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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摆在我们面前这部 《北京考古志》 巨著的内容，是经考古调查、勘探和发掘所确认的考古遗

存， 一般来说，可称之为 《北京文物志》。 但主编者或许是强调考古工作对认识这类考古遗存的

考古学的作用，或许是认为"文物"这词的含义广于考古遗存，故称之为《北京考古志》。 要知这

一《北京考古志》讲述的内容，也就是北京市的考古遗存志。

摆在我们面前这部 《北京考古志》 巨著，依如下四个层面进行编写。 这四个层面，就是这书

的编写体例。

一是依北京市行政区划分卷，共计 16大卷;

二是每卷依"概述" 、 ‘遗址" 、 "墓葬" 、 "其他遗存" 、 "考古研究"和"附录"几个板块，组成第

二层面。

三是在

四是在上述第三层面之下，再对所属考古遗存作出分述，构成第四层面。

除上述四个层面之外，还配备了图 、 照片和表。 这样，可谓条块清晰，资料翔实，充分地表述

了考古调查、勘探和发掘的成果。

摆在我们面前的这部 《北京考古志》 巨著，除了上述学术硬件外，还有软件，这就是各卷中

的"概述"和"考古研究"。 因为我一贯提倡学术自由，故在此不予以评论， 但我认为:一是觉得

有这些内容总比没有这些内容好; 二是我相信各位著者总会认真对待这事，总会力图尽量地表

述自己的研究成果，这当是一人之言，当有他自己的考虑，对学术研究，总会具有一定的参考价

值; 三是有了这软件，尤其是有了那些硬件之后，学术界还可进行自由讨论。 要知只有通过自由

讨论，学术才能走向繁荣和发展。

摆在我们面前的这部 《北京考古志》 巨著，有着这样的作用。

一是定将起到保护文物的作用。 将这些文物以 《北京考古志》 的形式公诸于世，将有利于文

物行政部门，依照 《中华人民共和国文物保护法》 这部大法，保护好文物，也将促使有关部门严

格依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文物保护法》 这部大法，在这部 《北京考古志》公布的文物所属地段及

其周围策划动土或搞建设之前，该认真考虑是否可在这里，和怎样以及如何在这里动土或搞建

设。 总之，这部 《北京考古志》 巨著之公布，穷实了北京市文物保护的基础。

二是也穷实了北京市考古学研究的基础，将推动北京市考古学的研究。

试读结束，需要全本PDF请购买 www.ertongboo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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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是将上述两者连接起来，北京市的考古学研究将可得到持续的发展。

总之，这部 《北京考古志》 巨著之作用，不可不谓之大!

摆在我们面前的这部 《北京考古志》 巨著，是全国文物考古工作的首创。 我诚恳热切盼望全

国文物考古研究单位予以效法推广这项可誉之为文物保护和考古研究的基础工作。

3马仨芝~: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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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国有史，邑有志" 。 中国向古以来就有编修史志的传统， 三千多年来代代相承，使得中国

