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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A distinctive type of prehistoric burials was discovered in the Han-Wei River valley. The 
interior space of this type of tombs usually comprises several parallel compartments divided by low earth walls. 
These are the burials with two side-by-side chambers in one single grave pit. They fi rst came into being during 
the early Yangshao culture, and then appeared abruptly in the Youziling culture, and eventually culminated during 
the Qujialing culture period. The emergence and development of this particular burial custom are not random 
phenomena, rather essentially related to past communities’ funerary traditions and social contexts. Archaeological 
evidence found so far suggests that these burials can be divided into two types, according to the number of 
deceased buried in each chamber: those containing multiple deceased and those a single deceased. In the latter 
cases, most of them are same-sex burials. Funerary rites represented by this typical burial custom gradually 
became elaborated from the early Yangshao to the Qujialing culture period, as suggested by the transition from an 
intrasocietal egalitarianism to a noticeable differentiation in burial treatment. Correspondingly, the status of the 
tomb occupants also underwent a change from commoners to signifi cant members of the community.  

 江 塘山背[11]等遗址都发现了类似遗存（图

一）。此类墓葬的时空分布和形制特征愈加

清晰。然而，与横阵墓地的研究热潮形成鲜

明对比的是，对于其他墓葬的个案分析和整

合研究稍显缺乏。故此，本文以出土资料相

对丰富的汉、渭水流域为范围，在辨析此类

墓葬概念的基础上，对其形制特征、葬仪差

异以及功能和社会意义的变迁进行梳理，并

就相关问题略做探讨。

一、关于同圹并穴墓

目前，关于此类墓葬的称谓较为丰富。

早在横阵遗址发现此类墓葬的时候，发掘者

作者：彭小军，北京市，100101，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

20世纪50年代末期，黄河水库考古工作

队陕西分队在华阴横阵遗址发现了三座形制

特殊的墓葬[1]。其结构是大坑套多个小坑，即

在一个大的竖穴土坑内，用低于坑口面的土

隔梁划分为几个平行的空间单元，并在不同

的单元内分别埋葬死者，形成多个墓室。横

阵墓地的发现引发了学术界的强烈关注[2]，对

其埋葬方式和分期布局开展了多角度研究，

探讨了仰韶文化半坡类型的社会组织结构、

社会制度及性质等重要问题[3]。

后来，陕西临潼姜寨[4]、宝鸡北首岭[5]、

南郑龙岗寺[6]、华县梓里村[7]，湖北武汉香

炉山[8]、宜城顾家坡[9]、沙洋城河[10]，浙江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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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墓坑形制称其为“大坑套小坑”集体

