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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石峁遗址皇城台墓地的几个问题 *

韩  倩

（陕西省考古研究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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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2022～2023年，陕西省考古研究院对石峁遗址皇城台墓地进行了发掘，该墓地是石峁统治者于宫城腹地

专设的一处高等级贵族墓地，为迄今所见石峁文化最高等级墓地，主体年代为石峁文化中期。文章以皇城台墓地资

料为基础，并结合其他石峁文化墓葬资料分析研究认为:以棺入殓、棺外殉葬、壁龛内随葬陶礼器是石峁文化高等

级墓葬的主要特征，其葬仪高度相似意味着制度化的葬制已经存在，且最迟形成于石峁文化中期，并在之后一定时

间内维持着较为稳定的葬仪传统。

KEYWORDS: Shimao site, Huangchengtai cemetery, High-ranking tombs, Funeral rituals 
ABSTRACT: From 2022 to 2023, the Shaanxi Academy carried out an excavation at the Huangchengtai cemetery within 

the Shimao site. As the highest-ranked cemetery discovered so far, Huangchengtai is located at the center of the palatial zone, 
serving as the burial ground for Shimao’s rulers. This cemetery dates back to the middle phase of the Shimao culture. Drawing 
on newly excavated materials, along with other cemeteries related to the Shimao culture, this article identifies three main 
characteristics of high-ranking tombs at Shimao: the use of coffins as burial furniture, the placement of sacrificial victims outside 
the coffin, and the inclusion of ceramic ritual vessels in niches. The strong similarities in burial practices across these tombs 
suggest that the institutionalization of burial rituals had already occurred, likely by the middle phase of the Shimao culture. 
Additionally, this study proposes that the funeral rituals were sustained over a relatively long period.

