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鲁北地区是指鲁北和鲁西北区域 ， 其北为渤海湾 ，
南有泰沂 山脉与鲁南地区相

隔 ，
东与胶东半岛 以胶河为界 ， 西接河北省 ， 水系有淄河 、 潘河 、 潍河 、 济水 。 整个

西周时期居址和墓葬的分布西起古济水 ，
东至潍坊

一

带 ， 北至滨州 、 东营一带 ， 西北

达滨州 、 庆云一线 。 目前已发现的居址材料主要有乐陵和庆云 ， 滨州兰家和高家 ， 广

饶傅家 、 南河崖 ， 济南大辛庄 、
王府 、 唐冶 ， 邹平鲍家 ， 章丘王推官庄 、 宁家埠 、 焦

家和董东 、 城子崖 ， 寿光闻宋台 、 郭井子 、
大荒北央 、 双王城 ， 临淄齐故城 ， 青州赵

铺、 凤凰 台 ， 昌乐邹家庄 、 河西和常家庄 、 后于刘 ， 潍坊姚家官 ； 墓葬主要有河崖头

村 、 广饶五村和草桥 ， 高青陈庄 ， 济阳刘台子 ， 长清北黄崖村和小屯 、 历城 、 仙人台 ，

章丘宁家卑 、 孙家东南 、 马安 ， 临淄后李 、 两醇 、 齐故城 ， 淄川北沈马 ， 青州苏埠屯 ，

临朐县泉头 ， 昌乐谢家埠 、 岳家河等 。

关于鲁北地区西周时期遗存的分期和年代方面的讨论相对较少 ， 有学者曾将鲁北

地区分为淄 猕流域 、 济水下游 、 潍河下游三个区域 ， 在分别分期的基础上尝试建立鲁

北地区陶器的编年序列
ｍ

，
但更多的则是在海岱地区相关问题研究中对鲁北材料的涉

及
［ ２ ］

以及对于某个遗址时代的讨论
［
３

］

， 总体而言相关研究还比较薄弱 。 由于鲁北地区

已发掘的长时段连续发展的典型遗址相对较少 ， 材料多较零散 ， 而整个鲁北地区在同

一

时段内考古学文化面貌又比较接近 ， 因此本文将整个鲁北地区列为
一

个大的文化区

块 ， 根据材料 自身的特点 ， 将居址和墓葬两方面的资料相结合 ，
同时利用 出土的陶器

和铜器材料 ， 对该地区西周时期 的遗存做综合分析 。

一

、 层 位 关 系

鲁北地区考古工作开展虽较山东其他地区充分 ，
但材料仍较零散 ， 可提供较好遗

迹单位和地层关系的较少 ， 而出土物丰富 、 可兹比较的更是寥寥。 我们在仔细拣选后 ，

主要列出 以下几组 ：

＊ 本文为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 目
“

周代 的
‘

东土
’

研究
”

（项 目批准号 １ ３ＣＫＧ０ １ ３ ） 阶段成果之
一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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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 典型 陶器形制分析

鲁北地区西周 时期器类较多 ， 主要有鬲 、 簋 、 豆 、 盆 、 罐 、 ＃ 、 壶等 。 其中 ， 形

制演变轨迹较为清晰 ， 可用于分期排队的器类主要有鬲 、 簋 、 豆
、 盆四类 ， 我们对其

形制分析如下 。

（

一

） 鬲

数量最多的
一

类器物 ， 依据裆部和纹饰的不 同 ， 分为绳纹联裆鬲 、 绳纹分裆鬲和

素面鬲三类 。

甲类 ： 绳纹联裆鬲

根据 口沿 、 腹部和足部的不 同 ，
分为六型 。

Ａ 型 锥状足鬲 。 依据形体 、 腹部的差异 ， 分为二亚型 。

Ａａ 型 体形相对较矮宽 ， 腹部微弧 ， 空锥足 ， 器身饰绳纹 。 据 口沿 、 裆部等的变

化
，
可分为五式 。

Ｉ 式 ：
口 沿微折 ， 裆部 内瘡 ， 联裆不甚明显 ， 体宽大于器高 ， 所施绳纹较粗。 标

本 ： 马安Ｍ １ ２２ ： １
［
４

］

（ 图
一

，

１
）

ＩＩ式 ： 折沿 ， 口沿和腹部夹角变小 ， 弧裆明显且变低 ， 体宽略大于器高 ， 所饰绳

纹相对较粗 。 标本 ： 宁家埠 Ｈ １ ８２ ： ６
［ ５ ］

（ 图
一

，
２

） 。

ＨＩ式 ： 折沿 ，
口沿和腹部夹角较小 ， 沿面 内 凹 ， 腹部圆鼓 ， 体宽大于器高 ， 器身

所饰绳纹较细 。 标本 ： 潍坊河 ：

１

［ ６ ］

（ 图一
，

３ ）。

ｉｖ式 ： 折沿 ，
口沿和腹部夹角较 ｍ式小 ， 弧裆变矮 ，

体宽大于器高 ， 器身所饰绳

纹较细 。 标本 ： 大辛庄 ２Ｍ １ １： １

［ ７
］

（ 图
一

，
４ ）。



？

３ １ ８
？ 三代考古 （ 六 ）

Ｖ式 ： 折沿 ，
口 沿和腹部夹角更小 ， 微肩 ， 圆弧裆较矮 ， 所饰绳纹较细 。 标本 ：

仙人台
Ｍ ３：３

［ ８ ］

（ 图
一

，
５ ） 。

＼＾
物甲类 ： 绳纹联裆鬲

＼Ａ
Ｂ

Ｃ


期段
＼ＡａＡｂＢａＢｂＣ ａ

丁■困 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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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Ｈ国 讓


３ ． ｍ８ ．

Ｉ ｌ ｌＩ Ｉ
．Ｉ
１ ６ ． １

譯國 ＠

＿＿ＬＪ １ ０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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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一

鲁北甲类 Ａ 、
Ｂ

、 Ｃａ 型陶鬲分期图

１ ． 马安 Ｍ １ ２２
：

１ ２ ． 宁家埠 Ｈ １ ８ ２ ： ６３ ． 潍坊河 ： １ ４ ． 大辛庄 ２Ｍ １ １
：

１ ５ ． 仙人台 Ｍ３ ： ３６ ． 邹家庄 Ｆ４ ：

１

７ ． 赵铺 ？ ２ ：

１ ８ ． 昌乐宇家 ６５ ：
１ ９ ． 寿光 ２９ ： ３

１
０ ． 王府 出 ７８ ：

１ １ １
． 髙青陈庄 犯 １ ６

：

１

１ ２ ． 潍坊齐 ： ２ １ ３ ． 潍坊凤 ： ２ １４ ． 寿光 ８７ ： １
１ ５ ． 高青陈庄 Ｍ １ ７ ：２ １ ６ ． 刘 台子 Ｍ６ ：

ｌ

１ ７ ． 高青陈庄 Ｍ
１
９ ：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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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 １ ９
－

Ａｂ 型 体形相对较瘦高
， 腹较深 ， 器身饰绳纹 。 据 口沿 、 裆部等的变化 ， 可分为

五式 。

Ｉ 式 ： 沿微卷 ，
口 微侈 ， 腹壁较直 ，

弧裆较高 ， 所饰绳纹较细。 标本 ： 邹家庄

Ｆ４ ：１

［ ９ ］

（ 图一 ，
６ ）。

ＩＩ 式 ： 卷 沿 ， 腹壁 较直 ， 弧裆较高 ， 所饰绳 纹较细 。 标本 ： 赵铺 Ｆ２ ： １

［ Ｕ） ］

（ 图
一

，
７ ）。

皿式 ： 折沿 ，
口沿和腹部夹角较大 ， 腹壁微弧 ， 弧裆微略变低

，
所饰绳纹较细 。

标本 ： 昌 乐宇家 ６５：１

［
１ ｜ ］

（ 图
一

，
８ ）

ＩＶ式 ： 折沿 ， 口沿和腹部夹角 明显变小 ， 腹变深 ， 弧裆变矮 ， 器高明显大于体宽 ，

器身所饰绳纹微粗 。 标本 ： 寿光 ２９ ： ３
［ １ ２

］

（ 图一 ， ９ ）。

Ｖ式 ： 折沿 ，
口沿和腹部夹角较小 ， 腹壁微弧 ， 弧裆较矮 ， 器高 明显大于体宽 ，

器身所饰绳纹较细 。 标本
：
王府 Ｈ１７８ ：１

［ １ ３ ］

（ 图
一

，
１０ ） 。

Ｂ型 柱状足鬲 。 依据形体 、 腹部的差异 ， 分为二亚型 。

Ｂａ 型 体形相对宽扁 ， 腹部微弧 ， 器身饰绳纹 。 据 口沿 、 裆部的变化
， 可分为

二式 。

Ｉ 式 ： 折沿 ，
口沿和腹部夹角较大 ， 腹壁微弧 ，

弧裆较高 ， 体宽大于器高 ， 所饰

绳纹细 。 标本 ： 高青陈庄 Ｈ２ １ ６ ：

１

Ｕ ４
］

（ 图
一

， １ １
） 。

ｎ式 ： 折沿 ，
口沿和腹部夹角 明显变小 ， 腹略变浅 ， 弧裆较高 ， 体宽略大于器高 。

标本 ： 潍坊齐 ： ２（ 图
一

，
１２ ）。

Ｂｂ 型 体形相对较瘦高 ， 腹较深 ， 器身饰绳纹 。 据口 沿 、 裆部等的变化
， 可分为

二式 。

Ｉ 式 ： 沿微卷 ，
口微侈 ， 腹壁直 ， 弧裆较高 ， 器高略大于体宽 ， 所饰绳纹较粗 。

标本 ： 潍坊凤 ： ２ （ 图
一

，
１３ ）。

ｎ式 ： 折沿 ，
口沿和腹部夹角明显变小

， 弧裆变高 ， 器高大于体宽 ， 器身所饰绳

纹较细 。 标本 ： 寿光 ８７ ：１（ 图
一

，
１ ４ ）。

Ｃ型 仿铜鬲 。 柱状足 ， 绝大多数腹部有扉状堆纹 ， 依整体形态的差异 ， 分为三

亚型 。

Ｃａ 型 体形相对略显低矮 ， 腹较浅 ， 颈以下饰绳纹 。 据 口 沿 、 裆部等的变化 ， 分

为三式 。

Ｉ 式 ： 卷沿 ，
口沿和腹部夹角较大 ， 腹部圆鼓 ，

弧裆较高
，
高实足根 ， 所饰绳纹

较粗。 标本 ： 高青陈庄Ｍ １ ７ ：２（ 图
一

，
１ ５ ） 。

ｎ式 ： 折沿 ，
口沿和腹部夹角较 Ｉ 式小 ， 腹部微鼓 ，

弧裆近平且略有变矮 ， 高实

足根 ， 所饰绳纹较粗 。 标本 ： 刘台子 Ｍ６ ： １

［ １ ５
］

（ 图一 ，
１ ６ ） 。

ｍ式 ： 折沿 ，
口沿和腹部夹角变小 ， 沿面有旋纹 ， 弧腹圆鼓 ， 裆变矮且中部微外突 ，

实足根较高 。 所饰绳纹较粗 ， 腹部有扉状堆纹 。 标本 ： 高青陈庄 Ｍ １ ９ ：６（ 图
一

，
１７ ）。



？

３２０
？

二代考古 （ 六 ）

Ｃｂ 型 形体不似 Ｃａ 型宽扁 ，
体宽大于或略大于器高 ， 腹相对较深 ，

口沿 以下饰

绳纹 ，
腹部基本都有扉状堆纹。 据 口沿 、 裆部等的变化 ，

分为四式 。

Ｉ 式 ： 折沿
，

口沿和腹部夹角较大 ， 腹部圆鼓 ， 圆弧裆较高 。 所饰绳纹较粗 ， 腹

部有扉状堆纹 。 标本 ：
涡宋台 ２ １：１４

［ １６ ］

（ 图二 ，
１ ）。

＼ 器物甲 类 ： 绳纹联裆鬲

＼ＣＤ

期段＼
—

＾Ｉｃ。

￣￣￣

ＤａＩ


Ｅ

Ｔ 

一

誦 爾
６ ． Ｉ１ ３ ．Ｉ

＾讀 讓ｗ
１ ．

１７ ． ｎｉ ４ ．ｎ

３謂ｒａ
２ ｎ８ ． ｎｉ

４画画
３ ．ｉｎ５９ ｉｖｕ ｉ

后

、碼
一

讓讓一
６

４ ． ＩＶ１ ０ ． ｖ１ ２ ｎ

图二 鲁北甲类 Ｃｂ 、 Ｃ ｃ 、 Ｄ 、 Ｅ 型陶鬲分期 图

１
． 涡宋台 ２ １

：１４２ ． 高青陈庄 Ｍ２６ ： ８３ ． 昌乐宇家 ６５ ： ３４ ？ 昌 乐河西 ５４ ： １ ３ ５ ？ 南河崖 Ｆ Ｉ
： ０２６ ？ 马安

Ｍ １ ３ ０ ：

ｌ７ ． 滨州 ＢＬＳ Ｚ ： ５８ ． 刘台子 Ｍ６ ： ３ ２９ ？ 庆云姚千 ＱＹ ： ４１ ０ ？ 高青陈庄 Ｈ２７ ９ ：

ｌ１ １ ． 潍坊崔 ：

１

１２ ． 王府 Ｈ１ ０５： ２３ １ ３ ． 北沈马 Ｈ５ ：５１ ４ ． 北沈马 Ｍ８ ： 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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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２ １

－

ｎ 式 ： 折沿 ，
口沿和腹部夹角较 Ｉ 式小

，
圆弧裆略变矮 ， 柱足较高 ， 所饰绳纹较

细 ， 腹部有扉状堆纹 。 标本 ： 高青陈庄 Ｍ２６：８（ 图二 ，
２ ） 。

皿式 ： 折沿 ，
口沿和腹部夹角变小 ， 圆弧裆略变矮 ， 所饰绳纹较细 ， 腹部有扉状

堆纹 。 标本
： 昌乐宇家 ６５：３ （ 图二 ，

３） 。

Ｗ式 ： 折沿近平 ， 沿面有旋纹 ，
弧裆近平且变矮 ， 腹变浅 ， 所饰绳纹较细 ， 腹部

有扉状堆纹 。 标本 ： 昌乐河西 ５４ ：１ ３（ 图二 ，
４ ）。

Ｃｃ 型 大敞口
， 形体瘦高 ， 造型与其他两亚型不类 ， 唯腹部有扉状堆纹说明其为

仿铜鬲 ， 所饰绳纹较细 。 数量极少 ， 不分式 。 标本 ： 南河崖 Ｆ １ ：０２

［ １７ ］

（ 图二 ，
５ ） 。

Ｄ 型 肥袋足鬲 。 依体形 、 口沿 、 腹部 、 袋足等的差异 ， 分为二亚型 。

Ｄａ 型 口沿较宽 ，
体形较矮胖 ， 腹较浅 ，

袋足较肥 ，
口沿以下饰绳纹 。 据 口 沿 、

裆部 、 袋足的变化 ， 可分为五式 。

Ｉ 式 ： 折沿 ，
口沿和腹部夹角较大 ， 腹径略大于 口 径 ， 弧裆相对较高 ， 所饰绳纹

较粗 。 标本 ： 马安 Ｍ １ ３０ ：１（ 图二 ，
６ ） 。

ｎ式 ： 折沿 ，
口沿和腹部夹角较大 ， 腹径和 口径基本等同 ， 裆部明显变矮 ， 所饰

绳纹较粗 。 标本 ： 滨州 ：６１＾２ ： ５
＂８ ］

（ 图二 ，
７

） 。

Ｉ式 ： 折沿 ，
口沿和腹部夹角明显变小 ， 腹径和 口 径基本等同 ，

弧裆近平 ， 所饰

绳纹略较 ＩＩ式细 。 标本 ： 刘台子Ｍ６ ：３２（ 图二 ，

８
） 。

ＩＶ式 ： 折沿 ，
口沿和腹部夹角较小 ， 腹径小于 口径 ， 所饰绳纹略粗。 标本 ： 庆云

姚千ＱＹ ：４
［ １ ９

］

（ 图二 ，
９ ）。

Ｖ式 ： 折沿 ，
口沿和腹部夹角较小 ， 沿面多见旋纹 ，

腹径略小于 口径 ，
平裆

， 空

袋足着地 ， 所饰绳纹较细 。 标本 ： 高青陈庄 Ｈ２７９：１（ 图二 ，

１ ０ ）。

Ｄｂ 型 口沿较窄 ， 体形相对瘦高 ， 袋足下有极小的实足尖 ， 颈以下饰绳纹 。 据 口

沿 、 裆部 、 袋足等的变化 ， 可分为二式。

Ｉ 式
：
卷沿 ， 腹壁微弧 ， 裆部相对较高 ， 空肥袋足微略外撇 ， 所饰绳纹相对较细 。

标本 ： 潍坊崔 ： １（ 图二 ，
１ １

）。

ＩＩ 式 ： 卷沿 ， 腹壁微弧 ， 裆部略变矮 ，
空肥袋足微略 内勾 ， 所饰绳纹较粗 。 标

本 ：
王府Ｈ １ ０５：

２ ３（ 图二
，

１ ２ ）。

Ｅ 型 大敞口锥足鬲 。 宽沿 ， 大敞 口
，
束颈 ，

口沿下饰绳纹 。 据口 沿等的变化可

分为二式 。

Ｉ 式 ： 卷沿
，

口 沿和腹部夹角较大 ， 腹微鼓 ， 弧裆较矮 ， 所饰绳纹略粗 。 标本 ：

北沈马
Ｈ５ ：５

Ｕ° ］

（ 图二 ，
１ ３ ） 。

ｎ 式 ： 折沿 ，
口沿和腹部夹角变小 ， 腹壁较 Ｉ 式直 ， 弧裆较矮 ， 体形略变瘦高 ，

所饰绳纹较粗 。 标本 ： 北沈马 Ｍ ８ ：１（ 图二 ，
１４ ）。

Ｆ 型 敞 口撇足鬲 。 沿较宽 ， 大敞口 ， 袋足外撇 ， 最大腹径在袋足底部 ， 通体饰绳

纹 。 据 口沿 、 腹部和裆部的变化可分为三式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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Ｉ 式 ： 卷沿 ， 大敞 口
，
口 沿和腹部夹角较大 ， 弧裆相对较高 ， 袋足下有小的实足

