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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研究的晋南地区主要指今山 西省南地区随葬青铜礼器的墓葬为研究对象 ， 对铜

的运城 、 临汾两个地区 ， 东周时期分布在该器墓葬在东周时期不同阶段的发展变化及其所

地区的文化主要是晋文化及三家分晋以后的反映的社会阶层的变迁等问题进行探讨。

魏文化 。 另外 ，
河南省的三门峡地区在地理

位置上与晋南地区相邻 ， 春秋早期分布在这
一

里的为虢国文化 ， 公元前 6 5 5 年虢国被晋国目前在运城 、 临汾和三门峡地区 已发表

所灭
，
此地属晋 ，

三家分晋后与晋南地区同的铜器墓葬共 1 5 0座
，
主要见于侯马上马墓

属魏地。 考虑到该地区在地理位置上紧邻晋地 【
1
］

、 侯马牛村古城南墓地
ｐ ］

、 侯马下平望墓

南 ，
可视为晋南地区的南部延伸 ，

而东周时地气 曲沃北赵晋侯墓地
ｗ

、 临猗程村墓地
［

5
］

、

期 、 尤其是春秋中期以后文化属性亦与晋南闻喜上郭村墓地
［
6

］

、 闻喜邱家庄墓地
［
7
］

、 万荣

地区相同 ，
因此本文将其并人晋南地区

一

并庙前村墓地 运城南相墓地
［

9
］

、 芮城坛道村

讨论。 这一地区在战国 中期魏国 国都东迁之墓地 1
1 。

］

、 新绛柳泉墓地
［

1 1
1

、 三门峡上村岭虢国

前 ，

一直都是春秋时期晋国及战国早期魏国墓地 ［
1 2

］

、 陕县后川墓地 ［
1 3

］

、 三门峡盆景园 8号

的政治 、 经济中心 。 在晋南地区发现东周时墓 ［
1 4

1

、
三门峡西苑小区战国墓葬 ［

1 5
】等 。

期随葬有青铜礼器的墓葬 ，

一定程度上代表早在 1 9 9 2年高崇文先生便撰文对晋南地

了晋 （魏 ） 文化中处于社会高等级阶层的人区铜器墓葬的分斯及年代问题进行探讨 ， 其

群在东周时期的发展变化 ，
因此本文将以晋在对 2 5座墓葬所出青铜礼器进行类型学排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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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基础上 ，
将晋南地区的铜器墓分为六期 ，中既有 口底相当者 ，

也有 口大底小及 口小底

分别为春秋早期 、 春秋 中期 、
春秋晚期 、 战大者 。 头向为北向或东北向 。 葬式均为仰身

国早期 、 战国早期晚段到战国中期和战国晚直肢葬 。 甲类墓葬 1座
， 为北赵晋侯Ｍ 9 3

， 随

期
＿

。 自 1 9 9 2年至今 ， 晋南地区铜器墓又有葬的青铜器分为礼器和明器两组 ， 各 自均包

许多新的发现 ，
近年朱凤激先生对包括晋南括煮肉 、 盛食 、 酒器 、 水器的组合 ， 明器中

地区在内的东周时期铜器墓进行了全面 、 深还有爵 、 觯 、 尊 、 卣 、 方彝等仿 自商末西周

入的分期研究 1

1 7
］

， 本文即采用该书的研究结时期 的酒器 。 有乐器 ，
无陶器 。 乙类墓葬 1

果 ， 将晋南地区东周时期铜器墓划分为 1期座
， 为北赵晋侯Ｍ 1 0 2

， 随葬的青铜器组合也

①段 、
1期②段 、 2期①段 、 2斯②段 、

2期③分为礼器和明器两组 ， 器类基本同甲类墓 ，

段 、
3期 、

4期 、 5期①段 、
5期②段共九段 ，无乐器 ， 有陶鬲 1 件 。 丙类墓葬 1 3座

， 青铜

其大致对应 的年代分别为春秋早期偏早 、器组合多为鼎 、 盘 、 匦 ， 或仅有鼎 ，
大部分

春秋早期偏晚至春秋 中斯初 、 春秋 中期偏墓葬共出有 1件陶鬲 。

早 、 春秋 中期偏晚至春秋晚期初 、 春秋晚期虢国铜器墓葬的形制 、 方向及葬式基本

偏早 、 春秋晚期中叶至春秋晚期末 、 战国早同晋国 ， 但 出现了少量墓向朝南和葬式为屈

期 、 战 国中期 、 战 国晚期 。 另笔者曾作 《 中肢葬的墓葬 。 甲类墓葬 4座 ， 青铜器多分为

原地区东周铜器墓分类新论 》

一文
，
以随葬礼器和明器两组 。 礼器除有晋国甲类墓中所

鼎的种类及组合作为主要标准 ， 并综合考虑见器类外 ，
还常见有鬲 、 铺 、 小罐 ， 明器的

墓葬各项因素 ， 将中原地区东周时期的铜器器类基本同晋墓 。 此类墓葬多随葬有乐器 ，

墓分为 甲 、
乙 、 丙三类ｎ

8
1

， 本文亦延续此文均无陶器。 乙类墓葬 8座 ， 青铜器多为实用

的分类
，
即 晋南地 区铜器墓葬可分为 甲 、礼器 ， 个别墓葬中亦有明器 。 礼器组合基本

乙 、 丙三类 ， 分别代表 了铜器墓葬的高 、同 甲类墓 ， 数量和类別有所减少 。 无乐器 ，

中 、 低三个等级。仅上村岭Ｍ 2 0 0 6
—座墓葬随葬有陶器 。 两类

本文将在上述对晋南地区东周时期铜器墓葬 2 7座
， 多数墓葬仅有 1 件或 2件铜鼎 ， 部

墓分期 、 分类的基础上 ， 讨论不同类别铜器分墓葬另配有盘 、 匦 。 无乐器 ， 多数墓葬随

墓在不同时期的特点 、 文化构成 、 墓葬等级葬有陶器 ， 主要有鬲 、 盆 、 豆 、 罐 、 壶。

的级差 ，
以及由 此反映出 的社会阶层的变动两组墓葬所出青铜器种类差别不大 ， 器

与发展等问题 。物形制及纹饰都具有较多的相似性 。 铜鼎多

一为立耳或附耳盆形鼎 ，
蹄形足

；
铜簋多鼓腹

二有盖 ，
双兽首半环耳 ， 耳下或带小珥 ， 圈足

根据墓葬中随葬器物的组合及器物形制下多接三小足 ；
铜盘为附耳圈足 ， 圈足下或

等方面所呈现出的 阶段性变化 ， 可将晋南地接三小足 ；
铜匯多为长流 ， 深腹 ，

四蹄足 ，

区铜器墓 自 春秋早期到战国晚期的九段划分鏨作龙形 ；
流行椭圆形扁腹铜盍等 。 均流行

为四个发展阶段 。瓦纹、 重环纹 、 窃曲纹 、 鳞纹 、 波曲纹等纹

第一阶段包含 1 期①段 、 1 期②段 ， 大体饰 。 上述特点显然是直接承 自西周晚期的周

相当于春秋初年至春秋 中期初 。 这一阶段的文化。 两组墓葬中的 甲 、 乙两类铜器墓中多

铜器墓葬可分为两组 ，

一组为运城和临扮地随葬有成组青铜明器 ， 其中的酒器多仿 自商

区的晋国墓葬 ，

一组为三门峡地区的虢 国墓末西周时期 的同类器物 。 另外 ， 闻喜上郭村

葬 。 墓葬的基本信息详见附表一和附表二 。 7 5Ｍ 1有腰坑 ， 腰坑内殉狗 ， 上村岭Ｍ 1 8 1 9 、

晋国铜器墓均为长方形土坑竖穴墓 ， 其Ｍ 1 8 2 0也有殉狗的现象 。 腰坑和殉狗本为商

■

 8 8（
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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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葬俗 ， 武王克商后 ， 在西周文化的分布范鼎 、 敦 、 舟 、 盘、 匝 。 绝大部分墓葬共出有陶

