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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白杨墓地位于陕西省西安市莲湖区红庙坡街道
原大白杨村东南，地处汉长安城东南龙首塬高地上，历
年来多有汉墓发现。

本次发掘区应为大白杨墓地的核心区域，北距汉长
安城覆盎门约 1.1公里。共发掘墓葬 2000余座，其中西
汉墓超过1700座，分布在约10万平方米的区域内，非常
密集。西汉墓以小型墓葬为大宗，多为竖穴墓道洞室墓
和斜坡墓道洞室墓；葬具多为木质单棺，葬式以仰身直
肢占绝大多数，流行单人葬，有一定数量的两人合葬；出
土各类遗物近1万件，多为普通陶器，包括仿铜陶礼器、
模型明器和实用器。根据墓葬形制和器物特征，这批西
汉墓葬的年代大致可分为5个阶段。

第一阶段，墓葬形制多采用墓道宽于墓室的竖穴墓
道土洞式和竖穴土圹式。陶器组合常见鼎、盒、蒜头壶、
缶、罐、甑等。年代当在秦汉之际。

第二阶段，出现墓道与墓室等宽的竖穴墓道洞室
墓。与第一阶段相比，仿铜陶礼器组合有较大变化，以施

红、白、紫彩的鼎、盒、钫为主，少见蒜头壶，陶房形仓为
本阶段新见器类。年代约为西汉早期。

第三阶段，墓葬形制以墓道与墓室等宽、墓道窄于
墓室的竖穴墓道土洞式和斜坡墓道土洞墓为主。除依然
流行单人葬外，两人合葬墓开始出现。仿铜陶礼器以施
红彩为普遍现象，并逐渐被釉陶器取代，基本不见房形
仓，模型陶器以囷、灶为主。年代约在西汉中期。

第四阶段，流行斜坡墓道洞室墓，多见两人合葬，墓
葬内常见子母砖券顶和砖铺地。仿铜陶礼器流行施绿
釉，器盖、肩、腹模印浅浮雕图案。年代应为西汉晚期。

第五阶段，墓葬形制出现“复古”迹象，多见竖穴墓
道洞室墓。器物组合、器形等与第四阶段变化不明显，但
随葬种类多样的新莽钱币，如大泉五十、小泉直一、货
泉、货布、大布黄千、次布九百等。年代应为新莽时期。

本次发掘还出土了一些与墓主职业或身份相关的
随葬器物，如玉料、职印、铜器刻铭等。玉料品质较好，基
本都是治玉过程中的边角料，表明墓主可能为玉器作坊

的工匠。铜器刻铭和职印仅为个别发现，如“千岁单祭
尊”印、“乐工作靳氏”器等，表明墓主具有一定社会地
位，但不会过高。

总体来看，大白杨墓地为一处大型西汉墓地，以西
汉小型墓葬为主体内涵，葬者当以长安城周边平民为
主，其中可能包括玉器工匠和低级官吏。该墓地使用年
代与西汉国祚基本一致，为研究西汉京师周边平民墓地
的时空分布、小型墓葬的发展演变提供了丰富的实物资
料，是复原古都长安西汉时期社会图景的重要素材。此
外，本次发掘区域西北部广泛分布唐代太仓遗迹已被考
古工作所证实，以西应为西汉覆盎门外大街，东部进入
唐代禁苑范围。在发掘过程中，我们认真梳理前期周边
工作成果，保持问题导向，兼顾找寻唐太仓南界、汉大街
东界和唐禁苑西界的学术目标，发掘证实了上述三处重
要遗址并未延伸至本次发掘区域，对进一步明确各自分
布范围提供了重要参考。

（陕西省考古研究院 执笔：邵晶 陈少兰 于朋飞）

2023年，山西省太原市文物保护研究院开展了太原盆地昭
余古湖历史地理环境及其演变研究课题与太原地区先秦古城址
调查研究项目。本次调查依太原盆地地形，沿文化线路由北向南
逐一调查，调查线路最北端的阳曲盆地内的早期城址便是此次
工作的第一站。在本次调查中，已完成对狼孟城遗址的全面调查
与勘探工作，以及城晋驿村、洛阴村、故县村、古城村、石岭关等
地的现场调查工作。