根 ， 体形近方体 ， 所饰绳纹略粗 。 标本 ：
王推官庄 ＦＩ：１

Ｕ １
］

（ 图三 ，
１ ） 。

ｎ 式 ： 折沿
，

口沿和腹部夹角变小 ，
腹部微鼓 ， 弧裆略变矮 ，

袋足下有小的实足

尖 ， 体形变得瘦高 ， 所饰绳纹较粗 。 标本 ： 宁家埤土场 Ｈ５ ：１

［ ２２ ］

（ 图三 ，

２
）。

１Ｄ式 ： 折沿 ，
口沿和腹部夹角变小 ， 腹部微鼓 ， 弧裆较矮 ， 空袋足下基本不见实

足尖 ， 所饰绳纹较 ｎ式细 。 标本 ：
王府 Ｈ７９ ：

４（ 图三 ，
３ ）。

乙类 ： 绳纹分裆鬲

根据腹部 、 足部的不同 ，
分为 四型 。

Ａ 型 锥状足鬲 。 依体形 、 腹部等的差异 ， 分为二亚型 。

Ａａ 型 体形相对低矮 ， 口沿以下饰绳纹 。 据 口沿 、 裆部等的变化 ， 可分为五式。

Ｉ 式 ： 折沿 ，
口沿和腹部夹角大 ， 腹壁微弧 ， 分裆较高 ， 有小的实足尖 ， 所饰绳

纹相对较粗 。 标本 ： 鲍家 ＺＢ ： ２０
Ｕ ３ ］

（ 图三 ，

４
）。

ｎ 式 ： 折沿 ，
口沿和腹部夹角较 Ｉ 式小 ， 腹壁较直 ， 分裆有所变矮 ， 有小的实足

尖
，
所饰绳纹相对略粗 。 标本 ： 北沈马 Ｆ５ ：１ （ 图三 ，

５
） 。

ｍ式 ： 折沿 ，
口沿和腹部夹角变小 ， 腹壁较直 ， 分裆较矮 ， 有小的实足尖 ， 体形

近方体 ， 所饰绳纹较粗 。 标本 ： 宁家埠 Ｆ８：１（ 图三 ，
６ ） 。

ｉｖ式 ： 折沿 ， 口沿和腹部夹角较 ｍ式小 ， 腹壁近直 ， 裆较高
，
有小的实足尖 ， 所

饰绳纹略较 ＤＩ式细 。 标本 ： 滨州 ＳＬＳＺ：６（ 图三 ，
７ ）。

Ｖ式 ： 折沿近平 ， 沿面多见旋纹 ， 腹壁微弧 ， 裆较高 ， 有小的实足尖 ， 体形变得

宽矮 ， 所饰绳纹较细 。 标本 ： 五村 Ｍ２２： １
［ ２４ ］

（ 图三 ，
８ ）。

Ａｂ 型 体形相对较瘦高 ， 腹较深 ， 器身饰绳纹 。 据 口沿 、 裆部等的变化 ， 可分为

三式。

Ｉ 式 ： 折沿 ， 盘 口
，
近方唇 ， 腹壁较直 ， 裆较高 ， 所饰绳纹较粗。 标本 ： 宁家埠

０２（ 图三 ，
９ ） 。

ｎ式 ： 折沿 ，
口沿和腹部夹角较大 ， 腹部微鼓 ， 裆略有变矮 ， 所饰绳纹较粗 。 标

本 ： 寿光 ９８ ：１（ 图三 ，
１ ０ ）。

Ｉ式 ： 折沿
，
沿明显变窄 ，

口沿和腹部夹角较大 ，
肩部微鼓 ，

裆较低 ， 所饰绳纹

较细 。 标本 ： 高青陈庄 Ｈ２０ １：１（ 图三 ，
１ １ ） 。

Ｂ型 柱状足鬲 。 有小的柱状足根 ， 数量较少 ， 可分为二式 。

Ｉ 式 ： 折沿
，
口 沿和腹部夹角较大 ， 腹壁微弧 ，

分裆较高 ， 柱状足根较小 ， 所饰

绳纹较细 。 标本 ： 赵铺采 ： ２４
［ ２５ ］

（ 图三 ，
１ ２ ）。

ｎ式 ： 折沿 ，
口沿和腹部夹角变小 ， 腹壁较斜直 ， 分裆变矮 ， 所饰绳纹较细 。 标

本 ： 赵铺采 ： ２２（ 图三
，

１ ３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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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 ． ｎ６ ．ｍｉ ３ ．

ｎ１ ４

４

ｒＲ兩－

Ｌｉ
＾

后
５ｕ

期

 ｇ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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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三 鲁北甲类 Ｆ 型及乙类 Ａ 、 Ｂ 、 Ｃ 型 陶鬲分期图

１ ． 王推官庄 Ｆ １： １２ ． 宁家埠土场 Ｈ５ ： １３ ． 王府 Ｈ ７ ９
：４４ ． 鲍家 ＺＢ ：

２０５ ． 北沈马 Ｆ ５ ： １６ ． 宁家埠

Ｆ８ ： １７ ． 滨州 ＳＬＳＺ ：６８ ． 五村 Ｍ ２２ ：１９ ． 宁家焊 ０２１ ０ ． 寿光 ９８： １ １ １ ． 高青陈庄 Ｈ２０ １： １

１ ２ ． 赵铺采 ： ２４ １ ３ ． 赵铺采 ： ２２１ ４ ． 高青陈庄 Ｍ １ ８ ： １ 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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Ｃ 型 仿铜鬲 。 体宽大于器高 ， 柱状足 ， 有小的柱状足根 ，
数量极少 ，

不分式 。

标本 ： 高青陈庄Ｍ １８ ： １ ６（ 图二 ，
１４ ）。

Ｄ 型 肥袋足鬲 。 依体形 、 腹部 、 袋足等的差异 ， 分为三亚型 。

Ｄａ型 口沿较宽 ，
体形肥硕 ， 腹较深 ， 分裆较矮 ， 袋足较肥 ，

口沿 以下饰绳纹 。

据 口沿 、 裆部等的变化 ， 可分为二式 。

Ｉ 式 ： 折沿 ，
口沿和腹部夹角相对较大 ， 裆部较矮

， 所饰绳纹较粗 。 标本 ： 仙人

台Ｆ １ ：

２
Ｕ６

］

（ 图四 ， １ ）。

ｎ 式 ： 折沿 ，
口沿和腹部夹角明显变小 ， 裆部略变矮 ， 体形略显肥硕 ， 所饰绳纹

略较 Ｉ 式细 。 标本 ： 滨州 ＢＬＳＺ ：４（ 图四 ，
２）。

Ｄｂ 型 体形相对较小 ， 整体略显的低矮 ，
袋足较小 ，

通体饰绳纹 ，
据 口沿 、 裆部

等的变化 ，
可分为四式 。

Ｉ 式 ： 卷沿 ， 侈 口
， 腹微鼓 ， 裆较矮 ， 所饰绳纹较粗 ， 有 的袋足尖绳纹被抹掉 。

标本 ： 董东 Ｆ２ ：３
［
２７

］

（ 图 四
，

３ ）。

ｎ式 ： 卷沿 ，
口沿和腹部夹角较大 ， 腹微鼓 ， 裆变高 ， 所饰绳纹较粗 。 标本 ： 董

东 Ｆ２ ：１（ 图 四 ，
４ ）。

ｍ 式 ： 折沿 ，
口 沿和腹部夹角 明显变小 ， 腹微鼓 ， 裆较高 ， 所饰绳纹较粗。 标

本 ： 潍坊后 ： ２（ 图四 ，

５
）。

ＩＶ式
：
折沿 ，

口沿和腹部夹角略有变小 ， 沿面内 凹 ， 腹壁微弧 ， 裆略变矮 ， 所饰

绳纹较粗 。 标本 ： 潍坊常 ： １（ 图四 ，
６ ） 。

Ｄｃ 型 体形相对瘦高 ， 但袋足肥硕 ， 腹较深 ，
三袋足外撇 ，

口沿以下饰绳纹。 据

口 沿 、 裆部等的变化 ， 可分为三式 。

Ｉ 式 ： 折沿 ，
口 沿和腹部夹角相对较大 ， 腹壁斜直 ， 裆部较高 ， 所饰绳纹较细 。

’

标本 ： 局青陈庄 Ｆ２ ：１（ 图四
，

７） 。

ｎ 式 ： 折沿
，
口 沿和腹部夹角 明显变小 ， 腹壁微弧 ， 腹较 Ｉ 式深

，
裆部较高 ， 所

饰绳纹较细 。 标本 ： 高青陈庄 Ｈ３００ ：２（ 图 四 ，

８
）。

ｉｎ式 ： 折沿 ，
口 沿和腹部夹角较小 ， 腹壁较弧 ， 腹变深 ， 裆较 ｎ式矮 ， 所饰绳纹

略粗 。 标本 ： 昌乐河西 ５４ ：８ （ 图四 ，
９ ）。

丙类 ： 素面鬲

根据足部等的差异 ， 分为四型。

Ａ型 锥状足素面鬲 。 依据形体 、 腹部的差异 ， 分为三亚型 。

Ａａ 型 体形相对较矮宽 ， 腹部较鼓
，
素面 。 据 口沿 、 裆部等的变化 ， 可分为二式 。

Ｉ 式 ： 折沿
，

口沿和腹部夹角较小 ，
腹壁微弧

，
裆较高

，
足部略外撇

，
体宽大于

器高 。 标本 ： 五村 Ｍ １ ０６ ： １（ 图 四 ，
１０ ）。

ｎ 式 ： 折沿 ，
口 沿和腹部夹角变小

，
腹部圆鼓 ， 裆明显变低 ， 体宽略大于器高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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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四 鲁北 乙类 Ｄ 型及丙类 Ａａ 、
Ａｂ 型陶鬲分期 图

１ ． 仙人 台 Ｆ Ｉ ： ２ ２ ． 滨州 Ｂ ＬＳＺ ：４３ ． 董东 Ｆ２ ：３ ４ ． 董东 Ｆ２ ：
ｌ５ ． 潍坊后 ： ２ ６ ． 潍坊常 ：

１

７ ． 高青陈庄 Ｆ２： １ ８． 高青陈庄 Ｈ ３００：２９ ． 昌 乐河西 ５ ４ ：８ １ ０ ． 五村 Ｍ １ ０６： １１ １
． 岳家河 Ｍ １ ３ ２： ２

１２． 北沈马 Ｈ５： ２
１
３ ． 王府 Ｈ

１
４３ ： ５

１ ４ ． 孙家东南 Ｈ７ ９ ：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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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本 ： 岳家河 １ ３２ ： ２
［ ２８ ］

（ 图四 ，
１ １ ）。

Ａｂ 型 体形相对较瘦高 ， 腹较深 ，
素面。 据 口沿 、

裆部等的变化
，
可分为三式 。

Ｉ 式 ： 折沿 ， 腹壁微弧 ， 裆较高 。 标本 ： 北沈马 Ｈ５ ：２（ 图 四 ，
１２ ） 。

ｎ 式 ： 折沿 ，
口 沿和腹部夹 角略较 Ｉ 式小 ， 腹部微鼓 ， 裆变矮。 标本 ： 王府

Ｈ １ ４３：５（ 图四 ，
１３ ） 。

ＨＩ式 ： 折沿 ，
口沿和腹部夹角较小 ， 腹部圆鼓 ，

裆较低 。 标本
： 孙家东南 Ｈ７９ ：８

［ ２９ ］

（ 图四 ，
１ ４

）。

Ａｃ 型 体形相对较矮小 ， 折沿 ，
有肩 ，

口沿和腹部的夹角较小 ， 腹微鼓 ， 腹较浅 ，

裆较低 ， 锥足较高 ， 素面 。 数量极少 ， 不分式 。 标本 ： 王府 Ｈ １ ８７ ：２（ 图五 ，
１ ） 。

Ｂ 型 柱状足鬲 ， 联裆 ， 素面 。 据 口沿 、 裆部等的变化 ，
可分为三式 。

Ｉ 式 ： 卷沿 ， 侈 口
，
口 沿和腹部的夹角大 ，

腹较浅
，
裆相对较矮

，
柱足较矮 。 标

本 ： 鲍家 ＺＢ ：２２（ 图五 ，
２ ） 。

Ｄ 式 ： 折沿 ，
口沿和腹部的夹角 明显变小 ， 腹壁微弧 ， 腹略变深 ， 裆略变高 ， 柱

足变高 。 标本 ：

王推官庄 Ｈ １ １ ３ ：２（ 图五 ，
３ ）。

ｍ式 ： 折沿近平 ， 腹壁微弧 ， 平裆较高 ， 柱足较高 。 标本 ： 赵铺采 ： ２０（ 图五 ，
４ ）。

Ｃ 型 仿铜鬲 。 折沿 ，
口沿和腹部的夹角相对略大 ， 肩部有高扉状堆纹 ， 腹部微鼓 ，

高弧裆 ， 柱状足 ，
素面 。 数量极少 ， 不分式 。 标本 ： 岳家河 Ｍ １ ３２：

４（ 图五 ，
５ ）。

Ｄ 型 乳状长袋足鬲 。 依体形 、 腹部等的差异 ， 分为二亚型 。

Ｄａ型 体形较低矮 ，
口沿较窄 ， 腹较浅 ， 袋足相对略短 ， 素面 。 据 口沿 、 裆部 、

袋足的变化 ， 可分为 四式 。

Ｉ 式 ：
口微移 ， 腹壁较直 ，

裆相对略高 。 标本 ： 北沈马 Ｈ５ ：１（ 图五 ， ６ ）。

ＩＩ 式 ： 卷沿 ， 侈 口
， 腹略变深 ， 袋足略外撇。 标本 ： 邹家庄 Ｈ９６ ：２（ 图五 ，

７ ）。

ｍ式 ： 卷沿 ，
口外侈角度较 ｎ式大 ， 腹壁微弧 。 标本 ： 后李Ｍ９２ ：２

［
３° ］

（ 图五 ，
８ ）。

ＩＶ式 ： 卷沿 ，
沿明显变窄小 ，

腹壁微弧 ， 裆变低 ， 袋足变小 。 标本 ：
王府 Ｈ １０５ ：２４

（ 图五 ，
９ ）。

Ｄｂ 型 体形相对瘦高 ，
口沿相对较宽 ， 腹较深 ， 袋足下常见小的乳突 ， 素面 。 据

口沿 、 裆部 、 袋足等的变化 ， 可分为三式 。

Ｉ 式 ： 折沿 ，

口沿和腹部夹角较大 ， 裆较高 ， 袋足相对细长 。 标本 ： 赵铺Ｍ ｌ ：２

（ 图五 ，
１ ０ ）。

ｎ式 ： 折沿 ，
口 沿和腹部夹角变小 ，

腹部圆鼓 ， 腹变深 ， 裆 明显变矮 。 标本 ： 涡

宋台 ２ １ ：１ ２（ 图五 ，

１ １
） 。

ＨＩ式 ： 折沿 ，
口沿和腹部夹角较 Ｉ式小 ， 裆较高。 标本 ： 后李 Ｍ９３ ：３（ 图五 ，

１ ２ ）。

（
二 ） 簋

数量较多
，
依整体形态的差异 ，

可分为九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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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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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五 鲁北丙类 Ａ ｃ 、
Ｂ

、 Ｃ 、
Ｄ 型 陶鬲分期图

１
． 王府 Ｈ １ ８７ ： ２２ ． 鲍家 ＺＢ ：２２３ ． 王推官庄 Ｈ Ｉ１ ３ ：２４ ． 赵铺采 ： ２ ０５ ． 岳家河 Ｍ １ ３ ２ ：４６ ． 北沈马

Ｈ ５ ：１７ ． 邹家庄Ｈ９６ ： ２８ ． 后李Ｍ９ ２ ：２ ９ ． 王府Ｈ １ ０５ ： ２４ １ ０ ． 赵铺 Ｍｌ： ２１ １
． 涡宋台２ １

： １ ２

１ ２ ． 后李 
Ｍ９３ ： ３

Ａ 型 高圈 足簋 。 依腹部的差异 ，
可分为二亚型 。



？

３ ２８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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Ａａ 型 弧腹 ， 沿较宽 ，
高圈足 ， 腹部和圈足常饰旋纹 。 据 口沿、 腹部 、 圈足的变