围
、
包括丰镐地区在内的西周墓葬中 ，

因受器
， 数量多在 1 ￣ 3件 ， 除了上

一

阶段流行的陶

到商文化影响 ，
也较多地 出现了这

一

现象 ，鬲外 ，
另有罐 、

壶
、
三足钵 、 盖豆等 。

甚至到西周晚期还有部分墓葬挖有腰坑和殉其次 ， 在器物的形制及纹饰上 ，

2期①

狗
＿

。 所以在此出现的腰坑和殉狗也可视为段的鼎 、 盘 、 區等器物仍为此前常见的形

西周文化因 素 。 综上所述 ， 晋南地区第一制 ， 纹饰亦为以往流行的 重环纹 、 窃曲纹

阶段随葬有青铜礼器的墓葬 ， 无论是晋国墓等 ， 但开始 出现蟠螭纹 、 三角涡纹等 。 2期

葬还是虢国墓葬 ， 其主体特征都承自 西周文②段开始 ， 铜器的形制及纹饰发生 了较大变

化 ， 同时也出现
一些如随葬明器化青铜酒器化 ，

开始流行附耳带盖铜鼎 ，
立耳或附耳无

的新特点 。盖铜鼎仅见于乙类墓葬中 ，
且均与附耳带盖

两组墓葬除 了同 时受到西周文化影响铜鼎相配 。 铜盘由原来的圈足或圈足下接三

而表现出较多的共性外 ，
也各有

一些 自 身特小足变为盘底直接为三蹄足的形制 。 铜匦新

征 。 虢国墓葬中常见有铜小罐 ， 形制特殊 ，出现了封 口流 ， 流上多饰兽面或伸 出双角 。

基本不见于其他地区 。 而晋 国墓葬中除立纹饰上则开始盛行蟠螭纹 、 蟠虺纹 。

耳 、 附耳蹄足鼎外 ， 还流行带流铜鼎 。 此外此时墓葬中开始出现了较多外来文化因

在闻喜上郭村 7 4Ｍ 4 9出土有 1 件方鼎 ， 以四个素 。 上马墓地 6 1 Ｍ 1 3 、 Ｍ 1 0 1 0 、 Ｍ 2 0 0 8 及运

小人的形象作为四个鼎足 ， 这也不见于虢国城南相Ｍ ｌ等墓葬中 出有铜 （ 陶 ） 锼或管銎

墓葬 。 而类似的以 四个小人形象为足的做法斧 ，
这两类器物都是商周时期广泛分布于欧

见于西周晚期北赵晋侯Ｍ 6 3 出土的 四足小方亚草原的北方系青铜器的代表器物
ｐ 1

】

， 在中

盒 、 四足方座筒形器
［

2°
］

， 应是晋南地区固有国境 内的北方地 区也有较多的发现
［
2 2

］

。 笔者

的特征 。曾对包含晋南地区在内 的三晋地区北方文化

第二阶段包含 2期①段 、
2 期②段 、

2期因素做了系统研究 ， 认为三晋地区出土的铜

③段 ， 大体相当于春秋中期偏早至春秋晚期 （ 陶 ） 锼已明显明器化 、 礼器化 ， 管签斧也

偏早 。 这一 阶段发现 的铜器墓葬集 中在晋已经礼仪化 ， 表明 了三晋文化中较高层次人

南地区 ，
三门峡地区仅有陕县后川 Ｍ 2 0 5 6 、群在接受北方文化因素的同时 ， 摒弃了其原

Ｍ 2 0 6 1 两墓 ， 均属于晋国墓葬 （附表三 ） 。本作为炊器和实战兵器的实用功能 ， 而将其

本阶段共发现未被盗的铜器墓葬 3 7座 ，纳入 自 己原本已有的礼制系统 【

2 3
1

。 此外 ，
在

除 2座 乙类墓外 ， 余均为丙类墓 。 墓 葬形上马墓地Ｍ 2 1 4 8 和运城南相Ｍ ｌ各出有 1件铜

制 、 方 向 、 葬式与第一 阶段晋 国 墓 葬相戈 ，
在其内部的长方形穿孔后侧 ，

另有
一圆

同 ， 随葬器物的组合 、 形制则发生 了较大形穿孔 ， 前者在内部边缘还有阴线刻划的勾

的变化 。边装饰 ，
这种形制的铜戈主要流行于楚文化

首先 ， 在器物组合上 ，
乙类墓仍随葬区 ｜

2 4
1

。 上马墓地Ｍ 1 0 2 6 出土的铜盘附有四个

包括煮 肉 、 盛食 、 酒器、 水器在 内的一套组环耳套环 ， 扁兽首形环足 ， 与同时期三晋地

合 ， 其中第一阶段出现的铜舟至本阶段开始区流行的双附耳 、
三蹄足的铜盘截然不同 。

流行
， 新出现的盛食器铜敦则代替了第一阶这种环耳套环 、 扁兽首形环足的铜盘常见于

段流行的铜簋 ，
不见第

一阶段甲
、
乙类墓葬楚文化墓葬中 ， 是楚文化铜盘的典型特征 ，

中多见的明器化青铜礼器 ；
出现第

一

阶段仅尤其是环耳套环的做法
一

直延续至战国 中晚

在甲类墓中使用的乐器 ，
随葬的陶器多为鬲期

［
Ｍ

］

。 晋南地区所见的楚文化因素器物与楚

或壶 。 丙类墓随葬的铜器组合多为鼎 、 敦或文化区所出 者基本相同 ，
应该属于直接的文

■

 8 9 （
总 6 8 9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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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交流 。地区的陶单耳罐 ， 临倚程村Ｍ 1
0 7 2出 土 1件制

总体上看
， 本阶段摒弃了西周 中期以来作粗糙 、 通高 6厘米的铜複 ， 陕县后川 Ｍ 2 0 4 0

、

鼎与簋相配使用 的规制 ， 铜礼器的组合及形Ｍ 2 0 4 1各出土 

1 件商至西周时期中 国北方地区广

制也发生显著变化 ， 表现 出逐渐摆脱西周文为流行的銎内戈
1
2 6

1

。 来 自楚文化的因素与此前

化束缚的特点 。 同时这
一

阶段也出 现 了较多相 同 ，
有楚式铜戈和环耳铜盘 。 另外 ，

在陕县

的北方文化和楚文化因素 ， 说明 该地区与北后川墓地中出现有较多刻纹铜器 ，
包括铜Ｅ 、

方地区和楚文化区有较广泛的交流互动 。盘 、 匕
， 有学者提出这种刻纹铜器最早见于

第
＝

阶段包含 3 期和 4 期 ， 大致相 当于长江下游的吴 国地 区
1

2 7
1

， 本地区出现的刻纹

春秋晚期 中 叶至战 国早期 。 公元前 4 5 3年 ，铜器很可能是来 Ａ吴文化的影响 。

韩 、 赵 、 魏三家灭知 氏 ，
三分晋地 ， 魏国定这一阶段的墓葬形制 ， 除 了此前流行的

都安邑 （ 今山西夏县境 内 ）
， 晋南地区和三长方形土坑竖穴墓 ， 另 在侯马牛村古城南发

门峡地 区成为 魏国 的统治范 围 。 由 丁 韩 、现有 2 座洞室墓 ，
其中 6 0 Ｈ 4 Ｍ 2 5所 出 铜鼎 、

赵 、 魏均 出 自晋 国 ，
考古学文化并未 因为政豆和陶鬲等器物均为晋南地区同时期流行的

治实体的更替而发生质的变化 ， 故该阶段发形制 。 虽然洞室墓 不是晋南地 区 固有 的传

现的铜器墓葬仍属于广义的晋文化系统 。统
， 但由 于 目前发现数量过少 ， 很难讨论这

本阶段发现未被盗的铜器墓葬 3 8座 （ 附里 出现洞室墓的真正背景或原因 。 同样该地

表四 ）
， 墓葬形制绝大部分与此前相 同 ， 出现区铜器墓葬中还 出 现较多弯 曲较 自然的仰身

了少量平面形状不规则的土坑竖穴墓及洞室屈肢葬及侧身微屈肢葬 ， 其所出 器物亦多为

墓 。 墓 向大部分为北 向
，
部分为东向 ， 还有南晋南地区流行样式 ， 有研究者认为这种葬式

向 、 西向的墓葬 。 葬式绝大部分仍为仰身直肢多见于洛阳 、 辉县 、 邢 台地区 ｜

2 8
1

， 在晋南地

葬
，
出现了仰身屈肢葬及侧身微屈肢葬 。区 出现这种屈 肢葬很可能与这些地区间的人

甲 类墓仅陕县后川 Ｍ 2 0 4 0
—座 ， 随葬三群流动有关。

套列鼎 ，
分别为附耳蹄足盖鼎 5件 、 鬲形鼎第四阶段包含 5期①段和 5期②段 ，

大致

7件 、 无盖鼎 5 件 ， 另 有 鬲 、 壶 、 豆 、 覷 、相 当于战 国 中晚期 。 Ｅ Ｉ 前仅发现 3座铜器墓

舟 、 敦 、 盘 、 匦 、 鉴等 ，
共出铜容器 6 0件 。葬 ， 分别为闻喜邱家庄Ｍ 1 0 、 万荣庙前 6 1 Ｍ 1

有乐器
， 无 陶器 。 乙类墓 4 座 ， 铜器的基本和侯马下平望 7 3 Ｍ 1 0 0 2 。 魏惠王六年 （ 公元

组合与后川 Ｍ 2 0 4 0相近
，
均有乐器和 日 用陶前 3 6 4 年 ） 魏国都城由位于晋南地区 的安邑

器
，

日用陶器有鬲 、
豆

、 壶三类 。 丙类墓 3 3（ 今山 西夏县 ） 东迁至大梁 （ 今河南开封

座 ， 基木组合为铜 鼎 、 豆 、 壶 、 舟 、 盘 、市 区 ）

1

Ｍ
1

， 同 时战 国 中期秦国 迅速崛起 ，

匣 。 绝大部分墓葬 出 有 日 用陶 器 ， 有 鬲 、不断东侵并最终 占 据了晋南地区和三门峡

豆 、 壶 、 罐 、 三足钵 。地区
ｎ °

ｉ

， 这应是本阶段铜器墓葬数量骤减的

本阶段 的铜礼器大多延续 了其原有 的两个重要原因 （ 附表五 ） 。

发展轨迹
， 部分器物出现新的类型 ， 如 鬲形本阶段发现的 3座铜器墓葬 ，

闻喜邱家

鼎 、 长颈圆壶等 ， 而新 出现的盛食器铜豆则庄Ｍ 1 0被盗扰 ， 墓葬形制 、 葬式及墓葬等级

代替 了上一阶段流行的铜敦 ， 成为铜礼器组不详 。 另两座墓葬均为长方形土坑竖穴墓 ，

合中不可或缺的
一类 。 另外

，
从该阶段末段口略大于底 ，

墓 向 为北 向 ， 万荣庙前 6 1 Ｍ 1

开始 出现仿铜陶礼器 。为仰身直肢葬 ， 侯马下平望 7 3 ＭＷ 0 2 葬式不

本阶段依然多见北方文化和楚文化的因详 。 两座墓葬均为丙类墓 。 随葬器物与第三

素 。 临猗程村Ｍ 1 0 6 2 出土 1 件多见于中 国北方阶段相比发生了较大的变化 ， 最主要的表现

■

 9 0 （总 6 9 0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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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仿铜陶礼器的盛行 ， 均成组出 现 ， 食器 、表一 晋南地区铜器墓葬统计学信息表

