，F4是一处仰韶中期地面式
连间房址，平面近长方形，整体呈西北—东南走向，东西长
4.6米，南北长6.5米，部分区域保留有墙体，墙体残高0.2米-
0.4 米，在墙体上发现密集排列的柱洞，墙外壁有数层青灰
面，地面为经过细致加工的青灰色“水泥面”，非常坚硬光滑，
在中原地区同时期遗址中十分罕见。

为弄清生活区仰韶时期房址的建造方式和布局形态，重
点围绕F4、F5、F6、F7、F9、F16、F21及其周边相关遗迹展开发
掘。发掘表明这组房址的层位、建造方式、朝向基本一致，且
分布大致处于一条线上，推测应该是经过有意识规划，F4应
是这组房址的中心。龙山时期房址以F22为代表，是一处庙底

沟二期地面式连间房址，平面呈近长方形，整体
呈西南—东北走向，屋内地面为白灰面，南北残
长9.6米，东西宽度3.1米，屋内有三条隔墙。

灰坑分为袋状坑和直筒形坑，部分灰坑坑底和坑壁经
过加工，出土大量屈家岭文化风格的陶片。部分灰坑内出土
陶器数量丰富且风格单一，如 H31 单个灰坑出土屈家岭文
化风格完整陶器达20多件。H22出土的一枚兽首石雕，外形
似熊首，与红山文化半拉山墓地出土的石雕极为相似，初步
推断石雕可能为权杖柄端饰，在中原地区同时期的遗址中
首次发现。

环壕外仰韶早期墓葬区主要发现

该发掘区位于人工环壕外西南部，发现仰韶文化早期竖
穴土坑墓2座，瓮棺葬5座。

M5，墓圹平面近圆角长方形，长1.68米，宽0.3-0.38米，
头骨左侧随葬一枚穿孔蚌饰，时代为仰韶文化早期。发现的
瓮棺葬葬具为陶罐和陶钵的组合，陶钵倒扣在陶罐口部，罐
口向上，垂直放置在埋葬坑中间，罐内发现有儿童遗骸。

W1内出土人骨保存较好，经初步鉴定分析是一具年龄
为1岁左右的儿童骨骸，且人骨有病理特征。

清理多人二次埋葬人骨坑一座，时代可能为仰韶早期，
整个堆积平面呈近椭圆形，坑边线不明显，长径约4.4米，人
骨放置零乱，整体无明显规律。从颅骨看来，至少有上百例个
体（准确数字需全部提取之后才能确定），有男性也有女性，
有40-50岁的成年人，也有儿童，总体来看是白骨化之后的
二次埋葬。对于该人骨坑的性质和成因目前尚无法准确解
释，单从现场发掘情况来看，不排除暴力冲突的可能性。

该发掘区还发现大量仰韶文化中晚期遗存，主要有大型
半地穴房址和长度达30米以上的建筑基槽。其中F44和F47
为两座大型半地穴房址，F47叠压于F44之上。

F47为大型半地穴房址，目前仅存东半部，房址西半部被

破坏，整个房址平面近长方形，方向为东北—西南，南北长10
米，东西残宽5.1米（根据灶的位置推测复原后的宽度在10米
左右，整个房址面积接近100平方米），发现有房墙、壁柱、地
面、灶、烟道、斜坡门道等遗迹，地面经过处理，类似“水泥
面”，灶和烟道之间发现排烟孔。

F44目前被F47叠压，仅清理出东墙一条，长12米，墙体
内发现成排分布的呈半圆形的大型柱洞（附壁柱），推测房址
整体面积在140平方米以上，其性质可能是氏族公共活动的
礼仪性建筑。在发掘区的南部清理出一条东西方向长30米的
基槽（基槽东西两侧延伸至发掘区外），平面呈条带状，基槽
宽1-1.1米，基槽内有密集排列的柱洞，结合在基槽北部发现
大型房址，初步推测该基槽为大型院落围垣或聚落内功能分
区的隔墙。通过近些年的工作，在该区域发现仰韶中期大型
半地穴式房址、长度达30米以上可能为院落围垣的建筑基槽
等一系列重要遗迹现象，推测该区域可能是仰韶文化中晚期
聚落的中心区域。

龙山时期墓葬区主要发现

该发掘区位于遗址外壕沟东侧，发掘墓葬75座，均为竖
穴土坑墓，方向朝西或西北，葬式有仰身直肢和侧身直肢两
种，少量墓葬墓圹四壁放置数量不等的河卵石块，绝大多数
墓葬均无随葬品，少数墓葬随葬玉石钺和石器。墓葬之间存
在打破关系，初步推测该墓葬区年代应为龙山文化时期。
M46，头向朝西，仰身直肢葬，两股骨之间随葬 2 块玉钺。
M47，头向西，面向南，仰身直肢葬，随葬5件石器，分别放置
在墓主人的胸部、腹部和股骨上，其中3件有钻孔，可能为石
钺，最大的一件长36、宽15厘米。M70，头向朝西，仰身直肢
葬，墓圹较大，墓圹南壁和东壁紧贴墓壁分别放置2块、1块
河卵石，石块平整面朝向墓主人。

认识与价值

苏羊遗址是洛阳地区近二十多年来首次系统性、连续
性、科学性开展的新石器遗址考古研究工作，进一步深化了
河洛地区文明化进程的研究，遗址的发掘使我们更全面深入
认识中原地区在中华文明起源与早期发展中的地位和作用。

重要遗存的发现，为研究河洛地区仰韶时期的聚落形
态、布局和功能分区提供了重要材料。仰韶时期大型房址、人
工环壕、多人埋葬人骨坑等遗存的发现反映了当时社会强
大、有序的组织能力，也是仰韶中期社会复杂化的体现。一批
特征鲜明性质明确的屈家岭文化因素遗存的发现表明在仰
韶晚期的中原地区，长江流域的屈家岭文化和黄河中游的仰
韶文化已经存在深度交流碰撞。为探讨屈家岭文化北进对中
原地区的影响这一重大学术问题提供了新的宝贵材料。

龙山时期大型墓地的发现填补了河洛地区这一时期墓
葬研究的空白，为研究当时的埋葬制度、社会组织结构、社会
生产技术等问题具有重要意义。

从现存遗物来看，苏羊遗址延续时间从仰韶早期一直到
龙山文化晚期，文化序列从早到晚发展连续稳定，文化谱系
一脉相承，且含有大溪、屈家岭、红山、大汶口等诸多文化因
素，为不同区域之间的文化交流碰撞提供了新的材料。遗址
呈现出的不同区域多元文化在此交流与融合的场景，是中华
文明多元一体、兼收并蓄、绵延不断的重要见证。

