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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原始瓷器是中国陶瓷发展的重要阶段，山东是北方原始瓷器主要发现地区之一。原始

瓷器在商代中期随商王朝经略东方而传入山东，在殷商贵族间使用。西周的统治者将由南方生产的

原始瓷器分配给各个诸侯国的贵族，其中殷遗民占有较大比例。西周晚期，周王室衰落，对南方的控

制力变弱，外来的原始瓷器变得罕见。春秋末期，越国逐步崛起，北上逐鹿中原，与山东诸国交流增

多，原始瓷器作为越文化的代表性产品重新出现于山东地区。战国早期以后，越国渐渐衰亡，原始瓷

器也随之在山东地区消失了。随着西汉王朝统治逐步稳固，国家经济不断复苏，越地的原始瓷器生产

重新繁荣，原始瓷器又重新传入山东，但此时的使用者已经不局限于贵族阶层，其社会功能也发生了

转变，更多是作为重要商品被销售到山东地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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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始瓷器是对处于发展初级阶段瓷器的称

呼，它出现于夏代晚期，商及西周时期遍及南北，

西周中期以后北方少见，而南方继续发展，最终

在东汉时期发展成为成熟瓷器。山东是北方原始

瓷器主要发现地区之一，亦是北方最早烧造瓷器

的地区之一，在北方陶瓷发展史上有重要地位。

近些年山东地区新发现了不少原始瓷器，因此，

本文依据考古发掘资料，结合已有的研究成果，

对山东地区原始瓷器发现情况及相关问题进行

初步探讨。

一、原始瓷器发现概况

山东地区最早的原始瓷器出自商代中期的

济南大辛庄遗址，1955年勘查发现有原始瓷豆

（勘察纪要称“簋”）、碗等残片，1984年秋发掘出

土原始瓷片共 17片，器形可辨者有长颈大沿尊、

折肩尊、罐、豆、广肩瓮［1］。商及西周时期还有滕州

前掌大墓地出土原始瓷豆 31、罍 6、罐 2、尊 1、釜 1
件［2］，益都苏埠屯M2出土原始瓷豆 1件［3］。1963
年临沂苍山县一座窖藏中发现原始瓷罐 1件（报

