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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 缘起

作为晚商王朝政治 、 经济与文化中心 ，

“

大邑商
”

无论等级 、 规模 、 人 口 、 物质文

化发达程度 ，
还是人员与文化来源的多样性 ， 都远超同时期的任何城邑 。 在任何地域

生活的人群 ， 必然需要应对生老病死的 自然规律 。 生活在殷墟不同来源的人群 ， 尤其

是基层人群 ， 在 日 常生活中是否还是用其来源地文化属性的物质文化遗存 ， 在逝去后

埋骨大邑商时是否还坚持 自身族群传统的葬仪和随葬物品特点 ， 是当时社会基层 日 常

但必须面对的事情 ， 但这一颇为重要的问题讨论却十分稀少。

对殷墟陶器的认识 ， 是晚商时期遗存研究的基础 。 随着材料的积累和认识的深人 ，

学术界已经认识到 ， 殷墟遗址群陶器的文化因素和来源并不单纯 ， 构成也并不单一 。

殷墟遗址群陶器的主体 ， 是 由二里闻文化陶器群结合豫北地区早商陶器发展而来的 。

都城人员来源复杂 ， 殷墟遗址群的陶器群中也包含有不同考古学文化的陶器 ， 因此晚

商殷墟遗址群中的文化因素较复杂 。 这既是晚商时期考古学文化发展过程中开放 、 变

化的表现 ， 也是当时人群流动的物质反映 。

由于全国各地晚商时期考古资料丰富程度及公布情况有别 ， 考古学文化谱系构建

与认知深人程度不同 ， 即便是殷墟陶器多样性的辨识和分析 ， 目前也尚处于起步阶段。

牛世山等曾对殷墟文化多样性做出过框架性认识
［

１
］

， 并在此基础上 ， 对殷墟的硬陶 、

釉陶 、 原始瓷器类和徐家桥墓地发现的鄂东地区因素进行过分析
［
２

］

， 我亦曾对殷墟所

发现的晋陕冀三地同时期考古学文化风格的陶器尝试作分析
［
３

］

。

长期以来 ， 对于殷墟身前与死后的物质文化遗存差异及其勾连关系 的讨论 ， 多集

中在等级 、 铜器礼制等方面 。 但通过 日 用陶器与葬用陶器的对 比 ， 讨论不同人群在殷

墟的组成线索 ， 似乎是一条理论上可行的道路 。 对殷墟墓葬遗存中物质文化遗存最大

宗的陶器 ， 虽有专文讨论 ， 但视角多集 中在器物的组合规律 、 编年和以酒器为 中心的

礼制构建 ， 将随葬陶器与 日用陶器进行比较研究的视角反而较少
［
４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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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殷墟无论居址还是墓葬出土的所有陶器中 ， 陶鬲无疑是最具指标意义的器物 。

鬲是商文化研究中的标志性复杂器物代表 ， 自先商阶段至周代长期使用 ， 具有年代学

标尺作用 。 同时 ， 鬲也是黄河流域到北方长城地带同时期各考古学文化共有的主要器

物 ， 是用 以区分考古学文化和人群差异的代表器类 。 可以毫不夸张地说 ， 长期以来中

国夏商周考古的年代学与文化因素分析研究的基础 ， 很大程度上是基于陶鬲谱系 的研

究 。 虽然陶鬲不是殷墟随葬陶器中数量最多的 ， 但却是最具分析意义的器类 。

虽然商代陶鬲的研究取得了 巨大成就 ， 但是 由于研究 目 的和尺度不同 ， 对殷墟各

类陶鬲的形态分类和演变规律反映的阶段性变化已有共识
［
５

］

。 但分析 目 的不同 ， 决定

了结论尺度的差异 。 陶鬲种类繁多 ， 形态繁杂 ， 既往研究的分类 、 认ｉ只不尽相同 ， 随

着资料的积累和认识逐渐深人 ， 对殷墟陶鬲的分类也逐渐细化 。 但 由 于视角和分析深

度程度不同 ， 学者间还未有共识 。 比如 ， 最新的研究中 ， 牛世山等将殷墟陶鬲细分为

三类 ３４ 型 （ 包括亚型 ）

［ ６ ］

， 李晓健则将殷墟墓葬随葬陶鬲与居址发现的陶鬲皆分为 ９

型
［ ７ ］

。 两相 比较 ， 牛世山等的研究分析尺度明显更为细致。

总体来看 ， 殷墟时期陶器研究 ， 以辨识文化因素为 目 的的研究刚刚开始 ， 对于居

址和墓葬随葬用陶器的差异 ， 更是少有涉及
［
８

］

。 由于墓葬随葬器物往往与墓主身份 、

等级有特定的连带关系 ， 也较 日 用陶器更具有意识形态意义的主观选择。 在尝试分析

殷墟以外族墓地时 ， 我曾发现不同地区的族墓地 ， 选择的主体陶器器类存在差异 ， 明

显有以鬲为主和以簋为主两种倾向 ， 甚至不排除有以豆、 疊 （ 罐 ） 为核心的随葬陶器

组合方式
［
９

］

。

有鉴于此 ， 我在下文将尝试对殷墟中小型墓葬与居址所见陶鬲进行讨论
［

１ °
］

。 由于

讨论 目 的并非年代学研究 ，
所以本文不做类型学的重复分析 ， 采用我对殷墟陶鬲的谱

系研究结论 ， 根据足部和陶质差别将殷墟发现的陶鬲分为 四大类 ： 夹砂实锥足鬲 、 夹

砂柱足鬲 、 夹砂无实足根鬲 、 泥质陶鬲 ， 共 ２２ 种型别差异
［

１ １ ］

。

二
、 居址 与墓葬共有 的 陶 鬲

殷墟小型墓葬随葬的陶鬲形态较多 ， 大体有夹砂实锥足鬲 、 夹砂空锥足鬲 、 夹砂

柱足鬲和泥质鬲四大类 ， 以夹砂实锥足鬲数量最多 ， 泥质鬲数量次之 ， 空锥足鬲和柱

足鬲数量较少 。 每种类别的陶鬲 ， 形态差异较大 。 以下分类予以说明 。

１ ． 夹砂实锥足鬲

此类鬲是殷墟最为常见 的形态 ， 但形态较多 ， 根据沿 、 颈 、 腹差异大略可分为

十二类 ， 其中有十类为居址和中小型墓葬所共见 。

Ａ 型 纵长方体鬲 ， 灰陶或灰黑陶 ， 有折沿和卷沿两种 ， 但统一的特点是沿面

较宽 ， 饰粗绳纹 。 口缘变化较多 ， 方唇和 圆唇最为常见 ， 有 的在 口缘加贴泥条 ， 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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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一 殷墟出土的 Ａ？ Ｄ 型夹砂实锥足鬲

１ 、 ２ ．Ａ 型 （ ０４ 大司空 Ｔ０６０ ６ ⑥ ：

１
、 孝民屯 ０３ ＳＭ ７２４ ： １ ）３ 、 ４ ．Ｂ 型 （ ５ ８ ＳＨ ３ ２ ６ ： １ ２ 、 ０４ 大司空 Ｍ ２ ５４ ： １ ）

５ 、 ６ ．Ｃ型 （ ２０ １ ０ＡＧＤＤ ＩＨ２６ ： １ 、 ８４ 大司空 Ｍ ８２ ：４  ）７ 、 ８ ．Ｄ 型 （ ０４ 大司空Ｈ ３ ７ ３ ： １ 、 ０４ 大司空Ｍ ３ ４ ８ ：２  ）