酒器 、 水器俱全 ’ 数量及种类均较多 。 同时铜
Ｉ

名称
Ｉ

样本数
Ｉ

最小值
Ｉ

最大值 均值 标准差

容器出土的种类 、 数量略有减少 ， 组合不定 ，墓室面积 1 3 1
 2 ． 3 4 0 ． 7 1 1 ． 5 0 9 5 ． 2 3 6 5

形制没有大的变化 ， 纹饰上新出现花朵纹 。棺椁重数 1 2 5 1 ． 0 3 ． 0 2 ． 3 2 0 0 ． 5 4 7 7

本阶段未见以往较多存在的北方文化因－容器 ＇
3 1 1 ． 0 6 8 ． 0 7 ． 6 9 51 0 ． 2 3 9 4

素和楚文化因素 ， 可能与发现的墓葬过少有车马器 1 3 1 0 ． 0 1 4 5 ． 0 6 ． 0 9 9 1 5 ． 8 9 5 7

关 ， 亦或许与魏国政治中心的转移而导致本■旧 ‘ 3 1

————

2 ． 1 （ ） 0 4 ．醫

地区与北方和楚地的交流减少有关 。 另外 ’賴頂．

＇ 3 ＇

＂－￣一

2 0 0° Ｓ 6 32 4 8 9 2

陶器 1 3 1 0 ． 0 3 0 ． 01 ． 8 2 4 3 ． 3 6 6 1

战国 中晚期秦文化 日益强大并且入侵至本地








＾＋ｒａ说 明 ： 表 中统计的车 马器 、 青铜 兵器数鼉 是指最小件
区 ， 但在 日 乂化铜器墓中并未发ｉｌ秦文化因

（ 组 ） 数 。 车马 器中 ！ 衔与 2镳 为－组 ， 1 軎与 Ｉ辖为
－

素 ， 体现出本地区的晋国贵族对秦文化没有组 ， 兵器 中 丨 戈和 1 罇为
一组 。 如临猗程村 Ｍ 1 0 0 1 出有 3

女玄的 七人 鬥 ‘吐时 禾 口 2眺 ⑷牛髓禾口 2 2 ＃賴 ’ 3體 禾口
3輒

其 最小件 （
组

） 数分别为 3
、

1 4和 3 。 另外 ，
铜镞

， 锡盾

＿＿等兵 器以 及盖 弓帽 、 管络饰 、 节约 、
泡

、 合 页等车马 器

Ｈ．不论数量 多少均各计为 1 件 （组 ） 。

下文将通过考察在晋南地区铜器墓发展或加上左右两条短横线表示 ， 实心圆点代表

的不同阶段 中各级别墓葬在墓室面积 、 棺椁某
一

类别墓葬相应变量均值的标准化值 ，
左

重数 、 铜容器数量 、 车马器 、 青铜兵器 、 青右两条短横线分别代表同
一

变量中最小值和

铜工具 、 陶器等各个变量的变化 ， 讨论各级

别墓葬之间的差异程度及同一级别墓葬在不
＾

‘

］

墓室面积

同阶段的纵 向发展状况 ， 并尝试在此基础上 ＾
‘＂“

7＾ ＾

棺椁重数

说明 由此所反映的社会层次结构的变化 。 墓
；



葬 中各变量具有不同的单位和变异程度 ，
如 －

？．

 4
＂Ｐ

．

－ 9
^

车马器的单位为件 、 最大值为 1 4 5
，
而棺椁＾

的单位为重 、
最大值仅为 3

， 为了使这些具；＾ ＾

铜兵器

有不同单位和变异程度的变量可以置于
一张； 1

＿

铜工具

图表 中 ，
以使不同等级墓葬中各变量的差别 ：Ｊ ： 陶器

以及同等级墓葬在不同阶段的变化趋势更直ｉ
￣

＾
￣

＾


3



6 9

观地展现出来 ， 本文对各变量的数据进行标图一 第
一阶段晋国墓葬比较图

准化处理＿ 。 墓葬中各变量的统计学信息见 ，



，

————

表一 【
3 2

】

， 不同阶段 、 不同类别墓葬各变量标 
＾室耐Ｒ

准化值的比较见图
一至图五 。棺椁重数

图
一至 图五 中 的横坐标 为标准化数据＾

1

一＂＊＾
丨

．

铜容器

的 值 。 由标 准化公式可知 ， 若 ｘ＝ 3
ｆ

，

Ｓ Ｐ


．
—

1
？

车马器

某一变量值与该变量数据的平均值相等 ，


1 ．

，



则 ；Ｃ
’

＝ 0 ， 即该变量的标准化值 为 0 。 因此ｙ

图
一

至 图五 中横坐标 0 点处的纵线代表了各铜工具

变量数据的平均值。 纵坐标为各变量 ， 同
一 ＾＾＾

陶器

变量内部 由上至下分别代表甲 、 乙 、 丙三类－ 9－

6＿

3 0 3 6 9

墓葬 ， 每一类墓葬的标准化数据由 实心圆点图二 第
一阶段虢 国墓葬 比较图

．

9 1 （总  6 9 1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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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1
‘‘

积最小值和最大值分别为 2 ． 3 和 1 3 ．
8

， 根据标
？ 

Ｉ ‘

－ 0－ 1？

基至 ？釈
？

准化公式可得出 其标准化值分别 为 －

1
． 7 6 和

？－ 棺棒重教


 0 ． 4 4
， 因此其实心圆点左右两条短横线对应

； ：

铜容器的横坐标分别为－

1
． 7 6 和 0 ． 4 4 。

：＾ ： 车马器 （

一

） 第一阶段

ｉ

－Ｕ－
Ｉ

｜
． 铜兵器 1 ．晋国墓葬 。 参与统计的墓葬共 1 5 座

，

广
？ ｒ Ｂ甲类和 乙类墓葬各 1 座

，
丙类墓 1 3座 。 由 图

Ｌ Ｉ
‘

1
－ 铜工具

｜


一可知
， 各级别墓葬在除车马器和 陶器外的

．

ｉ－ 1

陶 器其他变量上大致呈依次递减的态势 ， 尤其是
－ 9－ 6 0＾6ｇ

图三 第二＿葬＿，



叉 。 甲 、 乙两类墓弈 中车马器数量较少的原

； Ｔ

？

，

．

ｒ

 ］

墓室面积 因应是由 于这两类墓葬都有车马坑附葬 ，
从

ｆ
—

ｒｍｍｗ．而不必在墓葬中 随葬大量的车马器 。 各级别

墓葬随葬的兵器和陶器数量均较少 ， 表明兵
Ｉ＾铜容器

＾ ；



／
；器和陶器在当时并不具有表示身份地位的意

：



？



：义 。 另外 ，
丙类墓只是在墓室面积和棺椁重



‘



二
铜兵器数上略有分化 ， 其他各变量数值较为集 中 ，

‘
‘

铜 Ｉ ： 具说明丙类墓葬的 内 部差别较小 。 整体上看 ，

？

丨

丨

．

 ，降器晋国各级别墓葬差别明显 ， 尤其体现在墓室
Ｌ￣

＾
￣

＾
￣ ——

；

——

‘

面积和铜容器数量上 ， 而由丙类墓内部差别

图四 第三阶段墓葬 比较图较小看
， 低等级贵族内部鲜有分化 ，

从而可

——

，

————

，



． ？一
推测晋国的社会层次结构也比较稳定 。

2 ．虢 国墓葬 。 参与统计的墓葬共 3 9座 ，

椁重数甲 类墓葬 4 座 ，
乙类墓葬 8 座 ， 丙类墓葬 2 7

Ｊ 铜容器座 。 由图二可知 ， 各级别墓葬在除陶器外的
—

其他变量均依次递减 ， 而陶器数量则依次递
‘

增 ， 这体现出 陶器与 墓葬等级负 相关的 关
铜兵器

系 。 虢国 甲 、 乙类墓葬中车马器及兵器随葬

”＿

？工 1 1

数量明显多于晋国的同级别墓葬 ， 其中部分
‘

． ｉ—
陶器甲 类和 乙类墓葬在附葬有车马坑的同时 ， 亦

“

9“

6－

3 0 3 6 9随葬大量的车马器 ， 这反映 出虢 国 中高等级
■貞制

？

于随鮮马翻兵翻龍程度高于

最大值的标准化值 。 以第
一阶段晋国丙类墓晋国 。 另外 ， 虢国各级别墓葬的各变量数据

的墓室面积为例 （ 见图一 ）
，
全部墓葬墓室值都接近甚至高于晋国 ，

由此可推测虢国当

面积的均值为 1 1 ． 5 0 9
， 标准差为 5 ． 2 3 6 5（ 见时的政治经济地位并不低于晋国 。 同时 ， 虢

表一 ） ， 第一 阶段晋国 丙类墓墓室面积 的国各级别墓葬内的变量数值分布较为分散 ，

均值为 9 ． 8 ， 其标准化值为 （ 9 ． 8－

 1 1 ． 5 0 9 ）甲类墓葬尤为 明显 ， 并且同一变量中各级别

／  5 ． 2 3 6 5
＝－ 0 ． 3 3

， 因此其实心 圆点对应的横墓葬之间的数据值亦多有交叉 ，
这可能反映

坐标为 － 0 ． 3 3 。 第
一阶段晋 国丙类墓墓室面出虢 国各等级贵族内 部产生分化 ， 同时各等

？

 9 2  （总 6 9 2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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级间的差别不如晋国明确 。立耳或附耳无盖铜鼎 ， 并且随葬有乐器 ， 而