埋葬坑[12]，并被北首岭、龙岗寺遗址的发掘

报告所沿用。后来，严文明先生根据横阵

墓葬多重合葬的埋葬方式，将其称为复式

合葬墓[13]。陈雍先生则依据横阵大、小坑的

成排分布以及不同类型的陶器在坑内的规律

放置，将其称为排葬[14]。宜城顾家坡的发掘

者称其为并穴合葬墓[15]。而城河遗址王家塝

墓地的同类墓葬则被命名为同穴多室合葬

墓[16]。

如果进一步分解，可知此类墓葬在形

制方面同时具备三个特征，一个共同的大

坑（同圹），大坑内有两个或两个以上的

小坑（多室）、小坑之间是平行并列的（并

穴）。现在看来，对于不同遗址而言，不

同的称谓是基于遗址自身的实际情况，关注

不同类别的特征对它们的个性加以强调的

表述。

“大坑套小坑”的概念提出最早，也

基本符合横阵遗址出土墓葬的特质。但是随

着相关考古发现的增多，尤其关于史前墓葬

类型的认识不断丰富，具有“一周生土二

层台”的墓葬无疑也符合

“大坑套小坑”的概括，

大坑内多个小坑的鲜明特

征无法得到精准展现。与

之类似，复式合葬墓、排

葬等概念是就横阵遗址提

出 的 ， 具 有 明 确 的 针 对

性。而并穴合葬指的是墓

地中两个墓穴相距较近、

并行分布[17]。就此类墓葬而

言，它的使用强调了小坑

的并列特征，却没有突出

同圹的墓葬结构，以至无

法与并行排列的独立墓葬

组相区别。至于“同穴多

室合葬墓”，目的在于突出

同圹且分间的形制特色，

也更加直观地反映了大坑内小坑的数量，同

时强调了大坑的同一性和小坑的独立性，但

是却没有更好的展示小坑平行并列的状态。

鉴于此类墓葬为一整体墓坑，应属于

同穴合葬的范畴，但坑内的土梁又将其划分

为数个平行的墓室，与传统认知的“一墓一

室”的典型同穴合葬墓有所不同。而且严格

来看，并穴合葬、同穴多室等概念较其指征

范围更广，不能完全等同。故此，在借鉴已

有概念并归纳相关墓葬形制特征的基础上，

本文称其为同圹并穴墓。

二、产生、发展和分布

如前所述，在汉、渭水流域目前有8

处遗址明确发现了同圹并穴墓。已发表详

细资料者包括横阵MⅠ、MⅡ、MⅢ[18]，姜

寨M75、M84、M208[19 ]，梓里村M7[20]，北

首岭77M6[21]，龙岗寺M145[22]，香炉山M8和

M5[23]，顾家坡M70[24]，城河M112、M155、

M202、M233、M71等[25]十余座墓葬（图二；

图三）。同时，湖北保康穆林头遗址原编

号为M26、M33的两座墓方向一致，长度相

图一 汉渭流域史前同圹并穴墓分布示意图
1.横阵 2.梓里村 3.姜寨 4.北首岭 5.龙岗寺 6.顾家坡 7.穆林头 8.城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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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二 仰韶文化、油子岭文化的同圹并穴墓
1.横阵MⅡ 2.横阵MⅠ 3.梓里村M7 4.姜寨M75第3层 5.姜寨M84第1层 6.姜寨M84第2层 7.姜寨M208第1层 

8.北首岭77M6 9.龙岗寺M145 10.顾家坡M70 11.香炉山M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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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发掘者推测二者为并穴合葬墓[26]。根据

发表的图片可知，两墓紧挨的区域明显低于

其他四界的开口水平线，所以是同圹并穴墓

的可能性较大。此外，浙江浦江 塘山背遗

址发现有良渚文化同圹四穴墓葬，因其与汉

渭流域相距较远，本文暂不讨论。

与常见的单坑墓相比，上述史前同圹并

穴墓发现的数量虽然不多，却在时空分布上

有一些值得注意的特点。

从 时 间 上 看 ， 北 首 领 7 7 M 6 和 龙 岗 寺

M145属于仰韶文化半坡类型的较早阶段[27]，

而且从两墓出土的尖底瓶、钵、罐或平底

瓶等器物的形态判断[28]，北首岭77M6的年

代要早于龙岗寺M145，应是目前已知同圹

并穴墓中年代最早者。横阵MⅠ、MⅡ、MⅢ

与北首岭77M6、龙岗寺M145的年代大致相

当或略晚，与之同时的还有梓里村M7[29]、

姜寨M84，也都属于半坡类型。姜寨M75、

M208出土有细颈壶、葫芦瓶、带盖罐、敛

口钵等器物，应属于史家类型，要晚于北首

领77M76、龙岗寺M145以及横阵遗址诸墓

葬。这5处遗址的相关墓葬都属于仰韶文化

早期。

与之不同的是，武汉香炉山、宜城顾

家坡遗址属于油子岭文化时期，从墓地出土

的钵、簋形器、罐、鼎、曲腹杯等器物综合

判断，香炉山M8、顾家坡M70的年代应为

油子岭文化晚期。沙洋城河遗址王家塝墓地

M112、M155、M202、M233属于屈家岭文

化，从黑陶豆、敞口杯、细颈壶等出土器物

图三 屈家岭文化的同圹并穴墓
1～3.城河M112、M202、M155 4.穆林头M26和M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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观察，年代应在屈家岭文化早中期，较香炉

