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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上世纪 60 年代末到 70 年代初，按照毛泽东

主席“深挖洞，广积粮，不称霸”的指示精神，全国进

入紧张的备战阶段，挖防空洞成了全民的必修课。

在挖掘防空洞的过程中，许多珍贵文物重见天日。

1969 年 11 月，房山县良乡镇南街药材批发部院内

曾出土了一批元代窖藏。 

药材批发部的防空洞挖到距地表 3 米的地方时，

发现了两个大缸，大缸口径为 53 厘米，底径为 25

厘米，高 70 厘米。很快，这些文物全部上交了。当

时，人们只知道南街挖防空洞出土了文物，但到底是什么文物，有多少文物，

谁也说不清楚。事隔三年之后，在 1972 年 6 月第 6 期的《考古》杂志上，田敬

东写了一篇《北京良乡发现一处元代窖藏》的文章，比较详细地介绍了这批出

土文物的情况。屈指算来，事情已经过去 42 年了，提起这件事，知道的人已经

不多了，为说明这批文物的情况。现将有关文字摘编如下，以便了解古人在良

乡生活的情景。 

窖藏都是生活实用品，分为瓷器、铁器和铜器，瓷器有 35 件，多数是盘、

罐，其次是瓶。先说几件瓷器，影青印花盘：有 5 件，形状、大小相同，都是

敞口，小圈足。口径 13．2 厘米，高 4．3 厘米。胎较

薄，表里都挂全釉，盘里部有印花缠枝花纹，盘底外

部用墨笔书写一“会”字。白釉黑花罐有 3 件。形状基本

一样，但大小不等。直口，丰肩，腹内收，凹底，口

径 7．5 一 15．8、高 11．7—18．6 厘米。釉乳白微

有光泽。三罐外部通体为花草，其中一件底部有墨书

的“刘定安”三字，字边有一墨书押记。黑釉罐 3 件，可

分大、中、小三种，大者短颈，圆肩，腹内收，凹底。

口径 19．5、高 20、底径 18 厘米。近底处露白胎，未

施釉。中者直口，圆肩，小凹底。口径 15、高 19．4、底径 9 厘米。小者口小，

小凹底，圆肩鼓腹。口径 6．5、高 13．5、底径 7．2 厘米。白釉梅瓶 3 件。

两件较大，一件较小。较大的两件釉灰白，平底；其中一件在肩部有“内府”二字。

口径 5．5—6．6、高 33．5—35、底径 9．5—11 厘米。较小的一件，凹底。

口径 5、高 28．8、底径 11．2 厘米。釉色纯白，微有光泽，肩部有一破釉露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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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一“刘”字，口施酱釉。白地黑花双凤罐 l 件。直口，圆

肩，鼓腹。口径 18、高 38 厘米。釉乳白。肩部有菊花

纹一周，近底处有弦纹三道。腹部有展翅飞翔状的二黑

凤，凤为鸡头、鹰嘴、鳞身、花尾，两凤之间有祥云六

朵。黑凤刻画逼真，形象生动，是瓷器中较精致的一件。 

再说铁器，有 12 件。分为食具、饮具、工具。食具：有双耳锅 2 件。一件

较大，缺一耳，平底。口径 39．5、高 5．8 厘

米。另一件较小，两耳尚存，亦平底。口径 31、

高 6.6 厘米。以上两件，烟熏痕迹较重。圆形

铁锅 l 件。器身附六平撩（亦称六絮锅），现仅

存一。口径 36、高 21．5 厘米。此件铁锅与辽

宁绥中县城后村金元遗址中出土的大铁锅和大

铜锅形状近似。饮具有三系耳铁壶 1 件。腐蚀

较重，体呈圆形，前有一微曲的壶嘴，有盖无把，肩部有三个对角的半圆形系

耳，用以穿绳提之，通高 16 厘米。工具：有弯把铁铲 1 件，铁勾子 1 件，木把

铁穿子 1 件。 

最后说铜器，有 4 件。方格圆点纹钟 1 件。上有一半圆形钮，高 13．7 厘

米。小铜铃 1 件，无纹饰，高 8．5 厘米。菱花铜镜 1 件。中有一钮，四周为缠

枝花纹，直径 12.2 厘米。铜釜 1 件。下部已残

缺，后用铁修补，尚存三短足，口部稍下有一圈

凸起的棱。口径 23、高 16 厘米。 

窖藏出土的钧釉瓷盘，是元代的典型器物。

其他瓷器，如罐、梅瓶等，胎骨厚重，形体亦较

大，釉多不施到底，具有元瓷的特点。有的瓷盘

底部有墨笔书写“兀剌赤王会”字款，也有光写一“会”字的。从瓷器的造型和“兀剌

赤”字款来看，这个窖藏的时代为元代。可能这些器物不是一人所有，只是后来

到了一人手里埋于地下。翻阅史书兀刺赤为之对音 ulachi，ula（兀剌）《华夷译

语》鸟兽门译为驿巴。chi（赤）为所有者或所掌者之意。《华夷译语》人事门译

兀剌赤为马夫。故（（幽闺记》十番鼓儿前腔曲云：“兀剌赤，兀剌赤，门外等多

时，缇辔加鞭，心急马迟。”又《元史》卷九九兵志：“典车马者曰兀刺赤、莫伦赤……

天子左右服劳侍从执事之人。”可知兀刺乃指管理驿马者，亦即驿站中之小吏。 

《永乐大典》卷 19426“驿站”条引《析津志》“天下站名”条云：自大都往西

南七十里第一站即良乡。今之良乡县城为元代之旧城，所以，很可能这个窖藏

就是元代良乡驿站的小吏所埋藏的。同时，也可推知元代良乡的驿站就在良乡

县城南门内路西。这个窖藏的位置，地处良乡，正是当时元大都的近畿区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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