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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古代社会虽然是一个农业社会，但工商业同

样发挥着重要的作用 ，人们的衣食住行 、国家的战争

与祭祀都离不开手工业生产和物品的交流 。 《周礼·

考工记 》记述周代至少存在木工 、金工 、皮革 、染色 、

刮磨 、陶瓷等六大类 30 个工种 ，各工种分工细密 ，涉

及制车 、兵器 、礼器 、钟磬 、练染 、建筑 、水利等不同生

产行业①。

由于文化遗存的残缺性和考古发现的局限性，考

古发现的手工业作坊遗存是有限的 、片面的 ，比如 ，

许多手工业行业 ， 如制车 、 髹漆等作坊迄今尚未发

现 ，一些已发现的手工业作坊遗存 ，如铸铜 、制陶等 ，

也仅是某些生产活动环节的遗存 ， 我们难以从遗存

中直接看到每种手工业活动过程中的全部细节和古

代工匠的行为 、观念 。 对手工业生产的组织 、管理和

产品的分配 、流通情况 ，物质形态的手工业作坊遗存

更是难以直接呈现 ， 需要我们从多个角度结合其他

史料和学科理论进行研究。

下面，我们以丰镐遗址为例来看———西周时期的

手工业作坊考古都有哪些发现 ？ 这些遗址反映出手

工业作坊与聚落是一种怎样的关系 ？ 今后的城市手

工业考古应该如何推进？

一 手工业作坊遗址的主要发现与
研究成果

丰镐遗址由丰京和镐京两部分组成，两者以沣河

为界 ，镐京遗址位于沣河以东 ，丰京遗址位于沣河以

西。 迄今为止，丰镐遗址范围内发现的手工业作坊遗

址包括以下几大类②。

（一）铸铜作坊遗存

迄今，丰镐遗址内发现的铸铜遗存只有沣西马王

村和张家坡两个地点 ， 沣东镐京遗址范围内的铸铜

作坊迹象仅有花园村东钻探时发现的铜炼渣 （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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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1956—1957 年在张家坡早期居址中发现了 4 件
陶范和 1 件铸口余铜 ，均为车马器范 ，包括 1 件十字

形四通铜泡的内模 ，1 件长方形铜泡的内模 ，2 件小
铜泡的外范。

1960 年春， 在马王村 H10 出土 26 块铜器陶范 ，

图一 丰京遗址铸铜遗存分布图

图二 马王 H10 出土铜簋外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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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辨出器形的有簋的外范一块 ， 花纹以夔龙纹为

主题，雷纹为地，时代为西周早期（图二）。

从目前资料看，以上两个地点的铸造铜器种类似

有不同 ，张家坡地点主要为车马器 ，马王村地点为礼

器，似乎反映出某种作坊之间的分工。

（二）制骨作坊遗存

丰京遗址内共发现五处制骨作坊遗存，分别位于

马王村东 、曹寨东北 、张家坡村东 、新旺村西南和冯

村北（图三）。

1956—1957 年 ， 在张家坡村东第一发掘地点早

期居址及其附近发现制骨遗存 ，出土骨角器成品 、半

成品 、废品以及大量作为原料用的鹿角和兽骨等 ，制

骨工具有磨石 。 加工的骨器产品主要是骨角镞和骨

笄，以及骨针和骨锥等。

1957 年秋和 1959 年秋， 在长安、 户县考古调查

中 ，在马王村东和曹家寨北发现数处西周骨料坑 ，具

体资料不详 。 2012 年 ，在丰京遗址调查过程中 ，在这

一带也发现有骨料。

1990 年秋 ，在新旺村西南约 650 米处 ，紧靠冯村

砖瓦厂北取土区的东边缘清理灰坑 3 座 ， 出土骨料

约 150 千克 ，其中主要为牛骨 ，另外还有鹿角 、猪和

马骨等。 骨料以废料为主，还有坯料、下脚料、骨器半

成品、成品残件和成品等。 制骨工具发现有铜凿。 骨

器产品以骨笄最多 ，另有骨针 、骨镞 、骨铲和骨锥等 。

时代为西周晚期。

2011 年和 2013 年， 在冯村北约 200 米的土壕及
其附近进行了两次发掘 ， 共清理灰坑 15 座和墓葬 1
座 ，出土骨料 300 千克以上 ，经初步鉴定 ，骨料包括