山M8和顾家坡M70晚。同时，根据简报介

绍，保康穆林头遗址M26、M33属于屈家岭

文化晚期，略晚于城河遗址王家塝墓地的年

代。这四处遗址的相关墓葬处于油子岭、屈

家岭文化时期，前后基本能够衔接。已有的

研究表明，油子岭文化与屈家岭文化之间具

有明显的传承关系，所以他们应属于同一文

化系统[30]。

由此可见，在大的时代方面，汉、渭水

流域的史前同圹并穴墓集中出现在仰韶文化

早期的半坡和史家类型、油子岭文化晚期至

屈家岭文化两大时期。值得注意的是，相当

于二者之间的仰韶文化中期阶段，汉、渭水

流域迄今没有发现同圹并穴墓的使用案例。

或许，这跟考古发现的偶然性有关，也可能

与当时人群偏爱单坑集体合葬，甚至重新收

集大量人骨用于举办某种仪式有关[31]。

从地域 上看，同圹并穴墓的涉及地域

也颇为集中，北首岭、姜寨、梓里村、横阵

位于偏北的渭河谷地，而龙岗寺、穆林头、

顾家坡、城河则处于南方的汉水流域。由于

在文化面貌上，龙岗寺所在的汉水上游与渭

河谷地较为接近，应属于同一个人文地理单

元。所以，汉、渭水流域的同圹并穴墓实际

上可分为两大区位，一是渭河谷地和汉水上

游，二是汉水中下游。二者相互毗邻，分别

属于仰韶文化和油子岭-屈家岭文化两个大

的文化系统。

三、分类和特征

如果以墓葬的形制和葬仪特征为视角，

根据小坑穴内埋葬的个体数量，则可将这些

同圹并穴墓类分为一穴一人、一穴多人两种

类别[32]。它们的形制特点不尽相同，并且存

在一定的时空分布特征。

（一）一穴一人

“一穴一人”即墓圹内的每一小坑穴

仅埋葬一具人骨。主要见于渭河谷地西部的

北首岭，汉水流域的龙岗寺、顾家坡、穆林

头、城河、香炉山等遗址。

如前所述，仰韶文化半坡类型早期是

此类墓葬出现的最早阶段。这一时期汉水流

域发现的龙岗寺M145是以两条土梁相隔，

在大的墓坑底部挖有三个长方形小坑（图

二，9）。每坑各放人骨一具，皆为男性二

次葬。

与龙岗寺M145相似，位于渭河谷地西部

的北首岭77M6在距墓葬开口0.85米的时候，

坑底分成三个长方形小坑，自西向东编号

为甲、乙、丙（图二，8），亦全部埋葬男

性。甲、乙为一次葬，丙为二次葬。

从形制和墓主性别上看，北首岭77M6、

龙岗寺M145都是同圹三穴墓，且均为同性

合葬。

仰韶文化早期之后，同圹并穴“一穴一

人”的埋葬形式在汉水流域和渭河谷地一度

消失，直到油子岭文化时期才在汉水中游重

新出现。已公布的宜城顾家坡M70是一座同

圹双穴墓，长3.3、宽2.7米，中间以宽0.4、

高0.14米的生土梁相隔，土梁顶部距现存墓

口深0.5米（图二，10）。两穴各葬一人，

皆男性二次葬。根据发掘者描述，似乎还存

在同圹三穴、五穴的合葬墓。同时期的香

炉山M8和M5均为同圹双穴墓，中间的土梁

高5～10、宽20～30厘米，但未发现人骨痕

迹，无法获知墓主信息（图二，11）。

新近发现的沙洋城河遗址王家塝墓地，

已发掘同圹并穴墓6座，其中5座为双穴，

1座为三穴，皆为“一穴一人”（图三，

1～3）。各穴之间的隔梁均为生土，但高度

不一，有的高达0.8米，有的仅与棺木顶部

持平。已知M233全部埋葬女性，且均放置

纺轮。其他墓葬仅部分保存骨骸，是否均为

同性合葬不得而知。不过，其中规模最大的

M112中间坑穴为一次葬成年男性，两侧的小

坑穴都放置玉（石）钺类与性别标识相关的

遗物，所以至少可知该墓为同性合葬的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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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较大。

