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长平之战遗址永录 1号尸骨坑发掘简报
*

山西省考古研究所

晋 城 市 文 化 局

高 平 市 博 物 馆

长平
,

位于今山西省高平市境内
。

公元前

26 0 年
,

秦赵为争夺韩之上党
,

在此陈兵近百

万
,

展开了战国史上规模最大的一场战争
。

结

果秦军取得 了胜利
,

并为以后统一中国创造

了有利条件
;
赵军战败

,

四十万人降秦
。

武安

君白起因赵卒反筱恐为乱
, “
乃挟诈而尽阮杀

之
,

遗其小者二百四十人归赵
,

前后斩首虏四

十五万人
’ ,① 。 “

故自为童子即知有长平
’ ,
②

。

两千多年来
,

农耕移土及 自然营力的破

坏使得一些战场遗骸和遗物时而重见天 日
,

史籍和诗赋亦不乏记载
。

然真正从考古学角

度对长平古战场出土遗物作考证和研究的仅

见于张额先生的《古长平战场资料研究@)) 和

郭一峰
、

张广善先生的 《高平县 出土
“

宁寿令

戟
”

考 》④
。

1 9 9 5 年 4 月
,

永录村村民李珠海修

整 田地时挖出不少人骨
,

并发现 17 枚刀币和

1 枚铜傲
。

田贵生先生获悉后迅即报至高平

市文化局和博物馆
,

引起有关领导和专家的

高度重视
。

同年 10 月下旬至 12 月上旬
,

我们

对永录 1 号尸骨坑进行抢救性发掘
,

这也是

长平之战遗址的首次正式考古发掘
,

工作收

获及初步研究简报于下
。

一 地貌与地层

高平市地处太行山南部
,

西
、

北
、

东三面

群山环绕
,

中
、

南部为河谷平川
。

发源于北部

丹朱岭的丹河 自北向南纵贯全市
,

经晋城出

太行
,

于河南省注入沁河再东汇于黄河
。

永录

乡永录村即位于丹河的支流永录河两岸
,

南

距高平市约 7 公里
。

永录村东有韩王山
,

西为

将军岭
,

这一带地形仍是西北东环山
,

永录恰

在簸箕状地形的出口处
。

1 号尸骨坑则位于

村西北 8 00 米后沟北侧的最高一级梯田里
,

与沟底的相对高度约 16 米 (彩色插页贰
:

1 ;

图一 )
。

据调查与走访
,

永录村周 围已发现尸骨

坑十余处
,

大都分布于河流的第一
、

二级阶地

上
。

遗憾的是过去因文物保护意识薄弱
,

大部

分均在平整土地和掘挖房基过 程 中破坏 贻

尽
,

残存的断崖上偶尔还可见到人骨残骸
。

1 号尸骨坑的平面 呈不规则长方形
,

开

口距离地表仅有 0
.

3 米左右
。

从发掘情况看
,

坑的上部曾受到破坏
,

因此坑的原来深度和

距离原地表的深度均不详
。

此外
,

该坑的全部

南壁和部分东壁也受到严重破坏
,

仅在坑底

部能看到其南壁的痕迹
。

坑的北壁长 9
.

4 米
;

东
、

西两壁残长分别为 1
.

3 米和 2
.

7 米
;
破坏

的断崖边长 9
.

9 米
。

从断面看坑 的现有深度

约 0
.

7一 0
.

9 米
,

呈 口大底小状
。

在坑的西北

角上有一宋代以后的灰坑
,

现存深度 0
.

2 米

* 发掘和研究得到山西省文物局抢救性课题特别支持经费和 日本 N H K 的资助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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圈二

1号尸骨坑平
、

剖面图

者
9…… 终

左右
,

对尸骨坑又起到一些破坏作用 (彩色插

页贰
:

2 ; 图二 )
。

为了获取资料的准确及观察
、

分析的方

便
,

我们采取了 1 米见方的发掘方法
。

另外需

要说明的是被研究标本的不完整之局限
:

首

先
,

坑的上部和南部均遭不同程度的破坏
;
其

次
,

高平市政府将就地建立长平之战博物馆
,

需保留发掘场面留待将来展览
,

故尚余三分

之一部分未作发掘
。

二 出土文物

铁替 ( K l :

5) 表面锈蚀不清并已弯曲
。

长 15
.

6 厘米
。

刀 币 17 枚
。

其中 1 枚 ( K l :

8) 为赵国

直背刀
,

首端破损
,

表面锈蚀 不清
,

末端为椭

圆形环
。

残长 12
.

