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江苏丹徒大港土墩墓发掘报告

江苏省丹徒考古 队

在镇江市以东丹徒至大港沿江一带的低

山丘陵和岗地上
,

分布着一些大型土墩墓
。

为配合当地工矿开发和大港港口 区的施工建

设
,

由南京博物院
、

中山大学人类学系考古专

业
、

镇江 博 物馆及丹徒县文教局共同组成的

江苏省丹徒考古队
, 1 9 8 4年春对这一带分布

着的不同类型墓葬有选择地作了发掘
。

先后

计发掘双墩一号和烟墩山二号西周土墩墓两

座
,

背山顶东周铜器墓一座
,

另外还有乔木山

二号和北 山二号汉墓
,

以及西烟墩宋
、

明时期

的江防军事设施
。

现将烟墩山二号 墓 (烟M 2)

和双墩一号墓 (双 M l) 发掘情况报告如下
。

一
、

墓葬位里和形制结构

烟墩山位于大港镇 东 北 3公里
,

又名四

墩山
,

山上原有四座土墩墓
。

此次发掘的二

号墓
,

位于烟墩山南麓坡地上
,

东19 5 4年发现

的宜侯矢墓 (烟M l) ① 南坡下 70 米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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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一 大港土墩墓位置示意图

座土墩因早年被削平
,

具体位置不明
。

二号

墓的封土墩外观原呈馒头形
。

由于农民多年

在墩上种植庄稼和不断平整
,

发掘前仅见底
·

径约 20 米
、

突出地表不 到 2米的 大 土堆 (图

一 )
。

双墩一号墓在大港镇以西 3
.

2公 里 肖家

村的东边
,

这里有一条自背山顶北麓延伸下

来的南北向土岗
,

两座高大的墓墩东西并排

立于岗地北端
,

间距 50 米
,

当地群众称之为
“
双墩
” 。 这次发掘的是西面一座

。

土墩外

观呈馒头 形
,

保存完整
,

底径 36
、

高 5 米
。

发掘前墩上长满杂木丛草
。

这次发掘均采用四分法
,

对墓墩进行全

面揭露
。

两墓结构分述如下
。

烟墩 山二号墓残存墓墩顶部 至 墓底 2
.

4

米
。

墓墩封土 可分两层
,

上 层 为 黄 灰色耕

土
,

厚 25 一 30 厘米 ; 下层为黄褐色土
,

中部

最厚 2
.

1米
。

土层中间偶见夹杂 不 规则的黄

色砂土层
。

封土手即为深黄色生土
。

整个墓

墩封土较松软
,

土质纯净
,

不见行夯迹象
,

未发现任何遗物 ( 图二 )
。

墓葬在封土墩的正中部
。

选择原山坡上

一处天然低洼地
,

经平整后上砌
“ 石床 ”
。

“
石床
” 砌作规整

,

呈 东 西 向 长 方 形

,

长

3
.

6
、

宽
2

.

4米
。 “
石 床
”
中 间 用 板 石 顺 缝 平

铺
,

南 北 两 边 采 用 较 厚 的 石 块 和 板 石 砌 成 高

出

“
石 床
”
面 的 边 框

,

边 框 宽 约 25 一 40 厘

米
。 “
石 床
”
东 端 竖 立 一 排 高 低 不 等 的 片

石
,

最 高 的 一 块 高 出

“
石 床
”
面 50 厘米
。

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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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由西向东 〕

图 四 双 墩 坷 工墓 底 铺 石

. ,
,

. 奉 。 才 民

图 五 双 墩 M l
南 北 部 面 图 1

.

黄 灰 色 上
2

.

棕 褐 色 上

3
.

灰 白 色
土

鬓 燃 翼 默

嘿

:蒸
’

块 石
和 板 石 两 类

,

均 为
来 集 的

天 然
有 料

,

未

经 加 工

。

板 石 多 为 青 石

,

大 体 有 90 x 35 x l0
、

6 5 x 4
砂

5
、

40 畔 砂
4厘 米 几 种 规 格

;
块 石

一 般 为 玄 武 岩

,

约 40
`
30
“ 1 5
、

25 、
,

16 又n

厘
半
大小不攀 烟

缈
不产石

,

这 些 石 料 当

从
5公 里 以外 的

界
山 或 北 山搬 运 而 来

。 “
石

床

”

上 随 葬 器 物 摆 置 有 序
,

大 件 原 始 瓷 盛 器

集 中 于 东 南 部

,

其 他 炊

、

食 器 具 排 在 南
侧

。

尸 骨 仅 残 存 一 些 骨 屑 和 骨 片

。

根 据

“
石 床
”

方 向 及 随 葬 品 的 放 置 情 况 来 看
,

墓 主 头 向 应

朝 正 东
(图三
、

六

、

七 )
。

双 墩 一 号 墓 的 墓 墩 封 土

,

由 表 及 里 明 显

分 为 三 层

,

以 南 北 剖
两

为 例
( 图五 )
。

第 一 层 黄 灰 色 耕 士 层

,

厚
2。一 30 厘米

。

第 二 层 棕 褐 色 粘 土

,

土 质 较 松 软

,
厚 度

平 均 1
.