牛和马的肱骨 、桡骨 、尺骨 、掌骨 、股骨 、胫骨 、跖骨和

肩胛骨 ，以黄牛骨骼为主 ，马骨占一定的数量 ，鹿角

发现较少，偶见水牛骨骼。 与晚商时期的制骨作坊出

土骨料相比 ，该作坊用于制骨的马骨比例明显加大 。

出土废料包括肢骨的关节部位 、 取下坯料后其他不

规则部位的骨干废料与边角废料、坯料的残件。 制骨

图三 丰京遗址制骨作坊遗存分布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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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五 张家坡、新旺和冯村出土制骨工具

图四 冯村北制骨作坊遗址出土骨器

遗物包括骨器半成品与半成品的残件 、 骨器成品或

其残件、废品。 制作骨器的工具有砺石和铜锥。 骨器

产品包括骨笄 、锥 、镞 、签 、耳勺等 ，但从半成品来看

大宗是骨笄③。 另外在灰坑中还发现板瓦残片 ，推测

原来附近可能有较高等级的房子 。 遗址的分布范围

在 9000 平方米以上， 年代为西周晚期偏早阶段 （图

四、图五）。

镐京遗址内发现的制骨遗存包括白家庄北、落水

村西 、 落水村北一带西周文化堆积层中的制造骨器

遗存④。 除磨石以外，主要是大量的有锯痕、錯痕或削

痕的骨头和骨料 ，多是牛骨 ，也有少许鹿角和其他种

类的兽骨。 半成品骨器只有锥一种，不过堆积层内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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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六 丰京遗址陶窑分布图

土了铲、镞、锥、簪等骨器。

通过对以上制骨作坊内各种遗迹、 遗物的分析 ，

我们可以看出 ，骨器生产大致包括选材 、取料 、坯料

成形、坯料细加工和制成成品等一整套制骨工序⑤。

第一步，选料。 所取骨材一般是大型动物的四肢

骨 ，如股骨 、肱骨 、尺骨和桡骨等 ，及鹿角 、肩胛骨等 。

这些骨材一般粗壮顺直 ，壁厚 ，骨质紧密 ，易加工且

利用率高。

第二步， 初步裁割骨料。 根据骨骼形状不同，裁

割方式略有不同 。 总的原则是留下规则顺直的密质

骨部分，裁割掉不规则或含松质骨较多的部分。 四肢

骨一般是除去两端关节的部分，留下骨干部分。 鹿角

一般是锯掉根部 、枝叉和尖部 ，留下中间部分 。 肩胛

骨一般是裁切边缘部分，留下骨质厚的部分。

第三步，在初级坯料的基础上切割为成器需要的

坯料 ，再根据需要制作器物的形状 、尺寸将初级坯料

切割成需要的坯料。 有时候需要几次裁切。

第四步， 按照需制作骨器的长度、 粗细等要求 ，

通过刮削、锯锉制成骨器雏形。

第五步 ， 通过对坯料进行钻孔 、 打磨等精细加

工，制成骨器。

制作骨器的工具至少有以下几种 ：锯 、刀等切割

工具，铜锥等钻孔工具和磨石等打磨工具。

（三）制陶作坊遗存

迄今在丰京部分共发现陶窑 70 余座 ， 经过考古

发掘的有 15 座。 其中，在大原村南，东距冯村北制骨

作坊遗址约百余米处发现陶窑 29 座 。 结合制骨 、制

陶作坊的发现 ， 大原村与冯村之间的地带似为西周

晚期丰镐手工业作坊聚集区（图六）。

1955 年，在客省庄西周晚期地层中曾发现一些残

瓦片 ，还发现一些尚未烧制的瓦坯 ，发掘者认为这里

有专门烧制陶瓦的手工业作坊。 1955—1957 年，在张

家坡村东晚期居址中发现陶窑 7 座和陶压锤 13 件⑥。

1982—1984 年，在客省庄西南、马王村北的十一号、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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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七 1992 年马王火车站西南陶窑 Y1 和 Y4 平剖面图

