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迄今为止 ， 丰镐遗址 内共发现六处制骨围为 ６０米 ｘ ５００米 ， 具体年代不详 。 目 前该

遗存 ，
尤其是冯村北西周制骨作坊遗址分布遗址已被完全破坏 。

范围超过卯０ ０平方米
，
出土骨角料３ ００公斤—

Ｔ
—


＞／

以上 ， 为研究西周时期的制骨手工业提供了Ｋｋ
^

详实 的资料。 本文通过对六处制骨遗存的性＼［ ％
质进行分析 ， 同时从骨器生产 、

制骨流程和、＾＼

－

＼

＾

（

ａＫ

聚落布局等方面对丰镐遗址的制骨手工Ｍ＼齡聲
行初步考察 ， 探讨丰镐遗址制骨手工业状况”谨 ＝

，＾鄭

和生产管理方式 。 不周之处 ，
尚祈斧正 。Ｔ

一

、 丰镐遗址制 骨 遗存 的发现^

（

一

） 丰京遗址Ｊ“Ｄ
．

丰京遗址 内共发现五处制作骨器的遗存 ＆村 ７
ｒ 二盟觀定的－般

（ 网一 ）法驾村＃．ａ□保护范围
ｕ；°

＿坪六
欠
□ 

１ ９９２年确定的重点

第一处在马王村东 。 １ ９ ５ ７年秋和 １仍９秋石^ ＾榴
［

？＼〇

保护范围
２０００米

在长安 、 户县考古调查中发现
？

， 但是简报ｚ 丨吣 榴一￣ｋ咖 １＂ ．

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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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 只提及发繊处西周骨料坑 ，
遗址分布范ｆｆ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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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处为曹家寨东北 。 １ ９５７年秋和 １ ９５ ９掘的
一

