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江苏丹徒横山
、

华山 土墩墓

发掘报告

南 京博 物院

镇 江 博 物馆

丹徒县文教局

19 9 0年秋
,

在南京博物院的主持下
,

江

苏省镇江市考古工作人员对江苏镇江丹徒大

港横山馒儿墩
、

石桥华山大笆斗 和小笆斗 3

座大型土墩墓进行了发掘
。

现将发掘情况报

告如下
。

一 横山馒儿墩墓

墓葬的地理位置及形制结构

横山地处沿江南岸
,

属镇江市以东谏壁

至大港沿江一线山脉的东端
,

距大港港 口东

洲岁
“

图一 馒儿墩位里示意图

约 2 公里
,

馒儿墩墓位于横山东麓东西走 向

余脉的山脊上 ;此墩东与圆山呼应
,

西望横山

主峰
,

北 临长江
,

南连开阔平原 (图一 )
。

馒儿

墩因外观呈馒头形而得名
,

早年曾在其上挖

筑江防工事
,

故墩子西南不甚饱满
。

馒儿墩墓现底径 2 5
.

8 一 3 0
.

5
、

墩高 3
.

3

米
。

堆土可分为 3层
,

现以其中心正东西剖面

为例介绍如下 (图二 )
:

第 1层
:
表土层

,

厚约 20 厘米
,

含有少量

现代砖块
。

其下开 口两坑
,

内含较多的现代砖

块为现代坑
。

第 2 层
: 土色深黄褐

,

土质纯净
,

质地较

硬
,

未见行夯迹象
,

厚约 100 厘米
。

局部起伏

较大
,

墓室即开口 于此层之下
。

第 3 层
: 土色分红褐

、

灰 白两种
,

平面呈

四个略等的扇形相 间分布
,

红褐土与灰白土

之间形成近乎竖直的平面
,

土质纯净致密
,

未

见夯筑迹象
,

厚约 150 厘米
。

第 3 层下即为生土
。

墓坑居于墩体正中部
,

开口于第 2 层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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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二 馒儿墩东西向剖面 图

打破第 3 层至生土面
。

墓坑为长方形竖穴熟

土坑
,

坑外四周堆土平面呈红褐
、

灰白相 间的

四个扇形分布 ;坑 内填土较松软
,

色深褐
。

墓

口长 7
.

7
、

东端宽 5
.

4
、

西端宽 4
.

8
、

深 1
.

5

米
。

坑壁微下收
,

坑底略小于坑 口
,

长 7
.

3么

东端宽 5
.

1
、

西 端宽 4
.

4 米
。

墓坑 中部 为撑

室
,

亦为长方形竖穴
,

撑室填土浅灰色
,

质坚

硬
。

撑室口 长 4
.

8
、

宽 2
.

5 米
,

深与墓坑同
。

撑

室中棺撑葬具及人骨架皆已腐朽无存
。

随葬

品东端分布较为集中
,

根据以往发掘随葬品

多在脚端的特点
,

故方向暂定为 2 8 60
。

随葬品

馒儿墩出土的随葬器物共 5 0 件
,

均出土

于撑室的两端
。

撑室东部的原始瓷碗
、

盏
、

豆

等 28 件器物分三层堆放
,

排 列 有 序

;
唯 西 部

的 三 件 盂 ( D H M : 4 5
、

D H M : 4 6
、

D H M :

47 )
,

以 相 同 的 角 度 斜 置

,

而 不 是 象 别 的 器 物

那 样 平 放 于 墓 底

,

估 计 当 是 从 棺 盖 上 滑 落 至

墓 底 的 (图三 )
。

随 葬 器 物 中 原 始 瓷 器 最 多

,

占

总 数 的 88 %
,

次 为 泥 质 陶

,

占
8%

,

印 纹 硬 陶

器 以 及 石 器 各 占
2%

。

现 分 类 介 绍 如 下
:

原 始 瓷 器

罐 5 件
。

胎 质 坚 硬 致 密

,

呈 黄 白 色

,

器

表 薄 施 青 绿 色 釉

,

釉 不 及 底

。

在
口

沿

、

肩 下 以

。

、布、、乡l
州

图三 馒儿墩土墩墓平面图
1

.

印 纹
陶

雄

2
、
3

.

陶 罐

4 -

6
、
9

、
10

、
15

、
4 5 一 4 7

.

原 始 瓷
盂

7
、
1 1一 14

、
17 一 19

、
2 9

、
33

、
3 4

.