二号夯土基址周围钻探发现西周陶窑 6 座 ， 并清理

了其中 3 座 。1987 年 ，在张家坡村东南沣河毛纺厂排

污渠旁边发掘陶窑 1 座 。1992 年 ，在西户铁路马王镇

火车站西南发掘陶窑 4 座 。 其中 ，Y4 为竖式陶窑 ，由

火门 、火膛 、窑箅 、窑室四部分组成 ；Y1 为横式陶窑 ，

由火门 、火膛 、窑室 、火道 、出烟口几个部分组成 （图

七 ）⑦。 1986 年 ，在客省庄铁路以北七队砖厂钻探发

现陶窑 1 座 。1987 年 ，在张家坡沣河毛纺厂清理西周

晚期陶窑 Y1，其操作坑内陶片绝大多数是夹砂灰陶
绳纹鬲 ，其中有一些烧流的残器 ，仅以 3 足为一件陶
鬲计 ，至少有陶鬲 83 件 ，这座陶窑应该主要烧制陶

鬲⑧。 1991 年 ，在马王村宅基地钻探发现陶窑 8 座 。

1991 年 ， 在马王火车站以北土壕钻探中发现陶窑 5
座 。 1995 年 ，在马王新兴造纸厂钻探发现陶窑 1 座 。

2012 年 ，在大原村东和新旺村南各发现陶窑 1 座 ，在

大原村西南钻探发现陶窑 29 座 ，在沣毛厂和畜牧站

之间土壕东崖发现陶窑 2 座 ， 在马王健身广场东北

土壕东北角发现陶窑 1 座 。2013 年 ，在大原村东南钻

探发现陶窑 2 座 ，在曹寨西北钻探发现陶窑 6 座 。

2017 年至今 ， 在大原村西南大型制陶作坊遗址

发掘了陶窑十余座 ，发现大量细砂石 、泥坯 、陶垫 、纺

轮 、陶丸等与制陶相关的遗物 。 从产品看 ，都是夹砂

褐陶疙瘩鬲 。 可以初步确定这是一处西周晚期专门

烧制夹砂红陶疙瘩鬲的制陶作坊遗址⑨。

在镐京遗址 ，陶窑址的分布也很广泛 ，迄今在上

泉村东 、普渡村北 、白家庄村北 、洛水村等 6 个地点
共发现陶窑 47 座 （图八 ）。 其中 ，在洛水村西暴露出

陶窑十几座 ，发掘了 6 座 ，应是西周晚期的陶窑群 。

在 Y5 等 6 座陶窑中 ，窑室和操作坑的灰土中包含大

量陶片 ，其中有很多废品残片 ，以及少许未经烧制的

器皿陶坯 。其中陶片种类最多的是盂和罐 ，其次是豆

和瓦 ，最少的是鬲和瓮 。 此外 ，陶窑中还有大量烧结

的板瓦碎片 ， 该窑址群北距洛水村西边的西周大型

夯土基址约 100 米 ， 表明镐京的宫室建筑用瓦是在

宫室所在地附近制作生产而不是从较远的地方运来

的⑩。 1980—1981 年在斗门公社砖瓦厂高地局部钻探
出古窑址 15 处 ， 从窑的结构和出土器物的残件看 ，

有折腹盆等輥輯訛。1983、1985 年在上泉村东 、普渡村北清

理 Y1、 Y2、 Y3、Y4、 Y5 五座陶窑 ， 以西周晚期为

多 ，少数属于西周中期或偏早 。 Y1 和 Y2 两窑中 ，包

含物以盆 、罐最多 ，豆最少 ，还间出有盆焙烧之前的