处西周晚期居址中出土了较多骨器 ，

年秋在长安 、 户县考古调查中发现＇ 简报有笄 、 镞 、 铲 、 锥和针等
［

６
１

， 其中笄 的数量

中也 只 提及发现数处西周骨料坑 ， 遗址分最多 ， 共９ ９件 ， 另外还有角锥 和角 镳等角

布范围为 １ ０００米 ｘ５００米 ， 具体年代不详 。器 。 通过对遗址 出土动物遗存的鉴定和分

２０ １２年再次对该遗址进行调查和钻探 ， 发现析 ， 灰坑出土骨料 中牛骨 占绝大多数 ， 且多

有灰坑和骨料
［

３
１

。有加工痕迹 ，
估计为加工骨器的余料 。 该遗

第三处为张家坡村东南 。 １ ９ ５６￣ １９ ５７年址距 １ ９ ９０年发掘的新旺西南制骨遗址约 ４０ ０

在张家坡村东早期居址中发现制作骨角器的米 ， 均出土有骨料和较多骨器 ， 且年代均为

遗存
ｗ

， 除发现很多砺石外 ，
主要遗物为骨西周晚期 ，

二者可能属于同一制骨遗存 。

角镞和骨笄 ， 另外还有骨针和骨锥等 ， 出土第五处在冯村北约２００米的土壕及其附

有这类遗物的半成品 、 废品以及大量作原料近 。 ２０ １ １年和２０ １ ３年经两次发掘 ， 共清理灰

用的兽骨和鹿角 。 制骨遗存均发现于第
一地坑 １ ５座和墓葬 １座 ［

７
１

。 灰坑中 出土骨料 ３００公

点 ，
主要集中在两个地方 ：

一处为 Ｈ １ ６ ９及斤以上 ， 其中主要为黄牛骨 ， 有少量水牛骨

其所在的Ｔ １ ４４
，
一处为 Ｈ １ ６ ０和附近的几个和马骨

，
另有鹿角 。 骨料 以黄牛 、 马 、 水牛

探方 。 第
一处应是专 门制造骨角镞的地方 ，的肱骨

、 桡骨 、 掌骨 、 股骨 、 胫骨和跖骨等

Ｈ １６９中发现大量的兽骨和鹿角 ， 尤以鹿角 为大型肢骨为主 ， 有少量肋骨和肩胛骨 。 骨料

多 ，
出土了大量的骨角镞成品和半成品 。 第包括肢骨关节部位的废料 ， 取下坯料后其他

二处发现很多骨料和角料 ，
以骨料较多 ， 出不规则部位的骨干废料与边角废料 、 坯料的

土有骨角镞 、 骨笄 、 骨锥和骨针等 。
Ｈ １ ４８中残料 ， 骨器半成品与半成品的残件 ， 骨器成

还发现
一层堆置凌乱且未经裁剖的兽骨 ，

可品或其残件 、 废品等 。 制作骨器的工具有砺

能为储放的原材料 。石 ， 也可能包括铜锥 ， 未发现截取骨料的

发掘报告中没有提及遗址的分布范围 。铜锯等青铜工具 。 加工的骨器产品有骨笄 、

据发掘报告 ，
张家坡第

一

期墓葬和车马坑是锥 、
镞 、 签 、 耳勺等 ， 但从半成品来看大宗

在张家坡早期居址废弃以后才出现的 ， 第一是骨笄 。 另外发现大量板瓦 ， 推测可能存在

期墓葬和车马坑的年代约在成康时期 ， 故早房屋遗存 ， 但已经被破坏 。 遗址的分布范围

期居址的年代当在成康之时或更早 。 这些制可能在９０００平方米以上 ， 其年代为西周晚期

骨遗存均发现于早期居址中 ，
所以年代上限偏早阶段 。

不会早于早期居址建立时 ， 下限不晚于第
一（二 ） 镐京遗址

期墓葬与车马坑 ， 应略早于成康时期 。镐京遗址 内只在白 家庄北发现
一处制骨

第 四处在新旺村西南约 ６５ ０米
， 紧靠冯遗存 （ 见图一 ）

，

１９６ １￣ １％２年发掘
，
在早期

村砖瓦厂北取土区 的东边 。 １ ９９ ０年秋发掘 ，和中期文化堆积内均有制造骨器的现象
ｍ

。 出

清理灰坑 ３座 ｜

５
）

。 出土骨料 １ ５０余斤 ， 其中主土遗物中 ， 除砺石外 ，
主要为大量有锯痕 、

要为牛骨
，
另 有鹿角 、 猪骨和马骨等。 骨料锉痕或削痕的骨头和骨料 ， 多是牛骨 ， 也有

以废料为主 ，
还有坯料 、

下脚料 、 骨器半成少许鹿角和其他兽骨 。 半成品骨器只有锥 ，

品 、 成 品残件和成 品等 。 制骨工具只发现成品有骨铲 、 镞 、 锥 、 簪等。 遗址分布范围

有铜凿。 骨器产品 以骨笄最多 ， 还有骨针 、
不清楚 ，

时代为西周早期至西周中期 。

镞 、 铲和锥等 。 遗址的年代为西周晚期厉王ＷＭ
二

、 制 骨作坊遗址的确认

１ ９ ８２年春季 ， 在新旺村村南 １ ５ ０米处发马萧林先生认为制骨作坊是指生产骨器

．

９３（总 １０５３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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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场所 。 在考古遗址中 ， 制骨作坊一般应满足址或生产场所 ， 或已被取土破坏 。 从钻探和