（
二

） 第二阶段丙类墓葬只 随葬有不成列的有盖铜鼎 ，
不见

参与统计的墓葬共 3 7座
，
乙类墓两座 ，无盖铜鼎 ， 亦不见乐器 。 整体上说 ， 本阶段

丙类墓 3 5 座 。 由图三可知 ，
乙 、 丙两类墓葬铜器墓葬有了较明显的发展 ， 同时人群分化

在墓室面积 、 铜容器 、 兵器和工具上明 显现象也更加明显 ， 社会阶级结构发生了进一

递减 ， 尤其是墓室面积和铜容器数量差别步的变化 。

明显 ， 彼此无交叉。 棺椁重数 、 车马器及陶（ 四 ） 第四阶段

器数量上 ， 两者 比较接近 。 丙类墓葬的 车参与统计的墓葬仅 2座
， 均为丙类墓 。

马器 、 兵器和工具的数值分布范围加大 ，
出虽然墓葬数量过少 ， 暂无法进行较深人的分

现了相对较大的极值 ， 但是三个变量的平均析比较 ，
但从图五中展现出 的陶器随葬数量

值与上一阶段比基本不变 ， 这
一

方面体现出明显增多的情况看 ， 至少可以推测本阶段低

丙类墓葬整体发展水平无大的变化 ， 另
一

方等级贵族人群对使用陶器随葬的观念出现了

面较大极值的出现可能反映出丙类人群的分较大的转变 。

化 ， 部分人群由 于军事或其他原因发展迅另外 ， 通过观察图一至图五各个变量的

速
， 仅在墓室面积和铜容器数量上仍与乙类纵向发展情况 ，

还可以得出以下推论 。

墓有较大差距。 结合上文提到的此阶段乙类 1 ．本文所使用的墓葬分类方法 ， 是基于

墓葬开始随葬以往仅在甲类墓葬 中出现的乐用鼎状况和组合对墓葬进行分组后 ， 再综合

器 ，
可以推测此阶段社会阶层结构发生了

一

考虑相关各因素 ， 其中各组墓葬的墓室面积

些较大的变动 。和铜容器数量的均值是等级划分中 比较重要

（ 三 ） 第三阶段的参考指标 ， 因此图一至图五中反映出各阶

参与统计的墓葬共 3 8座 ， 甲类墓 1 座 ，段不同级别墓葬在墓室面积和铜容器数量上

乙类墓 4座 ， 丙类墓 3 3 座 。 由 图四可知 ， 各依次递减的现象 ， 是这种等级分类必然的反

级别墓葬在除了棺椁重数和陶器外的其他变映 。 但从另
一

方面来看 ，
各等级墓葬在墓室

量上明显递减 。 总体上看 ， 此阶段各变量的面积和铜容器之间的差别十分显著 ，
不仅仅

数据值相比之前有了明显的提升 ， 各变量的体现在均值上 ， 而且其数据分布的范围也几

均值都高于或接近
“

均值线
”

，
这反映出铜乎无交叉 ， 由此可认为此二者在墓葬等级制

器墓葬整体发展的趋势 。 其中 甲类墓葬发展度中 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 。

极为迅速 ， 大部分变量明显高于乙 、 丙两类 2 ．第一阶段的晋国和虢国墓葬中棺椁的

墓葬 ， 使其与乙 、 丙两类墓葬的差距明显加数量大致依次递减 ， 而到了第二和第三阶

大 。 乙类墓葬各变量值变化不大 ，
丙类墓葬段

，
乙类墓棺椁重数的平均值已经低于丙类

各变量有稳步提升 ， 导致乙类墓葬和丙类墓墓
’
可推测大概从第二阶段开始 ， 棺椁重数

葬之间的差距进一步缩小 。 丙类墓葬依然存不再具有表示身份等级的功能 。

在较明显 的分化现象 ，
绝大部分变量的极大 3 ．第

一至第三发展阶段 ， 各级别墓葬随

值都超过或接近乙类墓葬的均值 ， 尤其是墓葬的兵器和青铜工具数量稳步增加 ， 前者很

室面积也开始超过了 乙类墓葬 。 另外值得注可能表明随着军事活动的增加 ， 兵器在墓葬

意的是 ， 虽然乙 、 丙两类墓葬各变量数据差等级制度 中的重要性也有所提升 ， 后者则说

别缩小 ， 但是两者仍存在
一

些本质区别 ， 即明了这种具有实用性质的工具也逐渐受到重

乙类墓葬同甲类墓葬
一

样在随葬有成列的有视 。 另外 ， 车马器随葬的数量也逐步提升 ，

盖铜鼎外 ，
均另 随葬有代表西周传统礼制的但 由 于车马器随葬的数量可能与是否有车

？

 9 3 （
总

6 9 3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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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坑附葬有关 ， 因此存在着
一定的不确定因积和铜容器数量上都存在着明显的差别 ， 而

素 。墓室面积的大小与修建墓葬所付出的劳动力

4
． 甲类墓葬所代表的人群一直保持对陶成正比 ， 青铜容器主要为礼器 ， 其数量的多

器随葬的绝对否定态度 ， 而乙类墓最初和丙少亦与墓主人的贵族身份相关 ， 因此不同等

类墓
一

样随葬有少量陶器 ， 到了第三阶段 ，级墓葬在墓室面积和铜容器数量上的差别 ，

乙类墓陶器随葬数量明 显增多并高于丙类或许说明可以调动人力资源的权力与贵族身

墓 ，
可见乙类墓和丙类墓所代表的人群并不份 ，

即政治因素是造成墓主人处于社会不同

排斥随葬陶器 ， 甚至到了第三阶段 ， 在 乙类阶层的主要原因 。

和丙类墓葬整体差距缩小的背景下 ，
乙类墓附记 ： 本文为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

人群试图通过随葬较多的陶器来加大与丙类研究基地重大项 目

“

东 周 时期三晋地 区与 北

墓葬的差别 。方地区的文化互动
”

（ 2 0 0 8
ＪＪ
Ｄ 7 8 0Ｕ 3

） 的研

究成果
，
该成果还得到

“

吉林大 学
‘

9 8 5 工

四程
’

项 目
”

的资助 。

通过本文的研究可知 ， 晋南地区的铜器ａｍ

墓葬在东周时期大体经历了以下的变化 。

^

［ 1
］3 ．山西省文物管理委员会侯马工作站 ： 《 山西

胃－隨 ’

侯马上马村东周墓葬 》 ， 《考古 》■年第 5

初 ，
墓葬可分为晋国墓葬和虢国墓葬两组。

两组墓葬均受到西周文化的强烈影响 ， 器物ｂ ．山西省考古研究所 ： 《山西侯马上马墓地发

的形制 、 组合多延续西周晚期的传统 。 晋国掘简报 （ 1 9 6 3 ￣
 1 9 8 6年 ） 》 ， 《文物》 1 9 8 9年第 6

各级别墓葬差别明显 ， 等级鲜明 ， 遵守西周期 ；
《上马墓地》

，
文物 出版社 ，

1 9 9 4年。

的器用制度 ， 社会的阶层结构较稳定 。 而虢［
2

］
山西省考古研究所侯马工作站 ： 《侯马牛村古

国不同级别墓葬之间 的差别也较明显 ， 但各城南墓葬发掘报告》 ，
见 《晋都新田 》 ，

山西人

社会阶层内部结构相对不稳定 。民出版社 ， 1 9 9 6年 。

第二阶段 ， 大体为春秋 中期偏早至春
［

3 ］ 山西省考古研究所侯马工作站 ： 〈〈山西侯马下

秋晚期偏早 。 晋文化墓葬逐渐摆脱了西周文『

望两座东周墓 》 ’ 《文物季刊 》 Ｉ＂ 3年第 4

期
化束缚 ’ 器Ｍ合及形Ｍ发生了较大变

［
4

］
北京大学考古学系 、 山西省考古研究所 ： 《天

化 。 同时原有的Ｍ礼器制度开始松动 ’

马－曲村遗址北赵晋侯墓地第五次发掘 》
，

人群开始 出现分化 ， 社会阶层结构发生 了

较大的变化 。 ［
5
］ａ ．张童心 、 张崇宁 ？

？ 《临椅县程村东周墓发掘简

第三阶段 ， 大体为春秋晚期 中叶至战国报 》 ， 《文物季刊 》 1 9 9 3年第 3期 。

早期 。 器物的组合及形制多延续上
一

阶段而继ｂ ．赵慧民 、 李百勤 、 李春喜 ： 《 山西临倚县程村

续发展 ， 同时各等级墓葬在整体上都有了较为两座东周墓》 ， 《考古 》 1 9 9 1年第 1 1期 。

明显的提升。 另外本阶段人群分化现象更加明
ｃ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等 ： 《 临猗程村