成为世界文明古国中惟一的历史记载不间断的国家。 方志作为一种记述特定时间和l地域某一

个方面或各个方面情况的资料性文献，是传承和彰显地域文化的一种重要载体， 具有浓郁的地

方特色。

古都北京历史悠久、文化灿烂，有着深厚的文化积淀，形成了独特的历史文化魅力。 在挖掘

北京历史文化名城的文化内涵、丰富首都城市的独特魅力方面，北京的考古工作者作出了自己的

贡献。

从 1927年周口店遗址的试掘开始，经过 80多年的努力，特别是最近 20 多年卓有成效的工

作，北京地区的考古工作已取得极其丰富的成就，发现并发掘了大量上至史前下至明清时期的各

种类型的遗址、墓葬等遗存。 这些遗存广泛分布于北京的各个区县，是北京考古工作的重要收

获，建立了北京地区的考古文化序列，见证了北京从最初的原始聚落发展到集中国传统文化之大

成的明清皇城的沧桑巨变。 周口店遗址揭开了北京地区人类历史的序幕 ， 琉璃河遗址见证了北

京古城建都3000年的历史， 镇江营与塔照遗址、丁家洼遗址、前后朱各庄遗址等是北京地区具

有代表性燕文化的遗存。 延庆玉皇庙文化是一支以直刃匕首式青铜短剑等青铜遗物为代表的富

有典型山戎文化特色的独立的考古学文化。 门头沟东胡林墓葬发现的保存完好的古人类遗骸填

补了北京地区向 山顶洞人 、 田园洞人以来人类发展史的一段空白 。 平谷区发现的上宅文化是迄

今确立的北京地区最早有原始农业萌芽的史前文化。 同平张营遗址是北京乃至燕山南麓地区发

掘面积较大、 内涵较为丰富的一处青铜时代遗址，为研究燕山南麓特别是北京地区早期青铜文化

的类型与谱系提供了翔实资料。 禹平白浮村西周木棒基随葬器物中的鹰首剑、马首剑、鹰首刀，

铃首匕等直刃匕首式青铜短剑、管签戈等的形制具有强烈的北方草原青铜文化的特征，体现出中

原青铜文化与北方青铜文化在北京地区相互影响的痕迹。

西城区发现的大量密集分布的战国至西汉陶井群说明今宣武门到和平门一带是汉代商城的

城区所在。 丰台区大在台 1 号基是目前国内发现的最大的西汉时期的"黄肠题凑" 墓，为研究汉

代贵族的丧葬礼制与墓葬形制演变提供了重要的实物资料。 石景山区西晋华芳墓中出土墓志说

明西晋时期到城的西垣当在今会城门村稍东一带，进一步印证 "商丘"处发现的残破城址即西晋

商城。 丰台区史思明基与房山区唐归义王李诗及其妻合葬墓的发现为研究唐代的藩镇与羁靡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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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度提供了史料。

门头沟龙泉务窑是现存唯一一处从辽代早期到辽末金初最完整的制资手工业遗址，证实了

辽代陶资手工业的中心在辽的燕京地区，进而说明辽南部地区(燕云十六州)是辽代经济的中

心。 大兴塔林遗址是国内迄今为止最大规模的塔基发掘，印证了辽燕京地区佛教的发展和寺院

的兴盛。 丰台区发掘出土的金中都南城垣的水关遗址，首次获得了金代水利工程的建筑实物，填

补了我国历史上金代水关建筑缺失的空白， 同时也以实物资料印证了金中都南城垣的准确位置、

走向以及部分河道的分布， 丰富了我们对金中都城建筑及t艺水平的认识。 金陵遗址的调查 、

发掘工作填补了中国历代帝王陵墓考古的缺环，对于研究金代陵寝制度以及金代社会、政治、经

济、文化状况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

西城区元大都和义门瓮城城门遗址中发现的门时石上的铁 "鹅台"，为考古发现中仅见的实

例，与 《营造法式》 上记的大型板门的铁 "鹅台"形制完全一样。 东城区玉河遗址发掘出的明清

时期河道泊岸及东不压桥遗存是北京中心城区唯一的古河道遗存， 是研究北京历史水系规模 、 流

向变迁的实证。

北京独特的历史地位造就了北京独特的文化魅力，而北京的方志则真实记录了北京历史发

展的轨迹。 北京地区现存的各种旧志多达百余种 、千余卷，新编方志己出版300多部，成为北京

地域文化的载体，为人们从不同角度认知北京提供了难以比拟的资料， 在诠释北京历史文化名城

的独特文化内涵 、传承弘扬北京历史文化方面具有重要作用。

文献资料与考古资料构成了研究北京历史文化的两翼，但目前尚无一部反映北京各区县考

古工作和考古遗存情况的志书。 为此，北京市文物研究所秉承编史修志的优良传统，组织编撰

了 《北京考古志~，采用方志体例，依北京市现行的十六个区县分卷编篡，以卷统志，各卷中按考

古遗存类型及研究分章，各章中按历史时段分节，节下再以遗存类型分目，对北京各区县的考古

工作进行了认真梳理，全面、系统地反映了北京考古工作取得的成果，详细地记录和保存了北京

自有考古工作以来各区县的各类考古遗存资料。 该志书记述时间跨度大，内容全面丰富，图文并

茂，既揭示了区县历史文化发展的共性特点，也体现了各区县独特的地域文化面貌，完整勾勒出

北京地区考古文化的特有内涵和面貌特征。

《北京考古志》作为一部专门反映北京考古工作的大型志书，既能为深化北京地区的考古研

究提供基础资料，也能为北京历史名城及古都城市历史遗迹保护提供历史借鉴和现实依据，同时

还能以考古资料证文献之真伪，补文献之阙如，纠文献之不足，为北京史及其他学科的研究积累

了大量实证资料。 凭借各种考古资料，史学家可以重建和不断丰富北京地区文化发展的历史，充

分发挥方志 "资治、教化 、存史"的功能。

本书是北京市文物研究所集体科研成果，享有全部著作权。 宋大川作为主编，策划了本书

的选题，审定了本书的文稿;朱志刚作为常务副主编，负责本书的组织 、联系 、 协调、实施 、 出版

以及日常工作;程利与王燕玲负责本书各卷的考古遗迹图的制定工作，盛会莲负责本书的秘书

及事务工作;本书各卷由李伟敏、盛会莲、王燕玲 、 张利芳 、 朱志刚、程利著。

著名考古学家张忠培先生为本书作序，这是北京文物研究所的巨大荣誉。 不愤不启，不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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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发。 先生对本书的评价，激励着我们不断开拓学术视野，凝炼深邃的考古学文化认识，提升和

