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开元寺南遗址位于河北正定，是一处时代
跨越唐至明清的古今重叠型城市遗址。自 2015
年以来经历了持续六年的考古工作，不仅发现
了城墙防御遗存、寺庙建筑遗存，还发现了大量
与古代居民日常生活相关的遗迹遗物。尤其值
得关注的是，遗址中发现的一处宋代房址出土
了和医药有关的文物。

房址编号为 F1，位于发掘区南侧的宋代民
居密集区，地理位置优越，南临东西向道路 L4，
东距南北向中心大街不足百米，北侧则是已经
废弃的子城北墙。房址的南侧和西侧因为被隔
梁叠压暂未清理，清理部分南北长 6 米，东西宽
4.5 米，门向不明。该房址是地面式建筑，上部破
坏严重，仅残留墙基与室内踩踏面部分。墙基用
残砖和土坯砌筑而成，室内的踩踏面十分坚硬，
表明房址使用时间较长。室内偏东部有一处灶
址，室内地面上还发现散乱的墙皮碎块。在房址
内集中出土了一组保存相对完整的文物，包括
绿釉陶枕、陶壶、小型白釉执壶、瓷臼、瓷盒，其
中的一件绿釉陶枕尤为精致。这件陶枕为泥质
红陶胎，胎质细腻坚硬，器表施绿色釉，底部无
釉。枕面呈方形，中间呈弧状下凹，两端上翘。四
壁斜内收呈倒梯形，右壁下部有一个圆形气孔，
底部有抹角长方形底台。枕面刻划连枝牡丹纹，
四壁模印图案，其中正面为鱼、鸟、植物图案。其
余三面均模印鹿衔仙草纹，鹿口衔仙草，站在一
株盛开的莲花上，两侧为草木纹。通高 8 厘米，枕

面 8.3×16.5 厘米。这件陶枕出土时枕面已经缺
角，在废弃前应该已经使用了一段时间。

目前见诸发表的造型相同的瓷（陶）枕尚有
两例，一件是 1978年通辽市二林场辽墓出土的三
彩印花陶枕，前后立面为仙人骑鸟纹，两侧面装
饰舞蹈人物纹，通高 8.9厘米，枕面 8.6×15.5厘米。
另一件出土于河北临城县岗头砖厂，为白釉瓷
枕，前后立面饰“鱼鹤戏莲图”，与开元寺所见瓷
枕纹饰相同，左右侧面饰“鹤戏莲图”，即在“鱼鹤
戏莲图”基础上将鱼去掉，通高 10.4 厘米，枕面
10×17.5 厘米。这两件瓷（陶）枕与开元寺南遗址
所出陶枕时代相同，三者不仅外形一
致，在体量、纹饰方面亦有相近之处。
在体量上，高度均在 10 厘米左右，枕
面长度均不足 20 厘米，与现存宋金时
期的大量睡枕体量相距甚远。在纹饰
方面，不仅侧面的构图模式相近，更是
有鸟（鹤）、鱼、莲花、牡丹等共同题材。
这些足以说明三者在功能上具有相同
之处。

关于这类体量小的瓷（陶）枕的用
途一直存在争议，较具代表性的有明
器、睡枕、脉枕三种观点。具体到前面
介绍的这三件器物，其中两件有着明
确的出土情境，通辽市的三彩陶枕出
土于墓葬，正定的陶枕则出土于房址
中，因此明器之说不足以明确其用

途，故而更有可能是实用器。这几件在体量上与
睡枕的差异则可以说明其功用与睡枕无关，最
终的结论指向了脉枕。开元寺南遗址出土的陶
枕上，装饰有鹿衔仙草的纹饰，表达的是对健康
和长寿的向往，而其他几件瓷（陶）枕上的仙人、
鸟（鹤）的题材，也有相似的含义，这也从侧面支
持这些瓷（陶）枕的性质为脉枕的结论。与脉枕
伴出的陶壶、瓷臼以及其余几件小型瓷器也可
能与药剂的加工或盛储有关，对这些器物内的
残留物目前已经进行取样，有待进一步的分析。

（河北省文物考古研究院 佘俊英 翟鹏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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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郭古城和邱家庄墓群，位于山西省闻喜县城东南，涑水河在其西
部，20世纪70年代起，在邱家庄、上郭村一带的鸣条岗上，考古工作者陆续
进行了一系列的考古工作，出土“荀侯”匜、“贾子”匜、“刖人守囿”挽车等
珍贵文物。2006年 5月 25日国务院公布“上郭城址和邱家庄墓群”为第六
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2018年至今持续开展的考古工作，对晋文化深
入研究意义重大。2018、2019年清理邱家庄M5001，2020年调查发现上郭
古城的形状、面积，2021年配合山西省文物局首届田野考古技术培训班的
举办，发掘位于古城西北角面积250平方米的居址区，发现了仰韶和周代
两个时期的遗存，特别是出土春秋早期60多块陶范及铜炼渣、雕刻刀具和
大量的板瓦、筒瓦、瓦当，表明这是一处两周时期包含有城址及墓地的大
型遗址群。