5米 左 右
。

第 三 层 灰 白 色 砂 质 土

,

土 质 干 燥 坚 硬

,

墩 中 部 最 厚
2

.

7米
。

第 三 层 之 下 即 为 棕
红 色 带 斑 点 的 生 土

,

1 9 8 7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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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六 烟墩山 MZ 平 面图

1
、

3
、

9
.

原 始
瓷 坛

一

2
.

骨 异

4
.

硬
陶 瓮

亏
一

8
、

14 一 20 2 7一31
.

原
始 瓷 豆

1 0一 12
.

陶 豆 13
、

2 4
.

硬 陶 航 12
、

32 一3 7
.

陶
甭 22

.

绳
纹

陶
扁

23
.

陶 钵

2 5
.

硬 陶 罐
2 6

.

大 陶
甭

当
地

群 众 俗 称 粒
子 土

。

整 个 封 土 墩 土 质 纯 净

,

未

经 夯 打

。

在 二

、

三 层 中 发 现 一

些 夹 砂 红 陶 扁 和 拍 印 绳 纹

、

梯

格 纹 的 泥
质 红 陶 罐 等 器 物 残

片

,

还 有 磨 制 石 器 残 件 以 及 黑

色 隧 石 质 的 打 制 细 石 器 等 遗

物

。

由 于 当 时 堆 封 墓 墩 的 土 有

的 取 自 地 表 阳 土

,

呈 黄 灰 色

,

肩 的 挖 自 地 下 生 土

,

呈 棕 红

色

,

所 以 在 墓 墩 剖 面 上 可 清 晰

看 到 一 堆 堆 垒 土 的 迹 象

。

每 堆

土 的 体 积 一 般 都 是
3 5 又 3 0 、 2 5

厘 米 左 右
,

和 现 代 江 南 农 村 仍

在 使 用 的 挑 土 备 箕 的 容 量 差 不

多

。

这 是 过 去 没 有 看 到 过 的

。

墓 葬 居 封 土 墩 正 中 部

。

墓

底 在 经 平 整 和 填 高 25 厘米的基

础上铺设未加工的天然石块
,

分 两 边 排 列

,

一 边 四 块

,

一 边

五 块

,

构 成 长 .3 6
、

宽
1米 的 长

方 形
“
石 床
” 。 ,

石 块 形 状 不 规

则
,

体 积 约 在
4 0 X 2 5 X

工 5厘 米

和 3 0 火 2 0 X S 厘 米 之 间 ( 图

四
、

八 )
。

墓 东 西 向

,

自 封 土 墩

上 部 直 到 墓 底

,

有 一 直 径 达
4米

多 的 盗 掘 洞
,

墓 内 随 葬 器 物 被

全 部 盗 走

。

巴 七 烟 以 山
M Z随 葬 台吞物

二
、

随 葬 器 物

( 一 ) 烟墩 山二号 墓

烟 墩 山二 号墓 出土的 随葬

器 物计 36 件
,

包 括 炊 器

、

盛

器

、

食 器 和 装 饰 品

。

按 质 地 分

为 原 始 青 瓷

、

几 何 印 纹 硬 陶

、

夹 砂 红 陶

、

泥 质 灰 陶
(包括 黑

皮 陶 ) 及 骨 制饰 件五类
,

其 中

原 始 瓷 最 多

,

占 出 土 器 物 总 件

数 的 53 % ;
次 为 夹 砂 红 陶

,

占

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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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2 %,
几 何 印 纹 硬 陶 和 泥 质 灰 陶 各 占 11 %

。

现 按 质 地 分 类 介 绍 如 下

。

原 始 青 瓷

坛
3件
。

胎 质 坚 硬 致 密

,

呈 灰 白 色

。

器 表 满 施 青 绿 色 釉

,

釉 层 薄 而 均 匀

,

在 门 沿

及 肩 上 有 流 釉 和 积 釉 现 象

,

胎 釉 结 合 较 好

。

器 身 采 用 泥 条 盘 筑 法 成 型

,

在 内 壁 上 留 有 明

显 的 泥 条 圈 叠 和 按 捺 压 平 的 痕 迹

。

器 表 釉 下

拍 印 纹 饰

。

口 沿 经 慢 轮 修 整

,

造 型 较 匀 称

。

器 底 另 接

,

粘 合 器 身

,

在 内 底 面 上 拍 印 与 器

表 同 样 的 纹 饰

,

有 两 件 还 涂 釉
` 三 件 坛 的 器

型 和 纹 饰 均 不 相 同
。

一 件
( M Z :

9) 方唇
,

侈
口

,

沿 微 翻

,

短 颈

,

圆 鼓 腹 明 显 居 器 身 上 部

,

下 急 收

,

平

底

。

器 体 满 饰 变 形 复 线 夔 纹

,

印 纹 紊 乱

,

多

重 叠 现 象

。

口
径

2 5
.

4
、

腹 径
4 2

.

6
、

底 径
2 2

.

8
、

高
4 3

.

6厘 米 (图 版 肆
: 3 ; 图 一 五

, 1 ; 一

六
: 1 )
。

一 件
( M Z :

1) 圆唇
,

口
微 侈

,

短 颈

,

圆 鼓 腹

,

最 大 腹 径 略 偏 上

,

平 底

。

底 沿 削 切

痕 明 显

。

器 身 满 印 菱 形 雷 纹

,

印 纹 比 较 规

整

`
整 个 器 体 略 向 一 边 倾 斜

。

口
径 23

.

