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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西绛县横水西周墓地１０１１号墓发掘报告

山西省考古研究院
运城市文物工作站
绛 县 文 物 局

　联合考古队　山西大学北方考古研究中心

图一　绛县横水墓地位置示意图

　

　　横 水 西 周 墓 地 于２００４年 被 盗

时发现。经报请山西省文物局和国

家文 物 局 批 准，２００４－２００７年，山

西省考古 研 究 所（现 山 西 省 考 古 研

究院）、运城市文物工作站和绛县文

物局组成联合考古队进行了抢救性

发掘，按 照 探 方 发 掘 法 清 理 了 所 有

墓葬。墓地位于山西运城绛县横水

镇横北村 以 北 约８００米 处，北 距 下

庄村约１．２公 里，东 距 绛 县 县 城 约

１１公 里。墓 地 北 依 中 条 山 余 脉 绛

山（又名 紫 金 山），南 面 横 水 镇 以 南

有涑水河自东向西流过，再往南约７０００米是东北—西南走向的中条山脉。墓地北高南低呈缓

坡状，较平坦，东、西两侧不远处各有一条深２０－５０米的冲沟（图一）。

墓地保存较完整，偏东部有一条南北向小冲沟破坏了部分墓葬。墓地整体呈西北—东南

走向，大、中型墓葬和车马坑主要位于墓地中、北部南北一线，东、西、南三面分布有大量小型

墓。墓地共分三个发掘区（四位数墓葬编号中首位阿拉伯数字即为区号），共发掘西周时期墓

葬一千二百九十九座（图版壹，１），发现车马坑三十三座（仅发掘了其中一座）。绝大多数西周

墓葬为东西向，墓主人头向以西向为主。整个墓地的发掘资料正在整理，现将其中一座大型墓

葬 Ｍ１０１１的发掘情况报告如下。

一　墓葬概况

Ｍ１０１１位于 墓 地 北 部，第 一 发 掘 区 的 东 北 部。北 邻 Ｍ１００８、ＣＨ１０７和 Ｍ１００９，西 邻
—５７—



图二　第一发掘区部分墓葬遗迹分布图

　