（洛阳市考古研究院 西北大学 北京大学 执笔：谷向乐
任广 翟霖林 任萌 程召辉 安亚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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尚义四台遗址位于河北省张家口市尚义县石井乡四台
蒙古营村南，地属蒙古高原南部边缘地带，面积约15万平方
米。2004年发现，2020年至2023年，河北省文物考古研究院
等单位对遗址开展主动性考古发掘和研究，2023 年被纳入

“考古中国”项目。

重要发现与收获

目前主要发现了距今 10400-6400 年间的文化遗存，遗
迹主要为50余座房址，出土陶、石、骨、贝类遗物1500余件。
依据地层、测年、遗存特征将其分为四期：第一期遗存，距今
10400-9000年，发现包含旧新过渡因素的新石器早期遗存；
第二期遗存，距今7700-7400年，发现素面小平底筒形罐和
大口鼓腹筒形罐、石铲等新石器中期遗存，与一期遗存及周
边考古学文化相比较，呈现出新的文化因素，且农业因素突
出；第三期，距今7300-7100年，发现了典型的裕民文化的遗
迹、遗物，是内蒙古高原最南部的裕民文化遗存；第四期，距
今6800-6400年，发现以大口尖圜底罐为代表的一些遗存，
显示出与更远北方的文化交流与互动。其中，尤其以第一期
遗存最为重要，第二期遗存旱作农业因素突出。

第一期遗存 发现10余座聚集而居的半地穴式房址，面
积7-12平方米，平面近方形或长方形，穴壁极不规则。地面
皆四周高、中间凹。灶多为偏向房址一侧的地面灰烬堆积。柱
洞大多围绕穴壁分布。未发现门道。还发现双间排房，西北—
东南向，北室与南室通过中部的过道联通成排，过道底部残留
踩踏面。房址内出土打制石器、磨制石器、陶、骨、角器以及动
物骨骼等。打制石器有刮削器、砍砸器等；细石器多为锥形细
石核、楔形细石核、细石叶，以及楔形石核和预制石核毛坯，工
艺成熟，原料多为燧石、玛瑙等；磨制石器骨器主要为研磨器、
磨盘、棒杵；陶器多为残片，火候低、多夹砂或石英，陶色灰黑
或灰褐色，纹饰有戳印的圆圈纹、折线纹、划纹、网格纹，器形
有平底罐、尖底罐、板状器等。其中，2020F8内出筒形罐陶片为
两段式纹饰，上部饰六圈半圆弧状戳印纹，下部饰刻划的菱形
网格纹。另有较多的骨针、骨锥、骨簪、动物骨骼等。浮选发现
蓼属、藜属、禾本科、橡子等炭化颗粒及微体遗存。

第二期文化遗存 发现17座半地穴房址，成排分布，面积
8-12平方米，平面多为圆角方形和圆角长方形，灶多位于房
址中部，柱洞围绕穴壁分布，个别房址发现东南向短斜坡门
道、壁龛和多个灶。五座房址地面发现数量不等人骨。房址地
面上多留有陶器、石器、骨器及少量动物骨骼等遗物。打制石
器主要是石球，有的局部磨光；磨制类石器有磨盘、磨棒、磨
杵、有肩石铲、穿孔饼形器等。陶器主要是素面夹砂小平底筒
形罐、大口筒形罐。骨角贝玉器除了常见的骨针、骨锥、角锥
外，还有单刃和双刃嵌石叶骨刀、有孔发声器等，还有一些穿
孔贝饰、玛瑙珠等饰品以及玉玦。浮选样品中发现了数量较
多的橡子皮壳，并且发现有炭化的粟与黍和微体遗存。

第一期文化遗存，美国贝塔放射性实验室对房址中出土
的木炭、动物骨骼进行了碳十四年代测定，获得25个万年左
右和15个9000多年的系列测年数据，河北师范大学对典型
陶器进行光释光测年获得4个万年左右的数据。浮选的植物
目前主要发现蒿属和藜、禾本、菊科等。花粉组合指示这一时
期是稀疏森林—草原植被景观，气候温凉偏干，食草类动物
在周围活动频繁。动物骨骼初步鉴定种类有蚌、螺、蛙、鱼、
雉、鸟、鼢鼠、田鼠、野兔、刺猬、犬、狼、熊、小型猫科、黄鼬、

獾、梅花鹿、马鹿、狍子、麂、野马、野牛、野猪等，
犬可能存在家养。第二期文化遗存中浮选出炭化
的粟、黍颗粒，还发现驯化的粟、黍淀粉粒。

初步认识

构建旧—新石器过渡时期完整证据链 上
万年房址的发现，标志着人类从流动性生活方式
向定居形态转变，人类生业方式发生重大变革；
而且，从房址结构，出土陶器、石器等特征来看，
都呈现出了连续发展的过程。房址中发现的舌形

毛坯料、楔形石核、锥状石核、细石叶，完整地展现了一个由
楔形石核到锥状石核的发展过程，上承距今1.6万-0.8万年
发现较多的楔形石核、较少锥形石核的于家沟遗址，下启发
现较多锥形石核的黑土坡遗址，成为两个遗址之间细石器转
变的关键一环，而且细石器工业继承发展自泥河湾盆地一万
余年的楔形细石核技术传统，表现出文化与人群发展的连续
性，为中国北方旧—新石器时代过渡研究提供了非常典型而
且直接的证据，实现旧—新石器时代无缝链接。

建立起燕辽文化区文化谱系 遗址第一期文化遗存地
层关系清晰、测年数据连续，陶器的烧制，石器的压剥、打制
都非常成型，细石器、板状器、戳印纹的陶片组合，呈现出一
种全新的文化面貌，为一种新的考古学文化——四台文化。
陶器戳印的纹饰有的像“之”字纹、网格纹、窝点纹等与西辽
河流域兴隆洼文化，太行山东麓的易水流域的北福地有相似
的文化因素，可能是“之字纹”“窝点纹”等纹饰的源头之一，
这些发现将燕山南北地区、长城沿线、辽西地区联系起来，可
称之为“燕辽文化区”，为探讨中华文明的起源过程提供了一
个全新的视角。