5
、

最

大 腹 径
4 1
、

底 径
2 4
、

高 37
.

5厘 米 ( 图版 伍
: 1 ;

图 一 五
: 2 ;

一 六
: 2)
。

一 件
(M Z :

3) 方唇
,

侈
口

,

短 颈

,

椭

圆 腹

,

最 大 腹 径 略 偏 上

,

平 底

。

颈 下 饰 弦

纹

,

器 身 满 印 雷 纹

,

拍 印 较 整 齐

,

花 纹 单 位

较 细 小

。

口
径

2 3
.

6
、

最 大 腹 径
3 5

.

3
、

底 径
2 2
、

高 37 厘 米 (图 版 肆
: 5 ;

图 一 五
,
3 , 一

六
: 3 )
。

豆 16 件
。

胎 质 多 呈 浅 灰 或 灰 褐 色

,

少

数 紫 灰 泛 红

。

通 体 施 釉

,

圈 足 内 无 釉

,

釉 色

有 茶 绿

、

青 灰

、

淡 青 及 米 黄 诸 色

,

釉 层 都 很

薄

,

多 见 花 斑 状 的 缩 釉 现 象

,

胎 釉 结 合 较

好

,

没 有 剥 落

。

根 据 器 物 釉 面 上 所 遗 留 的 刷

痕

,

施 釉 方 法 应 为 刷 釉

,

有 个 别 刷 不 到 处 露

素 胎

。

器 物 为 轮 制

,

大 多 器 型 比 较 规 整

,

少 数 盘 口
有 些 变 形

。

在 圈 足 底 沿 和 豆 盘 内

,

多 见 有 三 点 烧 结 的 白 泥 渣 痕

,

可 知 这 类 器 物

O Q

心 勺今

O O

北
l
十|!

勺
C〕

Q
. .

… … 终

图八 双墩M l .

石 床

,

平 面 图

是 采 取 叠 置 间 垫 泥 渣 的 装 烧 工 艺 烧 制 的

。

在

有 的 器 物 圈 足 内 底 及
口
沿 外 部 刻 有

“ 一 ” 、

“
三
” 、 “
十
” 、 “ 伙 ”
等 符 号 ( 图一七 )

。

可 分 为 两 式

。

I 式 1 1 件 ( M Z : 2 4一 1 7
、

1 9
、

2 0
,

2 7一 31 )
。

敞
口

,

折 腹

,

腹 上 部 内 凹 呈 束 腰

形

,

用 蓖 状 工 具 刻 划 细 弦 纹 一 组

。

腹 下 斜 弧

内 收

,

喇 叭 形 圈 足 较 高

。
口
径 12

.

2一 1 4
.

3
、

底 径
5

.

2一 6
.

5
、

高
5

.

5一 6厘 米 ( 图版伍
: 5 ;

图 一 九
,

1)
。

11 式 5件 ( M Z : 5一 8
、

1 8 )
。

器 形 较
I

式小
。

敞
口

,

宽 沿

,

折 腹

,

腹 下 斜 收

,

喇 叭

`

圈 足 底
边
外 撇

呈
覆
盘 状

。

沿 面 上 刻 划 一 组 细

弦 纹

。

口
径

1 0
.

5一 11
.

3
、

底 径
5一 5

.

7
、

高

3
.

5一 3
.

8厘 米 (图 一 O ,
一 九

: 2)
。

夹 砂 红 陶

扁
8件
。

胎 呈 红 褐 色

,

掺 细 砂 粒

,

质

地 较 坚 硬

。

档 部 多 带 烟 熏 痕 迹

,

应 为 实 用

器

。
8
件 幕 大小 依 次 稚 递

,

可 分 四 式

。

工 式
1 件 ( M Z , 2 6 )

。

侈
母

,
,

腹
微

外

弧

,

器 内 分 隔 成 三 等 分

,

袅 形 圆
椒

足

。

器 体

修 长 高 大

,

是 迄 今 江 南 地 区 土 墩 墓 中 出 土 最

大 的 一 件 幕

。

口 径
3 1

.

8
、

高
3 6

.

2 厘 米 (图

一二 ;
一 四

: l)
。

11 式 3件 ( M Z
: 2 1 、 5 4
、

3 6 )
。

侈
口

,

折 沿

,

鼓 腹

,

档 稍 高

,

袋 足
,

器 内 分 隔 成 三

等 分

。

口
径 13 一 18

、

高 13
.

2一 19 厘米 ( 图版

肆
, 1 ,

图 一 四
,
2
、

3)
。

111 式 3件 ( M Z , 3 2
、

33
、

3 5 )
。

器 体 造

型 基 本 同
n 式

,

唯 袋 足 下 尖 锥 形 实 足 根 较 瘦

高

。
口 径 1 5一 19

.

6
、

高
1 5一 1 9

.

8厘 米 ( 图

1 0 8 7
年





l

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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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一 四

1
,

I 歹飞 ( M Z

4
.

VI
_

戈 (M 公

烟 墩 山 M Z 出

_

上 夹 砂

: 2 6)

: 2 2 )

2
、

3
.