石峁文化是河套地区龙山晚

期至夏早期一支重要的考古学文

化，以秃尾河东岸的石峁遗址为都

邑性聚落[1]。皇城台位于石峁城址

内城偏西居中部，是一处相对独

立的山峁，顶部平坦开阔，南、

北、西三面临沟，南北两侧坡陡沟

深，西侧坡地平缓。2016～2019、

2022～2023年陕西省考古研究院等

单位对石峁遗址皇城台地点进行了

发掘，确认其为遗址核心区，性质

为“王的居址”[2]。

皇城台墓地处于皇城台台顶偏

*本文为国家重点研发计划中华文明探源研究子课题“北方长城地带文明进程研究”（编号：2020YFC1521601）的阶段性成果。

图一  皇城台墓地位置图

大台基

墓地区

门  址

夹
墙夹

道

段
北

墙
护

东



70

考古与文物   2024 年第 11 期

西的坡地上，从行进路线上来看，墓地处于台顶

居后的位置（图一）。墓地有明确的茔域限制，

现已发掘墓葬49座。11座石棺墓年代跨度大，部

分可能晚至朱开沟时期，应是墓地最晚阶段及废

弃后埋入的墓葬。38座石峁文化墓葬年代确凿，

墓葬排列有序，形制清晰，内涵丰富，为窥见皇

城台墓地的全貌提供了初步认识，也为深入探讨

石峁文化墓葬提供了重要资料[3]。

一、墓葬分级和墓地布局

（一）墓葬分级

石峁文化墓葬已多有发现，主要有石峁后

阳湾地点[4]、韩家圪旦地点[5]、府谷寨山[6]、神

木神圪垯梁[7]、神木新华[8]、神木寨峁[9]、忻州

游邀[10]、伊金霍洛旗朱开沟[11]及白敖包[12]等遗

址。裴学松根据葬具、壁龛、殉人三个标准将

石峁文化竖穴土坑墓分为四类墓葬，一至四类

墓葬数量由少到多，墓葬规模由大到小，随葬

品由多到寡，葬仪葬俗由复杂到简单[13]。石峁

遗址皇城台墓地的发掘，证明了此分类标准的

可行性，并进一步丰富了这一分类体系。 

皇城台墓地新确认7座墓葬，除具备葬具、

壁龛、殉人三个要素外，还有殉狗。此前，石

峁遗址内城韩家圪旦墓地规格最大的墓葬M1

已发现有殉狗[14]，但为孤例，不成规制。皇城

台墓地的发掘确认石峁文化墓葬殉狗有明显规

范性，是石峁文化墓葬的重要特征。因此将殉

狗增加为新的石峁文化墓葬分类标准，划分出

了具备葬具、壁龛、殉人、殉狗四个标准的新

一类墓，原有分类不变（表一）。凡殉狗的墓

葬墓室面积大，葬具体量大，殉人数量增多至

2～3人，随葬品数量和类别更为丰富，规格明

显更高，因此新分类体系下的墓葬等级依然逐

类下降。

裴学松指出石峁文化社会已经出现了明显

的等级分化，展现了以石峁为核心都邑，以后城

咀、碧村、寨山等为区域中心，以寨峁、寨峁

梁、新华等为一般性聚落的聚落形态[15]。清晰的

聚落等级架构结合等级差异明确的墓葬分类体系

使得判定石峁文化高等级墓葬成为可能。

聚落等级越高，组织结构越复杂，居住的

社会上层人员越多，相应的表现墓主身份重要

性的高等级墓葬越多，反之亦然。目前，石峁

文化一类墓仅见于核心都邑石峁城内，以皇城

台墓地为主；二类墓多见于石峁城内，少见于

区域中心聚落，罕见于一般性聚落，是石峁城

内的次等级墓葬、周边及一般聚落的最高等级

墓葬；三、四类墓多为一般性聚落的最高等级

墓葬；五类墓各层级聚落均有发现，是一般性

聚落墓地的主要构成（表二）。

表一  石峁文化墓葬分类表

葬具 壁龛 殉人 殉狗

一类墓 有 有 有 有

二类墓 有 有 有 /

三类墓
甲型 有 有 / /

乙型 有 / 有 /

四类墓

甲型 有 / / /

乙型 / 有 / /

丙型 / / 有 /

五类墓 / / / /

标准分类

典型遗址 一类墓 二类墓 三类墓 四类墓 五类墓

石峁遗址皇城台墓地 7 16 7 0 8

寨山遗址庙墕地点 0 4 4 7 6

神圪垯梁遗址 0 1 0 1 26

游邀遗址 0 0 1 6 56

新华遗址 0 0 0 1 78

寨峁遗址 0 0 0 0 22

表二  石峁文化典型遗址墓葬分类 综 合 来 看 ， 一 、 二 类 墓 葬 主

要见于高层级聚落，墓室面积大，

葬仪复杂，可认定为石峁文化高等

级墓葬，具体指以棺敛尸、棺外殉

葬、壁龛内随葬成套陶礼器的大型

墓葬。皇城台墓地高等级墓葬数量

最多，占比最高，为目前所见石峁

文化最高等级墓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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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墓地布局