以上四类是殷墟最常见的陶鬲种类 ， 其中前两种是 自 二里冈文化陶鬲发展演变而

来的 ， 在殷墟各墓地 中基本都有发现 ；
Ｃ 型鬲与鲁北地区的 陶鬲形态接近 ，

Ｄ 型则常

见于冀中地区的同时期遗址 中 ， 在殷墟的中小型墓葬随葬陶鬲中 ， 也属于常见器类 ３

Ｅ 型 瘪裆筒腹鬲 。 此类鬲大多数为筒腹 ， 实足根不太明显 。 大部分袋足与足尖

之间无明显分界 ， 绳纹大部分滚压浅细散乱 ， 绳纹大多滚压至足尖 。 也有部分纹饰滚

压似殷墟常见的粗绳纹 ， 但绳纹滚压时有 的没有 中断或分组 ， 往往一棍至底 。 此类鬲

裆部始终较高 ， 变化规律与 Ａ
、
Ｂ 型 鬲不同 ， 有个别袋足外撇 ： 此种陶鬲在居址 中有

缘似双唇 ； 有 的缘下有勾棱 ； 有 的沿面前端加贴泥条呈盘 口
； 有的在沿面划有 凹槽 。

此类 陶鬲是殷墟最常见 的种类 。 此种 鬲 为居址常见器类 ， 在 中小型墓 中也较为常见

（ 图 

一 ■

， １ 、 ２） 。

Ｂ 型 横长方体鬲 。 有折沿和卷沿两种 ， 但统一的特点是沿面较宽 。 口缘变化较

多 ， 但整体与纵长方体鬲无太大差别 。 此类陶鬲是殷墟居址中最常见的种类 ， 也是 中

小型墓葬随葬陶鬲中最常见的 （ 图一 ，
３ 、

４ ） 。

Ｃ 型 厚沿鬲 。 直 口或微侈 口 。

一般都是褐 陶 ， 厚胎 ， 方唇多于圆唇 。 多饰粗绳

纹 。 口 部形态变化不大 ， 裆 、 足部变化与 Ａ
、
Ｂ 型演变规律相同 。 此种陶 鬲多见于居

址 ， 中小型墓葬随葬较少 （ 图一 ，
５ 、 ６ ） 。

Ｄ 型 筒腹鬲 。 此类陶鬲 ， 直腹 ， 袋足不外鼓 ， 有实足根 ，

一般饰 中 、 粗等的绳

纹 ， 但绳纹绝大多数不到底 。 整体演变形态与 Ａ 型鬲相同 。 在殷墟的居址中 比较常见 ，

在中小型墓葬中有一定数量 （ 图一 ，
７

、 ８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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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二 殷墟出土的 Ｅ 、 Ｆ 型夹砂实锥足鬲与 Ａ？Ｄ 型夹砂柱足鬲

１ 、 ２ ．Ｅ 型夹砂实锥足鬲 （ ０４ＡＸ ＳＦ １ ０６ ③ ：

１ 、 西区 Ｍ ７８ ：１ ）３ 、 ４ ．Ｆ 型夹砂实锥足鬲 （ ５ ８ 苗 圃 ＰＮＩ Ｉ ＩＴ４ ③ Ａ ：２ 、

０４ 大司空 Ｍ４ ３ ０ ： １ ）５
、 ６ ．Ａ 型夹砂柱足鬲 （ 小屯 Ｈ １ １ １ ： １ 、北徐家桥 Ｍ２ ５ ０ ： １ ）７ 、 ８ ．Ｂ 型夹砂柱足鬲 （ 孝民屯

＾ ３ １１ ３ ６ ：

１ 、 ０ ３ 刘 家 庄 北 地 ＾ １ ７ ９
： ２ ） ９ 、 １ ０ ． （： 型 夹 砂 柱 足 鬲 （ ７ ５＾丁？ １ １

： ６５ 、 ０４ 大 司 空 １＾４４２ ： ３ ）

１ １
、

１ ２ ．Ｄ 型夹砂柱足鬲 （ ７３ＡＳＮＨ３ ２ ： １ 、 ０ ３ 孝民屯 ＳＭ ５ ９６ ：２ ）

Ｆ 型 高领束颈鬲 。 此种陶鬲袋足一般较肥鼓 ，
且年代越晚颈部越长 ， 袋足肥鼓

状态越明显。 此类鬲的裆部变化与 Ａ
、 Ｂ 、 Ｃ 型陶鬲相同 。 在殷墟偏晚阶段 ， 此类陶鬲

中 ， 特有一种红陶或红褐陶的小型高领束颈鬲更多见于墓葬 。 此类陶鬲 ， 常见于晚商

时期郑州至豫中南地区 。 这类陶鬲在居址 中有一定数量 ， 在较晚阶段的墓葬中 比较常

见 ， 各墓地中 ， 都有一定的数量 （ 图二 ，
３ 、 ４ ） 。

Ｇ 型 联裆羊角足鬲 。 此类器物在殷墟总量不多 ，
以夹细砂的灰陶或灰褐 陶为多

见 ， 也有部分为泥质 。 此类鬲多卷沿 ， 圆唇或尖圆唇 ， 长颈折肩 、 弧裆 ， 颈部多较细

的成组旋纹 ， 下腹 、 袋足上滚压较浅的短节细绳纹 。 三足近羊角状 ， 较高 ，
足尖外撇 ，

形态较容易辨认 （ 图三 ，
１ 、

２ ） 。 此类陶 鬲 ， 牛世 山 已经指 出 ， 在蕲春毛家咀为代表

的鄂东地区遗址中较为常见 。 但在殷墟的 中小型墓葬中 ， 目前仅密集见于北徐家桥墓

地
［ １ ２

］

，
总量不多 。

Ｈ 型 联裆敛 口 鬲 。 数量较少 ， 形态似陶甎的下半 （ 图三 ，
３ ） 。 此类陶鬲渊源不

太清楚 ， 但可能与鲁北地区同时期遗存和胶东半岛 的珍珠门文化有一定关系 。 此类鬲

在殷墟较为罕见 ， 目前仅在郭家庄东南墓地发现过一件
［

１ ３
 ］

。

Ｉ 型 单把鬲 。 数量较少 ， 目前亦罕见完整器 （ 图三 ，
４ ） 。 此类陶鬲的渊源不详 ，

但不排除与淮河中游地区的同时期遗存有关。 此类鬲极为罕见 ， 目前在殷墟 中小型墓

葬中仅见于北徐家桥墓地
［ Ｍ ］

。

一定 比例 ， 但在中小型墓葬中较少见 （ 图二 ，
１ 、 ２ ） 。 此类陶鬲常见于晋中地区 以杏花

墓地为代表的遗存中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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Ｊ 型 束 口 折肩 鬲 。 此类鬲在殷墟数量不多 ， 但十分有特色 （ 图 四 ，
５
？

７ ） 。 此类

陶鬲与晚商时期鲁南地区 以滕州前掌大遗址为代表的遗址和墓地 中较为常见 ， 应该是

后者传人的遗存 。 此类鬲在殷墟中小型墓葬中罕见 ， 目 前仅在戚家湾
［

１ ５
］

与纱厂
［

１ ６
］

的

墓葬有所见 。

２ ． 夹砂柱足Ｓ

此类陶鬲在殷墟有一定数量 ， 但总量不多 ， 裆部变化规律与锥足鬲相近 。 至殷墟

偏晚阶段 ， 出现一类夹砂红陶或红褐 陶的柱足鬲 ， 年代相对集中 ， 比较特殊 。 根据领

部 、 肩部差异 ， 可分为 四类 ， 在居址和 中小型墓葬所共见 ， 虽然数量不多 ， 但 尚不属

罕见器类 。

Ａ 型 矮领柱足鬲 （ 图二 ，
５ 、 ６ ） 。 上部形态与 Ｂ 型实锥足鬲较接近 ， 但柱足较

高 。 此类陶鬲数量不多 ， 但特色鲜明 ， 在冀中地区也有零星发现 ， 但源头还不能肯定 。

Ｂ 型 高领柱足鬲 。 与 Ａ 型形体接近 ， 领部较高 ， 有的束颈 （ 图二 ，
７ 、 ８ ）。 此类

陶鬲形态特殊 ， 来源不详 。

Ｃ 型 高领蹄足鬲 。 与 Ｂ 型鬲总体接近 ， 但一般均为褐陶或红褐陶 ， 柱足多为蹄

足 ， 足面无纹饰 （ 图二 ，
９ 、 １ ０ ） 。 此类陶鬲形态特殊 ， 来源不详 ， 但似乎与豫 中 、 豫

南至鲁西一带的考古学文化有关 。

Ｄ 型 折肩柱足鬲 。 此类鬲数量极少 ， 有的甚至为泥质 （ 图二 ，
Ｉ Ｉ

、
１ ２ ） 。 如牛世

山所指出 的那样 ， 可能和鄂东毛家阻类遗存和赣中地区的吴城文化相关 。

１ 、 ２ ．Ｇ 型夹砂实锥足鬲 （ 北徐家桥 Ｍ １ ６０ ： １ 、 北徐家桥 Ｍ２９６ ：２  ＞３ ．Ｈ 型夹砂实锥足鬲 （ ８７ 郭家庄編 Ｍ ｌ ：２６ ）