原

始 瓷 豆
8

、
16

、
20 一 2 8

、
3 0 一 3 2

.

原
始

瓷
碗 35

, 4 0
.

原 始 瓷 罐

4 1一 44
.

原 始 瓷 盏
4 8

、
4 9

.

陶
纺

轮
5 0

.

石 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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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注明质地者为原始瓷器 )

1
.

1 式 豆 ( D H M : 14 ) 2
.

2 式 豆 ( D H M : 12 ) 3
、
4

.

2 式 盂 ( D H M : 5
、
4 5 ) 5

.

2 式 碗 ( D H M : 3 0 ) 6
.

1 式 碗

( D H M : 32 ) 7
.

盏
( D H M : 4 2 ) 8

.

1 式 孟 ( D H M : 9 ) 9
.

陶 纺 轮 ( D H M : 4 8 ) 10
.

小 罐 ( D H M :

40 ) 1 1
.

陶

雄 (D H M : 2 ) 1 2
.

石 薯 ( n H M
:
5 0 ) 13

.

印 纹
硬

陶
雄 (D H M : 1 ) 14

.

1 式 罐 ( D H M : 3 8 ) 15
.

2 式 嫩 ( D H M :

3 6 ) ( 10
、
1 1

、
13

、
1 4

、
1 5 为 x / 8

,

9 为 原 大
,

12 为 l 4/
,

余 为 x3/ )

及 下 腹 部 有 积 釉 或 流 釉 现 象
,

胎 釉 结 合 较 好

。

器 身 采 用 泥 条 盘 筑 法 成 形

,

有 的 器 物 内 壁 留

有 明 显 的 泥 条 圈 叠 和 按 捺 压 平 的 痕 迹

。
口

沿

经 慢 轮 修 整

,

器 底 另 接 粘 合 器 身

,

制 作 规 整

,

造 型 匀 称

,

肩 部 釉 下 均 饰 有 弦 纹 与 戳 点 纹 的

组 合 纹

,

肩 部 有 一 对 贯 耳

,

一 对

“
S

”
形 堆 饰

。

分 为 二 式

。

1 式
,

3 件
。

侈
口

,

折 沿

,

尖 唇

,

沿 面 内 凹

,

斜 肩

,

鼓 腹

,

平 底

。

D H M :
38 口径 17

.

2
、

高

2 2
.

4 厘 米 (图四
: 1 4 ;五 )

。

2 式
,

2 件
。

侈
口

,

折 沿

,

尖 唇

,

沿 面 内 凹

,

斜 肩

,

鼓 腹

,

下 腹 急 收

,

平 底

。

D H M :
36 口径

14
.

6
、

高
2 0

.

6 厘 米 (图四
: 15 )

。

小 罐
l 件 ( D H M : 4 0 )

。

侈
口

,

尖 唇

,

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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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七
2 式 原始 瓷豆 (D H M : 12)

图五 l 式 原 始 瓷 罐 (D H M :
38 )

图八 2 式原 始 瓷孟 (D H M : 4 5 )

图六 原始瓷小罐 (D H M : 4 0) 图九 陶 罐 (D H M : 2 )

肩
,

鼓 腹

,

平 底

,

肩 部 有 一 对 贯 耳

。

表 面 施 青 绿

釉

,

不 及 底

,

釉 下 饰 弦 纹 与 戳 点 纹 的 组 合 纹

。

口
径

12
.

4
、

高
9

.

8厘 米 (图四
: 10 ;

六 )
。

豆 n 件
。

胎 质 灰 白

,

表 面 施 釉

,

部 分 器

物 釉 不 及 底

,

圈 足 内 无 釉

,

釉 色 为 青 绿 色

,

有

的 泛 黄 褐

,

釉 层 薄

,

胎 釉 结 合 较 好

,

少 数 有 剥

落 现 象

。

器 物 为 轮 制

,

器 形 比 较 规 整

,

少 数 盘

口 略 有 变 形

,

圈 足 另 接 粘 合 器 身

。

分 为 二 式

。

l 式
,

5 件
。

直
口

略 外 敞

,

浅 折 腹

,

下 腹 斜

收

,

矮 圈 足 外 撇

。

颈 部 釉 下 有 数 道 弦 纹

,

似 用

细 密 的 蔑 状 物 刻 划 而 成

。

D H M : 14 口径 12
、

高
5

.