三个基本条件 ： 第一 ， 有比较固定的生产活动发掘情况看 ，
骨料坑也多分布在土壕附近 ，

空间 ； 第二 ， 作坊内 （ 即原生堆积 ） 或次生堆面积达９０００平方米以上ａ

积中出土有骨器加工工具
；
第三 ， 作坊内或次其次 ，

三个地点发现 的制骨工具有砺

生堆积中 出土的骨器成品 、 坯料和废料之间具石 、 铜锥和铜凿 。 未发现截取骨料的工具 ，

有制作工序上的关联性 ，
即能够清晰地看出骨但从骨料的切割痕和锯 口看

，
截取骨料的工

器加工的整个流程
［

９
１

。 李志鹏等先生也基本认 具应主要是铜锯 。 骨料的锯口 齐整 ，
切割面

可马萧林先生界定制骨作坊的要素 ， 同时还认
一

般有用锯 留 下的连续细密痕线 （ 图二
） 。

为骨器成品 、 坯料和废料必须有
一

定量的发现加工坯料时也使用铜锯 ， 新 旺地点和冯村

和规模 ，
否则有可能只是家庭副业的

一

部分 ，地点均发现有斜 向锯锉纹理 的骨坯料 （ 图

不足以构成一个作坊 三 ） 。

综合 上述丰镐遗址６处制骨遗存地点现三个地点均 出 土有硕石
，
主要用于打磨

有的考古资料来看 ， 马王村 、 曹家寨和 白 家和抛光。 张家坡地点 出土的很多砺石上有因

庄北三个地点 由于资料不足 ， 目前还不能确磨制骨角器而形成的 凹沟状痕迹 （ 图 四 ） 。

认为制骨作坊 ，
张家坡东 、 新旺村南和冯村在冯村北地点发现有铜锥 （ 图五 ）

，
可能是

北等三个地点可确认为制骨作坊 ，
主要表现用于钻孔 。 三个地点均发现有带孔骨料 、 骨

在以下几个方面 。器半成品和成品 （ 图六 ） 。

首先 ， 张家坡东 、 新旺村南和冯村北等在加工坯料和骨器时 ，
应还使用铜凿和

三个地点均有比较固定 的生产活动空间 。 张

家坡地点发现有可能是工匠居所或生产涵

的房屋遗存Ｈ １ ４３和Ｈ １ ６０ ， 且出土骨料 、 骨角

器半成品和成 品的地点集 中 。 新旺地点发掘

的３个灰坑均为废料坑
， 其生产场所可能就在

附近 ， 或已被砖厂取土破坏 。 冯村地点虽然

没有发现房屋遗存 ， 但从２０ １３ＳＦＣＨ １ 出土大量

板瓦看
， 其附近应存在与骨器生产有关的居

Ｉ Ｉ

ｉ ：

；１Ｊ＿１ １

Ｗｌｒ ｌ

ＩＩ

鼇
’

ｖ｜ｉ

图三 骨坯料上的锯锉痕迹

左？骨器坯料 （ ２０ １ １ＳＦＣＨ４ ： １ １）右 ． 骨弃
图二 骨废料上的锯拉痕迹 （

２０ １ １ ＳＦＣＨ １：

３ １ ）坯料 （ ２０ １ １ＳＦ ＣＨ４：

３ ）

？

９４ （总 １０５４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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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丙南制骨作坊遗址 ２个 ４米 ｘ ５

Ｉ
＇米 的探方 内 共 出 土骨料 Ｉ５ ０余

斤 ： 冯村北制 骨作坊分布范 围

ｎ
ｒ 能作 ９０ ００平方米 以上 ， Ｌ５座

？
ｉ
ｉ
ｇ｜

ｉ

＾ｙ灰坑出土骨料 ３ （ ）〇 多公斤 ， 其中

２０ １ １ ＳＦＣＨ １
就出土

１ ５２
多公斤 。

； ｍ综上并结合出 土浦 、 骨

遞 器半成 品和成品 来看 ， 新旺和

冯村地点是以生产笄为主 的制
２骨雑 ， 附触产骨镞和锥 。

图四 张家坡地点出土砺石上的凹沟痕迹张家坡地点是 以生产骨镞和笄
ｌ

． Ｈ １ ０７
：

１ ２２ ． Ｔ３ １ １
： ３ ： ８

为主 的制骨作坊 ， 附带生产骨

刀等工具 。 在新旺地点发现有铜凿和用刀刮铲 、 锥和针 。 三个制骨作坊遗址均 同时生

削 留下来的骨条 （ 图七 ） 。 通过对冯村地点产角器 ，
主要产品有镞 、 锥和角牌等 。

出土骨笄首制作工艺的观察 ， 在刻划纹饰和＝ ＾ｐ^

修整加工器形时可能使用了铜凿或刀 。二 、 ＲＩ生 严 与 制 冃 流

再次 ， 从三个地点 出土的骨料 、 坯料 、骨器生产实际上是社会生产 、 供给交

废料 、 骨器半成品和成品来看 ，
均能看出骨换 、 消费分配系统中的

一

个复合体 ，
包括原

器加工的整个流程 。 下文有详细论述 。料采备 、 骨器生产 、 废料与废片处理 、 产品

最后
，
三个地点 出 土的骨器成品 、 坯分配或交换与销售等

？
。

料和废料数量多 ，
均具有一定的规模 。 张家原料采备包括制骨原料的采选 、 运输 、

坡地点虽然没有经过统计称重 ， 但根据报交换和储备等环节 。 但是上述三个制骨作坊

告描述应具有
一定的量和规模 。 １９ ９０年新旺遗址 中 只 对新 旺地点和冯 村的动物骨骼做

丨 ｆｌ ＵＯＵＤ［＼］Ｈ Ｂ

丨＿｜ＩＩ
图六 张家坡 、 新旺和冯村北地点 出土遗物 图七 新旺地点 出土

１ ． 骨器 （ 张家坡Ｈ １ ４９：２
：

６ ）２ ． 片饰 （
９０年新铜凿和骨条

图五 冯村北地点出土旺④ ： ２ ） ３ ． 骨料 （ 冯村２０ １ １ Ｓ ＦＣ Ｈ １ ：

４ ３ ）４ ．１ ． 铜凿 （
： １）２ ．

铜锥 （
２０ １ １ ＳＦＣＨ １ ： ２０ ）笄首 （ 冯村２０ １ ３ＳＦＣＨ １

：

 ５ ）
骨条 （ ９０Ｈ １ ２ ：１ ２ ）

．

９５ （总 １
０５５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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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专 门 的鉴定分析骨器生产包括选材 、 取料 、 坯料成形 、