４ ． 丨 型夹砂实锥足鬲 （ 北徐家桥 Ｍ ２ ７ ３ ：
丨 ） ５ ．Ａ 型夹砂无实足根鬲 （ ０ ３ 孝民屯 ＡＸ ＳＭ ７ ７６ ：３  ）

３ ． 夹砂无实足根南

除实足根鬲外 ， 殷墟还有一定数量的无实足根夹砂陶 鬲 。 这类无实足根陶鬲 ，

一

般绳纹滚压至足底 。 但此类陶 鬲的形态差别较大 ， 种类较多 。 根据腹部形态差异 ， 在



？

３ ０６
？ 三代考古 （ 九 ）

图 四 殷墟出土的 ？ ！ 型夹砂实锥足鬲 、 Ｂ 型夹砂无实足根鬲与 Ａ 、 Ｂ 型泥质陶鬲

１ 

？

４ ． Ｂ型夹砂无实足根鬲 （ ２ ００ ３ＡＸ ＳＨ２ ６ ３ ：２ 、 ０４ 大司空 Ｍ ｉ ｌ ｌ ：３ 、 ７ ５ＡＸＴＦ １ ０ ：３ ２ 、 ９０ＡＧＭ １ ２２９ ：４ ）

５
？

７ ．Ｊ 型夹砂实锥足鬲 （ ６６ 纱厂 Ａ ＳＴ３ ０ ５ ⑤ Ｂ ： １
、 戚家湾 Ｍ２ ７０ ：２ 、 ９２ 纱厂 ＡＳＭ １ １ ３ １ ： １ ）

８ 、
９ ．Ａ 型泥质陶鬲 （ ０ ３ 孝民屯 ＡＸＳＨ ２ ０２ ：６４ 、 ０４ 大司空 Ｍ４０ ７ ：２ ） １ ０ 、 １ １ ．Ｂ 型泥质陶鬲

（ ０４ 大司空 Ｔ０ ３ ０ ５ ④ Ｂ ：４ 、 ０４ 大司空 Ｍ ３ ６０ ：３ ）

４ ． 泥质陶 晶

一般非实用炊器 ， 大都为墓葬随葬的 明器 ， 但在居址 中也有发现 。 此类器物在殷

墟发现数量多 ， 在 山东 、 河北和豫 中地区也有发现 ， 似乎此类器物的源头与 山东地区

素面鬲的传统影响有关 。 由 于其出现时间基本上集 中在殷墟晚期 ，
可能是晚商与 山东

地区夷人的交流过程中 ， 受后者影响新创造的器物 。 在殷墟 ， 泥质鬲 的数量较多 ，
且

多见于墓葬 ， 但在居址中也有一定的数量 。 此类陶鬲个体不大 ， 制作较精 ， 但形体不

太固定 ， 沿 、 颈变化较多 。 器表大都磨光 ，

一般多为黑皮 ， 袋足上部多有一道旋纹 。

多为短平沿 ， 个别沿面起榫做盘 口状 。

一般为锥足 ， 个别也有柱足或蹄足 。 根据颈部

有无可分两类 。

殷墟大体可分为四类 ， 有两类见于中小型墓葬 ， 仅有瘪裆鬲在居址和中小型墓中共见 ，

高领肥袋足鬲 目前仅在孝民屯墓葬有发现 ， 尚未见于居址 ， 两类陶鬲的总量亦不多 。

Ａ 型 高领肥袋足鬲 。 多有花边 ， 总量较少。

一般为夹砂褐陶 ， 多在唇沿外侧贴

附一周泥条制成的花边 ， 器物最大径在肥袋足靠下部位 ， 袋足底部有的修饰成装饰性

的实足根或平底足样 （ 图三 ，
５ ） 。 此类鬲形态特征明显 ， 在殷墟有一定数量 ， 形态与

李家崖文化的花边肥袋足鬲较为接近 ， 但并不完全相同

Ｂ 型 瘪裆空锥足鬲 。 有一定数量 ， 形态较多 ，

一般绳纹滚压较浅 ， 散乱 ， 有的

筒腹 ， 有 的绳纹 自 沿下一直滚压到足尖 （ 图 四 ，
１

？

４ ） 。 此类 陶 鬲在殷墟有一定 的数

量 ， 是晋中地区晚商时期遗存的代表
＇

性器物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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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Ａ 型 卷沿无领 ， 整体器型变化不大 ， 形体都较小 （ 图 四 ，
８