保康穆林头M26和M33之间除了土梁之

外，在M26一侧还发现有二层台。两墓均放

置玉（石）钺，可能为同性合葬。其中M26

人骨为仰身直肢，身高达180厘米以上。由

于未发表相关鉴定信息，仅从发表的墓葬照

片观察应该为一次葬（图三，4）。

（二）一穴多人

“一穴 多人”即大坑内的每一座小坑穴

就是一个合葬坑，埋葬多具人骨。主要见于

渭河谷地东部的横阵、姜寨等遗址。

华阴横阵墓地是这类墓葬的最著名者。

横阵墓地发现同圹并穴墓3座，为男女集体

葬。MⅠ大坑内包含5个小坑穴，分别埋葬

4～12具不等的人骨，且人骨在小坑内分排

放置（图二，2）。MⅡ大坑内包含7个小

坑，每个小坑放置3～9具人骨。与MⅠ号大

坑不同，该大坑内的人骨分层叠堆放置，有

三层和两层之分（图二，1）。MⅢ曾遭到破

坏，大坑内保存有3个小坑，中间小坑被晚

期灰坑打破，埋葬人数不详，其他两个小坑

分别埋葬了3具和5具人骨。这些人骨有的堆

放，有的按照相对位置摆放成仰身直肢状。

从肢骨、盆骨等缺失或错乱的情况来看，应

该都是二次葬。

与横阵遗址稍有区别，姜寨遗址相关墓

葬有明显的分层埋葬现象，同圹并穴的结构

仅存在于其中的一层或多层之中。姜寨M75

分为三层（图二，4）。第一层为单坑式合

葬墓。第二层在大坑内修挖二层台小坑。

第三层墓葬与第二层之间有3～5厘米的土相

隔，其大坑内修有两个小坑，是典型的同圹

并穴墓。从上自下分别埋葬了32具、25具和

12具人骨，均为二次葬。从堆积层次判断，

该墓最初设计是按照同圹并穴的形制营建，

后来才成为二层台墓和单坑式墓葬。同一墓

地的M84和M208的堆积过程也大致如此（图

二，5～7）。

 在仰韶文化早期，小坑内埋葬个体性别

和数量的差异，与各区域的埋葬传统有着明

显的关联。严文明先生曾将仰韶文化半坡类

型的埋葬制度分为陕东区、泾渭区、陇东区

和陕南区。其中，横阵、姜寨所在的陕东区

以集体二次合葬为特色，而北首岭所在的泾

渭区以个体葬为主[33]。这在同圹并穴墓方面

有着明显的反映。陕东区的 横阵、姜寨相关

墓葬为“一穴多人”，采用男女集体葬；泾渭

区的北首岭77M6、陕南区的龙岗寺M145为

“一穴一人”，皆是男性合葬。

除此之外，不同区域的人骨摆放方式也

有所差别。横阵、姜寨的相关墓葬都是二次

葬，人骨的放置有按相对位置摆放、个体堆

放两种方式。北首岭、龙岗寺则为仰身直肢

一次葬和“按照相对位置摆放”的二次葬，

而后者也是为了呈现仰身直肢的状态。

同时，墓葬形制方面也稍有区别。横阵

MⅡ内小坑长宽仅1米左右，说明在设计之初

就是以人骨的堆放来考虑。正因为如此，在

大坑体量相当、小坑容量小的情况下，小坑

之间的“隔梁”就显得较为宽广。同时，从

发表的资料来看，姜寨相关墓葬内部存在分

层埋葬的现象，这在其他区域的同圹并穴墓

中也未看到。

与仰韶文化半坡类型和史家类型相比，

油子岭、屈家岭文化时期的同圹并穴墓更加

规整，隔梁多为生土。而且，这一时期的同

圹并穴墓类同于之前泾渭区、陕南区的“一

穴一人”的埋葬形式。已发表且能够明确个

体性别的墓葬也都是同性，这与北首岭、龙

岗寺的埋葬风格也较为一致。而且，从顾家

坡发表的资料来看，也使用了二次葬，并按

照相对位置摆放人骨。城河遗址王家塝墓

地、保康穆林头则采用的是一次葬。说明在

葬式方面，油子岭与屈家岭文化之间发生了

一些变化。

可见，仰韶文化早期，同圹并穴墓已经

形成了鲜明的区域特征。一方面，陕东区为

“一穴多人”，流行男女集体合葬，均为二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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葬，且尸骨放置方式复杂；另一方面，泾渭

