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陕西地区出土汉代陶猪的初步研究

在新石器时代，随着对猪驯化的开始和饲养的

发展，逐渐出现有关猪形象的装饰或器物。不少新

石器遗址中都发现有泥塑或陶塑的猪，如在安徽蚌

埠双墩遗址距今7300～7100年的地层中便出土有

泥塑猪①，浙江河姆渡遗址距今7000～6500年的地

层中出土有陶猪②，北京上宅遗址距今7000。5000

年的地层中发现有陶猪头③等。此外，在山东章丘

市西河遗址④、湖北随州金鸡岭⑤、肖家屋脊⑥、邓家

湾⑦、山东王因⑧等新石器时代遗址中均发现有泥

塑猪或陶猪。到了汉代，生产力水平不断提高，农业

发展迅速，在史前已成为重要肉食来源的猪，在此

时的家畜饲养中仍然占有很大比例。同时，由于古

代“事死如事生”的观念，陶猪成为墓葬随葬模型明

器中的重要种类，在汉代墓葬中极为常见。尤其从

东汉时期开始，大量出现于各类墓葬之中。

两汉时期，陕西人口稠密、经济发达。作为西汉

首都和东汉西都的长安，其周边聚居大量人口。已

发现这一时期的墓葬既有高规格、高等级的帝王陵

寝，也有众多的中小型墓葬。经考古发掘，这些墓葬

中往往伴有陶塑动物的出土，其大致

分为三类：一是与人类日常生活息息

相关的家禽家畜，如陶猪、陶狗、陶

羊、陶鸡等；二是自然界的野生动物，

如陶鸟、陶虎、陶鹿等；三是想象出来

的神兽，如陶龙、凤鸟等。而在这些陶

塑动物中，陶猪占有相当大的比例。

本文旨在介绍陕西地区汉代陶

猪发现概况的基础上，对其进行分类

和分期，进而探讨分布特点及其他相

关问题。

一、陶猪发现概况

考古资料显示，随葬陶猪的墓葬

多集中在西安、咸阳、宝鸡、华县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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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另外在勉县、南郑、旬阳以及韩城、甘泉地区也

有少量发现。据统计，122座墓葬共计出土560余

件陶猪(见附表一)。

二、陶猪的分类

根据姿态，可将陶猪分为站立与伏卧两型。

A型猪为站立状。这类陶猪数量最多，共计

519件。根据它们背部鬃毛的有无，可分为两个亚
型。

Aa型颈部无鬃毛。共434件。此型陶猪出土

于西汉时期的墓葬。如汉阳陵丛葬坑K21中出土的

陶猪(图一，1)⑦，陕西新安机砖厂西汉墓葬中出土

的两件陶猪⑩，西安北郊郑王村西汉墓M7、M77等

墓葬中出土的陶猪颈部均无鬃毛(图一。2)@。

Ab型颈部鬃毛竖立。共85件。此型陶猪多出

土于东汉时期墓葬。如西安东郊常家湾M1：24(图

二。1)@，西安石油学院M7：59(图二，2)@，西安昆仑

厂汉墓@，南里王村M5@等。

B型伏卧状，这类造型的陶猪共发现有5件。

⑨钢◎羁刁
I 2

图一Aa型陶猪

1．汉景帝和陵南区丛葬坑K21：67 2西安北郊郑王村西汉墓M7：7

I 2

图二Ab型陶猪

1．西安东郊常家湾M1：24陶猪2．西安石油学院M7：59陶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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凤翔西白村M2@中出土的陶猪后肢蜷卧，前腿前