、 ９ ） 。

Ｂ 型 高领鬲 。 有的在颈部有旋纹 ， 形体都较小 。 整体器型上部变化不大 ， 裆 、

足部变化与夹砂宽沿鬲近同 （ 图 四 ，
１ ０ 、 １ １ ） 。

三 、 墓葬不见 的 陶 鬲

除 了上述在居址与小型墓葬共出或仅见于墓葬的陶鬲以外 ， 殷墟还有一些 目前仅

发现于居址 ， 而 尚 未在墓葬 中发现过 的 陶 鬲种类 。 这些陶鬲大体有高领 的颈花边鬲

（ 图五 ，
１

、
２ 、 ５ ） 、 矮体双耳或三耳肥袋足 鬲 （ 图五 ，

６ ） 、 唇沿带鎏耳的高领袋足鬲

（ 图五 ，
３） 、 联裆锥足鬲 （ 图五 ，

８ ） 、 矮领的肥足鬲 （ 图五 ，
４） 、 素面袋足鬲 （ 图五 ，

７ ） 等几类 。 除素面袋足鬲外 ， 上述各类陶鬲在居址中 的数量也较少 。

高领的颈花边鬲和矮体双耳或三耳肥袋足鬲 ， 是李大人庄类遗存和围坊三期文化

的代表性器物 ， 比较容易辨识 。 此类高领的颈花边 鬲 ， 花边饰于长颈靠上位置 ；
矮

体双耳或三耳肥袋足鬲是围坊三期文化的代表性器物 ， 在蓟县围坊
［
ｎ

］

、 北京房 山塔

照
［

１ ８
］

、 易县七里庄
［

１ ９
］

、 北福地
［
２ °

］

等遗址多有发现 。 带花边的矮体肥袋足鬲 ， 形体风

格则介于冀西北地区早商时期最晚阶段的李大人庄类遗存
［
２ １ １

和围坊三期文化之间 。 从

埋藏遗存单位看 ， 此类陶鬲皆伴 出有典型 的殷墟文化器物 ， 目 前未见随葬于小型墓葬

之中 。 这类遗存的陶器 ， 与李大人庄类遗存接近的矮体肥袋足 鬲集中 出现于殷墟一期 。

高领的颈花边鬲和带耳的肥袋足鬲则 出现于殷墟三期至四期阶段 ， 年代略晚 。 这类陶

鬲 目前在大司空和孝民屯居址 中数量略多 ， 在宫庙区有零星发现 。

图五 殷墟居址出土但尚不见于墓葬的陶鬲种类

１ ．２ ００ ３ＡＸ ＳＧ １ ４ ：２２ ．２００４ＡＸ Ｓ Ｆ １ ０２
－

２ ：２３ ．０ ３ 孝民屯 ＡＸＳＴ２２ １ ２ ④ ： ３ ６４ ．０３ 孝 民屯 Ｇ２ ：８ ９

５ ． 宫庙区 Ｔ １ Ｈ ８ ：

丨 ９６ ．７２ＡＳＴＨ５４ ： １ ０７ ．０８ＡＴＹＨ ８ ８ ： １８ ． 丨 ５ 刘家庄北地 Ａ ＬＮＨ １ ０２ ：６



？

３ ０８
■ 三代考古 （ 九 ）

带鋈高领袋足鬲与麟游蔡家河
［
２２

］

的同类器几乎完全相同 ， 是碾子坡类遗存的代表

性器物 。 此类先周文化风格陶器与典型的晚商文化遗物共存 ， 未见单纯独立的埋藏单

位 。 埋藏单位的年代 ， 集中在殷墟四期偏早阶段 。 目前 ， 此类遗存比较集中地分布于

孝民屯一带 〇

联裆锥足鬲数量较少 ， 大部分袋足与足尖之间无明显分界 ， 绳纹滚压浅 ， 但较粗 ，

可能与晋中地区晚商时期的杏花类遗存有一定的渊源关系 。 此类陶鬲 目前仅见于刘家

庄一带 。

素面袋足鬲在殷墟总量不多 。

一般都是夹砂红褐陶或褐陶 ， 火候不高 ， 最大径在

袋足偏下部位置 ， 裆较高 ， 无实足 。 三个袋足分开距离较大 ， 有的裆心宽平 ， 是较为

典型的珍珠门文化的代表性器物 。 此类珍珠门文化风格的陶鬲多与典型的晚商文化遗

物共存 ， 未见单纯独立的埋藏单位 ， 年代集中在殷墟三期 、 四期阶段 ， 埋藏范围略大 ，

在安阳多个地点都有发现 。

四 、 随 葬 规 律

作为随葬器物 ， 陶鬲在殷墟各墓地中的随葬情况有一定的规律可循。 这些规律似

乎主要表现在如下三个方面 ： 其一 ， 不同墓地是否流行随葬陶鬲并以陶鬲为单一随葬

陶器 ； 其二 ， 不同形态陶鬲在墓地的 出土概率及出现时间 ； 其三 ， 陶鬲与其他陶器的

组合规律 。

１ ． 是否流行随葬陶鬲

殷墟各墓地是否流行随葬陶鬲 ， 并不相同 。 同时 ， 墓葬是否仅随葬陶鬲 ， 而无其

他陶器伴出 ， 反映墓主所属人群的葬仪认知中陶鬲的地位如何 。

晚商殷墟墓葬常见的随葬陶器主要有觚、 爵 、 簋 、 鬲 、 豆 、 盘、 壶 、 罐 、 罄等 ，

此外 ， 尊 、 盆 、 卣 、 盂 、 甎 、 甑 、 罪 、 瓿 、 觯 、 鼎 、 器盖等 日 用器类也可随葬 ， 但出

土总量不多 ， 这些随葬器物在不同 的墓地随葬的数量并不相同 （ 表一 ）。 除觚 、 爵以

外 ， 最常见的随葬陶器是簋 、 豆 、 鬲三种 ， 但在不同 的墓地中 ， 这三种陶器的绝对数

量却也有不同 。 但如果从随葬陶器的总量来看 ， 殷墟最常见的随葬陶容器是觚 、 爵 ，

藍次之 ， 陶鬲总量约 占第三 。 陶鬲在不同墓地的 出土概率并不相同 ， 反映了不同人群

对陶鬲的接受程度不同 。 以下选取几个发掘较充分 ， 墓葬数量比较多 ， 有墓地平面图

且资料公布相对较完整 （ 至少有墓葬统计表 ） 的墓地略作说明 。

１ ９８４
？

１ ９８ ８ 年大司空村北地发掘殷墟时期墓葬 ７８ 座 ， 其中至少有 ５ １ 座墓葬随葬

有陶容器
［
２３

］

。 可知这一片区的墓葬随葬陶容器的 比例较高 （ 表二 ）。 墓地中发现陶觚

２０ 件 、 爵 ２０ 件 、 鬲 ２ １ 件 、 簋 ３ ５ 件 ， 豆 １ ２ 件 、 盘 １ ７ 件 、 罐 ２４ 件 、 曇 １ ３ 件 。 这些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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葬中 ， 除陶觚 、 爵外 ， 陶簋的数量最多 ， 陶罐次之 ， 陶鬲在墓地中并非具有核心地位