丰富学识素养，百尺竿头，更进一步。

编篡 《北京考古志》 是北京考古工作者的职责与义务，也是一项学术创新，但这一工作只是

基于前人基础所作的新的尝试。 不积旺步，元以至千里。 社会就是在不断的尝试和创新中发展

进步的，学术研究也唯有如此才能打开更广阔的空间 。 本书还有许多不足之处有待进一步探讨

和深化，敬祈方家学者，多多教正。

宋大川

二零一二年五月



凡例

一、 本志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和方法 ， 实事求是并比较全面、翔实、系统

地记述北京地区考古遗存的调查 、 勘探 、 发掘及研究情况。

二、 本志记述的时间上限追溯到北京有考古工作之始，下限原则上止于 2011 年底。

=、 本志记述的地域范围为 2011 年北京市行政区辖域范围 ， 某些分志依其特定业务范围

记述。

四 、 本志按北京市现行的十六个区县分卷编篡，以卷统志。 各卷前设概述，尾设附录。 卷

中按考古遗存类型及研究分章， 各章中按历史时段分节，各节下再以遗存类型分目 。

五 、 本志收有北京市考古遗存分布图 、各区县考古遗存分布图 、各遗存位置示意图 、各遗存

遗迹分布图及大量的遗存平剖面图和照片等图和图版。

六 、 本志在全面记述北京地区考肯遗存的同时，也注意记述学界对考古遗存的研究及认识

情况。

七 、 本志纪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前采用中国历史纪年( 同时括注公元纪年)，其后采

用公元纪年。



概述

昌平区位于北京西北部，是北京的北大门，素有"京师之枕"、"甲视诸州"之称，自古为兵家

必争之地。 昌平北连延庆县、怀柔区，东邻顺义区，南与朝阳区、海淀区毗邻，西与门头沟区和河

北省怀来县接壤。 全区总面积 1 352平方公里，地处温榆河冲积平原和燕山 、太行山支脉的结合

地带，地势西北高、东南低，北倚燕山西段军都山支脉，南俯北京小平原，山区、半山区占全区总

面积的 2/3 。 境内主要河流属温榆河水系。

同平区历史悠久，雪山、南口等地发现有 6000多年前的人类活动遗迹。 距今4 700多年的黄

帝时期，昌平属于幽州; 4300年前的唐尧时期属于朔方; 4200年前的禹时期属于幽州; 3800年前

商、殷时期属于冀州;西周时期武王分封诸侯国，昌平先属于商，后燕国强大并到，又属燕国的疆土。

战国末年燕王喜的时候(前 228 )为防止东胡、匈奴族的人侵修筑了长城，并在长城内侧建

上谷 、渔阳等五郡，同时为屯兵驻军，在军都径南建军都县，属上谷郡，县的治所在今马池口土城

村，军都县是昌平地方建县治最早的名称。

汉初建昌平县，西汉惠帝四年(前 191 )封子刘太为昌平侯，惠帝七年(前 188 )刘太进封为

吕王，因昌平是刘太的始封地，故改名为昌平县，县的治所在今沙镇的辛力屯村南。 在当时昌平

的西半部是战国末年建的军都县，东半部是西汉初年建的昌平县，两县并存，统属上谷郡。

西汉末年王莽建立新朝 (9-25 ) 将上谷郡改称朔调，昌平县改名为长昌县，长昌县、军都县

属朔调。

公元25年，刘秀灭王莽复汉，史称东汉，恢复了上谷郡名和昌平县名，撤广阳国以其地并人

上谷。 和帝永元八年( 96 ) 又建广阳郡，而上谷郡下属昌平 、军都两县治所均无变动。 魏文帝黄

初元年 (221 ) 改广阳郡为燕郡， 昌平 、军都属燕郡。 魏明帝太和六年 ( 232 )下令改诸侯皆以郡

为国，燕郡为燕国，昌平 、 军都属之，治所不变。 由于北魏在孝明帝孝昌元年 (525 )柔玄镇的士

兵杜洛周所领导的武装起义于上谷(今怀来)，取东燕州(今昌平土城)占幽州(今北京)，战争扩

展到今山西 、 陕西 、 河北三省的北部及北京地区，直到武泰元年 (528 )杜洛周兵败葛荣止，这一

带的位置名称也就屡经取弃。

东魏孝静帝武定元年( 543 )将北燕太平年间 ( 409 ) 所建的偏城郡(属今陕西)侨置于昌平

西半部，并把偏城郡所属的广武、沃野两县随之侨置在昌平治所的西边，此时昌平地方并存的有

平昌、偏城两郡，下属有昌平、万年、广武、沃野四个县。

试读结束，需要全本PDF请购买 www.ertongboo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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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齐时 (550-577 )废掉了侨置在昌平的偏城郡并人平昌郡，废掉广武 、 沃野两县，并人昌