有效推动我国北方旱作农业起源研究 第二期文化遗
存中发现炭化的粟与黍颗粒，是继东胡林、兴隆沟、兴隆遗址
之后，再次发现粟黍等植物遗存，而且，四台遗址发现大量的
石磨盘、磨棒等研磨加工工具和石铲类翻土类工具，并有石
斧等砍伐器具出土，结合淀粉粒、植硅体等微体遗存等综合
分析，表明在距今7700-7400年前后，四台先民栽培农业已
经占有一定地位，四台遗址第二期文化遗存为我国北方旱作
农业起源增添了新的实证，对我国北方地区旱作农业起源研
究起到重要推动作用。

为生业与环境关系提供范例 地球在经历“新仙女木事
件”之后，进入了一段回暖期，根据四台遗址的初步研究结果，
遗址在距今11000-8000年的全新世早期，植物资源较为匮

乏，降水较少，属于较为温凉偏干的阶段，孢粉分析结果显示
此时遗址周边蒿属、藜属的植物所占的比例特别大，同时也分布
着少许木本植物，这一时期的人类主要靠采集来的食物维持自
己的生存需要。植物考古表明，距今10000年前后四台先民主要
利用小麦族、橡子、块根块茎类、蒿属、藜属植物资源。

距今8000-7000年，当时蒙古高原迎来了全新世大暖期，
气候属于比较暖湿的阶段，遗址周边发育栎属等乔木花粉最
高，显示地貌主要为温暖湿润的森林—草原所占据，暖湿环境
使得粟、黍及其野生近缘种能够茁壮生长，而竹亚科、芦苇的
发现及湖泊沉积物、孢粉分析，表明遗址周围有丰富的水域环
境，这些都有利于粟类植物的生长，为四台先民驯化产生和发
展提供了良好的环境条件，加之前一阶段先民对粟类植物的
长期采集、利用，已经掌握了关于粟类植物生长所需条件以及
生长特点的知识，由此四台人逐步减少对植物采集，进而有意
识地开始了对粟类植物大规模的利用及驯化。此时四台先民
依然采集小麦族、橡子、块根块茎类植物，但驯化粟类植物已
经是先民比较重要的食物来源，农业经济不断在挤压采集经
济的占比，但仍然没有超过采集经济的比重。

动物考古表明，距今10000年前后，遗址周边古环境为适
宜野生动物生存的稀疏—山地草原环境，有一定的河湖等水
源，也表明四台先民的生业模式以狩猎经济为主，肉食来源
主要为野生鹿类、野猪、野马、野牛等大中型哺乳类动物，鱼
类、鸟类和淡水贝类等也是其补充性肉食资源，到了距今
7700-7400年前后，遗址中出土的动物骨骼极少。这些都表明
四台先民采用的是广谱性生计策略，距今10000年前后以狩
猎采集经济为主，距今7700-7400年依然是狩猎采集经济，
但旱作农业经济比重大幅上升。这些充分表明环境与人类活
动和文明变迁有着密切关系。

延伸历史轴线 泥河湾盆地建立起了距今176万年到1
万年人类历史文化发展演化序列，尚义四台遗址发现距今
10400-6400年间的新石器时代早、中期文化遗存，大大地延
伸了历史轴线。遗址万年前的房址，结构形制统一、明确，且
数量多，开中国北方地区定居之先河，将北方地区定居史的
轴线延伸至万年前。而定居是农业的前提，遗址第二期文化
时期，粟黍栽培农业占有一定比例，且呈现出随着时间推移
野生性状粟类淀粉粒在减少，驯化性状淀粉粒在上升的态
势，进而表明在冀蒙交界地区存在粟类植物起源与驯化的完
整过程，从而将北方旱作农业史很可能延伸到万年前。万年
左右陶器的烧制，石器的压剥、打制都体现出高超的手工业
技术水平。最终这些为中华文明起源奠定了深厚根基。

遗址价值

四台遗址10000年前后房址的发现，体现出了稳定的定
居方式，是北方地区目前发现最早的定居村落。其文化面貌
反映出来的区域特征，突破了以往我国北方区域考古学文化
的认识，将燕山南北、长城沿线和辽西地区联系起来，形成一
个大的文化区——燕辽文化区（或称之为北方文化区），填补
了燕辽考古文化区新石器时代早期文化研究空白，是探索中
国北方走向农耕定居的新石器时代早期文化格局、旧—新石
器时代过渡、旱作农业起源的关键性发现之一，是我国北方
地区万年文化史的实证。（河北省文物考古研究院 张家口市
文物考古研究所 尚义县文化广电和旅游局 执笔：赵战护
龚湛清 李军 张智海）

从2011年开始，秦始皇帝陵博物院对秦陵外城西
侧展开详细的考古勘探工作，面积50余万平方米。发
现 9 座大、中型墓葬，整齐有序，东西一字排列。从
2013年开始，对其中的QLCM1（简称1号墓）进行了
持续发掘。目前已经基本完成了墓道、墓室和3座车马
陪葬坑的发掘。

1号墓位于秦始皇帝陵园外城西侧约440米处。平
面呈“中”字形，坐南面北，由南、北墓道与墓室三部分组
成。墓道两侧有三座车马陪葬坑。墓葬南侧、西侧有壕沟
环绕；北侧为断崖；东侧为古河床，形成相对独立的墓园。

1号墓全长约100米，总面积约1900平方米。墓室
呈长方形，上口南北长29、东西宽28米；墓底南北长
12、东西宽9.6米，深15.6米。墓壁有三层台阶，墓室分
布大量木炭。墓上曾存在着封土。

墓室中心棺椁塌陷、朽坏严重，遗迹堆积厚20-40
厘米。初步判断，有两椁两棺。人骨残留较少，可见头
向朝南，直肢葬。已将主棺椁整体打包提取到实验室，
搭建了室内考古发掘平台，正在进行室内清理。

墓内出土大量陶器、铜器、玉器、铁器以及金银质
地的小型明器。陶器器形有茧形壶、缶、罐、豆、盆等。
青铜器有鼎、豆、钫、壶、盘、甑、灯以及编钟、琴轸等。
玉器有玉圭、玉璧及小玉鼎等。兵器有铁剑、铁甲、带
廓铜弩机、铜戈等。小型明器有金银骆驼、舞袖俑、吹
奏俑、百戏俑、马俑、骑马俑、猎犬、银盒等。另有金带
钩及数量较多的铜半两。

北墓道直通墓底，为主墓道。在北墓道清理出一
辆四轮独辀木车，木车遗迹保存完整。木车总长约7.2
米，上带有完整方形彩绘车盖，东西宽2.6米，南北长
4.2米，红色鲜艳，保存完好，已清理出铜质盖弓帽19
个，均套于盖弓上，盖弓遗迹保存较好；车盖下压有方
形木架，当为车舆。上有曲尺形、圆柱形铜构件。车舆
两侧共有4个车轮，附有大型铜质车軎。车衡与车辕十
字相交，衡上有两个车轭，均保存完整。