今年 3月 23日至 6月 23日，举办了第二届 2022年田野考古技术培训
班，来自全省各地市及省直文博系统单位的 18位学员参加了为期 3个月
的培训。发掘地点选在紧邻 2021 年探方之西、之北，发掘 500平方米，发
现了各类遗迹现象有灰沟 2 条、灰坑 56 座（包括仰韶时代的 7 座房址）、
灶址 2 个，出土陶范 1044、陶器 183、玉器 14、石器 157、骨器 123、小铜器
4、铜炼渣 7、贝类 46、铁器 2、蛋壳 4、果核 1件，共计 1585件。这次发掘进
一步确定了上郭遗址主要有两个时期，即仰韶时代中晚期和西周晚期至
春秋时期。

仰韶时代中晚期，以 2021年清理的 10座圆形半地穴式房址为主（按
灰坑编号），年代包括西阴文化和仰韶晚期。H3，口呈不规整椭圆形，周壁
自口部向外扩张至底部，袋形，壁面较整齐，平底，底面中间有不规整椭圆
形踩踏硬面。口部东西长径202、南北短径160，底部近圆，东西长径270、南
北短径250、深100厘米，硬面东西长径110、南北短径100厘米，东、北紧邻
坑壁有尖底瓶、夹砂罐等能够复原的陶器多件，属西阴文化时期。另外，属
这一时期的还有大部分在探方外H29，清理范围内已经出土两件大型石
钺，H29③：2长28.5、宽23厘米；H29③：3长25、宽18.5厘米。

H50，口呈不规整圆形，周壁自口部向外扩张至底部，呈袋形，坑底平
整，壁面较粗糙但经修整。口部东西长径260、南北残径200厘米，底部东西
长径 280、南北残径 220、深 130厘米。从出土口沿外有一周附加堆纹的红
陶夹砂罐、白衣彩陶钵、篮纹尖底瓶腹片等陶片看，属于仰韶晚期偏早阶
段，约为距今5200年前后。坑内分四层堆积，在①层里出土一枚石雕蚕蛹。
这枚蚕蛹，不排除是更早的西阴文化混入仰韶晚期的。但无论哪一种存在
都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1926年李济先生在上郭西略偏南10余公里的夏县西阴村西阴文化发
现一枚蚕茧，有学者提出质疑，后来1960年芮城西王村出土一件仰韶文化
晚期的“蛹形陶饰”，2019、2020、2021年，山西夏县师村出土5枚石雕蚕蛹
和一枚陶制蚕蛹，现在上郭也出土了，说明山西南部涑水河流域，仰韶文
化已经养蚕，而且蚕蛹、蚕茧传承有序，也坐实了西阴遗址蚕茧的可信度。
其实，1927年李济在《西阴村史前的遗址的发掘》中，就意识到这个问题
了。他说：“这茧埋藏的位置差不多在坑的底下，它不会是后来的侵入，因
为那一方的土色没有受扰的痕迹；也不会是野虫偶尔吐的，因为它是经过
人工的割裂。当我最初发现它的时候，我知道这意义很重大，就非常注意
这件事。但是我没找着第二个。”“这个发现替我们辟了一条关于在中国北
部史前研究的新途径。中国有历史就有关于蚕业的记载；它是中国文化的
一个指数，较之安特生所说的陶鼎与陶鬲尤为可靠。”

上郭这枚石雕蚕蛹，再现了五千多年的山西文明史。进一步从西阴
村、师村、上郭、西王村等典型遗址入手，以来自华北平原的枣园文化后来
发展为北撖、东庄、师村为代表的一类遗存，与黄土高原渭水流域的半坡
文化前身北首岭遗存和半坡文化，在山西南部长期对峙、碰撞、交流，从而
产生一支独具特色的考古学文化即西阴文化（庙底沟文化）。以这个课题
为抓手，以蚕茧、蚕蛹组成的丝织业为突破口，结合燧石、食盐、铜矿、铁矿
等优渥的自然条件和特征鲜明的玫瑰花纹彩陶，来研究山西南部、陕西东
部、河南西部五千多年的文明史，已经水到渠成。

山西南部先秦时期存在发达的丝织业。绛县横水西周倗国墓地出土
的丝织品“荒帷”即棺罩，是对死者生前居室帷幄的模仿；而《诗经·唐风·
扬之水》是两周时期晋国的诗歌作品，穿在年轻女子身上的“素衣”“朱襮”