2 厘米 (图七
:

右 1 )
。

其余 16

枚均为燕明刀
,

大小略有差异
,

表面多锈蚀不

清
,

有些能看出梦明
”
字

,

从写法看为晚期型制

(图七 )
。

陶盆 ( K l :

6) 口沿残片
。

泥质灰陶
,

方

唇
,

折沿
,

口微敛
,

腹部微鼓饰细绳纹
。

口径

3 8
、

残高 1 0 厘米 (图三 )
。

1 号尸骨坑发掘所出遗物有铜链 2 件
、

铜带钩 1 件
、

铁带钩 1 件
、

铁替 1 件
、

陶盆 口

沿残片 1 件
。

另外还收集回出土于此坑的 17

枚刀 币和 1枚铜链
。

铜做 三棱锥式
,

三棱均有刃且汇聚成

锋
。

K l : 1 脊长 3
.

7
、

艇长 1
.

6 厘米 (图四
:

左

2 )
。

K l :
2 形体稍大

,

挺为铁质
,

脊长 4
.

5
、

艇

残长 0
.

8 厘米 (图四
:

左 1 )
。

K l : 7 (非发掘 )
,

比前者略细
,

脊长 4
.

5
、

艇残长 。
.

2 厘米 (图

四
:

左 3)
。

铜带钩 ( K l
:

3) 上端曲首作兽头状
。

长

6
.

4 厘米 (图五 )
。

铁带钩 ( K l :

4) 表面锈蚀不清
,

长 7
.

3

厘米 (图六 )
.

三 人骨观察

1 埋葬方式

整体观察
,

人骨标本既缺乏一定的排列

秩序和分布规律
,

吏无层次可循
。

头向东西南

北皆有 ; 面向上下两侧均见
;

葬式上统计俯身

较多
,

仰身次之
,

侧身再次
。

综合特点可概之

为
“

杂乱无章
.

纵横相叠
”

的乱葬坑 (图八 )
。

2 个体数量

已发掘部分的材料以头骨 为统计对象
,

图三

陶盆

( K I
:

6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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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九

创伤标卞

El,
1 弓

头骨

共 60 个个体
,

其中保存在最后发掘层面上的

为 5。 个
。

此外
,

我们采集了所有被破坏的标

本
,

除脊椎骨
、

掌骨
、

指骨
、

腕骨
、

踉骨
、

趾骨和

附骨外
,

几乎没有一件完整的骨骼
,

给统计带

来很大困难
.

对此
,

我们只好按解剖位置区分

出每个部位的骨骼
,

再分出各类骨的左
、

右侧

和近
、

远端
,

分类统计各类骨的数量
,

然后 以

最多数 t 的可鉴定部位作为最 少个体数量
。

结果左侧距骨 33 个
,

数量最多
。

由此推测被

破坏部分的最少个体数应为 33
。

我们不排除

误差的存在
,

因为同一尸骨坑内两部分材料

未能采用一致的统计对象
。

另一方面
,

根据未

发掘部分面积和厚度的估算
.

大约占尸骨坑

的三分之一
,

推测尚有 40 余个个体
。

这样
,

1

号尸骨坑内埋葬的个体大约有 1 30 多个
。

. 一O 创伤标本 D 11 1号个体

图一一 创伤标本 H .
:

1 号
、

2 号头背

3 性别年龄

坑内的颅骨标本绝大部分具有明确的男

性形态特征
,

如颅骨大而重
;
额骨向后倾斜 ,

眉弓和眉间显著
;
岭线发育强烈 ;颜骨乳突和

枕外隆凸较大等
。

下领骨的男性特征也比较

明显
,

骨体粗壮
、

下领体较高
、

下领角小
,

下领

角区粗糙且多外翻
。

如果说颅骨和下领骨尚

有一小部分性别特征难以断定的话
,

那么位

骨的全部标本皆为男性形态则使我们深信这

里至今还没有女性标本
,

这为我们判断死者

之职业提供了重要依据
.

年龄鉴定以第一 臼齿的磨耗为主要依

据
,

参考依据为第二 臼齿磨耗
、

肢骨骨能愈合

及基底缝的愈合
。

根据形态
、

级别与年龄的关

系⑥ .

结合长平古战场人骨年龄段 的特点
,

我

们将臼齿磨耗程度分为 7 个

级别
,

对 62 例可鉴 定的个体

观察统计结果为
:

20 岁以下的

3 例 (占 4
.

8 % )
,

2 3 岁左右的

6 例 ( 9
.

7 % )
,

2 7 岁左右的 4

例 ( 6
.

4 % )
,

3 0 岁左右的 2 3 例

( 3 7
.

1 % )
,

3 5 岁左右的 9 例

( 1 4
.

5 % )
,

3 8 岁左右的 7 例

( 1 1
.

3 % )
,

4 5 岁左右的 4 例

( 6
.

4 % )
,

5 0 岁以 上的 6 例

( 9
.