伸。纸坊乡铁丰村汉墓中出土一件母猪陶俑，呈卧

状，形象极为生动⑩。咸阳二。二所M6@中出土一

件跪卧状陶猪。西安旭景名园M1：13(图三。1)、雁

塔南路M22：25(图三，2)出土的陶猪四肢屈曲伏

地，头置于前腿之间@。

图三B型陶猪

1．西安市旭景名园M1：16 2．西安雁塔南路M22：25

另外，由于一些资料中陶猪数量或形制描述不

详，至少有40件陶猪无法进行分类。

三、陶猪的分期

Aa型流行于西汉早中期，出土于两类墓葬中：

一是帝王贵族墓，如汉惠帝安陵陪葬墓国中出土的

二十三件陶猪及汉景帝阳陵丛葬坑中出土的四百

余件彩绘陶猪@，形体大，多数能分辨出性别；二是

出土于中型土洞墓中，形体较小，泥质灰陶，从形态

很难分辨性别，无彩绘，二范合成明显，制作较为粗

糙。如西安北郊郑王村西汉墓M138中出土的一件

陶猪，圆目，小耳，张嘴藏尾，形体较窄，四肢短小，

为合模制成@。

Ab型与B型从西汉晚期开始出现，流行于整

个东汉时期。这一阶段，陶猪多为Ab型，如陕西

勉县老道寺M1中出土的陶猪，形象为长嘴，厚

唇，垂耳，长鬃，鼓腹，卷尾，臀部略弧@；也有少量

B型，如咸阳二。二所M6中出土的陶猪@，造型为

跪卧状。

根据各类陶猪流行的年代，可分为两期：

第一期，约为西汉早中期。陶猪形象都为Aa

型无鬃毛个体，不见Ab型与B型，多出土于等级

较高的墓中。这一阶段陶猪体形大，有的长达44厘

米，外表多彩绘，各部位十分生动逼真。虽然该期出

土陶猪的墓葬数量并不多，但由于帝陵丛葬坑和高

等级墓葬中往往出土大量陶猪，从而导致墓葬数量

少而陶猪数量极多。

第二期，约为西汉晚期至东汉晚期。这一阶段

陶猪类型明显增多，以Ab型有鬃陶猪为主，同时

存在零星Aa型无鬃陶猪以及B型伏卧状猪。该期

陶猪有泥质红陶和泥质灰陶两种，有的外表施黄釉

或绿釉，尺寸约为12～24厘米，制作较为粗糙。目

前已有资料显示，这段时期陶猪均出土于中小型

墓，且每座墓仅随葬一至两件陶猪。

四、讨论

(一)陶猪制作的变化

陕西地区出土汉代陶猪的制作变化大体有

两点：

首先，从西汉早期制作精细发展到东汉时期制

作模式化、简单化。

帝陵与高级贵族陪葬坑或墓葬中出土的陶猪

做工精细，尾巴为木质，并塑造出乳猪、成年公猪、

母猪的生理特点，如汉景帝阳陵东侧外藏坑中出土

的陶猪，母猪腹下有两排小乳头。肛门之下有阴器，

公猪腹下两后肢之间有较长的阳具，颜色有黑白两

种，四蹄饰粉红色彩绘@。它们造型生动形象，制作

工艺远高于其他中小型墓中出土的陶猪。相关考古

资料表明，西汉时期长安城西市遗址中发现烧造陶

俑的官窑遗址@，出土的残陶俑与西汉帝陵或一些

高等级贵族的陪葬坑或墓葬中的陶俑相似。而这些

随葬帝陵或高等级贵族墓葬的陶猪，很可能也是在

官窑内烧造而成。

中小型墓葬中的陶猪普遍合模制成，也有少量

捏制，多为泥质红陶或灰陶，无彩绘，西汉晚期有的

陶猪表面会施青黄色釉，形象没有高等级贵族墓葬

或丛葬坑内出土的精致细腻，有的甚至比较粗糙。

这一阶段的陶猪不仅没有西汉早中期那样写实形

象，而且个体较小，绝大多数造型相似。如陕西勉县

老道寺汉墓@中出土的一件陶猪造型比较简单：长

嘴，垂耳，长鬃，卷尾。这可能是由于帝王贵族的陪

葬明器由专门的官窑烧造，要求较高；中小型墓葬

的随葬明器是民间制作，造型简单，成本低廉，符合

广大中下层的需求。

其次，西汉早中期陶猪脊背上无鬃毛，而西汉

晚期至东汉晚期陶猪多有鬃毛。导致这种变化的原

因尚无明确结论，但陶猪局部造型的变化，与当时

饲养的活猪品种、手工匠人乃至社会审美、风俗习

惯的变化都有一定的关联性。随着今后陶猪相关资

料的逐步积累，结合汉代猪骨的研究，这一问题可

能会有较为合理的解释。

(二)陕西地区汉代陶猪出土特点及原因

资料显示，随葬陶猪的墓葬形制包括三种：一

是西汉帝陵丛葬坑，二是带墓道的竖穴土坑墓，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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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带长斜坡或竖井墓道的土洞墓或砖室墓。据统