区、汉水上游均为“一穴一人”，都采用同性

合葬的方式，二次葬和一次葬均有，人骨多

为仰身直肢状。后者在油子岭、屈家岭文化

中再次出现，并在顾家坡、城河等遗址掀起

了使用高潮（表一）。

四、葬仪差异和墓主身份

墓葬本体营建的精细程度、随葬品的多

寡和种类，与当时的社会分工、墓主身份地

位、血缘亲族关系等方面都有直接联系，是

考察小坑穴之间是否存在葬仪差异，以及辨

别墓主身份特征的重要物质载体。同时，以

随葬品的种类和数量为指标，尽管不绝对但

能够在很大程度上反映墓主贫富分化和社会

地位的问题。

一般认为，以横阵墓地为代表的“一

穴多人”墓，其大坑、小坑应该是反映了社

群内部的不同层级。不仅各小坑之间是平等

的，而且从随葬品的空间摆放来看，小坑内

的个体之间也是平等的[34]，都是社群的普通

成员。

与此不同，“一穴一人”墓的使用时间

长、分布地域广，其葬仪特征存在一定的差

异和变化。

北首岭77M6的随葬品以单件的钵、罐、

瓶为组合。随葬品数量与同时期的其他墓葬

相比并不显著，甚至有些偏少。从中也可以

看出三位墓主可能是社群的普通成员。而

且，甲、乙两坑的随葬品种类、数量大致相

当，丙坑因为二次葬的原因，原有的随葬品

可能遭到了损坏，仅留下陶罐的残片。这些

现象说明墓葬内部没有明显的差异现象，也

意味着他们的身份比较接近。

同样，龙岗寺M145也是在每个小坑独立

放置随葬品。但是，三者随葬品的数量和种

类不再像北首岭77M6那样均等，而是出现了

明显的差异。1号坑是最为贫瘠者，除了4件

陶容器和1块陶片之外，没有其他遗物；2号

坑出土了10件陶容器，还出土了1件磨石；3

号坑不仅随葬了6件陶容器，而且还随葬了

1件石铲、9件骨锥、两块磨石和1件龟甲。

无疑，2号、3号坑的随葬品数量要明显多于

1号坑，或许暗示了三者身份和财富占有量

的不一样。已有的研究显示，龟甲在史前社

会是重要的响器，一般被具有音乐技能的人

所持有[35]。龙岗寺遗址出土的四百余座墓葬

中，随葬龟甲的墓葬有三座。除M145-3之

外，还有M102、M118两座。这几座墓葬的

头向相近，并且有一个共同的特征，就是都

放置有磨石，以及石铲、斧、刀或骨锥等生

产工具。龟甲和生产工具共同随葬于这些墓

葬中，可能反映了死者的双重身份。

尽管M145-2、3随葬器物较多，但在龙

岗寺遗址并不算“出众”。同时期的M345不

仅比普通单人墓葬的墓圹要宽大，还发现了

葬具痕迹，出土的玉、石、牙、陶等各类

器物多达35件，超过一般墓葬的5～6倍。而

且，整个墓地中出土了24件玉器，尽管大多

以生产工具器形出现，但其质料都是软玉，

表一 已知墓主性别分布状况

   区域和遗址

考古学文化

渭水流域 汉水流域

陕东区 泾渭区 陕南区 中下游

横阵 梓里村 姜寨 北首岭 龙岗寺 顾家坡 香炉山 城河 穆林头

仰韶文化
早期

半坡类型 ▇ ？ ▇ ▲ ▲

史家类型 ▇

油子岭文化 ▲ ？

屈家岭文化 ▲ ▲

▇ 男女集体葬  ▲ 同性合葬  ？情况不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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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法履行实用工具的功能。它们被放置在墓