1厘 米 (图四
:
l)

。

2 式
,

6 件
。

大 敞
口

,

沿 面 宽 平

,

上 饰 弦 纹

。

腹 较 浅

,

矮 圈 足

,

表 面 施 青 绿 色 釉

,

不 及 底

。

D H M : 1 2 口径 1 1
,

5
、

高
3

.

3 厘 米 (图四
: 2 ;

七 )
。

碗 14 件
。

胎 质 灰 白

,

表 面 施 釉

,

部 分 器

物 釉 不 及 底

,

圈 足 内 无 釉

,

足 底 多 有 不 同 形 状

的 刻 划 符 号 和 戳 点

。

釉 色 为 青 绿 色

,

釉 层 薄

,

少 数 有 剥 落 现 象

。

器 物 为 轮 制

,

器 形 比 较 规

整

,

少 数 略 有 变 形

。

分 为 二 式

。

l 式
,

7 件
。

直
口

,

尖 圆 唇

,

上 腹 壁 直

,

下 腹

斜 收

,

矮 圈 足

,

颈 部 釉 下 有 数 道 弦 纹

,

D H M :

3 2 口径 10
.

5
、

高
4 厘 米 (图四

: 6 )
。

2 式
,

7 件
。

口 稍 敛

,

尖 圆 唇

,

腹 略 鼓

,

矮 圈

足

,

颈 部 釉 下 有 数 道 弦 纹

。
D H M : 3 0 足 底 有



- 口 馒儿墩
、

大 笆 斗 出 土 原 始 瓷 碗

、

盏 足 底 刻 划

刻 划 符 号

。

口 径 9
、

高
3

.

9 厘 米 (图四
:
5)

。

盏
4 件

。

形 制 基 本 一 致

,

胎 质 灰 白

,

轮

制

,

造 型 规 整

,

表 面 施 青 绿 釉

,

不 及 底

。

直
口

,

尖 圆 唇

,

假 圈 足

。

足 底 有 刻 划 符 号

,

颈 部 釉 下

饰 有 弦 纹

、

戳 点 纹 以 及
S 形 堆 饰 的 组 合 纹

,

D H M : 4 2 口径 7
、

高
3 厘 米 (图四

: 7 )
。

盂 9 件
。

胎 质

、

制 法 以 及 施 釉 均 与 盏 一

致

,

矮 圈 足 外 撇

。

分 为 二 式

。

1 式
,

3 件
。

子 母
口

,

尖 圆 唇

。
D H M : 9 有

刻 划 符 号
,

口
径 9

、

高
3

.

6 厘 米 (图四 :
8)

。

2 式
,

6 件
。

侈
口

,

折 沿

,

肩 部 饰 有 弦 纹

、

戳

点 纹 以 及 S 形 堆 饰 的 组 合 纹
。

上 有 球 面 形

盖

。

可 分 为
a 、

b 两 亚 式
。

Za 式

,

3 件
。

器 形 较 大

,

肩 部 有 一 对 绞 索

状 贯 耳

,

盖 上 有 绞 索 状 纽

。
D H M :

45 口径

9
.

9
、

通 高
6

.

6 厘 米 (图四
: 4 ;

八 )
。

Zb 式
,

3 件
。

器 形 较 小

,

肩 部 有 一 对 贯

耳

,

盖 上 有 桥 形 小 纽

。
D H M : 5 口径 7

.

2
、

通

高
5

.

7 厘 米 (图四
: 3 )

。

印 纹 硬 陶 器

:

罐
1 件 ( D H M :

l)
。

陶 质 坚 硬

,

火 候 较

高

,

胎 质 紫 褐 色

,

叩 之 有 金 属 之 声

。

侈
口

,

卷

沿

,

短 颈

,

溜 肩

,

深 腹

,

最 大 腹 径 位 于 中 部

,

平

底

。

颈 部 饰 数 道 弦 纹

,

肩 部 和 腹 部 为 直 线 套 菱

纹 与 回 形 纹 相 间 分 布

。
口

径
18

.

8
、

底 径 19
.

6
、

高
3 8 厘 米 (图四

: 1 3 ;一 一
: 2 )

。

泥 质 陶 器

罐
2 件

。

形 制 基 本 一 致

,

陶 质 较 软

,

浅

灰 色

,

轮 制

。

侈
口

,

卷 沿

,

斜 肩

,

扁 腹

,

平 底

。

上

有 球 面 形 盖

,

圆 饼 状 捉 手

。

盖 及 罐 肩 部 饰 有 弦

纹 与 水 波 纹 的 组 合

,

下 腹 部 为 席 纹

。

D H M : 2

口径 17
.