化 ， 可分为五式 。

Ｉ 式 ： 折沿 ，
口沿和腹部的夹角较大 ， 腹较深 ， 圈足较粗 、 较高。 标本 ： 潍坊

宇 ： ３（ 图六 ，
１ ） 。

ｎ 式 ： 折沿 ，
口沿和腹部的夹角变小 ， 腹略变浅 ， 圈足较粗 。 标本 ： 潍坊齐 ： ３

（ 图六 ，
２ ）。

ｉｎ式 ： 折沿 ，
口沿和腹部的夹角较 ｎ 式小 ， 腹略变浅 ，

圈足较粗。 标本 ： 高青陈

庄 Ｈ４４２ ：１（ 图六
，

３ ）。

ＩＶ式 ： 折沿 ，
口沿和腹部的夹角较小 ， 腹变浅 ， 圈足较粗 ，

口沿上常见旋纹 。 标

本 ： 高青陈庄 Ｈ２ ３６ ：１ （ 图六 ，
４ ）。

Ｖ 式 ： 卷沿近平 ， 腹明显变浅 ， 圈 足变细 ，
口沿上常见旋纹。 标本 ： 孙家东南

Ｊ３：２（ 图六 ，
５

）。

Ａｂ 型 折腹 ， 腹较浅 ，
高圈足 ， 腹部常饰弦纹。 据 口沿 、 腹部 、 圈足的变化 ， 分

为二式 。

Ｉ 式 ： 折沿 ， 沿较宽 口沿和腹部的夹角较大 ， 折腹明显 ， 腹部和圈足常饰旋纹 。

标本 ： 乐陵 ＬＷＸ
：７（ 图六

，
６） 。

ｎ式 ： 折沿 ， 沿较宽 ，
口沿和腹部的夹角 明显变小 ， 腹折平 ，

沿内 、 外缘常各饰

一

周旋纹 ， 圈足多见
一

周凸棱 。 标本 ： 涡宋台 ２ １： １ ０ （ 图六 ，
７ ）。

Ｂ 型 大敞口矮圈足簋 。 依腹部 、 体形的差别 ， 分为二亚型 。

Ｂａ 型 大敞 □
， 束颈 ， 圆鼓腹 ， 腹相对较浅 ， 圈足较矮 ， 体形显的矮胖 ， 腹部和

圈足常饰旋纹 。 数量极少 ，
不分式。 标本 ： 昌乐东圈 ７４ ：

３（ 图六 ，
８ ） 。

Ｂｂ 型 大敞 口
， 深腹 ， 圈足较矮 ， 体形相对瘦高 ， 腹部多饰绳纹 。 据 口沿 、 腹部

和圈足的变化 ， 分为三式。

Ｉ 式 ： 卷沿 ， 大敞口
， 腹部圆鼓 ， 圈足近直 ， 所饰绳纹略粗。 标本 ： 赵铺采 ： ２５

（ 图七 ，
１）。

ｎ式 ： 沿微折 ，
口外敞的角度变大 ， 腹变浅 ， 圈足外撇 ， 所饰绳纹略较 Ｉ 式细 。

标本 ： 鲍家 ＺＢ：２７（ 图七 ，
２ ）。

ｍ式 ： 沿微折 ，
口外敞的角度较大 ， 腹更浅 ， 圈足底弧形外撇 ，

所饰绳纹略较细 。

标本 ： 后李 Ｍ９ ３：

４（ 图七 ，
３ ）。

Ｃ 型 宽折沿敞 口矮圈足簋 。 唇相对较厚 ， 折沿 ， 沿较宽 ，
束颈 ，

鼓腹 ， 腹相对

略浅 ， 矮圈足 ， 腹部多饰有杂乱的绳纹或旋纹 。 据 口沿 、 腹部 、 圈足等的变化 ，
分为

四式 。

Ｉ 式 ： 敞 口
，
鼓腹 ， 圈足斜直 ，

腹部饰有旋纹和网格纹 。 标本 ： 涡宋台 ２ １ ：１（ 图

七
，

４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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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ＡＢＩ

期段ＡａＢ ａｌａ ｌｂ

１

２

ＴＴ
８

Ｍ／
－

Ａ


１ ２ ． 丨

Ａｂ

ｗ
２ ． ｎ６ ． ｉｉ ｏ ．

ｎｉ ３ ．

ｕ

—

：ｗ 

一

雷
—一

３ ．１ｉ ｉ ．

ｉｎ

期＾ｒ ＼

 １Ｔ

＾

ｗＶ＞／
ｉ
４ ．

ｉｎ

图六 鲁北 Ａ
、
Ｂａ 、 Ｉ 型陶簋分期 图

１
． 潍坊宇 ： ３２ ． 潍 坊齐 ： ３３ ． 高青陈庄 Ｈ４４２ ：

ｌ４ ． 高青陈庄 Ｈ２ ３６ ：

ｌ５ ． 孙家东南 Ｊ３ ： ２６． 乐 陵

ＬＷＸ： ７７ ． 涡宋台 ２ １： １ ０ ８ ． 昌 乐东圈 ７４ ：３９ ． 潍坊钓 ： ３ １ ０ ． 潍坊赵 ： ２１ １
． 涡宋台 ２

１ ：８
１ ２ ． 寿光

８４： １１ ３ ． 潍坊河 ： ４１ ４ ． 谢家埠 Ｍ５ ６：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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ｎ 式 ： 敞 口外侈角度略有增大 ， 束颈明 显 ，
圆鼓腹 ， 腹略变浅 ，

圈足弧形外撇 ，

下腹多饰有杂乱的绳纹。 标本 ： 涡宋台 ２ １ ：９（ 图七 ，
５ ）。

ｍ 式 ： 敞 口外侈角度更大 ， 鼓腹弧形下收 ， 腹较浅 ， 圈足弧形外撇 ， 腹部多饰有

绳纹或旋纹 。 标本 ： 昌乐河西 ５４ ：２６（ 图七 ，
６ ）。

ＩＶ式 ： 敞 口外侈角度 明显更大 ， 鼓腹弧形下收更急 ， 圈足弧形外撇 ， 腹部多饰旋

纹 。 标本 ： 昌乐宇家 ６５：１ ０（ 图七
，

７ ） 。

＼
器物簋

＼ＢＤ

期＾＼Ｂ ｂ
°

ＤａＤｂ

Ｔｗｗｗｗ
１

． Ｉ４ ．

１８ ． Ｉ １ １
．Ｉ

Ｗｗｗ
２ ． ｎ５ ． ｎ９ ． ｎ１ ２ ．

ｎ

：ｗｗｗｗ
３ ．

ｉｎ６ ．

ｉｎｉ ｏ ．

ｉｎ１ ３ ． ｎ １

１
４

＿ ｊ＿Ｊ ７ ．

ＩＶ

图七 鲁北 Ｂｂ 、 Ｃ 、 Ｄ型 陶簋分期 图

１ ． 赵铺采 ： ２５２ ． 鲍家 ＺＢ ： ２７３ ． 后李 Ｍ ９３ ：４４ ． 涡宋 台 ２ １
：

１５ ． 涡宋台 ２ １
：９６ ． 昌乐河西 ５４ ：２６

７． 昌乐宇家 ６５ ：１ ０８ ． 后李 Ｍ３ ５ ：４９ ． 仙人 台 Ｆ６ ：３１ ０ ． 后李 Ｍ９２： １１ １ ． 北沈马 Ｈ５ ： ７

１ ２ ． 王推官庄 Ｈ １ １ ６：１ １ ３ ． 滨州 Ｓ ＨＳＺ ： ２

Ｄ 型 三角厚唇簋 。 依口沿 、 腹部等 的差异 ，
可分为二亚型 。

Ｄ ａ 型 大敞 口
，
宽沿

，
束颈 ，

弧鼓腹
，
腹相对略浅 ， 腹部多见三角刻划纹或绳

纹 。 据 口沿 、 腹部和圈足的变化 ，
分为三式 。

Ｉ 式
： 大敞 口

，
弧腹下收较急 ，

圈足外撇 ， 腹部多饰绳纹 ， 所饰绳纹相对较粗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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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本 ：
后李 Ｍ３５ ： ４ （ 图七 ， ８ ）。

ｎ式 ： 折沿 ，
口沿和腹部的夹角变小 ， 腹略变浅 ， 圈足外撇 ， 整体较 Ｉ 式矮胖 ，

腹部多饰绳纹或三角刻划纹 。 标本 ： 仙人台 Ｆ６ ：３（ 图七 ，
９ ）。

ｍ式 ： 折沿 ，
口沿和腹部的夹角更小 ， 腹 明显变浅 ， 圈足更加外撇 ， 整体更显矮

胖 ， 腹部多饰绳纹 ， 所饰绳纹变细 。 标本 ： 后李 Ｍ９２ ：１（ 图七 ，
１ ０ ） 。

Ｄｂ 型 窄沿或无沿 ， 厚唇 ， 腹相对略深 ， 腹部多见三角刻划纹或绳纹 。 据 口沿 、

腹部和圈足等的变化 ， 分为三式 。

Ｉ 式 ： 窄沿或无沿 ， 腹较深 ， 圈足较直 。 腹部基本均饰三角绳纹和刻划纹 ， 所饰

绳纹较粗 。 标本 ： 北沈马 Ｈ５７（ 图七 ，
１ １ ）。

ｎ 式 ： 多无沿 ， 腹变浅 ， 圈足外侈 ， 整体较 Ｉ 式矮胖 。 腹部基本均饰三角绳纹和

刻划纹 ， 所饰绳纹较粗 。 标本 ：
王推官庄 Ｈ １ １６：１（ 图七 ，

１２ ）。

ｍ式 ： 小窄沿 ， 腹较浅
，
圈足弧形外侈 ， 整体更显矮胖 。 腹部多饰三角绳纹和刻

划纹 ， 所饰绳纹略有变细 。 标本 ： 滨州 ＳＨＳＺ：２（ 图七 ，
１３）。

Ｅ 型 侈 口浅腹高圈足簋。 大宽沿 ， 多为尖唇 ， 腹相对较浅 ， 圈足较高 ， 腹部有

的饰有绳纹 。 据 口沿 、 腹部 、 圈足等的变化 ， 分为三式 。

Ｉ 式 ： 折沿
，
多为尖唇 ，

口沿和腹部的夹角较大 ， 腹较浅 ， 多素面 。 标本 ： 五村

Ｍ ｉ ｌ ：１（ 图八 ，
１） 〇

ｎ 式 ： 折沿 ， 基本为尖唇 ，
口沿和腹部的夹角 明显变小 ， 圈足明显变高 ， 多素面 。

标本 ： 赵铺采 ： ２９（ 图八
，

２ ）。

ｉｎ式 ： 折沿
，
基本为尖唇 ，

口沿和腹部的夹角较 ｎ式小 ， 腹略变浅 ， 圈足明显变

细 ，
且多见

一

周凸棱 ， 多饰绳纹 。 标本 ：
五村 Ｍ １ ２ ：１（ 图八 ，

３ ）。

Ｆ 型 大卷沿敞口深腹簋 。 体量相对较大 。 依 口沿 、 ５页部 、 腹部等的差异 ，
可分为

二亚型。

Ｆａ型 卷沿 ， 敞 口
， 深腹 ， 圈足较直 ， 多饰旋纹 。 据 口沿 、 腹部 、 圈足等的变化 ，

分为四式 。

Ｉ 式 ： 敞 口 ， 腹较深
，
腹壁微折

，
圈足较直 、

较高
，
腹部多饰旋纹 。 标本 ： 赵铺

采 ： ２７（ 图八 ，
４ ）。

ｎ 式 ： 敞 口
，

口外敞的角度略有增大 ，
弧腹微鼓 ， 圈足略变矮 ， 腹部多饰旋纹 。

标本 ： 马安 Ｍ８０？

？

 １（ 图八 ， ５ ） 。

ｍ 式 ： 大卷沿 ，
口沿和腹部的夹角 明显变小

， 腹更深 ，
鼓腹

，
圈足变矮 ， 腹部多

饰旋纹 。 标本 ： 赵铺采 ： ２６（ 图八 ，
６ ）。

ＩＶ式 ： 大卷沿 ，
口沿和腹部的夹角 明显更小 ， 圆鼓腹 ， 矮圈足下有小台 ， 腹部多

饰旋纹 。 标本 ： 滨州 ＳＬＳＺ：２ ８（ 图八 ，
７ ）。

Ｆｂ 型 大敞 口
， 束颈 ， 有肩 ，

鼓腹 ， 多饰旋纹 。 据 口 沿 、 腹部 、 圈足等的变化 ，

分为三式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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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八 鲁北 Ｅ 、 Ｆ 、 Ｇ 、 Ｈ 型陶蓋分期图

１
． 五村 Ｍ ｌ ｌ

：

ｌ２ ． 赵铺采 ： ２ ９３ ． 五村 Ｍ １ ２ ：

ｌ４ ． 赵铺采 ： ２７５ ． 马安 Ｍ ８０ ：

ｌ６ ． 赵铺采 ： ２ ６

７ ． 滨州 ＳＬＳＺ： ２８８ ． 宁家埠 Ｈ２５ ８
：

２９ ． 宁家埠 Ｍ６ １： ３ １ ０ ． 草桥簋 １ １
． 潍坊延 ： ２

１２ ． 潍坊高 ： ２ １ ３ ． 昌乐宇家 ６５ ：１ 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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Ｉ 式 ： 敞 口
， 束颈 ，

鼓腹 ， 腹较深 ， 圈足较高 ， 腹部多饰旋纹 。 标本
：
宁家埠

Ｈ２ ５８：２（ 图八 ，
８
） 。

ｎ 式 ： 大敞 口
， 束颈 ， 耸肩明显 ， 腹较深 ， 圈足较高 ， 腹部和圈足多饰旋纹 。 标

本 ： 宁家埠 Ｍ６ １：

３（ 图八 ， ９ ） 。

ｍ 式 ： 大敞 口外侈角度更大 ， 束颈 ， 有肩 ， 腹略变浅 ， 圈足变矮 ， 腹部多饰绳纹

和旋纹 。 标本 ： 草桥簋
［ ３ １ ］

（ 图八 ，
１ ０ ）。

Ｇ 型 细体深腹簋 。 体型瘦高 ， 宽沿 ，
口沿和腹部夹角较大 ， 筒形深腹 ， 圈足较

细高 ， 腹部多饰旋纹和绳纹 。 数量极少 ，
不分式。 标本 ： 潍坊延 ： ２（ 图八

，
１ １） 。

Ｈ 型 仿铜簋。 依体形 、 腹部 、 圈足等的差异 ，
可分为二亚型 。

Ｈａ 型 窄沿 ， 圆鼓腹 ， 环形耳 ， 腹相对较深 ， 圈足相对较矮 、 较粗 ， 腹部多饰旋

纹 。 数量较少 ， 不分式 。 标本 ： 潍坊高 ： ２ （ 图八 ，
１ ２ ）。

Ｈｂ 型 沿宽于 Ｈａ 型
，
勾形双耳 ，

折腹
，
腹相对较浅

，
圈足较细高 ，

腹部多饰瓦

棱纹 。 数量较少 ，
不分式 。 标本 ： 昌乐宇家 ６５ ：１ ３ （ 图八 ，

１ ３ ）。

Ｉ 型 素面簋 。 依体形 、 腹部等的差异 ， 可分为二亚型 。

ｌａ 型 折沿 ， 腹相对较浅 ， 整体略显矮胖 ， 素面。 据 口 沿 、 腹部和圈足的变化 ，

分为三式 。

Ｉ 式 ： 折沿 ， 沿较宽 ，
口沿和腹部夹角较大 ， 腹较浅 ， 圈足相对较高 。 标本 ： 潍

坊钓 ： ３ （ 图六 ，
９ ）。

ｎ式 ： 折沿
，
沿略变窄

，

口沿和腹部夹角较 Ｉ 式小 ， 腹变深 ， 圈足变矮 。 标本 ：

潍坊赵 ： ２（ 图六 ，

１ ０ ）。

ｍ 式 ： 折沿 ，
口 沿和腹部夹角 更小 ， 腹更深 ， 矮 圈足。 标本 ： 涡 宋台 ２ ｉ ：８

（ 图六 ，
１ １ ）。

ｌｂ 型 折沿 ， 沿较宽 ， 腹相对较深 ， 整体略显瘦高 ，
素面 。 据口沿 、 腹部和圈足

的变化 ， 分为三式 。

Ｉ 式 ： 折沿 ，
口 沿和腹部夹角较大 ， 圆鼓腹 ， 腹较深 ， 圈足较矮 。 标本 ： 寿光

８４：１ （ 图六 ， １ ２ ）。

ｎ式 ： 折沿
，
口沿和腹部夹角较 Ｉ 式小

，
腹较深 ， 圈足变高 ， 整体更显瘦高 。 标

本 ： 潍坊河 ： ４（ 图六 ，

１ ３ ） 。

ｍ式 ： 折沿 ，
口沿和腹部夹角变小 ， 腹变浅 ， 圈足变得细高 ， 整体细高 。 标本 ：

谢家埠 Ｍ５６ ：１

［ ３ ２ ］

（ 图六 ， １ ４ ）。

（ 三 ） 豆

数量较以上两类陶器少 ， 依豆盘的差异 ， 分为二型 。

Ａ 型 弧盘豆 。 依豆柄的差异 ，
分为二亚型 。

Ａａ 型 豆柄相对较粗 。 据口 、 盘 、 豆柄的变化 ，
分为三式 。



．

３３４ 

■ 三代考古 （ 六 ）

Ｉ 式 ： 弧盘 ，
豆柄较高

，
豆柄底部弧形外撇。 标本 ： 滨州 ＳＬＳＺ ：１ ０ （ 图九 ，

１
）。

ｎ 式 ：
弧盘

，
豆盘略变深 ，

豆柄明显变矮 ， 豆柄底部弧形外撇明显 。 标本 ： 五村

Ｍ ｉ ｌ ：２（ 图九 ，
２ ） 。

＼器物豆

＼ＡＢ

期段
＼ＡａＡｂＢａＢｂ

Ｔｗｉｚ￥
１ ． Ｉ４ ．Ｉ９ ． Ｉ

２ ． ｎ５ ．ｎ

＾ｗ
３ ．

ｉｎｉ ｏ ．

ｎ

４＾ｗ
６ ． ｍ ｉ ３ ． ｉ

＾ＷＷＷ
７ ． ｉｖｉ ｉ ．

ｉｎｉ４ ．ｎ

６ＷＷＷ
８ ． Ｖ１ ２ ．

１Ｖ １ ５ ． ｍ

图九 鲁北陶豆分期图

１ ．滨州ＳＬＳＺ ：１０２ ． 五村 
Ｍ ｉ ｌ ：２３ ． 潍坊河 ： ８４ ． 五村

Ｔ６５２２Ｋ １： １５ ． 滨州Ｓ ＬＳ Ｚ ： １ ２６ ． 鲍家 
ＺＢ： ４０

７ ． 草鞋图二 ：

１ 豆 ８ ． 两醇 Ｍ３ １ ７４
：

２９ ． 滨州 ＢＬ ＳＺ：１ ４１ ０ ． 昌乐宇家 ６ ５ ： ８１ １ ． 五村 Ｍ １ ２ ：４

１２ ． 仙人台 Ｍ ３ ：８１ ３ ． 高青陈庄 Ｈ２４６：１ １４ ． 仙人台 Ｍ ２ ：４１ ５ ． 王府 Ｈ１ ０ ５ ：１ 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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ＨＩ式 ： 弧盘
，
豆盘更深 ， 豆柄更矮 ， 豆柄底部弧形外撇更加明显 。 标本 ： 潍坊