亚
式 ( M Z

5
、

6
.

111 二弋 ( M Z

丫J

3 4
、

3阳

3 3
、

3气 ,

图 一 五 烟 墩 山 M Z原 始 浇 和 硬 陶 器

1一 3
.

原 始 瓷 坛 (M Z
:
9
、

1
、

洲 4
.

硬 陶 瓮
( M Z

:

妇

5
.

工

式
硬 陶 瓶 ( M Z

: 1 3 ) 6
.

11 忆硬 陶 瓶 ( M Z : 2 4 )

7
.

硬 陶 罐 ( M Z : 2 5 ) ( 1一 译 为 z 厂1 8 、 ;
、

6为 I 八 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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渺 诊 性

9 冬 兮 夕厘米
图二一 双墩 Ml 出土 石 核

图二 O 双墩 Ml
出 上 细 石 器

1
.

石 核

23
.

石
片

4
.

凸 刃 刮
削

器
5

.

凹 刃 刮
削

器

6
.

石
锥

7
.

石 钻

图 二 四
双 墩

M到七上 石 谁

第 5期



,
一 四

: 5
、

6)
。

沿 内 饰 数 道 细 弦 纹

,

斜 肩

,

折 腹

,

平 底

。

口

w 式 1 件 ( M Z : 2幼
。

方 唇

,

侈
口

,

折 径 19
.

4
、

底 径 12
.

6
、

高
9

.

5厘 米 ( 图一三
;

一

沿
,

鼓 腹

,

档 较 高

,

锥 形 海
足

,

三 足 之 闻 的 九

:

4)
。

腹 部 向 内 凹
入

。

颈 以 下 饰 细 绳 纹

。 :

口
径 20
、

豆
3件 ( M Z :

10 一 12 )
。

敞
口

,

折

高
; 9

.

2厘 米 ( 图版肆
,
2 ; 图 一 四
’ 4 )
。

腹

,

浅 盘

,
、

喇
叭
形
圈 足

,

器 形 与
工

式 原 始 青

几 何 印 纹 硬 陶 瓷 豆 相 同

。

口 径
1 8

.

8一 2 0
.

3
、

底 径 n 一 11
.

3
、

胎 皆 紫 褐 色

,

烧 成 温 度 高

,

质 地 坚 硬

,

高
7一 7

.

6厘 米 ( 图一 一
;

一 九
:

3)
。

叩 之 发 金 石 声

。

制 作 工 艺 为 泥 条 盘 筑 后 经 轮 另 外

,

还 有 骨 绊
1 件 ( M Z :

2)
,

圆 棒

修

,

成 形 比
较 规 整

。

形

,

制 作 精 细

,

出 土 时 残 断

。

残 长 14
、

径

瓮
1件 (M Z :

4)
。

小
口

,

卷 沿

,

短 颈

, 0
.

8厘 米 (图一八 )
。

圆 鼓 腹

,

最 大 腹 径 略 偏 上

,

平 底

。

颈 饰 弦
(二 ) 双 墩一号墓

纹
,

器 身 上 部 拍 印 折 线 纹

,

下 部 回 纹

,

印 纹 双 墩 一 号 墓 的 随
葬

器 物 被 盗 掘 一 空

,

仅

较 深

。

器 形 略 歪 斜

。

口 径 15
.

5
、

腹 径 37
、

底 在 封 土 墩 中 出 土 一 些 陶 器 残 片 和 石 器 等 遗

径 20
.

5
、

高
3 4

.

5 厘 米 ( 图版伍
, 2 ;

图 一 物

,

当 是 筑 墓 时 的 遗 存

,

可 以 作 为 判 断 该 墓

五

: 4 ; 一 六
:

4)
。

时 代 的 重 要 依 据

。

瓶
2件

,

分 为 两 式

。

陶 片 以 夹 砂 红 陶 最 多

,

少 数 为 灰 陶 和 黑

I 式 1件 ( M Z : 1 3)
。

卷 沿

,

短 颈

,

耸 皮 陶

,

几 何 印 纹 硬 陶 仅 见 三 片

。

可 辨 认 器 形

肩

,

扁 鼓 腹

,

平 底

。

颈 饰 弦 纹

,

器 身 上 部 拍 者 有 圆 锥 足 鼎

、

锥 形 袋 足 扁

、

组
扁 合 体 的 束

印 套 菱
纹

,

下 为 回 纹

。

从 肩 至 腹 下 有 三 条 对 腰 抓 和 厚 胎 缸 形 器

,

泥 质 红 陶 圆 腹 罐

,

灰

称 的 锯 齿 形 附 加 堆 贴 装 饰

,

上 端 作 一 两 角 兽 陶

、

黑 皮 陶 钵 及 印 纹 硬 陶 瓶 等

。

纹 饰 有
绳

首 形

。

口 径 17
、

腹 径
2 .8 歇 底径 1 9

,

2
、

高 纹

、

篮 纹

、

梯 格 纹

、

凸 弦 纹

、

方 格 纹

、

叶 脉

1 8
.

