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江苏丹徒大港母子墩西周铜器墓发掘简报

镇江博物 馆 丹徒县 文管会

1 9 82 年9 月
,

丹徒县大港公社赵庄大队

采石场工人在乔木山上的母子墩取土时发现

一件青铜篡
,

随后送交镇江博物馆
。

博物馆

当即派员会同丹徒县文管会
,

对母子墩作 了

发掘清理
。

经发掘证实是一座大型土墩墓
,

出土一批珍 贵青铜器
,

另外还有几何印纹硬

陶和原始青瓷器
。

母子墩位于 大港镇南乔术山的山脊 上
,

东距 19 5 4年发现的烟墩 山宜侯 失墓① 和 1 9比

年 3 月发掘的磨盘墩西周墓② 约 3 公里
。

这

里是地处长江之滨的丘陵坡地
,

除紧依江边

的圈山较高外
,

其它如青龙山
、

乔木山
、

烟

墩山等
,

皆不过高三
、

四十米
。

在这些丘陵

山脊上分布 着一些商周时期台形遗址以及大

型土墩墓
,

母子墩就是其中之一 ( 图一 )
。

现将发掘情况简报如下
:

一 蕊葬形制

母子墩为一座人工堆筑土墩
,

外观呈馒

头形
,

现存底径 30 余米
,

高出地表 5 米许
。

内有一个墓葬
,

形制与过去发掘的江南地区

土墩墓一致
,

但规模较大
。

系先平整墓址
,

然后培上垫填 60 厘米高的墓基
,

上再用长
、

宽
、

厚大体为 峨O x 3 5 x 3 O厘米 的 不规则石

块
,

砌一长 6
.

1
、

宽 3
.

2米东西向长方形的墓

底边框
,

中间铺垫 一层 草木灰
,

厚 3 压米
,

以防潮湿
。

根据随葬器物底部残存的席 子痕

迹
,

得 知在草木灰土面还铺有席 -[ 等 衬 垫

物
。

尸体置于衬垫物之 卜
,

位 f 墓底 ` 1
.

部
,

保存极差
,

仅残存
盔

些竹渣和
·

段 长 7 厘米

的肢骨
。

不见使 )n耘悴之类的葬具
。

随葬器

物分布有序
,

按不同类别成组陈放在 ) ’ 体四

周 (图二 )
。

最后封土掩埋
,

堆筑墓墩
。

榷

个墓墩封土纯净
,

未经夯灯
。

其断 而地层山

表及里土质土色明显分为四层
:

表土层
:

黄灰色耕上
,

厚 35 厘米
。

第二层
:

红棕色粘上
,

厚 2 80 厘米
,

中

间局部夹有石砂层
。

第三层
:

黄褐土
,

比较松软
,

厚 刊。 厘

米
。

第四层
:

即墓基填上
,

为黄色砂性土
,

厚 60 厘米
。

以下便是山岩 (图三 )
。

喀

`̀,...rr

多奋长茄
再福, 俄 罕大落

。碑城

图一 母子墩铜器基

位置示意图

二 随葬签物

母子墩墓的随葬器物以青铜器为 卜
,

包

括铜礼器
、

兵器及车马器
, 几何印纹硬陶和

原始瓷器为辅
,

不见泥质陶器
。

各种器物 介

绍如
一

卜
:

一
、

青铜礼 器
,

共 九 件
。

有 鼎
、 .清

、

篡
、

尊
、

卤
、

壶等器种
。

雷纹鼎 一件
。

敛 口
,

折 沿 方 唇
,

直

耳
,

耳内面饰 一道凹纹
。

腹 下 部 外 鼓
,

柱

足
。

口沿下饰弦纹框边的带状方 ,iil’ 纹 周
,

由三道凸竖粗线间隔成三组
。

自日沿至足留

溉ù里

ō

工
.

ù母侧以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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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二 墓底 平而 和随葬器物分布图

1
.

双价首耳燕 2
.

rU何印纹硬陶坛 3
、

4
.

儿何印纹硬陶罐 5一了
.

原 始瓷罐 8一 1 3
.

原始 瓷江 t 4 一 2 1
.

