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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西新村遗址位于山东省淄博市张店区和平街道城西
新村社区南部，地处鲁北地区山前平原地带，西距孝妇河 5
公里、东距涝淄河3公里。遗址平面近椭圆形，东西长径150、
南北短径120米，面积约1.5万平方米。

2023年4～10月，为配合淄博市张店区西六路小学建设
项目，山东省文物考古研究院、淄博市文物保护和考古研究
院与张店区博物馆联合对城西新村遗址进行考古发掘，布
方32个，发掘面积约2450平方米，所获遗存涵盖龙山、商代、
汉代、元代、清代等多个时期。

地层堆积情况

地表原有楼基，对遗址文化层破坏严重，发掘区内文化
层呈割裂分布。整体串联地层，可将文化层堆积分为四层：

①层：扰土层，分布于整个发掘区。②层：汉代地层，浅
灰褐土、间杂少量黄褐土块，出有板瓦、筒瓦等残陶片，分布
于发掘区东西两端。③层：商代地层，灰褐色黏土，出土大量
绳纹陶片，可辨器形有鬲、罐等，仅分布于发掘区中西部。③
层下为黄褐色粉砂生土。

遗迹遗物情况

清理各类遗迹 249处，包括墓葬 93座、灰坑 129个、沟 8
条、井18眼、窑1座。出土陶、石、骨、蚌、铜、铁等各类材质遗
物376件（套）。

龙山文化遗存仅在发掘区见有3个灰坑、2座墓葬。因扰
动，灰坑平面形状多不规则，内含大量草木灰和红烧土块，
应为生活垃圾坑，坑内出有少量陶片，可见器形有盆形鼎、
罐形鼎等；墓葬均为小型墓，东西向长方形竖穴土坑，头向
东，未见葬具，随葬有罐、豆、杯等陶器，器形偏小，应属于明
器。从出土陶器形态及器物组合特征判断，遗存时代应属龙
山文化早期偏晚阶段。

商代遗存集中分布于发掘区中部，数量为最，有灰坑
104个、沟5条、井8眼、窑1座。灰坑分布较为密集，平面多为
椭圆形及不规则形，填灰褐色黏土，土质结构疏松，堆积以
生活垃圾为主。沟5条，多分布于发掘区中部偏东，分东西向
和南北向两种，形状均不规则。井 8眼，平面多呈圆角长方
形，筒状，底部近椭圆形，近底壁面略有坍塌。井内多见陶
器、骨器、蚌器等。其中，J5出土陶鬲 13件、蚌器 1件，J7出土
有盔形器8件。窑1座，位于发掘区西部。因扰动，仅存部分窑
室，窑室平面近半圆形，窑篦及其上的烟道缺失，窑室内壁
为已完全烧结的青灰色硬面，最厚可达0.04米。窑壁外有厚
0.04～0.06米的红烧土面。陶窑附近的废弃堆积还多见红烧
土块，并发现有陶垫。

汉代遗存包括墓葬 67座、灰坑 17个、井 8眼、沟 3条。墓
葬大部分属于西汉中晚期，部分延续到东汉时期，其中土坑
墓 34 座、砖椁墓 22 座、积陶墓 6 座、瓮棺墓 3 座和瓦棺墓 2
座。汉代墓葬均为小型墓葬，墓葬规格不大。墓坑填土以浅
灰色花土为主。墓葬形制简单，土坑墓多为近长方形竖穴，
坑壁有生土二层台，部分墓葬墓壁一角挖修壁龛，放置随葬
品。部分较深的墓坑壁上挖有脚窝，多半椭圆或半梯形。砖

