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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凤翔县位于陕西省关中平原西部，县城南北长45公里，东西宽40公里，地理坐标为东经107°10
’34～107°38’47，北纬34°20’43～34°45’20。
北依层叠的山峦，西有千水相绕，东、南部连以广阔的渭北台原，古代属周原之域。
县境内地势形如簸箕，东北、西北环山，东南、西南两面低敞，中部黄土台原，坦荡无垠，古称“三
畤原”。
西北山区海拔950～1673米，中部平原区海拔700～850米。
属暖温带大陆性季风气候区。
雍水、纸坊河、横水河等大小河流纵横蜿蜒，贯穿全境，土地肥美，宜于耕种，并可兼得渔桑之利。
这里既是古“丝绸之路”之重要驿站、Jdz是关中西部交通之枢纽。
东可长驱直人关中腹地，西通甘青，南扼巴蜀，北走泾源可达于塞外。
春秋战国时，秦国曾在此建都长达294年之久。
秦汉及其以后，历为关中西部重镇。
唐代在此设凤翔府，并曾一度称“西京”（《资治通鉴·唐肃宗》）。
之后经宋、元、明、清至本世纪40年代，凤翔一直是关中西部的政治、经济、军事和文化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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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第一章 南郊墓地
第一节 发掘经过及墓地范围
第二节 墓葬形制
一、墓葬类型与举例
（一）甲类墓
A型
凤南M93
B型
凤南M299
C型
工式
凤南M294
凤南M296
凤南M302
凤南M298
Ⅱ式
凤南M337
D型
Ⅰ式
凤南M297
Ⅱ式
凤南M13
Ⅲ式
凤南M52
Ⅳ式
Ⅳa式
凤南M87
凤南M306
Ⅳb式
凤南M305
Ⅴ式
凤南M322
Ⅵ式
凤南M43
Ⅶ式
凤南M295
E型
Ea型
Ⅰ式
凤南M227
凤南M200
Ⅱ式
凤南M36
凤南M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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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b型
Ⅰ式
凤南M172
凤南M323
Ⅱ式
凤南M316
凤南M18
凤南M226
凤南M31
凤南M333
凤南M92
凤南M68
Ⅲ式
凤南M17
Ec型
Ⅰ式
凤南M83
凤南M41
凤南M24
凤南M62
凤南M130
Ⅱ式
风南M58
凤南M4
Ⅲ式
凤南M33
Ⅳ式
凤南M136
凤南M48
Ⅴ式
凤南M139
风南M242
凤南M54
凤南M9
凤南M86
Ⅵ式
凤南M32
凤南M28
Ed型
凤南M30
F型
凤南M319
（二）乙类墓
A型
Aa型
凤南M303
凤南M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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凤南M82
Ab型
Ⅰ式
凤南M336
凤南M3
Ⅱ式
凤南M163
凤南M133
凤南M181
Ⅲ式
凤南M166
凤南M94
B型
凤南M55
凤南M77
凤南M168
凤南M131
C型
凤南M51
凤南M238
凤南M108
（三）丙类墓
A型
凤南M274
风南M149
凤南M170
凤南M207
风南M318
凤南M85
凤南M119
凤南M126
凤南M182
凤南M185
凤南M223
凤南M252
凤南M66
凤南M201
凤南M215
凤南M224
凤南M183
凤南M12
B型
凤南M248
凤南M21
C型
凤南M42
D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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凤南M101
E型
凤南M257
凤南M40
F型
凤南M167
⋯⋯
第二章 东效墓地
第三章 风翔境内零星发现的唐墓及其随葬品
第四章 结语
后记
英文提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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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插图：墓道上口长2.52、宽0.54～0.62米，其北开凿天井三个。
三个天井长、宽度相等，长1.40、宽0.48米，间距相同，为1.24米。
墓道底长11.34、宽0.56～0.88米。
上口距底深5.30米。
墓道下部两壁有三次收分，收分宽度每边0.04～0.06米（图一五）。
V式1座。
墓室平面作斜角长方形，即室西北角斜出，平面长、宽比例的长度稍加大，室顶微拱。
墓室与墓道东侧略呈折线。
甬道在室南近东侧。
凤南M322方向202。
。
墓室东壁长2.40、西壁长2.60、宽1.42～1.52、高1.20米。
棺置室内西侧，墓主有二人，均为头骨，头骨均经火烧。
东西并列置于棺内。
西侧者头顶朝上，下颌骨脱离置头骨东侧，男性，35～40岁。
东侧者头顶朝南，面向上，男性，40～45岁。
棺长1.89、宽0.39～0.62米。
棺内南端随葬一石幢顶。
棺外东侧置一石球。
甬道长0.78、宽0.88、高1.20米。
甬道口置门形石雕刻墓门、陶男俑各一件（残）。
墓道上口长3.38、宽0.60～0.89米。
其北边凿一天井，长1.30、宽0.46米。
墓道底作斜坡式，长5.70、宽0.88米。
上口距底深4.30米。
天井、墓道填土中及墓室内均发现殉人，共13个个体，编号为一一三号。
其中一三号殉人发现于天井填土之中，一号殉人距天井上口1.40米，为一桡骨，系成年人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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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记

本报告由陕西省考古研究院、西北大学文博学院编辑，尚志儒、赵丛苍执笔，赵丛苍承担了大部分文
字撰写及工作任务。
田野绘图由“张志勤”等承担，器物草图及墓葬、器物墨线图的绘制，主要由朱录乾、刘君幸、赵胜
利担任，孙大伦、田淑珍、马利清承担了部分绘图任务。
田野摄影赵丛苍、张志勤、尚志儒；器物照相先后由李光宗、李增社、赵丛苍完成。
在资料整理和报告编写过程中，张志勤、赵胜利承担了大量工作，刘瑞、王志友、景闻、郭军涛、李
嫒、胡刚、周彦明等做了一定的技术性工作。
在凤翔隋唐墓葬的发掘、整理、出版中，曾得到陕西省文物局王文清局长，陈全方、张廷皓副局长，
文物处杭德州、尹盛平处长，王世昌、陈孟东副处长，陕西省文物管理委员会王翰章主任，陕西省考
古研究所石兴邦名誉所长，巩启明、韩伟所长，马恩州、尹申平书记，魏京武、吴镇烽、王占奎副所
长，焦南峰院长，王炜林书记，张建林、张仲立副院长及西北大学文博学院周伟洲院长，葛承雍、候
宗才副院长等各方面领导的关心和支持。
西安外国语大学赵起先生翻译了英文提要。
文物出版社编审楼宇栋先生为本报告的编辑，付出了大量心血。
在此一并表示感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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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陕西凤翔隋唐墓:1983～1990年田野考古发掘报告》：陕西省考古研究院田野考古报告，第57号。

Page 9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陕西凤翔隋唐墓>>

版权说明

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请支持正版图书。

更多资源请访问:http://www.tushu007.com

Page 1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