河 ： ８（ 图九 ，
３ ）。

Ａｂ 型 豆柄较细 。 据 口 、 盘 、 豆柄的变化 ，
可分为五式 。

Ｉ 式 ： 豆盘较浅 ，
口 内敛 ， 豆柄较细 、 较高 。 标本 ： 五村 Ｔ６５２２Ｋ １：１ （ 图九 ，

４ ）。

ＩＩ式 ： 豆盘微略变深
，
□ 内敛

，
豆柄变矮 。 标本 ： 滨州 ＳＬＳＺ ： １２（ 图九 ， ５ ）。

ｍ式 ：
豆盘较深 ，

口微略 内敛 ，
不似前两式明显 ，

豆柄更加矮。 标本 ：
鲍家

ＺＢ：４０（ 图九 ，
６ ） 。

ＩＶ式 ： 豆盘变深 ，

口 不再明显 内敛 ，
豆柄略有增高

，
柄上多见一周 凸棱。 标本 ：

草桥图二 ：

１ 豆 （ 图九 ，
７
）。

Ｖ式 ： 豆盘变浅 ， 豆柄较Ｗ式细 、 较 ＩＶ式高 ， 柄上多见
一

周 凸棱 。 标本 ：
两醇

Ｍ３ １ ７４：２
［
３３

］

（ 图九 ，
８ ）。

Ｂ 型 折盘豆 。 据豆柄的差异 ， 分为二亚型 。

Ｂａ 型 豆柄较粗 。 据口 、 盘 、 豆柄的变化 ， 可分为四式 。

Ｉ 式 ： 豆盘较深
，
盘壁斜直

，
豆柄较粗 、 较高 ， 豆盘和柄上多见旋纹 。 标本 ： 滨

州
ＢＬＳＺ：１４（ 图九 ，

９ ）。

Ｄ式 ：
豆盘变浅 ， 盘壁较直 ，

豆柄变矮 。 标本 ： 昌乐宇家 ６５ ：８（ 图九 ，
１ ０ ）。

ｍ式 ： 豆盘较浅 ， 盘壁弧折 ， 豆柄较 ｎ 式矮 ， 柄上多见
一周 凸棱 。 标本 ： 五村

Ｍ１ ２：４（ 图九 ，
１ １ ）。

Ｗ式 ： 豆盘更浅 ，
豆柄较高 。 标本 ： 仙人台 Ｍ３

？

？８（ 图九 ，

１２
）。

Ｂｂ 型 豆柄较细
，
豆盘壁多饰旋纹 。 据 口 、 盘 、 豆柄的变化 ，

可分为三式 。

Ｉ 式 ：
豆盘相对以下几式较深 ， 盘壁较直 ，

豆柄较矮 。 标本 ：
高青陈庄 Ｈ２４６ ：１

（ 图九 ，
１ ３ ）。

ｎ式 ： 豆盘微略变浅 ， 盘壁弧折 ， 豆柄略变高 ， 豆柄上多见一周凸棱 。 标本 ： 仙

人台 Ｍ２ ：

４（ 图九 ，
１４ ） 。

Ｉ式 ： 豆盘更 浅 ， 豆柄变 高 ， 豆柄上多见
一

周 凸 棱 。 标本 ：
王府 Ｈ １ ０５ ：１ １

（ 图九 ，
１ ５ ）。

（ 四 ） 盆

数量较多 ，
依纹饰的差异 ，

分为三型 。

Ａ 型 绳纹盆 。 依腹部和个体大小 ， 分为四亚型 。

Ａａ 型 弧鼓腹盆 。 沿较宽 ，
弧鼓腹 ，

口沿下饰绳纹。 据 口沿 、 腹部的变化 ，
可分

为六式 。

Ｉ 式 ： 卷沿 ，
口 沿和腹部的夹角较大 ， 腹较深 ， 平底微内 凹 ， 所饰绳纹较粗。 标

本 ： 宁家埠 Ｈ２６７ ： ２（ 图一〇 ，
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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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器物盆

期段
＼ＡａＡｂＡｃＡｄ

１ ｆ

—

＼

ＡＰＶｗ
Ｖｊ ｖ／ｓ

——

ｒ

——

７


—

一



ｌ＿ｉ＿
前 ）



１

．

：；１？
ｍ ２

Ｉｍｍ
１ １ １ １ ５ １

２ ． ｎ



１

—－
̄

３

）ｋｍｄ
＇

３ ． ｍ ｉ ６ ．ｎ

ＷＷ
４ ． ｉｖ８ ． ｎｉ ２ ．

ｎ

＾％；
ｒ ．

—

－

－

ｙ
 ｔｅｌ

ｉＭｐＭ

卜響冒環
５ ． Ｖ９ ． ＩＤ １ ３ ．

１
１

１
＼

６ｌ ． ． ＿藤 ！

６ ． ＶＩ １ ０ ． １Ｖ１ ４ ．

ＩＶ

图
一

〇 鲁北 Ａ 型陶盆分期图

１ ． 宁家埠 Ｈ２６７ ： ２２ ． 凤凰台 Ｈ ６２３ ： ３３ ． 王推官庄 Ｈ １
３２ ： １ ４４ ． 王府 Ｈ３ ７ ： ４ ５． 王府 Ｈ １ ４５ ： ７

６ ． 王府 
Ｈ １ ０８ ： ４７ ． 宁家埠 

Ｈ２５ ８ ：

ｌ８ ？ 王府 Ｈ４６ ： ４９ ． 王府Ｈ ２０３ ：

１ ０１ ０ ． 王府 
Ｈ １ ０５ ： ３

１ １ ． 北沈马Ｆ４ ：

ｌ１ ２ ． 王府 
Ｈ １ ８ １： ５１ ３ ． 王府Ｈ Ｉ

：

１１
４ ？ 王府 

Ｈ １ ０５ ：３６ １ ５ ． 宁家埠 Ｈ １ ６： １

１ ６ ． 赵铺 Ｔ １ ② ：

４ １ ７ ． 王府 Ｈ３ ８ ：５

ｎ 式 ： 折沿 ，
口沿和腹部的夹角较 Ｉ 式小 ，

弧腹微鼓 ，
腹略变浅 ， 所饰绳纹较 Ｉ

式细 。 标本 ： 凤凰台 Ｈ ６２３ ： ３

［ ３４ ］

（ 图
一〇

，

２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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ｍ式 ： 折沿 ，
口沿和腹部的夹角较 ｎ 式小 ， 腹部微鼓 ， 所饰绳纹略粗。 标本 ：

王

推官庄 Ｈ １３２ ： １ ４（ 图一〇 ， ３ ）。

ＩＶ式 ： 折沿 ，
口 沿和腹部的夹角变小 ， 腹部微鼓 ， 所饰绳纹略粗。 标本 ：

王府

Ｈ３７ ：４（ 图一〇 ，
４ ）。

Ｖ式
；
折沿 ，

口沿和腹部的夹角更小 ， 腹略有变浅 ， 所饰绳纹略粗。 标本 ： 王府

Ｈ １ ４５：７（ 图
一〇

，
５

） 。

ＶＩ式 ： 折沿 ， 沿面多见旋纹 ，
口沿和腹部的夹角较 Ｖ式小 ， 所饰绳纹略粗 。 标

本 ： 王府 Ｈ １ ０８ ：４（ 图一〇 ，
６ ）。

Ａｂ 型 深腹盆
，
沿较 Ａａ 型窄 ， 腹斜直

，
腹较深 ，

口沿下饰绳纹 。 据 口沿 、 腹部

的变化 ，
可分为四式 。

Ｉ 式 ： 卷沿 ， 敞 口
， 腹壁较斜直 ， 腹较深 ， 平底 ， 所饰绳纹较粗 。 标本 ： 宁家埠

Ｈ２ ５８：１（ 图一〇 ， ７ ）。

Ｉ Ｉ式 ： 折沿 ，
口沿和腹部的夹角较大 ， 腹壁较斜直 ， 腹较深 ， 平底 ， 所饰绳纹较

粗 。 标本 ：
王府 Ｈ４６ ：４（ 图一

■〇
，

８ ）。

ＩＤ式 ： 折沿 ， 沿面多见
一

周旋纹 ，
口沿和腹部的夹角 明显变小 ， 腹壁下收较急 ，

所饰绳纹较粗 。 标本 ： 王府 Ｈ２０３： １ ０（ 图
一〇 ， ９ ） 。

ＩＶ式 ： 折沿近平 ， 沿面多见
一

周旋纹 ， 腹壁下收更急 ， 所饰绳纹较粗。 标本 ： 王

府Ｈ １ ０５：３ （ 图
一〇

，
１ ０ ） 。

Ａｃ 型 附加堆纹盆 ， 折沿 ， 弧腹 ， 平底微内凹 ，
口沿下饰绳纹 ，

上腹有
一

周附加

堆纹 。 据 口 沿 、 腹部的变化 ， 可分为四式 。

Ｉ 式 ： 折沿 ， 腹微鼓 ， 所饰绳纹较粗 ， 颈下有
一

周附加堆纹 。 标本 ：
北沈马 Ｆ４ ： １

（ 图
一〇

，

１ １
）。

ｎ式 ： 折沿
，
口 沿和腹部的夹角较 Ｉ 式小 ，

所饰绳纹较 Ｉ 式细 ，
腹中部有一周附

加堆纹。 标本 ：

王府 Ｈ１ ８ １：５（ 图
一〇

，

１ ２
）。

皿式 ： 折沿 ， 沿变窄 ， 弧腹下收较急 ， 所饰绳纹较粗 ，
上腹有

一

周附加堆纹 。 标

本 ： 王府 Ｈ １ ： １（ 图一〇 ，
１ ３ ）。

ＩＶ式 ： 折沿 ，
口沿和腹部的夹角 明显变小 ， 所饰绳纹较粗 ，

口沿下有
一周附加堆

纹 。 标本 ： 王府 Ｈ １０５：３６（ 图
一〇

，

１ ４
）。

Ａｄ 型 小卷沿盆 ， 敞 口
， 平底 ，

口沿下饰绳纹 。 据 口沿 、 腹部等的变化 ， 可分为

三式 。

Ｉ 式 ： 卷沿 ，
口微敞 ， 折腹 ， 腹较深 ， 所饰绳纹较粗 。 标本 ：

宁家埠 Ｈ １ ６ ：１（ 图

—

■〇
，１ ５ ）〇

ｎ 式 ： 卷沿 ，
口外敞的 角度略有增大 ， 折腹 ， 腹变浅 ， 所饰绳纹较细 。 标本 ： 赵

铺 Ｔ １ ② ： ４（ 图
一〇

，
１ ６ ） 。

ｍ式 ： 卷沿 ，
口 外敞的角度更大 ， 弧腹 ， 腹较深 ， 所饰绳纹较粗 。 标本 ： 王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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Ｈ ３８：５（ 图
一〇

，
１ ７ ）。

Ｂ 型 旋纹盆。 个体相对略小 ， 卷沿近平 ， 沿面多见旋纹 ，
弧腹微鼓 ，

腹相对较

深小平底 ，
上腹多饰两道旋纹。 标本 ： 王府 Ｈ６４：２（ 图一一 ，

１ ）。

Ｃ 型 素面盆 。 依体形 、 腹部等的差异 ， 分为四亚型 。

Ｃａ 型 折沿 ，
弧腹 ， 腹相对较深 ， 平底较宽 ， 素面 。 据 口沿 、 腹部等的变化 ，

可

分为三式 。

Ｉ 式 ： 折沿 ，
口 沿和腹部 的夹 角 较大 ，

弧 腹
，
腹 较深 。 标本 ： 北 沈 马 Ｈ５ ：８

（ 图


＊

，
２） 〇

ＩＩ 式 ： 折沿 ，
口 沿和腹部的夹 角 变小 ， 上 腹微鼓 ， 腹下收较急 。 标本 ： 鲍家

ＺＢ：２９（ 图
——

，
３ ）０

＼ 器物盆

Ｎ

＼Ｂ


ｎ


期段 ＼ＣａＣｂ

Ｉ— Ｕ７—
２ ． １

３

一

：

一

Ｗ


一



ｉ ｎ


－

一

Ｗ

一

６ｉ

图一一 鲁北 Ｂ 、 Ｃａ 、 Ｃｂ 型陶盆分期图

１ ． 王府Ｈ６４ ： ２ ２ ． 北沈马Ｈ５ ： ８３ ． 鲍家
ＺＢ ： ２９４ ． 王府 Ｈ６３ ：

１ ０５ ． 王府 
Ｙ ｌ

： 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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ＩＩＩ式 ： 折沿 ，
口沿和腹部的夹角变小 ，

上腹微鼓 ， 腹变浅 。 标本 ：
王府 Ｈ６３ ：１ ０

（ 图
，

４）。

Ｃｂ 型 折沿 ， 沿 面 多 见旋纹 ， 斜直深 腹 ， 平底 ，
素 面 。 标本 ： 王府 Ｙ ｌ ： ４

（ 图一一 ，
５）。

Ｃｃ 型 折沿 ， 沿较宽 ，

口沿和腹部的夹角较入 ， 浅腹 ， 腹壁向下急收为小圜底 。

整体呈钵形 ， 个体相对较小 ， 素面 。 标本 ： 大辛庄 １ １Ｍ １ ７：４（ 图
一二

，

１） 。

Ｃｄ型 扁宽体 ， 直宽 口
， 浅腹 ， 平底 ， 素面 。 标本 ：

王府 Ｈ １０５ ：２ １ （ 图
一二

，
２

）。

＼ 器物盆

＼ ｜

Ｃ

期段 ＼Ｃ ｃＣｄ

爵
丄

６

２

图一二 鲁北 Ｃｃ 、 Ｃｄ 型陶盆分期图

１ ． 大辛庄１ １Ｍ １ ７ ： ４２ ． 王府 
Ｈ １０５ ： ２１

三 、 典型铜器形制分析

鲁北地区西周时期铜器器类较多 ， 主要有鼎 、 簋 、 鬲 、 覷 、 瑚 、 豆 、 尊 、 卣 、 觚 、

爵 、 盘 、 匣 、 益 、 壶等 。 其中 ， 我们选取数量较多 ， 形制演变轨迹较为清晰 ，
可用于

分期排队的十二类铜器 ， 对其进行形制分析 。

（

一

） 鼎

数量较多的
一

类铜器 ， 据整体形态的差异 ， 分为三型 。

Ａ 型 圆鼎 。 依腹部的差异 ， 分为二亚型 。

Ａａ 型 圆鼓腹鼎 。 立耳 ， 腹部圆鼓 ，

三柱状足 。 依腹部等的变化 ，
可分为三式 。

Ｉ 式 ： 腹部 圆鼓 ， 腹较深 ， 圜底 ，

三柱足较高 。 多有纹饰 。 标本 ： 刘 台子 Ｍ ３ 王

季鼎 ， 腹内壁有铭
“

王季作鼎彝
”

（ 图
一

三
，

１ ）。

ｎ 式 ： 鼓腹倾垂
，
腹变浅

，
圜底

，

三柱足变矮 、 微略变细 。 纹饰较简单 。 标本 ：

刘台子 Ｍ６：２３（ 图
一三

，

２ ）。

ｍ式 ： 腹部倾垂至最低点 ， 腹更浅 ， 圜底近平 ， 半圆柱形足多见 。 多见带状纹饰 ，

鸟纹 、 夔龙纹多见 ， 繁餮纹较少 。 标本 ： 刘台子 Ｍ ６：２７（ 图
一

三
，

３ ）。



？

３４０
？ 三代考古 （ 六 ）

＼
器物铜鼎

＼ＡＢ

期段
＼ＡａＡｂＢａ

Ｉ

ＴＩｊ

， ｔｌ
￥

——

Ｗ ｕ

；


着
一

響盲
３ ． ｉｎ７＾ｕ

Ｊ 幽＝期


４


瑚

６

ｖｎ
５９

图一三 鲁北 Ａ 、 Ｂ 型铜鼎及瑚分期图

１ ． 刘 台子 Ｍ３ 王季鼎 ２ ． 刘 台子 Ｍ６ ：２３３ ． 刘 台子 Ｍ６ ：２７ ４ ． 潍坊前 ： ２ ５ ． 仙人台 Ｍ３ ： ２６ ． 刘台子

Ｍ６ ： １ ９７ ． 刘 台子 Ｍ６ ： ２ １８ ． 刘台子 Ｍ６ ：２２９ ． 仙人台 Ｍ３
：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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Ａｂ 型 半球状腹鼎 。 立耳 ， 半球状腹 ， 马蹄形足 ， 依腹部 、 足部等的变化
， 可分

为二式 。

Ｉ 式 ： 腹相对略深 ， 半圆形实足 。 纹饰多见于 口沿下部 ， 窃 曲纹 、 重环纹多见 。

标本 ： 潍坊前 ： ２ （ 图一三 ，
４ ）。

Ｉ式 ： 腹微略变浅 ，
半环形足 ，

蹄形明显。 多见重环纹 、 垂鳞纹 。 标本 ： 仙人台

Ｍ ３ ：２（ 图
一

三
，

５ ）。

Ｂ 型 方鼎 。 根据腹部 、 耳部 、 足部的差异 ， 分为三亚型 。

Ｂ ａ型 长方体鼎 ， 腹呈长方体 、 立耳 、 四柱足 ， 纹饰多较繁缛 ， 饕餮纹多见 。 数

量极少不分式。 标本 ： 刘 台子 Ｍ６：１９
， 腹内壁有铭文

“

逢宝尊彝
”

（ 图一三 ， ６ ） 。

Ｂｂ 型 圆角方体附耳鼎 ， 腹呈圆角长方体 ， 附耳 ， 四柱足 ， 纹饰较简单 。 数量较

少 ， 不分式 。 标本
： 刘台子 Ｍ６ ：２ １

， 腹内壁有铭文
“

逢
”