椁墓为先挖长方形竖穴土坑，后顺坑壁垒砌砖椁。椁壁以顺
砖错缝平砌或“人”字形斜铺，铺底为平砖错缝平铺、“人”字
斜向平铺或平砖对向平铺。砖椁墓的规格多为小型墓葬，填
土以浅灰褐色花土为主。积陶墓墓内堆积有大量陶片，器形
以建筑构件瓦的残片为主，生活类陶器残片不多，可辨器形
有盆、壶等。该类型墓葬可细分为土坑和砖椁，数量不多。瓮
棺墓多带生土二层台，口对口内置两件陶瓮。瓦棺墓为两片
板瓦套接而成，墓葬人骨保存不佳，应为婴幼儿墓葬。墓地
流行单棺葬。部分墓葬近墓底时可见近长方形棺灰轮廓，墓
底留存有板灰痕迹。墓向有东西向和南北向两类，东西向墓
墓主头多朝东，南北向墓墓主头多朝北，可明确葬式者全为
仰身直肢葬。随葬品不多，主要以陶罐、陶壶为主，一件罐或
两件壶，另还见铜镜、铜带钩、铜钱等，器物多置于墓主足端
棺外、脚箱或壁龛之内。生活类遗迹不多，灰坑数量少且分
布不集中，形状多不规则，填浅灰褐色黏土，土质疏松，含零
星红烧土颗粒、草木灰等，可辨器形有板瓦、筒瓦等。水井 8
眼，均为圆筒状，分有井圈和无井圈两种。沟 3条，形制为长
条形，南北向、斜壁、近平底，与东部 4个南北向规则排列的
方坑有配套使用迹象，推测为当时人从事手工业生产活动
而专门设计建造使用。

元代遗存极少，均位于发掘区西部，有灰坑1个、井1眼。
灰坑平面呈椭圆形，填浅灰褐黏土，底部平放1灰陶双系罐、
罐底不存，内含白釉碗3件，推测为当时人窖藏。井平面近方
形，筒状，直壁，可辨器形见白釉碗、器座等。

清代遗存有墓葬15座，应为一处小型家族墓地。墓葬多
为夫妻合葬砖椁墓，少量土坑墓，随葬品多见黑釉瓷罐、酱
釉灯盏、铜钱等。

初步认识

城西新村遗址地处鲁北平原，介于孝妇河与涝淄河之
间。遗址最早文化遗存属于龙山文化早期，遗迹数量不多，

发现有少量灰坑等生活遗迹和墓葬，未发现居址类相关遗
存，可能和商代遗存的破坏有关。从龙山文化墓葬、灰坑等
遗迹类型和出土陶器等遗物年代分析，在此地生活的龙山
先民有较长时间聚居。结合孝妇河流域先秦遗存流布，古代
遗存在龙山时期和商代有两次高峰，城西新村遗址在龙山
时代之后，有一段时间的沉寂。

众所周知，晚商时期商王朝在北方、西方、南方的势力
减弱，唯独对东方的控制属于持续加强的状态，该时期孝妇
河流域聚落数量剧增，人口密度加大，已经发掘过的史家遗
址或为商代重要区域中心所在，城西新村遗址距离史家遗
址不足 30 公里。城西新村遗址西北 1.5 公里为冢子坡遗
址，该遗址面积约 18万平方米，其在聚落功能上可能具有
政治、经济、宗教祭祀等功能。城西新村遗址是与冢子坡遗
址同时并存的聚落单位，在政治上或附属于较高等级的冢
子坡遗址，同时承担某种经济功能。城西新村遗址面积约
1.5万平方米，商代遗存最为丰富，聚落发展较为稳定和连
续，主体时代属于殷墟三、四期。通过发掘，该聚落内部功
能区发育不完全，但从遗迹之间的组合和功能上能推断应
存在取土区、制陶区、垃圾倾倒区。发掘区西北部有一窑
址，应为制陶区，其西侧有不规则取土坑，形制较大，可能
为制陶取土所用；发掘区北部和东部也有大量灰沟，形状
多不规则且规模巨大，推测为取土沟（坑），废弃后当作垃
圾沟（坑）。从灰沟打破水井的现象推测，聚落或有两个阶
段，生活区变更为取土区和垃圾堆放区，遗址内部大量取
土沟演变为垃圾堆放区，也预示着遗址走向衰亡。此次用
水遗存数量较多，发掘区内有商代水井 8眼，水井的用途除
提供生活用水外，还可能提供陶器制作生产用水，个别水
井中还出土数量较多的盔形器，其形态与鲁北地区制盐盔
形器相似、但有区别，或许与盐业生产及贸易有关。城西新
村遗址出土商代陶器风格和发展演化轨迹仍以殷墟陶器
为蓝本，未呈现出东夷土著文化因素，可能代表该聚落被
商王朝直接控制。