铜矛

? 2 铜散 23
.

铜议 2 4
.

铜该 (一百二十 余件 ) 25
.

提梁卤 26
.

飞 鸟盖双耳壶 27
.

雷纹鼎 28
.

云 形鸟纹鼎

29
.

击纹隔 30
.

双 鸟耳方座蕊 3 1
.

铜作 3 2
.

驾鸯形尊 33
.

舍 (二件 ) 34
.

辖 (
一

二件 ) 35
.

铜挂钩 (二件 )

36
.

铜华圈 (四 件 ) 37
. ,

乡衔
、

镶 ( 二副四 件 ) 38
.

、针勺 (四件 ) 39
.

阵首饰 (二件 ) 40
.

特大铜泡 (二件 )

4 一 大牛!
·

]]泡 ( , 、 {牛) 4 2
.

11,车同泡 (
一 几卜八件 ) 4 3

.

小甲泡 (四 百 余件 )

有凸起的 三范铸痕
,

底部也留有三角形合范

铸线
。

底
、

足满被烟良
,

器内底积有一层油

垢
。

通高2 1
.

2
、

口径 17
.

8
、

腹深 10厘米
,

重

1
.

9 5公斤 ( 图四
: l ; 五

: l ; 二一 )
。

云形 鸟纹鼎 一件
。

器形基本 与雷纹鼎

相同
。

竖耳外撇
,

耳外面
_ _

几道凹纹
,

一耳和

一足相对
。

--1[ 沿下饰 一周宽线条组成的云形

变体 鸟纹
,

并附饰 三个
“
串

” 形 纹 作 为 间

隔
。

器壁 单薄
,

质地松脆
,

出 上时已被仄破

变形
。

经修复通高 25
.

3
、

口径 20
.

2
、

腹深 12

厘米
,

重 2
.

1公斤 ( 图版贰
: 2 ; 图四

: 2 ;

11
: 2 )

。

a,1了纹 .畴
一

件
。

汽口
,

平折沿
, ’袅耳

,

腹峨嘿 戊
, ,
荡弧档

,

锥形 袋 足
,

柱 状 实足

根
。

耳内而 几道 1111 纹
,

口洽 卜饰条带状 方雷

纹两周
.

山 二 “ 〕〔” 形纹间隔成三组
。

器大

凝 谊
,

铸造较粗
,

器面带有许多砂眼
,

器表

未经修磨
。

铸痕扰存
,

在 一足的上部空心处

有一大块修补斑痕
。

档
、

足部满积烟负
。

通

高 39
.

5
、

口径 32
、

腹深 1 5
.

3厘米
,

重 7 公斤

( 图版贰
: 3 ; 图四

: 3 ;
_

五
:

3)
。

双兽首耳 篡 一 件
。

直 「!
,

深 腹
,

卷

沿
,

圈足
,

双兽首耳下垂小琳
。

口沿下饰几

何形勾连纹
,

中间并附饰蝶形浮雕牺首
; 腹

部婆餐纹
; 圈足几何形勾连纹

。

高 14
、

口径

2 2
.

2
、

腹深 1 1
.

5 厘米
,

重 3
.

15 公斤 ( 图版

壹
: 3 ; 图四

: 4 ;
九 )

。

_ 竺去王法
_

_ _

图二

墓墩封
_

1
几剖面

图

跳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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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六 双鸟耳方座 改铭 文拓片 (原大 )

1
.

雷纹鼎

6
.

鸳 鸯形 尊

{叫 f场 节于铜礼器
2

.

云形 鸟纹鼎 3
.

雷纹 M
4

.

双价首 吓鼓 5 作

7
.

提梁 I,lj 5
.

飞鸟盖双耳壶 ( 3为 x /、 5
,

余为 、 / 、 o )
图 乡 双电 耳

少; l乍帐

陌

`

}别 丘 铜器纹饰拓片 ( l / 5了

1
.

宙纹鼎腹 部坟饰

3
.

雷纹两腹部纹饰

2
.

云形鸟纹鼎腹部纹饰

4
.

薄饭部之云形勾连纹

2
.

鸟 耳纹

3
、

圈 足部瓜纹
;

.