Ｍ１００７， 南 邻 Ｍ１０１０、

Ｍ１０１２、ＣＨ１０８、Ｍ１０１４和

Ｍ１０１５，其 中 Ｍ１０１０打 破

Ｍ１０１１ 的 墓 道，东 邻

Ｍ１０２０和 ＣＨ１０３（图 二），

车 马 坑 仅 发 掘 了 ＣＨ１０３。

方向以墓道计为２８０度。

Ｍ１０１１由 墓 道 和 墓 室

组成。墓 道 在 西，墓 室 在

东，二 者 在 同 一 中 轴 线 上。

整个口部平面为长方形，底

部平面略呈“甲”字形，现墓

口 距 地 表１．６米。墓 口 全

长２３、宽３．３米。墓 圹 东

端外 侧 有 两 个 柱 坑。两 个

柱坑呈南北一线排列，柱坑

西 边 线 距 墓 室 东 壁 口 线

２６０厘米。北柱坑（Ｄ１）口呈不规则圆形，斜壁，底近平，口长径９６、短径８０、深６６厘米；柱坑中

部有柱洞，柱洞近圆形，壁面凹凸不平整，圜底，直径４４－４８、深６０厘米。柱洞内填土呈颗粒

状，多为黄褐色，少量为深灰色，较均匀，土质疏松；其周围柱坑内填土呈小块状，深红褐色，经

夯打，土质坚硬而密实。南柱坑（Ｄ２）口呈不规则圆形，斜壁，底近平，口长径１００、短径７８、深

７０厘米；柱坑中偏南有柱洞，柱洞呈不规则圆形，壁面不平整，圜底，长径５０、短径３４、深６０厘

米（图三；图版贰，２）。柱洞内填土呈颗粒状，较均匀，黄褐色，夹有深红褐色土粒，土 质 疏 松。

其周围柱坑内东半部填土为深红褐色土块，夹有黄褐色土粒，西半部以黄褐色土为主，夹有少

量深红褐色土粒，夯打密实，夯窝明显，土质较硬。

墓道口部为长方形，长１８．７、宽３．３米。南北两壁呈袋状，自墓道口向外扩张至底部，两

壁随墓道深度变化而外扩程度不同。底呈斜坡状，凹凸不平，不甚规整。底部由西至东的宽度

为３．３－３．６、底距现口部０－４．９米。底坡长１９．２米，坡度约为１４度。墓道东端连接墓室，

底部距墓室底６米。北壁东端近墓室处有一道竖向凹槽，上窄下宽，其下方至墓道底部则掏挖

有一方形洞龛，洞口宽３８、高４８－５５、纵深４０厘米。洞内有腐朽的圆木痕迹，木灰痕迹直径约

１２厘米（图版贰，１），与之相对应的南壁底部有一圆形洞龛，洞口直径３５、纵深３０厘米（图三），

圆洞内未发现木痕。根据这一现象，推断北壁上凹槽用途是用来横置木板，以间隔墓道与墓室

夯打填土。南北两壁底部相对称的洞龛则是用来固定墓道与墓室连接处横置的一根圆木。
—６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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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三　Ｍ１０１１平面、剖面、剖视图

１．石圭　２．蚌圭

　

墓室为长方形竖穴土圹，拐角近方正。口长４．３、宽３．３米。四壁自墓口向下０．５米处呈

袋状向外扩张至二层台上部，西壁外扩较少，近底部四壁竖直。底长４．９５、宽４．０８、底距现墓

口１０．９米。墓室西壁中部距底０．８４米处掏一壁龛，平面呈不规则长方形，拱形顶外高内低，

斜坡底内高外低，口部高５０、宽３２、进深５７厘米。龛内未发现遗物。墓 底 较 平，中 部 有 一 腰

坑，呈圆角长方形，近直壁，平底。东西长１１０、南北宽４０、深２５厘米（图三）。腰坑内未发现殉

葬物。墓室四面为熟土二层台，高２１０厘米。经夯打，夯土质量较好，夯层不明显。东宽７０、

西宽３０、南宽５５、北宽４５厘米。

墓道和墓室间有木质隔板，墓道、墓室内填土的夯层厚度、颜色、质地不同，采用各自部位

挖出的土进行回填夯筑，回填时可能是先夯填墓室，再夯填墓道。墓室内填土呈深红褐色，包

含大量料礓石，夯打密实，夯层较薄，夯层厚度约１０－３０厘米，自上而下渐厚，近椁盖板上部夯

层均较厚。由于椁室塌落，填土下陷，从而形成断层现象，墓室上部有较厚的淤土。墓道内填

土为黄褐色花土，含少量木炭粒、料礓石和红土粒。从现墓口至底部共有十七层夯土，夯层较

厚，为２５－４５厘米不等。

葬具为一椁二棺，木质均已腐朽，仅存灰痕。椁室位于墓室略偏西北，横置木板相叠而成，

椁壁与墓壁平行，平面呈“Ⅱ”形，东西两端挡板包南北两侧帮板，挡板长出帮板，四周壁板均压

在底板上，拐角木板腐朽，结构不详。椁室外边长４、宽３．１、高２．１米。十八块盖板南北横置，
—７７—

山西省考古研究院等：山西绛县横水西周墓地１０１１号墓发掘报告 　



图四　椁盖板及随葬车平面、剖视图

３、２２、２３、２５．青铜轭脚　４、６．青铜銮铃（一件）　５．锡辕首饰（朽蚀粉化）　７．青铜戈　８．青铜箍饰　９、１０、２４．青铜轭

首　１１、１２．青铜衡箍 　１３、１４、１８－２０．青铜轮牙箍饰 　１５．车毂饰一组（一、一、一件）　１６．青铜踵 　１７．骨

系扣　２１．车毂饰一组（二、二、一件）　２６．蚌圭

　

各块板宽度不一，宽０．１９－０．３、上 下 厚 约０．１５米（图 四）。两 端 挡 板 均 长３．４、内 外 厚０．１５

米。南侧帮板仅在西端残存痕迹，知该壁有十块木板，上下宽０．１２－０．２、内外厚０．１７米，其

余椁壁木板腐朽坍塌，数目不详。十块底板东西纵向铺设于垫木上，宽０．２６－０．３、上下厚约

—８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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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五　葬具盖板及底板平面图

２７．玉柄形饰　２８．玉璜　２９－３２．玉柄形器　３３．玉戈　３４．蚌圭（十二件）　３５．蚌泡（十件）　３６．玉片

　

０．１米。椁底板下近东西两端各有一根垫木，长方体，均长出椁之 宽 度，东 端 垫 木 长３．６２、宽

０．２５、厚０．２米，西端垫木长３．７、宽０．２５、厚０．２米。垫木下墓底有凹槽，均宽０．２５、深０．１米

（图五；图六）。

—９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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