7 % )
。

可以看出
,

30 岁左右

的死者超出三分之一 , 20 岁以

下的很少
;

45 岁以上的占一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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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二 创伤标本 F . :
1号头骨

比例
.

4身高侧算

选择完整的同一侧的胧骨 n 例
、

股骨

0 1例和胫骨 11例
,

分别测得其最大长并根

据华北汉人的推算公式计算出死者生前的身

高
。

脓骨统计
,

最高者 17 3
.

8 厘米 ; 最低

16 9
.

。 厘米 ;平均 1 70
.

9 厘米
。

股骨统计
,

最

高 1 7 4
.

8 厘米 .最低 1 6 7
.

3 厘米 ;平均 1 7 1
.

2

厘米
。

胫骨统计
,

最高 18 4
.

。厘米
,

最低 1 61
.

2

厘米
,

平均 17 0
.

6 厘米
。

三组平均身 高为

1 70
.

6 厘米
.

5 创伤观察

箭痕
:

战国的箭傲已发展为三棱式
,

并在

弓的墓础上发明了弩
,

延伸了射程
,

增强了杀

伤力
.

长平古战场发现箭徽的记载已不少
,

而

实物资料见于报道和馆藏的迄今 已达数十

枚
.

唐代诗人李贺有《长平箭头歌 》 :

“

漆灰骨末丹水沙
,

凄凄古血生铜

花
.

白翎金竿雨中尽
,

直余三脊残狼

牙
. ” 0永录村南 3 公里的丹河左岸

有箭头村
,

农民耕地常有箭头发现
。

1号尸骨坑出土箭傲 3 枚
,

其中 1 枚

据发现人讲尖部深嵌于股骨内
。

砸痕
:

已发现 8 例头部有砸痕

或钝器致伤的标本
.

E I : 1 号头骨

(图九 )
,

倾弓之上
、

预骨前部
、

顶骨

颜线以下有一椭回形塌陷区及弧状

骨折裂纹
,

中部有孔洞
,

呈不规则四

·

3 8
·

边形
。

H l :
1 号头骨 (图一一

:
左 )

,

暴露头顶

部分
,

矢状缝近人字点处有一长宽为 4 x 2
.

8

厘米的椭圆形洞
。

洞的前缘有一条延至右侧

预骨乳突前方的弧状裂缝
,

裂缝中部遗有三

角形凹陷且骨皮质 不存
,

暴露出骨松质
,

由

此可知该个体头部有两处砸痕
。

D l :
1 号个

体 ( 图一O )
,

头骨右侧顶结节至矢状缝之间

有创伤凹陷
,

周边为长 6
、

宽 3
.

2 厘米的椭圈

形裂缝
。

颈骨前有砂岩石块
,

长 1 3
、

宽 7
、

厚 7

厘米
,

类似大小的砾石在 1 号坑内已发现十

余件
,

可能与施暴有关
。

刃痕
:

6 例头骨标本发现有此类创痕
。

H

I :
1 号头骨 (彩色擂页贰

:
2 之下部头骨 )

,

面

部向上
,

下领扭曲
。

额骨中部以上缺失
,

前缘

有两段明显的刃痕
,

颅顶可能是被砍掉的
。

H

I :
2 号头骨 ( 图一一

:

右 )的顶骨残片
,

颅内

面向上
,

两个边的断面呈切齐状
。

F l : 1 号

头骨 (图一二 )
,

颅骨左侧向上
,

鼻根点向上至

顶骨后部有大的裂缝 ; 左顶骨场陷
、

破裂 ; 顶

结节至矢状缝间及矢状缝中部向左后方均有

刃器砍痕
。

戈
、

戟
、

剑是战国时期的主要兵器
,

长平古战场范围内均有实物发现
。

明朝刘墓

有《长平戈头歌》 ,

曰
: “

长平战骨烟尘抓
,

岁久

遗戈金不销
。

野人耕地初拾得
,

土花演出珊瑚

色
’ , ,

骨折
:

我们在破坏后的标本中发现一件

左侧挠骨远端标本
。

残长 12 厘米
,

远端关节

曰一 = !城杀 ( ?) 标 下 A I , 4 兮个体



缘向上 5一 9 厘米间有骨折愈合痕迹
,

骨折处

向前弯曲
,

后面略 凹
。

前面有愈合增生圆枕
,

可知该个体生前曾经骨折过
。

6 死因分析

坑内人骨为一次性乱葬坑
,

从性别全是

男性
,

年龄组合主要为青
、

中年并伴有兵器出

土
、

尸骨坑发现多处等因素分析
,

它应该是战

争的产物
,

遗骸皆为非自然死亡
。

长平一战
,

赵 国降卒被肮四十万
,

当时
“

流血成川
,

沸声若雷
” ⑧ , “

露骸千步
,

积血三

尺
” ⑧ , “

秦虽破长平军
,

而秦卒死者过半
” 。

。

双方虽然伤亡惨重
,

然院杀的受害者是赵而

非秦
。

结合出土遗物的分析
,

我们认为永录 1

号尸骨坑内的遗骸应是赵军亡卒
。

关于赵卒死亡原因
,

史书记载大都一致
,

即
, “

挟诈而尽院杀之
” 。

白起引剑自到时
,

也

叹其当死
, “

长平之战
,

赵卒降者数十万人
,

我

诈而尽阮之
,

是足以死
’ ,⑧ 。 “

阮
” 、 “

阮杀
”