狼孟古城遗址，位于阳曲县黄寨村东北的台地上，四面
高崖，北临杨兴河，古城依台地而建，外表形态与台地边缘
高度重合，呈南北走向的平行四边形，目前古城地表可见东
城墙南段、西城墙北段与南城墙东段。东墙长 325米，残墙与
城内地表高差从 2.7 米至地表不等；南墙略呈弧形，长 231
米，残高 0.2~0.6米；西墙北段有长约 56米的地上连续墙体，
残高 1.2~4.5 米，外侧有一处马面，因长期侵蚀呈圆丘状；北
墙原沿崖壁修建，现因黄土崖壁坍塌而完全消失。现存城墙
外侧夯土剥落严重。古城遗址周长约 1050 米，面积约 60910
平方米。

经探沟调查可知，城墙曾有修补，早期城墙厚3.5米，晚期
修补，高逾4.8米，分段夯筑，每段长3.5米，夯层厚9~11厘米。
东南角有一处角楼残基，平面呈正方形，边长约 3.2米，残高
5.6米，外表剥蚀明显，夯层厚度与东城墙一致，残基上未发现
建筑遗留。在南城墙中部地表下 1.9米处，勘探发现南城门遗
址，门宽 4.1米，进深 4.4米，城门以北，勘探发现南北向道路，
路宽约2.4米，路面覆卵石；其他三处城墙未发现城门。

城内表土下为宋金时期地层，可见酱釉瓷片、白瓷片
等；宋金地层下为战国至魏晋时期地层，出土有弦纹灰陶
片、陶纺轮残块、兽骨等，其中在东城墙勘探所得弦纹陶
片，与晋阳古城三号建筑基址、晋阳古城晋源苗圃两处发
掘结果中战国至汉代出土灰陶片形制相同。据此可知此城
建设时间当不晚于战国，北朝至唐初依旧在使用，宋金时
期城内有人活动。

此外，调查组还在古城遗址周边符合《水经注》所载地形
细节之处约 500万平方米范围内进行调查，未发现其他战汉
时期大型古城遗址，由此可以进一步确定此处遗址即为狼孟
古城。狼孟古城，在《汉书》《晋书》《水经注》等古籍中均有记
载，为战国时赵国所筑城邑，秦庄襄王二年（前 248 年）为秦
所占，秦始皇十五年（前 232）左右置县，属太原郡，汉、魏、西
晋相因袭，西晋末年至十六国时期不再作为县治。本次调查
中，发现战国西汉时期陶片、古城南门遗址、西城墙马面等，
确证了史书中关于狼孟古城的相关记载。狼孟古城遗址虽面
积较小，但其东南角楼与西城墙的一处马面依旧留存，可知
其不仅是县治所在，其军事要塞的功用要大于其政治中心的

功用。角楼与马面，是汉代城市的重要防御措施，在北方多见于边疆地
区，在此之前，山西汉代的古城拥有马面者，仅苗庄古城一处，但此城未
经过考古发掘，仅能通过地表遗物推测其为汉代所建。此次发现，是山西
目前极为罕见的汉代角楼和马面遗址，亦揭示了狼孟古城在历史时期重
要的军事地位。

城晋驿古城遗址，位于阳曲县黄寨镇城晋驿村。该村自宋金时起便为
驿道重镇，第三次全国文物普查时认定环村城墙为明代遗存。在本次调查
中，通过对城墙的细致调查，发现明代城墙是在早期城墙基础上增补而
成。城址呈矩形，西城墙上夯层、夯窝明显，早期墙内侧残高1.3米，残长31
米，厚约半米。外侧夯窝明显，高2.7米，厚6米，长约225米。北城墙外侧为
明代增补，内侧情况与西城墙基本相同，长约360米。东城墙目前保存情况
良好，外侧被晚期城墙包裹，未见早期遗存。南城墙几乎全数被毁。早期城
墙其夯筑工艺、夯土内含陶片形制均与狼孟古城遗址调查结果相同，或为
汉晋时期所建。

2023年，在村西南200米处配合基础建设中，发现数座汉代至魏晋时
期墓葬，其中一座墓葬为太原地区已发现规模最大的西晋墓。该墓群与古
城遗址时代相同且相距不远，两者之间关系有待进一步调查。现有文献
中，并未记载城晋驿在宋代之前有城池。本次的新调查结果，表明在汉晋
时期这里已有城邑，已成为该区域文化线路上的重要节点之一，校正和补
充了第三次全国文物普查相关资料。