“朱绣”都是丝织品；同时期魏国的《诗经·魏风·十亩之间》有“十亩之间
兮，桑者闲闲兮”“十亩之外兮，桑者泄泄兮”之句，生动地记述了青年女性
在桑林里欢欢喜喜采桑的情景。

西周晚期至春秋时期以春秋早期为主，除发现大量大型板瓦、筒瓦和
瓦当说明附近一定有大型建筑外，两年间陶范集中发现相邻的四个探方
中，今年以T17②、③层出土最多，出土遗物可辨器形有陶鬲、盆、罐、豆、
甑、板瓦、器盖、器底及果核、骨器、石器、骨笄、鱼骨、陶环、圆陶片、陶球、
玉环、砺石等，陶范除带纹饰陶范130件外，其余为素面，可见铜鼎、簋、钟
等礼、乐器范，也有铜镞、节约等武器、车马器范，纹饰有凤鸟纹、夔龙纹、
瓦棱纹、弦纹等，另炉壁、铜炼渣、烧土块等时有出土。

在 2021年断定上郭古城可能是晋国重要都邑“古曲沃”的基础上，今
年发掘出土的一千余块陶范和与铸铜作坊有关的遗物，无不表明这座古
城肯定就是“古曲沃”，“曲沃代翼”、晋献公兼并邻国、“骊姬之乱”和晋文
公开辟晋国长达一个半世纪的霸业等，都与此息息相关，这在晋文化研究
史上所起的作用，不言而喻。

上郭遗址的发掘工作还在进行，已获得材料正在整理。
（山西省考古研究院 田建文 王金平）

地理位置与历史沿革

清澜港位于海南本岛东北岬角，文昌市东南
部，与七洲列岛遥望。港内北部是八门湾，有文教
河、文昌河从湾东西两侧流入，港域狭长，南北长
约5海里，宽约0.2至0.3海里，港内水深6.35米。潮
汐通道东侧有岸线5500米，基本处于天然状态，西
侧有岸线 3500 米，已占用岸线 1500 米。清澜港作
为一个泻湖型的天然良港，港内几乎没有风浪，淤
泥也比较少，自然条件极其优越。

清澜港素有“琼州之肘腋”“文昌之咽喉”的美
称，地处重要的海上航线节点，明代曾在此设清蓝
守御所，后改成“清澜”，海湾因此而得名。清澜港
建港至今已有 600 多年的历史，据《方舆纪要·卷
105·文昌县》记载：“清澜港‘在县东南三十里。源
出县东下场溪西，二处合流，至此与海潮相会而成
港’。明置千户所于此”。明洪武元年（1368年），形
成自然的渔商小港，时称“陈家港市”，洪武二十四
年（1391年），在安知乡青蓝都（今“清澜”的谐音）
建造青蓝守御所。清康熙元年（1662年），青蓝所城
被大水冲塌，修葺后改为青蓝巡司驻署。

如今，清澜港作为国家一级开放口岸港口，
海南第二大渔港，是海南“四方五港”重要港口之
一，集商、渔、军、公务等综合性于一体，是连接西
沙群岛、中沙群岛和南沙群岛的重要枢纽，同时
也是三沙市后方补给基地和文昌航天发射中心
的中转枢纽。

调查经过

2009 年，第三次全国文物普查海南水下文
物专项调查时，调查队根据走访当地渔民所获
线索，曾对位于清澜港港门外侧的线索地点进
行了潜水探摸，但因能见度低，水流急、涌浪大，
经过 4 天 12 潜次的探摸，仍未能确认沉船遗址
的准确位置。2010 年，海南省文物局组织水下考
古队对该地点进行了复查。2012 年，海南省文物
考古研究所对该地点及其周边海域滩涂又进行
了调查勘探。2021~2022 年，为配合海南本岛东
部传统航线调查项目，又再次对该海域进行了
走访复查。

海底埋藏

出水遗物点海域水深仅3~4米，海底均为淤泥
沙，能见度极低。该地点恰处在清澜港的港门，外
为大海，内是港湾，如同口袋的袋口，因此潮汐涨
落明显，水流流速较大。其水浅处受涌浪拍打，水
下队员来回摇晃影响了探摸效率。经反复搜寻，未
能发现沉船船体构件或凝结物。从出水遗物看，器
类单一关联，符合沉船船货特征；器型完整、釉色
完好，基本没有珊瑚胶结，磨蚀程度较轻，符合泥
沙底埋藏特征。由此推测，沉船船体可能埋藏于海
床以下。该遗物点地处港门，水流急迫，小件器物
搬运距离较远，故沉船位置与遗物出水点有一定
距离，下步须结合物理探测扩大搜寻范围。