告称“釉陶罐”）［4］。2003年在滨州阳信县李屋遗址

商代遗存中也曾发现原始瓷罍残片，但尚未公布

详细信息［5］。济阳刘台子遗址M3、M4、M6共出土

原始瓷豆 2、器盖 1、罍 1件；在M2所在台地的东

南端，曾发现一批文物，其中有原始瓷罐 1件［6］。

1982年滕县庄里西西周铜器墓出土原始瓷罍 1件
（报告称“罐”）［7］。1989年临淄河崖头村西周墓

M102出土原始瓷豆2件［8］。

山东地区尚未发现春秋时期的原始瓷器，所

出原始瓷器均属于战国早中期。

曲阜鲁国故城遗址M52和M58各出土原始

瓷罐 2件［9］。邹城邾国故城遗址西岗墓地M1出土

罍 2、钵 3、碗 2件［10］。滕州大韩东周贵族墓地其中

两座墓葬出土有原始瓷杯［11］。滕州庄里西遗址的

一座战国墓葬内出土原始瓷罍2件［12］。

汉代原始瓷器以青岛地区发现最多，主要有

土山屯墓群［13］、城阳区玉皇岭汉墓［14］、廒上村汉

墓［15］、殷家庄汉墓［16］、唐家莹遗址［17］、城阳文阳路

汉墓［18］、胶州盛家庄汉墓［19］、莱西县董家庄西汉

墓［20］、西海岸新区一带［21］等，其他在滕州市染山

西汉画像石墓［22］、封山汉墓［23］、临沂沂水县牛岭

埠东汉墓［24］、济宁微山县微山岛汉墓［25］、海阳市

开发区西汉墓［26］、栖霞市观里汉墓［27］、日照市大

地域文明

山东地区出土原始瓷器及相关问题探析

么 彬 张 冲

（淄博市博物馆 山东淄博 255000）

119



山东地区出土原始瓷器及相关问题探析

古城汉墓［28］以及临淄一带［29］等也有发现。器形有

壶、瓿、瓶、罐、钫、鼎等。

二、发展阶段与时代特征

山东地区出土原始瓷器的发展主要包括商

代中期，商代末期至西周中期，战国早中期和西

汉中期至东汉早期四个时段，下面分别介绍每个

时段的组合种类和特点（表一）。

（一）商代中期

胎多呈灰色、深灰色，胎质坚硬，羼有细小砂

粒，烧成温度较高；釉呈绿色、黄色、蟹青色等，釉

表一// 山东地区出土原始瓷器典型墓葬统计表

时代

商代末期至

西周中期

战国早中期

墓葬

前掌大BM3

前掌大BM4

前掌大M13
前掌大M30

前掌大M109

前掌大M119

前掌大M120

前掌大M124

前掌大M222

前掌大ⅠM104

前掌大ⅠM105
济阳刘台子M3
济阳刘台子M4

济阳刘台子M6

滕县滕侯铜器墓

临淄齐国故城河

崖头村M102
曲阜鲁国故城

M52
曲阜鲁国故城

M58
邾国故城西岗墓

地M1

墓葬面积

（平方米）

26

50

3.4
4.8

15

7

7

5

14

7

10
10
10

25

12

5

33

33

28

特殊葬俗

腰坑、殉狗、殉人

腰坑、殉狗

腰坑、殉狗

腰坑、殉狗

腰坑、殉狗

腰坑、殉狗、殉人

腰坑、殉狗

腰坑、殉狗

殉狗

腰坑、殉狗、殉人

腰坑、殉狗

腰坑、殉狗

腰坑、殉狗

重要随葬品

陶容器、铜车马器、玉器

印纹硬陶、玉器、铜车

马器

陶容器、铜礼器、玉器

陶容器、铜礼器、玉器

陶容器、印纹硬陶器、

玉器

陶容器、印纹硬陶器、铜

礼器、玉器

陶容器、铜礼器、印纹硬

陶器、玉器

陶容器、玉器

陶容器、铜车马器、印纹

硬陶器、玉器

陶容器、铜器、印纹硬

陶器

铜器、玉器

玉器、铜器

陶容器、铜容器、玉器

铜容器、玉器

铜容器

陶容器、铜容器、兵器、

玉器

陶容器、铜容器、玉器

陶容器、印纹硬陶、玉

器、漆器

原始瓷器（件）

罍1、豆10、尊
1、罐1

豆3

豆1
豆1

罐1

豆2

豆5

罍1

豆1

罍1、罐1、豆3

罍2、豆5
豆2
器盖1

罍1

罐1

豆2

罐2

罐2

碗2、钵3、罍2

原始瓷器摆放位置

内椁和外椁北部

盗洞中

头部，与铜礼器一起

棺的南部，与铜礼器一起

墓主人头部左右两侧

头箱内，与铜礼器一起

棺南侧

盗洞中，头端北部

盗洞中

头端，棺椁之间，与铜礼器一起

墓室北端

头端，北部二层台，与铜礼器

一起

肩部有铜污染痕迹，可能与铜

器摆放在一起

头端，北部二层台，与铜器一起

椁西南角

椁的东面

器物箱和盗洞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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层较薄，多施釉不匀；表面装饰有方格纹、叶脉

纹、弦纹、竹叶纹、连续双钩 S纹等。已知器形有长

颈大沿尊、折肩尊、罐、豆、广肩瓮、簋、碗等。如大

辛庄原始瓷尊 2H107︰1，大口卷沿，口部一圈凸

棱。施蟹青色釉，釉层较薄。口径 18、存高 4.6厘米

（图一︰1）。

（二）商代末期至西周中期

商代末期至西周中期原始瓷器总体特征一

致，胎多呈灰白色，部分青灰色，胎质坚硬。釉有

豆青色、灰绿色、黄绿色等，多施釉不匀，釉层较

续表

时代

西汉中期至

东汉早期

墓葬

滕州市染山西汉

画像石墓M1

微山县西汉画像

石墓M18
土山屯墓群

M147
土山屯墓群

M148
微山县微山岛汉

墓M47
莱西县董家庄西

汉墓M2
土山屯汉墓M13
廒上村汉墓M1

殷家庄汉墓M1

黄岛唐家莹遗址

M1
城阳文阳路汉墓

M3
胶州盛家庄汉墓

M16
胶州盛家庄汉墓

M8
城阳玉皇岭汉墓

M5
土山屯汉墓M8
土山屯汉墓M5
土山屯汉墓M11
殷家庄汉墓M3
栖霞市观里汉墓

墓葬面积

（平方米）

56

6

23

13

1.9

8

5
17

12

4

6

4

4

2.85

15
7
8
5
6

特殊葬俗 重要随葬品

陶器、铜车马器、玉器、

玉衣

陶器、铜器

铜印、玉器、漆木器

漆木器

陶器

铜器、玉器、漆器

陶器、铜镜

陶器、釉陶器、漆器

陶器、印纹硬陶器、铜

镜、漆器

陶罐

陶罐、铜镜、铜带钩、铜

刀、铜剑

铜钱

漆器

漆木器

陶器、铜镜

陶器、铜镜

铜镜、铜钱

陶器、漆器、铜钱

原始瓷器（件）

瓿1、大壶2、小
壶2、瓶1、器
口1

瓿1、壶4

壶5

壶5

壶1

壶3、瓿1

壶3
壶10

壶5、罐2、钫1

壶1

壶1

壶2

壶2

壶2

壶2
壶2
壶1
壶2、瓿2
壶2

原始瓷器摆放位置

散落于前室、后室、南侧室

东西椁室壁龛内

西侧器物箱内

东侧壁龛内

足箱内

墓室西南角

北侧器物箱内

南北边箱内

墓室西南角

北端，棺椁之间

北端，棺椁之间

棺外东南角

东侧壁龛内

头箱内

南侧器物箱内

墓室北侧

墓室北侧

西侧器物箱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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薄，常见流釉现象。装饰有弦纹、方格纹、附加堆