方座顶面四角

城公纹

6
.

方 座凤 电纹

`
.

圈足底面 方格

铸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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双鸟耳方座笠 一件
。

敞口
,

方唇
,

束

颈
,

鼓腹
,

圈足
,

方座
。

两耳作鸳鸟形
,

下

有卷尾小洱
,

造型奇特
。

.

口沿下饰蚕纹
,

中

间并附饰浮雕栖首
;
腹部及方座的主体纹饰

皆为细云纹衬地的两对峙 大 凤 鸟
;
圈 足蚕

纹
,
方座四角顶面作签餐纹

。

纹饰雕刻繁密

细致
,

端庄富丽
。

器壁很薄
,

最薄处仅 i 毫

米左右
,

铸造精工
,

在圈足底面带有方格铸

纹
。

器内底部铭文五字
: “ 白 ( 伯 ) 乍 (作 )

安阵 (尊 ) 彝
”

(图六 )
。

这是在江南首次

发现的方座篮
。

通高24
、

口径 22
.

2
、

腹深 12

厘米
,

重 4
.

7公斤 ( 图版贰
: 1 ,

图七
、

八 )
。

尊 一件
。

喇叭形侈 口
,

圆鼓腹
,

高圈

足外侈
,

有直裙
。

腹部铸六道凹纹
,

中间饰

一条带状云形 勾连纹
,

腹上下各有二道凸弦

纹
。

高 27
、

口径 22
.

2
、

腹深 l’8
.

5 厘米
,

重

3
.

3 5公斤 (图版壹
: 2 ; 图四

: 5 ,
五

: 4 )
。

序

鸳鸯形尊 一件
。

喇叭形侈 口
,

下部器

体为鸳鸯的造型
,

长颈昂首
,

束翅展尾
,

件

部下垂一螺旋形 的支柱
,

连同带蹼双脚
,

构

成器物三足
。

整个器形比 例 匀 称
,

挺 拔稳

重
,

鸳鸯形态逼真
,

栩栩如生
,

周身素朴无

纹
,

清秀简美
,

堪为一件精美的青铜艺术佳

作
。

通高 2 2
.

2
、

口径 15
.

3
、

腹深 1 7厘米
,

重

3
.

0 5公斤 ( 彩色插页
; 图四

:

6)
。

提梁卤 一件
。

平面椭圆形
。

有盖
,

盖

钮作小鸟形
。

扁提梁
,

两端为牛头形兽首
,

鼓腹
,

圈足
。

颈部及盖顶面纹饰都是圈点纹

镶边的平行细绳纹相间圆点纹
,

圈足饰斜三

角云纹
,

提 梁 上 两 行圈点 纹
。

带 梁 通 高

3 4
.

5
、

口径 17
.

7 x 1 3
.

5
、

腹深 l (3
.

2厘米
,

重

4
.

6公斤 (图版壹
: l , 图 四

: 7 ; 一 ( ) )
。

飞鸟盖双耳壶 一件
。

壶体平面为圆角

长方形
,

直 口斜颈
,

鹤鸟形盖
,

仰 首展翅翘

尾呈飞翔姿态
,

腹微鼓
,

圈足有裙
,

颈上两

对称竖耳
。

壶体正面和两侧居中为条状凸带

纹 , 上附加方钉纹
,

’
·

正面三颗
,

侧面二颗
,

由圈点纹镶边的云形勾连纹
,

组 成 四 组 图

案
,

绕器身一周
,

井于腹部各点缀一乳钉
。

每组的图案花纹形态并不完全一致
,

显得比

较随意 自如
。

器体高大
,

为江南地区所少见
。

通高 4 9
、

口径 2 0 x 13
.

8
、

腹 深 3峨厘米
,

重

1 4
.

4 公 斤 (彩色插页
, 图四

: 8 , 一一 )
。

二
、

铜兵器
,

共百余件
,

有矛
、

叉
、

徽

和箭链等
。

矛 八件
,

可分为四式
。

I 式二件
。

叶窄长
,

刃 较 直
,

后 锋 尖

锐
,

圆凸脊
,

椭圆形胶
,

上有一对穿的圆卯

孔
。

通长 2 3
.

