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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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遗址"、"墓葬"和"其他遗存"之下，又分别依年代进行区分，形成第三层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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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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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椎动北京市考古学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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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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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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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国有史，邑有志"。中国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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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补了北京地区自山顶洞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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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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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昌平自浮村西周木棒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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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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菌城的

城区所在。丰台区大碟台 1 号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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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明西晋时期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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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丰台区史思明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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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辽代陶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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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丰台区发掘出士的金中都南城垣的水关遗址，首次获得了金代水利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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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发掘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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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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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河道遗存，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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编方志已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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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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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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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ì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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丁-作的大型志书，既能为深化北京地区的考肯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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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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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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这一丁在作只是

基于前人基础所作的新的尝试。不积肚步，无以至千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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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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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遗存的同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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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延庆县位于北京市西北部山区，东邻怀柔，南接昌平，西面和北面与河北省怀来县、赤城县

相连。全境平均海拔500米左右，::ft 、东、南兰面环山，西临八达岭长城小盆地，军都山位于境内

南部地区。延庆地域总面积 1993.75 平方公里，其中，山区面积占 72.8% ，平原面积占 26.2% 。

延庆县是北京的北大门，自古在军事上占有重要地位:其南扼居庸要塞，西通宣化、大同孔

道，北连独石口，东北接古北口，自古为兵家必争之地。如果说北京是腹心，则延庆就是其肩背。

延庆很早就有人类活动足迹，曾为多民族聚居融合之所。早在石器时代，这里既有人类居

住，在延庆县的路家河菜木沟等处发现有旧石器时代遗物，在永宁、下辛庄等处发现有新石器时

代遗物。

春秋时期，这里是北方游牧民族活动的地区。在玉皇庙、葫芦沟、西梁咣等地均发现春秋中

晚期的玉皇庙文化遗存。战国时期，燕文化北上，玉皇庙文化逐渐消亡。

秦统一全国后，设上谷郡，延庆属上兰、居庸县。西汉时，上谷郡下辖 15县，延庆属夷舆、居

庸二县，"夷舆"即为边疆少数民族活动之意。夷舆县治在今古城村东，遗址尚存。东汉时，撤夷

舆合为居庸一县。北齐废居庸并入怀戎县。

唐初怀戎属北燕州，贞观八年改北燕州为妨州，天宝年间改勋州为妨州郡，今延庆属地始从

怀戎县析出，设妨川县(以妨水名之);唐末及辽金时，改为结山县(以绪山名之)。

元世祖至元初，绪山县属大都路奉圣州、1; 元仁宗爱育黎拔力八达出生于香水园，其登基后，

于延拮三年 (1316)，升绪山县为龙庆州。元灭明立，废州，设隆镇卫，建文元年( 1399 )改隆镇

卫为隆庆卫，永乐十二年( 1414) 复置隆庆州，直至隆庆元年( 1567 )为避穆宗年号遂易为延庆

州。清仍沿用延庆州。

1913年(民国二年)全国废州改县，始称延庆县，民国时期属察哈尔省。 1952年撤销察哈

尔省后改属河北省张家口地区。 1958年 10月划归北京市，成为首都西北门户。

建国以后，随着各项丁作的恢复发展，延庆县境内的考古工作也开展起来。 20世纪60年代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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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0年代初是延庆县考古工作的起始阶段。在60年代第一次全国文物普查工作中，延庆县初步摸