ｎｆ響 劍 和统计 。 从鉴定分 坯料细加工和制成成品等制骨工序以及生产

１

ｌｘ＇析和统计结果看 ，
的组织管理。 通过对三个制骨作坊遗址出土

ｃ
 ；Ｍ新 旺地点 的骨料 以骨料 、 废料 、

坯料 、 骨器半成品和成品以及

ｙＩＶｗ牛骨为主
，
还有鹿痕迹观察 ， 骨器制作的流程大致如下 。

Ｉ■＾骨
、 猪 骨 和 马 骨首先根据制作骨器的不同来选择不同的

等 。 制 作骨器的骨骨料 Ｂ 取材部分的骨角料均粗壮顺直 ， 骨松

ｆ２｜
料以大型动物四肢质少 ，

壁厚
， 利用率高及易加工。 下面就不

Ｕ
ｇ＿＿１ 骨为主 ， 还有肩 胛同骨料的制骨流程做进

一步说明 。

３骨 、 肋骨和鹿角 ＾采用大型动物肢骨制作 的骨器主要有

？Ａ冯村地点骨料有黄弃 、 镞和锥 ， 还有车马器和凿形器等 。 第一
骨余利 ）发料

１
． 骨条 （ ９０④ ：

１
１ ）２

、
３ ． 牛 、 水牛 、 马 和鹿步 ， 先在邻近两端关节的部位下锯 ， 截下骨

废料
（
９０⑥ ： ＿２ ： ９

） 等动物的骨骼 ， 其丁
－作为骨料 。 如冯村２０ １ １Ｓ ＦＣＨ １ 出 土有完整

中黄牛骨占绝大多数 。 用来制作骨器的骨料牛掌骨和截去的掌骨关节废料
％

。 第二步 ，

以黄牛 、 马 、 水牛 的肱骨 、 桡骨 、 掌骨 、 股在骨干上根据骨骼的形状进
一

步取料 ，

一般

骨 、 胫骨和跖骨等大型肢骨为主 ， 有少量的截取较规则 的部位制成骨条作为备用骨料 。

肋骨 、 肩胛骨 。 从冯村地点发现的骨料基本如新旺地点和冯村地点均 出土有肢骨骨干裁

上是完整的整根骨骼 、 未见有消 费 肉食时截切后 留 下的骨条和废料 （ 图八
；
图 九 ） 。 如

断的断 口看 ，
原料采选不仅限于 日 常消费 的果截取骨条留下的废料骨质较好 ，

工匠还会

动物骨骼 ， 应还有为制骨而专门采选的动物用其制作骨锥 。 在冯村地点就发现很多对裁

骨骼
， 并且有意识地保存骨骼的完整性 。 在切肢骨骨干后 留下的骨料进一步裁切和打磨

张家坡地点还发现专门储备骨料的骨料坑 ，
加工制成的骨锥 （ 见 图九

，

３ ） 。 第三步 ，

说明有专人负责原料采备 。根据骨条的尺寸 、 形状进一步锯切成更适用

的坯料 ’ 或直接作为骨器的坯料 （ 见图

＾ｍ ＇ｍ点 就出 ｈ ｒ很 多棚
．

ｗ

条再加 Ｔ． 留下的废料 ｜

１ ３
１

。 第四步 ，
工匠

对坯料进行局部切割 、 锯锉修整 ，
再进

行细部加工 、 打磨和抛光 ，
最后成为一

件骨器成品 （ 图
一〇 ） 。

采 用肋骨 制 作 的骨 器主要冇锥 、

匕
、 针和镞等 。

－ －般是截去两端 ， 取中

Ｕ 霤
间顺立部分 ， 将其剖切 成两 半 ， 然后根

据骨料的尺寸和形状锯切成骨器坯料
，

最后对坏料进行细部加工 、 钻孔 、 打磨

■和抛光
，
制成成品 。 张 家坡地点出土有

肋骨制 的锥 （ 图
一一

，

１
、
６ ） 、 匕 （ 图

一一一一４ ） 和镞等

图九 冯村地点 出土肢髓料和骨锥（ 图 ，
７ ）

，
还有 １件只对肋髓端

１
、
２ ？肢骨废料 （ ２０１ １ ＳＦＣＨ １ ：２８

、
４ １ ）３ ． 骨锥 （ ２０ １ １ ＳＦＣＨ １ ：１ ８）稍磨并穿孔 的骨器 （ 图

一一

，
８）

。 新

？

９６ （总 １０５ ６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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ｉ ｆｉｉｆｆｌ
ｆ