3 厘 米 ( 图 一 二
: l , 一 三

:

左 1 )
。

n 式二件
。

叶中部向外成弧形
,

J 收作

后锋
。

圆凸脊
,

菱形散
,

胶口端呈燕尾形双

尖叉
,

上有一对穿方卯孔
。

通 长 2 0
.

9 厘 米

(图 一二
: 2 ; 一三

:

左 2)
。

111 式三件
。

形制同 n 式
,

但叶 较短
,

散

口端两叉较长
,

有明显棱脊线
。

通长 2 0
.

7厘

’

!

1

1 9 8 屯有

睡七二` 一一一一一一一一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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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一一 飞 鸟盖双耳壶腹部纹饰拓片 ( l / 1 2 )

叉 一件
。

作双

股式
,

向内弯曲
,

叉

尖圆秃无锋
。

骸上饰

二道凹弦纹
,

近 1L 一

对穿 的长方卯孔
。

通

长2 2
.

8
、

散 口径 3
.

6厘

米 ( 图
一
二

: 6 , 一

四 )
。

此叉形器过去

未 曾见过
,

用处不明
,

根据它在墓中和铜矛

放在
·

起
,

可能是兵

器
。

嫩
·

件
。

橄 长

圆锥形
,

口径同叉
,

长 12
.

8 厘 米 ( 图
一

二
: 7 ; 一四 )

。

从铜 图
·

四 又 相墩

叉 与嫩出上位置相对成
·

r t线的情况来 价
,

它们本应是装有木柄的完峨器件
,

柄已腐烂

无存
,

长约 1
.

8 3米
。

链 共出 上一百二 !
·

余件
。

均为
_

.’.锋 两

刃
,

有艇
,

中起脊
。

长3
.

8一 4
.

别虹米 (I 划

二
: 5 ; 一五 )

。

三
、

铜车马器
,

包括苦
、

辖
、

衔
、

镶以

及挂钩
、

节约
、

铜泡等
,

总计达数百件
,

这

些车马器出
: t 时皆堆放一起

,

作为墓 1竹毛马

的象征
。

苦 二件
。

直筒锥形
,

锥端 部饰螺旋纹

和折线纹
。

对穿的长方形辖孔 2
.

4 x l厘米
。

苦长 8
.

6
、

口径 4厘米 ( 图 一 六
: 1 , 扁

七
:

1 , 一八
: l )

。

辖 二件
。

扁条体
,

辖首有勾状饰和
一

方形孔
。

辖一件通 长8
.

6
、

一件 9
.

5厘米
,

卜

洲脚姗爪日拭日O

图一二 铜兵器
I一 4

.

矛 ( l 一 W式 ) 5
.

铜铁 6
.

铜叉

7
.

铜墩 ( 6
、

7为 ! /一。
,

余为一/ 5 )

卜

图一三 矛 (左起
:

I 一 W式 )

屯
米 ( 图一二

: 3 ; 一三
:

左
1

3)
。

VI 式一件
。

与 n
、

m 式矛相似
,

但叶最

短
,

散口双叉最 长
,

中脊及散作方菱形
。

通

长 2 (
。

6厘米 ( 图一二
: 4 ; 一三

:

左 4 )
。

图一五 做

第 5 期



部销孔均为 2 又 0
.

5厘米 ( 图一六
: 2 ;

一八
,

1 )
。

垫圈 四件
。

作璧形
。

其中二件稍大
,

外径 8
、

内径 4
.

3
、

厚 0
.

5厘米 ; 另二件略小
,

外径 7
、

内径 4
.

1
、

厚。
.

3厘米 ( 图一六
: 4 ;

一八
: 5 )

。

挂钩 二件
。

形似现代挂衣钩
,

一端有

脚
,

高 12 厘米 ( 图一六
: 5 ; 一八

: 3 )
。

此挂

钩和 《俊县辛村 》 M 3
、

M 25 各出土的一对帷

钩一样
,

为
“
揭挂车前面帷慢之用的

” 。

兽首饰 二件
。

作长方形兽面铺首
,

底

边有两竖立梁
,

梁上主对穿方 孔
。

高 4
、

宽

3
.