清了境内地下文物遗存，同时期也开展了正式的考古发掘工作。记录最早的是 1963 年在延庆县

农场发现的一座明代砖室墓。 70年代中期在八达岭镇西拨子村发现一批重要铜器窑藏，是北京

北部地区西周晚期到春秋早期的代表性遗存。同时期在延庆镇谷家营村发掘一座唐代圆形砖室

墓，墓主人张乾耀卒于宪宗时期，官至云庵将军，这是延庆县发现的为数不多的唐代重要墓葬之

一。 60年代至 80年代初，在延庆县军都山沿线陆续发现有玉皇庙文化墓葬，由土有直刃青铜短

剑、铜铸、铜嫉、铜带饰等遗物，玉皇庙文化遗存的大量发现开始引起学术界的关注。这一时期

考古工作以随工清理的抢救性发掘为主，未见有主动性发掘，考古发掘成果不多，不能系统化，

学术研究也处于起步阶段。

80年代中期至2000年是延庆县考古工作的发展阶段。 1984年随着第二次文物普查的开

展，带有学术目的的考古调查发掘工作开展起来。 1985年北京市文物研究所组成军都山考古课

题组，对军都山南麓的靳家堡、旧县、永宁、清泉铺和城关5个乡的 10多个玉皇庙文化遗存点进

行调查，并选取玉皇庙、葫芦沟、西梁咣三处墓地进行考古发掘。发掘工作从 1985年始至 1991

年结束，共发掘玉皇庙文化墓葬近600座，出土文物 6万余件。军都山墓地作为北方游牧民族的

氏族部落墓地，其发现与发掘具有重大的历史价值和学术价值。长城遗址的调查也是这一时期

文物考古丁.作的重点， 1984年到 1985年文物局拨出专款对北京境内的长城进行航空遥感调查，

经调查确定了延庆境内的八达岭段长城为北京境内保存最好最宽的段落。 90年代初，北京市文

物研究所和中科院古脊椎所联合对北京境内的旧石器遗址进行调查，在延庆县发现旧石器中期

遗址7处，晚期遗址 1 处。随着 1984年文物普查开展以来，在延庆县还发现战国时期刀币出土

点、商周时期遗址及辽金元时期窑藏遗存等，丰富了延庆县的地下文物数量。 80年代中期至90

年代末，在各类基建施工中发现汉唐至明清时期墓葬数处。这一时期考古工作的特点是带有学

术目的的有计划的考古调查发掘丁，作开展起来，学术研究开始系统化，伴随基础建设的考古发掘

比上一时期明显增多，大量考古遗存的发现为研究工作打下了基础。

2000年以后延庆县考古工作大规模发展起来，考甫发掘项目位居北京市各区县前列。 2002

年在延庆镇南菜园颖泽洲小区发现汉唐墓葬群， 2007年在延庆镇南菜园北二区三期工程中发掘

出汉唐明清墓葬400余座， 2009年在延庆镇西屯村西南地块一级开发项目中发掘出汉唐至明清

时期墓葬500余座，大量汉唐明清墓葬的发现为研究北京地区的墓葬文化提供了更多的实物资

料。 2006年北京市文物局成立长城资源调查组对北京境内明代长城的墙体、敌台、烽火台、马

面、关壁等遗迹遗址进行现场调查确认，在延庆县内调查有明长城烽火台 37座，墩台 136座，敌

楼 105 座，哨楼2座，沿线城堡 8座，相关城堡7座，确认长城总长 148.85 公里。 2006年对长城沿

线的火焰山营盘遗址进行考古发掘，明确了营盘遗址的范围及建筑布局，丰富了对明代长城军

事防御体系的认识。军都山墓地的考古研究工作在这一时期获得了阶段性成果，出版了《军都

山墓地》考古报告，分玉皇庙墓地、西梁恍墓地、葫芦沟墓地，共3卷 6本，具有很高的学术价值。

这一阶段其他考古发掘工作也都有相应报告发表。考古发掘项目密集与学术研究成果显著是这

一时期考古工作的主要特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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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史前时期遗址、墓葬及其他遗存的发现研究

