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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已经过去了60多年，但今年87岁的
辽宁省文物考古研究院研究员冯永谦，对当
年发掘沈阳热闹路战国墓的一点一滴仍记忆
犹新。老人从书房里拿出了当年的工作记事
本，上面清晰地写着墓葬发掘时间：1958年。

当时，冯永谦所在的单位是东北博物馆
文物工作队。接到群众报告后，大家特别高
兴。“因为这是新中国成立后，第一次在沈阳
地区发掘战国墓，让我记忆犹新。”冯永谦说。

这座墓葬位于一片居民平房区里，距离
冯永谦的单位并不远，大家每天早出晚归，大
约用一周左右的时间，就完整发掘了这座战
国墓葬。

“当时，我还是一个20多岁的小伙子，参
加工作没几年，能参与这座战国墓的考古发
掘，觉得挺难得。”冯永谦回忆说，虽然这是一
座战国时期的平民墓葬，但在椁北侧的壁龛
里，发现了5件陶器。

“出土的这些陶器都是明器。最开始大
家都认为‘双耳陶锅’是陶盘，后来觉得不对，
因为这件陶器比陶盘的尺寸要深，所以认为
是双耳陶锅。这组陶器中的陶匜就是咱们老
百姓常叫的‘水瓢’。这么看来，这一套明器
都和生活相关。”冯永谦说。

让冯永谦老人记忆深刻的，还有残留在
墓葬旁边、在地表土以下的土垄痕迹。他说，
这座战国墓葬当时是埋在田地里的，或许田
地就是墓主的。

这座战国墓还有一个更为重要的意义，
那就是有助于确定战国时期的沈阳作为侯城
的大体方位。

“这座战国墓
让我记忆犹新”

本报记者 朱忠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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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月的沈阳城，已是初冬。在沈阳市
大西菜行附近，林立的高楼之间，车辆川流
不息。当大雪纷飞的季节与现代化图景相
互交织呈现眼前，很少有人会想到2000多
年前的这里是怎样的样貌。今年 87 岁的
冯永谦从考古角度试着寻找答案。

作为省文物考古研究院研究员的冯永
谦，自年轻时起就开始参与全省的文物考
古工作。1958年，他和同事们在这里发掘
了一座战国时期的单人墓——“沈阳热闹
路战国墓”，共出土 5 件随葬的明器，包括
陶鼎、陶壶、陶釜和陶匜。

自上世纪50年代以来，我省先后发掘
的战国墓地和墓葬有朝阳王坟山北区、建
昌东大杖子、辽阳新城战国墓地等，其中，
比较典型的墓葬主要是喀左眉眼沟墓葬、

葫芦岛徐家沟墓地、沈阳热闹路墓地、辽阳
徐往子墓地。

虽然都是战国时期墓葬，但如果根据
时间划分，我省发掘的这些墓葬分布在战
国不同时期。

按照历史断代，自公元前 476 年至公
元前 221 年为战国时期。再具体划分，公
元前476年至公元前390年为战国早期；公
元前390年至公元前310年为战国中期；公
元前310年至公元前221年为战国晚期。

对照上述历史时期划分，再结合我省已
经发掘出土的战国时期墓葬形制变化来研
究，专门从事建昌东大杖子墓地资料整理与
研究、国家社科重大项目首席专家、辽宁大
学历史学院教授华玉冰表示，从中可以窥探
出燕人以及燕文化在辽宁地区的推进脉络。

战国早期墓葬以沈阳热闹路战国墓为
代表，这些墓葬中更多保持了中原地区商
周以来的文化特征。这说明，当时的燕人
已经在辽宁境内与当地原居民杂居生活。

到了战国中期早段，朝阳王坟山北区
战国墓地开始集中出现较为纯粹的燕式陶
礼器墓地，燕文化在辽西地区进入适应阶
段。战国中期晚段，具有典型燕文化元素
的墓葬数量增多，而且分布范围扩大，这意
味着燕文化势力开始进入稳定阶段。

战国晚期的墓葬以辽西地区为代表，
带有辽西原居民特色的夹砂陶器和其他随
葬品数量也都少于前期。与此同时，高等
级墓葬开始出现于辽西地区和辽河平原地
区。这意味着，到了战国晚期，燕文化已经
占据该地区。

不同时期的战国墓葬各有特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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墓葬在揭示燕文化走向的同时，与墓
葬一并出土的各式各样的陶礼器，也在一
定程度上传递出了战国时期中原文化与当
地文化相互融合的关系。