（ 图
一

三
，
７ ）。

Ｂ ｅ 型 象鼻足异形鼎 ，
立耳 ， 长方体腹 ， 四象鼻形足 。 纹饰较繁缛 。 数量较少 ，

不分式 。 标本 ： 刘台子 Ｍ６：２２（ 图
一

三
， ８ ） 。

Ｃ 型 分裆鼎 。 立耳
，
圆腹 ，

分裆
，
三柱足 ，

纹饰简单。 数量较少 ，
不分式。 标

本
： 高青陈庄 Ｍ １ ７ ：３（ 图

一四
，

１
） 。

（
二

） 簋

较常见 ， 据足部的差异 ， 分为二型 。

Ａ 型 圈足簋。 敞 口
，
双耳 ，

耳下均有小的附珥 ， 矮圈足 ， 多有纹饰 。 依腹部等

的变化 ， 可分为二式。

Ｉ 式 ： 腹部圆鼓 ， 腹较深 ， 圈足相对略高 。 均有纹饰 。 标本 ： 刘台子 Ｍ３ 逢彝簋 ，

内底有铭文
“

逢鼻
”

两字 （ 图一四
，

２ ） 。

ｎ式 ： 腹部倾垂 ， 腹变浅 ，
附琪变大 ， 圈足变矮且外撇明显 ， 多有小台阶 。 多见

弦纹或带状纹饰 。 标本 ： 高青陈庄Ｍ２７ ：７（ 图
一

四 ， ３ ）。

Ｂ 型 圈三足簋 。 圆腹 ， 有盖 ， 其上为圆形捉手 ，
双兽首形耳 ， 耳下均有小的

附珥 ， 圈足下有三兽形足 。 多 通体饰有纹饰 ，
窃 曲 纹 、 瓦纹多 见 。 标本 ： 仙人 台

Ｍ６：

Ｂ ３７（ 图
一

四
，

４ ）。

（三 ） 鬲

较常见 ， 据耳部的有无和裆部的差异 ， 分为二型。

Ａ 型 有耳分裆鬲 。 高领 ，
束领明显 ， 领部和腹部分界亦很明显 ，

立耳 ， 鼓腹 ，

三柱足 ， 纹饰较简单 。 数量极少 ，
不分式 。 标本 ： 刘台子 Ｍ６ ：２４（ 图

一

四 ，
５ ）。

Ｂ 型 无耳联裆鬲 。 折沿 、 平沿较宽 ， 鼓腹 、 弧裆相对较低 ，
三蹄形足 ， 腹部有

高扉棱 ， 纹饰较繁縟 。 标本 ： 济南市博物馆鱼篓纹鬲 （ 图
一四

，
６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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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代考古 （ 六 ）

＼

器物
 ｜

ＳＩ１Ｍ

－

＼


铜覷
期段＼Ｃ


Ａ


１

釋
！一

篇

２

２ －
＇

Ｗ
７ １

３

３ ． Ｄ

８ ． ｎ

后

期

５

ＢＢ

６

Ｉｆｆ
４６

图一四 鲁北 Ｃ 型铜鼎 、 鬲 和覷分期 图

１
． 高青陈庄 Ｍ １ ７ ： ３２ ． 刘 台子 Ｍ３ 逢彝簋 ３ ． 高青 陈庄 Ｍ２ ７ ： ７４ ． 仙人台 Ｍ ６ ： Ｂ３７

５ ． 刘台子 Ｍ６ ：２４６ ． 鱼篓纹鬲 ７ ． 刘台子 Ｍ６： １ ６８ ． 潍坊后 ：

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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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 ） 覷

均为联体圆甎 ， 甑部 、 鬲部均为圆腹 ， 立耳 ，
三柱足较高 ， 腰部基本有圆角三角

形箅 ， 并有半环形提纽相连 ，
甑部 、 鬲部均有纹饰 。 数量较少 ，

不分型。 依体形 、 足

部等的变化 ， 分为二式 。

Ｉ 式 ： 腹部下收较急 ， 柱状足较高 ， 整体显得瘦高 ， 纹饰相对较繁缛 。 标本 ： 刘

台子 Ｍ６ ：１６（ 图
一四

，
７

） 。

ｎ式 ： 腹部圆鼓 ， 半圆形实蹄足 ，
足变矮 ， 整体略显矮胖 ， 纹饰有所简化 ， 多见

重环纹 。 标本 ： 潍坊后 ： １（ 图
一四

，
８ ）。

（ 五 ） 瑚

器 、 盖为上下相同的两部分 ， 平 口对合 ， 均呈折角梯形 ， 器体较宽扁 ， 窄唇 ， 腹

较深 ， 器 、 盖各有两半环形兽首形耳 ， 圈足有缺口 ， 通体有纹饰且较繁缛 。 数量很少 ，

不分式。 标本 ： 仙人台 Ｍ３：９（ 图
一三

，
９ ） 。

（ 六 ） 尊

数量较少 ，
据整体形态的差异 ，

分为二型 。

Ａ 型 觚形尊 。 大敞口
， 腹中部圆鼓 ， 喇叭形足 ， 纹饰较简单 。 数量极少 ， 不分

式 。 标本 ： 刘 台子 Ｍ ６ ：１ ２（ 图
一五 ，

１）。

Ｂ 型 觯形尊 。 整体形态似粗体觯 ， 但体量相对较大 。 大敞口
， 腹部倾垂 ， 圈足

弧形外撇且较矮 ，
纹饰简单

，
多见弦纹 。 数量极少 ， 不分式 。 标本 ： 高青陈庄 Ｍ２７ ：１ ３

（ 图
一五

，

２
）。

（ 七 ） 卣

均为胖体卣 ， 椭圆形 ， 体型矮胖 ， 有提梁 ， 子母 口
， 盖纽多呈圆形捉手状 ， 圈足

外撇 ， 有的下有小台 ， 纹饰简单或素面。 数量较少 ， 不分型 。 依腹部等的变化 ， 可分

为二式 。

Ｉ 式 ： 直 口
， 圆鼓腹 ，

底近平 ，
矮圈足 ， 体形相对显得瘦高 ， 纹饰简单 。 标本 ：

刘台子Ｍ６：１０（ 图
一五

，
３ ）。

ｎ式 ： 直 口
， 腹部倾垂至最低点 ， 提梁变细 ， 平底 ， 多为素面 。 标本 ： 高青陈庄

Ｍ２７：１ ０（ 图
一五

，

４
）。

（ 八 ） 觚

均为高体觚 ， 腰中下部圆鼓 ， 圈足外撇 ， 其下有小台 ， 纹饰相对较繁縟 。 数量极

少
，
不分型式 。 标本 ： 济南市博物馆藏子荷贝觚 （ 图一五 ，

５ ） 。



．

３ ４４
？ 三代考古 （ 六 ）

＼器物铜尊

＼
铜 卣觚

期段＼ＡＢ

Ｔ￥
晨

５

ｔ
， ＼ｕ
ｌｅ

１３ ．Ｉ

； ｗｆｆｉ
２４ ． ｎ

图一五 鲁北铜尊 、 卣 、 觚分期图

１ ． 刘台子 Ｍ６： １ ２２ ． 高青陈庄 Ｍ２７ ： １ ３３ ． 刘 台子 Ｍ ６ ：１ ０４ ． 高青陈庄 Ｍ２７ ：１ ０

５ ． 子荷贝觚

（ 九 ） 爵

数量相对较多 ， 根据腹部的差异 ， 分为二型 。

Ａ 型 卵形腹爵 。 腹部呈卵形 ， 圜底 ，

一

流 、

一尾 、

一

鎏 、
二柱 、 三棱形足 ， 均

有纹饰 。 依腹部 、 柱等的变化 ， 可分为三式 。

Ｉ 式 ： 长流 ，

三角形尾 ，
兽首形鋈 ， 柱较矮 ， 腹较浅 ， 腹部横截面近圆形 ， 足横

截面呈等边三角形 。 多有扉棱 ， 纹饰较繁缛 ， 多见饕餮纹 。 标本 ： 济南市博物馆藏鬲

爵 （ 图一六
，

１ ）。

ｎ 式 ： 长流 ，
三角形尾上翘明显 ， 兽首形鋈 ， 柱略变矮 、 变细 ， 腹部更 圆鼓且略

变浅 ， 腹部横截面呈圆形 ， 足横截面呈等腰三角形 。 无扉棱
， 纹饰较繁缛 ，

多见饕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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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器物铜 爵铜觯

＼

￣

Ｔ ＢＩ ＩＢ

，＝
期段

＼ＢａＢｂ

１

ｆ
ｔ

’
１ ． Ｉ４ ．Ｉ

ｒ
爪 Ｉｆｆｉ①
２ ． ｎ５ ．ｎ６７

１Ｉ
３ ．ｍ ８

图一六 鲁北铜 爵 、 觯分期图

１ ． 鬲 爵 ２ ． 庚丙册爵 ３ ． 高青陈庄 Ｍ２７ ：６４ ．丁午爵 ５ ． 潍坊鞠 ：

１

６ ． 刘台子 Ｍ６ ： ９７ ． 潍坊鞠 ： ２８ ． 高青陈庄 Ｍ２７ ：

１ ５

纹 。 标本 ： 济南市博物馆藏庚丙册爵 （ 图
一六 ，

２
）。

Ｈ Ｉ式 ： 流变短 ， 尾上翘明显 ， 柱较矮且更接近鋈 ， 几乎与鋈在同
一

水平线 ， 腹部

更浅更 圆鼓 ， 腹部横截面呈圆形 ，
足横截面呈等腰三角 形且锐角 更小 。 制作粗糙 ， 纹

饰简单 。 标本 ： 高青陈庄 Ｍ２７ ：６（ 图一
￣

７＼
，
 ３

） 〇

Ｂ 型 筒形腹 爵 。 腹部呈长筒形 ， 圜底 ，

一流 、

一尾 、

一鋈 、 二柱 、 三棱形足 ，

纹饰相对简单 。 依腹部等的变化 ， 可分为二式 。

Ｉ 式 ： 长流 ，
三角 形尾 ， 兽首形鋈 ， 柱较高 ， 腹壁较直 ， 腹较深 ， 腹部横截面

近 圆形 ， 足横截面呈等边三角形 。 以带状纹饰为主 。 标本 ： 济南市博物馆藏丁午 爵

（ 图
一六 ，

４）。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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ｎ 式 ： 流 、
尾更长 ， 柱略变高 、 变细且更接近鎏 ， 条形鋈 ， 腹壁斜直 ， 腹更深 ，

腹部横截面呈圆形 ，
足横截面呈等边三角形 。 纹饰素面或仅见弦纹 。 标本 ： 潍坊鞠 ： １

（ 图一六 ，
５ ）。

（十 ） 觯

数量较少 ，
根据整体形态的差异 ， 分为二型 。

Ａ 型 椭圆体觯 ， 器 口 、 圈足 以及器腹横截面均呈楠圆形 。 均为粗体觯 ， 整体略

显矮胖 。 敞 口
， 腹部倾垂 ， 多见弦纹 。 数量极少 ，

不分式 。 标本 ： 刘 台子 Ｍ６ ：９（ 图

一六
，

６ ）。

Ｂ 型 圆体觯 ， 器 口
、 圈足 以及器腹横截面均呈圆形。 根据粗细的差异 ， 分为二

亚型 。

Ｂａ 型 器形整体粗矮 。 敞 口
、 鼓腹 、 圈足略外撇 ， 多见弦纹 。 数量极少 ，

不分

式 。 标本 ： 潍坊鞠 ： ２（ 图一六 ，
７ ）。

Ｂｂ 型 器形整体细高 。 大敞 口
，
亚腰且腰部细长 ，

口径大于腹径 ， 矮圈足 ， 腹倾

垂 ， 纹饰简单或素面。 数量极少 ，
不分式 。 标本 ： 高青陈庄 Ｍ２ ７ ： １ ５（ 图一六

，

８
ｈ

铜 盘

期段Ａ Ｂ Ｃ

２３

４

铜 匣

期

７＾^
１４

图一七 鲁北铜盘 、 Ｅ分期图

１
． 昌乐宇家 ６５ ： ２７ ２ ． 高青陈庄 Ｍ２７ ：９３ ． 刘 台子 Ｍ６ ：１ ４４ ． 昌乐宇家 ６ ５ ：２ 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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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一 ） 盘

数量相对较少 ， 根据足部的差异 ， 分为三型 。

Ａ 型 圈足盘 ， 平沿 ， 沿较窄 ，
附耳 ， 盘腹较浅 ， 弧盘下有圈足 ， 圈足下

一

般有

小台 ， 盘外壁和圈足多有纹饰 ， 重环纹多见 。 标本
： 昌乐宇家 ６５ ： ２７（ 图

一七
，

１ ）。

Ｂ 型 三柱足盘 ， 弧盘下为三柱状足 ， 窄沿 ， 附耳 ， 纹饰简单或素面。 数量极少 ，

不分式。 标本 ： 高青陈庄 Ｍ２７：９（ 图
一

七 ，

２
） 。

Ｃ型 扁足盘 ， 弧盘下为三扁状足 ，
直 口

， 浅盘 ，
附耳 ， 纹饰简单 。 数量极少 ，

不分式 。 标本 ： 刘台子 Ｍ６ ：１４
， 底中部有铭

“

逢
”

（ 图
一七

，
３ ）。

（ 十二 ） Ｅ

有流 ， 流相对较窄较长且上翘明显 ， 带鋈 ， 器身呈瓢状 ， 四人形或蹄形足 ， 腹

部一般有纹饰 ， 重环纹 、 窃曲 纹和瓦纹多见 。 数量较少 ，
不分式 。 标本 ： 昌 乐宇家

６５：２８ （ 图 

一＾

ｔ
，４ ） 〇

四 、 分期和文化特征

本部分主要根据一些遗址提供的少量层位关系 ， 重点结合典型器类的形制分析以

及器类 、 陶器 、 纹饰 、 器物组合等的变化 ， 对鲁北地区进行分期研究 。

西周 的分期 ，
学界

一般采用三期说 。 陈梦家先生最早将西周铜器分为早 、 中 、 晚

三期
［ ３ ５ ］

。 此后 ， 考古学者也多将西周时期的考古遗存分为三期 ６ 段 ， 其以 曲村遗址的

分期为代表
［

３６ ］

。 之后 ， 随着周原地区田野工作的深入 ， 周原遗址西周时期遗存同样被

分为三期 ６ 段
ｔ
３７

］

，
并成为学界对西周时期考古学文化进行比对的

一把标尺 。 但是海内

外亦有学者将西周铜器分为两期者
Ｍ ｌ

。 通过分析 ， 我们发现鲁北地区西周时期的遗存

在 ３ 、 ４ 段之间发生比较明显的变化 ， 这在陶器和铜器两方面的材料上均有比较突出 的

体现 ， 因此我们将之分为两期 ６ 段 ，
现将分期理由和各期文化特征总结如下 。

（

一

） 前期

本期发掘的材料居址、 墓葬均有 ， 还有相当一部分为调查材料 。 居址主要有宁家

埠 、
王推官庄 、 北沈马 、 赵铺 、 董东遗址等 ， 墓葬主要有马安 、 刘台子 、 五村 、 高青

陈庄 、 后李墓地等 ，
调查材料主要为潍坊 、 昌乐 、 寿光 、 滨州等地区的 。 本期包括 １

、

２ 、 ３ 段 ， 从
一

些器物的形制演变上可以看 出各段之间的变化 ， 但其他方面 的变化并不

明显 ， 而 ３ 段和 ４ 段之间各方面的差别都很明显 ， 因此 ， 我们将 １ 、 ２ 、 ３ 段归为前期 ，

具体特征归纳如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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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期 陶器种类较多 ， 形体复杂 ， 主要器类有鬲 、 鼎 、 甎 、 甑 、 豆 、 罐 、 盆 、 簋、