史前时期包括旧石器和新石器两个时期。|日石器时期的绝对年代从距今200万年前人类使

用打制石器算起到距今 l 万年前。延庆县发现的旧石器时代文化遗存共8处:属于旧石器中期

遗存 7处，分布在菜木沟、路家河、沙梁子、古家窑、辛栅子、三间房和河北村地点[l]，均位于河

流的二级阶地上。其中菜木沟遗址位于黑河与自河交汇处，发现石器近400件，有石片、石核、

石钻、石刀、砍砸器等，较为难得的石核 10多件，初步断定为距今5-6万年前旧石器中期遗物，

是延庆县出土数量最多、种类最全的一处旧石器时代遗址。路家河遗址共出土石制品 27件，均

为打制刮削器。沙梁子遗址主要发现有石片。北京地区旧石器中期遗物主要有石核、石片、刮削

器、砍砸器等，与旧石器早期石器在技术上有继承关系，但加工更加精细。延庆县发现的旧石器

晚期遗存只有 1 处，位于张山营乡的佛峪口，发现石器2件。

新石器时期的绝对年代从距今 1 万年前到距今3800年左右。延庆县发现的新石器时期遗

存主要是散见于各地点的出土石器，在永宁发现有石斧，大榆树镇下辛庄村发现有石斧、石镜、

石模、石凿、石球，常里营发现有石盘状器，中羊坊材挖向河干渠时发现有石锚，柳沟发现有石

锄，杨户庄发现有石样[2]，古家窑发现有石刀、石斧等[3 J。出土地点多位于山麓坡地和河流台

地上，发现的石器以磨制加工法为主，也有打制石器，由于多为采集，具体时代还不易定夺。

(二)夏商周时期遗址、墓葬及其他遗存的发现研究

夏商周文化指从夏代到战国时期的文化，绝对年代大约为公元前2100年到前 221 年。夏、

商时期文化遗存发现有 1 处，位于旧县镇古城村西的夏、商遗址。遗址面积为 4000平方米左右，

出士有夏、商时期的陶器残片，其中有器物的底、足、口沿等;器类有画、鼎等，陶质有夹在!、褐陶、

红陶等。[ 4]夏晚期至早商时期北京地区的文化遗存属于夏家店下层文化范畴，陶器以夹砂褐陶

占绝对优势，器类延续铜石并用时期的雪山二期文化而来，如鼓腹或弧腹雨、航、深腹罐、鼓肩瓮

等。但北京地区的南部和北部存在地域差别，以塔照遗存为代表的南部地区，夹砂陶很少含滑石

屑，陶高类多无实足根;以雪山、张营遗存为代表的北部地区夹砂陶普遍含滑石屑，高类多流行

实足根。[ 5] 

商周时期遗存2处，为姚家营商周遗存和香村营商周遗存。姚家营商周遗址面积约 30万平

方米，文化层厚 1-1.5 米，出土大量陶器碎片，陶质有灰陶、黑陶、夹砂红陶等，纹饰有绳纹、附加

[ I J 郁金城、李超荣: {北京地区旧石器考古的新收获M北京考古集成)) (第二卷入 北京出版社， 2000年;北京市文物局:

《北京文物地图集}，科学出版社， 2009 年。

[ 2 J 延庆县博物馆历史展厅及文物库房。
[ 3 J 北京市文物局:{北京文物地图集}，科学出版社， 2009 年。

[4 J 北京市文物局: <<北京文物地图集 þ，科学出版社， 2009 年。
[ 5 J 韩建业:{试论北京地区夏商周时期的文化谱系H华夏考古} 2009年第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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堆纹等，器形有豆、画、罐等。 1993年对遗址进行了深入勘查，发现了陶窑遗址数座，但均破坏