葬中，很可能就是为体现某种特殊性。最直

接的表现就是在出土玉石器的墓葬中，随葬

品数量普遍要高于同时期的其他墓葬[36]。这

说明在龙岗寺墓地，权力的表现和财富分化

已经开始显露。相较之下，M145在财富和

权力方面的表现较为平常。有意思的是，出

土玉器的18座墓葬全部为男性墓葬，而且除

一座墓葬靠近墓区中部以外，其余都环绕在

墓区的周围，而不进入中部区域[37]。M145以

及其他两座出土龟甲的墓葬也恰好位于墓区

边缘。故此推测，M145墓主在拥有财富或权

力方面不及M345和其他出土玉器的墓葬所有

者，但可能要强于普通社群成员。

宜城顾家坡M70两个小坑穴都放置有石

钺、陶容器、骨镞、猪下颌骨等物品，而西

穴还随葬有玉钺、骨牌饰等重要遗物，说明

二者存在差异。历年来的考古发掘和研究表

明，顾家坡遗址所在的汉水中游地区是南北

文化系统的交叉、交流地带，也是不同部族

的冲突地带。顾家坡遗址中不仅存在一定数

量的多人二次合葬墓，而且男性墓葬中随葬

大量的钺、镞等武器，钺类器形占到出土

玉石器总量的82%[38]，说明当时的武力冲突

较为常见，也意味着同时死亡下葬的机率较

大。正因为如此，尽管M70随葬有其他遗址

较珍稀的石钺，但在顾家坡遗址却属于常见

物品。不过，被发掘者推测为酋长类人物的

M27，在随葬品的种类上与M70相差不大，

而且，M70开口面积是其两倍之多。由此推

测，M70的墓主身份与M27相当。

同时期的香炉山遗址共发现墓葬11座，

同 圹 并 穴 墓 是 其 中 的 两 座 ， 分 别 为 M 8 和

M5。两座墓的随葬品数量要优厚于其他墓

葬，体现了墓主身份的特殊性。

城河遗址王家塝墓地将同圹并穴墓的使

用推上了顶峰。就葬具、葬仪复杂程度和随

葬品的种类、数量而言，同圹各穴之间并非

平等。M112中间坑穴有体量硕大的独木棺、

朱红色漆器、象牙器、玉石钺，墓主周围摆

放有大量磨光黑陶器，而且填土中填埋的若

干带盖大型陶容器也是偏于中间坑穴上方。

反观两侧坑穴，尽管亦随葬玉石钺，但棺木

体量相对较小且结构单一，棺内陶器数量也

不多。位于墓地西北部的M155也是如此，东

穴棺内外随葬漆器和大量豆、罐等磨光黑陶

器，墓主右股骨附近放置玉钺；而西穴棺木

较短，仅随葬豆、杯、小罐等陶器。M202两

穴之间的差异没有M112、M155明显，但依

然可见西穴的随葬品种类较东穴丰富。

整个墓地开口面积在10平方米以上或接

近10平方米的大型墓葬有7座，多为同圹并

穴墓。而且，M112位于墓地中心，开口面积

达22.4平方米，是该墓地规模最大的墓葬，

复杂的棺木和丰富的随葬品也显示了墓主的

非凡身份。这些现象至少说明， 同圹并穴墓

是当时部分社群上层使用的墓葬形制。

保康穆林头遗址M26不仅在人骨两侧和

二层台上随葬大量的陶器，而且在身体右侧

一线依次可见象牙管、玉钺、玉牙璧等特殊

礼仪性器物组合。但与之并列的M33仅随葬

1件石钺和一些破碎陶器。二者随葬品差异

明显，暗示其身份亦有区别。 就整个墓地而

言，M26的随葬品种类和数量都十分丰富，

并且被同期其他墓葬所环绕，发掘者推测其

为社群“高级别的人物”。

因此，从半坡、史家类型到油子岭-屈

家岭文化，此类墓葬的葬仪渐趋复杂，随葬

品数量从大致相等到出现明显的差异，使用

者也从普通社群成员演变为社群特殊人物。

五、功能和社会意义

同圹并穴墓作为一种较特殊的墓葬形

制，存在着具体的实用价值，而更多的文

化内涵可能体现在它们的社会功能和意义

方面。

以横阵遗址为契机，关于“一穴多人”

的功能和社会意义的探讨成果颇丰。尽管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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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对大、小坑穴所代表的人群属性和称谓有

所争议，但基本认同该埋葬形式是生前亲缘

关系的再现。而且，大、小坑穴的设计就是

出于多层级社群结构的需要，设置小坑穴的

目的可能是为了展示小集体的独立性[39]。

与之不同，对“一穴一人”的关注相对

较少，仅对北首岭77M6有所讨论[40]。就相关

墓葬而言，对其产生动因的分析不能离开对

当时的葬俗传统和社会背景的观察。

从大的空间来看，北首岭遗址仰韶文

化早期至少存在两块公共墓地。一块位于遗

址东部偏中（Ⅳ区），两处生活区之间的位

置，77M6即位于该地点。另一块更大的墓地

位于遗址的东南位置（Ⅵ区）。但是由于后

者发表的信息较少，只能对前者加以分析。

报告指出，在Ⅳ区的这些墓葬中，“往往有几

座墓形成一组的情况。它们之间排列整齐，

间隔均匀，墓底距地表深度接近，而且从地

层及器物判断，年代也大体相同”，如77M18

和77M19一组，77M4、77M8、77M11一组，

77M1、77M2、77M7一组（图四）。根据地

层的梳理[41]，仰韶文化早期墓葬则可以分为

三个阶段，77M9、77M12、77M18和77M19

最早，77M4、77M8、77M11和77M17紧随其

后，77M1、77M2、77M7和77M6、77M3、

77M16、77M21为最晚段。结合墓主的性

别、年龄鉴定结果可知，仰韶文化早期，

早、中段组内部都是同性墓葬，且死亡年

龄大致相仿，同为早段的M12也是同性合葬

墓；而晚段组三座墓葬的墓主男女皆有。说

明早、中段可能存在“同性邻近”的葬俗，

而晚段则可能变成了“异性交错”埋葬。另

一方面，77M6每个小坑都有各自所属的器

物，他们的身份也比较接近，而且每座小坑

的西南角都分别放置一件陶瓶，以标识小坑

之间的独立性。意味着在当时的观念中，这

些小坑本身执行着独立墓葬的功能。因此，

77M6可能是延续并改造了早段“同性邻近”

埋葬的习俗。

龙岗寺半坡类型墓葬区位于遗址的东

端，是一处保存完整的墓地，而且在该遗址

区内仅此一片。基于地层关系和器物组合、

形制的演变可知，在能够开展分期研究的两

百余座墓葬中，有27座墓葬与M145共处于

同一阶段，意味着这些墓葬的共时性最为接

近[42]。其中，包括M145在内的合葬墓一共有

6座，占据了全部合葬墓的50%、同阶段墓

葬总量的21.4%。而且，这一时段发现的合

图四 北首岭遗址77T2、T4墓葬分布平面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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葬墓几乎都是同性合葬，说明该时段有着强