纹、三角纹、瓦棱纹等。器形有豆、罍、罐、尊及器

盖等。

豆 据口部不同可分三型。

A型 直口，折肩，矮喇叭状圈足。前掌大

M119︰47，口沿下饰三道弦纹，盘内外均施豆青色

釉，圈足无釉。口径 15.8、底径 9、高 8.5厘米（图

一︰2）。

B型 侈口，窄折沿，深盘，圈足稍高。前掌大

BM3︰37，肩部饰三个方形鼻。通体施灰绿色釉。口

径12.6、底径6、高8.2厘米（图一︰3）。

C型 敛口，浅盘，矮圈足。前掌大 BM3︰43，
肩部饰三组方形鼻，每组两个。通体施青灰色釉。

口径16.6、底径6.8、高6.3厘米（图一︰4）。

罐 据口、肩不同分三型。

A型 侈口，斜肩，肩部双系，圆鼓腹，小平

底。前掌大ⅠM104︰12，灰白胎，内外满施青绿釉，

施 釉 不 匀 ，流 釉 明 显 。口 径 17、高 26.5 厘 米

（图一︰5）。

B型 敛口，短束颈，溜肩，球形腹，平底。前

掌大BM3︰7，肩部和腹下部装

饰有方格纹。满施豆青色釉。

口径 18、底径 11、高 25.2厘米

（图一︰6）。

C型 喇叭口，束颈，斜

折肩，平底略圜，肩颈相交处

饰 三 个 半 环 形 系 。前 掌 大

M109︰12，肩饰三组弦纹，每

组三道，在弦纹之间饰三角

纹，腹及底部饰方格纹。灰白

胎，通体施淡青色釉。口径

18.2、高16厘米（图一︰7）。

尊 敞口，长颈，鼓腹，高

圈足外撇，肩部有三系。前掌

大 BM3︰46，腹饰乳丁及两周

弦纹，上弦纹上下饰有同向斜

划纹。通身施灰绿色釉。口径

21.5、底 径 12、高 22.5 厘 米

（图一︰8）。

罍 依腹部不同，可分

两型。

A型 侈口，斜折肩，肩

附双系，弧腹，圈足外撇，器身

较宽矮。前掌大 IM105盗︰6，
圈足内底刻划“の”形刻记，肩

及 内 沿 施 灰 绿 釉 。口 径 25.2、高 25.3 厘 米

（图一︰9）。

B型 器身比例较修长。前掌大BM3︰3，系的

两侧各饰一圆饼，另饰对称的两个圆饼。肩部两

周弦纹之间饰三角形纹。通体施灰绿色釉。口径

16、底径11.3、高22厘米（图一︰10）。

随葬组合以豆为主，多数墓葬仅单独随葬

豆，个别随葬罍或罍、豆。出土最多者是前掌大

BM3，共出豆10、罍1、尊1、罐1件。

（三）战国早中期

多为灰白色胎，釉呈黄绿色者多，釉面光亮。

纹饰有 S形刻划纹、竖条纹、弦纹等。器形有罐、

罍、碗、钵、杯等。

罐 敞口，矮领，圆肩，腹斜收，平底，有的肩

部饰两个兽首衔环形钮。鲁国故城M58︰105，施青

黄色釉。口径12.8、高13.6厘米（图二︰1）。

罍 直口，宽肩，弧腹，平底内凹，肩部有两

个半环形钮。滕州庄里西遗址出土罍，口径 18、高
21.5厘米（图二︰2）。

钵 子口微敛，弧腹斜收，平底。邾国故城

图一// 商、西周时期山东出土原始瓷器

1、8.尊（大辛庄2H107︰1、前掌大BM3︰46） 2.A型豆（前掌大M119︰47）
3.B型豆（前掌大BM3︰37） 4.C型豆（前掌大BM3︰43） 5.A型罐（前掌大ⅠM104︰12）
6.B型罐（前掌大BM3︰7） 7.C型罐（前掌大M109︰12） 9.A型罍（前掌大ⅠM105盗︰6）

10.B型罍（前掌大BM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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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1D2︰05，浅灰色胎，青黄色釉。口径 10.3、底径