严重。香村营商周遗址面积1.6万平方米左右，文化层厚约 1 米，发现有绳纹灰陶片等。 [1 J 北京

地区晚商时期陶器以夹砂陶占多数，与早商时期相比灰陶数量明显增加，纹饰以交错绳纹为主，

有旋纹、附加堆纹、划纹等。西周早中期陶器以夹细砂陶和泥质陶为主，灰陶比例进一步增加，

纹饰延续晚商风格。晚商时期开始，在北方长城沿线地带表现出了畜牧文化大幅南进的现象，到

西周早中期，由于周文化的强烈北推，北京中南部地区基本纳入燕文化范围，但在燕山一代仍存

有北方畜牧文化。

西周晚期到春秋早期以西拨子遗存和玉皇庙遗存第一期为代表。 1975年在延庆西拨子村

发现一处青铜器窑藏，出土有三足釜(鼎)、环首刀、有垄斧、有基戈、镜、凿、锯齿柄匙、钩、锥、耳

环、泡、重环纹鼎等铜器。[ 2}其中重环纹鼎属于西周晚期燕文化因素，其余大部分器物都具有

浓厚的北方青铜器风格。对于遗存的文化性质，发掘者在报告中认为属于夏家店主层文化，后来

随着玉皇庙文化的发现，被认为是山戎文化遗存。 [3 J 

春秋中晚期遗存以玉皇庙、葫芦沟、西梁恍墓地[4}及辛庄堡刀币出土点为代表[5]，见于延

庆古城、常里营、东灰岭、罗家台、马蹄湾、小堡等地，遗址集中于军都山地带，此类遗存被命名为

玉皇庙文化。这一时期，北京地区存在着南部燕文化与北部玉皇庙文化并存的局面。

玉皇庙文化遗存的发现以墓地为主，墓葬葬俗相近，以长方形土坑竖穴墓为主;墓向和死者

头向以东向为主;葬式多为仰身直肢葬，无论男女老幼，均有覆面现象;有殉牲习俗，但不用全

牲，而以肢解后的动物头、脚作为象征性殉祭。

从随葬器物看，陶器不多，以夹砂红陶罐为主，泥质灰陶器次之。青铜器包括容器、武器、工

具、马具、装饰品等。绝大多数为直刃短剑、削刀、斧、镜、凿、锥、针、镇、衔、节约、耳环、牌饰、

带扣、带卡、带饰、泡饰等北方式青铜器，也有少量是中原式的鼎、基、盘、匾、戈等。其中直刃短

剑剑首以双环、单环、双环蛇形、双眼圈形者为主，剑首、柄和格上常见各种动物纹装饰。牌饰和

带饰基本都浮雕虎、马、犬、鹿、野猪等动物形，以虎、马最多。此外还有个别尖首刀币，也有少量

黄金的虎形和马形牌饰、月牙形项饰、螺旋形耳环、喇叭口耳环等。

玉皇庙墓地发掘出保存较好的墓葬400余座，发掘者将其划分为 3 型 8级，大、中、小型墓墓

扩分别在 3米、 2.5 米和 2米左右，随葬品的数量质量、殉牲的种类和数量都有明显不同，存在着

严密的等级制度。东区 34座墓形成一个墓群，以特大型墓M18为中心，其外围绕 2座大型墓，再

外层为中型墓，最外层为小型墓，这种层次的划分反映了严格的墓葬制度。 M18是玉皇庙规格等

级最高的墓葬，随葬品种类最全，数量最多，出土有较多中原式青铜器和虎形牌饰等金器，推断

墓主人生前可能是整个玉皇庙文化中的首领，而玉皇庙墓地也为整个玉皇庙文化中级别最高的

[ 1 J 北京市文物局: ~北京文物地图集~.科学出版社.2009 年。

[ 2 J 北京市文物管理处:~北京市延庆县西拨子村窑藏铜器H考古~ 1979 年第 3期。

[3 J 北京市文物研究所: ~北京考古四十年~.北京燕山出版社. 1990年。

[4 J 北京市文物研究所: ~军都山墓地 玉皇庙>).文物出版社 .2007年;北京市文物研究所: <<军都山墓地-一葫芦沟与
西梁咣~.文物出版社 .2010年。

[ 5 J 高桂云、张先得d北京市出土战国燕币简述)).<<中国钱币论文集>)，中国金融出版社， 1985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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墓地。西梁恍墓地也有随葬青铜礼器和马形牌饰的大型墓，但青铜礼器较少，墓地等级当低于玉

皇庙墓地。葫芦沟墓地则以小型基为主，有少量中型墓，不见大型墓。各墓地间严格的等级差异

和组织制度反映了玉皇庙文化处于早期国家或方国的阶段。[ 11 

玉皇庙、葫芦沟墓地和辛庄堡村均发现有最早的刀币-一一尖首刀币。辛庄壁窑藏出土尖首

刀币 2700余枚，整理后尚存完整者 1 350枚。这些刀币以素面为主，有的正、背面或两面均有钱

文，内容多为纪数或纪干支，主要是单字符号。靳枫毅认为尖首刀币可能起源于玉皇庙文化的青

铜削刀。[ 2) 