洛阴城遗址，位于阳曲县东黄水镇洛阴村，分为西洛阴村、南洛阴村
和北洛阴村三处自然村。该城始见于北魏时期文献记载，隋唐时为军府，
唐初曾短暂设罗阴县，是阳曲县-东黄水镇-盂县文化线路上一处重要的
古城址。本次调查中，在南洛阴村中央黄土台地上发现数处夯土墙遗迹，
文化堆积厚约2米，其中包含物多见抹断绳纹陶片。台地东侧，发现一条东
西走向的道路，长约50米，距现地表约2.5米，其地层堆积和包含物与中央
台地早期地层一致，推断为汉代城的东西向道路。现南洛阴村委会北面台
地，遗有隋唐时期广化寺建筑基址，该寺的重要遗存隋代《洛阴修寺碑》，
今存放于太原纯阳宫，碑文为隋唐时期军府研究提供了宝贵资料。在广化
寺基址周边区域地表，分布很多绳纹陶片，村北200米处发现一条长14米
的夯土墙遗迹。根据本次调查结果，洛阴早在汉代已有人定居，其筑城时
间应早于现有文献记载的北魏时期。

洛阴城遗址北 2.1公里处，为东黄水镇故县村。据道光《阳曲县志》与
《太原市志》相关记载，该村为汉代以后盂县治所。本次调查中，在村西一
处台地边缘新发现古城遗址，残存北、东、西三面城墙，其中东北墙角保存
最完好，墙体高耸，颇具气势，夯土坚实，土色纯净，北墙夯土内夹有成排
的木筋，未见到其他夹杂物。北墙残长逾 50米，东墙逾 30米，墙高约 2~10
米。这处城址周边地表采集到素面灰陶片，可证实此地在魏晋至隋唐时期
曾有城邑，可能与村名“故县村”有一定关联。

故县村遗址与洛阴村遗址，同为东黄水地区早期重要城邑位置所在，
是阳曲县唐代及之前重要的政治、经济中心，两座古城的建设、兴盛与衰
落，或与此处东黄水的流量变化、小气候变化导致的文化线路变迁有着密
切关系。

古城村新石器时代遗址，位于阳曲县大盂镇古城村以西，系舟山支
脉山麓台地上。本次调查中，在村西台地新发现一处史前文化遗存。此处
文化遗存，以村西二广高速东西两侧的 40万平方米高台为核心，所涉及
区域南北 1076米，东西 1390米，面积超过 150万平方米，是目前为止太原
盆地发现的面积最大的史前聚落遗址。核心台地上有多处灰坑、墓葬遗
迹，地表可见大量泥质、夹砂陶片、实心锥状瓮足、假腹豆残片、石斧、兽
骨等，核心台地西侧疑有一处环壕遗存。地表采集遗物，时代从仰韶时代
延续至汉晋时期，龙山、早商和汉晋时期遗物尤为丰富；此外还发现了一
片原始青瓷残片。该遗址除被高速公路穿切区域外，均未受到破坏，整体
保存良好。

此次新发现的古城村遗址，其规模之大、保存之完整、遗物之丰富，均
为太原盆地所仅见，其丰富的内涵或可为太原地区史前至商周考古序列
的建立提供重要支撑。我们计划将此项调查工作深入下去，继续探查遗址
区的文化堆积、夯土建筑、城墙道路等遗迹，进一步明晰遗址存续期的规
模、范围、布局和人居生业变迁情况。另外，东周至汉晋时期陶器残片、建
筑残瓦件随处皆是，目前可以明确获知这处大型城邑的使用时间延续至
东周汉晋时期，它是否就是文献记载的春秋晚期盂县地旺所在，有待下一
步的考古工作揭晓答案。

石岭关，是太原盆地北三关（石岭关、赤塘关、天门关）中最重要的一
座，位于太原盆地与忻州盆地的分界线上，自唐代以来便是太原北大门，
唐、五代、宋、金、元时期均为兵家必争之地。现存遗迹，主要为明代重修
遗留。本次调查中，在太忻大道以西的关城北墙内侧、金岭寺南侧，新发
现一道东西向夯土城墙，墙体残长 29 米，残厚约 2 米，残高 4 米，墙体黄
土夯筑，夯层厚 10厘米以上，偶见夯窝，夯土内夹有厚素面瓦残片，其夯
筑工艺不同于汉代，亦与现存明代城墙有显著不同，当为石岭关早期建
设遗迹。