显 ， 社会阶层结构有了［步的变化。墓地》
’ 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 ’

 2 0 0 3年。

第四阶段 ， 年代上大雜当于战国中晚
［

6
］掘 《三晋

＾ 丄 十轴＾‘ 、 ， 山 、
＾

，考古 》第一辑 ’ 山西人民出版社 ，
1 9 9 4年 。

期 。 由于魏国政 中心的转移及秦文化的人ｂ ．山贿考古研究所 ： 《 1 9 7 6 年闻喜上郭村周
侵 ， 本阶段晋文化铜器墓葬数量骤减 ， 目前代墓葬清理记 》 、 《闻喜县上郭村 1 9 8 9年发掘

仅发现有 3座
， 晋文化铜器墓葬走向衰落 。简报》 ，

见 《三晋考古》 第
一辑

，
山西人民出版

由 于各阶段中 不同等级墓葬在墓室面社
，

1 9 9 4年 。

■

9 4 （总 6 9 4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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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

］
运城行署文化局 、 运城地区博物馆 ： 《 山西闻［

1 8
］ 文中首先根据用鼎状况及组合形式将中原地

喜邱家庄战国墓葬发掘简报 》
，
《考古与文物》区东周铜器墓葬划分为九组 ，

之后参考各组

1 9 8 3年第 1期 。墓葬的墓室面积、 铜容器数量和组合 、 棺椁重

［
8

］ａ ．杨富斗 ： 《 山西万荣县庙前村的战国墓 》
，数、 车马 （器 ） 随葬等诸多因素进行综合考量 ，

《文物参考资料 》
1 9 5 8年第 1 2期 ； 《

山西万进而将这九组墓葬划分为 甲 、
乙

、 丙三类 ，
分

荣庙前村东周墓地调查发掘简讯 》 ， 《考古 》别代表铜器墓的高 、 中 、 低三个等级
，
这种分

1 9 6 3年第 5期 。类的实质是基于用鼎制度的同时 ， 综合考虑

ｂ ． 山西省考古研究所 ： 《万荣庙前东周墓葬发相关各因素的情况。 详见滕铭予 、 张亮 ： 《 中

掘收获》
，
见 《三晋考古 》第一辑 ，

山西人民出原地区东周铜器墓分类新论》 ， 《考古 》 2 0 1 3

版社 ，
1 9 9 4年 。年第 2期 。

［ 9
］
王志敏 、 高胜才 ： 《运城南相春秋墓清理 简［

1 9
］ 参见滕铭予 ： 《 丰镐地区西周墓葬的若干问

报》 ， 《文物季刊》 1 9 9 0年第 1期。题 》
，
见 《考古学文化论集 （

三 ） 》 ， 文物出版

［
1 0

］
山西省考古研究所邓林秀 ： 《山西芮城东周社 ，

1 9 9 3年。

墓》
，
《文物》 1 9 8 7年第 1 2期 。［

2 0
］
山西省考古研究所、 北京大学考古学系 ： 《天

［
1 1

］ 山西省考古研究所侯马工作站 ： 《新绛柳泉墓马
一

曲村遗址北赵晋侯墓地第四次发掘 》
，

地调查 、 发掘报告 》 ，
见 《晋都新田 》

，
山西人《文物》 1 9 9 4年第 8期 。

民出版社 ，

1 9 9 6年 。 ［
2 1

］ａ ．郭物 ： 《青铜钹在欧亚大陆的初传 》 ’

见 《欧

［
1 2

］ａ
．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 ： 《上村岭虢国墓亚学刊 》第 1辑 ， 中华书局 ，

1 9 9 9年 。

地 》 （黄河水库考古报告之三 ）
，
科学出版社 ，ｂ ．林沄 ： 《商文化青铜器与北方地区青铜器关

1 9 5 9年 。系之再研究 》 ， 见 《考古学文化论集 （

一

） 》 ， 文

ｂ ．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 、 三门峡市文物工物出版社 ，
1 9 8 7年。

作队 ： 《三门峡虢国墓》第一卷
，
文物出版社

，［
2 2 ］ａ ．滕铭予 ： 《中国北方地区两周时期铜複的再

1 9 9 9年 ； 《上村岭虢国墓地Ｍ 2 0 0 6 的清理 》 ，探讨——兼论秦文化中所见铜锾 》 ，
见 《边疆

《文物 》 1 9 9 5 年第 1 期 ； 《三门峡虢 国墓地考古研究》第 1辑 ， 科学出版社 ，
2 0 0 2年 。

Ｍ 2 0 1 0的清理 》 ， 《文物 》 2 0 0 0年第 1 2期 ； 《三ｂ ．朱永刚 ： 《中国北方的管銎斧》 ， 《 中原文物》

门峡虢国墓地Ｍ 2 0 1 3的发掘清理 》 ， 《文物 》 2 0 0 3年第 2期 。

2 0 0 0年第 1 2期 。［
2 3

］ 滕铭予 、
王春斌 ： 《东周时期三晋地 区的北方

［
1 3

］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 ： 《陕县东周秦汉文化因素 》 ，
见 《边疆考古研究》 第 1 0辑 ， 科学

墓 》
，
科学出版社 ，

1 9 9 4年 。出版社 ，
2 0 1 1年 。

［
1 4

］
三 门峡市文物工作队 ： 《三门峡市盆景园 8号战［

2 4
］
井中伟 ： 《中国早期青铜戈 ？

戟研究 》第 1 6 4页 ，

国墓 》
，
《中原文物》 2 0 0 2年第 1期 。科学出版社，

2 0 1 1年 。

［ 1 5 ］ 三门峡市文物考古研究所 ： 《三门峡市西苑小［
2 5 ］ 同 ［ 1 7

］ ， 第 1 7 7 7
￣

1 7 9 8 、 2 0 3 9
￣

2 0 5 8页。

区战 国墓 （Ｍ ｌ ） 发掘简报 》 ， 《文物》 2 0 0 8年第［ 2 6
］ 同 ［

2 3
］
。

2期 。［ 2 7
］
刘建国 ： 《春秋刻纹铜器初论 》 ， 《东南文化 》

［
1 6

］
参见高崇文 ： 《试论晋南地区东周铜器墓的分1 9 8 8年第 5期 。

期与年代 》 ， 《文博 》 1＂ 2年第 4期 。 其文中的卩 8
］ 叶小燕 ： 《中原地 区战 国墓初探 》 ， 《考古 》

晋南地区还包括了长治地区 。 由于长治地区在 1 9 8 5年第 2期 。

战 国时期先后属于韩 、 赵
，
而该地区发现的东［

2 9
］
关于魏迁都大梁的年代问题 ， 史籍记载中主

周时期墓葬在文化面貌上与运城 、 临汾地区的要有四种说法 ：

一

为据 《史记 ？魏世家 》 记载

同时期墓葬存在一定的差别 ， 因此 ， 本文的研的魏惠王三十一年 （公元前 3 3 9 年 ） 说 ；

一

为

究没有包括长治地区 。据 《史记 ？ 商君列传 》 司马贞 《索隐 》 引 《纪

［ 1 7
］
朱凤瀚 ： 《中国青铜器综论》 第 1 5 4 1 

￣

 1 6 5 3 、年》 的魏惠王二十九年 （公元前 3 4 1 年 ） 说 ；

一

1 8 8 9 ￣ 1 9 5 0页 ， 上海古籍出版社 ，
2 0 0 9年 。为据 《 史记 ？ 魏世家集解 》 引 《汲冢纪年 》 的

■

 9 5 （
总 6 9 5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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魏惠王九年 （公元前 3 6 1年 ） 说 ；

一

为据 《水经［
3 1

］
本文所采用的标准化数据方法为标准差标准

注
？渠水 》 引 《竹书纪年 》 的魏惠王六年 （公元化法 ， 即乂

－

｛
ｘ
－

Ｘ
）／Ｓ ，

Ｘ代表某一变

前 3 6 4年 ） 说 。 目前学术界多认为魏惠王六年量的原始数据 ，
无代表该变量数据的平均值 ，

说可信 ， 本文从之。Ｓ代表该变量数据的标准差 ， Ｘ
＇

为标准化之

［
3 0

］
《史记 ？ 魏世家 》 记载 ， 魏襄王

“

五年 ， 秦败后的数据 ， 亦可以理解为以标准差作为衡量各

我龙贾军四万五千于雕阴 ， 围我焦 、 曲沃 。 予变量中每个数据与该变量数据平均值的差的

秦河西之地 。 六年 ， 与秦会应 。 秦取我汾阴 、单位 。 对于不同变量而言 ，
经过这样的处理 ，

皮氏 、 焦……八年 ， 秦归我焦 、 曲沃
……

十三既清除了单位和变异程度的影响 ，
又不会影响

年……秦取我曲沃 、平周 。

“

另据 《史记 ？秦本到原始数据的意义 。

纪 》记载 ， 秦惠文王十三年
“

使张仪伐取陕 ， 出［
3 2

］ 为了保证统计信息的准确 ， 所有参与统计的墓

其人与魏 。

”