平、万年两县。 隋文帝开皇三年 (583 )废郡以州治民，此时废掉昌平郡，并将万年并人昌平县，

自此以后单一称昌平隶属于幽州 。

唐德宗建中年间 (780-783 )昌平县的治所从士城迁到昌平县旧县村。

五代后唐，庄宗避献祖"昌"字的名讳，在长兴三年 ( 932 )将昌平县改名燕平县，并将县的

治所从旧县迁往县东朝凤庵。

后唐河东节度使石敬瑭与契丹相勾结，以燕云十六州赂辽，于清泰三年 (936 )建立后晋，改

年号天福，复改燕平为昌平，并将治所迁回旧县。

辽会同元年 (938 )升幽州为南京，北京成为陪都，北京地区属于南京道，称南道幽都府， 昌

平属之。 辽圣宗开泰元年 (1212) 改南京为燕京，改幽都府为析津府，昌平属之。 北宋宣和五年

( 1123 )改燕京为燕山府，金天会三年( 1125 )海陵王迁都燕京，天德五年( 1153 ) 改年号贞元 ，

改燕京为中都，改府曰大兴府，昌平属之。

元世祖忽必烈称汗后，选中都为元朝的正式都城。 至元四年( 1267 )将都城迁到中都，改中

都为大都，昌平仍属大兴府。 至元二十一年( 1284 ) 改大兴府为大都路总管府，昌平属之。 元仁

宗皇庆二年 (1313) 迁昌平县治所于辛店， 三十年后于惠宗至正二年( 1342 ) 迁回旧县。

明洪武元年( 1368)，改为北平府，隶山东行中书省，降固安 、 东安为县， }I田州为县，省檀州

置密云县，拆密云、昌平二县地置怀柔县，改隆庆州属永平府。 洪武二年( 1369)，置北平行省，

以北平府隶焉。 永乐元年( 1403 )称顺天府昌平县。 景泰元年( 1450) 在县东八里任和乡东道

里筑永安城，景泰三年( 1452 )县治所迁入永安城内 。 明正德八年 (1513) 改昌平县为昌平州，

领密云、顺义、怀柔三县，明嘉靖二十九年( 1550 ) 改为顺天府霸州道昌平州，明嘉靖三十三年

( 1554) 改为顺天府昌平道昌平州 。

清康熙八年( 1669 )霸、昌两道合并称霸昌道，道署设昌平。 雍正八年( 1730 ) 在巩华城设

北路捕盗同知，简称二府，职衔同于顺天府知府为囚品官，与宛平、通州、大兴为京师四辅之一。

民国初年为京兆区昌平县，北伐后为河北省昌平县。 1931 年日本侵华经"何梅协定"划为

战区， 昌平属到密专区， 1935年属伪冀东二十二县防共的自治区 ， 1937年卢沟桥事变以后，沦陷

为伪华北政务委员会河北省燕京道昌平县。

抗日战争时期和解放战争时期，为适应战争需要，昌平东与顺义，北与延庆，西与宛平，相结

合成立昌)1田、昌延、昌宛三个边区政府。

建国初期为察哈尔省察南专区昌顺县， 1950年为河北省通县专区昌平县， 1956年为北京市

昌平区， 1959 年改为北京市昌平县， 1999年撤县设区，改为北京市昌平区。

新中国成立以后，随着各项工作的恢复发展，昌平区内的考古工作也开展起来。 20世纪 50



概述 . 3' 

年代至 80年代初是昌平区考古工作的起始阶段。 早在民国及解放初，对于昌平区内十三陵的修

缮工作就已进行。 1956年经国务院批准，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北京市文物工作队对明十三