本次调查工作，目前已取得众多收获，对于广泛开展区域历史文化研究
和古城址科学保护，深度开展中华文明起源和发展研究，具有重要的现实
意义。

（太原市文物保护研究院 阳曲县文化和旅游局 执笔：王鑫 彭娟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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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安多荒冢 东南何森然
——西安大白杨西汉墓地考古工作的收获与认识

2023 年 12月至 2024 年 8月，为配合江苏省苏州市
相城区的土地出让工作，苏州市考古研究所组织工作队
伍对该区元和街道的一处地块进行了考古勘探和发掘
工作，揭露出一处丰富的宋元至明清时期制陶窑业遗
存，出土了大量制工精美的陶器、陶范等遗物。

陆慕宋泾桥南遗址位于元和塘东岸，距离苏州古城
区约2.7公里，距2016年和2019年南窑发掘点直线距离
约300米，距2021至2022年陆慕老街发掘点约1.3公里。
该遗址规模大，占地约1.1万平方米，延续使用时间长达
七百余年，窑业遗存丰富。从本次发掘的情况，结合窑业
的规模、性质、文化内涵及地理位置看，应同属陆慕元和
塘古窑群的一部分。尽管后期生产建设对遗址的破坏较
为严重，但仍发掘出土一批重要的实物资料，特别是首
次发现元代纪年材料，具有时间标尺意义和重要价值，
填补了陆慕地区以往未发现明确的元代窑业遗存的空
白，同时为研究和探源南宋平江窑与明清金砖窑之间的
传承关系提供了新的材料。

从目前已揭露的情况了解，宋元时期窑业遗存保存
较好区域主要集中于遗址西北角，面积约 400平方米，
局部被明清时期居住址打破，东侧部分被多个大小不一
的现代垃圾坑打破，中部偏北区域被一条较长的东西向
现代排水沟打破。遗址北部及西部为现有河道。

宋元时期遗迹主要由窑炉、灰坑、贮泥池、辘轳坑及
水井等共同组成，均开口于③层下，相关文化层堆积厚
度约0.35米，夹杂较密集的红烧土颗粒、烧土块和碎砖。
遗物主要为陶礼（祭）器、陶塑、日用器及陶范等窑业产
品，质地以泥质红陶为主，大件陶器多为灰陶或黑陶制
品，伴出瓷器多见龙泉窑、景德镇窑及吉州窑之产品残
片。现已发现宋元时期窑炉4座，均为小型窑炉，皆营筑
于发掘区西侧的土岗上，并呈L形分布，部分遗迹向西
侧延伸。

已清理的窑炉（Y14）是一座小型马蹄形馒头窑，窑
门位于西北向，火膛呈长方形，因年代久远，窑体上部结
构已坍塌。Y14残长1.20、残宽0.70、残高0.10米。炉壁为
长条形香糕砖平砌而成，窑内堆积以草木灰为主，夹杂
大量红烧土颗粒及烧土块，窑壁及窑床还残存少量的烧
结面。较为重要的是，在清理火膛及窑室之间的位置时，
出土了3件陶塑，在窑室内还出土了2件陶筹。陶塑可辨
造型有仙人、胡人及塔式建筑。该窑炉与1999年杭州老
虎洞窑址东侧发现的南宋礼器局窑炉造型、规模和砌筑
形式均基本一致。

本次发掘出土的陶塑数量庞大，造型各异、制工精
湛。多为人物类塑像，兼有少量建筑、器皿及神兽塑像，
均系前后合范摁压制成，小型泥塑的两侧均留有范线，
底部还留有合范摁压时留下的内凹状指纹印。其人物类

塑像多为世俗化形象，可辨的人物造型有八仙、和合二
仙、弥勒、观音及童子等，部分泥塑可能与文献中记载的

“磨喝乐”有关。磨喝乐，亦称“摩睺罗”，即以童子等世俗
风物为题材的泥塑儿童玩具。据记载，苏州泥塑在宋代
就已非常兴盛，南宋陈元靓在《岁时广记》曾写道：“（磨
喝乐）南人目为巧儿，今行在中瓦子、后市街、众安桥卖
磨喝乐。惟苏州极巧，为天下第一”；《方舆胜览》亦称：