6
、

通 高
2 2 厘 米 (图四

: 1 1 ; 九 )
。

纺 轮
2 件

。

均 为 算 珠 形

,

陶 质 较 软

,

深

褐 色

,

皆 残

。

D H M : 4 8 最 大 径 2
.

6
、

孔 径



、

小 笆 斗 出 土 印 纹 陶 纹 饰 拓 片

0
.

2
、

高
1

.

5 厘 米 (图四
: 9 )

。

石 器

磐
1 件 (D H M : 50)

。

残

,

以 砂 质 岩 磨

制 而 成

,

磨 制 较 精

,

黄 灰 色

。

残 长 14
.

8
、

宽

5
.

9
、

厚
1

.

5 厘 米 (图四
: 12 )

。

二 华 山 大 笆 斗 土 墩 墓

墓 葬 的 地 理 位 置 及 形 制 结 构

:

大 笆 斗 墩 北 面 为 沿 江 南 岸 山 脉

,

南 距 东

西 走 向 的 十 里 长 山 约 6 公 里
,

地 处 群 山 环 抱

的 丘 陵 盆 地 之 中

,

地 势 开 阔

,

其 南
1 公 里 左 右

为 华 山村
,

东
2 公 里 为 石 桥 乡 政 府 所 在 地 (图

一二 )
。

大 笆 斗 墩 外 观 呈 馒 头 状

,

高
4

.

2
、

底 径

约 3 2
.

5 米
。

该 墓 封 土 分
8 层

,

现 以 其 中 心 正

南 北 剖 面 为 例 介 绍 (图一三 )
:

第 1 层
:
表 土 层

,

厚 约 2 0 厘 米
。

第
2 层

:
土 色 黄

,

质 较 硬

,

厚 25
一175 厘

米
,

遍 布 全 墩

。

第
3 层

:
土 色 灰 褐

,

质 硬

,

厚
0 一 105 厘

米
,

分 布 于 墩 体 东 南 部

。

第
4 层

:
黄 土 中 夹 灰 白 水 纹 状 土

,

质 松

软

,

厚 35
一
75 厘米

,

遍 布 全 墩

。

第
5 层

:
黄 褐 色 土

,

质 松 软

,

厚
O一 16 0 厘

米
,

分 布 于 墩 体 西 南 部

。

第
6 层

:
灰 白 色 土

,

质 松 软

,

厚
O一 75 厘

米
,

分 布 于 墩 体 中 部

。

第
7 层

:
浅 灰 色 土

,

质 较 硬

,

厚
0 一 140 厘

米
,

分 布 于 墩 体 西 南 部

。

第
8 层

:
灰 白 色 花 土

,

土 质 较 硬

,

厚
O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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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 0 厘 米
,

分 布 于 墩 体 中 部

。

第
8 层 之 下 为 生 土

,

墓 葬 叠 压 于 第
8 层

之 下
。

各 层 封 土 大 多 成 局 部 块 状 堆 积

,

应 是 用

土 来 源 不 同 所 致

。

封 土 堆 积 纯 净

,

诸 层 均 不 见

行 夯 迹 象

。

墓 葬 位 于 墩 体 正 中

,

平 面 呈 T 字 形
,

可

分 成 两 部 分

,

暂 称 之 为

“

前 堂
” 、 “

后 寝

” 。

墓 葬

营 筑 较 为 复 杂

,

为 以 往 所 未 见

。

推 测 其 建 筑 程

序 为 先 在 生 土 面 上 挖
T 字 形 竖 穴 浅 坑

,

方 向

1 100
,

浅 坑 通 长 8 米
,

其 中 前 堂 长 2
.

巧

、

宽

5
.

9
、

深
0

.

5 1 米
,

后 寝 长 5
.

8 5
、

宽
5

.

2
、

深

0
.

45 米
。

后 寝 中 部 留 有 东 西 向 的 生 土 台

,

生

土 台 长 同 后 寝

,

其 西 端 与 墓 坑 壁 相 连

,

西 端 宽

1
.

2 米
,

东 端 宽
1

.

3 米
。

生 土 台 面 分 为 两 段

,

呈 阶 梯 形

,

前 段 长 5
.