两汉时期聚落结构较为简单，有较为明确的分区，聚落
西部为墓葬区，东部为某种生产活动区，墓葬布局成排成组
的现象明显，应经过人为规划设计。

价值与意义

城西新村遗址文化内涵丰富，发现时代多元、类型多样
的遗迹和遗物。收获初步总结为以下三点：其一，商代灰坑、
井、沟、窑等一批遗迹的发现，为鲁北地区商代基层聚落研
究积累了资料，丰富了鲁北地区商代文化的内涵。其二，数
量丰富的汉代墓葬时代从西汉中晚期延续至东汉，整体有
明显分组和分区，丰富了淄博张店地区汉代墓葬遗存材料，
也为研究齐文化和当地墓葬分期、葬式葬俗等提供了新的
考古资料。其三，龙山墓葬、灰坑的发现，为研究孝妇河流域
史前文化序列积累了材料。此外，龙山墓葬打破古河道、河
道打破黄褐色粉砂土以及利用墓坑剖面提取的地层序列信
息，为构建鲁北地区古环境演变提供了新样本。

（山东省文物考古研究院 张店区博物馆 淄博市文物
保护和考古研究院 执笔：秦佑鹏 王子孟 王鹏 徐新）

江苏徐州市文庙街区地下城遗址位于鼓楼区彭城路与
河路交叉口东侧，原市第二中学院内。为配合文庙街区复原
改造工程，2020年12月至2021年4月，对该遗址进行了考古
发掘，发掘面积900平方米。

本次在发掘区内共计发掘清理灰坑71个，房址13座，路
3条，夯土台基 5处，墓葬 13座，河道 1处，桥址 1处，码头 1
处，窑址 2处，沟 8条，墙基 3处，灶 1座，水井 2处，并在发掘
区外侧北部清理发掘排水设施1处，灰坑3个。共计出土各类
陶瓷、金属器文物等1600余件组。

根据《徐州府志》《铜山县志》等地方志记载，徐州地区
在明中晚期曾屡遭水患，尤以明天启四年的水患为甚。天启
四年（1624年）七月十六，黄河在奎山决堤，大水由城东南涌
入，官庐民舍尽淹没，城中水深1丈3尺，大水三年不退，整个
徐州城被淹没在淤土之下。遗址北距故黄河仅 300米左右，
深受黄泛影响，文化层堆积厚度可达7~10米。为保证考古工
作安全，将上层 4米厚的扰土层和淤土层去掉后，正式进行
考古发掘，且探方在发掘过程中不断进行缩小，并在探方四
周保留二层台方式，用来加固探方壁，防止塌方。地层堆积
情况以TN3E2东壁为例进行介绍，可以分为9层，其中⑦⑧
⑨层均为夯土台基遗迹。

第①层：灰褐色黏土，土质较为疏松，厚 2.5～3米，包含
有较多建筑垃圾等，分布于整个探方，为扰土层，为原教学
楼地基垫土层。第②层：黄褐色淤土，土质较为松软，距地表
深 2.5～3米，厚 1～1.5米，基本无包含物，分布于整个探方，
为淤土层，时代为明代晚期。第③层：灰白色黏土，土质较为
疏松，距地表深 4～4.5米，厚 0.2～0.3米，包含有青花瓷片、
釉陶片等，分布于整个探方，为文化层，时代为明代晚期。第
④层：浅灰褐色黏土，土质较为疏松，距地表深 4.2～4.8米，
厚 0.2～0.25米，包含有青花瓷片、釉陶片等，分布于整个探
方，为文化层，时代为明代晚期。第⑤层：黄褐色黏土，土质
较为疏松，距地表深4.75～5米，厚0.2～0.25米，包含有青花
瓷片、釉陶片等，探方南部有缺失，为文化层，时代为明代早
期。第⑥层：灰绿色黏土，土质较为疏松，距地表深 4.95～
5.25米，厚0.25～0.75米，包含有青花瓷片、青瓷、白瓷等，探
方东部有缺失，为文化层，时代为元代。第⑦层：黄褐色砂
土，土质较为致密，距地表深 5.5～5.7米，厚 0.75～1.7米，包
含有青瓷片、青灰色瓦片等，探方南部有缺失，为夯土层，时
代为魏晋时期。第⑧层：黑灰色黏土，土质较为致密，距地表
深6.45～7.2米，厚0.25～0.6米，包含有青瓷片、板瓦、筒瓦残
片等，探方南部缺失，为夯土层，时代为魏晋时期。第⑨层：
灰褐色黏土，土质较致密，距地表深7.05～7.45米，厚0.75～
1米，包含有板瓦、筒瓦残片等，分布于整个探方，为夯土层，
时代为西汉时期。⑨层以下生土层，黄褐色沙土，纯净无包
含物。