根据墓葬分布情况，将皇城台墓地已发掘

区域暂划分为南、中、北三区。中区应为墓地

核心区，大致呈扇形，墓葬埋葬密集；墓地南

侧为深沟，受限于空间，布局朝东南侧平坦地

带延伸，即墓地南区；北区地势虽平坦，但分

布多道石墙，最早或有其他用途，后期于东侧

空白区埋入少量墓葬。结合地形推测皇城台墓

地总体规模不大，墓葬呈现中区集中、边缘零

散的分布态势。

墓地虽未完全揭露，但Q2、Q4合围的高

台上已发掘的M8、M35～M38表明中区未揭露

区域仍然为高等级墓葬，因此，可以基本确定

皇城台墓地以高等级墓葬为主体。墓向基本朝

东，有成排分布的趋势，小区域埋葬，两两埋

葬的特征明显，体现了墓葬间的的亲疏关系。

以中区为例，已揭露区域可细分为A、B、C、

D四个群组，群组内墓葬形制相近，随葬品偏

好一致，应代表了不同的家族。C群组内M17、

M22、M23、M25墓葬规模相对较小，壁龛均靠

近或直接开凿于墓室转角处，随葬器物组合相

近，以盉、豆、低矮的折肩罐为代表（图二、

皇城台墓地已发掘的38座石峁文化墓葬，

均开口于石峁文化堆积层下，年代下限为石峁

文化晚期。部分高等级墓葬虽打破年代较早的

垫土坑，但垫土坑填土较为纯净，因此年代上

限的确定还需依据石峁城内其他地点及周边聚

落年代信息较为明确的墓葬。 

石峁内城韩家圪旦地点发现墓葬41座。M1为

一类墓，长约4、宽约3、深约6米，壁龛、棺内遭

盗扰，棺外南侧殉一成年女性，西侧殉一小孩，

其下压一动物似为狗，面朝墓壁[16]；M2（二类

墓）棺内、壁龛同样被盗扰，棺外殉16～17岁女

性，侧身曲肢面向墓主[17]（图五，3）。

陕西府谷寨山遗址庙墕地点发现石峁文化

墓葬24座。二类墓2020M4长4、宽2.5、深3米，

男性墓主仰身直肢躺于木棺内，左手侧棺外殉

葬一女性，侧身面向墓主，墓主右手侧壁面凿

一壁龛，内置一组带石器盖陶器、石刃[18]（图

五，2）。

陕西神木神圪垯梁遗址发现石峁文化墓葬

28座，最大的墓葬M7（二类墓）平面呈圆角方

形，墓底长4.1、宽3.3、深3.2米，男性墓主仰身

直肢斜置棺中，右手侧棺外葬一女性，四肢被

图三  皇城台墓地中区 C组 M25 壁龛内随葬陶器

图四  皇城台墓地中区石峁文化墓葬分类、分组

图二  皇城台墓地中区 C组 M17 壁龛内随葬陶器

三）；A群组主要为一类墓，两两

埋葬迹象明显。其中M2与M3、

M5与M6位置分别相邻，棺外均殉

3人、1狗，墓葬形制、葬仪高度相

似，应是埋入时间相近、关系极为

紧密的血亲（图四）。

二、年代和性质

（一）年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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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五  皇城台墓地与周边地区高等级墓葬形制、葬仪对比图

1. 石峁遗址皇城台墓地 M13  2. 寨山遗址庙墕地点 2020M4  3. 石峁遗址韩家圪旦地点 M2

4. 神圪垯梁遗址 M7

墓地高等级墓葬相似

（ 图 五 ， 1 ） ， 年 代

均不早于石峁文化中

期 。 因 此 判 断 皇 城

台墓地目前所发现的

石峁文化墓葬年代应

在石峁文化中期至晚

期，绝对年代为公元

前2100～1800年。皇

城 台 墓 地 以 高 等 级

墓 葬 为 主 体 ， 打 破

M17、M22的灰坑H7

出土高尖足、尖瘤裆

双鋬鬲，指证墓地主

体年代偏向石峁文化

中期。

历 年 考 古 发 掘

显示皇城台有清晰的

功能分区，已明确的

有构造复杂的门址、

巍峨的护墙及宏大的

宫殿区[20]。主体建筑

大台基的使用年代不

晚于龙山晚期，绝对

年代在公元前2000年

前后，沿用至公元前

1800年后废弃[21]。墓

地与这些建筑存在共

时性，共同勾勒出皇

城台前宫殿—后墓地

的宏观布局。

（二）性质

皇 城 台 墓 地 所

在 位 置 的 至 高 性 意

味着其独异于其他石

峁文化墓地。首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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捆绑，侧身曲肢面向墓主，壁龛内置6件带石器

盖陶器[19]（图五，4）。

上述墓葬形制、葬仪、出土器物与皇城台

皇城台墓地有一定的规划管理，墓地边界较为

明确，墓葬朝向一致，排列相对有序。石峁文

化已发现等级较高的墓地如韩家圪旦墓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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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类墓M7木棺长2.88、宽1.4米，棺板厚度为