出水文物

该地点（WCQLS：I），共收集到青花瓷器 10
件。其中，碗8件，盘1件，碟1件。

碗分五型。A型，3件。QLSI：01，敞口，折沿，深
弧腹，圈足，口沿内外、内外底分饰弦纹，内底及外
壁描绘写意花草。B型，2件。QLSI：04，敞口，浅斜
腹，圈足有鸡心点，内底一圈莲瓣纹，中绘法螺，四
壁符号纹。C型，1件。QLSI：06，器型小，敞口，折
沿，内底饰鸳鸯莲池，构图饱满。钴料呈色较其他
发黑。D型，1件。QLSI：07，直口，深弧腹，内底绘
11 道弦纹组成的漩涡纹，内外壁绘缠枝花草。E
型，1件。QLSI：08，涩圈，内底方形纹。

盘 1件。QLSI：09，蓝釉，涩圈、内底脱釉，内壁
施蓝釉、外壁饰青花花草纹。

碟 1 件。QLSI：10，方形，葵口，内壁饰青花
仙鹤。

另有釉陶器盖1件，脱釉，桥型钮，捏成。

窑口与年代

这批青花瓷器，胎薄、火候高，釉白、钴料发色
纯正，内外满釉，多弦纹装饰。经比对后判断，其为
明代晚期福建漳州窑系产品。其中，A型、B型碗，
在漳州诏安秀篆窑址中有同类器出土，D型碗在
安溪窑中有同类器出土。蓝釉盘与平和五寨窑出

土蓝釉器类似。整体上，这批瓷器年代应在明万历
前后。

清澜港位于海南本岛东北部，地理位置重要，
这一天然良港最晚在宋代时已见于史料记载。作
为一处古代海上丝绸之路交通航线上的重要节
点，靠泊、补给、贸易、中转，不一而足。清澜港遗物
点的历次调查和所获出水文物，为研究这一历史
提供了新的实物材料。由于作业海域的恶劣海况，
我们始终未能确认沉船遗址的准确位置。为慎重
起见，暂命名为清澜港沉船遗物点。从出水器物本
身而言，均是青花瓷器，产地窑口一致，为明晚期
福建漳州窑产品，非海南本地窑口，且有同类器
型。应该说，出水瓷的特征明确，应是由海路而来，
是一条沉船的船货。综合该地点的水文海况，我们
初步认为，渔民提供的线索点应不是沉船沉没即
沉船遗址形成的原生地点，水流、涌浪，尤其大的
台风可能使船货散落搬运了相当的距离。清澜港
内的八门湾有文昌、文教、横山等八大河流注入，
带来了丰富的泥沙，沉积速率快，很可能将沉船掩
埋于海底。这批瓷器，保存完好，釉色清亮，比南海
诸岛珊瑚砂底埋藏环境中保存的器物品相好很
多，说明其长期埋于泥沙，隔绝空气和海水，处于
厌氧状态，氧化慢。笔者推测，很可能是在大的台
风搅动水流后才部分出露于海床。因此，该地点探
摸发现的难度很大，下一步还要扩大范围，并利用
物理探测手段进行。

同样在文昌市境内，清澜港东北的铜鼓岭脚
下宝陵港早在 1990 年代即发现了一处南明时期
（清初）的沉船遗址，出水了大量铜锣、铜钱、瓷器，
包括较多的永历通宝。清澜港遗物点的年代大致
在明晚期万历及以后，与宝陵港沉船同属一个时
代。明晚期隆庆开海禁之后，我国海上对外贸易交
往迎来了继南宋之后的又一个高峰。在这一时代
刻度内，相继发现了汕头南澳Ⅰ号，文昌宝陵港Ⅰ
号、清澜港遗物点，西沙北礁Ⅲ号遗址和遗物点。
以上几处同时代的沉船地点，以点连线，串联起明
代晚期南海北部海区的历史性航线。航点与航线，
驿站与航路，为我们研究这段历史提供了越来越
多的材料。

［海南省博物馆（海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陈
明华 李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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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南文昌清澜港出水遗物点调查

河北开元寺南遗址一处宋代房址内
出土医药相关文物

清 澜 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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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花鹤纹方碟

青花蓝釉盘
青花花草纹碗

青花莲池鸳鸯纹碗

青花莲
花法螺
纹碗

青花缠枝
花草纹碗

开元寺南遗址宋代遗存布局示意图

F1出土器物组合

H29出土石钺

H3出土的陶尖底瓶、夹砂罐

H50出土石雕蚕蛹

T17②、③层等遗迹中出土陶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