陵中的定陵进行了正式发掘，揭开了昌平区考古工作的序幕。 发掘工作历时两年零两个月，出土

各类文物 2648件[ l ]。 1959年，定陵成立博物馆正式对外开放。 1956年 10月北京市文物工作

队在昌平松园村发掘两座春秋时代基葬，出土大量彩陶礼器。 同年在昌平城西雪山发现一座大

型战国基。 1958年至 1959年昌平区进了第一次文物普查工作，初步摸清了境内地下文物遗存。

1961 年北京市文物工作队联合北大考古专业实习生对雪山遗址进行发掘，首次在北京地区揭示

出新石器时代仰韶和龙山文化时期的堆积层，雪山一期文化的命名即因此次考古发掘而来[ 2 ]。

1975 年，在昌平白浮发掘三座西周木棒墓，出土了大批青铜兵器、车马器和卡甲 。 1982年，对雪

山遗址进行了补充发掘，发掘面积700平方米，发现雪山遗址存在新石器时代 、夏家店下层文化、

西周和战国四个时期的文化堆积，并将雪山遗址新石器时代文化分为两期。

20世纪 80年代中期至 2000年，昌平区的考古工作继续发展。 1985年北京市文物工作队

对辛力屯村砖厂汉墓群进行考古发掘，发掘出汉墓 10余座，推测此处为汉初昌平城址所在地。

1986年，在南口陈庄村发掘出一座辽代中期墓葬，出土器物完好，出土的陶人俑为北京地区仅

见。 1989年北京市文物研究所对南邵张营遗址进行了考古发掘工作，此次发掘成果见于 2004

年张营发掘报告 《昌平张营》 中 。

2000年以后昌平区最重要的考古工作是对张营遗址的发掘。 2004年为配合昌平卫星城东

区南环路回迁小区工程，北京市文物研究所对张营遗址进行了抢救性发据 ， 共清理了属夏商时期

的长方形竖穴土坑墓 、 圆形半地穴式房址、方形地面式房址、 陶窑、灰坑、灶址、瓮棺葬等遗迹，获

取了陶器 、石器、骨器、 铜器、玉器等。 此外还发掘出了汉、 唐 、 明等时期的遗迹和文物。 早期青

铜文化是本次发掘的重点，可分为三个阶段: 一段相当于夏代中晚期，二段在夏末商初之际，三

段属于中商一期文化。 2006年底，根据 2004年的勘探结果，北京市文物研究所又对张营村基葬

进行了发掘，共发掘基葬 105座，除 3 座辽金墓，其余均为明清墓葬，另收获一批明清时期文物。

2005年对桃峪口水库地下文物埋藏区的民福置业集团旅游度假休闲居住工程占地范围进

行了考古勘探发掘，发掘了唐及辽金时期基葬4座。 2007年底，对回龙观流星花园静雅轩小区

工程占地范围进了考古勘探发掘工作，共发掘清代基葬 11 座，出土的随葬器物有瓷罐、夹砂陶

壶、骨替 、铜替 、银耳环 、铜钱等。 同年还对京包高速昌平段进行了考古勘探发掘，发掘汉代墓葬

2座，清代墓葬 16座。 2008年底对昌平区小汤山常兴庄 B地块工程占地范围进行考古勘探发掘

工作，清理金代及明代基葬 6 座，出土器物有陶罐、陶碗、银饰、铜管、铜镜等。 2010年初，对沙

河镇规划北区6-2#地块范围进行了抢救性考古发掘，发掘基葬 71 座，其中汉墓 3座、明清墓葬

68座，内出有玉壁、青花瓷罐、紫砂壶、银耳环 、铜管、铜耳勺等随葬品。

[ 1 )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等: (定陵)，文物出版社 ， 1990年。

[ 2 ]王策、王青林: (雪山一期文化研究)， (北京文博) 2004 年第 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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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史前时期遗址、 墓葬和其他遗存的发现研究