玉皇庙文化很可能是西拨子遗存基础上发展而来，其一期所出的铜镜、单环首刀、有垂斧、

素面铜泡等与春秋早期的西拨子遗存形态接近。关于玉皇庙文化的族属问题，学界尚有不同意

见。发掘者靳枫毅认为属于山戎，林坛、韩建业认为属于狄人所建的代[3]，韩嘉谷认为属于白

狄[酌，陈平认为是北狄之元终戎[ 5)。

战国时期随着燕文化的北上扩张，玉皇庙文化基本衰亡。延庆地区战国时期文化遗存以害

藏刀币为主，在延庆县城外、千家店公社、前山村、永宁公社、古城村遗址、下屯公社等地均发现

"医"字刀币。"匮"宇刀币由尖首刀币演变而来，流行于战国时期，主要有方背"医"刀和圆背

"匮"刀。延庆县出土的刀币遗存地点达 15处，约占北京市刀币出土地点的三分之一，地点多集

中于军都山南麓，与玉皇庙文化相互交错或重合。 l6 J可以推断燕国刀币的起源与玉皇庙文化有

关，在燕文化与玉皇庙文化的相互交流中，玉皇庙文化的尖首刀币在燕文化中发展为"匡"刀币。

(三)汉代遗址、基葬及其他遗存的发现研究

汉代延庆地区属上谷郡管辖，延庆境内置有居庸、夷舆两县。居庸县治在今延庆县城，夷舆

县治在今古城村东北半里。 20世纪 60年代第一次文物普查时发现夷舆县城遗址:城略呈椭圆

形，东西宽约 237米，南北长约430米，面积 10.2万平方米左右。现存城墙 178米，曾出土过大量

的汉代陶器残片及瓦片。其附近地区也曾出土过大量商、周至汉代的青铜器和钱币等。 [7 J 夷舆

县城在新莽时期一度更名为朔调亭，东汉复名，之后于东汉建武时期并人据居庸县。

在距夷舆县城不到 1 公里的葫芦沟基地发现一处西汉时期祭祀遗址。[ 8)遗址由 10个祭坑

组成，每个坑内填祭牲，皆为家养仔猪，覆土后植埋祭石 15块，祭祀遗址面积达 3.5平方米。其

祭牲种类皆为家养仔猪，与玉皇庙文化的殉牲种类(马、牛、羊、狗)完全不同，可推断这是一处

以农耕文化为主的汉文化遗迹。《礼记·祭法}: "瘁埋于泰折，祭地也。"孔颖达疏曰"地示

[ 1 J 韩建业: ~北京先秦考古~，文物出版社， 2011 年。

[2 J 北京市文物研究所: ~北京考古四十年~，北京燕山出版社， 1990年。

[ 3 J 林坛: ~关于中国的对匈奴族源的考古学研究H内蒙古文物考古~ 1993 年第 l 、 2 期;韩建业: ~北京先秦考古))，文物

出版社， 2011 年。

[4 J 韩嘉谷: ~从军都山东周基谈山戎、胡、东胡的考古学文化归属H内蒙古文物考古文集~，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
1994年。

[ 5 J 陈平: <<略论"山戎文化"的族属及相关问题H华夏考古~ 1995 年第 3 期。

[ 6 J 北京市文物研究所: ~北京考古四十年~，北京燕山出版社， 1990年。

[ 7 J 北京市文物局: <<北京文物地图集))，科学出版社， 2009 年。

[ 8 J 北京市文物研究所: ~军都山墓地一一葫芦沟与西梁恍~，文物出版社， 2010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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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下，非摩埋不足以达之。"将祭品埋于地下属于祭地仪式，可推断此处为一西汉杜祭遗址。