2 米
,

高 与 坑 深 相 等 为

0
.

4 5 米
;
后 段 长 0

.

65 米
,

高
0

.

35 米
。

随 葬 品

均 置 于 生 土 台 上

,

从 台 面 上 残 留 的 腐 朽 之 人

骨 渣 看

,

墓 主 亦 应 置 放 于 此

,

此 生 土 台 亦 当 为

棺 床

。

然 后 于 生 土 浅 坑 中 填 土 与 生 土 台 平

,

再

在 生 土 台 两 侧 的 填 土 中 挖 五 组 对 应 的 柱 洞

,

柱 洞 深 均 至 生 土 止

,

深
0

.

4 5 米
,

洞 底 均 垫 有

石 块

,

洞 径
0

.

2 一 0
.

6 4 米 不 等
,

柱 径 在 0
.

2 -

0
.

4 米 之 间
。

棺 床 面 上 有 浅 柱 洞 3 个
,

西 端
2

个 南 北 对 应
,

东 端
1 个 位 于 棺 床 之 中轴 线 上

。

此 外 柱 洞 2 13 位于棺床之东南角外侧
,

无 立

柱 痕 迹

,

底 部 亦 未 垫 石 块

,

且 与 其 他 柱 洞 无 对

往 丁 岗

大

釜

斗

小 笆 斗

断 山 墩

图 一 二 大 笆 斗

、

小 笆 斗 地 理 位 置 示 意 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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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一 三 大 笆 斗 土 墩南 北 向剖 面 图

(单位
:

厘 米 )

柱柱洞洞 洞径径 柱径径 柱深 llll柱洞洞 洞径径 柱径径 柱深深
ZZZ lll 4O ~ 4444 2222 3000

{
Z888 5555 l 666 2888

ZZZ222 4O ~
4222 2000 3444 } Z999 57 ~

印印 sooo sooo

ZZZ333 52 ~ 5444 琳琳 2888 }
z , 000 56

~ 5999 2888 3444

444ZZZ 48
~ 5000 8 ~ 3888 3000 }

z ` ,, 52 ~ 5555 2888 解解

555ZZZ 4D ~ 4 222 2222 3444 )
z , 222 45

~
4888 2000 3333

肠肠肠 20
~
2222 20

~
2222 555

{
z , 333 4000 2666 666

777ZZZ 2000 2000 444 } 2 1 444 26666666

尊 内 (图一七 )
。

随 葬 器 物 有 原 始

瓷 器 和 铜 器 两 种

,

原 始 瓷 器 有

2 6 件
,

约 占 合 部 随 葬 品 的 93 %
,

现 分 类 介 绍 如 下

。

原 始 瓷 器

豆 5 件
。

胎 质 灰 白

,

表 面

施 青 绿 色 釉

,

胎 釉 结 合 较 差

,

剥

落 现 象 较 重

,

轮 制

,

造 型 规 整

,

少

数 盘
口

略 有 变 形

,

矮 圈 足 另 接 粘

应 关 系

,

估 计 应 为 挖 偏 之 废 置 柱 洞 (图一四 ;

一 五 )
。

各 柱 洞 的 尺 寸 如 下 表 所 示

:

合 器 身

。

分 二 式

。

1 式
,

4 件
。

敞
口

,

尖 唇

,

斜 腹

,

下 腹 折 缓

此 组 柱 洞 规 则 地 位 于 生 土 台

四 周

,

应 属

“

梓 宫

”

一 类 的 建 筑 遗

存

。

在 生 土 浅 坑 之 上

,

围 绕 坑 壁 筑

有
1

.

5 米 高 的 竹 篱 笆
,

竹 已 朽

,

但

痕 迹 仍 很 清 晰

,

竹 径 一 般 在
3 一 5

厘 米 之 间
,

彼 此 相 连 (图一六 )
。

前

堂 之 东 壁

,

后 寝 之 南

、

北 壁 竹 子 横

向 排 列
;
前 堂 之 南

、

北 壁

,

后 寝 之 西

壁 竹 子 纵 向 排 列

。

此 组 竹 笆 挡 墙 当

为 增 加 墓 室 深 度 而 筑

,

因 而 形 成 了

下 部 为 浅 穴 挖 坑

,

上 部 为 深 穴 堆 坑

的 结 构

。

堆 土 坑 中 部 有 长 方 形 套

坑

,

深 也 为
1

,

5 米
,

位 置 及 长 宽 均

与 下 部 生 土 台 相 吻 合

,

坑 壁 有 木 质

残 痕

,

估 计 此 坑 当 为 原 来 置 放 棺 撑

的 范 围

,

下 部 生 土 台 即 为 棺 床

。

坑

内 土 色 青 灰

,

上 部 熟 土 坑 填 土 与 下

部 生 土 坑 填 土 一 致

,

均 为 五 花 黄

土

,

墓 室 外 即 为 封 土 堆

。

随 葬 器 物 集 中 出 土 于 棺 室 中

部 生 土 棺 床 之 上

,

其 中 D B M I :