葬均为未被盗掘的完整墓葬 。

附表
一第

一

阶段晋南地区晋国铜器墓葬基本信息表

墓葬名称期段 等级青铜礼器青铜明器乐器 兵器 陶器 备注

曲沃北赵晋侯Ｍ 9 3 1期①段 申
鼎 5 、

當 當
盘“

記ｍ ｜

、

ＶＶＶ

曲沃北赵晋侯Ｍ 1 0 2 1期①段 乙
鼎 3 、 簋 4 、

：
、 盘 1 、 鼎 爵 1 、

Ｖ 鬲 1

上马Ｍ 4 0 7 8 1期①段 丙 鼎 3 、 盘 1 、 直 1 、 簠 2ＶＶ
＂

鬲 1

闻喜上郭村 8 9Ｍ 2 8 1期①段 丙


1 1





上马 6 1 Ｍ
1
4

1期②段 丙带流鼎 1鬲 1

上马Ｍ 1 2 8 4 1期②段 丙鼎 3 、 盘 1 、 ？ 1Ｖ＼／鬲 1

上马Ｍ 1 2 8 7 1 期②段 丙鼎 3 、 盘 1 、 Ｂ ｌＶ＼／鬲 1

闻喜上郭村 7 4Ｍ 5 1 1期②段 丙带流鼎 1 、 盘 1
、 區 1

 

闻喜上郭村 8 9Ｍ
1

2
1 期②段 丙鼎 1

、
盘

1 、 匝 1鬲 1

闻喜上郭村 8 9Ｍ 1 3 1期②段 丙带流鼎 1

闻喜上郭村 8 9Ｍ 2 1期②段 丙带流鼎 1

鬲 1



闻喜上郭村 8 9Ｍ 2 7 1期②段 丙带流鼎 1 、 鱺； 1

 

鬲 1



闻喜上郭村 8 9Ｍ 3 3 1期②段 丙带流鼎 1 、 匦 1 、 盆 1



鬲 1

闻喜上郭村 8 9Ｍ 7 1期②段 丙 带流鼎 1
、
六轮小铜车 1



Ｓ ｌ

＿



‘

闻喜上郭村 7 4Ｍ 3 7 3
1 期②段 丙鼎 1

、 盘 1
Ｓ ｌ 、 厘 1

、

丨
1 、
壶Ｋ

两城Ｍ ｌ 1 期①段 不明鼎 2鼎 1

Ｈ［
方壶ＶＶ被盗

闻喜上郭村 7 4Ｍ 4 9 1期①段 不明方鼎 1



被盗

闻喜上郭村 7 5 Ｍ 11期①段 不明鼎 1鼎 ！ 、

1

方 耳杯被盗

闻喜上郭村 7 4Ｍ 5 71期②段 不明 带流鼎 1 、 舟 1 、 盂 1卮 1
￣￣￣



￣

被盗

闻喜上郭村 7 4Ｍ 5 9 1期②段 不明带流鼎 1 、 盂 1



被盗

闻喜上郭村 8 9Ｍ 9 1期②段 不明带流鼎 1



鬲 1^

？

 9 6 （
总 6 9 6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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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二第
一

阶段晋南地区虢国铜器墓葬基本信息表

墓葬名称期段 等级青铜礼器青铜明器乐器 兵器
，

陶器备注

上村岭Ｍ觀 ｉ期①段 甲
ｇｔ番 1ＶＶＶ



鼎 7
、
甚 6

、 鬲 8
、 甎 1

、 簠 鼎 3
、 簋 3

、 盘 3
、 蚕

上村岭Ｍ 2 0 0 1
1期①段 甲 2

、 獲 4 、 铺 2 、 方壶 2 、 圆 2 、 爵 3 、 觯 2 、 尊 3 、ＶＶ



壶 2 、 盘 1 、 ｍ


方彝 3


鼎 7＋ 2 、 簋 8 、 鬲 6 ＋ 2 、 方
上村岭Ｍ 2 0 1 1 1 期①段 甲 甎 1

、 铺 1
、 圆壶 2 、 方壶ＶＶＶ



2
、 盆 1

、 盘 1
、 匝 1



鼎 5
、
簋 4

、 鬲 8
、 方瓶 1

、 鼎 6
、
簋 6

、 盘 6
、 番

上村岭Ｍ 2 0
1 2 1期①段 甲 簠 2

、 铺 2 、 方壶 2 、 盘 1 、 5 、 匯 1 、 爵 4 、 觯 6 、ＶＶ



番 1 、 直 1 、 小罐 2


方彝 5 、 觚 1



上村岭Ｍ 1 8 1 0  1期①段 乙
鼎 5

、

ｆ

4
、

Ｈ
、 ＳＳ ＩＶＶ

鼎 3 、 基 4 、 南 2 、 瓶 1
、

＿＆

上村岭Ｍ 1 8 2 0 1期①段 乙 1 、 簠 2 、 壶 2 、 罐 1 、 小罐



1 、 盘 1 、 區 

1



上村岭Ｍ2 0 0 6  1期①段 乙
鼎 益 ］ 、

严
1

＾
1 、 尊Ｖ 鬲 1 、 罐 1

上村岭Ｍ 2 0 1 0 1期①段 乙
鼎 3 ＋

？ ｈＵ
壶ＶＶ

上村岭Ｍ 2 0 1 3 1期①段 乙鼎 3 、 簠 2 、 盘 1 、 直 1



Ｖ


上村岭Ｍ 1 6 0 1 1期①段 丙


盘 1 、 匯 1



上村岭ＭＩ 6 1 2 1期①段 丙


ｍ


上村岭Ｍ 1 6 3 1 1期①段 丙鬲 1

盆 1
、 罐

上村岭Ｍ 1 6 3 4 1期①段 丙鼎 1Ｖ 1 、 ＾盖



1 、 豆 4


上村岭Ｍ 1 6 6 1 1期①段 丙


1 1



上村岭Ｍ 1 6 7 1
1 期①段 丙鼎 1

上村岭Ｍ 1
6 9 2 1期①段 丙鼎 1

上村岭Ｍ 1 7 0 2Ｌ期①段 丙鼎 1 、 盘 1 、 匣 1



：村岭 Ｍ 1 7 0 4
1期 带流鼎 1 、 鬲 1 、 兽形 ：ｊＴ

—

上村岭Ｍ 1 7 0 71期①段
￣

Ｓ

￣ ＂

鼎 1罐 2 、 豆 2


上村岭Ｍ 1 7 1 4 1期①段 丙鼎 丨 、 盘 1 、 匝 1



上村岭Ｍｎ ｉ 5 1期①段 丙


ｍ


Ｖ


Ｖ


上村岭Ｍ 1 7 2 0 1期①段 丙


鼎 1 、 豆 1



Ｋ ｌ



上村岭Ｍ 1 7 4 3 1期①段 丙鼎 1

上村岭Ｍ 1 7 4 4 1期①段 丙


鼎 1 、 盘 1



上村岭Ｍ 1 7 5 3 1期①段 丙


＾ 1



±ｍＭ 1 8 1 9 Ｈ 0ａ鼎 2陶器盖

上村岭Ｍ 2 0 1 6 1期①段 Ｉ鼎 1鼎 1 、 簋 1 、 盘 1鬲 1 、 罐 1
—

上村岭Ｍ 2 0 1 7 ｌ＾ｊ

＂

丙鼎 1 、 簠 1鼎 1 、 簋 1 、 盘 1
＿

鬲 1 、 罐 1

上村岭Ｍ 1 7 0 51期②段 乙 1 ，＾
— 、

ＶＶ

上村岭Ｍ 1 7 0 6 1期②段 乙
鼎 5

、

ｆ

4

ｆ^

4

ｇｆ
Ｋ 壶ＶＶ

？

 9 7 （总 6 9 7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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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附表二