的随葬品 。 墓地中共有 ２０ 座墓葬随葬有陶鬲 ， 但仅有 ３ 座墓葬随葬单鬲 ， 其余墓葬随

葬的陶鬲也多是与其他器物伴出 ， 未发现一墓随葬多鬲的情况 。

２００４ 年大司空村东南原豫北纱厂中心区发掘殷墟时期的墓葬 ３ ５４ 座 ， 虽然被严重

盗扰 ， 但其中至少有 １ ６３ 座墓葬随葬陶容器
［
２４

］

， 可知随葬陶容器的 比例也不低 。 墓地

发现陶觚 ９ １ 件 、 爵 ８２ 件 、 簋 １ １ ６ 件 、 鬲 ４０ 件 ， 豆 ５３ 件 、 盘 ４５ 件 、 罐 ９７ 件 、 疊 ２４

件。 除陶觚 、 爵外 ， 陶簋数量明显较多 ， 罐 、 豆的数量也多于陶鬲 ， 说明陶鬲同样不

是该墓地中具有核心地位的随葬品 （ 表二 ） 。 但墓地中 ４０ 座墓葬随葬陶鬲 ， 随葬单鬲

的墓葬有 １ ７ 座
， 多于随葬单簋 （ ９ 座 ） 和单罐 （ ８ 座 ） 的墓葬 ， 但少于随葬单豆的墓

葬 （ １ ９ 座 ） 。 未发现一墓随葬多鬲的情况。

２０００ 年大司空 以东的郭家湾新村发掘晚商时期墓葬 ３７９ 座 ， 其中有 ２ １ ２ 座随葬

陶容器 ， 比例较高
［
２５

］

。 墓地发现陶觚 １ １ １ 件 、 爵 １ １ ０ 件 、 簋 ６８ 件 、 鬲 ５ １ 件 ，
豆 １ ０６

件 、 盘 ２３ 件 、 罐 ６０ 件 、 疊 ３ ７ 件 。 墓地中共有 ５ １ 座墓葬随葬陶 但只有 １ ７ 座墓葬

单独随葬陶鬲 （ 表二 ） 。 该墓地与 ２００４ 年大司空东南地的发掘情况接近 ， 簋 、 豆的数

量多于陶鬲 ， 随葬单豆的墓葬多于单鬲的墓葬 。

１ ９６６
？

１ ９７７ 年间 ， 殷墟西区墓地至少发掘了９３ ９ 座晚商墓葬 ， 其中至少有 ７ １ ６ 座

墓葬随葬陶容器 ， 比例极高
［
２６

］

。 墓地共有 １ ７３ 座墓葬随葬陶鬲 ， 但不同的墓区随葬陶

鬲的墓葬比例不一 （ 表二 ） 。 按墓葬发掘者的划分方式 ，

一区随葬陶鬲墓葬 ２ １ 座 、 二

区 ２ ８ 座 、 三区 ６４ 座 、 四 区 ２ １ 座 、 五区 ４ 座 、 六区 ２ ８ 座 、 七 区 ６ 座 、 八区 １ 座
［
２ ７

］

。

墓地共发现陶觚 ４７２ 件 、 爵 ４５ ５ 件 、 簋 １ ８０ 件 、 鬲 １ ８２ 件 ， 豆 １ ８７ 件 、 盘 ２９２ 件 、 罐

１ ７ １ 件 、 曇 ５ ３ 件 。 该墓地陶鬲的数量较多 ， 簋 、 豆与鬲的 比例较接近 ； 随葬单鬲的墓

葬数量较多 ， 共 ４５ 座 ， 而随葬单簋者 ２２ 座 ， 随葬单豆者 ３ ３ 座 ， 与大司空一带的几处

墓地有 比较明显的区别 。 该地区陶盘的总量较多 ， 与洹北大司空一带的墓地有较明显

的差别 。 墓地中不同的墓区间随葬的陶器差别明显。 二区 、 三区 、 四 区 ， 随葬陶鬲的

墓葬比例较高 。 三区随葬单鬲的墓葬最多 ， 尤以该区 中部十分集中 。

一区随葬单簋墓

葬较多 ，
二区随葬单豆墓葬较多 。 随葬单鬲的墓葬以殷墟三期最为多见 ，

三期 、 四期

随葬陶鬲的墓葬总量最多 。

１ ９８９
？

１ ９９０ 年孝民屯东南地发掘一片墓地 ， 共发掘晚商时期 中小型墓葬 １ ３２ 座 ，

其中 １ ０７ 座中随葬陶容器 ， 比例较高
［
２ ８

］

。 这些墓葬中共有 ３ ３ 座墓葬随葬陶鬲 ， 共发

现陶觚 ６０ 件 、 爵 ５９ 件 、 簋 ２ ８ 件 、 鬲 ２９ 件 （ 另有无法统计的残鬲若干 ） ， 豆 ２ １ 件 、

盘 ３ ３ 件 、 罐 ２２ 件 、 疊 ２ 件 。 鬲与簋的 比例接近 ， 略多于陶豆 ， 但明显少于陶盘。 墓

地中随葬单鬲的墓葬 １ ３ 座 ， 随葬单簋的墓葬 ４ 座 ， 随葬单豆的墓葬 ８ 座 。 整体陶器随

葬倾向与西区墓地比较接近 （ 表二 ） 。

２００３ 年 ， 孝民屯遗址大规模发掘 ， 共发掘晚商时期墓葬 ６４５ 座 ， 其中 ３ ３ ３ 座随葬

有陶容器 ， 比例较西区墓地略低
［ ２９ ］

。 这批墓葬中共发现陶觚 ２０８ 件 、 爵 ２０７ 件、 簋



表
一 殷墟代表性

墓地 墓葬情况 觚 爵 阔 簋 豆 盘 壶 罐

９８
？

９９ 恒北商城 ２２ 座 ， ６ 座有陶容器 １ ４ １ １

１ ９ ３ ６ 第二次大 司空发掘 ２０ 座 ，
至少 １ ９ 座有陶容器 ５ ５ ５ １ ３ ４ ５ ９

８４
￣

８ ８ 大司空村北地 ７ ８ 座
，
至少 ５ １ 座有陶容器 ２０ ２０ ２ １ ３ ５ １ ２ １ ７ ２４

０４ 大司空 ３ ５４ 座
，
至少 １ ６ ３ 座有陶容器 ９ １ ８ ２ ４０ １ １ ６ ５ ３ ４５ ３ ９０

郭家湾新村 ３ ７９ 座 ，
２ １ ２ 座有陶容器 １ １ １ １ １ ０ ５ １ ６ ８ １ ０６ ２ ３ １ ７ ３ ２

西 区墓地 ９３９ 座 ，
至少 ７ １ ６ 座有陶容器 ４ ７ ２ ４５５ １ ８ ２ １ ８０ １ ８ ７ ２９２ ２６ ４４

８９
－

９０ 孝民屯东南 １ ３２ 座 ，
１ ０ ７ 座有陶容器 ６０ ５９ ２９ ２８ ２ １ ３ ３ １ ２２

０３ 孝民屯 ６４ ５ 座 ，
３ ３ ３ 座有陶容器 ２０ ８ ２０７ ８０ ２ １ ６ １ ２８ ２ ５

８ ８ 刘家庄北地 ４ １ 座 ， 至少 ２４ 座有陶容器 １ ２ １ １ １ １ ６ １ ２ ２ ３

郭家庄 １ ８４ 座 ，
１ ３ ７ 座有陶容器 ９７ ８ ８ ２ １ ７０ ３０ ５６ ４ ２ ７

８７ 梅园庄南地 １ １ １ 座 ，
至少 ６４ 座有陶容器 ４ ３ ３ ５ ３ １ １ １ ４ ２９ １ ０

北徐家桥 ４ ８ ８ 座 ，
２９ ２ 座有陶容器 １ ２０ １ ０５ ２２９ １ ５ ８ ６ ５

戚家庄东地 １ ９２ 座 ，
至少 １ ３４ 座有陶容器 １ １ ５ １ １ ４ ９ ３２ ２ １ １ ０４ １ ２ ７

赛格金地 １ ４ 座 ， 至少 ９ 座有陶容器 ５ ６ ６ ２ ２ ２

？

９ １ 后同 ４ １ 座 ，
１ ８ 座有 陶容器 ２ １ ６ ３ ５ ７

《殷墟发掘报告 》 ３ ０２ 座
，
至少 ２ ２４ 座有陶容器 １ ０４ ９９ ７０ ４２ ６ ３ ３ ８ １ ５

５ ８ 小屯西地 ５ ２ 座
，
至少 ２ ３ 座有陶容器 １ ３ １ １ １ ０ ７ １ ４ １ 丨７

６０ 白家坟 ５９ 座 ， 至少 ５ ０ 座有陶容器 ３９ ３ ３ ６ ４ ２ ３ １ ９ ３

苗 圃北地 ８ ５ 座 ， 至少 ４４ 座有陶容器 １ ７ １ ７ １ ３７ ８ ２ ２

《安 阳小屯 》 ２３ 座 ， 至少 ６ 座有陶器 ２ １ １

总计 —

１ ５ ３４ １ ４ ５９ ７７０ ７０５ ７ ５６ ７０９ ５４ ４ ３６

＿



墓地 葬陶器统计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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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

１

１ ３ １ １ ５ １

７ ２４ １ ２ １ ８ ３ ６

２ ８ ３ ７ ２ ２ ２ ２ １

２７ ５ ３ ４ ２ ５ ５ ４ １ ４ ４ ２ ９ ４ １

２ １ １

２ ２ １

２

１ ０ ２ １ １ ３ ６ ５ １ １ ２ ３

２ １ １

１ １ ２ １ １ ３ ６

２ ３ １ １ １ ２ １

１
１ １

９ １ ２ １ ６ ５ ２ ２

２ １ １ １ ２

１

１

９６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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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３ １ ４
？ 三代考古 （ 九 ）

２ １ 件 、 鬲 ８０ 件 ，
豆 ６ １ 件 、 盘 ２８ 件 、 罐 ５ 件。 这批墓葬中有 ８２ 座随葬陶鬲 ， 随葬陶

器中鬲的数量较多 ， 远多于陶簋 ， 更多于陶豆 ， 具有鲜明 的特点 。 所有墓葬中 ， 随葬

单鬲的有 ５ １ 座
， 随葬单簋的有 ４ 座 ， 单豆的有 １ ７ 座 。 发掘者也发现 ， 在这批墓葬中 ，

至少有一个片区的墓葬以随葬单鬲者为多 ，
且多使用泥质陶鬲随葬 。

１ ９５ ８ 年中 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为修建安阳工作站 ， 在小屯西地工作站周边发