5.2、高6.7厘米（图二︰3)。
碗 敞口，斜腹，平底。邾国故城M1︰8，内壁

饰两周凹弦纹。浅灰色胎，青黄色釉。口径 8、底径

4.8、高4厘米（图二︰4）。

此时的原始瓷器在器形及釉色方面与晚商

至西周时期相比发生了巨大转变。战国时期由于

出土数量较少无法确认组合形式。

（四）西汉中期至东汉早期

胎多呈灰白色，胎质坚硬，胎釉结合紧密。釉

有青绿色、黄绿色、灰绿色等，多施半釉，未施釉

部分多呈红褐色。纹饰以弦纹、波浪纹、水波纹、

瓦棱纹、叶脉纹、锯齿纹等常见，个别变体龙纹、

鸟纹，有的器耳装饰有兽首纹、垂环纹。器形有

壶、瓿、罐、瓶、钫、鼎等。

壶 根据口部不同可分为二型。

A型 敞口。根据腹部又可分为三个亚型。

Aa型 长颈，溜肩，鼓腹，平底或圈足，肩部

多有一对系。土山屯M147︰1，口沿及颈下各饰一

周凹弦纹，颈下部饰数周波浪纹，肩及上腹饰凸

弦纹，下腹旋出瓦棱纹。耳饰叶脉纹，其上贴附云

纹。灰白色胎，内口沿、肩部及系施青绿色釉，未

施釉处呈赭红色。口径 15.3、底径 14.2、高 33.4厘
米（图三︰1）。

Ab型 形制与Aa型相似，唯腹略收，整体较

修长。染山汉墓M1︰4-1，颈下部饰波浪纹，上腹饰

三组弦纹，下腹瓦棱纹。腹上部施豆青色釉。口径

12.8、足径11.4、高28厘米（图三︰2）。

Ac型 形制与Aa型相近，腹部较鼓。土山屯

M8︰1，双系为叶脉纹柄下有圆环。口沿及颈部饰

波浪纹，上、下各有两道凹弦纹，耳上、下及中腹

部饰凸弦纹。口径 16、足径 18.8、高 40.4 厘米

（图三︰3）。

B型 盘口。又可分为二亚型。

Ba型 短束颈，溜肩，肩部双系，鼓腹，圈足

或平底。土山屯M147︰4，盘口外壁饰两道凹弦纹，

颈部两道弦纹间饰波浪纹，双系上饰叶脉纹，腹

部旋出多道瓦棱纹。口沿内及肩部施青釉。口径

11.4、底径12.5、高31厘米（图三︰4）。

Bb型 长束颈，溜肩，肩部双系，腹扁鼓，平

底。殷家庄M3︰4，系上部饰凹弦纹，腹部旋出数道

瓦棱纹。口径5.2、底径7、高14.6厘米（图三︰5）。

瓿 小口，平沿，鼓腹，平底，肩部贴塑兽面

形双系。微山西汉墓M18︰1，肩、腹部饰三组弦纹，

每组三周。口沿及上腹部施青绿釉。口径 9、底径

17、高31厘米（图三︰6）。

长颈瓶 直口，圆柱形长颈，溜肩，鼓腹，圈

足。染山汉墓M1︰41，颈部饰三周波浪纹，腹上部

饰二周弦纹。腹上部施灰绿色釉。口径 6.5、足径

12.5、高32.7厘米（图三︰7）。

罐 直口，矮领，溜肩，肩部双系，鼓腹，平底

内凹。殷家庄汉墓M1︰9，肩腹有多重瓦棱纹，肩部

施 青 釉 。口 径 10.6、底 径 12.4、高 15 厘 米

（图三︰8）。

钫 方体，方口，束颈，溜肩，肩部贴塑铺首

衔环双耳，鼓腹，正方圈足底。殷家庄汉墓M1︰10，
口沿内、肩部及上腹施青釉。口边长 10.4、底边长

16、高35厘米（图三︰9）。

鼎 双立耳，鼓腹，平底，三足。青岛西海岸

新区六汪镇出土鼎，带盖，耳残，盖和器身施黄褐

釉，足不施釉。口径18、高21厘米。

此时期在器形上与以前又发生了较大的改

变，流行的均是之前不见或少见的器类，在组合

形式上也是前代所没有的。壶成为最常见的随葬

器形，基本每座墓都有出土，壶、瓿的组合形式也

时有发现。

三、相关问题探析

（一）使用阶层

大辛庄遗址是一处从商代早期晚段延续到

商代晚期的大型遗址，在商代早期晚段和商代晚

期均发现有高等级墓葬，其墓葬埋葬习俗、随葬

器物组合，以及出土的铜器、陶器、卜骨、卜甲等

图二// 战国时期山东出土原始瓷器

1.罐（鲁国故城M58︰105） 2.罍（滕州庄里西遗址） 3.钵（邾国故城西岗墓地M1D2︰05） 4.碗（邾国故城西岗墓地M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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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商王朝王畿范围相同或相近，并发现有大型建