文庙街区建设地块处于明代徐州城南北中轴线——迎
恩门（南门）与武宁门（北门）之间南北大街的东侧，项目地
块西北侧紧邻明徐州州署遗址，金地商都发现汉代夯土台
基，南侧为明代鼓楼等遗址。通过本次考古发掘显示，该区
域明代遗存堆积极为丰富，较为重要的遗迹为河道、桥址和
石砌码头等遗存。

此次发现河道、桥址等遗迹与徐州府志记载学宫图相
吻合，用以连接徐州州署和文庙。明代洪武时期至隆庆年间
该项目地块为永福仓所在地，本次揭露的明代河道与码头
遗迹，应为粮仓运输配套设施。发掘区北部出土与文庙兴建
相关的清康熙五十七年“创建尊经阁记”碑及明万历十八年

“重修徐州儒学碑记”为研究明清时期文庙位置变迁提供了
重要材料。

考古发掘共发现五处夯土台基，可分为四期。其中一期
为战国时期，二期为西汉时期，三期为东汉时期，四期为魏
晋时期，夯土台基相互叠压具有时代连续性，且分布范围
广。据夯土台基分布范围及包含物来看，应为城内官署区
域，为研究战国至魏晋时期彭城地理范围及官署机构设施
提供了重要资料。

在距离地表 10米以下发现一处西周墓地，墓地处于汴
水与泗水交汇处，墓葬全部埋藏于河漫滩区域，开口于战国
地层以下，发掘墓葬 13座，均为竖穴土坑墓。填土为灰褐色
黏土夹细沙，墓壁经过简单修整，葬具均为单棺，且腐朽殆
尽。各墓葬面积均较小，以墓葬开口计算，最大的 M11，长
2.8、1.7 米，面积 4.76 平方米，最小的为 M6，长 1.8、宽 0.52
米，面积仅 0.9 平方米。墓地所处位置地下水位较高，人骨
保存较好，均为仰身直肢葬，除 M5 头向为南向，其余墓葬
头向皆为朝北。根据手部摆放位置不同可以分为三种葬
式，即双手交叉放于胸前、双手交叉放于腹部或盆骨、双手
交叉反剪于背部。出土器物组合以陶鬲、盂、豆、罐组合为
主，另有少量小件铜器如铜斧、凿、锛等，器物组合及形制与
丰镐地区西周墓的第三期至第五期相似，时代为西周中晚
期。西周墓地的发现，为徐州市区的首次发现，填补了西周
时期的考古空白。

发掘区外北侧发现一处砖砌排水设施，开口距地表约
8～8.5米，打破汉代地层及生土层，方向北偏西6～10°，坡度
3～5°，呈南高北低。排水沟揭露长度32.9米，为砖券结构，底

部铺设人字形铺地砖。排水设施外宽 1.08、内宽 0.8、券顶高
0.9、内高 0.76米。该排水沟存在二次接砌方式，其中北部为
单层顺砖垒砌而成，南部为双排两顺一丁垒砌。北部残长
26.32米，南部残长 6.58米。北段排水设施顶部有夯土痕迹，
推测排水设施原上部可能有建筑或道路，根据其开口层位
及包含物分析其年代为东汉时期。

张建锋在《汉长安城排水管道的考古学论述》一文中指
出，长安城内的排水管道主要分布在宫殿、官署等重要建筑
内。而在居民集中的里坊、市场等区域，目前几乎未发现排
水管道的布设遗迹。未央宫、长乐宫、桂宫、武库和城墙等遗
址都发现此类排水设施，排水设施在这些区域广泛存在，说
明其为这些建筑不可或缺的重要设施。结合周围既往考古
发现及其形制特点推测，本次发现砖砌排水设施也应为城
内重要的官署、宫殿等建筑基址的配套设施。鉴于其重要意
义及以后展示保护的需要，对北侧保存完整区段进行整取，
剩余部分全部进行拆分打包至徐州博物馆。

