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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场传真

河北抢救发掘满城县陉阳驿西汉遗址

作者： 樊书海  发布时间： 2008-04-07  文章出处：中国考古网 

      2007年1～5月，为配合保阜高速公路工程建设，受河北省文物局委托，河北省文物研究所会同当地文

物部门组成联合考古队，对满城县陉阳驿村西汉遗址进行了抢救发掘，获得了一批新的考古资料。 

      该遗址位于满城县西南约20公里的陉阳驿村西北1300米处的平坦耕地中，分布面积约东西1000米，南

北2000米，保阜高速公路在其北部斜东西穿过。发掘区位于高速公路范围内，发掘面积2600平方米。遗址地

层共分4层，其中第1层为现代层，第2层为明清层，第3～4层为西汉层，西汉层厚度为0.9米左右。共出土清

代灰沟4条，明代墓葬16座，元代墓葬6座，汉代灰沟6条，灰坑48座，道路1条，灶坑1座。(图一) 

 

图一  发掘现场 

    汉代的灰沟皆为长条形，长宽深浅不等，长4～30多米,宽0.3～3.2米，深0.5～1.7米左右。有的是自然

形成，有的是人工挖成，其中人工沟有代表性的是10号沟。该灰沟为东西向，其东面因延伸于发掘区以外而

没有发掘，发掘长度为长31.4米，沟宽2～3.2米，深1.45～1.67米。其形状为圆角长条形，沟口不整齐，靠

东部外扩一半圆形坑通沟底，坑壁上部为不规则的直壁，靠下部间断有斜坡形台阶或圜底。底部凸凹不平。

沟内填土较杂，有黄褐土、灰褐土和夹杂零星红烧土颗粒的草木灰。出土大量板瓦、筒瓦及少量砖块和陶

瓮、盆、罐、釜、炉、甑等生活器皿。 

    汉代灰坑多开口在3层下，口部形状大体分为圆形或近圆形（图二：1、2）、椭圆形、不规则椭圆形、圆

角长形、不规则长方形、不规则形7种，口部尺寸在1.2～4.7 米，深度在0.8～1.6米之间。有较多的打破关

系。道路仅发现一残段，斜南北向，残长12.7米，宽1.35米，碎层厚度为0.05米。灶的平面形状呈桃形。斜

直壁，壁下稍内收，平底，周壁一圈红烧土硬面。东西向，口长0.42米，宽0.25米，深0.1米。 



 

图二：1  灰坑 

 

图二：2  灰坑 

    地层及遗迹中出土大量汉代遗物，陶器有泥质灰陶瓮（图三：1）、盆（图三：2）、罐、豆、甑、纺

轮、棋子以及夹云母红陶釜、泥质红陶釜、炉（图三：3）等器的残件。铁器有锸（图四：1）、锛（图四：

2）、钩、锥、镰刀、环手刀、削、环、凿、镞等（图四：3～5）。石器有杵、磨盘、斧等。另有大量砖、

瓦、瓦当等建筑构件（图五：1～3）。 

 

图三：1  陶瓮残件  



 

图三：2  陶盆 

 

图三：3  陶炉残件 

 

图四：1  铁锸 

 

图四：2  铁锛 



 

图四：3  铁削等 

 

图四：4  铁镰 

 

图四：5  铁镞 

 

图五：1  筒瓦残件 

 



 

图五：2  瓦当残件 

 

图五：3  花纹砖 

    经对陶器的初步整理，泥质灰陶盆可分四型：A型“T”沿盆，B型“Z”沿盆，C型宽平沿盆，D型小平沿

盆。 

    夹砂灰陶盆可分四型：A型宽平沿深腹盆，B型小平沿盆，C型子母口小平底盆，D型近子母口小平沿小平

底盆。 

    泥质灰陶豆分二型：A型矮粗柄豆，B型高细柄豆。 

    夹云母红陶釜可分五型：A型直口薄壁釜，B型子母口深腹釜，C型小平沿子母口釜，D型平沿直壁釜，E型

敛口釜。 

    瓮分二型：A型尖唇高领瓮，B型方唇直口瓮。 

    泥质灰陶罐可分六型：A型方唇直口罐，B型卷沿罐，C型卷沿凹槽罐，D型直口尖唇罐，E型直口圆唇罐，

F型盘口罐。 

    元代墓葬，皆开口于2层下。为坐北朝南的圆形砖室墓。其形状结构大体相同，北面为圆形墓室，南面有

长条形斜坡底墓道，墓底有“凹”形砖砌棺床。以M15为例，墓室直径3米，高1.6米，棺床高0.2米。墓道长

2.6米，南端宽1.1米，北端宽1.4米，深1.2米～1.4米。墓道和墓室结合处残留8层单层封门砖，两侧有门柱

(图六)。 



图六  元代墓葬M15 

    各墓由于被破坏严重，其葬具及骨架情况皆已不明。除在填土中发现一些元代瓷器的残片外，M15中出土

了1面完整的有“富贵”铭文的铜镜(图七)。 

 

图七  元墓中出土的铜镜 

    明代墓葬皆为南北向的长方形土坑竖穴墓,2层下开口，保存完好。分南北5排，每排东西排列1～6座不

等。埋葬形式有单人葬、双人葬，三人葬和迁葬四种（图八）。所用葬具均为木棺，骨架的头皆向北，墓坑

方向为6～7度，长宽深为（2～2.8）×（0.88～2.2）－（0.84～1.84）米。该墓地墓葬的共同特点是骨架头

枕板瓦（其中有1座枕土坯），大部分棺盖上放置镇墓瓦，M9中于东南和西南角还各放置一块青石质的镇墓

石，分别有用朱砂写出的“赤精”和“青精”字样。各棺内底均放置2～11枚数量不等的铜钱，铜钱除1枚为

明“万历通宝”外，其余皆为宋钱（图九）。随葬品仅在M4（图九）和M6中各出土1件陶罐，M5中出土骨簪1

枚。 

图八  明代墓葬M4 



图九 出土铜钱 

    从发掘情况看，该遗址主体为西汉晚期的一个聚落，元、明时期作为墓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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