ｍ
２

＼
图
一

〇 张家坡 、 冯村 、 新旺Ｍ＼＼
地点 出土肢骨制骨器６ｗ

１ 、 ２ ． 笄 （ ２ ０ １ ３ Ｓ ＦＣ Ｈ ３
：

 １ 、 张家８

坡 Ｈ ２ ０ １

：

２ ） ３ 、 ４ ． 镞 （ 张 家坡图一一 张家坡 、 冯村 、 新旺地点出土肋骨制骨器
Ｔ １ ０８

：

４ ： ２ １ 、 新旺９０⑤ ：

４ ）５ ？凿１ 、 ６ ？ 锥 （ 张家坡Ｔ４ １ ２
：

３
：

２ 、 Ｔ４ １ ６ ：２： １ ０ ）２ 、 ３ ． 匕 （ 张 家坡 Ｈ １ ７２ ： ４
、

形器 （ 张家坡 

Ｔ １ ２６ ： ４ ： ２ １ ）６ ． 軎２０ １ １ Ｓ ＦＣＨ ４：１ ６ ）４ 、 ５ ． 针 （ 张家坡 Ｈ １ ６０ ：３ ：１ ５
、

９０新旺④ ： ３）７ ？ 镞 （ 张

形器 （ 张家坡 Ｈ １ ４９ ： ４ ： ５６ ）家坡Ｔ １ １ ０ ：４ ：３２ ）８ ． 穿孔骨器 （ 张家坡Ｈ １ ７ １： ３ ：２ ）

旺地点 出土有肋骨制成 的 ｎＩ
针 （ 图

－－

，

５
） 和骨片饰 Ｍ［￥ｆ］

（ 见图六
，

２ ） 。 冯村地点 ＿／／｜１

ｍｕ ｍ

用肩 胛骨制作 的骨器
１

１Ａ Ｉ．ｌ＼Ｊ；＼

主要有铲和 刀 。 制作骨铲｜＼＼＾ｊ＼

Ｕ、

一般是把骨 臼截去后再把１＼
一￣

＾４

 ＼ｉ

骨脊削平 ，
同 时将肩 胛骨

丨ｂ３Ｉｙ
较厚的一侧削 薄

，
做成宽Ｉｋ一＾^

厚不等 的骨铲。 新旺和冯 ２

Ｍ
ｔｔｂ 占 屮 ＋ 右去加 Ｔ穿的图

一

二 张家坡 、 冯村 、 新旺地点出 土肩胛骨制骨器和废料
１＾ ， 、 、 山 丄 兀 口 Ｊ

１
、

２ ． 废料 （ ９０新旺④ ：
１ ０

、
２０

１
１ＳＦＣ Ｈ １ ：２ １）３

、
４． 铲 （ 张家坡ＴＵ ０： ４Ａ ：

肩胛骨废料 （ 图
一二

，

１
、
１ ２

、
９０新旺④ ： ５

）５ ． 刀 （
２０

１ １
ＳＦＣＨ４ ：１ ３

）

２ ） ， 张家坡和新旺地点 出

土有肩 胛骨制成的骨铲 （ 图
一

二
，

３ 、 ４ ） 。村地点 出土有肩胛骨制成的骨刀 （ 图
一二

，

制作骨刀是将骨臼和较薄的
一

侧截去 ， 保留５ ） 。

较厚的一侧 ， 再进一步加工并打磨刃部 。 冯采用下颌骨制作 的骨器主要是铲。

一

？

９７ （总 １ ０５７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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般是利用下颌骨臼 齿部分 ， 顺着齿槽劈成两器就是利用裁切后的肢骨关节制成 （ 见图
一