“（平江府）七夕摩睺罗：土人工于泥塑，所造摩睺罗尤为
精巧”。

从考古发掘情况看，在杭州、镇江、常州等地的宋元
时期遗址内也曾出土过类似精美的泥塑人物，多为素烧
品，部分泥塑身后戳印“吴郡包成祖”“平江李文明”“平
江孙荣”等款识，《浙江古代青瓷》亦披露杭州南宋临安
城遗址曾出土过带有“平江谢兴祖塑”“平江谢荣昌塑”
款识的器物。此外，位于苏州大石头巷的平权坊遗址也
曾出土泥塑人物陶范十余件，但以上这些地点均未发现
明确的制陶窑业遗存。值得一提的是，1980年常州和平
路出土的一批陶塑与本次的发掘品，不论是产品的质地
和烧制工艺，还是泥塑人物的造型、风格及尺寸均高度
一致。因此，我们初步认为常州出土这批陶塑可能就产
自本次发掘的制陶作坊区。

除了数量较多的陶塑产品，仿烧青铜礼器类的陶礼
（祭）器及陶范也是本次发掘的重要成果之一。可辨器型
有鼎式炉、鬲式炉、奁式炉及贯耳壶等，其造型复古，并

装饰有云雷纹、夔龙纹、螭龙纹及兽面纹等，与《考古图》
《宣和博古图》等传世金石学文献著录的器型多有相似
之处。其中，T0106②b层出土的贯耳壶陶范，与 2010年
苏州石湖谢家坟M8（元朱道宁墓）出土陶贯耳壶的造
型、纹饰、大小及质地均基本一致，初步推测该墓葬出土
部分陶礼（祭）器即产自本次发掘的窑业区。Y10相邻的
区域清理的一处灰坑（H36）出土了多件龙纹陶炉，器物
胎体厚重，纹饰华丽精美，部分陶炉（H36:2）的纹饰间隐
约可见刀具的修刻痕迹，初步推测可能是翻制陶范所用
的母模。

本次发掘最为重要的发现是，在清理灰坑（H44）南
侧区域时出土了一件元代“至正”款纪年陶范。该灰坑位
于发掘区东侧，坑内夹杂大量红烧土颗粒及少量烧土
块、碎砖块等，出土了数量较多的陶瓷残片、陶塑、陶炉
及陶范等器物。纪年陶范（H44:8）系左右合范的一侧，印
腰鼓形器物造型，器内装饰有缠枝花卉纹、凸弦纹及斜
线三角纹，中部方槽内印有铭文，从左至右读，阳体反书

“至正□□年四月十四日置”等字样。元末，各方势力在
苏州地区盘踞、鏖战，局势动荡不安。明钱谦益所撰《国
初群雄事略》载：至正十六年（1356年）二月，诚王张士诚
攻占平江（今苏州），改平江路为隆平府，不久降元，旋即
又自立为吴王；至正二十七年（1367年）九月，朱元璋大
军攻破苏州，大周政权覆亡。故该处宋元时期窑业遗存
的毁弃原因或与元末农民战争有关。

此外，在遗址的南部还发现有二十余座明清时期
的窑炉，其中窑室直径超过 5 米的大型窑炉就有 9 座，
还有与窑业生产配套相关的水井、池、沟及灰坑（取土
坑）。从出土遗物看，主要为砖、瓦类产品，其中砖类产
品包括金砖、城砖及一般建筑用砖；瓦类产品可分为

“小式瓦作”和“大式瓦作”，其中“小式瓦作”为一般板
瓦、筒瓦及瓦当，瓦当纹饰多样，其中不乏龙纹等具有
等级标识的典型纹样；“大式瓦作”有脊瓦、脊兽或鸱吻
等，相关器物体量巨大，为多组拼砌而成，均系陶范摁
压脱模制成，可能是用于大型官式建筑的屋脊构建。另
在遗址区还出土了蟋蟀盆、过笼等虫具，以及陶壶、陶
灯、陶盏及陶砚等日用器，亦反映了明清时期元和塘窑
业产品的丰富多样。

总之，新发现的宋元时期窑业遗存，上承南宋平江
窑，下启明清金砖窑，是陆慕窑业发展史中的关键节点
和重要组成部分，相关发现为进一步解决长江下游地区
宋元时期陶礼（祭）器及“磨喝乐”的产地、烧造工艺、产
品流转及窑业功能分区等问题提供了关键指引，也为研
究和探源陆慕窑业的发展及平江窑的历史提供了重要
的考古学资料。

（苏州市考古研究所 执笔：陈璟 程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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