烈的同性合葬习俗。更进一步看，除M145之

外，龙岗寺遗址这一时段乃至之前时期，发

现的同性合葬墓多是女性，男性墓葬几乎均

为单人墓葬；与之相关，之后的合葬墓有男

性合葬，也有女性合葬，更有男女合葬的现

象。换言之，M145是龙岗寺遗址迄今发现的

男性合葬墓的较早案例，不仅是男性个体葬

与男性单坑合葬墓之间的“衔接环节”，而且

是龙岗寺合葬传统由单纯的女性合葬向复杂

合葬转变的关键坐标，其特殊性不言而喻。

如此，就不难理解M145虽是合葬墓，却设置

土梁以强调小坑独立性的文化背景。

以往的发掘表明，大溪、油子岭文化系

统缺乏同圹并穴的墓葬传统，关于此类墓葬

在油子岭文化的出现，应从文化互动和社会

需求两方面加以认识。

一方面，顾家坡遗址公布的墓葬信息

相对丰富，M70与M27都随葬有钺、镞、骨

饰、猪下颌骨等种类的物品，却在陶容器的

器类和形制上有明显区别。M70以红顶钵、

罐为主体（图五，2、4），M27以簋形器为

核心。前者在保持朱家台文化风格的基础上

加入了自身特色，后者是江汉地区油子岭文

化的典型器物。过去的研究显示，朱家台文

化与仰韶文化交流密切[43]，曾被称为仰韶文

化朱家台类型[44]，而且油子岭文化与仰韶文

化之间的交流与互动早已被学界所关注[45]。

在仰韶文化兴盛时期，顾家坡遗址邻近的豫

西南地区流行大型二次合葬[46]，而二次葬在

顾家坡遗址的高频使用，却少见于其他油子

岭文化墓葬。此外，尽管年代有差异，但耐

人寻味的是，姜寨M84︰3陶水杯的形制与谭

家岭遗址出土的油子岭文化曲腹杯[47]极为接

近（图五，1、3）。故此，不能排除江汉地

区同圹并穴墓的出现是受到仰韶文化影响的

可能性。

另一方面，无论是顾家坡所在的宜城谷

地，还是香炉山所处的鄂东地区，作为油子

岭文化与北方、东方强大文化势力争夺的前

沿阵地，更是保护油子岭文化腹心区域的关

键防线。如前所述，这里的武力冲突较为常

见，同时死亡下葬的机率较大，也意味着具

有产生合葬的社会需求。

屈家岭文化受油子岭文化影响颇深。王

家塝墓地中时常可以看到的随葬小罐、小鼎

等明器化器物的现象，在钟祥六合[48]、荆门

龙王山[49]等油子岭文化墓地中能够找到更早

的同类葬俗。这与顾家坡M27放置小簋形器

的做法相近。M112、M155、M202填土中填

埋或二层台上放置瓮、罐等大型带盖陶容器

的现象，与顾家坡M70随葬的红顶钵、陶罐

组合具有异曲同工之处。而且，王家塝墓地

中发现的随葬猪下颌骨的现象，在顾家坡墓

地中也大量存在。以此为线索，王家塝墓地

的同圹并穴墓也是来自油子岭文化的“葬仪

基因”。

尽管同圹并穴墓是城河先民部分社群

上层使用的墓葬形制，但是值得注意的是，

这种形制可能具有特殊性，并非普遍存在

于屈家岭文化中。澧县城头山[50]、石首走马

84 

图五 姜寨、顾家坡、谭家岭遗址出土器物
1.姜寨陶杯（M84︰3） 2a、4a.顾家坡陶钵（M70︰
15、3） 2b、4b.顾家坡陶罐（M70︰16、8） 3.谭

家岭陶杯（ⅢT1106④B︰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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岭[51]、天门石家河[52]等核心遗址已发现的屈