对战国陶礼器进行研究的学者魏龙星
介绍，所谓的陶礼器，又称“仿铜陶礼器”，
是以同期铜礼器的形状和制式为范本，结
合陶土制作技艺而成的陶器，具有礼器的
性质，多为明器。“这些陶礼器应该是春秋
时期‘礼崩乐坏’这个时代背景下的典型产
物。”魏龙星进一步解释说，战国时期，由于
燕文化势力扩张，东北地区出土了燕式陶
礼器的墓葬遗存，主要包括鼎、豆、壶、盘

（洗）、匜等器类，并逐步形成数量、形制相

对固定的随葬器物组合，具有典型的中原
文化风格。

具体来看，战国早期，在辽西和辽河平
原的沈阳地区可以零星看到带有燕式陶礼
器的墓葬。不过，已经发掘的这些墓葬均
为低等级燕式陶礼器墓。

到了战国中期，中高等级墓葬出现，可
以看到成套的仿铜陶礼器出土。同时，多
见有滑石类饰件装饰棺椁。该类滑石佩饰
经穿缀组合之后，悬挂于墓葬内、外椁之
间，类似于一种帘幕。有学者推断其与燕
山以南一些墓葬中出土的同类器物相同，
均为“幔帐饰物”，为中原地区帷帐制度的
体现。

而到了战国晚期，典型陶器组合已不
如之前的完整，组合种类、夹砂陶器的数量
也明显减少，而且器物的形制、纹饰日益简
化，为明显的燕文化晚期的特点。

随着时间推移，陶礼器组合不断变化，
陶礼器中的某一类器物也随着时间演进而
有所改变。

魏龙星以“陶鼎”举例子：一般情况下，
陶鼎大多是三足，半球形的身子，长方形的
耳朵，配一个半球形的盖子。但是，战国早
期的陶鼎与晚期的有所区别，到了战国晚
期，陶鼎的盖子更加圆鼓，但身子从最初的
向外鼓变成了直腹。“这些细小的差别，说明
明器造型受燕文化影响。”魏龙星说。

随葬陶礼器呈现逐渐演变过程

燕国是东周时期“战国七雄”之一。通
过我省发掘的战国墓葬和随葬陶器的变
化，可以梳理出一条燕人及燕文化进入辽
宁的时间轴线。

此前的研究以为，燕国势力进入东北
是在战国晚期，是通过“秦开却胡”一次性
完成的，是对辽河流域原居民一次性、排他
性的驱逐。也就是说，这片土地原属于东
胡，是被燕国抢占的。

“从考古发现看，并非如此。”华玉冰认
为，透过辽宁地区陆续出土的墓葬和随葬
陶器，历史上赫赫有名的“秦开却胡”事件，
是秦开巩固了原本就属于燕国的土地，并
不是从东胡人手里抢过来的。

华玉冰说，出土文物和史籍都可以证

明，燕人很早就到了辽宁地区，包括沈阳、
朝阳等地，并逐渐与当地文化融合，在原居
民认同其文化的前提下，实现统一。而东
胡族本来主要活动于西拉木伦河流域，属
游牧民族，不时对辽西、辽东进行侵扰，正
因为如此，秦开将他们赶走至千里之外，并
筑长城以防他们再次进犯。因此，“秦开却
胡”是保证领土的安全，而不是强占他族领
土，在“却胡”之前，燕已拥有这一地区。

早在西周初期，周已开始对辽西及辽
河平原地区进行经略。在辽西地区，相继
出现大量的商周青铜器窖藏，部分铜器见
有商代贵族族徽、铭文，这是最好的证明。

根据相关文献记载，西周初年，已分封
诸侯国。到了战国早期，燕势力已进入辽

河平原腹地沈阳一带，沈阳热闹路战国墓
葬就是最好的证明。

战国中晚期，辽西朝阳一带及包括沈
阳、辽阳在内的辽东地区，燕文化渐次成为
主流。在这个时期，发现了等级很高的战
国墓葬，随葬品里有成套的大型精美的燕
式铜礼器，并配以金柄套的辽宁曲刃剑，这
些都是这个结论最好的证明。

因此，华玉冰表示，战国时期，燕国虽
有“秦开却胡”、筑长城等大规模固边举措，
但在具体实施上，燕国占据东北的模式更
多是区域内悠久的历史渊源和长期以来形
成的礼制文化方面的认同，将其理解为“固
土”措施更为合适。

（本版图片由辽宁省博物馆提供）

燕国势力在辽宁境内不断推进

我省战国墓葬出土大量的陶礼器，又称“仿铜陶礼器”，是以同期
中原地区的青铜礼器的形状和制式为范本，用陶土烧制而成的陶器，
具有礼器的性质，多为明器。图为陶鼎，建昌东大杖子战国墓出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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辽阳新城战国墓出土情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