8 一 26 均置于 D B M I : 2 原 始 瓷 大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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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一四大笆斗土墩墓墓坑内柱洞分布示意图



,

转 折 处 形 成 突 棱

,

喇 叭 形 圈 足

。

器 表 施 釉

几 乎 全 部 剥 落

,

内 壁 近 底 处 有 数 道 弦 纹

。

D B M I : 2 4 口径 13
.

8
、

高
5

.

8 厘 米 (图一九
:

l )
。

2 式
,

l 件 ( D B M I : 2 7 )
。

侈
口

,

卷 沿

,

尖

唇

,

束 领

,

折 腹

,

转 折 处 有 突 棱

,

璧 形 足

,

内 凹

,

足 底 有 刻 划

。

胎 釉 结 合 较 好

,

有 积 釉 现 象

,

颈

部 釉 下 有 弦 纹 和 戳 点 纹

。

口
径 巧

.

6
、

高
5

.

8

厘 米 (图一九
: ;6 一八 )

。

碗 巧 件

。

胎 质 灰 白

,

表 面 施 青 釉

,

略 泛

黄

,

不 及 底

,

圈 足 内 无 釉

,

胎 釉 结 合 较 好

;
器 物

为 轮 制
,

造 型 规 整

,

圈 足 另 接

,

足 底 均 有 刻 划

(图一 O )
。

可 分 二 式

。

1 式
,

7 件
。

直
口

,

尖 圆 唇

,

上 腹 壁 直

,

下 腹

斜 收

,

矮 圈 足

。

颈 部 釉 下 有 数 道 弦 纹

。

D B M I : 1 6 足 底 有 刻 划
。

口
径 10

,

8
、

高
4

.

5

厘 米 (图一九
: ;4 二一 )

。

2 式
,

8 件
。

口
稍 敛

,

尖 圆 唇

,

腹 略 鼓

,

矮 圈

足

。

颈 部 釉 下 有 数 道 弦 纹

。
D B M I : 18 足底

有刻划
。

口
径 10

.

4
、

高
4

.

3 厘 米 (图一九
:
2)

。

罐
3 件

。

泥 条 盘 筑 而 成

,

口
沿 慢 轮 修

整

,

表 面 施 青 绿 色 釉

,

不 及 底

,

施 釉 不 匀

,

有 流

釉

、

积 釉 现 象

。

侈
口

,

折 沿

,

沿 面 内 凹

,

溜 肩

,

鼓

腹

,

平 底

。

肩 部 饰 有 弦 纹 和 戳 点 纹 的 组 合 纹

。

分 二 式

。

1 式
,

2 件
。

方 唇

,

肩 部 相 对 有 两 个 贯 耳

。

口 江 苏 丹 徒 徽 山

、

华 山 土 墩 墓 发 掘 报 告

D B M I : 3 腹 部 釉 下 拍 印 套 菱 纹
。

口
径

1 7
.

6
、

高
2 3 厘 米 (图一九

: 8 )
。

2 式
,

l 件 ( D B M I : 5 )
。

尖 唇

,

口
径

1 7
.

4
、

高
2 2

.

6 厘 米 (图一九
:

10 :
二 O )

。

尊
2 件

。

器 形 较 大

,

胎 质 坚

硬 致 密

,

呈 灰 白 色

,

器 身 采 用 泥 条

盘 筑 法 成 形

,

内 壁 有 明 显 的 泥 条 圈

叠 和 按 捺 压 平 的 痕 迹

。

D B M I : 2

侈 口
,

折 沿

,

沿 面 内 凹

,

深 腹

,

小 平

底

。

颈 部 有 一 周 突 棱

,

并 饰 有 弦 纹

、

戳 点 纹 和 堆 饰

。

表 面 施 青 绿 色 釉

,

不 及 底

,

有 积 釉

、

流 釉 现 象

,

胎 釉 结 合 较 好

。
口

径
3 4

.