昌平区发现的史前遗址有雪山遗址、宝山遗址和北郝庄遗址。 此外， 在张营遗址中，也发现

有属于雪山遗址中雪山一期文化的残陶片。

雪山遗址新石器时代文化分为两期。 雪山一期遗存相当于铜石并用时代早期，绝对年代在

公元前 3300年至前 2900年。 陶器中夹砂陶多于泥质陶，陶色以褐色为主，灰黑陶少，多素面，

亦有一定数量的彩陶，少见绳纹等拍印纹饰。 影陶图案有垂带纹等。 陶容器绝大部分为平底器，

少数带圈足，不见三足器，种类主要有素面侈口罐、素面高领罐、 高领壶、筒形罐 、 弧腹盆、敛口

钵、豆等。 装饰品有石环。 关于雪山一期文化的年代问题，学者大致持一致的意见，如韩建业从

地层的叠压关系中得出结论 ， 认为雪山一期文化晚于红山文化和仰韶文化庙底沟类型，早于龙山

文化[ 1 ]。

雪山一期文化本身是多元文化融合的产物，以北京为基点向西辽河流域的扩展，是其颇为

强盛的证明。 正是在雪山一期文化的强势作用下，燕山南北文化融为一体，东北地区文化最发达

的西辽河流域与中原文化成为不可分割的统一体。 对"早期中国"的巩固和发展有着重大历史

意义[ 2 ]。

雪山二期遗存相当于铜石并用时代晚期晚段，也就是龙山后期，绝对年代在公元前2200年

至前 1800年。 同类遗存还见于房山镇江营新石器第四期、平谷刘家河Hl 等。 陶器以夹砂褐陶

和泥质灰、 黑陶为主，泥质黑陶多为黑皮褐陶或灰陶，只有极少量是纯正黑陶，还有少量白陶。

器表以素面为多，另见绳纹，也有篮纹、方格纹、旋纹、划纹、附加堆纹等。 大型器物为泥条筑成

法制作，中小型器物为快轮拉坯制作。 器类有平底、三足 、 圈足，还新见贯耳器。 典型陶器有双

翠绳纹高、素面高 、 翻缘航、 晕 、 鸟首形足鼎、贯耳大口瓮、双翠深腹罐 、 大口罐、素面罐 、高领壶 、

豆、高柄杯、平底盆、三足盘、平底碗等。 还有斧、镜、凿 、 刀 、镰 、 纺轮等磨制石器，磨盘、磨棒、跚

石等磨蚀石器， 三角形辗、刮削器、石片 、石核等细石器以及石环、陶环等装饰品 。 此类遗存早年

被雪山遗址的发掘者命名为雪山二期文化。 同类遗存广泛分布在冀中和冀东北地区。

但是， 雪山二期文化与雪山一期文化内涵差异较大。 关于雪山二期文化的性质，学界根据

雪山二期文化的出土物对其做了一些分析和探讨。 郭京宁指出， 雪山二期文化陶器中的夹砂灰

陶侈口深腹罐 、 泥质灰陶篮纹双耳罐、大口平底盆等，与后岗二期文化同类器物相近;双腹盆、平

底盆、器盖等与王湾三期文化相近;鸟首形鼎足、豆、 泥质薄胎黑陶等，受山东龙山文化影响[ 3 ]。

韩嘉谷提出，来自豫北一带的中原龙山文化北上，形成了雪山二期文化; 雪山二期文化与雪山一

[ 1 ] 韩建业: {论雪山一期文化H华夏考古>> 2003年第 4期。

[ 2 ] 韩建业: {北京前秦考古}.文物出版社 .2011 年。

[ 3 ] 宋大川主编 : {北京考古发现与研究>).第 50 页，科学出版社 .2009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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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文化属不同的文化谱系，应反映了共工北迁的历史传说[ 1 J。 韩建业也认为， 雪山文化属于中

