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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营遗址鸟瞰图

 出土的金铁组合饰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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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度报道（十八）
看  中 国 来 宝 鸡

本报记者 胡宝林

墓室 竖穴土圹墓

陪葬车马坑局部

1 月 7 日，陕西省考古研究

院公布，为配合凤翔区新博物

馆项目建设，经国家文物局批

准，陕西省考古研究院联合宝

鸡市考古研究所、凤翔区博物

馆对位于宝鸡市凤翔区城关镇

六营村西的六营遗址进行了考

古发掘，并取得一系列成

果。六营遗址考古发掘项目负

责人、陕西省考古研究院研究

员杨武站向记者透露，六营遗

址是在秦雍城外围首次发现的

战国中晚期的平民聚落遗址，

2023 年 3 月至 2024 年 6 月进

行了发掘工作，本次发掘共清

理各类遗迹 1000 余处，出土各

类器物 3000 余件（组）。

六营遗址为平民聚落遗址
六营遗址展现出秦国平民

生活图景。六营遗址平民聚落的

房址为半地穴式，平面呈圆形或

长方形，部分房址一角或一侧有

灶、壁炉；水井平面呈圆角长方

形，井壁竖直规整，长边两壁中

部交错分布有脚窝；灰坑有圆

形、圆角长方形、圆角方形、近椭

圆形、不规则形等多种形状，部

分灰坑壁有工具修整痕迹，出土

遗物多为日用陶器残片，器形有

盆、罐、鬲、釜等；瓮棺葬葬具多

为盆、鬲或盆、釜组合，少数葬具

为陶罐；居址区内有少量墓葬，

皆为竖穴土圹墓，时代早于其他

遗存。居址区的主体时代为战国

中晚期，同居址区西侧、北侧墓

地时代一致。

墓葬为典型的秦人葬式
与秦雍城遗址秦公陵园区

的大型墓葬不同，六营遗址墓

葬皆为中小型秦墓。墓葬形制

分为竖穴土圹墓、偏洞室墓、直

线洞室墓三类。竖穴土圹墓以

东西向为主，葬具多为一棺一

椁，随葬品放置于棺椁之间西

侧，葬式皆为屈肢葬，分为仰身

屈肢和侧身屈肢两类，头向西，

为典型的秦人葬式，随葬陶器

多为日用陶器，少见陶礼器组

合。偏洞室墓墓道以东西向为

主，墓室多位于墓道北侧，少量

位于墓道南侧，葬具皆为单棺，

随葬品较少。直线洞室墓墓道

以东西向为主，墓室多位于墓

道东侧，葬具为单棺，头向西，

屈肢葬，随葬品较少。

最大的墓葬可能是武士墓
M255是此次发掘的规模最

大的墓葬。形制为竖穴土圹墓，

平面呈东西向长方形，墓壁略斜

直内收，壁面规整，底部有熟土

二层台，葬具为一棺一椁。棺椁

之间西侧有头箱，头箱上部放置

有四堆动物骨骼，内部放置随葬

陶器。墓主腐朽严重，头向西，葬

式为仰身屈肢葬。墓主南侧随葬

有铜剑、铜戈、铜箭镞等，可能是

一名武士。随葬有金器、玉石器、

陶器、铁镯子等共计 176 件。根

据随葬陶器初步判断，墓葬时代

为战国中晚期。

车马坑内埋藏有3辆车
车马坑是六营遗址的一个

亮点。车马坑为M255 的陪葬

坑，平面呈东西向长方形，口大

底小，长 12.1 米，宽 3 ～ 3.15

米，深 4.9 米。坑壁略斜直内收，

壁面规整。坑内埋藏有 3 辆车，

现仅对西部的 1 辆车进行了清

理，车为双轮单辕木车，车前驾

2 匹马，车辕、马头朝东。马车结

构清楚，车舆东南角有伞柄遗

痕。马骨保存完整，呈卧伏姿态，

两马头部后脑相抵，北侧马头面

朝北，南侧马头面朝南。为了保

护与展示，车马坑进行了整体提

取，待博物馆建成后，在室内做

进一步清理、展示。

六营遗址发现对秦文化研究意义非凡
六营遗址位于秦雍城城址

东侧，二者之间有纸坊河相隔，

直线距离仅 500 米。秦国定都雍

城时期，六营遗址是雍城的组成

部分，属于中下层平民的小型聚

落和郊区地。秦国迁都咸阳后，

六营遗址的居址规模进一步扩

大，在居址区的西侧和北侧形成

了新的聚落。

杨武站说，六营遗址是秦雍

城近郊首次发掘的大型平民聚

落遗址，功能分区清晰，对研究

战国时期秦文化平民居住形态、

生产生活及秦雍城城市功能变

迁、手工业发展等提供了重要的

实物资料。

目前，六营遗址考古项目

正在参评“2024 年度陕西六

大考古新发现”。全省共

有 15 项重要考古项目参

与角逐这一评选，除六营

遗址考古项目外，宝鸡还

有魏家崖遗址考古项目

参评。

（图片由陕西省考古
研究院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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