2厘 米 ( 图版伍
, 3 ;

图 一 五
, 5 ; 一 六

,

纹 等

。

石 器 有 磨 制 石 斧

、

石 刀 等 残 破 件

。

出

5)
。 ’

土 不 少 黑 色 隧 石 质 的 打 制 石 器

,

器 形 均 比 较

11 式 1件 ( M Z
: 2 4)
。

卷 沿

,
. ,

短 颈

,

鼓 小

,

具 有 细 石 器 的 风 貌

,

共 计 35 0 余 件
,

其

腹

,

最 大 径 居 腹 上

,

平 底

。

颈 饰 弦 纹

,

器 身 中 绝 大 多 数 为 人 工 痕 迹 不 明 显 的 石 料

、

石 核

上 部 印 折 线 纹

,

下 部 回 纹

。

口
径

1 5
、

腹 径 和 石 片

。

选 择 部 分 较 典 型 标 本 介 绍 如 下

。

22
、

底 径
1 5

.

6
、

高
1 5

.

2 厘 米 ( 图版伍
: 4 ; 石 核 形 制 不 规 整

。

台 面 角 多 小 于
9 00

,

图 一 五

: 6 ; 一 六 { 6)
。

“

打 片
没 有 固 定

的
方
向

,

石 片 疤 有 大 有 小

,

半

罐
1件 ( M Z :

25 )
。

敛
口

,

斜 颈

,

器 身 锥 体 阴 痕 较 凹

,

放 别 线 清 楚 ( 图二 O
: 1 ;

作 直 筒 形
,

平 底

,

底 沿 接 捺 痕 明 显

。

颈 部 饰 二 一 )
。

弦 纹

,

通 体 拍 印 折 线 纹

。

口 径
7

.

6
、

腹 径
9

.

5
、

石 片 形 状 各 异

,

都 具
有 台 面 和 半 锥

底 径
8

.

4
、

高 19
.

2厘 米 ( 图版肆
, 4 ;

图 一 五
,

体

,

打 击 点 比 较 集 中

,

一 般 都 呈 现 两 个 以 上

7 ;
一 六

:

7)
。

的 石 片 疤 ( 图二 O
: 2
、 。这 ; 二 二 )

。

泥 质 陶 刮 削 器 大 多 由 石 片 制 成

,

少 数 为 直 接

分 灰 陶 和 黑 皮 陶

几
,

器 种 有 豆

、

钵

。

钵 为 利 用 隧 石 节 理 面 加 工
的

。

依 其 形 态 大 体 可 分

灰 陶

,

豆 皆 黑 皮 陶

。

胎 土 纯 净 细 腻

,

硬 度 较 为 凸 刃 刮 削 器
和

四 刃 刮 削 器 两 类
( 图二

好
。

均 轮 制

,

在 器 底 及
口

沿 部 留 有 明 显 的 轮 O
: 4
、

5 ; 二 三
、

二 五
)
。

旋 痕 迹

。

石 锥 由 石 片 或 石 核 制 成

,

锥 尖 部 呈 三

钵
1件 ( M Z : 2 3)

。

圆 唇

,

口
微 侈

,

棱 或 四 棱 形

,

锥 身 形 状 不 规 整 ( 图二 O
: 6 ;

1 9 8 7 年



)
。

石 钻 皆 由 长 石 片 制 成

,

钻 头 尖 凸

,

呈

三 棱

、

四 棱 或 圆 形
;

钻 身 多 经 过 加 工
,

具 有

明 显 的 钻 柄
( 图二 O

,

7)
。

三

、

年 代 推 断

这 次 发 掘 的 烟 墩 山 二 号 墓 和 双 墩 一 号 墓

的 形 制 结 构

、

埋 葬 习 俗 及 其 文 化 内 涵 和 特

征

,

与 以 往 江 南 地 区 所 见 西 周 早 期 土 墩 墓 是

一 致 的

。

1
.

迄 今 发 掘 清 理 的 江 南 土 墩 墓 在 埋
葬

制 度 上 可 分 为 两 种 类 型

,

一 种 是 一 墩 一 墓

制

,

一 种 是 一 墩 多 墓 制

。

前 者 如 丹 徒 大 港 烟

墩 山 宜 侯 矢 墓

、

乔 木 山 母 子 墩 墓
④
、

漂 水 乌

山 一

、

二 号 墓 ⑤
,

以 及 皖 南 屯 溪 墓 等

。

这 些

土 墩 墓 出 土 青 铜 器 都 可 明 确 定 为 西 周 早 期

器

。

西 周 中 期 以 后

,

一 墩 一 墓 很 少 见

,

而 一

墩 多 墓 兴 起

,

迄 今 发 掘 清 理 的 江 南 地 区 绝 大

多 数 土 墩 墓 属 此 类 型

。

根 据 属 于 此 类 的 句 容

浮 山 果 园 一 号 墩 早 晚 墓 葬 的 器 物 排 列 和 二 号

墩 出 土 西 周 中 期 形 制 铜 戈
⑥ ,

参 照 金 坛 鳖 墩

出 土 木 炭 所 作
“ C测 定 年 代 (距 今 2 8 2 0 士 1 05

年 ) ⑦
,

它 们 属 西 周 中 期 无 疑

。

烟 墩 山 二 号 墓

和 双 墩 一 号 墓 都 是 前 种 类 型 的 一 墩 一 墓 制

,

时 代 应 为 西 周 早 期

。

2
.