筑基址，显然是商王朝在东方的一处高等级聚

落，应是商王朝经略东方的重要基地。结合遗址

的性质推测，遗址中发现的原始瓷器应为贵族

拥有。

除大辛庄遗址外，其他时期的原始瓷器多出

土于墓葬之中。区分墓葬等级主要依据墓葬大

小、葬具和随葬器物等信息综合判断。据表一所

列墓葬信息可推判，商代末期至西周中期，随葬

原始瓷器的墓葬主人均为贵族阶层。如济阳刘台

子M6保存完好，出土有鼎、簋、鬲、爵、觯等铜礼

器和大量陶器、玉器；前掌大BM3、BM4分别为甲

字形大墓和中字形大墓，两座墓虽然被盗，但仍

出土大量陶礼器、铜车马器、玉器等。此时小型墓

图三// 汉代山东出土原始瓷器

1.Aa型壶（土山屯M147︰1） 2.Ab型壶（染山汉墓M1︰4-1） 3.Ac型壶（土山屯M8︰1） 4.Ba型壶（土山屯M147︰4） 5.Bb型壶（殷家

庄M3︰4） 6.瓿（微山西汉墓M18︰1） 7.长颈瓶（染山汉墓M1︰41） 8.罐（殷家庄汉墓M1︰9） 9.钫（殷家庄汉墓M1︰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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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也有出土原始瓷器的，不过这些墓虽然面积