掘了５２ 座晚商时期墓葬 ， 其中 ２３ 座随葬陶器 ， 共有 ５ 座墓葬随葬陶鬲 ， 仅 １ 座墓葬

单独随葬陶鬲 ， 但有 ７ 座墓葬单独随葬陶豆
［ ３ °

］

。 这批墓葬中共发现陶觚 １ ３ 件 、 爵 １ １

件 、 簋 １ ０ 件 、 鬲 ７ 件 、 豆 １ ４ 件 、 盘 １ 件 、 罐 ７ 件 ， 随葬陶鬲 比例较低 ， 而陶豆 比例

明显较高 。 墓葬中陶器随葬规律较为固定 。

１ ９６０ 年 白家坟西地发掘了两个相隔 ２００ 余米的片区 ， 共发掘了５ ９ 座晚商时期的墓

葬 ， 随葬陶器数量较多 ， 虽然可能不是一处墓地 ， 但因其随葬陶器的组合规律较一致 ，

因此在一起讨论
［
３ １

］

。 这 ５９ 座墓葬中 ， 至少 ５ ０ 座墓葬随葬陶容器 ， 其中仅有 ４ 座墓葬

随葬陶鬲 ， 只有 １ 座墓葬单独随葬陶鬲 。 随葬的陶容器中至少有陶觚 ３９ 件 、 爵 ３ ３ 件 、

簋 ６ 件 、 鬲 ４ 件 、 豆 ２３ 件 、 盘 １ ９ 件 、 罐 ３ 件。 该墓地的鬲 、 簋比例都不高 ， 较特殊 。

墓地中随葬多件陶器的墓葬 ， 组合规律较稳定 。

１ ９５ ９ 年至 １ ９６ １ 年间 ， 苗圃北地曾发掘晚商墓葬 ８５ 座 ， 其中 ４４ 座随葬陶容器
［
３ ２

］

。

这批墓葬中有 ３ ７ 座随葬陶鬲 ， 比例极高 ， 且随葬单鬲的墓葬也高达 １ ８ 座 。 随葬的陶

容器中 ， 至少有陶觚 １ ７ 件 、 爵 １ ７ 件 、 簋 １ 件 、 鬲 ３７ 件 、 豆 ８ 件 、 盘 ２ 件 、 罐 ２ 件 。

该墓地中陶簋 、 罐随葬比例低 ， 较为特殊 。 墓地随葬多件陶器的墓葬 ， 陶器组合规律

较为固定 。 除陶容器外 ， 该墓地有数座墓葬随葬陶范 ， 是较特殊的葬俗 。

１ ９８８ 年刘家庄村北发掘了一批墓葬 ， 相对比较集中 ， 应该是一处墓地 。 发掘区共有

晚商时期墓葬 ４ １ 座 ， 其中 ２４ 座随葬陶容器 ， 比例与 ０３ 孝民屯发掘区的墓葬接近
［
３３

］

。

陶容器中共有陶觚 １２ 件 、 爵 １ １ 件 、 簋 １ ６ 件、 鬲 １ 件 、 豆 １ ２ 件 、 盘 ２ 件、 罐 ３ 件。 随

葬陶器中陶鬲的比例特低 ， 仅 １ 座墓葬随葬陶鬲 ， 且未发现单独随葬陶鬲的墓葬 ， 这是

该墓地十分突出 的现象。

１ ９８２ 年至 １ ９９２ 年间 ， 郭家庄西南陆续发掘了１ ８４ 座晚商墓葬 ， 其中 １ ３ ７ 座随葬有

陶容器 ， 比例极高
［
３ ４

］

。 陶容器中共有陶觚 ９７ 件 、 爵 ８ ８ 件 、 簋 ７０ 件 、 鬲 ２ １ 件 、 豆 ３０

件、 盘 ５ ６ 件 、 罐 ３ ７ 件 。 这批墓葬中有 ２０ 座墓随葬陶鬲 ， 出土概率明显较低 ， 与孝民

屯片区的墓地差别很大 。 郭家庄西南的墓葬中 ，
随葬单件陶器的墓葬不多 ， 随葬单鬲

的墓葬仅 １ 座 ， 单独随葬 １ 件陶簋的有 ６ 座 。 大部分墓葬的随葬陶容器都是多件共出 ，

有一定的组合关系 。

１ ９８７ 年秋梅园庄南地发掘晚商墓葬 １ １ １ 座 ， 其中 ６４ 座随葬陶容器
［
３ ５ ］

。 这些陶容

器中有陶觚 ４３ 件 、 爵 ３ ５ 件 、 簋 １ １ 件 、 鬲 ３ 件 ，
豆 １４ 件 、 盘 ２９ 件 、 罐 １ ０ 件 。 陶鬲

仅发现在 ３ 座墓葬之中 ， 出土 比率明显很低 。 所有墓葬中随葬单件陶器的墓葬 ， 只见

单独随葬豆和盘的墓葬 ， 未发现单独随葬鬲 、 簋的墓葬 ， 是该墓地较有特点之处 。



晚商殷墟小型墓随葬陶鬲的若干问题 ■

３ １ ５
？

２００ １ 年 ， 北徐家桥村北发掘晚商墓葬 ４８ ８ 座 ， 其中有 ２９２ 座随葬陶容器
［ ３ ６

］

。 这些

陶容器共有觚 １ ２０ 件 、 爵 １ ０５ 件 、 簋 １ ５ 件 、 鬲 ２２９ 件 ，
豆 ８ 件 、 盘 ６ 件 、 罐 ５ 件。 陶

鬲的随葬概率是殷墟遗址 目前已知的墓地中最高的 ， 有 ２２７ 座墓随葬有陶鬲 。 随葬单

件陶器的墓葬中 ， 以单独随葬陶鬲的墓葬为绝大多数 ， 总量达 １ ４４ 座 ， 占墓地随葬陶

器墓葬的 ４８％ 。 除觚 、 爵外 ， 随葬单簋的墓葬仅 ３ 座 ， 单独随葬盘 、 豆的墓葬在北徐

家桥墓地中未发现 。 该墓地随葬陶器的特点异常鲜明 。

１ ９ ８ １ 年至 １ ９ ８４ 年 ， 戚家庄东地共发掘了晚商墓葬 １ ９２ 座 ， 其中至少有 １ ３４ 座墓葬

随葬有陶容器 这批墓葬中共发现觚 １ １ ５ 件 、 爵 １ １ ４ 件 、 簋 ３２ 件 、 鬲 ９ 件 ， 豆 ２ １

件 、 盘 １ ０４ 件 、 各类罐 ５０ 件 。 该片区陶鬲出土数量甚少 ， 而盘数量特高 ， 簋、 豆数量

接近 ， 墓葬随葬陶器的组合中 ， 明显有以盘为多见的现象 ， 这也是该墓地的特色 。 这

一片区的墓地 ，
不太流行随葬单件陶器。 所发现的墓葬中 ， 只有 ８ 座随葬陶鬲 ， 仅发

现 ３ 座墓葬随葬单鬲 ， 另有 ９ 座墓葬随葬单盘 ，
１ 座墓葬随葬单豆 ，

１ 座墓葬随葬单

簋 ，
４ 座墓葬随葬单件各类小罐 。 鬲 、 豆 、 簋在该墓地似乎都不太流行 。

上述十四处墓地的随葬陶鬲情况颇有不同 ， 大体呈现出三种倾向 （ 表二 ）。

第一种倾向是部分墓地随葬陶鬲 比例极高 ， 显示出在觚 、 爵以外 ， 是墓葬随葬陶

器的核心 。 北徐家桥 、 苗圃北地 、 ０３ 年孝民屯发掘区和西区墓地三区 、 五区可作为此

