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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场传真

河北高阳发现清代家族墓地(8月1日）

作者： 樊书海、郭济桥  发布时间： 2006-08-02  文章出处：中国考古网

为配合保沧高速公路工程建设，受河北省文物局委托，河北省文物研究所会同保定市及高阳县文物保管

所于去年6月对位于高阳县边家务村南的一处清代家族墓地进行了抢救性考古发掘，获得了墓地的完整布局及

一批新的考古资料。 

墓葬共6座，由北而南分4排斜错排列，第一排1座，第二排2座，第三排1座，第四排2座，其中双人葬3

座，三人葬2座，单人葬1座。皆为长方形土坑竖穴墓，墓坑长2—2.6米，宽0.6—2.7米，深0.8—1.1米，其中双

人葬M3的北壁不等距排列有3个壁龛。各墓中的葬具均为木棺，棺底铺草木灰。骨架皆头向北，头枕或脚蹬

土坯，有仰身直肢和侧身曲肢两种葬式。随葬品皆放置在墓坑的北端或壁龛中，以1件瓷罐和1件镇墓瓦为一

套组合，双人葬中两套，三人葬中3套，个别墓中还有铜纽扣和铜钗、帽顶饰等遗物出土。瓷罐为双系和四系

罐、无系罐，分酱釉和黑釉、青釉三种，系在入葬时均被砸掉。镇墓瓦的符为朱砂或墨绘，咒语用楷体或草

体写成，可辩有“除邪斩鬼”、“成化”、“亡□”、“安镇”、“墓中”等内容。 

棺中均随葬有1－10枚数量不等的铜钱，分别为“乾隆通宝”、“嘉庆通宝”、和“道光通宝” 

从墓葬的排列关系及遗物特征和铜钱年号看，为清代中晚期的平民家族墓地。 

高阳清代家族墓地是河北省近年来在配合基建工程中继发掘河北大学紫园生活区明清墓葬之后的又一次发

掘，紫园生活区墓葬的特点之一是各墓中均随葬陶瓦和镇墓瓦，高阳墓地除仍具有这种特点之外，新增加了

墓主人头枕和脚蹬土坯以及个别墓壁上设3个壁龛的内容，这种埋葬形式在河北是首次发现，反映出保定市域

在明清时期的特有葬俗，为研究该地区该时期的墓葬文化补充了新的材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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