陪葬坑P1位于M1南墓道西侧，相距约1米，南北
长8.3、东西宽5.5米，深4.2米，为木椁式结构。发现三
个盗洞，遗迹和遗物均受到不同程度的破坏，残留四
马驾独辀木车一辆，犬类动物遗迹一副，遗物主要是
青铜车马器。

陪葬坑P2位于M1北墓道东侧，相距约1米，南北
长9、东西宽6米，深4米，木椁式结构。出土四马驾独
辀木车一辆，马骨保存基本完整，均佩带马勒等马具，
处于驾车状态；木车已朽，车上可见盖弓帽、辖軎、弩
辄、角柱饰等青铜构件，同时保留有少量彩绘遗迹。

陪葬坑 P3 位于 M1 北墓道东侧，与 P2 相距约 17
米，南北长27、东西宽5米，残存深度约2米，面积135
平方米，为三个陪葬坑中面积最大的一个。发现盗洞
13处，对陪葬坑造成巨大破坏。根据残留遗迹来判断，
埋藏5组车马（一组为羊车），包括独辀木车4辆，双辕
木车1辆。马头均朝北，车在马后。

第一组为2马驾独辀木车；第二组为双辕木车，车
马残长约5.6米，车前驾5马，分两排，前排2马，分列左
右最外侧，后排3马并列居中，中间一马左右两侧各有
一道木质车辕，两辕相距0.75米，残长约0.6米和1.15

米，上有对称分布的铜环；第三组为2马驾独辀木车；第
四组为4马驾独輈木车；最后一组为六羊，并列一排，骨
骼保存完整。身上装饰有类似于驾马的铜节约、带扣、
铜环等青铜马具，显示出处于驾车状态——当为羊车。
羊骨身后车辆被破坏。坑内出土器物主要是车马器，包
括盖弓帽、铜泡、节约、辖軎、车轙、角柱饰、衡末饰、轭
顶饰、铜环、马衔鏣，以及铜盆、铁斧、铁铤铜镞等器物。

通过对墓葬及其陪葬坑的发掘，取得了许多前所
未有的新收获和新认识。

首先，填补了秦代高等级贵族墓葬考古的空白。1
号墓为一座大型中字形竖穴土圹木椁墓，是目前已发
掘的规模最大、等级最高、保存最好的秦代高等级贵
族墓葬，填补了秦代高等级贵族墓葬考古的空白，是
研究秦代高等级贵族丧葬制度乃至中国古代帝陵制
度的极具价值的考古资料。

其次，“帝国第一陪葬墓”见证历史变革。此墓从
属于秦始皇帝陵的特征显著，与秦始皇帝陵整体规划
设计紧密相关，时代为战国晚期到秦统一；墓主等级
极高，是帝陵规制下的“帝国第一陪葬墓”。它见证了
夏商至战国晚期王陵“集中公墓制”的消亡，昭示了战
国晚期到宋元明清帝陵“独立陵园制”的形成与确立，
折射出中国古代中央集权制度由血缘政治到地缘政
治的巨大历史变革，极大地丰富了对秦帝国统一前
后物质文化以及所代表的制度文化的认识，具有非常
重要的学术价值。

第三，多种形式、多种形制和多种用途的车辆，集
中出土于一墓，极其罕见，对研究秦汉时期丧葬用车
及陪葬用车提供了独一无二的资料。墓道中的四轮独
辀车是目前考古所发现的唯一一辆埋藏于墓中的四轮
车实物，初步判断，它与棺柩下葬密切相关，可能是下
葬时运输棺柩的载柩车。就目前的考古发现来看，属于
一种非常少见的丧葬现象。陪葬坑中出土的5组车马
（含羊车），形式形制不同，用途迥异，集中反映了男性
墓主生前出行的盛况，展现了秦帝国时期陪葬车马形
制与组合的新变化、新形式，是中国车制变革和发展演
变过程中极为重要的实物资料。同时，丰富了车马陪葬
坑的内涵，对认识墓主的身份也提供了一定的参考。

第四，是秦文明、中华文明开放包容特性的体现。
1号墓保存较好，出土文物种类较多、数量较大，等级
质量较高，其中不少为首次发现，尤其是小型金属俑
的立体造型艺术，与兵马俑的艺术风格相似，代表了
秦代极高的艺术水平和高超的制作技术，对于秦人、
秦国、秦代的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等诸多领域的研
究提供了重要资料；也是研究当时文化交流、文化融
合，研究华夏文化由“多元”到“一体”演进、升华的历
史实证，体现出秦文明、中华文明开放包容的特点。

总之，1号墓的发掘，是近年来秦始皇帝陵考古的
一项重大收获。它反映了处于变革时代的秦的社会生
活的方方面面，包括制度上的变革、礼仪上的变革以
及技术上的变革，是研究战国晚期乃至于秦时期的政
治制度、丧葬制度、社会生活和文化交流范本。（秦始
皇帝陵博物院 执笔：蒋文孝 邵文斌 冯锴 王超翔
卢闻弦 张军）

驮篮山遗址位于江苏省徐
州市鼓楼区驮篮山路以北，荆马
河以南，总占地面积约28万平方
米。根据考古发掘需要，由南向北
编号为Ⅰ、Ⅱ、Ⅲ区。三个区域共
清理各类遗迹单位144个，Ⅰ区
共清理各类遗迹单位27个，其中
灰坑8个、沟4条、墓葬13座、路2
条。Ⅱ区共清理各类遗迹单位62
个，其中灰坑26个、沟14条、房址1座、路3条、采石楔
窝3个、墓葬15座。Ⅲ区共计清理各类遗迹单位55个，
其中灰坑34个、墓葬15座、路1条、坑5个。

本次考古发掘最重要的是揭露一批西汉时期的
文物遗存，且与驮篮山楚王墓陵园有着直接关系。

主要发现

Ⅱ区揭露建筑基址F1，东距驮篮山楚王墓350米，
为一座带回廊的长方形建筑基址，东西残长50米，南北
残长19.5米，从其分布的散水石、柱础石以及倒塌堆积
来看，该建筑已经落成。从其所处位置及其规制来看，
该建筑基址应为陵园内一座重要礼制性建筑。