多解

释为
“

活埋
” 。

然而
,

从坑内遗骸的观察和分

析
,

并非如此
。

初步观察统计表明
,

未经破坏

和扰乱的 60 个个体近半数或头骨无躯体
,

或

头与躯干分离
,

应是死亡在前
,

埋葬在后
。

还

有 14 具头部有钝器
、

刃器
、

石块等造成的创

伤痕迹
,

其中至少 7 具个体的创伤是致命的
,

应排除在活埋死亡之外
。

剩余十多个个体死

亡原因难以判断
。

可能为活埋的仅有 1 例
,

编

号 A l : 4 ,
俯身

,

面部向下
,

脑后部被晚期灰

坑破坏
,

其他骨骼不见创伤痕迹
。

右臂下垂
,

尺挠骨扭曲状
,

左臂从腹下伸向右侧铭脊上

缘
,

两腕相距约 10 厘米
,

左手掌骨与右手腕

骨基本相邻 (图一三 )
。

这种现象可以有两种

解释
,

其一为软组织受伤致死而葬
;
其二为双

手被缚活埋而死
。

当然
,

永录 1号尸骨坑仅有

百余个体
,

尚不能完全反映数十万死者之死

因
。

. 长平之战通 址永 , 1号尸 . 坑发扭简报

进行了 10 天考察和走访
,

目前已知有 18 个

尸骨坑
,

能见到骨骼的 7 处
,

其中有 2 个保存

完好
,

面积为 40 ~ 50 平方米
,

位于 1号尸骨

坑附近
。

多年来
,

晋城市文化局和高平市博物馆

在古战场内征集到不少战国时代的文物
,

有

些资料已经发表
,

另一些正在研究
,

征得他们

的同意
,

现简列于下
:

1 9 8 5 年
,

赵庄乡靖居村东南约 1 公里发

现秦半两近 2 万枚
。

现藏于高平市博物馆
。

1 9 8 6 年
,

永录乡铺上村发现赵国兵器戟

1件
,

材料已研究发表
。

19 8 9 年
,

北城区风 和村发现战国戈 3

件
,

箭头 3枚
。

藏于市博物馆
。

8 0 年代
,

北城区围城村发现若干箭头
。

1 9 9 2 年
,

永录村内的一个尸骨坑内
,

发

现
“

安 阳
”

布
、

秦半两
、

箭头各 1 件
。

现藏于市

博物馆
。

1 9 7 8 年
,

寺庄镇箭头村发现若干箭头及

刀币 1 千余枚
,

惜被文物贩子购走
,

至今不知

去向
。

上述遗迹和遗物的分布详见图一
。

五 结语

四 其他地点的遗迹与遗物

长平之战遗址内尚未作过详细的考古调

查
。

发掘工作开始之前
,

以永录为中心
,

我们

永录 1 号尸骨坑发掘之前已遭破坏
,

而

且出土的实物资料尚显不足
,

然而它毕竟是

长平之战尸骨坑的首次正式发掘
,

出土的遗

物和遗骸提供给我们的信息和证据对研究长

平之战乃至战国历史具有重要价值和意义
。

这里出土的刀 币为赵国的直背刀和燕明

刀
,

从形制和字体的演化上看 。
,

其铸行的时

代应在战国晚期
。

赵燕相邻
,

货币经济关系较

深
,

尤其是政治上的合纵连横促进了区域间

经济往来和贸易的扩大
,

燕刀在赵国的流通

应是正常现象
。

再结合其他出土文物和遗骸

综合分析
,

1 号尸骨坑的时代应为战国晚期
,

更进一步讲
,

应是公元前 2 60 年长平之战埋

葬赵国亡卒之尸骨坑
。

坑内人骨皆为男性
;
30 岁左右的最 多

,

.

3 9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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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0岁以下者甚少
,

但 45 岁以上的士卒占有

一定比例
,

平均身高约 1 70 厘米
。

根据骨骼排

列和创伤观察
,

死者绝大部分为被杀后乱葬

的
,

未发现大量被活埋的证据
,

这种现象有别

于史书关于四十万降卒被阮杀的载述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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