砖砌排水设施下部发掘的一座灰坑，开口于汉代地层
下，灰坑平面椭圆形，剖面为锅底状。灰坑可以分为四层，据
灰坑开口层位及包含物推断年代为战国晚期至西汉早期。
灰坑内第③层内出土一件灰陶钵，敛口、弧腹斜收、平底微
内凹，下腹部刻划“彭城”两字。《左传·成公·成公十八年》记
载，“夏，楚子、郑伯伐宋。宋鱼石复入于彭城。”此为文献中
首次出现“彭城”二字。本次出土陶钵上“彭城”刻划文字为
除文献记载外最早的实物资料，为寻找宋国彭城邑范围和
地理信息提供重要的线索与契机。

本次考古发掘丰富了徐州地下城遗址历史信息和文化
内涵，出土一批重要的文物遗存，对于研究徐州明清文庙位
置变迁、汉代楚国、彭城国、战国时期彭城邑的范围乃至更
早时期文化探索都具有重要的学术意义。

（徐州市文物保护和考古研究所 徐州博物馆 执笔：王
庆光 刘照建）

2022年12月至2023年5月，为配合咸阳市渭
城区碱滩村棚户区改造及京基一品三期项目的
建设，咸阳市文物考古研究所发掘清理一批战国
晚期秦人墓葬。1995年与 2022年，在其北部塔儿
坡发掘墓葬805座，其中战国晚期秦墓占比95%，
与本次发掘区域应同为一处战国晚期秦人墓地。

该发掘区域位于咸阳市东郊渭河二级台阶
上，东距秦咸阳宫殿遗址约 11公里，南距现渭河
河道约 1.7公里。在厚 7~8米黄土堆积之下，有厚

12~13米的沙层堆积，判断渭河古河道应延伸至此。
本次共发掘清理墓葬 263 座，其中战国晚期秦墓 237

座、汉代13座、唐代3座、北宋1座、明代2座、清代7座，以及
唐代窑址4座。出土文物878件（组）。依据发掘位置分为东、
西两区。东区发掘墓葬126座，其中战国秦墓119座；西区发
掘墓葬137座，其中战国秦墓118座。两区的战国晚期秦墓，
在墓葬时代、墓葬形制、随葬品上较为相近，表现出相同的
文化属性，但在不同墓葬形制的比例以及出土器物上略有
差异，现介绍如下：

东区从形制上可分为竖穴土圹墓（37座）和竖穴洞室墓
（82座）两大类，竖穴洞室墓分为平行线洞室（39座）、直线洞
室（43座）两类。三种形制的墓葬占比相当，其中竖穴土圹墓
31%、直线洞室墓 36%、平行线洞室墓 33%。带有围沟的竖穴
土圹墓葬 1座。瓮棺葬 4座，均为竖穴土圹墓，葬具均为瓮、
盆组合。竖穴以东西向为主，有 93座（78%）。竖穴开口面积
大于10平方米的有34座（29%），M12最大，面积15平方米；
小于 10 平方米的有 85 座（71%），M158 最小，面积 1.4 平方
米。可辨葬式的墓葬有75座，以屈肢葬为主，有64座（85%）。
头向清楚的墓葬有94座，以西向为主，有63座（67%）。有龛、
坑的墓葬19座。葬具多为单棺。

东区M80，直线洞室墓，方向292°，由墓道、洞室两部分
组成。竖穴开口呈东西向长方形，口大底小。洞室开于竖穴
东壁中部，平面呈长方形，弧顶已塌。木棺置于墓室中部，棺
底有大量黑色草木灰。棺内一具骨架，仰身直肢，头西足东。

东区出土随葬器物 208 件（组），质地有陶、铜、玉、铁、
石、骨饰等。以陶器为主，大多为实用器，共 97件。器形有陶
鼎、盒、壶、缶、盆、釜等，部分陶器上戳印四字陶文。陶器组
合有鼎、盒、壶或壶、釜、罐等。铜器有铜带钩、铜镜、印章、铜
璜、铜饰、铜环、“半两”铜钱等，以铜带钩为主。玉器有玉环、
玉璧、印章、玉片等。