0.14～024米[29]。增大的棺内空间通常是为合葬

或放置更多随葬品，但石峁文化高等级墓葬

均为单人单棺，棺内仅随葬象征墓主身份的玉

器、海贝等珍贵物品。皇城台墓地M19墓主残

存的下半身并未发现随葬品，棺内空间未被充

分利用；寨山2019M2棺内仅随葬5件玉器[30]；

神圪垯梁M7甚至无随葬品[31]。可见石峁文化社

会上层将大尺寸、制作规整的木棺看作是身份

等级的重要标志。

另外，皇城台墓地多座墓葬木棺结构清

晰，为研究石峁文化墓葬木棺形制提供了重要

资料。皇城台墓地所见木棺均由木板拼合而

成，木板虽已腐朽，但板灰痕迹明显。根据平

面样式可分为“井”字形、“Ⅱ”字形、长方

形三类。其中长方形、“Ⅱ”字形木棺应为内

榫卯，腐朽后不可见。“井”字形木棺，数量

最多，结构清晰，以皇城台墓地一类墓M2最具

代表性（图六）。M2木棺底板由5块木板纵向

拼合，壁板、挡板分别由3块木板侧立拼合，

壁板、侧板以榫卯结构搭建，每块壁板两端凿

出卯眼，挡板两端出榫头，咬合而成，稳固置

于底板上（图七）。根据M2残存的盖板痕迹观

察，盖板仍由木板拼合而成，纵向搭于挡板之

上，复原如图（图八）。据木棺结构推测此类

大型木棺或于墓底组装而成。

（二）棺外殉葬

史前时期，殉人且殉狗的文化因素最早见

于大汶口文化[32]，龙山时期殉人葬俗进一步发

展，齐家文化、石峁文化、清凉寺遗址[33]墓葬

中均发现有殉人。相比而言，石峁文化殉葬葬

仪呈现明显的规范性、制度性。从殉葬数量和

类别看，一类墓葬殉2～3人、1狗，二类墓葬基

本殉1人，无殉狗。从摆放姿势及位置来看，殉

人多位于墓主棺外两侧，殉狗位于脚端，即使

殉葬人数增多，也非常注重多个殉人的摆放位

置和姿势，避免乱置，体现了丧葬仪式的秩序

与规范。另外，葬仪有其固定流程，殉人、殉

狗肢体多紧贴木棺，应为放置木棺后再于棺外

寨山庙墕墓地规模小，墓葬排列无序，低等级

聚落墓地与居址多交错分布，排列散乱[22]。其

次，已发掘的墓葬显示皇城台墓地有明显的专

设性。墓地内主要为一～三类墓葬，其中三类

墓壁龛内随葬成套陶礼器或有殉人，规格高于

周边地区所见三类墓，有效仿高等级墓葬的倾

向。四、五类墓数量相对较少，且有打破高等

级墓葬的现象，部分年代偏晚。可见皇城台墓

地设置初衷明显脱离了聚落公共墓地的理念，

而是有选择性的埋入身份等级高的族群，表

现出极强的专设性，级别远超以往所发现的石

峁文化墓地。陶寺早、中期大墓仍然与普通家

族成员的小墓混葬在同一墓地、同一片区，高

等级权贵仍然受到血缘族群的限制[23]。相比较

下，皇城台墓地仅供社会上层权贵族群埋葬，

专设性更强，应为石峁统治者于都邑宫城专设

的一处高等级贵族墓地。

三、石峁文化高等级墓葬葬仪窥探

殉狗虽为新确认的石峁文化一类墓葬仪，

但未突破以往对于石峁文化大型墓葬三处丧葬

空间的认识[24]，即棺内、棺外、壁龛。三处空

间对应三大丧葬仪式，即墓主敛以木棺、棺外

殉葬、壁龛内随葬成套陶器，这些共同构成石

峁文化高等级墓葬的重要标识。

（一）敛以木棺

石峁文化高等级墓葬葬具基本为木棺。使

用木质葬具安葬墓主是这一时期高等级墓葬的

普遍特征，尤以海岱地区最具代表性，大汶口

文化至龙山文化用以表示墓主身份等级的棺椁

制度逐渐发展成熟[25]。陕北地区龙山早期庙梁