瓮 、 圈足尊 、 盘 、 盔形器等 。 主要包括的典型陶器器形有 ： 甲类 Ａａ ｌ 、 Ａａ Ｕ 、
Ａａ ｌＥ 、

Ａｂ ｌ 、 Ａｂ ｌｌ 、 Ａｂ ＵＩ 、
Ｂａ ｌ 、

Ｂｂ ｌ 、 Ｂｂ ＩＩ 、 Ｃａ ｌ 、 ＣａＩＩ 、 ＣｂＩ 、 ＣｂＨ 、 ＤａＩ 、 ＤａＩＩ 、

ＤａＨＩ 、 Ｅ ｌ 、 Ｅ ｌｌ 、 Ｆ Ｉ 、 Ｆ ＩＩ式绳纹联裆 鬲 ， 乙类
ＡａＩ 、

ＡａＩＩ 、 Ａａ ｌ 、
ＡｂＩ

、
Ａｂ Ｈ 、

Ｂ Ｉ 、 Ｂ ｌＩ 、 Ｃ 、 Ｄａ ｌ 、 Ｄａ ｌｉ 、
Ｄｂ ｌ 、

Ｄｂ Ｈ 、
Ｄｂ ｌＤ式 绳纹 分裆 鬲 ， 丙类 Ａｂ ｌ 、 Ｂ ｌ 、

Ｂ Ｅ 、 Ｄａ ｌ 、
Ｄａ ｌｉ 、 Ｄａ ＨＵＤｂ ｌ 、 Ｄｂ ｌｌ 、 Ｄｂ ｍ式 素 面 鬲 ， Ａａ Ｉ 、 Ａａ Ｈ 、 Ａｂ ｌ 、 Ｂａ 、

Ｂｂ ｌ 、
Ｂｂ Ｈ 、

Ｂｂ瓜 、
Ｃｌ 、 Ｃ ＩＩ

、
Ｃ ｌ 、

Ｄａ ｌ 、 Ｄａ ｌｉ
、
Ｄａ ＨＩ 、 Ｄｂ ｌ 、

Ｄｂ ｌｌ 、
ＤｂＵＩ 、 Ｅ ｌ 、

Ｅ ＩＩ 、 ＦａＩ
、
ＦａＩＩ 、

ＦａＩ 、 ＦｂＩ 、 Ｆｂ ＩＩ 、 ＦｂＩＤ
、
Ｇ 、 ｌａＩ 、 ｌａＩＩ 、

ｌａＨＩ
、

ｌｂＩ 、
ｌｂＡ式

簋 ，
Ａａ

Ｉ 、 Ａａ ＩＩ 、 Ａａ ＩＥ 、 ＡｂＩ 、 ＡｂＩＩ 、 Ｂａ Ｉ 、 ＢａＩＩ式 豆 ， Ａａｌ 、 Ａａ Ｄ 、 ＡａＨＩ 、 Ａｂ ｌ 、

Ａｂｆｌ
、
Ａｃ Ｉ 、

Ａｄ ｉ 、
Ａｄ ｌｌ 、 Ｃａ ｌ 式盆 ； 铜器 同样种类较多 ， 形体较复杂 ， 主要器类

有鼎 、 簋 、 甎 、 鬲 、 壶 、 罄 、 尊 、 卣 、 鑛 、 爵 、 盡等 。 典型铜器器形有 Ａａ ｌ
、
Ａ ａ ｌｌ 、

八３ １ １１ 、
８３

、
８

１） 、
８ （； 、

（： 型鼎 ， 人 １ 、 人 １１ 式簋 ， 人 １ 式鬲 ，
１ 式甎 ， 人 型尊 ， １ 、 １１式

卣
， 觚 ，

Ａ Ｉ 、 Ａ ｌｌ 、 Ａ ｆｆｌ 、 Ｂ Ｉ
、
Ｂ Ｅ式爵 ，

Ａ
、
Ｂａ

、
Ｂｂ 型觯

，

Ｂ 、 Ｃ 型盘
， 器形繁多 。

其中 ，

Ｂａ 、 Ｇ 型 陶簋 ，
Ｂａ 型铜鼎仅见于本期 ，

Ｃ 型铜鼎 、 铜觚仅见于第 １ 段 ，
Ａ 型铜

鬲 、 Ａ 型铜尊 、 Ａ 型铜觯 、 Ｂａ 型铜觯仅见于第 ２ 段 。 乙类 Ｃ 型 陶鬲 、
Ｂｂ 型铜鼎 、

Ｂ ｅ

型铜鼎 、
Ｂ 型铜尊

、
Ｂｂ 型铜觯 、

Ｂ 型铜盘 、 Ｃ 型铜盘仅见于第 ３ 段 。 鲁北地区调查材

料占
一

定比例 ， 但这些称之为
“

调查材料
”

的许多不仅器形完整 ，
还 出有铜器 ， 因此

一些很有可能 即为墓葬所出 。 结合以上 ， 我们大致可看出 甲类 Ａｂ 、
Ｂａ 、

Ｂｂ
、
Ｆ 型陶

鬲 ，
乙类 Ａｂ

、
Ｂ

、
Ｄａ

、
Ｄｂ 型陶

，
丙类 Ａｂ

、
Ｂ 、 Ｄａ型 陶鬲 ，

Ａａ
、 Ｃ 、 Ｄｂ 、 Ｇ 、

ｌａ 型陶

簋 ，
Ａ

、
Ｃａ 型陶盆多见于居址 ，

其余多见于墓葬 ， 或者墓葬 、 居址均有出土 。

在器物形态上 ， 本期陶鬲体型相对略显瘦高 ， 除卷沿外 ， 折沿也多见 ， 裆部相对

较高 。 陶簋腹部相对较深
，
腹部多较圆鼓 。 陶豆豆柄较高 ，

豆盘较深 。 陶盆个体较大 ，

腹较深 。 铜鼎器腹相对较深 、 较圆鼓 ， 基本为柱足。 铜簋 、 鬲腹部相对较深 、 较圆鼓 ，

铜鬲为柱足。 铜甎甎腰均有箅 ， 足均为柱足 。 铜尊 、 卣 、
觚总体上腹部较深 ，

一

些腹

部较圆鼓 。 铜觚普遍细高 。 铜爵腹部较深 、 较圆 ， 柱和鎏还有
一些距离 。 粗体铜觯较

矮胖 。 从陶器的一些器类上 ，
可以看出本期 １ 、 ２ 、 ３ 段之间形态上的变化 ， 如陶鬲 口

沿和腹部的夹角有所变小 ，
２ 段折沿现象明显增多 ， 裆部基本都有微略的变矮 。 铜器的

变化比较细微 ， 多数器形的腹部从 ２ 段开始倾垂。 本期 １
、
２

、 ３ 段之间形态上的变化

只能从一部分器形上看出 ，
多数变化都较细微 ，

但是 ３ 段和 ４ 段之间却存在着 比较明

显的变化 ， 因此从器物形态演变上 ，
将 １

、
２

、 ３ 段归为前期也比较合适。

纹饰方面陶器上绳纹最多 ， 其他的有旋纹 、 三角刻划纹 、 雷纹 、 附加堆纹纹 、 戳

印纹 、 素面等 ， 纹饰组合的现象较为常见 ， 特别是陶簋 。 其 中绳纹相对较粗 ， 个别素

面陶器的表面有刮抹痕 。 本期铜器的纹饰相对较繁缛
，
饕餮纹 、 夔纹 、 云雷纹最为常

见 ， 多数器形的器身主要部位均有纹饰 ，

一

部分为二层或三层纹饰的装饰 ， 也有一部

分纹饰相对简单 ， 仅装饰弦纹 。 陶质分夹砂和泥质两类 ， 其中夹砂陶所 占比例较高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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泥质陶主要为陶簋 、 豆 、 盆 。 陶色以灰陶和红褐 陶为主 ， 其中红褐陶主要见于陶鬲 、

盆 ， 素面陶中红褐陶的 比例较高 ， 灰陶以簋比例最高
［
Ｍ

］

。 墓葬陶器的组合上 ， 以鬲 、

簋 、 罐的组合最为常见 ， 个别等级较高的墓中还普遍 出有原始瓷 。 铜器的组合以尊 、

卣 、 觚 、 爵 、 觯的酒器类组合和鼎 、 簋的食器类组合最为常见。

（二 ） 后期

本期墓葬和居址均有发现 ， 居址主要为王府 、 赵铺 、 鲍家 、 涡宋台等遗址
，
墓葬

主要为高青陈庄 、 仙人台 、 两醇 、 谢家埠等墓地 ， 调查材料主要为 昌乐 、 寿光等地区

的 。 本期包括 ４ 、
５ 、 ６ 段 ， 从

一些器物 的形制演变上可以看出各段之间的变化 ， 但其

他方面的变化并不明显 。 由于 ３ 、 ４ 段之间各方面的显著差别 ， 我们将 ４ 、 ５ 、 ６ 段归为

后期 。 对于具体特征归纳如下。

本期陶器的种类有所减少 ， 主要有鬲 、 覷 、 簋 、 豆 、 罐
、 绳纹盆 、 旋纹盆 、 盔形

器等 ，
而同类器的形体复杂程度也明显下降 。 主要包括的典型陶器有 ： 甲类 ＡａＩＶ 、

Ａａ Ｖ
、
Ａｂ ｌＶ 、 Ａｂ Ｖ 、 Ｂａ ｌｌ 、 Ｃａ ｌＵ 、 Ｃｂ ｌｔｔ 、 Ｃｂ ｌＶ 、 Ｃｃ

、 Ｄａ ｌＶ 、 Ｄａ Ｖ 、 Ｄｂ ｌ 、 Ｄｂ ｌ 、

Ｆ ＥＩ式绳纹联裆鬲 ，

乙类 Ａａ ｌＶ 、 ＡａＶ 、
Ａｂ ｌＤ

、
Ｄｂ ｌＶ 、

Ｄｅ ｌ 、
Ｄｅ ｌｌ

、
Ｄｅ ｌｌ 式绳纹分裆

高 ，
八３１

、
八＆ １１ 、

八１ ） １１
、
八匕 １１ １ 、 八￡；

、
８

］１１
、
匚

、
〇３ １￥式素 面鬲 ，

八＆ ］ １１ 、
八３ １￥

、
八 ＆＼＾

、

Ａｂ Ｈ 、 Ｃ ＩＶ 、 ＥＤＩ 、
Ｆａ ｌＶ 、 Ｈａ 、 Ｈｂ 、 Ｉｂ ｌ 式簋 ，

ＡｂＤＩ 、 ＡｂｌＶ 、 ＡｂＶ 、
Ｂａ ｌＵ 、 ＢａｌＶ 、 Ｂｂ ｌ 、

Ｂｂ ｌｌ 、
Ｂｂ ｌ ｌｌ式 豆 ，

ＡａＷ 、 ＡａＶ 、 ＡａＶＩ 、 Ａｂ ｌｌ 、 ＡｂＨＩ 、 Ａｂ ｌＶ 、 Ａｃ Ｉ Ｉ 、 Ａｃ ＥＩ 、 Ａｃ ＩＶ 、

Ａｄｍ
、
Ｂ

、 Ｃａ ｎ 、 Ｃａｌ 、 Ｃｂ 、
Ｃｃ

、 Ｃｄ 型盆 。 铜器种类减少 ， 类别发生 了较大变化 。

酒器消失 ， 食器种类增加Ｍ 、 瑚 ， 水器盡的地位被Ｅ所替代 。 典型铜器器形有 Ａｂ ｌ 、

Ａｂ Ｈ 式鼎 、 Ｂ 型簋 、 Ｂ 型鬲 、 ＩＩ 式甎 、 瑚 、 Ａ 型盘 、 匯 。 其中
，
陶器 甲类 Ｂｂ 、 Ｅ 型

，

乙类 Ｂ 、 Ｃ 、
Ｄａ 型

， 丙类 Ｄｂ 型鬲 ，
Ｂ 、

Ｄ
、 Ｆｂ 、 Ｇ 、 ｌａ 型簋

，

Ａａ型豆 ？肖失 ， 铜器 Ａａ

型鼎未见 ，

Ｂ
、 Ｃ 型鼎 ，

Ａ 型簋 、 尊 、 卣 、 觚 、 爵 、 觯 ，
Ｂ

、
Ｃ 型盘消失 。 而 陶器中 甲

类 Ｃｃ 、 Ｄｂ 型鬲 ， 乙类 Ｄｃ 型鬲 ， 丙类 Ａａ 、 Ａｃ 、 Ｃ 型 鬲 ， Ｈ 型簋
，
Ｂｂ 型豆 ， Ｂ

、
Ｃｂ 、

Ｃｃ 、 Ｃｄ 型盆
，
铜器中 Ａｂ 型鼎

、
Ｂ型簋 、

Ｂ 型鬲 、 瑚 、
Ａ 型盘 、 匯 出现 。 陶器中 甲类

Ａｂ 、
Ｂａ

、
Ｆ

、
Ｄｂ 型鬲 ， 乙类 Ａｂ 、

Ｄｃ 型鬲 ， 丙类 Ａｂ 、
Ｂ

、
Ｄａ型鬲 ，

Ａａ
、
Ｆａ型簋 ，

Ａ
、

Ｃｂ 、 Ｃｄ 型盆多见于居址 ， 甲类 Ａａ 、 Ｃａ 、 Ｃｂ 型鬲 ， 丙类 Ａａ 、
Ａｃ 、 Ｃ 型鬲 ， Ｅ 型簋和

Ｂａ 型豆多见于墓葬 ， 其余器形居址 、 墓葬均有发现 。

在器物形态上 ， 本期 陶鬲体形较矮胖 ， 折沿 ，
口沿和腹部夹角 明显变小 ， 并发展

为近平沿 ，
口沿上多见一道或两道凹旋纹 ， 裆部较低 。 陶簋腹变得很浅 ， 柄变细变高 ，

有点接近豆形 。 陶豆豆盘普遍较浅 ，
豆柄多见

一周凸棱 。 陶盆口 沿和腹部的夹角更小 ，

腹变浅 。 旋纹盆数量较少 ，
体量也较小 。 素面盆腹较浅 ，

口沿和腹部的夹角更小 。 铜

鼎主要为球腹形鼎 ， 器腹近盆形 ， 足为蹄形足 。 铜簋只见圈三足簋 ， 铜鬲腹变浅 ， 联

裆 ， 蹄形 足 ， 腹上有高扉棱 ， 足变高 。 铜盥腹较深 ， 下有 圈足 。 铜瑚相对略显瘦高 ，

器 、 盖明显有唇 。 铜盘的腹变浅 ， 基本为附珥 。 铜 Ｅ腹较深 ， 流较长 ， 足为人形或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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蹄形。 ４ 、
５

、 ６段之间的变化比较细微 ， 仅能从陶鬲 、 陶盆等器形的演变上看出 。

一

个

普遍的变化就是每段的 口 沿和腹的夹角较前一段略小 ， 许多器物的 口沿在 ６ 段发展为

近平沿 。 但是 ３ 、 ４段之间的变化却很明显 ， 从整体上都能看出变化 。 如陶器上多数器

形 口沿和腹的夹角明显变小 ， 腹普遍变浅 ， 在陶簋上表现的尤其明显 。 陶豆豆柄上普

遍有
一

周凸棱 。 ４ 段陶鬲 、 盆口沿内侧开始出现一道 凹旋纹 ， 而在 ５ 、 ６ 段沿面有凹旋

纹的现象更为常见 ， 而且多见 内外两道 。 铜器上的变化同样明显 ，
铜鼎器腹基本为盆

形 ， 铜鬲联裆 、 变高 ，
铜盘的腹变浅 。 酒器消失 ，

而食器铜Ｍ 、 瑚出现 ， 水器铜Ｅ出

现 。 因此 ， 器物形态上将 ４
、 ５

、
６ 段归为后期也比较合适 。

纹饰方面陶器上绳纹和旋纹仍较多 ， 素面器 占
一定数量 。 多数陶器上的绳纹都有

不同程度的变细
［ ４ ° ］

，

一

些素面陶器的表面有刮抹痕。 铜器纹饰变化较大 ， 此前流行的

饕餮纹 、 鸟纹 、 云雷纹等少见 ， 重环纹 、 窃曲纹 、 波曲纹大量流行 ，
此外还配有瓦纹 、

夔纹等 ，
６段还常见垂鳞纹 。 陶质分夹砂和泥质两类 ， 鬲中夹砂陶占绝大多数 ， 其他器

类泥质陶较多 。 陶色 以灰陶 占绝大多数 ，
红陶 、 灰褐陶 、 黄褐 陶 、 黑陶等数量都较少 。

据 １ ９６ ５ 年北京大学 田野实习对寿光郑家 Ｈ １ 的统计资料 ， 夹砂陶不足 ３ ０％
， 泥质陶超

过 ７０％
；
陶色方面灰陶仍占绝对多数 ， 约 占 ８４％

，
红褐陶次之 ，

红陶和黑陶少见
；
纹

饰亦以绳纹为主 ， 此外还有旋纹 、 附加堆纹 、
三角刻划纹 ， 并 出现

“

Ｓ

”

形印纹和瓦

棱纹等
［ ４ １ ］

。

一般墓葬主要发现于岳家河 、 两醇 、 谢家埠等
，
等级较高的墓葬主要发现

于仙人台和高青陈庄 ，
特别是陈庄 Ｍ３ ５

、 Ｍ３６
， 均为

一

条墓道的
“

甲
”

字形大墓。 器

物组合方面 ， 陶器鬲 、 豆 、 罐是基本组合 ， 有的还有簋 、 盆 ， 铜器组合有鼎 、 簋 、 瑚 、

盘 、 匯 。 从陶系 、 纹饰和组合方面看 ， 本期和前期也有着明显的差别 。

以上是鲁北地区各期文化特征的简单概括 ， 总体来说 ， 陶器上夹砂陶的数量在减

少
，
泥质陶的数量逐渐增加 。 红褐陶数量在减少 ， 灰陶从后期开始占据主流 。 纹饰上

绳纹仍是最常见的 ， 另外旋纹 、 素面都占
一定数量 ； 从后期开始 ，

旋纹的数量开始增

加 。 器类从后期开始有所减少 ，
６ 段还出现具有

一定地方特色的 Ｃｄ 型素面盆 。 器形演

变上 ， 鬲 口沿和腹部的夹角越来越小 ， 裆部逐渐变矮 ；
４ 段 口沿开始 出现

一

周凹旋纹 ，

５ 、 ６段 口 沿常见内外两周凹旋纹 ；
簋腹越来越浅 ， 柄部逐渐变高 ；

豆盘大体上有变浅

趋势 ， 豆柄 １ 段最高 ， ６ 段又开始增高 ， 豆柄从 ４ 段开始 出现
一

周凸棱 ， 并多见于后

期 ；
盆的腹逐渐变浅 ，

口沿和腹部的夹角越来越小 ，
４ 段 口沿开始出现

一

周 凹旋纹。 墓

葬组合都是鬲 、 罐最常见 ， 后期还常见鬲 、 豆 、 罐的组合 。 铜器纹饰前期以饕餮纹 、

夔纹 、 云雷纹等纹饰为主 ， 且纹饰相对繁縟 ， 但仍有相当一部分只装饰弦纹或素面 ，

后期这些纹饰数量极少 ，
且装饰简化

，
基本为带状纹饰或弦纹 、 素面装饰 ； 后期的纹

饰以重环纹 、 窃曲纹 、
瓦纹等为主 。 器类从后期开始有所减少 ，

酒器消失 ， 盥 、 瑚等

食器出现 ， 水器匯也出现 。 器形演变上 ， 鼎腹逐渐变浅 ， 并开始倾垂 ， 后期足变为蹄

形足 ，
且腹多为盆形

；
簋前期基本为圈足簋 ， 后期圈足下多见三足 ， 且圈三足簋器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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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开始逐渐瘦高 ，
足有简化趋势 ； 飯发现的均为联体 ，