片
， 截去两端 ， 利用横的骨料做成竖的骨铲〇

，
６ ）ｓ 肢骨和肋骨制 的骨锥多是利用裁

（ 图
一

三 ，

１） 。 只在张家坡地点发现有下切后的边角料制成 （ 见图一一 ，
１ 、 ６ ） 。 另

颌骨制成的骨铲 （ 图
一

三 》
２

） 。 另外在客外 ， 像骨笄首 、 耳勺和骨签等小件骨器也是

省庄西周地层中 出 土过利用后部带关节部位利用下脚料和边角料制成的 （ 图
一四 ） 。

制成的骨４产
ｎ
４

１

。对废料与废片 的处理多采用填埋方式 。

从整个制骨流程 中的 取材和加工过程三个作坊遗址发现的灰坑多是用来填埋制作

及 出土骨器成品来看 ，
制骨工匠做到 了合理骨器的废料 、 余料 、 边角碎料 、 残破坯料 、

取材和充分利用 。 如张家坡地点出土的軎形残次半成品和成品残件等以及与生产有关的垃

圾 。 在冯村地点还发现有被焚烧的炭化或半炭

Ｌ ｉｒｎｐＮ
化的制骨废料和烧土块 ， 说明作坊规模较大 ，

＇

、

入＼产生的制骨垃圾较多 ，
需要焚烧处理。

Ｊ＇ 丨 丨在产品分配或交换与销售方面 ，
三个遗

±止生产的骨笄数量完全可以满足 自身需要 ，
剩

余产品应是通过分配和交换等方式进行流通 。

７１

四 、 聚 落布局 与 制 骨手工 业
１

图一三 张家坡地点下颂骨制骨铲鉴于遗址的 保存状况和资料不足等原
２ ． ＃ ｆｆ （ Ｈ０３ ： １ ７ ）因 ， 我们很难从制骨遗存本身来判断其性

Ｈ （Ｉ质
，
故本 文尝试从各制 骨遗存的分布及其周

Ｉ
： ：

＿边的 聚落布局等来考察丰镐遗址的制骨手工

氧业状况和生产宵理模式 。

ＩＨＨ｜ ：

■

｜｜首先 ，
从丰京遗址 制骨遗存的 分布情

＿况看 ， 只＃张家坡地点位于普渡村 － 花 阵 丨

＿＿■ 令

．

＿村 斗 门 － 客省庄 王北 － 张 家坡 － 大原
＾＾Ｉ ；

；｜村
一线的郿邬岭上 ， 其余叫个地点均位于郿

１ｒ｜ Ｉ邬岭以南区域 。 张家坡制骨作坊遗址的年代

＾
ｎ＾￥ 丨为两周早 期 ， 产品 以骨镞 、 笄为主 ，

ｍ时还

４ｍｒ
￣＾

Ｘ９＼

＾ ．牛．

产＇ 幻视腫 論ｉ＿■

：鹏 制

１ｙＭ Ｍ
４

骨作坊的年代均为西周 晚期 ， 产品均 以骨笄

Ｉ｜
；ｒａ

：

 ；为主 ， 耐 ，
ｋ产少＿ 器

，
两个遗址的规模

＿｝ ＼＼ｖ均较大 。 镐朵遗址发现的 丨

＇

彳
家庄制＃遗存也

ｔｉｉｊｐｉ

／位 ｔ挪乌 卩岭 丨〔
，
其年代为 ｗ周早期至 屮 期 ：

ｗｖＬｙ由 于镐京遗址东南被汉代昆 明池破坏 ， 加 上

６７８９

考古工作开展较少 ， 所以不能排除还存在其
图
一四 冯村地点 出土骨器

１ ？ 笄 帽 （
２ ０ １ １ ＳＦＣＨ４ ：２） ２ ． 耳 勺 （ ２０ １ １ Ｓ ＦＣＨ １ ：他剌 冃 ；ＩＳ仔的 口

Ｊ目 匕 。

１ ４
）３

、
６

、
８

，

９ ． 骨 器 （ ２ 〇 丨 １ Ｓ Ｆ Ｃ Ｈ ２ ：４
、综合上述情况可知 ，

丰镐遗址的制骨手
２ ０ １ ３ Ｓ ＦＣ Ｈ １： ３ ，２ ０ １ １ Ｓ Ｆ Ｃ Ｈ ４ ：８ ＞２ ０ １１ Ｓ Ｆ Ｃ Ｈ ２

：

丁 丨 丨 松办
、

＋田 丨你 湘处
、

ｔ
■

古
、

吐 止姑必

Ｉ ）４
． 骨签 （ ２ ０ １ １ Ｓ ｆＸ Ｈ １ ：

丨 ９ ） ５ ， ７ ． 锥工业较发达 ， 西周晚期可陡还有进一步的发

（ ２０ １ ３ＳＦＣＨ １
： １

－

１ 、 ２０ １ １
ＳＦＣ Ｈ １

：

２３ ）展。 同时
，
丰镐遗址内分布着如此多的制骨

．

９８  （总 １０５８ ）
？



付仲杨 ： 丰镐遗址的 制骨遗存与制骨手工业

遗存 ，
也为丰镐遗址是都城遗址提供了有力村

一

带必定有拥有这些青铜器的 贵族 家族

的佐证。的宅第
［

２２
１

。 １ ９ ８ １年 ， 中 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

其次 ，
通过制骨角器遗存周边的聚落布究所还在新旺村发掘西周晚期墓５座 ， 其中

局情况来考察其生产管理方式 。Ｍ １ ０４出土铜鼎 １件
ｌ
Ｍ

１

。

张家坡制骨作坊遗址 中 ，
出土骨料较综合新 旺村各类遗存 的分布情况 （ 图

为集中 的第
一地点共发现早期房址 ６座 。 其一五 ） ， 推断新旺村

一