小，随葬品却很丰富，如前掌大M13、M30面积仅

三四平方米，却随葬有铜礼器、玉器等，显然墓主

人也属于贵族阶层。综合判断，此时期原始瓷器

主要为贵族阶层所使用。

战国早中期，曲阜鲁国故城遗址M52、M58均
为一椁两棺，为墓葬面积达到 30平方米的大墓，

且均随葬有陶、铜礼器及玉器等，属高级贵族无

疑。邾国故城西岗墓地M1墓室面积近 30平方米，

规模大，虽遭多次盗扰，仍出土大量陶器、印纹硬

陶器、玉器以及贴金箔漆器，说明墓主人为邾国

高级贵族。可见，这一时期原始瓷器的使用者还

是贵族阶层。

西汉中期至东汉早期，原始瓷器仍见于高等

级贵族墓中，如滕州染山西汉画像石墓M1，墓中

除随葬有铜车马器、玉器外，还发现有玉衣，文献

记载“诸侯王、列侯、始封贵人、公主薨，皆令赠印

玺、玉柙银缕；大贵人、长公主铜缕”［30］，所以该墓

主人应是诸侯一级的大贵族。此时的一大变化是

小型墓中出土原始瓷器的情况明显增多，如土山

屯汉墓M5、M13、殷家庄汉墓M3等随葬品除原始

瓷器外，仅有几件陶器和铜镜，考虑到原始瓷器

在北方的稀缺性，这些墓的主人应是小地主或富

农阶层。综上，这一时期原始瓷器不再被贵族阶

层所独占，使用范围已经下沉至平民阶层。

确认了原始瓷器的使用阶层，还可以依据其

在墓葬中的摆放位置进一步确认原始瓷器在墓

主人心中的位置，即社会功能。据表一可知，在商

代末期至西周中期，原始瓷器主要摆放于墓主人

头部附近，即头箱或棺椁之间，前掌大M119所出

两件原始瓷豆更是直接放置在墓主人头的两侧。

此时的原始瓷器还常与青铜礼器放在一起，个别

如前掌大M30，原始瓷器放在了棺的南部，即墓主

人腿部位置，也是与青铜礼器同在南部。青铜礼

器是墓主人社会身份的代表，原始瓷器与其放在

一起，可知原始瓷器与青铜礼器在墓主人心中有

着相近的位置。在战国早中期原始瓷器的摆放位

置有了一定的变化：曲阜鲁国故城M52所出原始

瓷器位于椁室西南角，与铜盘、铜锛、陶罐等放置

在一起；M58所出原始瓷器置于椁室东面，与铜

器、玉器等放在一起。邾国故城西岗墓地M1原始

瓷器则置于器物箱内。到了西汉中期至东汉早

期，原始瓷器主要出土于器物箱或壁龛之内，与

其他随葬器物放置在一起，显示此时原始瓷器的

地位和功用发生了改变，与使用阶层的变化具有

一致性。

综上所述，商周时期原始瓷器常与青铜礼器

同出，多放置于墓主人的头部位置，属于高等级

器物，为贵族阶层所独享，是墓主人高贵身份的

体现。到了汉代，原始瓷器虽然仍被贵族阶层所

使用，但是其在平民阶层中的应用变得普遍，与

商周时期的地位相比发生了质的改变，其“明贵

贱、辨等列”的功能已经弱化。

（二）使用族群

前面已经对大辛庄遗址的性质进行了讨论，

同时，该遗址还有一定的特殊性，同时存在商文

化与地方文化。由于在商王朝统治中心出土有大

量精美的原始瓷器，而当地文化发达的山东东部

地区并未发现原始瓷，所以笔者认为，大辛庄遗

址原始瓷器的出现当为商文化东扩的结果，使用

族群应为商人或受到商文化影响的土著。

商代末期至西周中期，以滕州前掌大、济阳

刘台子、滕州庄里西三个遗址为代表。

滕州前掌大商代青铜器在形制特征、纹饰内

容、组合形式等方面与殷墟所出青铜器均有较高

的一致性，西周时期青铜器与商后期的文化有较

强的继承关系，但已开始具备周文化的因素［31］。

方辉先生综合历史文献、铜器铭文以及商末周初

的政治形势和聚落形态考证前掌大墓地为薛国

墓地［32］，这也与前掌大墓地青铜器特征变化相符

合。前掌大墓地出土“史”字铭文最多，此地应是

以史族为主的墓地。史族为殷商望族，在殷墟也

发现有“史”字铜器，时代早于前掌大，推测为商

末 期 由 王 都 附 近 迁 至 此 地 ，西 周 时 期 被 封

为“薛”。

济阳刘台子所出青铜器与关中、洛阳地区所

出青铜器保持了较高的一致性，属于周文化系

统，但保有商文化的特征［33］，刘台子曾出土多件

铸有“逢”字铭文的青铜器，应属于逢国。逢国为

商代诸侯国，《左传·昭公二十年》记载：“昔爽鸠

氏始居此地，季萴因之，有逢伯陵因之，蒲姑氏因

之，而后大公因之。杜预注：逢伯陵，殷诸侯，

姜姓。”［34］

滕州庄里西村出土过多件带有“滕”字的铜

器以及贵族青铜器，该地距滕国故城仅 1.5千米，

所以庄里西遗址应是西周的滕国墓地。另外临淄

河崖头齐国贵族墓中也发现有原始瓷器。可知，

该时期原始瓷器主要出土于西周诸侯国贵族。

以上发现有原始瓷器的墓葬中多数都有腰

坑和殉狗，个别还发现有殉人，而腰坑、殉狗，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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括殉人的习俗是商人墓葬区别于周人墓葬的一