西汉时期墓葬均为土坑竖穴墓，分瓮棺墓和木棒(棺)墓。瓮棺墓发现于葫芦沟墓地和西屯

墓地。这类墓葬流行于战国晚期到西汉时期。葫芦沟墓地发现瓮棺墓 32座，与葫芦沟汉代社祭

遗址位于同一层位，出土有四妹半两铜钱，因此可断为西汉早期墓葬。西屯墓地发现瓮棺墓 15

座，其葬具与葫芦沟相似，当为同一时期。瓮棺墓所葬均为婴儿或儿童，随葬品很少，葬具以夹

砂红陶釜为主，有泥质灰陶盆、灰陶瓮、灰陶罐等，葬具组合以三釜套接为主，也有两釜对接及两

釜一盆、三釜一盆、釜盆罐等相互套接组合。瓮棺葬是战国至秦汉时期埋葬儿童的一种流行葬

制。从地理位置看，葫芦沟墓地东距夷舆县城不到 1 公里，西屯墓地位于居庸县城西南不远处，

这两处瓮棺墓当为两城居民埋葬儿童的丛葬地。

除瓮棺墓外，延庆县还在西屯村和延庆镇妨水河两岸地区发现大量西汉时期墓葬。 2009年

在西屯地区发现汉代墓葬 300余座，时代延续完整，全面反映了两汉时期墓葬的形制变化。从西

屯地区出土的汉墓看，西汉前中期墓葬沿袭了战国晚期的形式，均为竖穴土坑木棒(棺)墓，有

单棺墓和双棺墓。随葬品多放于墓主人头部前面的头厢内，随葬器物以陶罐、陶壶、陶鼎、铜带

钩、铜镜等生活实用器和祭祀品为主。[ 1 1 

西汉晚期到东汉早期墓葬形制开始由棒墓转向室墓。在原来梓墓的基础上开设了墓门，墓

葬结构为墓道、墓门、墓室，墓室有单棺、双棺、三棺。随葬品仍然多放于头厢内，以陶罐、陶壶、

陶鼎、陶瓮、铜带钩、铜钱等为常见。这类墓葬发现不多，仅在西屯地区见有 5座。东汉早期出现

砖室墓，早期砖室墓为单室墓，由墓道、基门、墓室组成。从西屯地区发现的几座这类墓葬看，随

葬品很少，仅见陶壶、陶罐等。

东汉中期开始，单砖室墓开始向前后两室墓转变。经考古发现的地区有西屯村、桑园村小

泥河桥、延庆镇妨水河南岸、康庄镇刁千户营村、井庄镇房老营村、永宁镇永宁城等。其中西屯

村发现数量最多，近 20座。墓葬结构为中轴线对称型，由墓道、自道、前室、后室及两侧耳室或

侧室组成。东汉晚期，两室墓开始向三室墓转变，主要发现于西屯村和延庆镇南菜园遗址，即

主室由前后两室变为前、中、后兰室，墓顶多为穹窿顶。随葬品以陶器为主，种类有祭祀品、生

活实用器及明器等。如属于祭祀类的陶鼎、陶盘、陶案、陶耳杯等，属于生活实用器的陶壶、陶

罐、铜镜、铜带钩，属于明器类的陶楼、各类人物俑、动物俑及陶仓、陶灶、陶井、陶厕等。其中

仓、灶、井、厕的组合在全国范围内的汉代墓室中具有共同性，这一组合最早见于西汉早期的诸

侯玉墓，后来遍及全国范围内的中小型墓葬，一直延续到东汉晚期。至于这一组合的深层意义

还有待研究。

(四)晋唐时期遗址、墓葬及其他遗存的发现研究

魏晋至唐五代时期遗存以崖居遗址和墓葬为主。张山营镇海吃山东西沿线上，分布有以古

崖居为代表的七处崖居遗址，包括烂角村朝阳洞遗址、烂角村焦家洞遗址、佛峪口七孔洞遗址、

[ 1 ] <北京市延庆县延庆镇西屯村西南地块一级开发项目西区( 1 区)考古发掘报告}.见宋大川主编: <北京考古工作报告

( 2000-2009 )}延庆卷，上海古籍出版社 .2011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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狐狈沟崖居遗址、姚家营崖居遗址、富余洞遗址。 [1 J 从地理位置及建筑形式看，这些崖居遗址