目 前 发 现 的 土 墩 墓 墓 底 设 施 主 要 有

三 种

:

一 是 设 置
“
石 床
” ,

二 是 铺 垫 木 炭

,

三 是 火 烤 墓 底 及 培 起 浅 壁

。

铺 垫 木 炭 从 西 周

早 期 至 中 期 均 流 行

,

如 母 子 墩 墓 及 鳖 墩 墓 等

;

“
烧 坑
”
墓 出 现 较 晚

,

要 到 春

,

秋
时

期

⑧ ;

“
石 床
”
墓 则 主 要 见 于 早 期 墓 中

,

如 漂 水 乌

山 二 号 墓 及 屯 溪 墓

。

母 子 墩 墓 铺 垫 木 炭 而 四

周 又 砌 造 石 框

,

也 是

“
石 床
”
的 一 种 形 式

。

在 一 墩 多 墓 中 有 时 虽 也 见 个 别

“
石 床
”
墓

,

但 仅 限 于 该 墓 墩 的 最 早 起 墩 墓

,

如 句 容 孚 山

果
园 一 号 墩 M Z

、

M n 和第二次发掘 中皆属第

一期的五座
“
石 床
”
墓 由 此 而 见

,

墓 底 铺

设

“
石 床
” ,

是 早 期 土 墩 墓 的 葬 俗 特 征 之

一

。

烟 墩 山 二 号 墓 和 双 墩 一 号 墓 墓 底 均 铺 设

“
石 床
” ,

属 早 期 特 征

。

3
.

烟 墩 山 二 号 墓 的 随 莽 器 物 组 合

,

炊

器 为 夹 砂 陶 扁

,

盛 器 有 硬 陶 和 原 始 锐 质 的

坛

、

瓮

、

罐

、

瓶

,

食 器 有 原 始 瓷 及 灰 陶 豆

,

与 土 墩 墓 早 期 随 葬 器 物 组 合 相 同
⑨
。

一 些 器

物 特 征

,

如 该 墓 出 土 的
I
、

且

、

111 式扇
,

与

镇 江 马 迹 山

、

句 容 白 蟒 台
L
、

漂 水 乌 山 一 号

墓 陶 清 相 同

,

均 为 江 南
“
湖 熟 文 化
”
遗 址 和

土 墩 墓 中 常 见 的 早 期 鼠 形 态
。

VI 式 绳纹 赢
,

与 长 安 张 家 坡 西 周 墓 W式 扁 @ 一 致
,

具 有 中

原 西 周 早 期 扁 的 特 色

。

此 墓 三 件 大 型 原 始 瓷

坛

,

与 大 港 母 子
墩 墓 几 何 印 纹 硬 陶 坛 的 器 形

相 类 似

。

小
口
卷 沿

、

圆 鼓 腹 硬 陶 瓮

,

与 傈 水

乌 山 一 号 墓 的 几 何 印 纹 硬 陶 瓮 形 制 相 同

。

原

始 瓷 豆 主 要 流 行 于 商 代 晚 期 至 西 周 早 期

,

西

周 中 期 以 后 被 原 始 瓷 碗 所 取 代

。

此 墓 的 原 始

瓷 豆 与 镇 江 马 迹 山 遗 址 和 漂 水 乌 山 二 号 墓 瓷

豆 相 同

。

在 纹 饰 上

,

云 雷 纹 个 体 较 大

,

线 条

粗

,

拍 印 较 乱

,

是 西 周 早 期 风 格

。

图 案 式 的

简 化 变 体 夔 纹

,

与 无 锡 荣 巷 华 利 湾 西 周 早 期

墓 出 土 印 纹 硬 陶 篡
L 上 纹 饰 相 似

。

用 在 陶 瓷

器 上 的 附 加 堆 贴 泥 条 装 饰

,

西 周 早 期 的 完 全

仿 青 铜 器 扉 棱

,

作 锯 齿 状

,

周 身 竖 饰 三 至 四

条

,

上 端 往 往 作 成 兽 首 形

。

傈 水 乌 山 四 号 墩

I 式 印纹 硬 陶坛⑥ 和 烟 墩 山 二 号 墓 所 出 I 式

硬 陶瓶 即 如此
。

几 何 印 纹 硬 陶 器 土 拍 印 较
深

的 折 线 纹 与 回 纹 组 合

,

套 菱 纹 与 回 纹 组 合

,

也 均 为 西 周 早 期 的 纹 饰 特 征
L
。

双 墩 一 号 墓 封 土 中 遗 留 的 一 些 器 物 残

件

,

可 作 为 判 断 该 墓 时 代 的 依 据

。

此 墓 周 围

.