Ⅲ区西侧揭露1处楚王夫人墓地。该墓地距离驮
篮山楚王墓北侧 200-400 米，墓葬形制主要分为两
种，竖穴石坑墓和竖穴石坑洞室墓。其中有4座未开凿
完成墓葬为 M2、M8、M11、M13；竖穴石坑洞室墓 7
座，为M1、M3、M4、M7、M9、M10、M12；竖穴石坑墓4
座，分别为M5、M6、M14、M15。从出土文物组合及形
制来看，墓葬时代从西汉早期延续至西汉中期，墓葬
均为单人葬，头向南，朝向楚王墓。通过对随葬品及人
骨形态分析，确认部分墓主为女性个体。

《汉书·外戚传》载：汉兴，因秦之称号，帝母称皇
太后，祖母称太皇太后，適（嫡）称皇后，妾皆称夫人，
又有美人、良人、八子、七子、长史、少使之号焉。至武
帝制婕妤、娌娥、榕华、充依，各有爵位，而元帝加昭仪
之号，凡十四等云。从墓地所处位置及形制，初步推断
为驮篮山楚王墓的祔葬墓，且楚王墓东部已有王后墓
存在，因此该墓地应为楚王的夫人墓地。

Ⅰ区和Ⅲ区均发现汉代采石遗存，Ⅰ区和Ⅲ区发
现多处采石楔窝，据其形制观察，为典型汉代开凿方
式，应为开采小型石材的孑遗。Ⅲ区内共揭露5座石坑
遗迹，其中K1-K4位于地块西南角，典型的汉代开凿

方式，且均未开凿完成。根据其所处位置及形制结构，
推测或因特殊历史事件导致未开凿完成。K5位于地块
东侧，为一处开采塞石的采石坑，东距驮篮山楚王墓
275米。从其形制与既往资料对比分析来看，为典型的
汉代采石工艺，出土一整套开采工具，如铁凿、铁錾、
铁斧、磨石等，为研究汉代采石工艺提供重要的材料。
采石坑内塞石尺寸与驮篮山楚王（后）墓中使用塞石
基本一致。由此可证驮篮山楚王（后）墓内使用塞石，
应来源于墓葬周围山体区域。

驮篮山楚王（后）墓开凿时废弃的碎石堆积坑。碎
石堆积区位于Ⅰ区北侧，西南角距离楚王墓约187米。
碎石堆积坑大致呈椭圆形，剖面为锅底状，东西跨度
约28、南北宽约23米，深度约1.7米。坑内堆积有大量
碎石块，部分石块可以看出明显的凿痕，石渣内夹杂
少量碎陶片及铁质工具等。根据其分布范围及堆积情
况，初步判断为开凿楚王（后）墓废弃的碎石渣遗存。

本次考古发掘虽未发现明确的陵园垣墙遗存，但
通过对发现的汉代遗存进行梳理，比如夫人墓地、礼
制性建筑等都应处于陵园范围之内，初步推算的陵园
东西、南北跨度至少为600米。

发掘价值

本次驮篮山遗址考古发掘工作，揭露西汉时期采
石坑、道路、建筑、墓葬等文物遗存，这些遗存皆与楚
王墓陵园有比较明确的关联关系，属于陵园设施重
要组成部分。为解决驮篮山楚王墓时代、墓主身份、
陵园范围及文化内涵提供重要线索，该遗址发掘，改
变了对徐州楚王墓陵园格局现有的认识，将推动西
汉楚王陵寝制度、时代演变规律乃至诸侯王陵墓制
度的研究。

（徐州市文物保护和考古研究所 执笔：刘照建
王庆光）

江苏溧阳古县遗址位于江苏省溧阳市古县街道永
平小学东南侧，地处溧阳城南7.5千米，现存面积约18
万平方米。遗址所在原为一处直径约600米的近圆形
台地，周边河道环绕。城址坐落于台地东南，地势西北
高东南低。源自西南岗丘的茶亭河流经遗址南侧，沟通
了溧戴河、胥溪和丹金溧漕河，串联了河道密布的江南
水网系统。

2020 年至 2023 年，南京博物院等对溧阳古县遗
址进行了持续的考古工作，揭示出城墙、道路、礼制建
筑基址、院落建筑基址、水井、灰坑、灰沟、窑址、墓葬
等诸多重要遗迹现象，出土了大量的瓷器、陶器、铁
器、铜器、砖瓦建筑构件等各类生产生活遗物，取得了
重要收获。

城圈与城门 目前，考古工作已将古县城圈初步
围合，在城圈近中间位置的南、东、西三面各有一处缺
口，当为城门位置所在。

对北城墙的解剖发掘显示，北城墙营建于生土层
上，平整地表后立柱定边，而后起筑夯层，城墙底部夯
层为夹杂少量碎石的细密黄土，其上以碎石子、蚬螺壳
等物填充，再覆以细密黄土层层夯筑，夯层厚度10-15
厘米。城墙内外两侧皆以青砖包砌，局部可见有二次堆
筑加固迹象。墙体宽约7-9米，现存高度0.8-1米。

南城墙距北城墙110-115米，距南侧河道50-80米。
与北城墙营建模式不同，南城墙之下发现有厚厚的垫土
堆积和密布的地钉遗迹，或因临近河道、地势较低缘故，
在堆筑的垫土之上夯筑城墙，以细密黄土层层夯筑，夯层
厚度5-10厘米。城墙两侧有单砖包砌，间以规律柱网加
固。南城墙宽6.5-7米，现存高度0.4-0.6米。

南城门位于城墙中部偏东，为城内南北向道路出
口处，缺口宽约4米。两侧的门墩以黄土夯筑，其上柱
洞规律分布，墩体边缘处残存有少量包砖。在此处的发
掘过程中出土了较多板瓦、筒瓦、瓦当等建筑构件。

东城墙与西城墙是通过城内路网的探寻来确认
的，城内东西向干道的两端与城外道路交汇，缺口处正
是门道位置所在，两侧门墩及包砖指示了东、西城墙的
位置和走势。东、西两侧城墙保存较差，皆起筑于生土
层上。东城墙缺口两侧有黄色夯土基址，发现有密集且
规律的柱网分布，当为门墩基址所在。西城墙缺口两侧

皆有包砖，为单砖错缝平铺的砌筑模式。
由此初步勾勒的溧阳古县城址平面近长方形，南

北城墙略长，东西稍窄，北城墙长约150、东城墙宽约
100、南城墙长约 150、西城墙宽约 115 米，城周约 515
米。城址方向为北偏西10°左右。

道路与排水 城内的道路呈“十”字形分布。上层
路基以蚬螺壳碎或黄土铺就，下层有多期砖铺路面。路
层堆积反复叠压，有左右摆动迹象，路基宽度 4 米左
右。道路两侧皆有排水沟发现，并于“十”字连接处交
汇，指示为城内重要的排水设施。在西城门揭露的水沟
与城外排水沟相连。