2厘米 (图一六
: 3 , 一七

: 3 , 一八
: 2 )

。

衔
、

镇 二副 (四件 )
。

衔作两节互相

联结的
“ 8 ”

字形
,

两头装长方形的镰
,

一

端折边
,

有二方孔
,

一端 附加饰钮
。

衔通长

17厘米
,

镇长 7
.

5
、

宽召厘米 ( 图 一 六
: 7

、

8 , 一八
: 4 )

。

节约 四件
。

呈人字形
,

三通
。

正面中

心凸出一乳尖周环绕螺旋纹
,

三肢部饰折线

纹
。

通长 7
.

5
、

肢宽 3
.

5厘米 ( 图 一 六
: 6 ,

一七
:

2 . 一八
: 6 )

。

飞

图一 七 车马器纹饰拓片 ( l / 3 )

1
.

舍 2
.

节约 3
.

兽首饰 4
.

大铜泡 5
.

中铜泡

乍
“

l 脚 @

白
。

纷拿
1

渗

图一六 车马器
1

.

舍 2
.

辖 3
.

兽首饰 4
.

垫 圈 5
.

挂钩

6
.

节约 了
.

衔 8
.

铆 9
.

特大铜泡 1 0
.

小

甲泡 1 1
、

1 2
.

中铜泡 1 3
.

大铜泡

特大铜泡 二件
。

正面圆鼓
,

靠边四个

对称的三角形穿系孔
,

径 7
.

4厘米 ( 图 一六
:

, ; 一八
:

7)
。

其形制 与安阳 殷 代车马坑

中发现饰于马的眉心间的特大铜泡相似⑧
。

铜泡 出土最多
。

均属马络 头饰件
,

又

分大
、

中
、

小三种
:

大铜泡 八件
。

正面起凸
,

中心一乳尖

周环饰螺旋纹
,

背面四个
“

匕
”

形带孔鼻粱
,

构成十字交叉穿系革带
。

径 4
.

3 厘米 ( 图 一

六
: 1 3 , 一七

: 4 ; 一八
: 8 )

。

中铜饱 二十八件
。

正面起凸或圆鼓
,

多

素面
,

少数饰螺旋纹
,

背面 一横 梁
。

径 3
.

2

厘米 ( 图一六
:

11
、

12 ; 一七
:

5)
。

`

小甲泡 四百余件
。

正面高鼓成馒头状
,

背面一横染
。

径 1一 1
.

3厘米 ( 图 一六
:

10 )
。

四
、

几何印纹硬陶器
,

共三件
。

有坛
、

罐两种器物
。

坛 一件
。

翻沿
,

短颈
,

宽平肩
,

丰在

腹上部
,

下略成斜弧形
,

内收成平底
。

颈饰

凹弦纹
,

肩上饰折线 与回纹相间
,

腹下满印

回纹
,

印纹较深
。

胎质紫灰
,

坚硬
,

烧成火

候高
。

口径 2 4
.

5
、

高 4 0
.

5厘米 ( 图一九
: l ,

二 O
: 1

、

2 ; 二二 )
。

罐 二件
。

器形大体与上硬陶坛一致
,

纹饰相同
。

一件口径 19
.

弓
、

高 2 8
.

5厘米 ( 图

一九
: 2 ; 二 O

: 3 ; 二三 )
。

一件 口径 2 0
、

高 2 6
.

5厘米 ( 图一九
:

3)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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卜协

夺

图一八 车
’

少器

1
.

辖和舍 2
.

兽首饰 3
.

挂钩 4
.

衔
、

镰 5
.

铜热 圈 6
.

洞 竹 勺 特 人宁 1
.

1 ;包 8
.

人{ }
卜

J ;沮

t

五
、

原始瓷器
,

共九件
。

有罐
、

豆两种

器物
。

罐 三件
。

形制相同
,

大小相次
。

斜折

沿
,

圆鼓腹
,

最大径在腹 中部
,

小 乎底
。

口

沿饰凹弦纹
,

肩部饰以弦纹相间的刻划斜带

状纹
,

腹下满印折线纹
。

胎质灰白致密
,

内

外均施釉
,

釉色茶绿
,

釉层厚薄不匀
,

遍体

一道道流釉斑痕
。

三件罐在烧制中腹下一侧

都产生倾瘪毛病
。

一件 口径 18
.