带应为西周贵族居住

中的 Ｈ １ ４ ３和 Ｈ １ ６０可能是工匠居所或生产场区 ， 新旺制骨作坊的生产和管理者很可能也

所
，

二者均为深土窑式房屋 ， 其 中 的 Ｈ １ ４ ３生活在其中 ｓ

平面形状呈椭 圆形 ， 南北长径 ９ ． ５
、 东西短 １ ９ ５ ９年和 丨

９ ６ 〇年春在冯村制骨作坊区

径７ ．８米 。内 的大原村左家堡进行了试掘 ， 发现有西周

在第
一地点还发现成康时期 的第

一

期墓房址 、 灰坑 、 水井和墓葬
１

２４
１

（ 见图一五 ） 。

葬２０多座
，
并有成组埋葬的现象 ，

发掘者认２０ １ ２年在冯村制骨作坊遗址和大原村之间的

为应属 于家族墓地 。 第一地点发现了 ７座车区域钻探时发现了大量的西周时期灰坑和墓

马坑并发掘了其 中 的 ４座 ， 报告推测它们全葬
［
２ ５

］

。 左家堡居址以及钻探发现的灰坑 、 墓

部或至少形制相同 的车马坑属于 同
一

家族 。葬与制骨作坊之间的距离较近 ，
二者应有

一

虽然车马坑所属主墓还不能确定 ， 但根据地定的关系 ， 是否为生产和管理制骨作坊的人

层关系和分布推断它们属于附近 的第
一

期墓员的遗存还需要进
一步的考古工作来证实 。

葬 ， 而且从车马坑的形制和规模来看 ，
主墓关于周代手工业生产管理方式 ， 何毓灵

的地位应该较高 。 第
一

期墓葬和车马坑是在先生对甲 骨文 、 金文资料以及考古资料进行

居址废弃后才出现的 。综合分析后认为 ，
殷墟手工业生产管理有王

虽然 目前还没有直接证据证明第
一

期墓室管理和家族管理两种模式 ，
这对西周时期

葬的墓主与制骨作坊有直接的关系 ， 但不能的手工业生产有巨大的影响 ， 西周时期的手

完全排除二者有关系的可能性。丁业生产管理与殷墟的管理模式有很强的相

新旺制骨作坊附近先后 出 土几批重要似性 ： 首先 ，
仍是周王室牢 固控制手工业生

的青铜器窖藏 。 １ ９６７年 ７月 在新旺村西北 ２００产 ；
其次 ， 仍以家族方式管理 ，

手工业生产

米处发现
一处铜器窖藏

，
出土铜盂 、 匯各 １

｜

－ ；

＾

丨
丨

＇

件 。 铜盂的 铭文记载 内 小臣適替太后择选
一＾

＂

宫女之事叭 簡年５月 在新旺村北出 土铜 

鼎 、 盂各 １ 件
， 其 中 鼎 口 径 ６ ３ 、 高 达 ８ ５

ＪＳ■ 广＾ 「

出

米 ＂
６

］

。 １ ９ ７９年 ２月 在新旺村附近发现
一处铜至 ／

－

 ｜

１ ９
｝
３＾ ，＋， ±Ｈｆｅｌ

器窖藏
，
出土３件铜鼎和 １件铜壶ｕ

７
１

。 丨 ９８ 〇年３－


￣￣—

ＪＺｉｉＭ
月 在新旺村 出土史惠鼎和史惠簋各 ：

！ 件 １＇

１ ９ ８ ０ 年冬在 新旺 村南 的 断崖上 发现铜 钟／
＿

＿年＿ ＿＾胃｜

觸和 月 ， 中陳会科学院考古

研究所沣西发掘队在新旺村南发掘窖藏坑 １］

丨

卞品年
？料地 占

处
，
出 土大

、
小铜鼎各讲 ， 大鼎 口径 ５ ５ 、ＩＳｇＳＳ南钻探嶋

＇

通高达７４厘米 ， 重 ５４公斤＿。 通观这些铜器
丨

９ … ，米
｜

￣̄

窖藏
，
所出器物厚重

，
铭文 内容和作器者都图一五 新旺和冯村制骨作坊遗址周边

与王室有密切关系 【

２ １

１

。 卢连成先生认为新旺西周遗迹分布Ｗ

．

９９（总 １ ０５９ ）
？



２ ０ １ ５年第 ９期

以世袭的方式传承 ，

“

工之子常为工
”
 ｜

２ ６
１

。《华夏考古 》 ２０ １０年第２期 。

但从周边遗存分布和考古资料来看 ，
三处制 ［

１〇
］
李志鹏 、何毓灵 、 江雨德 ： 《殷墟晚商制骨作坊

骨作坊遗址均可能是由 某些贵族具 负责骨与制骨手工业的研究 回顾与再探讨 》 ， 见 《三

器的生产和管理 ，
是否細家族管理模式还赌古 》 （四 ）

’ 科学出版社 ’２〇 １ １年 。

缺乏更有力 的证据 。 另外 ，

２０ １ ２年在冯村制

骨作坊遗址西北钻探时还发现２９座窗址 （ 见二 ^ １ 

°

［
１３

］
同

［
７

］ ｐ

图
－五 ） 。 陶ｇ分布较集 中 ，

距作坊遗址Ｓ［ １４］ 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 ： 《沣西发擁告 》第

近
，
所以还可能存在集中管理不同的手工业８４页图麟－

１０