大特点。因此，上述墓葬虽多属西周早期，但综合

葬俗和随葬青铜器，出土原始瓷器的墓葬主人多

为殷遗民或受到商文化影响的贵族。

战国早中期的鲁故城遗址M52、M58同属“乙

组墓”即周文化系统，两墓并列，墓室结构和葬具

一致。M58略打破M52墓圹东壁，其中M52出土有

铜弩机、戈柲、斧、矛、箭等兵器，而M58并没有；

推测两墓墓主人为夫妻，M52为男性，M58为其夫

人；M58出土有越式青铜鼎，其墓主可能是越国贵

族之女。邾国故城西岗墓地M1位于邾国故城西

北部，时代也处于城址使用时间范围内，墓葬等

级较高，墓主人为女性，应为国君夫人，墓葬中除

原始瓷器外还发现有印纹硬陶，随葬原始瓷器和

印纹硬陶为当时越国贵族墓葬常见习俗，推测墓

主人可能也是越国贵族之女。

西汉中期至东汉早期，随着国家的统一，各

地墓葬形制和随葬器物逐渐趋同，该时期出土原

始瓷器的墓葬有几个特点值得注意：一是地域

上，以青岛为中心的鲁东南地区出土数量最多，

鲁南地区次之；二是鲁东南、鲁南地区的部分墓

葬存在随葬漆木器现象，其比例相较于山东其他

地区高；三是墓葬形式上，墩式封土墓占有较大

比例，特别是在青岛一带。墓葬中随葬漆木器是

楚地的一大特色，土墩墓是吴越文化的代表性墓

葬，山东南部在东周时期曾为吴、越、楚所统治，

长期的民族交融和文化交流，使得这一区域汉代

墓葬制度与东南地区有许多相近之处。

综上，原始瓷器在商代主要为商人贵族所

用；商末及西周早中期多使用于薛、逢、滕、齐等

周代诸侯国的殷遗民中；战国时期随原始瓷器常

伴出有其他典型的越式器物，墓主应是越国贵族

或是受到越文化影响的当地贵族；到了汉代则是

受到越、楚文化的影响而被应用于以鲁东南为中

心的广大山东地区。

（三）来源问题

河南是商王朝的统治中心，同时也是该时期

北方原始瓷器发现最多、质量最好的地区。对比

山东与河南的原始瓷器，两地原始瓷器胎釉特征

一致，器形方面，商代早中期均以大口尊为代表。

我国北方暂未发现有原始瓷窑址，现在已知的原

始瓷窑址主要集中在以江西吴城为代表的长江

中游地区和以浙江省东苕溪流域为中心的东南

地区，多位学者通过考古类型学分析以及科技手

段论证了商代早中期的北方原始瓷器来自长江

中、下游地区［35］。东苕溪流域虽然发现窑址最多，

规模最大，但是在商代早中期器形以豆、罐为主，

不见北方常见的大口尊。此时原始瓷器应是从以

江西吴城为代表的长江中游地区传入商王朝，再

由王室赏赐给各地。

商末至西周中期西安、洛阳一带的两京地区

是西周王朝的统治中心，与山东出土原始瓷器相

比，同样具有较高的一致性，如胎多为灰白色，胎

质坚硬；釉以青绿、黄绿、灰绿色为主；纹饰常见

方格纹、弦纹、附加堆纹等；器形豆占据绝对优

势；山东出土的器形在两京地区基本都有发现，

且两京地区原始瓷器出土数量更多、类型更丰

富、制作更精致（图四）。黎海超通过全面对比认

为，西周北方地区的原始瓷器主要来源于东南地

区［36］。根据前面的介绍，此时原始瓷器多出土于

西周各诸侯国贵族墓中，推测应是与商王朝一

样，由周王朝赐予获得。

山东地区暂未出土春秋时期的原始瓷器，所

出战国时期器形在浙江德清亭子桥窑址均有发

现，如鲁故城M58所出罐（M58︰105）与亭子桥窑

址 Aa型罐（T303⑤︰8）相同、邾国故城西岗墓地

M1所出碗（M1︰8）与亭子桥窑址Ab型碗（T304③
︰135）相同、钵与Aa型盒（T304③︰158）相近，滕州

庄里西遗址所出罍与亭子桥窑址出土的瓿（T304
⑤︰15）相同［37］等（图五）。浙江德清在当时处于越

国统治中心，越国是当时原始瓷器主要生产和使

用者，这些原始瓷器应是在越国强势期间由越地

直接传入山东。战国时期山东原始瓷器的分布特

点也与文献中记载的越国势力变化以及其与山

东诸国关系相吻合。

据文献记载，春秋早中期，越国与山东诸国

几乎没有交集，直到春秋晚期，随着越国逐渐发

展壮大，与山东诸国往来增多。“（哀公）二十一年

夏五月，越人始来。”杜注：“越既胜吴，欲霸中国，

始遣使适鲁。”［38］在山东诸国中，越又与鲁国、邾

国的关系尤为密切。鲁哀公曾想借越国势力消灭

三桓。“（哀公二十七年）公欲以越伐鲁而去三桓，

秋八月甲戌，公如公孙有陉氏，因孙于邾，乃遂如

越。国人施公孙有山氏。”［39］越国曾两度废立邾国

国君。《左传》载：“（哀公）二十二年夏四月，邾隐

公自齐奔越，曰：‘吴为无道，执父立子。’越人归

之，大子革奔越。”［40］“（哀公二十四年）邾子又无

道，越人执之以归，而立公子何。［41］”越国还曾调

停邾鲁两国的边界纠纷。《左传》记载：“（哀公）二

十七年春，越子使舌庸来聘，且言邾田，封于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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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杨伯峻注曰：“鲁曾侵夺邾国之土田，越以霸

主身份派舌庸来与鲁谈，协定以骀上为鲁邾交界

处。骀上，据杜预《土地名》，即襄四年《传》之狐

骀，在今山东滕县东南二十里。”［42］

越国在战国早期势力达到山东南部，越王朱

句时灭滕国、郯国［43］，越王翳时灭缯国［44］，并与齐

国多次发生冲突，莒国还因依仗越国被齐国

兼并［45］。

据史料记载，吴国夫差为北上争霸修建邗

沟，沟通了长江和淮河两大水系。“（哀公九年）

秋，吴城邗，沟通江、淮。”［46］邗沟既能运兵，也必

然可以运货，越国取代吴国霸主地位后，完全可

以利用邗沟北上与山东诸国往来。

汉代江浙地区仍是原始瓷器的最主要产地，

发现的窑址有东苕溪流域的鸡笼山窑址、馒头山

窑址和坑门水库窑址等［47］，西汉以后制瓷中心转

到了曹娥江流域［48］。此时期随着国家大一统，南

北方所出原始瓷器也较为统一。汉代山东地区所

出壶、瓿、钫等原始瓷器在江苏［49］、浙江［50］地区极

为普遍，如山东所出Aa型壶（土山屯M147︰1）与

浙江汉墓A型Ⅴ式壶（龙游东华山M29︰11）相同、

Ba型壶（土山屯M147︰4）与浙江汉墓A型Ⅳ式盘

口壶（08湖州白龙山G4M30︰3）相同、罐（殷家庄

汉墓M1︰9）与浙江汉墓A型Ⅰ式弦纹罐（07余杭

义桥M29︰30）相同，其他如长颈瓶、瓿、钫等也都

有发现（图六）。考虑到此时原始瓷器使用阶层扩

展到平民阶层，原始瓷器很可能是作为商品进行

买卖。结合山东出土原始瓷器的区位特征，笔者

推测有两条运输路线：一是通过水路经苏北运至

鲁南，《尚书·禹贡》记载“沿于江海，达于淮、泗。”

孔安国传曰︰“顺流而下曰沿，沿江入海，自海入

淮，自淮入泗”［51］。泗水是连接鲁南地区与江浙地

区的重要水路。苏北的徐州、淮安等地汉墓中均

出土过大量原始瓷器［52］，原始瓷器极有可能通过

图四// 商周时期河南、陕西出土原始瓷器

1.尊（郑州商城二里岗上层） 2—4.豆（信阳孙砦遗址坑6︰7、洛阳庞家沟M139︰27、洛阳庞家沟M202︰2）
5、6.罍（北窑墓地M442︰1-1、北窑墓地M215︰47） 7.罐（浚县辛村西周墓）