遗址[26]、贾大峁遗址[27]发现的墓葬均为小型竖

穴土坑单人葬，未发现葬具，石峁文化墓葬所

用木棺为这一区域最早出现的木质葬具。

石峁文化高等级墓葬所用木棺尺寸大、

棺板厚。皇城台墓地一类墓M2木棺长2.4、宽

1.44、残高1米，棺板厚度近0.18米；寨山二类

墓2020M4木棺长2.92、宽1.04米[28]；神圪垯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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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的姿势，被支配和胁迫性明显。高等级墓葬

墓主普遍为男性，殉人多为女性，很大程度上说

明这一时期社会关系以男性为主导。石峁文化

墓葬殉女现象被认为与齐家文化关系密切[34]，陈

洪海认为齐家文化合葬墓是仰身直肢葬群体征

服屈肢葬群体的表现[35]，钱耀鹏等人认为磨沟

墓地齐家文化墓葬殉人多为女性和儿童，应是

与战争相关[36]，均说明殉葬并非表示简单的男

尊女卑观念。朱开沟M6011[37]等女性墓主的高

等级墓葬的存在，表明石峁文化殉人同样并非

单纯的性别压迫。与如此大规模殉葬类似的现

象，还见于石峁遗址外城东门址，筑城时以大

量人头骨奠基[38]。此类殉葬和被奠基的人群应

同是社会上层所掌控的特殊资源，成为社会上

层彰显权威、表达权力的工具，构成复杂葬仪

与祭祀仪式的重要一环。

2.殉狗

史前时期，狗被饲养和驯化后有作为食

物、宠物、猎犬、警卫犬的功能，同时还在祭

祀、随葬中发挥过特殊的作用[39]。新石器时代

淅川下王岗[40]、邳县刘林[41]等遗址部分墓葬殉

狗，更多地表达狗与墓主的亲密关系，行为具

有偶发性，不构成主体文化丧葬习俗。而石峁

文化一类墓中殉整狗，与殉人同样摆放规整，

有极强的礼制化、等级化特征。

龙山晚期榆林地区畜牧经济发达，绵羊、

山羊和家养牛的大量出现和饲养，为人类提供

肉食及次级产品[42]，一类墓殉整只狗并非为满

足墓主肉食需求，而是指代更为重要的意义。

从埋葬背景来看，殉狗多位于墓主脚端棺外，

这是史前所见殉狗墓中殉狗的常见位置，应与

狗作为生产生活助手生前常伴人脚侧有关。大

汶口文化殉狗墓中墓主多随葬武器、工具类，许

永杰认为这些殉狗生前应是参与战事的军犬[43]。

石峁文化已发现的一类墓均遭盗扰，随葬品与

殉狗现象之间的关系并不清晰，但皇城台墓地

一类墓M6的发掘为指明殉狗的意图提供了重

要埋葬环境。M6棺外殉3人，墓主脚侧棺外殉1

狗，侧躺于墓底，面向墓壁。殉狗脚侧发现6枚

图六  皇城台墓地 M2 木棺清理后

图七  皇城台墓地 M2 木棺侧板、挡板、榫头痕迹

图八  皇城台墓地 M2 木棺形制复原图

放置殉人、殉狗。

1.殉人

多数殉人裹有织物，织物外多涂朱，手腕

及脚踝处多被绑缚，被摆放成侧身面向棺内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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骨镞（原可能配有木制箭杆，腐朽不见），镞