没
有 发

现 古
文

化 遗 址

,

距 离 最 近 的 一 处

“
湖

熟 文 化
”
台 形 遗 址 在 它 的 西 北 方 向

3 公 里 以

外
。

根 据 一 般 规 律

,

土 墩 墓 都 为 就 近 取 土 筑

成

,

所 以 此 墓 墩 封 土 中 的 遗 物 应 是 造 墓 时 所

留

,

与 墓 葬 年 代 应 当 相 同

。

出 土 的 陶 片 中

,

夹 砂 红 陶 和 泥 质 红 陶 占 70 %以上
,

泥 质 灰 陶

及 黑 皮 陶 的 数 量 不 多

,

几 何 印 纹 硬 陶 极 少

,

完 全 符 合 宁 镇 地 区
“
湖 熟 文 化
”
前 期 各 类 陶

器 质 地 的 构 成 情 况 ⑥
。

其 中 一 些 可 辨 器 物 形

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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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锥 形 袋 足 幕
( 鼎
、

甭 上 带

角 状 把 手
)

、

高 与 馥 结 合 而 成 束 腰 间 带 指 捺

纹 的 袋 足 版

,

以 及 红 夹 砂 粗 陶 的 直 壁 厚 胎 缸

形 器 等

,

都 和 镇 江 马 迹 山 遗 址 出 土 物 一 致

。

在 纹 饰 方 面

,

如 绳
纹

、

篮 纹

、

梯 格 纹

、

方 格 纹

和 拍 印 比 较 繁 乱 的 叶 状 纹

,

也 都 是

“
湖 熟 文

化
”
前 期 流 行 纹 饰

。

有 的 纹 饰 如 梯 格 纹

、

绳

纹

、

篮 纹 等

,

在 进 入 西 周 以 后 的 土 墩 墓 陶 瓷

器 上 基 本 不 见

。

由 此 判 断

,

双 墩 一 号 墓 的 年

代 约 在 商 末 周 初

。

四

、

几 点 认 识

1
.

这 次 发 掘 的 烟 墩 山 二 号 墓 位 于 宜 侯

矢
墓 下 方 约 70 米处

,

是 江 南 地 区 典 型 土 墩

墓

。

这 对 研 究 宜 侯 矢 墓 的 形 制

,

有 着 重 要 作

用

。

宜 侯 矢 墓 没 有 经 过 科 学 发 掘

,

封 土 墩 早

年 被 铲 平

,

是 农 民 在 耕 地 时 无 意 间 将 矢 篡 等

铜 器 掘 出

,

说
明 它 业 没 有 深

埋 的
墓 坑

。

在 50

年代初
,

考 古 工 作 者 对 江 南 地 区 流 行 的 这 种

特 殊 葬 俗 的 土 墩 墓 还 不 认 识

。

通 过 二 号 墓 的

发 掘

,

现 在 看 来

,

宜 侯 矢 墓 役 有 深 埋 的 墓

坑

,

应 当 也 是 一 座 大 型 土 墩 墓

。

2
.

在 大 港 一 带 土
墩 墓 的 随 葬 品 中

,

往

往 发 现 含 有 两 种 文 化 因 素

,

一 种 属 于 地 方 土

著 文 化

,

一 种 属 于 中 原 西 周 文 化

。

同 样 情 形

在 这 次 发 掘 的 烟 墩 山 二 号 墓 中 也 有 所 反 映

。

在 二 号 墓 随 葬 品 中 有 一 件 完 全 呈 现 中 原 风 格

的 西 周 早 期 陶 帚

,

与 其 他 具 有 地 方 文 化 色 彩

的 一 套 器 物 殊 异

。

这 种 情 况 与 宜 侯 矢 墓 和 母

子
墩 等 墓 葬 相 同

,

与 历 史

_

文
献

有
关 商

代 末
年

周
人 太

伯

、

仲 雍 南 奔

,

与 当 地

、

土
著 荆

弯

人 民

相 结 合

,

创 立 吴 国 的 记 载 是 一 致 的

。

3
.

从 烟 墩 山 二 号 墓 只 出 陶 器

,
`

不 见 铜

器 来 看

,

墓 主 的 地 位 较 之 宜 侯 矢 及 母 子 墩 等

铜 器 墓
主 明 显 为 低

。

根 据 规 模

,

此 墓 可 列 为

中 型 土 墩 墓

。

此 墓 虽 是 中 型 墓

,

但 墓 中 的

“
石 床
”
却

是 除 母 子 墩 和 屯 溪 大 墓 外 最 大 的
,

砌 筑 也 最

为 讲 究

。

此 墓 随 葬 陶 幕 大 小 达
8件 之 多

,

是

其 他 已 发 掘 的 土 墩 墓 没 有 过 的

。

原 始 瓷 器 占

随 葬 品 总 数 的 一 半 以 上

,

尤 其 是 高 达 40 余厘

米的大型原始瓷坛
,

为 迄 今 土 墩 墓 出 上 物 中

所 仅 见

。

此 墓 出 土 的 一 件 具 西 周 文 化 特 点 的

陶 扁

,

在 已 发 掘 的 百 余 座 土 著 文 化 特 色 的 土

墩 墓 中

,

也 是 绝 无 仅 有 的

。

4
.