西区从形制上可分为竖穴土圹墓（39座）和竖穴洞室墓
（79座）两大类。竖穴洞室墓分为平行线洞室（6座）、直线洞
室（73座）两类。三种形制的墓葬占比差距较大，其中竖穴土
圹墓 33%、直线洞室墓 62%、平行线洞室墓 5%。瓮棺葬 4座，
三种墓葬形制均有，葬具均为瓮、盆组合。竖穴以东西向为
主，有 95 座（81%）。竖穴面积大于 10 平方米的有 36 座
（31%），其中最大为M27，面积 20.6平方米；小于 10平方米
的有 82座（69%），最小为M137，面积不足 1平方米。可辨葬
式的有 78座，以屈肢葬为主，有 62座（79%）。头向清楚的有
93座，以西向为主，有 55座（59%）。有龛、坑的墓葬 31座。葬
具多为单棺。M49为木棺、瓮棺合葬。

西区M27，竖穴土圹墓，方向 260°。竖穴开口呈东西向
长方形，口大底小，距开口2.6米内收形成生土二层台。由盖
板、立柱及生土二层台构成椁室。墓室中部见棺木痕迹，头
西足东，葬式不详。棺底放置有三条枕木。

西区M40，平行线洞室墓，方向261°，由竖穴、洞室两部
分组成。竖穴开口呈东西向长方形，口大底小。洞室开于竖
穴长壁中部，弧平顶，平面略呈梯形。棺内置骨架一具，仰身
屈肢，头西足东。

西区出土随葬器物388件（组），质地有陶、铜、铁、玉石、
骨、铅等。以陶器为主，大多为实用器，共194件。器形有陶鼎、
盒、壶、缶、蒜头壶、双耳罐、茧形壶、盆、釜、鬲等，部分陶器上戳
印四字陶文和几何图形。陶器组合有鼎、盒、壶、缶或盒、壶、釜
等。铜器有铜带钩、铜镜、铜印章、铜璜、铜饰、“半两”铜钱等，以
铜带钩为主。玉石器有玉环、玉璧、玉印章、耳珰、串饰等。

另外，发掘新莽时期墓葬 2座。西区M50为竖穴墓道砖
室墓，坐北朝南。出土随葬品有陶鼎、罐、壶、甑、仓、盘，以及
货布、货泉等。值得注意的是出土10件釉陶羊、骑羊俑，在同
时期墓葬中较为少见。

本次发掘，与塔儿坡前两次发掘毗邻，时代相近、文化
属性相同，且墓葬等级差距不大，形成上千座规模的大型战
国晚期秦人平民墓地，进一步证实咸阳市东郊是秦咸阳城
的一处墓葬区。墓葬分布密集，但战国晚期墓葬的打破关系
较少，说明在当时对墓地有规划或墓葬之上有明确的墓上
标识，在局部表现出两座或更多的墓葬有规律排列分布，应
是血缘或亲属合葬。

结合以往的发掘来看，在墓葬形制方面，平行线洞室墓
有自东向西逐渐减少的趋势，而直线洞室墓有逐渐增加的
趋势。居于中部位置的1995塔儿坡，直线洞室墓占比56.4%，
平行线洞室占比 17.3%；东部的碱滩东区，直线洞室墓占比
36%，平行线洞室占比33%；西部的碱滩西区，直线洞室墓占
比 62%，平行线洞室占比仅为 5%。位于碱滩东区以东约 300
米处的关中监狱墓地，直线洞室墓占比 31%，平行线洞室占
比54%；位于碱滩西区北部的2022塔儿坡，直线洞室墓占比
82%，平行线洞室占比4%，进一步确认了这种墓葬形制的分
布趋势。根据墓葬形制这种分布趋势，进而可以初步判断秦
咸阳城墓葬区由近及远的布局规划思想，同时也对战国晚
期秦墓的分期断代提供思路。

（咸阳市文物考古研究所 执笔：李昆桦 赵旭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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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东淄博城西新村遗址考古收获与初步认识

江苏徐州文庙街区地下城遗址考古发掘与收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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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区M8陶釜戳印“咸城重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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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西新村遗址发掘区全景照

J7出土陶器

排水设施北段区域陶钵上“彭城”刻划文字拓片明代码头遗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