尖朝下插于距墓底约16厘米的填土中，贴靠于

墓室西壁（图九）。石峁文化高等级墓葬棺外

基本不放置随葬品，殉狗旁放置的骨镞与殉狗

应有极强的绑定关系，狗与箭的组合代表狗的

狩猎能力或武力价值，表明所殉之狗可能为猎

狗或战狗。

大型墓葬给权力及表达权力的仪式预留足

够的空间[44]。高等级墓葬墓室面积普遍较大，

尤其是一类墓，主要为在棺外放置殉人、殉

狗。说明社会上层更为尊崇充满血腥暴力的殉

葬葬仪，映射出权贵族群权力的获取与武力关

系紧密。石峁文化城址完善的防御措施很大程

度上证明该时期冲突加剧，战争频繁，因此石

峁文化统治圈层应拥有绝对的军事权力。一

类墓殉狗应是强调墓主所拥有的武力及军事权

力，区别于同为高等级墓葬的二类墓，是目

前最接近石峁文化最高统治者级别的墓葬。另

外，殉人、殉狗也是商人的重要葬俗，且使用

范围和规模空前扩大，石峁文化的高等级墓葬

殉狗的发现填补了从史前时期到商代，殉狗葬

俗从原始质朴的随葬方式演变为商王朝礼制化

一环的空白。

（三）凿龛置器

壁龛作为专设的葬仪空间，有且仅有一个，

位于墓主右手侧墓壁，内多置6件带石器盖陶

器，以斝（盉）、折肩瓶、双耳盆（豆、尊）、

双耳罐、2件小罐为常见组合，炊煮类、饮食类

器具齐全。绝大多数陶器未见使用痕迹，体量

小，烧制温度低，易碎裂，部分还涂红彩，是专

为随葬而烧制的明器。多数壁龛内还放置燧石质

打制石刃及若干动物骨头（多为羊肋骨）一般是

置于陶器前方，如皇城台墓地M13壁龛所见（图

一〇），韩家圪旦M2盗洞内发现石刃[45]，寨山

2019M3、2020M4壁龛内均放置石刃[46]。这一组

合生动地还原了石峁贵族以石刃为餐具，食肉的

生活方式，陶寺大型墓葬棺外随葬木俎、石刀、

猪肉[47]用以表达宴饮的场景与此类似。朱开沟遗

址高等级墓葬壁龛多位于墓主左手侧墓壁，壁龛

内器物数量和组合不定，单把鬲、绳纹单耳罐不

见于其他高等级墓葬，应与其居于石峁文化分布

区边缘地带有关。

极具特色的是，壁龛内陶器配置有打制

成型的砂岩器盖，其中双耳陶盆（豆）器盖一

侧有凹槽，应是便于放置木匙。从残留的石器

盖和石刃来看，高等级墓葬壁龛全部随葬成组

陶器且多有肉食献祭，陶器组合差异小（图

一一）。皇城台墓地所出陶器多涂红彩，而周

边聚落所出多为素面。高等级墓葬壁龛均随葬

陶器印证了裴学松认为随葬猪下颌骨是中下层

人群丧葬行为的观点，府谷寨山庙墕地点三类

墓壁龛内整齐放置多件猪下颌骨[48]，或是替代

高等级墓葬壁龛内成组的陶器。 

专设壁龛来随葬器物还见于陶寺文化、

夏家店下层文化墓葬中。陶寺文化的壁龛墓数

量少，M2384口小底大，墓主右手侧壁面设壁

龛，内随葬折肩罐、双耳壶[49]，形制与皇城台

墓地所见三类墓相似。陶寺中期大墓M22还设

有多个壁龛以增加随葬空间[50]。闫红贤认为陶

寺壁龛墓年代较石峁早，因而石峁文化墓葬设

图九  皇城台墓地 M6 殉狗及骨镞位置

图一〇  皇城台墓地 M13 壁龛内动物肋骨及石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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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一一  石峁文化高等级墓葬壁龛内陶器组合比较

址为中心的石峁文化核心区

分布区，墓葬形制、葬仪、

随葬器物呈现高度相似性，

这是同时期其他区域文化所

罕见的，进一步说明石峁文

化 社 会 上 层 建 立 了 规 则 清

晰、程序严谨的丧葬制度以

保证葬仪规范性。白敖包遗

址[56]位于石峁文化分布区西北

边缘，规格最大的墓葬M23为

竖穴土坑木棺墓，双人单棺合

葬，棺内随葬斝、双耳罐、折

皇城台墓地

M13

寨山庙墕地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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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圪垯梁遗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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