此外，在南城墙外侧、东城门外侧、北城墙外侧皆
揭露有紧邻城墙的道路，路基以蚬螺壳、黄土和残碎砖
瓦片铺就，宽度4-6米不等。据此可知城墙外侧应存在
一圈环城路。

南环城路的路边发现有分布规律的柱洞遗存，疑
为城南侧的建筑遗存。在道路边清理了多座由盖罐、碗
罐、砖罐组合的孩童瓮棺葬，可能与“小孩葬于道”的风
俗相关。北环城路发现有清晰且密集的车辙痕迹，在路
边还揭露出一条宽约1.5米的灰沟，距地表深约1.3米。
结合钻探数据来看，这处灰沟可与城北及城西外的排
水沟相连，沟宽1-20米不等，深0.8-2.5米。排水沟可
以南连河道、东接洼地，起到排泄来水、防护路基和城
墙的作用。

建筑遗存 在城外西北部的高地上揭露出一处
“外圆内方”的建筑遗存，圆台地直径约14米，以细密
黄土层层夯筑，台地中部以青砖砌筑了边长约5.5米方
形建筑。建筑上层的堆积中出土了较多的青砖、板瓦、
筒瓦和瓦当等建筑构件。部分青砖模印纪年铭文“建武
元年八月……”“咸康四年……”“兴宁……”。东侧 40
米发现有排列密集、分布规律的柱洞遗存，应是建筑遗
存的重要组成，上层堆积中出土有较多的砖瓦建筑构
件，部分筒瓦上反书模印“大兴元年七月十日”铭文。

院落遗存分布在城外东北部，地势相对较低，东侧
临近水渰。现揭露出一处面阔三间、进深四间的院落式
建筑基址，院落坐东北朝西南，整体以城址为朝向。建
筑基础铺垫有厚约0.5米的黄土层，其上营建建筑，残
留部分砖墙，发现柱洞和砖铺面，房址各单元以砖路联
结，布局颇为规整，营建面积达1000余平方米。院落上
层堆积中出土了大量的生产生活遗物和建筑构件。院
落南部有一条宽约5米的路基东西向分布，根据发掘
和解剖的层位关系来看，此路与院落同期使用，并沿用
至唐宋时期。

另在南城门外、东城门外也钻探发现有黄土铺垫
的建筑遗存分布，疑为类似的城外居民区范围。

此外，在城址东北角发现1座春秋时期硬陶窑址，
出土了大量的印纹硬陶器物残片，质地坚硬，烧成火候
较高，具有较为成熟的烧制工艺。硬陶器形有坛、罐、
瓿、尊、器盖、碗、盂、豆等，与江苏及周边地区江南土墩

墓所出同期器物类似，这是首次在江苏境内科学发掘
的春秋印纹硬陶窑址。

其他还有汉代水井、灰坑，北宋墓葬，清代灰坑等
遗存发现。在城墙或城内高地处发现多座北宋墓葬，说
明其时的古县城已然荒芜。

同时，在配合城市建设过程中对遗址南的古河道、
古县渰，周边山丘岗地上的六朝墓葬等遗存进行了调
查确认，汇总了信息。

出土遗物 自2020年发掘至今，溧阳古县遗址内
出土了大量春秋、汉代、六朝及明清时期的遗物标本，包
括硬陶、陶、釉陶、瓷、铁、铜、金、银、石、琉璃、骨、砖瓦构
件等各类质地生产生活器物，器形有罐、壶、碗、钵、盘、
盂、盆、砚、灯盏、铁锸、铜镜、铜钱、头饰、骨器、建筑构件
等，可复原器物数量超过7000件，真实再现了古县先民
的生产生活状况。其中，六朝时期遗物最为丰富，占出土
器物总数的八成以上，基本包含了其时社会生产生活的
方方面面，尤以瓷器为大宗，可辨窑口有德清窑、越窑、
洪州窑、岳州窑、温台地区窑口、长沙窑、宜溧窑等。

溧阳古县遗址地望环境及其文化内涵与史料记载
的六朝“永平”“永世”县高度契合，可基本确认为县治
所在。

重要意义 溧阳古县遗址的发掘，明确了城址四
至和城门分布，发现了城内“十”字干道和城外环城路
网，揭示了城内外排水系统、城外礼制建筑遗存和院落
遗存，首次较为完整地揭露了六朝时期县城遗址的结
构布局。

城址营建技术上具有南方或区域内的特点，如多
用木桩地钉加固、蚬壳当石灰使用……是六朝时期东
南地区与山越相关的重要城池，是东南地区民族融合
的重要实证，补足了江南六朝县城的形制布局等资料，
在中国古代城池（市）史上具有十分重要的实证价值，
提供了多时段城址发掘与文明延续发展的历史断面。

“郡县治、天下安”。溧阳古县遗址的发掘为全面客
观地解读六朝“永平”“永世”县治及其前世今生提供了
科学依据，为整体深入解读其时社会生产生活面貌、探
索城址发展变迁、深化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的研究
提供了十分难得的六朝县城遗存样本。（南京博物院
江苏省文物考古研究院 执笔：高伟 曹昕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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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内“十”字路及两侧排水沟（上为北）

南门道航拍及平面示意图（上为北）

香山寺，是唐宋时期“龙门十寺”中的皇家寺院。寺
院遗址位于河南洛阳龙门石窟东山南麓，坐北朝南，隔
伊河与西山石窟群相望。

遗址现存4万余平方米，由多级台地组成，主体部
分自南向北地势逐渐升高。1965年，配合洛阳轴承厂疗
养院建设工程，龙门文物保管所曾进行了100平方米
的抢救性发掘，发现建筑遗迹。20世纪80年代进行了
考古调查，2009和2018年进行了考古勘探，结合历史
文献，确认为唐宋时期的佛寺遗址。

为解决香山寺与东山石窟的内在关系及寺院平面
布局、历史沿革等学术问题，研究院编写了香山寺遗址
考古发掘中长期计划。龙门石窟研究院与北京大学、洛
阳市考古研究院联合组成香山寺遗址考古队，于2016
至2023年对香山寺进行了考古发掘。2016年发现的建
筑基址，编为1号；2017年发现的建筑基址，编为2号。
2023年揭露出殿基基址及附属遗迹，均取得了重要成
果。现将发掘情况介绍如下。