， 文物出織 ，

１ ９６２年 。

生产的情况 。［ １５ ］ 陕西省博物馆 ： 《陕西长安沣西出土的通孟 》 ，

综上所述 ， 丰镐遗址内 的制骨作坊总体《考古 》 １９ ７７年第 １期 。

上应属于依附性制骨作坊
１

２７
］

， 是由某些贵族［
Ｉ６

］ 西安市文物管理处 ： 《陕西长安新旺村 、 马王

具体负责骨器的生产和管理 。村出土的西周铜器》
，
《考古 》

Ｉ ９７４年第 １期 。

［ １ ７］
张长寿 ： 《记陕西长安沣西新发现 的两件铜

注 释鼎 》
，
《考古 》 １９８ ３年第３期 。

［
１

］ 中国科学 院考古研究所沣西发掘队 ： 《陕西长［
１ ８

］
陈颖 ： 《长安县新旺村出 土的两件青铜器》 ，

安户县调查与试掘简报 》
，
《考古 》 １ ９６２年第６ 《文博 》 １ ９８ ５年第３期 。

期 。［
１
９

］
同

［
１７

］
。

［
２ ］ 同 ［

１
］
。［

２０
］
３ ．同

［
１

］ 。

［
３ ］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丰镐队２０ １ ２年调ｂ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洋西发掘队 ：

查和钻探资料。《陕西长安县新旺村新出西周铜鼎 》 ， 《考古 》

［
４

］ａ ．考古研究所沣西发掘队 ： 《 １９ ５５
￣

５７年陕西长１９８３年第３期 。

安沣西发掘简报 》 ， 《考古 》 １ ９５ ９年第 １ ０期 。［
２ １

］
同

［
５
］ 。

ｋ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 ： 《洋西发掘报告》 第［
２２

］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沣西发掘队 ： 《 陕

７８ 、
７９页 ， 文物出版社 ，

１９ ６２年 。西长安沣西客省庄西周夯土基址发掘报告》
，

［
５

 ］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洋镐工作队 ： 《陕《考古》 １ ９８７年第８期。

西长安县沣西新 旺村西周制骨作坊遗址 》 ， ［
２ ３

］ 中 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沣西发掘队 ：

《考古》 １ ９９２年第 １ １期 。《 １ ９７９￣ １ ９ ８ １年长安泮西 、 沣东发掘简报 》
，

［ ６ ］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沣西发掘队 ： 《陕《考古 》 １ ９８６年第３期 。

西长安县沣西新旺村西周遗址 １ ９ ８２年发掘简Ｐ４
］ 中 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沣西发掘队 ： 《陕西长安

报 》 ， 《考古 》２０ １ ２年第５期 。鄠县调查与试掘简报 》 ， 《考古》 １９６２年第６期 。

［
７ ］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丰镐队 ： 《西安市Ｐ５

］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丰镐队 ２０ １ ２年钻

长安区冯村北西周时期制骨作坊 》 ， 《考古 》探资料。

２ ０ １４年第 １ １期 。［
２６

］ 何毓灵 ： 《殷墟手工业生产管理模式探析》
，
见

［
８

］
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丰镐考古队 ： 《 １ ９ ６ １

￣６ ２《三代考古 》 （四 ）
， 科学出版社 ，

２０ １ １年 。

年陕西长安沣东试掘简报 》 ， 《考古 》 １ ９ ６３年第［
２７

］
同

［
９ ］

。

８期 。（ 责任编辑 苗 霞 ）

［
９ ］ 马萧林 ： 《关于中国骨器研究的几个问题》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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