应属于同一时期的建筑遗存。

其中肯崖居遗址规模最大，洞群分为前中后兰部分，分布在 10万平方米的岩壁上。古崖居

为多户聚居的聚落遗址，每户由 1 间或数间洞室组成，共有洞窟 130余座。其居室有明确的功能

划分，如卧室、库房、畜室等。室内有各类生活设施，如石桌凳、灯鑫、壁盒、通气孔、石灶、石炕

等。从居室形制上看，是一处仿北方民居的崖居遗址。古崖居藏于深谷之中，隐蔽性很强。其中

居室多为两层或三层，各层间以垂直交通相连接，使得整处遗址具有易守难攻的特点。

关于古崖居遗址的年代和性质，有学者根据《旧唐书》和《新五代史》记载"唐之末，莫人

为避兵祸、苛税，西迁扮州，依此山为猎窑之山下，人莫知其处。"初步判断是唐或辽代莫族的

聚居岩寨， [2] 也有人依据附近的山戎墓葬群认为这里是山戎人村落。北大王向教授提出古崖

居的主人很可能是矮人族，不仅在中国，在土耳其也留下了他们的足迹。杨鸿勋教授认为古崖

居很可能是汉代一处中等规模的军事要塞，是当时修护长城的附属物，用于驻军和存放武器、补

给。 [3 J 但均为一家之言，关于古崖居的身世之谜，目前还很难下定论。看来单靠考古发现是很

难解决的，还需要今后多方面专家的共同研究。

魏晋至唐五代时期墓葬遗存的发现以唐墓为主，仅在延庆镇西屯村西南地区及沈家营镇东

王化营村发现少量魏晋及十六国时期墓葬。西屯村发现魏晋时期墓葬2座，沿袭了东汉晚期墓

葬特点，由墓道、南道、主室和多个侧室组成，墓室为穹窿顶。祭牲及祭祀类陶器葬于前室，铜

镜、铜替等实用性随葬品随墓主人葬于后室。东王化营村发现的 1 座魏晋墓葬，为士坑竖穴墓，

墓室近方形，出士有铜镜、陶壶、陶罐，其中陶壶颈部的两周戳印凹点纹具有鲜卑民族的文化特

征。东王化营村还发现2座十六国时期墓葬，其承袭了西晋晚期单室墓的特点，由墓道、封门墙、

墓门、国道和墓室组成。墓室平面为弧方形，穹窿顶。残存随葬器物有铜魁、银于锢和银钗。晋

室南渡后，北方地区战乱频繁，经济受到严重破坏，直接导致了这一时代遗存的减少。 [4J

唐代墓葬多发现在延庆镇及周围，以延庆镇南菜园北二区三期工程发现的唐墓群为代表，

在延庆镇妨水河南岸的北京市检察院大案要案基地、延庆镇北京铝加丁.厂、延庆镇南菜园颖泽协|

小区、延庆镇延庆县药材公司、延庆镇西屯村、延庆镇谷家营村、延庆镇西原延庆农场、八达岭镇

八达岭风力电站等地发现大量唐墓。

延庆县发现的唐代墓葬均为单室墓，多由斜坡(阶梯)形墓道、国道、墓室组成。墓室形制

分方形、长方形、弧方形、圆形等。早期墓室内棺床流行凹字形，中晚期多"刀"字形。随葬品多

为陶瓷制的罐、碗，兰彩器，以及具有实用性质的铜带扣、铜镜等。在唐代中晚期还流行一种陶

制或袖陶的塔式罐，器座很高，呈塔式，器身与器座一体或分离，这是典型的唐代随葬器物。

盛唐时期至迟到开元年间，身份较高的墓主人流行选择罔室墓，墓室内开始有仿木结构建

[ 1 ]北京市文物局: ((北京文物地图集)).科学出版社 .2009 年。

[ 2 J 张宁: (<北京第二次文物普查纪实H首都博物馆国庆40 周年文集)).中国民间文艺出版社. 1989 年。

[ 3 ]杨其威:(杨鸿勋判断延庆"古崖居"可能为汉烽火台遗址H中国文物报>> 2006年4 月 7 日。

[4 J 胡传耸: (<北京地区魏晋北朝墓葬述论H文物春秋>> 2010年第 3 期。

试读结束，需要全本PDF请购买 www.ertongbook.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