重要遗迹

1号建筑基址位于第一级台地东南部的小台地上，
发掘面积350平方米。建筑基址平面呈方形，内边长约
800厘米，四边为一圈碎石块垒砌，石墙内地面据地表
100厘米。正中为一半地穴式遗迹，平面呈方形，西边完
整，边长约160厘米，南、北边的东段残，残长120厘米，
为利用基址内的地面山岩向下凿出，但破坏严重，确认
为舍利瘗埋空间（地宫）。其内部形成回字形平面，中心
为一浅台，南北宽120厘米、东西残长93厘米、高3厘
米，表面粗糙，台周围一圈有宽20厘米的浅凹槽，用以
镶砌石板或砖，围合浅台，以构筑成方形封闭空间或墓
室。基址内堆积较多碎砖，地面残存有铺地砖，推断为
佛僧舍利瘗埋塔基，中心为墓塔地宫。

2号建筑基址位于第一级台地中部稍偏北，台地海拔
236米，台地总面积4000多平方米，发掘面积计2050平方
米。发现遗迹主要有：北部居中的砖构遗存、方形夯土台
基和东西南三面踏道基础、散水和台基上的磉墩遗迹。踏
道及部分台基残损，但建筑规模和结构布局较完整。台基
方形，边长27米，平面呈“回”字形，夯土较实。经解剖，分

早晚两期，两期建筑轴线方向基本一致。
早期建筑为唐代地面砖构遗存和地下

夯土基槽及外围地面。砖构遗存居台基正
中，方形平面，边长900厘米，外围因夯土围
合而成一方形大坑，残深 130 厘米，底部土
质纯净，地面残存长砖墁铺，壁有砌砖迹象，
长砖大小基本一致，长35厘米。砖构遗存中
心有一边长131厘米的正方形小土坑，四壁
较整齐，内填细夯土，底有一层细沙抄平。小
坑中出土石函、带孔石板和佛教石像残件等，

已扰动。砌砖可见条砖和手印纹砖，局部残存一至十一
层。据遗迹遗物，判断砖构遗存为塔基，小方坑为地宫。
塔基地下夯土基槽夯筑质量高，夯层厚8-12厘米。

晚期建筑由地上夯土台基和附属设施组成。夯土
台基居砖构遗存周围，夯土包裹砖构遗存100厘米深。
台基表面清理出环绕中部塔基的 26 个磉墩遗迹，已
残，其内外两重、每面6个，对称分布，个别有碎石块。
台基周围以条砖和石块垒砌形成包边。西北角斩山而
成，并利用山岩一部分作为台基包边。台基外东、西侧

近中部各有一长方形踏道，南侧中部
有左右对称的长方形双踏道，北侧近
山体而无踏道。台基南侧的双踏道间
隔数米，单个踏道宽390厘米、南北进
深 290 厘米。台基包边外侧残存散水
一圈，宽100-115厘米，部分地面方砖

铺砌、磨砖对缝。散水外沿由两排条砖

并排侧立包边，外侧再用牙砖固定。据柱网
结构，推断晚期台基上建有一木构建筑。

2023年于第三级台地发掘殿基基址。西半部揭露
出的条石墙基，平面呈曲尺形，各条石长100-166厘米
不等，外侧露明部分雕刻细腻，上表面有磕绊，内侧为
夯土。南石墙南侧有一八边形石莲座，直径87厘米，相
距260厘米。东半部发现一处条石垒砌的坡状遗迹，西
高东低，上下两层条石叠压，南北向水平面上为三块
石。因部分被砖瓦堆积叠压，尚未揭露完全，长度暂不
明。建筑东、西半部的条石外直线相距约26米。

出土遗物

出土遗物有石刻、建筑构件和陶瓷器、铜铁器等，
建筑构件为大宗。另有鎏金铜器残片、铜造像等。

1号塔基出土有条砖、不规则砖和瓦片、瓷片、铁
钉、宋代铜钱等。

2号台基出土有建筑构件、佛教造像、舍利器具、铜
钱等。建筑构件，分石质和陶质。石质类：一类是门砧石、
石门槛及石螭首，减地浮雕及阴线刻有狮子、犀牛、大
象、独角兽、胡人、乐器、天王像等精美图案。另一类是
砖，有数十万斤，为砖塔之物。陶质类有青掍瓦和瓦片。
石造像有佛头、女俑头、力士头等，残留妆彩涂金痕迹。
舍利器具有石函，长60厘米，前后档宽40-30厘米、高
39.5-31.5厘米。石函侧板及后档板阴线刻青龙、白虎、
玄武等四神图案，前档板刻石门，未发现盖板。

建筑年代及瘗葬者

据地形、砖构遗存、舍利瘗埋空间构造和出土遗
物，结合文献，判定 2 号砖构遗存为具瘗埋功能的砖

塔，年代为7世纪后期，初步推断瘗葬者为入唐的天竺
高僧地婆诃罗。2号台基有前后两期，经历过改扩建，根
据磉墩遗迹和散水构造，推断塔基外晚期夯土台基和
散水于中晚唐时重修，并建有大型木构殿堂建筑。第三
台地上的殿基初步推测为唐宋时期大殿基址。

重要价值与意义

香山寺遗址考古发掘取得了重要收获，获得了一
些初步认识：

第一，1号、2号建筑基址是香山寺的塔基遗存。2
号塔基所处台地最高最好，为塔所最早占据和最先修
建，塔居殿后。综合分析，推断瘗葬者为入唐的天竺高
僧地婆诃罗，因武则天敕葬，规格较高。经后期扩建，塔
基外围晚期夯土及散水于中晚唐时重修，其上修建了
大型木构殿堂建筑，后毁于北宋末或宋金之际。

第二，寺依山而建、因山就形、因地制宜，重要建筑
分布于各台地。考古工作不仅将陆续揭示出香山寺平
面布局、建筑构造、历史沿革及与东山石窟区的内在关
系，而且为深入研究龙门石窟与周边寺院关系、唐代两
京地区的佛寺考古、特别是山地寺院考古以及中古时
期佛寺布局等问题提供重要资料。

第三，2号台基的踏道、散水及铺砖构造，为研究唐
宋时期建筑台基踏道及周边营造范式提供了实例。

第四，对大殿基址的发掘，初步了解了地层堆积和
文化层面貌。石条墙基、夯土、斜坡状条石遗迹及其他
附属设施和砖瓦堆积等遗迹，为初步认识建筑范围、平
面布局提供了重要资料。初步推测大殿基址有条石垒
砌，左右两侧有踏道、轩廊及厢房等附属建筑。