逐渐向矮胖发展 ； 鬲前期为分裆 ，

后期主要为联裆 ， 且裆部 、 足越来越高 ， 瑚逐渐宽扁 ； 爵腹部横截面越来越接近圆形 ，

柱离鋈越来越近 ， 直到最后接近在一条水平线上 ， 体形向矮胖和瘦高两个趋势发展 ；

尊
、 觯 向矮胖和细高两个方向发展 ， 卣腹越来越垂 ，

体形越加矮扁 ； 盘的附耳越来越

接近圈足 ， 直的人兽形四足逐渐简化 ， 流上翘的角度变低 。 墓葬组合上前期多见酒器

的组合 ， 后期开始基本变为食器为主 ， 并配以水器的组合 。

因此 ， 根据有限的层位关系 以及各类器物 的形制演变规律 ，
并结合陶质 、

陶色 、

纹饰和组合的变化 ， 可将鲁北地区的考古学文化分为两期 ６段 。 从以上分析看 ， 期与

期之间的变化还是比较明显的 。 而关于各类器物型式的变化 ， 详细统计见表
一

至表三 。

五 、 年 代 判 断

关于鲁北地区各期的年代 ， 主要依据典型单位及通过与其他地区年代明确的陶器 、

青铜器对比来确定 。

（

一

〉 前期

本期 的典型单位有北沈马 Ｈ５ 和 Ｍ８ 、 宁家埠 Ｈ２５ ８ 和 Ｈ２６７ 、 王推官庄 Ｈ １ １ ６ 和

Ｈ １ １ ３ 、 后李 Ｍ３５
、 赵铺 Ｍ １

、 马安 Ｍ８０ 、 五村 Ｍ １ １
、 刘台子 Ｍ ６

、
陈庄 Ｍ １ ７ 、

Ｍ２ ７ 和

Ｍ １ ８ 等 Ｄ

陶器中 ， 甲 类 Ａａ ｌｌ 式鬲与少陵原相当于三期说西周早期偏晚
［ ４２ ］

的 Ｍ ８９：１ 鬲
［
４ ３ １

形制 、 纹饰近同
； 甲类 Ａａｆｆｌ式鬲与周原齐家中期偏早 Ｍ ｌ：１ 鬲

［ ４４ ］

形制 、 纹饰接近 ，

唯无扉棱 ； 甲类 Ｃａ ｌ 式鬲与洛阳北窑早期 Ｍ２４２ ：１ 鬲
［ ４ ５ ］

形制 、 纹饰近同 ； 甲类 Ｃａ ｌｌ

式鬲据 口 沿以及腹部较垂等特点要晚于琉璃河早期偏晚 Ｍ２４：１ 鬲
［ ４６ ］

； 甲类 Ｃｂ ｌ 式

鬲和少陵原早期偏晚Ｍ２８ ： ｌ 鬲较为接近 ， 只是体形略显矮胖
；

甲类 Ｃｂ ｌｌ 式鬲与少陵

原中期偏早 Ｍ ３４８ ：１ 鬲形制 、 纹饰近同 ； 甲类 Ｄａ ｌｉ 式鬲与蒋寨早期 ＪＨ ３９４ ：１ 鬲
［ ４ ７ ］

形制 、 纹饰较为接近 ， 从腹部等特征看可能还要略晚于后者 ；
乙类 Ａａ ｌ 式鬲与少陵原

早期偏早 Ｍ １ ７３：２ 鬲形制较为接近 ； 乙类 Ａａ ｌＤ式鬲与少陵原 中期偏早 Ｍ４７ ：５ 鬲形

制 、 纹饰较为接近 ；
乙类 Ｄｂ ｌ 式鬲与少陵原早期偏早 Ｍ １ ２ １：１ 鬲形制 、 纹饰接近

；

乙类 Ｃ型鬲与张家坡中期偏早的 如 ７５ ： ５ 鬲
［ ４８ ］

形制 、 纹饰类似 ； 丙类 Ｂ ＩＩ 式鬲与张

家坡中期偏早 Ｍ３ ７ ： ｌ 鬲形制接近 ， 唯素面装饰与之不同 。 Ａａ ｌｌ 式簋与张家坡中期偏

早 Ｍ３ ３
：１ ７ 簋形制 、 纹饰近 同

；
Ａｂ ｌ 簋与张家坡中期偏早 Ｍ １ ５６ ：１ 簋形制 、 纹饰近

同
；
Ｂａ型簋和早期 的此类铜簋形制 、 纹饰类似 ；

Ｄ ａ ｌｉ式簋与琉璃河早期偏晚 Ｍ２ ０ ：４

簋形制接近 ；
Ｄ ａｆｆｌ 式簋与张家坡早期偏晚 Ｍ３８ ５ ：５ 簋形制接近 ， 从口 沿和腹部夹角更

小 ， 腹更浅等特点判断 ， 其年代要晚于后者 ， 当 已进人三期说的 中期偏早阶段 ；

Ｄｂ ｌ

式簋与张家坡早期偏早 Ｍ８０ ：１ 藍形制 、 纹饰较为接近 ；
Ｄｂ ｌｌ 式簋与琉璃河早期偏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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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５ ４
． 三代考古 （ 六 ）

Ｍ５３ ：１ ７ 簋形制 、 纹饰近同 ；
Ｄ ｂ ＩＩＩ式簋与琉璃河 中期偏早 Ｍ２ １：１ 簋形制近同 ， 唯无

三角刻划纹 ；
Ｆｂ ｌｌ 式簋与张家坡早期 Ｍ３ １

８ ： ２ 形制 、 纹饰类似 。 Ａａ ｌ 式豆与蒋寨早期

ＪＭ １ １ ： ２ 豆
［ ４ ９ ］

形制接近 ；
Ａ ａ ｌｌｌ式豆与周原齐家中期偏早 Ｍ ｌ： ４ 豆形制近 同 ；

Ｂａ ｌ 式

豆与张家坡早期偏早 Ｍ ７４ ：１ 豆形制类似 ；

Ｂ ａ ｌｌ 式豆与少陵原 中期偏早 Ｍ４５ ２ ：３ 豆形

制接近 。 Ａａ ｌ 式盆和曲村早期偏早 打則 ４７ ： ３９ 盆
［ ５° ］

形制 、 纹饰较为接近 ；

Ａａ ｌｌ 式盆

与 曲 村早期偏晚 Ｊ６Ｔ６④ ：
１ ７ 盆形制较为接近 ；

Ａｂ ｌ 式盆与周原早期 ９７ ＳＣＤＴ １ ③ ： ２

盆形制较为接近 ；

Ａｄ ＩＩ 式盆与张家坡 中期偏早 Ｍ １ ３ １：０５ 盆类似 ， 时代当相差不远 ；

Ｃａ ｌ 素面盆与曲村早期 Ｊ６Ｔ８⑥ ： １ ３ 素面盆形制较为接近 ， 从 口沿和腹部夹角更大 、 腹

更深等特征判断 ， 时代可能要略早于后者 （ 图
一八 ）。

｜

國 国 讓 讓
宁家埠Ｈ １ ８ ２ ： ６潍坊河 ：

１高青陈庄Ｍ １ ７
：

２高青陈庄Ｍ２ ６ 
：
 ８

圈冒 ■Ｗ
滨州Ｂ ＬＳＺ ： ５仙人 台 Ｆ６ ： ３董东Ｆ２

：
３潍坊齐 ： ３

ｉ＾ＷＷＷ
陶

＇ １

器乐 陵 ＬＷＸ ： ７北沈马Ｈ５
：

７王推官庄Ｈ Ｉ １ ６
：

１滨州 ＳＨＳＺ ： ２

滨州 ＳＬＳＺ
： １ ０潍坊河 ： ８滨州 ＢＬ ＳＺ

：

 １４宁家埠 Ｈ２６７ 
：
 ２

ｗｗｕ ｊ
宁家埠Ｈ ２５ ８ ：１赵铺Ｔ １② ：４北沈马 Ｈ５

：

１

图一八 Ａ 鲁北西周前期陶器年代判 断对比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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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５ ５
？

＂

ＷＷＷＷ
少陵原Ｍ８ ９：１周原 齐家Ｍ ｌ ：１洛阳北窑Ｍ２４２ ： １少陵原Ｍ３４８ ： １

＾ＷＷ
蒋寨 ＪＨ ３ ９４

：１少 陵原Ｍ １ ２ １ ：１张家坡Ｍ３ ３Ｍ ７张家坡Ｍ １ ５ ６ 
： １

ｓ
ｗｗＷＷ

区琉璃河Ｍ ２０ ： ４张家 坡Ｍ８０ ：
ｌ琉璃河Ｍ５ ３

：

１ ７

陶琉璃河Ｍ２ １ ：１

ｓ

ｗｗＷｒａ
蒋寨 ■ＩＭ １ １

： ２周原齐家Ｍ ｌ
：
４张家坡Ｍ７４ ：

ｌ曲村 Ｊ７Ｈ １ ４７ ： ３ ９

｜ ｐ
丨

写＾
－——－＿＿

了一

下

ｖ
ｊｆＫ ｍ＼１

Ｖ＾ｒＸ＝＝ｚ＝ｉ＿＿／＼ｓ—／

周原 ９ ７ＳＣ ＤＴ １③ ： ２张家坡Ｍ １ ３ １ ：
 ０５曲村 Ｊ６Ｔ８⑥ ：

１ ３

图一八 Ｂ 鲁北西周前期陶器年代判断对比图 （ 续 ）

铜器方面 ，
Ａａ ｌｌ 式鼎与曲村早期偏晚 Ｍ６２ １

４ ： ４２ 鼎形制 、 纹饰近 同 ；

Ａ ａ Ｍ 式鼎

与恭王前后 的九年卫鼎形制 、 纹饰较为接近
；

Ｂａ 型方鼎与 １ ９８ １ 年长安花园村早期偏

晚 Ｍ １ ５ ：１ ４ 方鼎
［ ５ １

］

形制近 同
， 唯纹饰有所区别 ；

Ｂｂ 型鼎与约相 当于穆王之时的戒方

鼎 （ 乙 ） 形制接近 ；
Ｂ ｅ 型鼎采用象鼻形足 ，

此类象鼻形装饰多见于中期偏早阶段 ；
Ｃ

型分裆鼎与成王时期标准器献侯鼎形制近同 。 Ａ Ｉ 式簋与琉璃河早期 Ｍ２ ５ １ ：１
３ 簋形制

接近
；

Ａ ｌｌ 式簋与穆王时期的标准器鲜簋形制近同 ，
区别仅在纹饰 。 Ｉ 式甎与琉璃河早

期 Ｍ２ ５ １：２５ 甎形制 、 纹饰较为接近 。 Ａ 型 鬲与张家坡 Ｍ２ ９４：１ 鬲形制较为接近 ，
从

口沿和腹部的特征推断可能还要略晚于后者 。 Ａ 型尊与曲村早期偏晚 Ｍ６２ １ ４ ：４ ８ 尊形

制近同 ，
唯光素无纹饰与之不同 ；

Ｂ Ｉ１ 式觯形尊与现藏上海博物馆的 中期偏早的臥尊



．

３５ ６
． 三代考古 （ 六 ）

形制 、 纹饰近同 。 ｎ式卣与现藏上海博物馆中期偏早的效卣形制接近 ， 唯素面装饰与

之不同 。 Ａ ｎ式 爵与琉璃河早期偏晚 Ｍ２５ １ ：４ 爵形制 、 纹饰近同
，
Ａ ｉｎ式爵与 曲村中

期偏早 Ｍ６３ ８４：７ 爵形制 、 纹饰接近 。 Ａ 型觯与鹤壁市辛村早期偏晚觯
［ ５２ ］

形制近同 ，

Ｂａ 型觯与高家堡早期偏 晚 ９ １ ＳＪＧＭ４ ：１ ２ 觯形制接近 ，

Ｂｂ 型觯与张家坡 中期之初 的

Ｍ １ ９７：１ 觯形制近 同 。 Ｂ 型盘与 曲村 Ｍ６ ３ ８４ ：５ 盘形制接近 ， 唯足部和素面 的装饰与

之略有差异 ，
因此时代当相差不远 ， 应在中期偏早阶段 （ 图

一九 ） 。

通过与其他地区年代相对清楚的典型器形的对比分析 ， 本期 的年代当在西周前期 。

其中 ，

１ 段的北沈马 Ｈ５
、 宁家埠 Ｈ２５ ８ 和 Ｈ２ ６７

、
赵铺Ｍ ｌ 等单位所出 Ｄｂ ｌ 式陶簋 、

Ａａ ｌ 式和 Ａｂ ｌ 式陶盆 、 ＡＩ 式和 Ｃ 型铜鼎等基本为三期说早期偏早的器形 ， 表明此段

ｗＷｎＷ
刘台子Ｍ６ ： ２３刘台子Ｍ６ ： ２７刘台 子Ｍ６ ：

１ ９刘台子Ｍ６ ： ２ １

》＿ｙ

ｒａｒａｗｆｔ
＾刘台子Ｍ３逢彝簋高青陈庄Ｍ２７ ： ７刘 台子Ｍ６ ： ２４刘台子Ｍ６ ：

１ ６

１

ＩＦ１
刘台子Ｍ６

：

１ ２高青陈庄Ｍ２７
：

１ ３高青陈庄Ｍ２７
：

１ ０济南市博物馆藏爵

高青陈庄Ｍ２７
：

６潍坊鞠 ：

２高青陈庄Ｍ２ ７
：

１ ５高青陈庄Ｍ２７ 
：
９

图一九 Ａ 鲁北西周前期铜器年代判断对比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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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 ５７
？