墓葬名 称期段 等级青铜礼器青铜明器乐器 兵器 陶器备注

上村岭Ｍ 1 7 2 1 1期②段 乙鼎 3 、 盘 1 、 厘 1



Ｖ


Ｖ


上村岭Ｍ 1 6 2 01期②段 丙鼎 1

壶 2
， 豆

上村岭Ｍ 1 6 5 1 1期②段 丙 鼎 1 1 、 器盖



1 、 陶器 1

上村岭Ｍ 1 6 5 7 1期②段 丙


1 1



上村岭Ｍ 1 7 0 1 1期②段 丙鼎 1
、 盘 1 、 直 1



上村岭Ｍ 1 7 0 81期②段 丙
＾

1



上村岭Ｍ 1 7 1 1 1 期②段 丙鼎 2 、 盘 1 、 直 1



Ｖ


Ｖ


上村岭Ｍ 1 7 6 1 1期②段 丙鼎 1 、 盘 1 、 画 1



上村岭Ｍ 1 7 6 2 1期②段 丙


Ｍ ｌ



Ｈ Ｉ



上村岭Ｍ 1 6 0 21期①段 不明
鼎 3 、 ＆ＵＶＶ被盗

上村岭Ｍ 1 6 8 9 、期①段 不明

．

鼎 4
、
盘 2 、 匦 1簋 5 、 益 1


—￣

被盗

上村岭Ｍ 2 0 0 8
1細段 棚

亂 方壶 Ｍ 2
＇

ＶＶ被盗

附表三第二阶段晋南地区铜器墓葬基本信息表

墓葬名称期段 等级青铜礼器乐器 兵器 陶器备注

ｉ上郭村 7 4Ｍ 4 8 2期①段 带流鼎 1 、 舟 1
＿

上郭村 7 6Ｍ 6 2期①段 鼎 1 、 盘 1 、 匦 1 、 舟 1Ｖ
“―

Ｖ鬲 1

＂

Ｗ喜上郭村 7 6Ｍ 4 2期①段

＂

Ｗ鼎 1 、 敦 1 、 盘 1 、 匝 1 、 舟 1


一“

鬲 1

喜上郭村 7 6Ｍ 7 2期①段 ｊ鼎 1 、 敦 1 、
盘 1

、 扁壶 1鬲 1
＿

Ｈ
＂

喜上郭村 8 9Ｍ 3 2期①段 舟 1
、 盆 1 、 勺 1

、 匕 1鬲 1


—

喜上郭村 7 6ＭｒＴ 2期②段 丙

．

鼎 1
、 敦 1

、 舟 1Ｖ
＿

鬲 1

临猗程村Ｍ 0 0 1 9 2期②段 丙


鼎 1 、 敦 1



ＳＫ 罐 1



临猗程村Ｍ0 0 2 0 2期②段 丙


鼎 3 、 敦 2 、 舟 1



临綺程村Ｍ0 0 2 1 2期②段 丙


鼎 1 、 敦 1 、 舟 1



Ｍ ｌ



猗程村Ｍ 1 0 2 4 2期②段ｊ鼎 1 、 敦 1 、 盘 1 、 Ｂ ｌ 、 舟 1Ｖ鬲 1
＿

临猗程村Ｍ Ｉ 1 1 8 2期②段 丙


鼎 1 、 簋 1 、 舟 1



ｍ


上马 6 1Ｍ 5 2期②段 丙


鼎 3 、 敦 1 、 盘 1 、 Ｅ ｌ



Ｖ鼎 1



上马 6 1Ｍ 1
1 2期②段 丙鼎 2 、 基 2 、 鬲 2 、 盘 1 、 舟 Ｉ

￣＂

Ｔ
￣

鼎 7
、
鉴 2

、 方壶 2
、 敦4

、 簠 2
、 覷 1

、

“ “

ＩＴ
上马 6 1 Ｍ 1 3 2期②段 乙盘丨 、 高 2 、 厘 丨 、 舟＾ 锾 1

ＶＶＶ阳 1



上马Ｍ 1 0 1 0 2期②段 丙鼎 1
、 盘 1

、 祖 丨 、 舟 1 、 簋 1 、 顱 ： 1



ＶＶ鬲 1

一

上马Ｍ 1 0 1 1 2期②段 鼎 1 、 敦 1鬲 1

上马Ｍ 1 0 1 3 2期②段 丙


鼎 1
、 簋 1

、 舟 1



ＶＶ钵 1
一

—

上马Ｍ 1 0 1 5 2期②段 丙鼎 2 、 敦 2 、 盘 1 、 匝 1
、 舟 1Ｖ钵 1

上马Ｍ 1 0 2 7 2期②段 丙鼎 3
、 敦 2 、 盘 1 、 匣 1 、 舟 1 、 罐 1

—

上马Ｍ 2 1 4 8
＿

2期②段 鼎 1 、 敦 1
、
舟 1Ｖ

￣

Ｖ鬲 1

上马Ｍ 4 0 9 4 2期②段 丙


鼎 1 、 舟鋈 1



ＶＶ
—

罐 1

豆 1 、 鬲 1 、

万荣庙前6 2 Ｍ 1 2期③段 丙鼎 2 、 敦 1 、 盘 1 、 Ｋ 1 、 舟 1豆ｉ ｌ
、
ｉ



1 、 盆 1



万荣庙前 6 2 Ｍ5 2期③段 丙鼎 1 、 敦 1

＂

ＶＶ
－

罐 1 、 壶 1

骑程村Ｍ 0 0 0 3
丨

2期③段
丨

丙鼎 3
、 敦 1

、
盘 1 、 匯 1 、 舟 1 、 覷 1

丨 ｜Ｖ 丨Ｖ ｜

鬲 1 、 壶 1

？

 9 8
（总

6 9 8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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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附表三

墓葬名称期段 等级青铜礼器乐器 兵器
，Ｉ，陶器备注

临猗程村爾） 0 0 4 2期③段 丙鼎 2 、 簋 1 、 盘 1 、 區 1 、 舟 1



高 1 、 壶 1



临猗程村ｍ 0 0 2 2期③段 乙
＃ 5 、 ｍ 、

1 2？
、 ＠ 2 、

Ｖ＼／ 壶 2

—

临猗程村Ｍ 1 0 2 3 2期③段 鼎 1 、 敦 1
、 盘 1

、 直 1
、 舟 1Ｖ

￣￣

鬲 1

猗程村Ｍ 1 0 5 9

＿

 2期③段 鼎 2 、 敦 1 、 舟 1Ｖ

＂

Ｖ鬲 1

猗程村Ｍ 1 0 6 4 2期③段 鼎 1 、 敦 1 、 盘 1 、 匝 1 、 舟 1Ｖ壶 1
、 三足钵 1

￣

ｉ

｜Ｓ猗程村Ｍ 1 0 8 2 

“

 2期③段 鼎 1 、 敦 1 、 敦盖 ］
、 盘 1 、 厘 1 、 舟 1Ｖ罐 1

运城南相Ｍ ｌ 2期③段 丙鼎 3 、 敦 1
、 盘 1

、 匝 1
、 舟 1

、 ｜Ｅ 1ＶＶｍ＾
Ｕ

—

运城南相Ｍ 2、期③段 鼎 丨 、 敦 1


—

ＶＶ鬲 1

上马Ｍ 1 0 0 6 2 期③段 丙鼎 2
、 舟 1

、 盘 1
、 直 1

、 敦 1



鉢 1
、 盖豆 1



上马Ｍ 1 0 2 6 2期③段 丙鼎 1
、 盘 1

、
區 1

、 舟 1
、 敦 1



Ｖ鬲 1
、 壶 1



上马Ｍ 2 0 0 8 2期③段 丙鼎 3 、 盘 1 、 匦 1 、 舟 1 、敦 2 、 甎 1 、 钹 1



ＶＶ钵 1 、 壶 2


陕县后川Ｍ 2 0 5 6 2期③段 丙鼎 3
、 敦 1 、 舟 1

、 盘 1 、 匯 1



ＶＶ鬲 1

＂＂

陕县后川Ｍ 2 0 6 1

‘

 2 期③段

＂

Ｗ鼎 1 、 敦 1 、 舟 1 、 盘 1 、 匯 1

＿

临猗程村ＭＯＯＯ ｌ

—

不清 ＠鼎 4
、
簋 1 、 鉴 2 、 甎 1

￣￣

Ｖ
￣

Ｖ
‘

豆 1
—

被盗

、防猗程村Ｍ 0 0 0 2不清 鼎 5 、 簠 2 、 區 1 、 盘 1
．

ＭＶ被盗
一

临猗程村Ｍ 0 0 2 2 

—

 2期②段 不明

＂

鼎 1 、 覷 1 、 敦 1Ｖ
—

鬲 1被盗

：临猗程村Ｍ 1 1 1 9 2期③段 ■鼎 1
—

鬲 1被ｆ

万荣庙前 5 8Ｍ 1 2期③段 不明
鼎 5 ＋ 2 、 舟 2 、

ＶＶ被盗

附表四第三阶段晋南地区铜器墓葬基本信息表

墓葬名称ｍ 等级■礼器｜
兵器 陶器备注

临猜程村Ｍ 1 0 0 1 3 期 乙
鼎 5

、 拡

舟ｆ

2
、

鉴ｆ

1

＃
、 ｍｕＶＶＶ高 1 、 豆 1

上马Ｍ 1 0 0 43期 乙鼎 5 、 豆 4 、 Ｓ 2
、 盘 1 、 區 1 、 舟 2ＶＶ


？ 1



临猗程村Ｍ 1
0 6 2 3期丙


鼎 、 豆 1 、 舟 1



ＶＶ


鬲 1 、 罐 1 、 壶 1



临綺程村Ｍ 1 0 7 23期 丙
Ｓ ｌ 、

ＶＶ罐 3
、
体 1

、 壶 2

临猗程村Ｍ 】 1 2 03期 丙


鼎 1 、 敦 1



Ｖ


Ｖ


Ｈ ｉ



3期 丙鼎 1
、 豆 1

、 舟 1ＶＶ
6 0 Ｈ 4Ｍ 6

3期 丙鼎 2
、
豆 2

、 舟 1
、 盘 1ＶＨ Ｉ 、 壶 1 、 豆 2

6 0 Ｈ 4Ｍ 2 7


3期 丙鼎 1 、 豆 2
、 舟 1高 1 、 壶 1 、 耀 1

6 1 Ｈ 4Ｍ 3 4 2


上马Ｍ 1 0 0 2 3期丙


鼎 1 、 豆 1 、 舟 1



晶 1 、 壶 1



上马 6 3Ｈ 1 6Ｍ 1 5 3期 丙 鼎 3 、 豆 2 、 壶 2 、 甎 1 、 盘 1 、 匦 1 、 舟 2ＶＶ


罐 1 （丢失 ）



上马Ｍ 4 0 0 6 3期 丙鼎 3 、 豆 2 、 盘 1 、 匯 1 、 舟 1



Ｖ


Ｖ


鬲 1 、 壶 1



上马Ｍ 4 0 9 0 3期 丙鼎 2 、 豆 2 、 盘 2 、 匯 1
、 舟 1



鬲 1
、 壶 1



盖鼎 5 、 鬲形鼎 7 、 无盖鼎 5 、 鼎钩 1 0 、

陕县后川Ｍ 2 0 4 0ｍ甲 壶 5 、 高 3 、 瓶 1 、 豆 1 0 、 簠 2 、 敦 2 、 舟2 、 ＶＶＶ



勺 5
、 匕 2 、 毕 1 、 盘 3 、 鉴 4 、 匦 2 、 畚箕 1



陕县后川Ｍ 2 0 4 1 4Ｍ 乙
鼎 5 、

％ 、％ 、Ｈ
置 2 、

Ｖ％／Ｖ壶 2 、 豆 1 4

上马Ｍ 5 2
1

8ｍ乙＃ 5 ， 3 ． 2 ，

＾ ＾

ＵＫｍ，

▽ＶＶ鬲 1 、 壶 2

．

9 9 （
总  6 9 9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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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附表四