6
、

高 19
,

一

件 口径 18
、

高 2 0
.

5
,

一件口径 26
.

5
、

高 2 1
.

5

厘米 ( 图一九
: 4 ; 二四 )

。

豆 六件
。

皆直沿微侈
,

浅盘
,

喇叭形圈

足
。

口沿外饰弦纹
,

有的并附贴成对的饼状

饰
,

盘内细弦纹间蓖齿划纹或点戳纹
,

圈足

部弦纹
。

通体施釉
,

釉色落黄或浅豆绿色
,

釉层薄而均匀
,

胎釉结合紧密
,

无脱釉和裂

纹现象
。

可分大
、

中
、

小三 型
:

大 型 豆 二

件
,

口径 20
.

7
、

高 8
.

5厘米
,

是 目 前 出 七原

始瓷 狱中最大的 一种
,

过去发现不多 ( 图
·

九
: 5 )

。 :
1

,

型 l’丈
·

件
,

I
一

1径 18
.

2
、 .;

’

万6
.

5 )
`
I(

米
。

小型 任 几件
,

11径 13
.

5
、 , }石

.

里
.

5 )”〔米 ( }冬!

二五 )
。

也

三 年代推断

母 子墩 旗出 七占铜器
,

从 J仁冶铸 l :艺技

术
、

器形纹饰特征以及铭文
`

卜体诸方而 介
,

均 链现 西周 ’ -ll 期作风
。

根据铜器 L的铸痕 考察
,

均 系采川合范

浑铸法
。

在器物 两侧被耳遮避打磨不到处
,

以及有的器腹和圈足部位均 见有合范铸缝
。

如鼎
、

两的范痕通体 未经修磨
,

铸缝明锨
,

棱角样杆
,

三壁范铸缝
’ j :. 足对应

,

底范 凡

角形
。

有些带附件器物
,

如内的提梁
、

蔽的

双耳等
,

均是先铸好附件后
,

再
`
J器物 }:体

铸为一体
。

这种方法
,

为我囚 青铜冶铸 卜的

早期铸造技术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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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二 O 几何印纹硬陶器纹饰拓片( l / 5 )
1 、 2

.

硬陶坛颈部旋纹
、

肩腹部折线纹
、

回纹
3

.

硬陶旅腹部折线纹
、

回纹

此墓云形鸟纹鼎的一耳和一足相对
,

是

殷代鼎的遗风 , 两件竖耳垂腹柱足鼎
,

与属

于西周早期的烟墩山宜侯矢蓦
、

漂水乌山一

号墓铜鼎形制相同④ ,

它们的作器年代当在

西周早期偏晚
。

铜两的直耳
、

瘩状高弧档和

锥形袋足形式
,

也与烟墩山宜侯墓铜两是一

致的⑥ ,

但其 口腹壁竖直比较特殊
。

双兽首

耳笠与岐 山贺家村出土的史酷笠相似
,

史璐

篮为康王时器⑥ 。

此墓的一件带铭方座笠
,

器形及腹
、

座

所饰大凤鸟纹
,

与长安张家坡西周铜器群之

孟笠完全相同
,

唯此签双耳作鸳鸟形甚是罕

见
。

郭沫若同志认为孟签与班签 均 为 成 王

时器 O
。

陈梦家先生的 《西周 铜 器 断 代》

( ((考古学报 》 19 5 6年第 1期 )
,

将 此
“ 垂

咏的大鸟
”
纹饰时代

,

以庚惠自为代表订为

康王之世
。

最近李学勤同志提出
: “

把这种

鸟纹列入康王时
,

未免失之过早
。 ”