泥坯残片輥輰訛。 2012 年普探发现陶窑 6 座 ，调查发现 3
座窑址 。 2013 年勘探发现陶窑 3 座輥輱訛。 在花园村东街

地点发掘陶窑 3 座輥輲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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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地来说，丰镐遗址的陶窑可分为升焰窑和半倒

焰窑两种类型 ， 而且这两种类型的陶窑有共存于同

一制陶作坊的现象 ， 比如大原村南大型制陶作坊遗

址即可见到升焰窑与半倒焰窑共存一处 ， 甚至共用

一个操作间的现象 ， 显示丰镐都城内多种烧陶技术

和传统同时共存。

二 初步认识及其启示

通过以上的考古发现与研究，我们对丰镐城市内

的铸铜 、制陶 、制骨等手工业作坊的分布及制陶 、制

骨手工业的工艺流程和技术水平有了基本的掌握。

我们对丰镐手工业作坊遗址与都城聚落的关系

也有了一些初步认识。 其中，铸铜作坊虽然仅在马王

村与张家坡村东的灰坑内发现有少量陶范碎片 ，但

从其位置来看 ， 均位于丰京遗址北部宫殿基址区附

近。 同样，宫殿等高等级建筑用瓦的生产也是就近烧

制 ， 如在镐京遗址落水村西南发掘的烧制板瓦的陶

窑和在丰京客省庄一带发现的制瓦遗存 ， 这一点与

汉唐时期相似。 它们的分布位置与一般制陶、制骨作

坊遗址不同 ， 这种现象说明这类特殊手工业作坊可

能的官营性质，以满足所谓“宗器不鬻”的需要。

制骨作坊和制陶作坊一方面发现多， 分布广 ，基

本位于灰坑密集区，似是从属于各居民区。 这一现象

可能暗示了制造骨器 、 烧制陶器等满足人们日常所

需的手工业为各家族所掌握 ， 或者是由家族内的个

人经营 ，主要是满足各居民区自身的需要 ，与青铜铸

造业不同 。 另一方面 ，在西周晚期 ，丰镐遗址内的大

型手工业作坊也有集中分布的现象存在 ， 如冯村北

制骨作坊和大原村南制陶作坊分别是丰镐遗址内最

大的制骨 、制陶作坊 ，两者毗邻而居 ，分布在相对集

中的区域内。 同时，大原村南制陶作坊的产品还有单

一化、专业化生产现象。 这种既有分散存在又有集中

分布的现象 ， 显示丰镐都城遗址内手工业作坊生产

与管理的复杂性。

图八 沣东镐京遗址陶窑分布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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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丰京内常见夹砂陶器生产而镐京内常见泥