墓葬名称 搬 等级青铜礼器｜
兵器 陶器 备注

临猗程村 Ｍ 1 0 2 2ｍ丙鼎 2 、 豆 2 、 盘 1 、 匣 1 、 舟 1 、 艇 1ＶＶ

临骑程村Ｍ 1 0 5 6ｍ丙鼎 3 、 豆 1 、 盘 1 、 直 1 、 舟 1



Ｖ


罐 1 、 壶 2 、 豆 1



临猗程村Ｍ 1 0 5 7 4期 丙鼎 1 、 敦 2 、 盘 1 、 匯 1 、 麒 1



Ｖ


Ｖ


高 1 、 壶 2


闻喜邱家庄Ｍ ｉｎｒ 丙鼎 2 、 盖豆 2 、 舟 1 、 盘 1 、 厘 丨Ｖ

￣

Ｖ壶 3
—



Ｉ ｓＨＩＩ 4期 胃鄘 、 豆 2
、
壶 2

、 匣 1



ＵＳ＿Ｗ鄘 、 壶2 ， 豆 2』 1 、 Ｅ 1



Ｖ


壶 2

一
陕县后川Ｍ 2 0 4 2ｍ丙鼎 3 、 壶 2 、 豆 2 、 舟 1 、 直 1



Ｖ


Ｖ


Ｍ ｌ



陕县后川Ｍ 2 0 4 4 4期丙


鼎 1 、 豆 2 、 盘 1



ＶＶ
＾

2


陕县后川Ｍ 2 0 4 7 4 ｊｆｌ丙鼎 1 、 豆 3 、 舟 1 、 盘 1 、 匦 1



ＶＶ
＾

3


陕县后川Ｍ 2 0 4 8ｍ 丙
鼎 2 、 壶“ 南

上
舟Ｌ 盘ＬＶＶ壶 1

陕县后川Ｍ 2 0Ｗ丙


鼎 1 、 壶 2
、 盘 1 、 直 1



Ｖ


Ｖ


陕县后川Ｍ 2 1 1 5 4Ｍ丙鼎 3 、 壶 2 、 豆 2 、 舟 1 、 盘 1 、 Ｅ ｌ



Ｖ


Ｍ ｌ



陕县后川Ｍ 2 1 2 1 4期 丙鼎 3 、 壶 2 、 豆 2 、 盘 1 、 匦 1



Ｖ


Ｖ


Ｈ ｉ



鼎 2 、

陕县后川Ｍ 2 1 2 3ｍ丙鬲形鼎 1



Ｓ 1



陕县后川Ｍ 2 1 2 4ＡＭ 丙
鼎 2

、 紅 拉

＾
1 、 匕 Ｌ 盘“ＶＶ鬲 1

陕县后川Ｍ 2 1 2 5丙


鼎 2 、 壶 2 、 豆 2 、 舟 1



ＶＶ
＾

1



陕县后川Ｍ2 1 3 2 4期丙鼎 1 、 鬲形鼎 1
、 豳 ； 1 、 豆 2


Ｖ


Ｖ


Ｈ ｉ



陕县后川Ｍ 2 1 3 8 4Ｍ丙鼎 3 、 壶 2 、 豆 2
、 敦 1 、 虎器座 1ＶＶ豆 2

陕县后川Ｍ 2 1 4 2丙鼎 2 、 壶 2 、 豆 2 、 舟 1 、 盘 1 、 Ｅ ｌ



Ｖ


Ｓ 1



陕县后川Ｍ 2 1 4 4 4 8 9丙鬲形 鼎 3 、 豆 2
、
匕 1 、 盘 1 、 Ｋ ｌ



Ｖ


壶4 ， 盘 2


陕县后川Ｍ 2 1 4 9 4＾丙 鼎 3 、 壶 2 、 豆 2 、 舟 1 、 盘 1 、 Ｂ ｌ
、



Ｖ


ｆｆｉｌ



陕县后川Ｍ 2 1 5 1 4Ｍ丙


鼎 2 、 豆 2


Ｖ


Ｖ


罐 1 、 鬲 1 、 覷 1



后川Ｍ 2 1 5 5Ｗ鼎 2 、 豆2
—

Ｖ

“

罐 1

3期 不明鼎 1
、
豆 1鬲 1被盗

糊 甲器耳 2 、 兽足 1 、 铺首 1ＶＶＶ壶 5 豆 2 、 盆 1 、 拍 2 被盗

ｍ 甲
Ｓ．Ｋ 壶

墓
2 、ＨｙｖＶ 鼎 ？ 豆 3

， 瓷耀？ 被盗

芮城Ｍ 2不明鼎 2
、 盖豆 2

、
壶 2

、
盘 1

、 覷 1ＶＶ


被盗

附表五第四阶段晋南地区铜器墓葬基本信息表

墓葬名称 期段 等级 青铜礼器 乐器 兵器 仿铜陶札器陶器 备注

ｍ
ｓｚｉｆ？ｖ

一

鼎 5 、

ｍ
、 匯“

－

豆 8 、

ｓｆ

、

—

万雜前 5期②段 丙
鼎 1

Ｈ
、



ｖｖｎ
闻 庄

5期①段 不明壶 2Ｖ鼎

；

、

－ｆ

1

－■‘
盘

罐 1 、 豆 3 被盗

（ 责任编辑 李学来 ）

■

 1 0 0 （总  7 0 0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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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期要览

河南洛阳 市新街 口唐宋窑址的发掘 2 0 1 2年 1
￣

 3 月
， 洛阳市文物考古研究院在隋唐洛阳外郭城

洛北里坊遗址区范围内清理了
1 2座窑址 。 窑室平面多为马蹄形 ， 由操作坑 、 窑门 、 火膛 、 窑

床 、 排烟系统等组成 。 据窑址的开 口层位 、 打破关系及遗物形制 ’ 大致可分早 、 晚两期 。 早期

窑址年代上限在唐代初期 ，
下限不晚于唐开元十九年 。 晚期窑址年代在晚唐至北宋时期 。

山西临汾市西赵村唐墓发掘简报 2 0 1 3年 1 1月 至 2 0 1 4年 1月
，
山西省考古研究所等对临汾西赵

遗址进行发掘 ， 清理了灰坑 、 墓葬等遗迹 ， 其中 出土墓志的三座唐墓 （
Ｍ 2

、 Ｍ 1 7
、
Ｍ 4 5

） 出土

遗物较多 ，
主要有陶瓦当 、 陶俑 、

三彩器 、 蜜金铜器 、 铜镜 、 玻璃器等 。 特别是Ｍ 2 出土的玻

璃器是首次在山西唐墓中发现 ，
这为研究 山西唐墓乃至全国唐墓提供了新的资料 。

浙江象山县
“

小白礁 Ｉ 号
”

清代沉船 2 0 1 2年发掘简报 2 0 1 2年 5 ￣ 7月
， 宁波市文物考古研究所

等对浙江象山县
“

小白礁 Ｉ 号
”

沉船船体以上遗存进行了正式发掘 。 船体残长约 2 0 ． 3 5
、 宽约

7 ．
8 5米 。 船体构件主要有龙骨 、 助骨 、 船底板 、 隔舱板 、 舱底垫板 、 桅座 、 流水孔和方形立柱

等 。 出水遗物共计 1 1 8件 ’ 以瓷器为主。 沉船年代当在清代道光年间 （
1 8 2 1￣ 1 8 5 0年 ） ｏ

晋 南地区东周时期铜器墓葬研究 晋南地区东周铜器墓随葬器物的组合及形制等方面呈现出的

阶段性变化 ，
以及墓葬面积 、 棺椁重数 、 铜容器数量 、 车马器 、 青铜兵器 、 青铜工具等的差

异 ’
显示出高 、 中 、 低等级铜器墓之间存在差别 ， 以及这些墓葬在文化面貌和社会层次结构方

面的变化 。 政治因素是造成墓主人处于社会不同阶层的主要原因 。

陕西神木县石峁遗址出土壁画制作材料及工艺研究 在石峁遗址外城东门址内的石墙底部地面

上发现壁画残块近 2 0 0块 。 石峁壁 画由颜料层 、 白灰层和草拌泥层构成 ， 所用颜料有铁红 、 铁

黄 、 绿土和炭黑四种 。 石峁壁画在制作工艺和绘制技法上均与汉唐壁画较为相似 ，
．

表明中国早

期壁画的制作工艺至迟在二里头文化时期 已基本确立 ’ 后期壁画不过是继续沿用和丰富而已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