曲村Ｍ６２ １ ４
：

４２九年卫鼎长安花园村Ｍ １ ５
：

１４或 方鼎 （ 乙 ）

稱響０＿
Ｓ琉綱麵 ：

１ ３賴张家坡Ｍ２９４ ：
１ 琉麵腦 ： ２５

曲村Ｍ ６２ １ ４
：

４８颐尊效卣琉璃河Ｍ２５ １

： ４

１Ｓｌｗ
曲村Ｍ６３ ８４ ： ７高家堡 ９ １ ＳＪＧＭ４

：

１ ２张家坡Ｍ１ ９７
：

１曲村Ｍ ６３ ８４
：

５

图
一九 Ｂ 鲁北西周前期铜器年代判断对比图 （ 续 ）

的年代 已经进人西周 。 ２ 段的王推官庄 Ｈ １ １ ６ 、 宁家埠 Ｈ １ ８２ 、 陈庄 Ｍ １ ７ 、 北沈马 Ｍ８ 等

单位所出 甲类 Ａａ Ｕ式和 Ｃｂ ｌ 式鬲 、
Ｄｂ ｌ ｌ式陶簋等多为三期说早期偏晚的器形 。 ３ 段的

王推官庄 Ｈ １ １ ３ 、 刘 台子 Ｍ６ 、 陈庄 Ｍ ２７ 和 Ｍ １ ８ 等单位所出 甲类 Ｃ ａ Ｔ ＩＩ 、
Ｃｂ ｌｌ 、 Ｄａ ｍ式

陶鬲 ， 乙类 Ａａ ｌ ｌ 丨 式和 Ｃ 型 陶鬲 、 丙类 Ｂ ＩＩ 式陶鬲 ，

Ａａ ｌｌ
、
Ｄａ Ｈｌ 式陶簋

；

ＡＵＴ
、
Ｂｂ 和

Ｂｅ 型铜鼎 ，

Ａ ｌｌ 式铜簋 、
Ｂ 型铜 尊 、 ＩＩ 式铜卣 、

Ａ ｌｌ丨 铜爵 、
Ｂｂ 型铜觯 、

Ｂ 型铜盘等器

形都具有三期说中期偏早的特征 ， 因此 ， 从这些典型单位所 出器物上可 以看出各段的

一些差别 ，
所以 １

、
２

、
３ 段的年代分属西周前期 的早 、 中 、 晚三个阶段 。



？

３ ５ ８
． 三代考古 （ 六 ）

（ 二 ） 后期

本期的典型单位有陈庄 Ｈ３００ 、 Ｈ２３ ６ 、
Ｈ２０ １ 、 Ｍ １ ９ 、 Ｈ２４６ 和 Ｈ４４２

，
王府 Ｈ １ ０５ 、

孙家东南 Ｈ７９ 、 仙人台 Ｍ２ 和 Ｍ３ 、 大辛庄 １ １Ｍ １ ７
、 两醇Ｍ ３ １７４ 、 五村 Ｍ １ ０６ 和 Ｍ １２ 等。

陶器中 ，
甲类 Ａａ ｌＶ 式鬲与张家坡三期说晚期偏早 Ｍ３５８ ：

ｌ 鬲 形制 、 纹饰较为

接近 ； 甲类 ＡａＶ式鬲 与张家坡晚期偏晚 Ｍ２６９ ： ｌ 形制 、 纹饰接近 ， 唯折沿的 特征

与之有所差别 ； 甲类 Ａｂ ｌＶ式鬲与张家坡晚期偏早 Ｍ １ ６ １
：

４７ 形制 、 纹饰类似
；
甲类

Ｂａ ｌｌ 鬲与张家坡晚期 Ｍ３０４ ：０６ 鬲形制 、 纹饰接近 ； 甲类 Ｃａ ｆｆｌ式与张家坡晚期偏早

Ｍ １６ ５ ：０３３ 形制接近 ； 甲类 Ｃｂ ｌＥ 鬲与曲村中期偏晚 Ｊ７Ｍ ５ ：２ 鬲形制 、 纹饰较为接近
；

甲类 Ｃｂ ＩＶ式鬲与张家坡晚期 Ｍ ３０４：２ ０形制 、 纹饰近同 ； 甲类 Ｄａ ｌＶ式鬲与琉璃河中期

Ｇ １ １Ｔ２７０４ ②Ａ ： ５ 鬲形制 、 纹饰接近
；
甲类 ＤａＶ 式袋足鬲与琉璃河晚期 Ｇ １ １Ｈ２ ８ ： ５

鬲
［ ５ ３ ］

形制 、 纹饰近同 。 Ａａ ｌＤ式簋与张家坡中期偏早 Ｍ３３： １ ７ 藍相 比 ，
口沿和腹部夹

角变小 、 圈足更细 ， 时代可能要略晚 ；

Ａ ａＶ式簋与周原晚期偏晚 １￥八 １厘２６ ： ９ 簋
［ ５４ ］

形制接近 ；
Ａｃ Ｈ 式簋与周原晚期 １ＶＡ １Ｍ １ １ ：１ ０ 簋

［ ５ ５ ］

形制近同 。 Ｂａ ｎ式豆与少陵原

晚期 Ｍ２ ９５ ：

３ 豆形制接近
；
Ｂｂ ｌ 式豆与周原中期 １￥ 八 １ ＾１７ ： ２ 豆

［ ５ ６ ］

形制接近 ，
而

豆盘更浅 ， 柄略细高 ， 时代当在三期说的中期偏晚阶段 ；
Ｂｂ ｌＤ 式豆 与娘娘寨晚期

ＮＨ９ ７５： ２ 豆
［ ５７ ］

形制接近 。 Ａａ ｌＶ盆与 曲村 中期 Ｊ７Ｔ １ １ ⑦ ： １ ０４ 盆较为接近 ， 而 口沿

和腹部夹角更小 ， 放在 中期偏晚阶段更为合适 ；
Ａａ ＶＩ式盆与 曲村晚期偏晚 Ｉ Ｈ １ ３ ７ ：３

形制 、 纹饰较为接近
；

Ｂａ ｌ 式旋纹盆与曲村晚期 Ｉ Ｈ １ ０ １：９ 盆形制 、 纹饰近 同 ；
Ｃａ ＤＩ

式素面盆与 曲村晚期偏早 ＩＥＴ３３ ２ ④ Ｄ ：１ 素面盆形制近同 （ 图二〇 ）。

铜器方面 ，
Ａｂ ｌ 式鼎与晚期偏早的函 皇父 鼎 （ 乙 ） 形制 、 纹饰近 同 ，

Ａｂ ｌｌ 式鼎

与 梁带村晚期偏晚阶段的 Ｍ ５０２ ： １ ６ 鼎形制 、 纹饰近 同 。 Ｂ 型簋与宣王时期 的史颂

簋形制 、 纹饰近同 。 Ｂ 型鬲与张家坡青铜器窖藏晚期伯庸父鬲
［ ５ ８ ］

形制 、 纹饰较为接

近
， 从足较高 的特征看 ，

可能略晚于后者 ， 定在晚期偏晚阶段较为合适 。 ｎ 式甎与扶

风齐家村弦纹覷形制接近 ， 从半环形实足和重环纹的装饰判断 ， 时代可能在中期偏晚

阶段 。 瑚与 晚期偏晚阶段的史颂瑚形制 、 纹饰较为接近 。 匝与三 门峡虢国墓地晚期偏

晚的 Ｍ １ ６０ １：１６ 匯形制 、 纹饰近同 。 Ａ 型盘与宣王时期的标准器寰 盘形制较为接近

（ 图二
一

）。

综上所述 ， 本期的年代相 当于西周后期 。 其中 ，
４ 段的陈庄 Ｈ２４６ 和 Ｈ４４２ 、 五村

厘 １ ０６ 等单位所出 甲类 〇） １１１式和 〇＆ １￥式陶鬲 、
八＆ １１ １式陶簋 、 ８ １５ １ 式陶豆

、
１１ 式铜甎

等器形都具有三期说中期偏晚的特征 ，
５ 段的陈庄 Ｈ３００ 、

Ｈ２ ３６ 、
Ｍ １９ 等单位所出 甲类

Ａａ ＩＶ式和 Ｃａ ｍ 式陶鬲 、 Ｂ ａ ｌｌ式陶豆、 Ｃ ａ ｌｌ 式陶盆等器形都具有晚期偏早的特征 ，
而

６ 段的王府 Ｈ １０ ５
、 高青 Ｈ２０ １

、 两醇 Ｍ３ １ ７４ 、 仙人台 Ｍ３ 等单位所出 甲类 ＡａＶ式陶鬲 、

Ａａ Ｖ式陶簋 、 Ｂｂ ＤＩ式陶豆 、 ＡａＶ式陶盆和 Ｄ Ｕ式铜鼎 、 Ｂ Ｉ 式铜簋 、 铜瑚等器形都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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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３５９
？

ｎｗｗｗｗ
仙人台Ｍ３ ：

 ３潍坊齐 ： ２昌乐河西 ５４ ： １ ３庆云姚千ＱＹ ： ４

Ｉ調ｗＷＹ
区高青陈庄Ｈ ２７９ ：

ｌ孙家东南Ｊ３ ： ２涡宋台２ １
： １ ０王府Ｈ １ ０５ ：

ｌ ｌ

§

国環
高青陈庄Ｈ ２４ ６ Ｍ王府Ｈ６４ ：

２王府Ｈ３ ７
：

４王府Ｈ １ ０８
：

４

王府Ｈ ６３
：

１ ０

＂

ＷＷＷ ｔＷ
张家坡Ｍ２６９ 

：

１张家坡Ｍ３ ０４
：

０６张家坡Ｍ ３ ０４
：

２０琉璃河Ｇ １ １ Ｔ２ ７０４②Ａ ：

 ５

其
Ｃ８ＹＷ甲

他琉璃河Ｈ １ １ Ｈ２８ ： ５周原 ＩＶ Ａ １Ｍ２６ ： ９周原 ＩＶＡ １Ｍ １ １： １ ０娘娘寨ＮＨ９ ７ ５ ：
２

地｜
■

屋ＷＵ０ １ 爾厂谓
周原 Ｉ

ＶＡ １Ｍ７ ： ２曲村 Ｉ Ｈ １
０

１

： ９曲村 Ｊ７Ｔ １
１

⑦ ：
１ ０４盆曲村Ｉ Ｈ １ ３７

： ３

ｉｎ
曲村 １Ｈ Ｔ３３ ２④Ｄ ：

１

图二〇 鲁北西周后期陶器年代判断对比 图

有晚期偏晚的特征 。 因此
， 从这些典型单位所出器物上可 以看出各段的

一些差别 ， 所

以 ４
、

５
、 ６ 段的年代应该分属西周后期的早 、 中 、 晚三个阶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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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６ ０
？ 三代考古 （ 六 ）

Ｉ，
潍坊前 ： ２仙人台Ｍ３ ： ２仙人台Ｍ６

： Ｂ ３７济南市博物馆鱼篓纹鬲

ＩＬ Ｊ

漏
潍坊后 ：

１仙人台Ｍ３ ：
 ９昌乐宇家６５

：

２８昌乐宇家６ ５
：
２７

Ｉ酿父鼎乙梁带村賺 ： 關娜伯庸父 鬲

Ｉ

器

ｊｆｅ＿
．
４

＾７
＾

＇






ｗ
扶风齐家村窖藏瓶史颂瑚虢国墓地Ｍ １ ６０ １

：

１ ６贾盘

图二
一

鲁北西周后期铜器年代判断对比图

六 、 小结

通过分期和年代研究 ， 我们注意到鲁北地区西周前 、 后两期在文化特征上 的差别

比较显著 ， 在陶系 、 纹饰 、 器物形态演变 、 器物组合等多个方面都有着 比较明显 的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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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６ １
？

现 ，
而段与段之间 的差别则仅限于

一些方面 。 这种在前 、 后两期 出现的差异与山东地

区鲁南 、 胶东半岛的情况
［ ５９

］

都十分相似 ， 均是前期的文化面貌十分复杂 ， 到 了后期

则是周文化占据统治地位 。 这种特点甚至与整个西周王朝统治区域内 的考古学文化面

貌有着
一

定的关联 ， 各个封国基本上都是西周前期的文化面貌相对复杂 ， 大致在恭王

前后出现了
一

定 的转变 ， 包括西周王都地区都有类似的迹象 ，
只是此前考古学界的分

期工作较多地受到了陈梦家先生三期说的影响 ，
其实传统三期说的中期前 、 后两段之

间 （ ３ 、 ４ 段 ） 文化面貌的差别在某种程度上 已经远超段与段之间的差别 。 而具体到鲁

北地区西周时期文化面貌的 自身特点 ， 就是本地文化因素的器物在西周后期并无明显

减少的现象 ， 且仍占一定比例
［
６°

］

， 这与相邻的鲁南地区的差别非常明显 。 这种地方特

点或许与文献记载齐国施行
“

因其俗
，
减其礼

”

，
不同于鲁国的统治政策有着较多的

关系 。

总之 ， 本文结合陶器和铜器两方面的材料将鲁北地区西周时期的考古遗存分为了

两期 ６ 段 ， 并尝试建立了该地区的文化编年序列 。 绝对年代上 ， 由此可兹对比的器物

较多 ， 时代相对明确 。 前期大致相当于武 、 成 、 康 、 昭 、 穆 、 恭王时期 ， 后期大致相

当于懿 、 孝 、 夷 、 厉 、 宣 、 幽王时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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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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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１ １ ］ 潍坊市博物馆 、 昌乐县文管所 ： 《 山东 昌乐县商周文化遗址调查 》 ， 《海岱考古 》 （ 第
一辑 ）

，
山

东大学出版社 ， １９８ ９年 。

［ １ ２
］ 寿光县博物馆 ： 《寿光县古遗址调査报告 》， 《海岱考古 》 （ 第一辑 ）

，
山东大学出版社 ，

１ ９８９ 年 。

［ １ ３］ 山东省文物考古研究所 ： 《 山东济南王府遗址发掘报告 》 ， 《 山东省高速公路考古报告集 （ １ ９９７
 ）》，

科学出版社
，

２０００ 年 。

［ １ ４
］
山东省文物考古研究所 ： 《 山东 髙青县陈庄西周遗址 》 ，

《考古 》 ２０ １ ０ 年 ８ 期 ； 《 山东高青县陈

庄西周遗存发掘简报 》 ， 《考古 》 ２０ １ １ 年 ２期 ； 《高青县陈庄西周遗存发掘简报 》 ， 《海岱考古 》

（ 第四辑 ）
， 科学出版社 ，

２０ １ １ 年 。

［ １ ５ ］ 山东省文物考古研究所 ： 《 山东济阳刘台子西周六号墓清理报告 》， 《文物 》 １９９６ 年 １２ 期 。

［ １ ６
］ 同 ［ １２

］
。

［ １ ７
］
山东大学考古系 、 山东省文物考古研究所 、 东营市历史博物馆 ： 《 山东东营市南河崖西周煮盐

遗址 》 ， 《考古 》 ２０ １ ０ 年 ３期 。

［ １ ８ ］ 滨城文化管理所 、 北京大学中 国考古学研究中心 ： 《 山东滨州市滨城区五处古遗址的调査 》 ，

《华夏考古 》 ２００９ 年 １ 期 。

［
１９ ］ 山东德州市文物管理室 ： 《 山东乐陵 、 庆云古遗址调査简报 》 ， 《华夏考古 》 ２０００ 年 １ 期 。

［ ２０ ］ 任相宏等 ： 《 淄川考古 》
，
齐鲁书社

，
２００６年 。

［
２ １

］
山东省文物考古研究所 ： 《 山东章丘市王推官庄遗址发掘报告 》， 《华夏考古 》

１９９６ 年 ４ 期 。

［
２２

］ 同 ［ ５
］ 〇

［ ２３ ］ 邹平县图书馆 ： 《鲍家遗址调査 》 ， 《海＠考古 》 （ 第
一辑 ）

，
山东大学出版社 ， １ ９８９ 年 。

［ ２４ ］ 山东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等 ： 《广饶县五村遗址发掘简报 》
，
《海岱考古 》 （ 第

一辑 ）
，
山东大学出

版社 ，
１ ９８９ 年 。

［
２５ ］ 同 ［ １０

］ 。

［ ２６ ］ 山东大学考古系 ： 《 山东长清县仙人台遗址发掘简报 》 ， 《考古 》 １９９８年 ９期 。

［ ２７ ］ 山东省文物考古研究所 ： 《 山东章丘县董东村遗址试掘简报 》 ， 《考古 》 ２００ ２年 ７ 期 。

［
２８ ］ 山东省潍坊市博物馆 、 山东省 昌乐县文管所 ： 《 山东 昌 乐岳家河周墓 》

， 《 考古学报 》 １９９０ 年

１ 期 。

［ ２９］ 山东省文物考古研究所 ： 《 山东章丘市孙家东南遗址的发掘 》 ， 《华夏考古 》 ２００５ 年 ４ 期 。

［ ３ ０ ］ 济青公路文物考古队 ： 《 山东临淄后李遗址第
一

、 二次发掘简报 》
，
《考古 》 １ ９ ９２ 年 １ １ 期 ； 《 山

东临淄后李遗址第三 、 四次发掘 简报 》 ， 《考古 》 １ ９９４ 年 ２ 期 。

［ ３ １ ］ 王建国 ： 《 山东广饶县草桥遗址发现西周陶器 》， 《考古 》 １ ９９６ 年 ５ 期 。
＿

［ ３ ２ ］ 潍坊市文物管理委员会办公室 、 昌 乐县文物管理所 ： 《 山东昌乐县谢家埠遗址的发掘 》 ， 《考古 》

２００５ 年 ５ 期 。



鲁北地区西周时期遗存的分期和年代 ＿

３６３
－

［ ３３ ］ 山东省文物考古研究所 、 齐城遗址博物馆 ： 《 临淄两醇墓地发掘简报 》， 《海岱考古 》 （ 第
一辑 ）

，

山东大学出版社 ， １９ ８９ 年 。

［ ３４ ］ 山东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等 ： 《青州市凤凰台遗址发掘 》 ， 《海岱考古 》 （ 第一辑 ） ， 山东大学出版

社 ，
１ ９８ ９年 。

［ ３ ５ ］ 陈梦家 ： 《西周铜器断代 》 ， 中华书局 ，
２００４ 年 。

［
３ ６ ］ 北京大学考古学系商周组 、 山西省考古研究所 ： 《天 马

一

曲村 （ １ ９８０
？

１ ９８ ９ ） 》， 科学出版社 ，

２０００
年 。

［ ３ ７］ 黄曲 ： 《周原遗址西周 陶器编年与谱系研究 》， 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硕士毕业论文 ， ２００３ 年 ；

李茜 ： 《周原与丰镐西周陶器的 比较研究 》，
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硕士毕业论文 ，

２００６ 年 。

［ ３ ８ ］ 罗森 ： 《古代中 国礼器——来 自商和西周时期墓葬和窖藏的证据 》
，
北京大学 出版社

，
２００２

年 ； 曹玮 ： 《从青铜器的演变试论西周前后期之交的礼制变化 》 ， 《 周秦文化研究 》 ， 陕西人民 出

版社 ， １ ９９ ８年 ；
罗泰 ： 《有关西周晚期礼制改革及庄白微氏青铜器年代的新假设 ： 从世系铭文

说起 》 ， 《 中 国考古学与历史学之整合研究 》， 中研院历史语言研究所四 ， １ ９９ ７年 。

［ ３ ９ ］ 鲁北地区比较缺乏相关遗址 、 单位的正式统计数据。 关于本期遗址陶质 、 陶色 、 纹饰和器形 的

详细统计情况 ，
只能依照 自 己掌握的材料做 出粗略判断 。

［ ４０ ］ 由 于王府陶器上的绳纹普遍较粗 ，
因此一些器形给人普遍变粗的误解 。

［
４ １ ］ 同 ［ １ ］。

［
４２ ］ 年代判断部分的三期说为 《天马

一

曲村 》 报告以及对周原遗址分期所指的将西周 时期的考古学

文化分为早 、 中 、 晚三期 以及每期各分偏早和偏晚 ２ 个阶段 ， 共三期 ６ 段的认识 。 下文凡对比

中 出现三期说或者早 、 中 、 晚期以及各期偏早或偏晚阶段 的表述 ， 如无特别说明 ，
均指此认

识
，
下文不再赘言 。

［ ４３
］ 陕西省考古研究院 ： 《少陵原西周墓地 》 ， 科学出版社 ，

２００９ 年 。

［ ４４ ］ 陕西省考古研究院等 ： 《 周原
一

２００２ 年度齐家制玦作坊和礼村遗址考古发掘报告 》 ， 科学 出

版社 ，
２０ １０年 。

［ ４５ ］ 洛阳市文物工作队 ： 《洛 阳北窑西周墓 》 ，
文物出版社 ，

１ ９９９ 年 。

［
４６ ］ 北京市文物研究所 ： 《琉璃河西周燕国墓地 （１ ９７ ３

？

１ ９７７ ） 》，
文物出版社 ，

１ ９９５ 年 。

［
４７ ］ 转引 自 白文亮 ： 《郑州地区西周时期考古学文化研究 》 ，

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硕士毕业论文 ，

２０ １ ０ 年 。

［ ４８ ］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 ： 《张家坡西周墓地》
， 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 ，

１ ９９９年 。

［ ４９ ］ 同 ［ ４７ ］。

［ ５ ０ ］ 同 ［ ３６ ］。

［
５ １ ］ 陕西省文物管理委员会 ： 《西周镐京附近部分墓葬发掘简报 》， 《文物 》 １ ９８ ６年 １ 期 。

［ ５ ２
］
王文强 ： 《鹤壁市辛村出土 四件西周青铜器 》

，
《 中原文物 》 １ ９８ ６年 １ 期 。

［ ５ ３ ］
北京大学考古学系 、 北京市文物研究所 ： 《 １ ９９ ５ 年琉璃河周代居址发掘简报 》 ， 《 文物 》 １ ９９６ 年

６ 期 。



？

３ ６４
． 三代考古 （ 六 ）

［
５４ ］ 李茜 ： 《 周原与丰镐西周陶器的比较研究 》

，
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硕士毕业论文 ，

２００６ 年 。

［
５ ５ ］ 同 ［ ５４ ］ 。

［ ５ ６ ］ 同 ［ ５４ ］ 。

［ ５ ７ ］ 同 ［ ４７ ］ 。

［
５ ８ ］ 岐 山县文化馆 、 陕西省文管会 ： 《陕西省岐山县董家村西周铜器窖穴发掘简报 》 ， 《 文物 》 １ ９７６

年 ５ 期 。

［ ５９ ］ 鲁东南地区缺少西周前期的材料 ，
所以无法对比 。

［ ６０ ］ 曹斌 ： 《鲁北地区西周时期遗存的文化因素分析 》
，
《华夏考古 》

，
待刊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