8
、

高
5 9

.

4 厘 米 (图一九
: 9 )

。
D B M I :

6 与 前 者 形 制 基 本 一 致
,

腹 部 较 为 丰 满

。

表 面

施 釉

,

胎 釉 结 合 不 好

,

几 乎 全 部 剥 落

。

釉 下 拍

印 有 羽 状 纹

,

很 浅

,

不 甚 清 晰

。
口

径 32
.

4
、

高

5 7
.

6 厘 米 (图一九
: 1 1 )

。

盏
l 件 ( D B M I : 2 8 )

。

胎 表 施 釉

。

制 法

等 均 与 豆 相 同

。

敛
口

,

圆 唇

,

矮 圈 足 外 撇

,

器 底

有 刻 划

,

肩 部 饰 多 道 弦 纹

。
口

径 8
.

5
、

高
4 厘

米 (图一九
: 5 )

。

图 一 六 大 笆 斗 土 墩 墓 墓 坑 壁 竹 子 痕 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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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 一 七 大 笆 斗 土 墩 平 面 图 (未注明质地者均为原始瓷器 )

1
.

钢 剑

2
、
6

.

落

3 一 5
.

峭

7
.

钢 凿

8 一 21
、

26
.

碗

22
一
25

、

27
.

豆
2 8

.

盏 ( 8
一
28 均在 2 号 落 内 )

青 铜 器

剑 1 柄 ( D B M I :
l)

。

锈 蚀 较 为 严 重

,

剑 身 前 部 断 裂

。

剑 身 前 锋 窄

,

往 后 渐 宽

,

剑 身

隆 起 成 脊

,

无 格

,

茎 上 段 方 扁

,

下 段 圆 柱 形 中

空

,

圆 首 内 凹

。

通 长 41
.

4
、

茎 长
9

.

8 厘 米 (图

一九 :
3)

。

凿
1 件 ( D B M I : 7 )

。

顶 部 略 残

,

楔 形

,

前 端 扁 尖

,

往 后 渐 宽 厚

,

断 面 呈 梯 形

,

中 空

。

长

10
.

2
、

最 宽 处
1

.

8
、

最 厚 处
1

.

5 厘 米 (图一七
:

7 )
。

其 墩 体 堆 土 可 分 为
3 层

,

现 以 其 正 东 西 向 剖

面 说 明 (图二三 )
。

第
1 层

:
表 土 层

,

厚 10
~

40 厘米不等
,

含

有 少 量 的 现 代 砖 瓦 碎 块

。

第
2 层

:
土 色 灰 黄

,

土 质 疏 松

,

纯 净

,

厚

0 一 7 5 厘 米
。

第
3 层

:
土 色 黄 褐

,

土 质 软 硬

,

厚
0 一 2 30

厘米
。

第
3 层 下 即 为 生 土

。

第
1 层 下 有 4 个 土 坑

,

坑 内 填 土 较 为 混

杂

,

其 中
4 号 坑 打 破 第 2

、

3 层 直 达 墓 室 底
,

疑

为 盗 洞

,

洞 内 填 土 为 灰 色 的 淤 土

,

纯 净

。

墓 葬

开
口

于 第
2 层 下

,

打 破 第
3 层

。

墓 坑 居 于 墩 体 正 中

,

平 面 呈 凸 字 形

,

为 土

坑 竖 穴 结 构

。

方 向 2 7 8
“

(头向暂定向西 )
,

墓

室 长
9

.

2
、

东 侧 宽
6

.

8
、

西 侧 宽
7

.

2
、

深 1
.

5

米
,

墓 坑 西 端 为 斜 坡 墓 道

,

墓 道 残 长
3

.

1
、

最

宽 处 约 4
.

5 米
,

坡 度 约 2 60
。

墓 室 正 中 有 一 长

方 形 套 坑

,

坑 长
5

.

4
、

宽
3

.