种倾向 的代表性墓地 。 说明这些墓地的埋葬人群 ， 十分重视陶鬲在葬仪中所代表的形

而上意义 。

第二种倾向是随葬陶鬲虽然数量不多 ， 但与簋 、 豆 、 盘的数量相差不太悬殊 ， 说

明在这一片区的墓地陶器选择中 ， 陶鬲能够在很大程度上为其对应人群所接受 ， 但不

作为随葬陶器的中心 。 以大司空为中心的恒北东部区域各墓地 ， 是这种倾向 的代表 。

第三种倾向是陶鬲的随葬比例不高甚至极低 。 ５ ８ 年小屯西地 、 ６０ 白家坟西地 、 ８ ８

刘家庄村北 、 戚家庄东地 、 ８７ 梅园庄南地 、 西区墓地八区等墓地的随葬陶鬲数量都在

个位数 ， 甚至部分墓地仅有 １ 件陶鬲随葬 ， 说明墓地的埋葬人群对陶鬲的接受程度有

限 。 在不选择以 陶鬲为炊器 、 食器葬用陶器器类中心的墓地中 ， 多采用陶豆 、 陶簋为

中心 。 殷墟三期 以后 ， 陶豆逐渐减少 ， 中心地位往往让渡于陶盘 ， 部分墓地的随葬陶

器中心有陶豆向 陶盘转换的倾向 ， 但陶鬲的地位也并未改变 。

同时 ， 还有两点需要指出 。 其一是 ， 陶鬲发现较多的墓地中 ， 单独随葬陶鬲墓葬

的 比例相应也较高 ，

二者往往呈正比例关系 。 其二是 ， 在孝民屯 、 苗圃北地这样的铸

铜手工业作坊区附近甚至与作坊共用同一空间的墓地中 ， 小型墓随葬陶鬲的概率极高 。

２ ． 不同形态陶鬲随葬的时间与空间分布规律

各类不同形态的陶鬲在殷墟不同墓地的随葬时间有所不同 ， 有些特定的陶鬲 目前

也仅见于某些墓地 。 目前有如下规律可以总结 ：

（ １ ） 长方体实锥足分档鬲 、 厚沿实锥足分档鬲 、 筒腹实锥足分档鬲 、 高领束颈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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锥足分档鬲 、 各类泥质素面鬲广布于殷墟各墓地 。 只要是延续时间较长的墓地 ， 均可

发现上述几类陶鬲 。 各类夹砂柱足鬲在各墓地基本都有零星发现 ， 但总体数量都不多 ，

目前尚无法确定哪一处墓地较为集中 。 上述几类陶鬲在墓葬中 的随葬时间 ， 与 同形态

陶鬲在殷墟居址出现的时间是一致的 。

（ ２ ） 瘪裆筒腹实足根鬲 、 联裆鬲和无实足根的各类肥袋足鬲 ， 目前仅在大司空及

孝 民屯一带的墓地 中有零星发现 ， 数量都不多 ， 与所在或临近地点居址发现可 以相

呼应。

（ ３ ） 夹砂羊角足鬲 、 素面敛 口 鬲 、 束 口折肩鬲 、 单把鬲等相对特殊的陶鬲 ， 目前

绝对数量极少 ， 目前多见于北徐家桥 、 郭家庄 、 戚家庄等小屯以东 、 以南的地区 。 同

类的陶鬲在其周围的居址尚未发现或极罕见 。

（ ４ ） 部分总量不多 ， 但文化因素明确 的陶鬲在殷墟墓葬中 出现的时间规律明显。

瘪裆鬲 、 素面无实足根的肥袋足鬲在殷墟一期和四期阶段发现十分集中 。 带有晋中地

区杏花类遗存风格的陶鬲 ， 则在殷墟二期至四期的墓葬中都有零星出现 ， 但未见某一

时段较集中的情况 。 素面泥质鬲 、 夹砂羊角足鬲 、 素面敛 口 鬲 、 束 口折肩鬲等则集中

见于殷墟四期 。 泥质鬲 、 夹砂羊角足鬲可能在殷墟二期出现 ， 束 口折肩鬲 、 素面敛 口

鬲则集中于殷墟四期 。

（ ５ ） 整体来看 ， 殷墟遗址群晚商时期墓葬的陶鬲随葬 ， 自殷墟一期开始未曾 中断 ，

这应该是延续 自早商时期墓葬随葬陶鬲的葬仪传统 。 但殷墟前述墓地中更为普遍地随

葬各类陶鬲 ， 基本都是在殷墟三期以后 ， 以殷墟三期和殷墟四期偏早阶段相对集中 。

殷墟一期前后的墓葬随葬陶鬲 ， 从组合还是葬俗特征看 ， 虽较常见 ， 但随葬的规律性

还不强 。 殷墟二期以后 ， 陶鬲随葬的总量下降 ， 在不同的墓地 比例差别明显 。 陶质炊

器 、 食器的组合 ， 并没有在殷墟为各不同人群较普遍地接纳 。

（ ６ ） 如果以小屯为当时殷墟的 中心 ， 则大司空 、 孝民屯 、 郭家庄 、 戚家庄 ， 基本

上属于都邑相对
“

郊区
”

的地点 。 类似夹砂羊角足鬲 、 素面敛 口 鬲 、 无实足根肥袋足

鬲等辨识度较高 ， 但总量不多的陶鬲 ， 多数出现在这些地区的墓葬中 。

３ ． 组合规律

既往研究中 ， 对殷墟晚商时期墓葬陶器组合的基本共识是 ，

“

陶质觚 、 爵为代表的

酒器 ， 是陶器组合的核心 ； 同时 ， 陶器出现了 明器化的倾向
”

［气 总体来看 ， 殷墟晚

商时期陶鬲的随葬组合规律基本符合这一论断框架 ， 但也有 自 身的规律可循 。 从前述

墓地的实际情况来看 ， 陶鬲作为随葬品时 ， 有三种主要的组合倾向 ， 大体有这样几条

线索可循 。

（ １ ） 陶鬲可作为随葬品单独随葬 ， 与其他器物组合时 ， 多为夹砂鬲 ， 但个体较小 。

在部分墓地 ， 作为明器的泥质陶鬲较少与其他器物配组
［
Ｍ

］

。 从 目前殷墟各墓地随葬陶

鬲的情况看 ， 以各类夹砂陶鬲为大宗 ， 无论单独随葬还是与其他器物一起配组 ，
也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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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各类夹砂鬲最为常见 。 但与居址所出 的陶鬲相 比 ， 墓葬随葬的夹砂鬲 ， 整体个头都