质陶器生产的差异现象所反映的是两地原料优势的

差异还是专业化分工的不同？ 我们认为，一些手工业

作坊的位置应与产品使用场所和产品消费者 ， 以及

原料产地优势有关 ， 如烧瓦的陶窑分布于大型建筑

基址附近 ，便于产品的运输 、使用 ；以生产夹砂分裆

陶鬲为主要产品的大原村南制陶作坊位于灵沼河河

道边 ， 便于获得烧制夹砂陶鬲所需的原料———河底

淤泥。

尤其值得注意的是，通过丰镐遗址制陶手工业的

考古发现与研究 ，我们看到 ，西周时期同一文化区域

内的不同遗址的制陶作坊的产品及其消费范围存在

差异 ， 不同遗址的制陶作坊有自己的产品特色和生

产传统 ，显示出当时已经存在某种 “窑系 ”輥輳訛现象 。 比

如 ， 大原村南大型制陶作坊的主要产品为红色夹砂

分裆陶鬲 ，与之相应 ，丰镐遗址地层 、灰坑中所出土

陶鬲与墓葬随葬的陶鬲中就常见这种陶鬲 ， 而同为

西周时期重要政治中心和超大型遗址的周原遗址的

陶鬲却以灰色夹砂联裆鬲为基本陶鬲品种 ， 红色夹

砂分裆鬲很少见。 例如，1983 年至 1986 年，在张家坡

西周墓地共发掘西周墓葬 390 座， 出土陶鬲 182 件 ，

其中分裆袋足鬲达 40 件以上輥輴訛。 而周原姚家墓地共

发掘西周墓葬 45 座 ，出土陶鬲全为灰色夹砂联裆鬲

和仿铜鬲 ，不见红色夹砂分裆袋足鬲輥輵訛。 这类地域与

遗址之间的差异也表现在其他陶器的生产与消费

上 ， 有学者通过研究关中地区不同西周遗址出土陶

器的形制特征 ，发现 “整个关中地区西周时期陶器的

特征和变化趋势虽然有较强的一致性 ， 但在诸多细

节特征上存在较大的差异 。 在陶鬲的乳丁 、扉棱 、旋

纹 、沿部特征 、足部特征 ，陶簋和盆的纹饰特征 ，陶豆

的纹饰特征等多个方面 ， 丰镐和少陵原都表现出比

较明显的一致性 ， 却与关中西部的周原等遗址表现

出较大的差异，应该是一种地域差异的表现。 ”“地域

性的差异既存在于大的地理范围 ， 又存在于不同的

聚落之间。 ”“不同聚落的制陶工匠在自己主观意愿、

所在聚落使用者意愿的共同影响下 ， 逐渐形成和巩

固了自身的风格 。 ”“陶器制作层面的差异在西周时

期的关中地区是广泛存在的 ， 导致这种差异的原因

可能非常复杂 ，地域 、族群 、等级 、性别以及其他原因

导致的生产者和使用者主观意愿导致的差异从不同

的层面影响着陶器自身的特征。 ”輥輶訛

这种陶器之间的差异反映的应是两个都城内的

居民各有自己的制陶产业和生产传统 ， 属于不同的

“窑系 ”。 每个 “窑系 ”及其制陶作坊的产品各有自己

的消费范围和使用人群 ， 即主要在自己所在的聚落

及其附近地区。 正是因为这种“窑系”的存在，以陶器

的异同作为辨别 、 区分古代民族认同体或国家政治

体的标准是缺乏科学依据的 ， 正如我们不能以不同

窑系的瓷器产品为标准来区分历史时期的不同民族

与王朝政权。

三 新探索：从操作链到聚落考古与社会史
视野下的城市手工业考古

手工业考古操作链研究思路将手工业考古由具

体遗迹现象的发掘 、 研究发展到手工业作坊遗址的

整体发掘与研究 ， 即研究手工业的各个操作环节以

及与各操作环节相关的遗存现象 。 操作链研究思路

要求我们仔细收集各种遗物 ，如陶坯 、残次品 、陶片

等 ， 区分各种灰坑的原始功能和灰坑内堆积的性质

与形成原因 ，分析整个作坊区每一处遗迹的功能 、性

质及其在作坊区的作用 ， 通过分析不同灰坑内遗物

的异同来分析其产生的不同原因和人类行为 ， 重建

手工业生产的全过程。

操作链工作理念改变了过去仅仅以单个遗存 ，如

陶窑 、灰坑及其堆积为目标的发掘 ，不仅重视每个具

体遗存的发掘与研究 ， 同样关注不同遗存之间关系

的探讨 ，将每一处遗迹 、每一件遗物放在古人手工业

活动过程中去理解 ， 探讨整个作坊区内遗迹与遗迹

之间 、遗物与遗物之间 、遗物与遗迹之间的关系 ，进