家岭文化墓葬，都是单坑个体葬的形式。反

而位于屈家岭文化边缘区的保康穆林头遗址

却出现了同圹并穴的墓葬。不过，以墓向差

异和随葬品的组合来看，穆林头墓地经过前

后两个社群的使用，同圹并穴墓只出现于晚

期的社群中，应是阶段性的现象。 

六、填埋过程观察

在同圹并穴墓中，各小坑的墓主是一次

性埋葬还是经历了多次下葬？部分墓葬的形

制、葬式、营建特征和填土堆积能够为我们

提供一些线索。

如前所述，北首岭77M6、龙岗寺M145

都是同圹三穴墓，墓内的死者头向也相互一

致。但是，前者以一次葬为主体，仅丙坑可

能为二次葬，而后者均为二次葬，说明墓主

的死亡时间可能是不一致的。从死者年龄

上观察，无论是北首岭77M6，还是龙岗寺

M145，都是两侧坑穴的死者年龄相近，中间

坑穴与之有别。二次葬以及墓主年龄上的对

称分布，暗示当时在下葬过程中可能经过特

意地设计和置放，也意味着这些墓葬为一次

性填埋的可能性较大。屈家岭文化的相关墓

葬多为一次葬，但根据王家塝墓地的葬仪情

况，同圹并穴墓的墓主均有棺木容身，能够

做到临时放置尸骨，等候特定时间举行合葬

仪式。

从墓穴的营建特征来

看 ， 北 首 岭 7 7 M 6 各 小 坑

的墓壁和墓底都抹有一层

厚1.5厘米的黄色草拌泥。

此 外 ， 发 掘 可 见 城 河 遗

址M202、M112、M155、

M233等墓葬的坑壁较为规

整。假如经过二次开挖，

势必会对原有的坑壁造成

破坏，涂抹的草拌泥也很

难完整保存下来。

除此之外，填土的堆积过程也是我们理

解相关问题的重要支撑。香炉山M8墓坑内

的填土明确能够分层。自上而下依次为灰色

土、红色土、灰色土三层，说明填土本身没

有经过二次开挖。

城河遗址的同圹并穴墓的发掘都预留有

填土剖面以观察墓葬的营建系统。已发表的

M155填土堆积显示，下部填土相对倾斜，

应该是墓坑规模较大，填土最初落在紧贴墓

壁的方位，而且下部接近棺木，不便于平整

处理。填埋至一定深度时，上部填土开始呈

相对水平状，也反映了填埋之后没有经过破

坏[53]（图六）。

预留的填土堆积剖面亦表明，城河遗址

同圹并穴墓不同层填土的“界面”上常常出

土陶容器，应是伴随填土的逐层倾倒先后分

别放置的。如果二次开挖，很容易对这些器

物造成破坏，但在实际发掘过程中没有看到

器物损坏的迹象。

需要注意的是，田野揭露的只是墓葬填

埋的最后现场，关于其形成过程我们只能根

据现有信息提出最大可能性的判断，而无法

将其视为绝对真相。

综上所述，同圹并穴墓产生于仰韶文

化早期的渭河谷地和汉水上游，但如昙花一

现。后来，汉水中下游的油子岭文化突然出

现此类墓葬，发展至屈家岭文化则更为流

图六 城河遗址M155中部填土堆积剖面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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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尽管中间存在缺环，但是依然可以看到

它们在每一阶段所承载的社会功能和时代

意义。

目前的考古资料显示，屈 家岭文化之

后，汉水中下游的史前高等级墓葬都为单坑

个体状，同圹并穴墓未有出现。这可能反映

了早年石家河聚落兴盛时期发端的新葬仪[54]

得到了全面普及，也意味着当时的文化和社

会格局发生了改变。

附记：本文为科技部重点研发计划“中

华文明探源研究——长江流域文明进程研

究”（编号2020YFC1521603）的阶段性成

果。在写作过程中得到了李新伟、王小庆两

位先生的指导，谨致谢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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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期要览

河北康保县兴隆遗址2018~2019年发掘简报　2018~2019年，在兴隆遗址揭露出旧石器-新石器

时代过渡期至新石器时代中期的连续遗存，年代为距今13500~5000年。旧石器-新石器时代过

渡期属我国北方地区细石器工业的典型遗存，新石器时代的遗迹、遗物丰富，具体分为五期。

该遗址的发掘为探索北方地区旧石器-新石器时代过渡等问题提供了重要资料。

内蒙古化德县裕民遗址发掘简报　2010~2016年，对裕民遗址进行连续发掘，发现房址、灰

沟、墓葬等遗迹，出土较多石制品、陶器、骨器及动物骨骼等遗物。该遗址属新石器时代早期

聚落，其文化内涵不同于其他区域早期文化，可命名为一支新的考古学文化——裕民文化。该

遗址的发掘为研究东北亚早期文化交流提供了重要资料。

内蒙古化德县四麻沟遗址发掘简报　2017~2019年，对四麻沟遗址进行了发掘，发现房址、室

外灶等遗迹，出土较多石制品、陶器、骨器及动物骨骼等遗物。该遗址的文化内涵应属裕民文

化，推测为新石器时代早期北方草原地区的季节性营地式聚落。该遗址的发掘为研究蒙古高原

新石器时代早期文化的发展提供了重要资料。

汉渭流域史前同圹并穴墓的分布和变迁　同圹并穴合葬墓产生于仰韶文化早期，经历油子岭文

化，发展到屈家岭文化较为流行。尽管中间存在缺环，但是依然可以看到它在每一阶段所承载

的社会功能和时代意义。作为史前社会一种特殊的墓葬形制，其产生和演变并非偶然现象，而

是与当时社群的葬俗传统、社会背景有着必然的联系，并且存在两类不同的区域特征。

北源与南源：后蜀墓葬形制演变过程研究　后蜀墓葬汇聚了南、北两源的文化因素。南源是中

晚唐以来蜀地的自有墓葬文化，北源则与建国者孟知祥所率北来集团的后唐文化因素有关。孟

知祥将后唐中原地区的单主室圆形墓引入蜀地，建造了和陵。Ca型墓葬表明后主执政前期北源

因素仍具有较强的影响力；A型墓葬表明在后主执政后期，南源因素成为墓葬主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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