并以穆

王时丰尊
、

丰卤和伯减篮等器的相对大鸟纹

证之
,

他认为孟签
、

斑篡 同丰尊
、

丰卤
」

及伯

或蔓这类器
“

都列为穆王时
,

是正确的
” ⑧

。

实际上
,

上述诸器大鸟纹的形态井不相同
,

丰尊
、

丰卤及伯或签的大鸟 纹 作 圆 首细颈

尖咏
,

垂冠卷尾
,

冠
、

尾皆呈现分解式
,

整

个鸟体形象带有一定的写实意味
。

而孟笠
、

庚哀卤和此墓方座笠的大鸟纹却是头方圆
,

无明显颈部
,

垂冠卷曲长咏
,

不分尾
,

整个

鸟形显得比较古拙抽象
。

不分尾的大鸟盛行

于商代晚期和西周早期
,

至康王以后始发生

变化
,

鸟尾与鸟身逐渐分离
。

此墓方座篮之

大鸟纹显具早期特征
。

同时
,

此笠颈部和圈

足所饰蚕纹
,

与山西灵石县族介村商墓出土

铜服⑧
、

长安普渡村二号墓铜篮L 和甘肃灵

台姚家河墓铜篮上的蚕纹相同 0
,

见于商代

和周初
。

另外
,

此笠铭文简约
,

字体端正
,

带有
“ 画中肥而首尾出锋

”
的西周早期铭文

风格
。

因此
,

此笠年代不会晚于康王时期
。

铜尊和过去仪征破山口发现的西周铜器

群中的
“
蟠他纹尊

”
(其实不是蟠地纹

,

而

是江南常见的一种云形 勾 连 纹饰 ) 如 出一
模@

,

是商晚周初流行的三段式筒状尊的形

制
,

酷肖传世耳尊0 及河南襄县西周墓出土

的铜尊。 ,

属成
、

康时器
。

鸳鸯形尊
,

与辽

宁喀左县马厂沟出土的西周早期
“
眨侯

”
铜

器中的一件鸭形尊有些类似⑥ ,

其年代亦应

大体相当
。

提梁卤与当地裸水乌山二号墓出

土卤相同 O
,

近于宝鸡 茹 家 庄 M l乙
: 3妞

卤。 和扶风云塘13 号墓陇卤的形制。 ,

年代

约为康王时期
。

此墓一件飞鸟盖双耳壶
,

器

形
、

装饰有浓厚的地方色彩
,

但壶体下腹微鼓

倾垂
,

是康
、

昭时期铜器的特点
;
纹饰上的

1 9 8 4 年





圈点纹镶边
、

由云雷形纹组成图案并附加乳

钉纹的作法
,

在中原商晚周初铜器上亦见
,

故而此壶当为西周早期作品
。

以往西周时期的铜兵器中矛发现不多
,

其形制较商代铜矛叶较窄长
,

呈柳叶形
。

与

此墓出土铜矛相同者亦见于仪征破山口铜器

群 0
,

双叉式盆为其鲜明的地方特点
,

而窄

长叶部带后锋的形制
,

则与北京房山县琉璃

河发现的成康时期 52 号墓铜矛相一致@
。

铜

铁与中原殷末周初铜箭头没什么区别
。

一些

车马器件
,

·

与宜侯头墓出土的基本一样⑧
。

母子嫩墓出土的几何印纹硬陶坛
、

雄和

原始瓷豆都是江南地区一期土墩墓中所流行

的。
。

三件原始瓷堆尚不多 见
,

其 口 沿斜

折
,

圆弧腹
,

底甚小
,

整体象一个宫灯
,

与

丹徒大港葛村一带
“ 湖熟文化

”
早期遗址中

所见的一种折沿
、

圆腹
、

小底的印纹陶堆形

态异常接近。 ,

器形上明显呈现出是一脉相

承的
。

此类型原始瓷雄在屯溪一号墓也曾有

出土匆
,

但腹部变得更加突鼓
,

底增大
,

较

母子墩墓原始瓷雄时间显然要晚
。

综合上述对母子墩墓各类随葬器物年代

的推断
,

可看出它们皆为西周 较早 期 的东

西
,

时您是比较一致的
。

因而此墓的时代
,

按 l俩对江南土墩墓的一般分期断代
,

应属

西 周前期
,

具体说约西周早期偏晚或中期之

初
,

一

与康王时的烟墩山宜侯矢墓接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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