原文化系统，兼有东方 、北方风格，是一种多元素的文化[ 2 J。

(二)夏商周时期遗址 、 墓葬和其他遗存的发现研究

夏商周文化指从夏代晚期到战国时期的文化，绝对年代大约为公元前 1 800年到前 22 1 年。

夏晚期到早商时期遗存以雪山三期 、 张营二期遗存为代表，还见于昌平下苑，绝对年代在公

元前 1800年至前 1 300年，相当于二里头文化、二里岗下层文化和二里岗上层文化阶段。 同类遗

存在北京地区包括房山塔照一期、房山镇江营商周一期 、琉璃河一期 、平谷刘家河和杜辛庄等。

陶器以夹砂褐陶占绝对优势，夹砂灰陶其次，泥质灰陶很少，夹砂陶中又以夹粗砂者居多，夹细

砂者较少。 褐陶多色泽不均，常泛黑斑，或外有浅淡黑皮。 器表以拍印绳纹为主，素面或压光其

次，还有划纹 、 附加堆纹 、 圆圈纹、蛇纹、矮孔等。 常见多种纹饰集于一器之上。 三足、平底和圈

足仍都存在，贯耳消失，环耳和器翠大为减少。 器类有鼓腹或弧腹高 、 筒腹高 、折肩高、 翻缘颇

大口折肩罐、大口瓮、垂、高领罐、假腹豆、钵等。 生产工具和武器以斧、镜、 凿、铲、 饿 、 刀 、 镰等

磨制石器为主，另有磨盘、磨棒、册石等磨制石器， 三角形镰、刮削器、砍砸器、石叶等细石器或打

制石器，环首刀、带翼棋、刻刀 、锥、凿等铜器，纺轮、 陶垫、陶拍子、网坠等陶器以及嫉、锥、针、匕

等骨器。

北京地区这类遗存被发掘者命名为"雪山三期文化"和"塔照一期遗存"。 韩嘉谷先是将包

括北京在内的这类遗存称作"燕山南麓土著青铜文化"大陀头类型，后又改称其为"大陀头文

化"，这一名称得到较多学者的肯定。 其实总体与西辽河流域同期遗存大同小异，属于夏家店下

层文化范睹 3 ]。

晚商时期遗存以雪山四期为代表，绝对年代约在公元前 1 3 00年至前 1050年，相当于殷墟文

化阶段。 北京地区同类遗存还见有房山镇江营商周二期、平谷龙坡早期、刘家河商墓等。 陶器仍

以夹砂陶占多数，泥质陶较少。 色泽暗淡但较前纯正，仍以红褐陶居多，灰陶明显增加，还有较

多灰皮或灰黑皮褐胎器物。 器表以交错绳纹最为常见，其次为旋纹、附加堆纹等，素面者少。 流

行三足器和平底器，也有圈足器，带耳器少。 器类有高领高 、袋足高 、 柱足高、侈口舰、小口瓮、大

口折肩罐、豆、舰、钵、盆等。 还见有石斧、单孔或双孔石俄、 石镰 、石杆、筒状或蘑菇状陶垫、陶

纺轮 、 角嫉 、铜刀 、 铜嫉等生产工具或武器。 这类遗址的文化性质，一开始认为属于商文化或夏

家店下层文化，后来一般将其划归张家园上层文化或围坊三期文化。

西周早中期遗存以昌平白浮基葬遗存为代表，绝对年代约为公元前 1050年至前 850年。 北

京地区同类遗存还有房山琉璃河二期早、 中段和镇江营商周三期 、平谷龙坡晚期 、 }I顶义牛栏山

等。 昌平臼浮墓葬文化内涵较为特殊。 墓葬为南北向长方形土坑竖穴墓，棒室和墓坑间填以白

膏泥，墓底有椭圆形腰坑，有殉狗习俗，三座墓共出土青铜器、陶器、玉器、石器、骨器、牙器及 卡

骨、贝饰等约 600余件。 随葬陶器有陶联裆南 、 鼎，玉器有戈、鱼、娟、 蝉、柄形饰、器件、 小系璧、

[ 1 ] 韩嘉谷: (北方历史的考古学探索>. (东北亚考古一一北方考古研究(囚)>.中州古籍出版社 . 1 994年。

[ 2 ] 韩建业: (试论北京地区的新石器时代文化H文物春秋> 2007年第 5期 。

[ 3 ] 韩建业: <北京前秦考古)，文物出版社， 20 门 年。



. 6' 北京辜百志

玛瑞环，青铜器有礼器、工具、 车马器以及鹰首青铜短剑、马首青铜短剑、甲胃、载戈等兵器，石

器有研石、 石锤，角器有梳子 、捕。 此外还有贝饰和有字甲骨，这是北京地区首次在墓葬中发现

的有字甲骨。 从墓葬形制到随葬的陶联裆高 、玉器 、有字甲骨，鼎、盒、壶、戈、载、 镜、凿等青铜

礼器、兵器和工其，都与琉璃河大墓相似。 从铜戈上的铭文，以及甲骨文中的"其示，"，\、

驭"来看，或许与古燕部族联合体中的古其国有些关系，但主体为商遗民性质墓葬，属燕文化范

畴。 随葬的蘑菇首剑、鹰首剑 、 马首剑 、铃首削刀 、鹰首削刀 、管签戈 、 盔等北方系的青铜武器和

工具，基本不见于琉璃河，多为北方文化因素进入与这里产生碰撞的产物。

西周晚期至春秋早期遗存以雪山四期遗存为代表，绝对年代约在公元前 850年至前650年。

北京地区同类遗存包括房山琉璃河二期晚段和镇江营商周四期遗存。 陶器灰陶比例猛增，绝大

多数为夹细砂灰陶，其次为泥质灰陶和夹细砂褐陶，均含滑石粉末。 夹砂陶仍盛行竖绳纹，有旋

纹、附加堆纹等。 泥质陶则多素面压光或饰旋纹，有的器表仍留有模糊的绳纹痕迹。 常见器类有

袋足高 、联裆带足跟高 、高圈足直、小口罐、小口瓮 、深腹盆、浅腹盆、 凯 、钵 、 豆等，袋足高比例很

大。 还有陶垫、 纺轮、印模等陶质工具，戈 、嫉 、 刀 、锥等铜器。 这一时期的燕文化是在前期燕文

化基础上发展而来，陶器基本都有先后继承关系，但土著文化因素在这一时期大量消失。

战国时期遗存以松园战国基葬和半截塔东周基葬遗存为代表，绝对年代约为公元前475年

至前 221 年。 出土陶器分生活实用器和仿铜礼器。 实用器以夹砂灰陶和褐陶为主，有少量泥质

灰陶。 纹饰以绳纹为大宗。 器类有燕式高 、釜、尊 、 绳纹罐 、盆等。 仿铜礼器基本为泥质灰陶，器

表多有黑褐色或银灰色陶衣，常见旋纹、螺旋纹、 云纹、 "s" 形句连纹 、菱格纹、三角形纹 、波纹、

兽面纹、动物纹等。 器类包括鼎 、 豆 、 壶 、 盘、匮、直等。 其中鼎 、 豆 、 壶均带覆钵形盖，以子母口

吻合。 鼎盖带三环钮或兽钮，鼎足多见兽足。 战国时期燕文化是春秋燕文化的延续，生活实用器

都一脉相承，只是形态上略有变化，仿铜礼器也都继承了春秋时期的基本组合，纹饰上可见演变

关系 。

(三)汉代遗址、墓葬和其他，遗存的发现研究

汉代遗存可分为城址 、遗址和墓葬。 城址发现有汉昌平故城遗址，位于沙河地区辛立屯村，

面积2平方公里。 1985年在遗址北部发掘了 9座汉墓，探出古河道一条，未发现城墙基址[ I ]。

遗址有上口遗址，位于长陵镇上口村西沟，面积约 1 平方公里， 1958年文物普查时发现。 文

化堆积厚 0.2米，出土有汉代古钱币、兵器等文物。 传说这一带是东汉名将马武屯兵的地方。

墓葬发现较多，多为汉墓。 较为重要的考古发掘有自浮汉墓、史家桥汉墓 、半截塔汉墓、张

营汉基、北郝庄汉基、沙河镇汉基。 1959年至 1960年 2月底，北京市文物工作队在昌平白浮村

清理汉基46座，多为中小型墓，分为土坑竖穴墓 、砖室墓 、 瓮棺基三种，随葬品以陶器为主，有少

量铜器、钱币及带钩、封泥等。 1960年北京市文物工作队在史家桥村发掘一批小型土坑汉墓，近

50座，出土器物有陶器、 铜器、铁器:陶器 151 件，有鼎 、 豆 、 盒、壶、 罐 、瓮 、 盆;漆器 、 铜器 、 铁器

各出土 1 件。 这批墓葬年代为西汉初期至东汉早期。 1960年在半截塔村发掘东周两汉墓约 20

[ 门北京市文物局编: (北京文物地图集).科学出版社 .2009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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座，其中西汉基 16座，皆为长方形土坑竖穴墓，分单人葬与双人葬两种。 随葬器物以陶器为主，