近 年 来

,

在 宁 镇 地 区 新 石 器 时 代 至

商 周 时 期 的
“
湖 熟 文 化
”
遗 址 中 不 断 有 细 石

器 出 土
,

这 次 在 双 墩 一 号
墓 封 土 中 又 有 发

现

,

与
19 8 0年 发 掘 丹 徒 大 港 磨 盘 墩 遗 址 出 土

细 石 器 一 致 L
。

这 是 一 个 值 得 研 究 的 新 问

题

。

据
《丹 徒 县 志 》记 载

,

大 港 圈 山 出 隧 石

,

“
击 之 起 火

,

可 代 火 石
” 。

这 些 细 石 器 制 品

原 料 当 取 自 本 地

。

从 现 今 的 发 现 来 看

,

主 要

为 石 钻

、

石 锥 和 刮 削 器

,

具 有 鲜 明 的 特 色

。

这 是 长 江 下 游 宁 镇 地
区 从 新 石 器 延 续 至 青 铜

时 代 的 一 种 新 的 文 化 因 素

。

发 掘 者

:

执 笔 者

:

邹 厚 本

肖 梦 龙

周 大 鸣

肖 梦 龙

商 志 碑

谷 建 祥

车 广 锦

谷 建 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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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 报 》 1 9 8 0年 第 4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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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9 5 6年 第 12期
。

⑥ 《 江 苏 澡 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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丹 阳 西 周 墓 发 掘 简 报
》

,

《 考 古 》

1 9 8弓年 第 8期
。

⑥ 曾昭 镭
、

尹 焕 章

: 《 试 论 湖 熟 文 化 》
,

《 考 古 学

报 》 1 9 5 9年 第 4期
。

⑥ 《 江 苏 丹 徒 磨 盘 墩 遗 址 发 掘 报 告 》
,

《史 前 研 究 令

1 9 8 5年 第 2期
。

衡 州 市 发 现

有 关 方 腊 起 义 的 石 刻

崔 成 实

1 9 8 2年 8月
,

浙 江 衙 州 市 文 管 会 文 物 普

查 队 在 市 区 东 南 10 公里的樟法公社红星大 队

发现了湮没 已久的金仙岩洞
。

据 文 献 记 载

,

金 仙 岩 洞 又 称 金 仙 岩

、

寿

圣 仙 岩 院

。

其 地 层 峦 叠 嶂

,
’

林 泉 幽 美

,

古 代

住 僧 因 岩 建 寺

,

遂 成 胜 迹

。

北 宋 熙 宁 元 年

( 1 0 6 8年 ) 赐额 岩院
。

明 太 祖 朱 元 璋 曾 在 洞

门 悬 岩 上 墨 书

“
仙 岩 洞 天
”
四 字

,

至 今 墨 迹

隐 约 可 寻

。

因 地 处 衙 江 之 滨

,

水 陆 交 通 便

利

,

其 东 面 不 远 就 是 著 名 的 安 仁 古 骚

,

唐 宋

以 来

,

名 贤

、

官 吏

、

文 人 墨 客 来 此 宴 赏 迎

送

,

留 下 不 少 鸿 来 之 迹

。

近 代 因 骚 站

,

水 运

衰 落

,

仙 岩 洞 及 洞 内 摩 崖 也 随
之 隐 没 于 荒 山

僻 野 之 中

。

这 次 发 现 的 金 仙 岩 洞 坐 北 向 南

,

高 约
5

米
,

洞 内 壁 面 布 满 石 刻 题 名

,

纪 年 有

“
元

丰
” 、 “
绍 圣
”
`

、 “
宣 和
” 、 “
绍 兴
”
等 宋

代 年 号
,

其 中

“
绍 兴
”
年 间 所 刻 约 占 全 部 题

名 的 半 数

。

题 名 中 有 一 处 与 方 腊 起 义 有 关

,

现 录 文 于 下

: “
京 西 第 四 将 庄 仲 修 同 本 将 下

押 队 秦 寿 之
,

自 今 年 二 月 间 部 押 人 马

,

保 护

广 德 军

,

杀 获 方 贼

,

收 复 宁 国 绩 溪 县 款 州

,

讨 荡 邦 源 洞

,

破 贼 巢 了 当

。

续 蒙 宣 抚 公 相 钧

旨

,

前 来 衙 婆 除 灭 余 党

,

经 由 金 仙 岩 屯 泊 人

第
5
期

马
,

一 宵 前 之 衙 州

。

时 宣 和 三 年 六 月 十 二

日

。 ,, (见 图 )

据 记载
,

宋 徽 宗 宣 和 二 年 ( 1 1 2 0年 ) 方

腊在青 溪 邦源 炯 (今 浙江省 淳安 县 洞 源 里

村 ) 举 行起义
,

在 不 到 四 个 月 时 间 里 迅 速 攻

克 睦 州

、

款 州

、

杭 州

、

婆 州

、

衙 州

、

处 州 等

六 州 五 十 二 县

,

极 大 地 震 撼 了 北 宋 王 朝 的 统

治

。

宋 徽 宗 以 童 贯 为 江

、

浙 宣 抚 使

,

残 酷 地

镇 压 了 这 次 农 民 起 义

。

石 刻 所 记
“
宣 抚 公
”

即 为 童 贯
,

所 记 方 腊 失 败 被 害 时 间 为 宣 和 三

间 二 月 间

`

。

而 《宋 史 》所 载 为 宣 和 三 年 四 月
。

石 刻 作 者 为 镇 压 方 腊 起 义 的 直 接 参 与 人

,

所

记 史 实 可 靠 性 较 大

,

因 此

,

方 腊 失 败 被 害 时

间 应 为 宣 和 三 年 ( 1 1 2 1年 ) 二月
。

衡 州 金 仙 岩 洞 石 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