计，出土有陶猪的122座墓葬(或从葬坑)中，丛葬

坑占2座，土洞墓占41座，砖室墓占73座，另有2

座为长斜坡墓道竖穴土坑墓以及3座形制不明的

墓。砖室墓的比重最大，约为60％；土洞墓的比例

约为34％；丛葬坑、长斜坡墓道竖穴土坑墓以及形

制不明的墓共占约6％。

西汉帝陵为四条墓道的大型墓葬，陶猪的随葬

位置一般位于帝陵封土四周的长条形丛葬坑中，可

能代表着厨厩之属。带墓道的竖穴土坑墓以陕西新

安机砖厂西汉墓为代表，该墓积沙积炭，墓内出土

着衣俑、骑马武士俑等有鲜明等级性质的随葬品，

并且出土篆刻“利成家丞”的封泥以及肩部写有“东

园口口”四字的陶罐，从而确定了该墓的墓主属于

列侯等级@。这类丛葬坑与墓葬的时代多为西汉早

中期，出土陶猪为无鬃毛站立状。带墓道的土洞墓

以及砖室墓一般为单室或多室，随葬品较为丰富。

如陕西扶风纸白西汉墓，为斜坡墓道土洞墓，墓内

出土众多彩绘人物俑，其服饰、体态及彩绘风格与

景帝阳陵丛葬坑出土的几乎一致，仅仅在形体高度

上为后者的三分之一@。砖室墓出现于西汉中后期

的中原和关中地区，不久便迅速普及，到东汉已流

行全国。贵族和大官僚的墓，规模宏大，除后部主室

外，多设前室、中室或侧室，在布局上模仿他们的府

第。但陕西地区出土汉代陶猪的墓葬，尤其是从西

汉晚期以后，多为中小型砖室墓，推测这部分墓主

属于中下层。这类墓葬多出土有鬃站立类型的陶猪

以及少量伏卧状陶猪。

从墓葬年代与墓葬形制来看，在西汉前期，大

量的陶猪随葬于帝王陵墓的丛葬坑以及高等级贵

族的墓葬中，墓主为王公贵族；从西汉晚期以后，随

葬陶猪的墓葬激增，多集中出土于长斜坡墓道砖室

墓中，这类墓主人身份可能多为低级官僚地主等中

下层。

从西汉早期到东汉晚期，出土陶猪的墓葬由少

变多，由高等级王公贵族墓葬发展至广大中下层的

墓葬中。这与丧葬观念由上而下的传播普及和农业

经济的不断发展有着重要的关系。尤其是东汉时期

庄园经济的兴盛促进了养殖业的发展，使得在这一

阶段出土陶猪的墓葬数量增加。

(三)陕西地区汉代陶猪分布特点及原因

陕西出土的汉代陶猪地点集中分布于西安及

其周边地区，以西安、咸阳、高陵为中心，西至宝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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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四陕西地区出土汉代陶猪分布图

东到华县、潼关；陕南地区分布较少，以勉县、南郑、

旬阳为代表；北部仅有韩城市和甘泉县。

根据陕西地区出土汉代陶猪的分布图(图四)，

出土陶猪的汉代墓葬分布具有不平衡性，陕西中部

最多，其次为陕南地区，陕北最少，仅发现一例。

这可能与各地区所处地理环境、政治地位、经

济状况、文化习俗有关。关中地区气候适宜、地形平

坦、土地肥沃，天然水系丰富，是传统农耕区。到了

汉代，这里人口密集，随着社会的发展，尤其是铁器

的广泛使用与众多水利设施的修建，使得农业有了

较大的进步。农业的进步带动家畜饲养的发展，在

丧葬习俗和随葬品日趋生活化、世俗化的影响下，

陶猪成为该地区流行的随葬陶俑。陕南地区水热条

件优越，同属于传统的农耕区域，但出土陶猪的数

量不多；这可能与该地区所发掘汉墓的数量不多有

关。而陕北地区纬度偏高，较为干旱，人口较关中

少，是长城沿线游牧与农耕混合区域，农业发展相

对内地较为落后，并且这一地区的文化习俗受到关

中定居农业文化与北方游牧文化双重影响，是两种

文化的交错带。丧葬观念与关中地区可能并不完全

相同，随葬陶猪的墓葬极其少见。尤其是陕北北部

接近匈奴的控制范围，该区域存在靖边老坟梁汉

墓④，大保当第1 1号、23号汉画像石墓@等一定数

量的汉代画像石墓，其随葬品中并未发现陶猪。而

神木大保当墓地@中墓葬的随葬品风格甚至带有

匈奴文化的特点。从已发表资料看，陕北地区仅在

甘泉县的一座土洞墓内发现一件釉陶猪o。甘泉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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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地理位置处于陕北的南部，该地区发现的汉墓中