有鼎、壶、盒、瓮各 1 件及铜带钩 、铜钱等;东汉墓共 5座，皆为长方形砖室墓，随葬器物有鼎、罐、

壶、仓、奎、 钵 、 盘、灶 、 羽殇、勺 、 盒、铜镜、五妹钱和王莽钱等。 2004年在张营遗址发掘一座东

汉时期墓葬，为绳纹砖砌成的长方形刀形单室墓，随葬器物不多，陶器分实用器和模型类明器两

大类，有舰、器座 、 盘、盆、 碗、支架 、 豆、钵、器盖、平底罐、仓、圈、灶，以及陶鸡、陶猪。 2007年

在北郝庄村发掘汉墓 2座，墓葬形制为刀把形和甲字形，由于破坏严重，随葬品基本没有。 2010

年，在沙河镇发掘汉墓 3座，均为甲字形砖室墓，仅 1座基葬出土随葬品 7f牛:铜勺、铜镜、铜管、红

陶罐和铜钱。

此外在历次文物普查中，昌平区还发现多处汉代墓群，有于辛庄墓群、半壁店基群、小沙河

墓群、半壁街墓群、九兰墓群。 另外在半截塔墓群、南邵基群、旧县墓群、邓庄墓群中也都有汉墓

发现。

昌平区发现的汉基，大致可分为三类:瓮棺墓、土坑基和砖室墓。 其中土坑基和砖室墓比例

最大。 瓮棺墓是在墓坑内置瓮棺葬具和人骨，北京地区的瓮棺葬多属战国时期燕文化，两汉时

期瓮棺葬与战国时期相比并不多。 瓮棺墓葬结构较简单，葬具一般为日常生活用陶制釜、盆、罐

等，其中陶釜最为常见。 墓葬多葬儿童和幼儿，很少有随葬品。 土坑竖穴墓可分为长方形竖穴土

坑墓 、 刀字形竖穴土坑墓。 长方形竖穴土坑墓一般平面呈长方形，按埋葬形式可分为单人葬墓、

合葬基和并葬基三类。 刀形竖穴土坑墓是指墓道偏向或紧贴墓室的一侧，这类墓葬数量相对较

少。 砖石墓多刀形单室墓和甲字形砖室墓，未见多室墓。

墓葬形制上，西汉时期及东汉初期，长方形竖穴土坑墓一直是最为普遍的形式，多为平民

墓。 西汉早期，刀字形竖穴土坑开始出现，西汉中 、 晚期的数量较多，王莽时期和东汉初期的还

有少量发现。 王莽时期至东汉初期，刀形单室砖室墓最为流行。 东汉中、晚期，砖室基的形制、

规模得到较大发展。

随葬器物上，西汉早期为壶 、 盒组合。 另外，这一类基葬仅出高领罐，这是西汉早期特有的

现象。 西汉中期 、 新莽时期以及东汉初期，流行鼎、壶、盒的组合，至于耳杯、盘、魁等食用器，在

中小型墓葬中直到新莽时期及东汉初期才开始出现，并盛行于东汉中、晚期。 西汉晚期，陶灶、

陶井等建筑类明器开始出现，但数量较少，造型简单，随葬组合多伴有较大的陶罐，并且数量较

多，一般为 5个左右，东汉早 、 中期，这类陶罐被陶仓取代。 东汉早期的随葬品以仓、灶、井等建

筑明器为主，器类组合简单。 东汉中期出现饮食器、生活用器以及生产类新的随葬器类，到东汉

晚期这四大类明器在组合和造型上都表现出纷繁多样的形式。

埋葬形式上，西汉时期，各类基中人骨架一般头向北，葬具多为单棺，单人葬、二人合葬较为

流行;东汉时期，由于砖石墓的盛行，合葬墓成为主要形式。 西汉中期开始，同坟异穴并葬墓开

始出现，直到东汉晚期仍然盛行。

(四)晋唐时期遗址、墓葬和其他遗存的发现研究

晋唐时期遗存可分为城址、遗址、墓葬等。 城址发现有燕州故城、昌平故城。 燕州故城建于

唐开元二十五年 (764) ， 1958年开京密运河时北城墙被毁，现仅存东 、 西、南三面穷土墙垣。 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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