而探讨手工业工人的行为过程。

我们认为 ，在操作链工作理念的基础上 ，城市手

工业考古下一步应该向聚落考古与社会史视野下的

城市手工业考古方向展开新探索 ， 至少应在以下几

方面开展研究。

首先 ，从聚落考古的视角 ，将手工业作坊遗址置

于聚落结构布局中去研究手工业与城市聚落的关

系 ，即手工业作坊遗址在聚落中的地位与作用 ，手工

业生产与聚落居民日常生活 、 经济活动以及社会政

治活动之间的关系等等 ， 进而从考古资料研究商品

生产和流通在古代城市中的作用与地位。

柴尔德 、张光直等学者曾总结中国与西亚 、埃及

和欧洲之间古代城市特征与社会作用上的差异 。 例

如 ，张光直说 ：“中国初期的城市 ，不是经济起飞的产

物 ，而是政治领域中的工具 ，但与其说它是用来压迫

被统治阶级的工具 ， 不如说它是统治阶级用以获取

和维护政治权力的工具 。 ”“中国早期城市一出现就

是带有政治性的，经济不是其主要内容。 这是中国早

期城市的一个特点 ，与欧洲的不一样 。 ”他的观点是

否合理？ 在中国古代不同时期、不同区域文化的城市

聚落中 ， 作为商品生产基地和流通中心的功能到底

如何？ 手工业生产到底占据着怎样的位置？ 发挥着怎

样的作用？ 从手工业生产与商品流通的角度看，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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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古代城市的功能有何差异 ？ 古代社会的政治与经

济关系到底如何？ 反映出一个怎样的社会特征？ 这些

问题都有赖于新理念指导下的城市手工业考古发现

与研究成果来提供答案。

其次，由个别的具体的遗迹现象发掘到聚落考古

思维下的作坊遗址整体性发掘 ， 如从单纯的制陶技

术与工艺过程研究到社会环境背景下的制陶工业及

其社会角色、运行过程的全方位探索。 利用多学科手

段探索工匠的生产生活状况 ， 并进而探讨手工业生

产的社会组织 、管理和原料的来源 、产品的分配与交

换等各方面情况 ，实现由物见人 ，由考古现象探讨古

人的行为 、社会组织与观念等史学目标 ，而不仅仅局

限于工艺技术层面的研究。 比如，可以从制陶作坊区

产品与一般遗址区 、墓葬出土陶器的器形 、岩相等的

异同来研究陶器产品的服务对象 、流通情况 ；从坯料

看陶泥 、夹砂等辅料的来源 ；从生活遗存探讨工匠身

份是业余生产抑或专业化生产 ？ 是季节性生产抑或

全年生产？ 工匠日常生活如何？ 制陶、制骨与铸铜工

匠是否一样？还是各有不同？如何组织、管理生产？是

官营还是民营？ 是家族组织还是社会化生产？ 陶器、

骨器生产与青铜器生产的异同何在 ？ 产品消费与覆

盖范围多大？ 如何流通，是市场化的自由交换还是组

织化的分配与赏赐？ 物物交换还是通过特定中介物，

如货币的交换？ 等等。

要实现这些目标，我们所关注的对象与信息来源

就不能仅仅限于物化的古代遗迹 、遗物上 ，还包括遗

迹遗物之间的时空关系分析和更深层次 、 更全面的

多学科整合研究 。 我们不仅要弄清楚与作坊有关的

各种可见的遗迹 、遗物 ，更要分析遗迹遗物形成过程

和它们彼此之间的行为关联 ， 进而分析其背后的人

类行为及其目的。

第三 ， 与上述目标相对应的是手工业作坊遗址

考古发掘报告在形式 、内容上的创新 ，即必须突出问

题意识和学术思考 ， 真正体现多学科合作从提出问

题 、假说 ，到通过田野考古获取材料与得到解释 ，再

到验证或修正假说与解释的整个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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