较小 。

一般以 １ ２
？

１ ７ 厘米髙的陶鬲最为常见 ， 高度在 １ ０ 厘米左右的陶鬲也有一定的

比例 ， 但普遍罕见 ２４ 厘米以上的髙大陶鬲 。 泥质陶鬲在如 ０３ 孝民屯墓地 、 北徐家桥

墓地中往往单独随葬 ， 但在 ０４ 大司空 、 西区墓地一区 、 三区等墓地中 ， 却多与其他陶

器配组随葬 。

（ ２ ） 在与以觚 、 爵为 中心的酒 、 饮器配组时 ， 有两种配组形式 。

一种是鬲与觚爵

单独配组 ， 另
一种是既有觚 、 爵饮器 ， 同时又将鬲和簋 、 豆 （ 盘 ） 、 曇等盛食器 、 存储

器配组的模式 （ 表二 ） 。 以觚 、 爵加鬲的配组 ， 出现在殷墟二期 ， 至四期依然存在 ， 但

这种组合的绝对数量不多 ， 在部分墓地如西区墓地三区 比例偶见稍高 。 有时 ， 觚 、 爵

未必齐全 ， 会出现单觚、 单爵或觯与鬲配组的情况 。 这当是觚 、 爵 、 鬲完整配组的简

化形式 。

在酒器加鬲 （ 炊器 ） 组合基础上 ， 会增加盛器如簋 、 豆 、 盘 ， 有时会再增加存储

器曇 、 尊 、 瓿 ， 形成饮酒器＋炊器 （ 鬲 ） ＋盛器＋存储器的完整陶器配组。 此类配组

当是在葬仪方面尽量全面复刻 日常生活的体现 ， 但似乎仍然强调以酒器为中心 。

（ ３ ） 在鬲与非饮器配组时 ， 往往是与簋 、 豆 （ 盘 ） 、 ＃（ 罐 、 瓿 ） 配组 。 陶鬲随葬

的另一种配组方式或思路 ， 是在缺少酒饮器的基础上展开的 。 基础配组是炊器 （ 鬲 ）

配组盛器 。 因之 ， 以鬲与簋、 豆 （ 盘 ） 单独配组的较多 ， 有时会以鬲同时配组豆 、 簋 、

盘 。 在此基础上再增加存储器橐 、 罐 、 尊等 。 这种组合方式不以酒饮器为 中心 ， 反映

了更注重无酒器的 日 常生活 ， 似乎是可以 回避宴饮礼仪方式的体现 。

（ ４ ） 同墓随葬陶鬲 ， 极少成对。 从前述墓地现象看 ， 陶鬲无论单独随葬还是与其

他陶器配组随葬 ， 多是一件 ， 而少有两件一起随葬的陶鬲 。 晚商殷墟墓葬一墓随葬两

鬲的墓例较少 ， 类似八里庄 Ｍ７０ 这样一墓随葬三件陶鬲的个例
［
４°

］

， 墓例更少。 大多

数一墓两鬲的墓例中 ， 两件陶鬲形体多不相同 。 比如 ５ ８ 小屯西地 Ｍ２４ １ 、 Ｍ２５０ 这样一

墓随葬两鬲的墓葬中
［
４ １

］

， 两件陶鬲往往都是一件为夹砂锥足鬲 ， 另
一件则为泥质鬲 ；

８５ 铁西刘家庄 Ｍ６４ 两件陶鬲一件为弧裆柱足鬲 ，

一件则为四期常见的无实足根宽体

鬲
［
４２

］

。 但也有如戚家庄 Ｍ２３ １ 这样随葬的两件陶鬲形态基本相同的例证
［
４３

］

。

殷墟墓地中一墓随葬多鬲的 ， 往往还有两种情况。

一种是在墓葬填土中有一鬲 ，

随葬一鬲 ， 但陶鬲形态也多不相同 ， 比如西区 Ｍ３ １ １ 就是这种情况
［
４４

］

。 另外一种是碎

器葬 ， 会出现两件或多件陶鬲情况 ， 如花园庄东地 Ｍ６０
， 就有两件打碎的陶鬲

［
４５

］

。

（ ５ ） 在随葬仿铜陶礼器的墓葬中 ，

一般没有陶鬲随葬 。

五 、 结语

作为同时期东亚地区最大的都市 ， 殷墟居住人群多样复杂 ， 族系不同 、 来源不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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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级不同 的数十万人在数百年间 ， 不可能全部落叶归根。 如果埋骨殷墟 ， 必然会有不

同地缘或血缘归属 的人群 ， 是否都可以在都城拥有相对独立且稳定墓地的问题。 人群

来源复杂 、 殷墟社会组织形态模糊不清和晚商都城地权归属关系一无所知 ， 决定了殷

墟墓葬研究的一些瓶颈性困境 。

但墓葬随葬陶器的共性 ， 往往指向 了 同
一墓地随葬人群的礼制接受程度和共有选

择 。 上述陶鬲在殷墟晚商墓葬中的随葬现象和规律 ， 似乎暗示了殷墟当时人群构成的

几点特征 。

（ １ ） 在殷墟以
“

觚爵
”
一类酒饮器为随葬陶器配组核心 ，

“

酒奠
”

思想盛行的整体

趋势下 ， 殷墟不同 的墓地 （ 区 ） 随葬陶器的选择并不相同 。 反映了殷墟葬仪礼制细节

表达的多元化 。 同时 ， 殷墟以外四方的族墓地随葬陶器中 ， 陶觚、 爵极罕见 ， 无论陶

器组合中心是鬲还是簋 ， 但重炊 、 食器而轻酒器的现象非常突出 。 但在殷墟 ， 重酒器

的
“

酒奠
”

礼制表达更为突出 ， 单重炊 、 食器而轻酒器的墓葬虽然存在 ， 但不 占主流

地位 。 城 、 乡或者都 、 鄙 、 邑 间的等级地缘差别 ， 似乎也较突出地体现在下层人群的

葬仪器物选择之上 。

（ ２ ） 不同墓地或一处较大墓地的不同墓区间 ， 是否选择陶鬲作为随葬陶器的中心 ，

差异较大 。 这与殷墟以外族墓地中有随葬
“

陶鬲
” “

陶簋
”

两种主要倾向差别明显
［
４６

］

。

说明不同族墓地内陶器组合的复杂程度与墓地的等级 、 人群存在直接关联 ， 殷墟的人

群复杂性直接带来殷墟墓地随葬陶器的复杂性。

（ ３） 殷墟小屯宫庙区以外的外围墓地或墓区多能发现随葬陶鬲有地方文化因素凸

显的现象 。 同时 ， 较罕见器型的陶鬲往往不集中分布 ， 这种现象似乎暗示了少数人群

在殷墟生活时并不能聚族而居 、 聚族而葬 。 这提醒我们 ， 在殷墟的部分墓地 ， 可能并

非单纯意义上的
“

族墓地
”

， 而是
“

邦墓
”

公共化的体现 。 这更加说明 ， 晚商时期同一

墓地空间 内可能存在多来源的社会组织 ， 甚至有可能不同族系来源人群可共用
一处墓

地 。 晚商时期 ， 在都城中 出现不同人群共用墓地 ， 是社会发展过程中 ， 人员重组和地

权变更的反映 ， 也应该是周代
“

邦墓
”

的源头 。

（ ４ ） 殷墟不同墓地与墓区的随葬陶器中心的差异 ， 比殷墟以外族墓地显示出 了更

复杂的态势 。 但随葬陶器中心的差异所反映的是城与乡或都城与鄙 、 邑 、 甸 、 师的等

级差异 ， 抑或还是晚商时期或晚商社会存在以政治地缘等级下产生的意识形态表征的

物质文化差异 ， 是亟需研究者警醒的现象 。

（ ５ ） 从早商时期随葬陶器以炊器为重心到殷墟时期以觚 、 爵为 中心的
“

酒奠
”

礼

仪逐渐重要 ， 这种转换过程通过殷墟墓葬的随葬器物可以看清其流变发展过程 ， 但这

种变化的导向动因和主导人群是什么 ，
还有待研究 。 更重要的是 ， 在殷墟不同墓地中 ，

晚商时期不重觚爵随葬的人群和殷墟以外广大不使用觚爵随葬的人群如何理解其身份

和族属认同 ， 同样是更大的学术问题 。

（ ６ ） 以陶鬲而窥一斑 ， 殷墟不同墓地、 不同等级墓葬中随葬陶器的复杂态势 ，
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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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不同墓地的随葬器物组合的或增益或简化 ， 应当理解为殷墟人群的整合过程或缩影 ，

更应该视为晚商意ｉ只形态死亡观的整合过程或缩影 。

上述梳理 ， 尚有大量细节可进一步探索 。 我之所见 ， 也仅是宏观感观。 下一步需

要将观察视角细化 ， 具体到单个墓葬随葬陶器与墓葬方向 、 埋葬方式对比 ， 细论空间

位置临近的小墓组之相互关系 ， 再逐步拓展 比较墓区 、 墓地与不同墓地的期别过程 ，

所获认识必另有不同 。 但上述粗疏观察 ， 抑或有助于思考晚商都城的管理模式与规划

问题 。 有鉴于此 ， 故不揣浅陋求教于方家 。

附记 ： 本文 为 国 家社科基金重 大项 目
“

先秦 时 期 中 原 与 边疆 冶金手工 业 （ 课题编

号 ：
１ ７ＺＤＡ２ １ ９ ）

”

和 中 国社会科学 院创 新工程课题
“

太行 山 东麓戎狄 的 华 夏化
”

阶段

性成果 。 写 作过程 中 ， 得到 了 刘绪 师 、 商周 田 野工作坊 同道 审 阅 ， 他们 给 予 了 重要修

改意见 ，
谨致谢忱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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