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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0年7月，中国国家博物馆和山西省考古研究所在进行浊漳河流域考古调查活动中，于山西省襄垣县虒亭镇土落村采集到一件七足陶瓮残

器，器身经修复后基本完整（图一）。该器为夹细砂灰陶，方唇，广肩，折腹，圜底略平，器底接锥形足七个（一足略短，位于器底中心，距地

面1厘米，其余六足略微外撇，围绕底部中心均匀分布）。陶瓮肩部素面，上腹饰斜线纹两周，斜线间隔填以细绳纹，下腹及足部饰散乱细绳

纹，通高41厘米，口径15厘米，最大腹径48.5厘米。 

         该件器物器形较大，保存较好，出土地点明确，尤其是其锥形七足，在目前的考古资料中，甚为罕见。 

         这件陶瓮采集地点位于浊漳河西岸的二级台地上，海拔982米，地势高敞。在该地点采集的其他陶器标本有钵、鬲、罐等，根据分析，这些

遗物的年代包括了仰韶文化中晚期、二里头文化时期和商时期三个时段。关于该器物的年代，宋建忠先生根据其形态及纹饰，认为应该属于二里

头文化时期。就其外形来说，虽然不是标准的蛋形特征，宋先生认为把该器物归入该时期的蛋形瓮系统较为宜。 

         蛋形瓮是极具时代和地域特色的一类器物，用以描述龙山晚期至夏商时期流行于晋、陕、内蒙古南部地区的蛋形容器，这种容器一般体型

较大，常配以三足，通常称以“三足蛋形瓮”。根据足部形态，可分为中空和实足两种。在《蛋形瓮研究》一文中，作者井中伟认为，圜底乙类

的实足蛋形瓮最早出现于晋中地区，随后其分布范围向四周拓展，向北溯汾河占据了忻定盆地，再沿滹沱河向东波及到张家口地区；向西扩展到

吕梁山地，再溯黄河北上，影响到内蒙古中南部；向南沿汾河谷地传播到运城－临汾盆地，沿浊漳河传播到长治地区，共同构成了蛋形瓮的晋东

南分布区（井中伟：《蛋形瓮研究》，《考古学报》2006年第4期）。在文中，这类实足圜底蛋形瓮流行的时代被定为夏至早商时期。 

         实心多足蛋形瓮目前仅见于山西省中南部的浊漳河流域。蛋形瓮绝大多数为三足，但是历年来也先后发现了平底和四足的蛋形瓮。据井中

伟研究，受东越太行山的晋中地区蛋形瓮的影响，豫北冀南地区结合当地传统的平底器产生出平底蛋形瓮，并成为先商文化的重要器形。而实心

多足蛋形瓮见于考古资料的仅3件，均出土于山西中南部，其中晋东南地区的长治小神遗址出土2件：小神H91:150和TG1④:19（图二），四实足

分别作圆锥形和兽蹄形（山西省考古研究所晋东南工作站：《长治小常乡小神遗址》，《考古学报》1996年第1期），晋中游邀遗址出土1件（游

邀H2:6），四实足呈牛角形。由于小神遗址的两件四足瓮下腹以上均残，无法做比较，但在足部形态上，土落遗址的七足瓮与小神TG1④:19的类

似。将本器计算在内，4件多足蛋形瓮就全部出土于山西境内的浊漳河流域。 

         该器的功能值得讨论。首先，器物为夹细砂陶质，无法容水，因此不宜作储水器；其次，七足器底部空间过小，也不宜做炊器之用；第

三，器底三足形成一个支撑面，是最稳定的设置，多足已显多余，本器的七足更是无法理解。尤其值得一提的是器底中心的短足，无法触及地

面，因此没有支撑器物的功能，其作用为何，值得进一步研究。 

（作者单位：中国国家博物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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