图五// 德清亭子桥窑址出土战国时期原始瓷器

1.Aa型罐（T303⑤︰8） 2.瓿（T304⑤︰15） 3.Aa型盒（T304③︰158） 4.Ab型碗（T304③︰1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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淮水、泗水经苏北传入鲁南。二是通过海运传入

青岛等地，青岛琅琊是当时重要港口，青岛也是

山东汉代原始瓷器出土最多的地区。《史记·秦始

皇本纪》记载秦始皇巡游时“浮江下，观籍柯，渡

海渚。过丹阳，至钱唐。临浙江，水波恶，乃西百二

十里从狭中渡。上会稽，祭大禹，望于南海，而立

石刻颂秦德……还过吴，从江乘渡。并海上，北至

琅琊。”［53］《汉书·武帝纪》：“五年冬，行南巡狩

……自寻阳浮江，亲射蛟江中，获之。舳舻千里，

薄枞阳而出……遂北至琅邪,并海,所过礼祠其名

山大川。”［54］原始瓷器也可以经此路线传入青岛

琅琊。这两条路线也与原始瓷器多出土于鲁中南

和鲁东南地区的考古发掘现状相吻合。

四、结语

原始瓷器不仅是古代工匠智慧的结晶，也是

历史发展变化的见证，透过原始瓷器的兴衰，我

们能看到其背后的国家兴衰、历史变迁。原始瓷

器作为“明贵贱、辨等列”的器物，在殷商贵族中

使用，在商代中期随着商王朝经略东方而传入山

东。后周革殷命，西周的统治者将由南方生产的

原始瓷器分配给滕、薛、齐等诸侯国的贵族，其中

殷遗民占有较大比例。西周晚期以后，周王室势

力衰落，对南方各地的控制力变弱，外来的原始

瓷器变得罕见。直到春秋末期，越国逐步崛起，北

上逐鹿中原，与山东诸国交流增多，作为越文化

的代表性产品，原始瓷器重新出现于山东地区。

战国早期以后，越国渐渐衰亡，原始瓷器也随之

在山东地区消失了。《史记·越王勾践世家》载：

“于是越遂释齐而伐楚。楚威王兴兵而伐之，大败

越，杀王无疆，尽取故吴地至浙江，北破齐于徐

州。而越以此散，诸族子争立，或为王，或为君，滨

于江南海上，服朝于楚。”［55］进入西汉中期，汉王

朝统治逐步稳固，国家经济不断复苏，越地的原

始瓷器生产重新繁荣，原始瓷器又重新传入山

东，但此时的使用者已经不局限于贵族阶层，其

社会功能也发生了转变，更多是作为重要商品经

图六// 江浙地区出土汉代原始瓷器

1.A型Ⅴ式壶（龙游东华山M29︰11） 2.A型Ⅳ式盘口壶（08湖州白龙山G4M30︰3） 3.小壶（87余杭大观山果园M9︰5）
4.A型Ⅰ式弦纹罐（07余杭义桥M29︰30） 5.A型Ⅲ式瓿（79龙游东华山M22︰5） 6.长颈壶（08湖州杨家埠D35M5︰6）

7.B型Ⅰ式钫（07安吉上马山D49M6︰13）

128



《东南文化》2023年第3期总第293期

由苏北和海上两条路线被销售到山东地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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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Discussion on the Proto-porcelains Excavated From Shandong Region
YAO Bin ZHANG Chong

(Zibo Museum, Zibo, Shandong, 255000)
Abstract: Proto-porcelain represents an important stage of the development of Chinese ceramics, and

Shandong is one of the main areas in the north where proto-porcelain was unearthed. Proto-porcelain
was introduced to Shandong in the middle of the Shang dynasty and used among the nobles when the Shang
court started to cast more attention on the eastern areas. The rulers of the Western Zhou dynasty bestowed
the proto-porcelains produced in the south to the nobles of vassal states, many of whom were Shang decedents.
In the late Western Zhou dynasty, with the decline of the Zhou court and their control over the south, pro⁃
toporcelains were rarer to see. The late Spring and Autumn period witnessed the rise of the Yue kingdom to
be one of the main powers in the central plan, the proto-porcelain as a representative of the Yue culture,
appeared again in the Shandong region. The Yue kingdom started to decline in the early Warring States,
which led to the disappearance of proto-porcelains in Shandong. With the gradual stabilization of the West⁃
ern Han dynasty and the recovery of the national economy, the production of proto-porcelains in Yue
flourished again and was reintroduced to Shandong. But they were no longer exclusive to the noble class, and
their social function changed; they were more sold as an important commodity.

Key words: Shandong; proto-porcelain; Shang and Zhou period; Western Han dynasty; class of use; ori⁃
g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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