第五，唐代两京地区寺院遗址完整发掘者尚无。2
号塔基为目前经考古发掘的唐代高僧墓塔，也是唐东
都洛阳地区唐代塔基经考古发掘的时代最早者。塔基
下舍利瘗埋空间构建及石函为古代舍利瘗埋制度与舍
利器具研究提供了重要资料。石函及石门构件的图案
题材、风格特征和工艺水平，为研究唐代美术工艺、丝
路文化、东都佛教艺术、中外文化交流与融合等提供了
重要资料。（北京大学 龙门石窟研究院 洛阳市考古研
究院 执笔：路伟 裴佳丽 孙嘉茹 韦正 史家珍）

窑窿坡窑址位于湖南省怀化市中方县中方镇顺福
村桐林组。窑址位于舞水河西岸区域，分布面积约
20000平方米。2020年10月，为配合怀化市高新区工业
园舞水路建设，湖南省文物考古研究院对舞水路建设
范围涉及的桐林古墓群（楚汉墓葬）、窑窿坡窑址（明洪
武砖窑）进行了考古调查，其中窑窿坡窑址发现砖窑59
座，因部分区域暂无法展开调查，根据窑炉分布密度，
推测该窑址窑炉约 80 座，保存状况较好。2021 年和
2023年，根据舞水路建设需要，对道路建设范围内的古
墓葬和砖窑进行了抢救性考古发掘，共发掘楚汉墓葬
149座，明代城墙砖砖窑20座，汲水坑1座，共出土明洪
武时期城墙砖2000余块及窑工生产生活用具百余件。

主要发现

经过两年的考古发掘，探明了窑窿坡窑址的规模
与布局。该窑址目前已探明砖窑59座，砖窑均为地穴
式馒头窑。窑炉根据建设位置可分为两类：一类为利用
山体四周坡面建设砖窑，此类砖窑利用山体四周自然
断面或人工修整后的断面，于窑门外修建窑道至窑门
处，再向内掏空山体，修造窑门、火膛、窑床和烟囱等设
施，形似窑洞；另一类为分布于山体中部，缺乏可利用
的山体断面，故采用人工发掘深坑状窑道（操作间），待
其深度超过窑室设计高度后，再利用坑壁形成的断面
向内掏空山体，修造窑门、火膛、窑床和烟囱等设施。两
类砖窑主要源于其建造区位的不同而产生形制差异，
窑门、火膛、窑床、烟囱等设施形制一致。窑室的大小略
有差异，一般3至5米不等；空间大的窑室采用3个烟
囱，较小的采用1个烟囱。

出土城砖共2000余块，城砖形态上呈长方体，形

制统一，平均长度约 40 厘米、宽度 20 厘米、厚度 12
厘米，重量 18 至 21 公斤。城墙砖表面呈青灰（黑）色，
部分砖窑火膛内发现炭屑和未烧尽的木炭，与《天工
开物》记载砖色“用薪者出火成青黑色”相一致。城墙
砖表面常见烧制时各砖叠放形成的痕迹。城墙砖依
监造官员姓名不同，可将其分为两类。第一类为“辰
州府提调官通判黄载 司吏范应贞 沅州提调官判官
庞栋 司吏陈原善”，另一类为“辰州府提调官通判庞
栋 司吏胡溥 沅州提调官吏目韩功敏 司吏陈原
善”。工匠姓名较多，相同姓名出现于两类不同城砖
上，反映出该窑址生产过程的连续性。通过对所有城
墙砖砖文姓名的整理，初步理清了明初城墙砖砖窑
生产关系体系。

对砖窑火膛内发现的薪柴进行了植物种属分析，
该窑址所用薪柴树种主要有：硬木松、青冈、甜槠、麻
栎、枫树、蕈树、猴欢喜、乌桕、柏木等，均为当地本土常
见树种，其中硬木松占绝大多数；对城墙砖的制作材料
进行了实验室分析，结果证明用料来自窑厂内黄色黏
土，属就地取材。

学术价值与意义

窑窿坡窑址是一处保存较为完整的明洪武城墙砖
官窑窑址，其规模之大，出土城墙砖数量之多，是目前
国内同类遗址中所罕见的，对研究明初城墙砖生产、湘
西地区手工业发展、湘西地区行政变迁、交通路网研究
和其他相关历史、考古研究提供了重要的考古材料和
研究基础，是一处具有重要学术价值的古窑址。

窑窿坡窑址为我们清晰地揭示出明洪武时期此类
城墙砖官窑的选址布局特征，通过对比临近区域和域

外同类遗址，明初此类官窑的选址主要围绕窑厂土质、
交通运输和社会资源统筹便捷等因素。以窑窿坡窑址
所在即可看出，就地建窑与取材、水路运输、驿站管理
等，都是明初这类窑址选址的关键考量点。

明确了洪武城墙砖官窑的统一性与专门性。全国
各地此类砖窑形制较为统一，城砖样式一致，反映出国
家政令的统一；窑窿坡窑址砖窑内发现大量城墙砖堆
积，以往其他地区的考古调查报告中亦发现存在同类
现象，窑窿坡窑址以系统性、大规模的发掘成果证明，
此类城墙砖为官府管理下专门性的砖窑，仅服务于城
墙建设，不做其他用途。

对明初参与城墙砖的官吏、人夫研究主要通过现
存明初城墙上城砖的调查资料，或部分利用有限的砖
窑调查与小规模发掘所取得的城砖砖文，资料较零散，
难以对窑厂之间、窑厂内部进行系统性观察。本次对窑
窿坡窑址的发掘，提供了系统性研究提调官、司隶与工
匠的身份、角色与生产组织关系的机会，以前难以发现
的相关问题，如府州下各砖窑的管理隶属关系、参与人
夫的身份与角色转换、总甲-小甲-造砖人夫-窑匠的
对应关系等，通过本次发掘都得到了较好的解决，对于
深入研究明洪武时期城墙砖生产相关问题提供了新的
推动力。

窑窿坡 窑 址 目 前 城 墙 砖 仅 见 于 湖 北 荆 州 城
墙，是否还有更多的应用之地还有待于发现。本次
窑窿坡窑址的发掘与研究，反映出明洪武时期以
物勒工名的方式修筑城墙绝非一城一地之事，为
我们以更广阔的视角观察全国明初城墙建设活动
提供了契机。

［湖南省文物考古研究院 怀化市文化遗产保护中
心（市博物馆）中方县博物馆 执笔：奚培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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