随葬品基本与关中地区相同，说明该地丧葬观念可

能更多受到关中地区的影响。另外，能够在生前消

费大量肉食资源，并且死后要将肉食资源带人地下

的阶层为王公贵族以及中、上层的地主，而这些人

大都居住在关中平原一线，死后埋葬的地点也在这

一带，这也成为影响陶猪分布的原因之一。

(四)从出土陶猪看陕西地区猪的饲养方式

陕西地区的一些陶猪，有的与陶猪圈共出，有

的甚至立于圈内，说明当时猪的饲养存在圈养的模

式。陶猪圈可分为圆形与方形两类。圆形猪圈有：潼

关吊桥汉代杨氏墓群M1、M2、M6各出土一件半圆

形绿釉猪圈@；韩城市一座东汉墓中出土的一件陶

猪圈呈圆形盆状，圈内站立一猪圆。方形猪圈包括

潼关吊桥汉代杨氏墓群M4、M7中各出土一件圈

厕合一的猪圈，猪圈中各立一猪圆。旬阳显神庙下

坪汉墓中出土一方形猪圈，圈厕合一，厕位于圈的

右后角，台式，有一椭圆形空洞与猪圈相通，一灰陶

猪立于圈内@。西安国棉五厂汉墓出土的一件方形

猪圈厕所模型，内有厕所、猪圈，圈内无猪。厕所和

猪圈分别位于院内左上角及右上角。猪圈呈方形，

由喂猪台、进食口、食槽、棚屋等几部分组成@。其

中除潼关吊桥杨氏墓群中出土的陶猪圈无详细描

述及图片资料，无法判断其具体形制外，韩城出土

的圆猪圈内无厕所，旬阳显神庙下坪汉墓出土的方

形猪圈从图片看厕所建于猪圈之上，而西安国棉五

厂出土的猪圈中厕所则建于圈内。这似乎也可看出

圈养样式的多样性。

另外，《后汉书·逸民列传第七十三》中载“梁

鸿⋯⋯少孤，受业太学。家贫而尚节介。学毕，牧豕

上林苑”国。说明东汉时期关中地区同时还存在放

养家猪的方式。

总的来说，汉代陕西地区兼备圈养与放牧两种

饲养猪的方式，并且这两种饲养方式很有可能交叉

并行，如白日在外放牧，夜晚再将猪赶入圈内。

五、结语

本文对陕西地区汉代墓葬中出土的陶猪进行

分类及分期，认为陕西地区出土的汉代陶猪主要分

为站立与伏卧两大类型。站立类型的陶猪又可分为

无鬃和有鬃两种。依据类型的变化，可将这些陶猪

分为两期，第一期约为西汉早中期，陶猪均为站立

无鬃类型，出土于帝王陵墓陪葬坑及高等级贵族墓

内；第二期为西汉晚期至东汉晚期，陶猪多数为站

立有鬃类型，并存在少量伏卧类型。从出土陶猪的

墓葬分布来看，大都集中于关中及其东、西部地区，

部分分布于陕南地区，陕北地区仅见一例。结合时

空分布，陶猪随葬的习俗最初发生于西汉早期帝王

贵族高等级墓内，随后推广至中下层的墓中。结合

实物与文献记载，可知汉代陕西地区饲养猪的方式

包括放养和圈养两种形式。

通过对陕西地区汉代陶猪的初步研究，我们在

养猪业、农业、陶塑动物俑的制作工艺以及丧葬习

俗等问题上有所认识。随着今后资料的积累和研究

的深人，这些认识一定会得到进一步的深化，这必

将有助于我们从动物考古学研究的角度对整个汉

代的养猪业进行全面地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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