5 米
,

深 与 墓 室 同

,

其 底 部 有 木 板 腐 烂 的 痕 迹

,

坑 壁 有 芦 苇 编 织

的 席 纹 痕 迹

,

估 计 此 坑 当 为 墓 内 放 置 棺 木 的

范 围 (图二二 )
。

墓 室 填 土 北 部 为 青 灰 色

,

南 部

黄 褐 色

,

略 有 交 错

,

应 是 填 土 来 源 不 同 所 致

,

套 坑 填 土 灰 褐

,

较 松 软

。

随 葬 器 物

随 葬 器 物 出 土 于 墓 室 中 部 的 套 坑 范 围

内

,

共 25 件
。

其 中 印 纹 硬 陶 罐
5 件

,

硬 陶 瓶
1

件
,

褐 陶 罐
1 件

,

原 始 瓷 罐
2 件

,

原 始 瓷 豆 15

件
,

原 始 瓷 盏
1 件

,

一 件 泥 质 褐 陶 罐 由 于 泥 质

三 华 山 小 笆 斗 土 墩 墓

墓 葬 的 位 置 及 形 制 结 构

小 笆 斗 墩 位 于 石 桥 乡 华 山 村 的 北 面

,

在

大 笆 斗 墩 东 南 方 向 约 2 00 米处
,

外 观 亦 呈 馒

头 状

,

不 甚 饱 满

,

墩 体 南 部 有 一 现 代 大 坑

。

小 笆 斗 墩 现 底 径 约 22
、

墩 高 约
3

.

5 米
。

图 一 八
2 式 原 始 瓷 豆 ( n B M z : 27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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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一九 大笆斗墓出土器物
(未注明质地者均为原始瓷器 )

1
.

1 式 豆 (D B M I : 2 4 ) 2
.

2 式 碗 (D B M I : 18 ) 3
.

铜 剑

( D B M I : l ) 4
.

1 式 碗 (D B M I : 16 ) 5
.

盏
( D B M I :

2 8 ) 6
.

2 式 豆 (D B M I : 2 7 ) 7
.

凿
(D B M I : 7 ) 8

.

1

式 罐 (D B M I : 3 ) 9
、
1 1

.

尊
( D B M I : 2

、
6 ) 10

.

2 式 罐

( D B M I : 5 ) ( l
、
2

、
4 一6 为 l / 3

,

3 为 l / 4
,

7 为 l / 2
,

8
、
9 为

l 8/
,

1 0
、
1 1 为 l / 12 )

太 软 已 完 全 腐 烂
,

现 分 别 介 绍 如 下

:

原 始 瓷 器
:
胎 质 坚 硬 致 密

,

呈 灰 白 色

,

器

表 施 青 绿 釉

,

釉 胎 结 合 较 差

,

不 少 器 物 釉 层 剥

落

,

器 形 有 豆

、

罐

、

盏 等

。

豆 巧 件

。

轮 制

,

器 形 比 较 规 整

,

少 数 有

些 变 形

,

颈 部 饰 有 多 道 弦 纹

,

通 体 施 釉

,

圈 足

内 无 釉

。

可 分 三 式

。

口 江 苏 丹 徒 横 山

、

华 山 土 墩 墓 发 掘 报 告

l 式
,

9 件
。

敞
口

,

折 腹

,

D B M Z : 2 4 卷

沿
,

喇 叭 形 足

,

釉 层 几 乎 全 部 剥 落

,

圈 足 内 有

刻 划

。
口

径
15

.

6
、

高
7

.

8 厘 米 (图二 四 : l )
。

D B M Z :
巧 折 沿

,

沿 面 平

,

上 有 3 道 弦 纹
,

矮

圆 足

。

口
径 12

.

3
、

高
4

.

8 厘 米 (图二四 : 4)
。

2 式
,

4 件
。

侈
口

,

折 腹

,

D B M Z : 16 卷

沿
,

尖 唇

,

喇 叭 形 圈 足

。
口

径 8
.

5
、

高
6

.

5 厘 米

(图二四
: 5 )

。

3 式
,

2 件
。

敛
口

,

弧 腹

,

釉 层 部 分 剥 落

。

D B M Z : 14
,

喇 叭 形 圈 足

。
口

径
10

.

8
、

高
5

.

9

厘 米 (图二四
:
2)

。

罐
2 件

。

泥 条 盘 筑 法 成 形

,

釉 下 拍 印 纹

饰

,

侈
口

,

折 沿 方 唇

,

斜 肩

,

鼓 腹

。

D B M Z , 2

沿 面 有 1 条 突 棱
,

下 腹 近 底 部 数 道 突 棱

,

矮 圈

足

。

表 面 施 青 绿 色 釉

,

肩 部 有 3 个 穿 耳
,

釉 下

拍 印 方 格 纹

,

较 浅

。

口
径

2
.

2
、

高 27 厘米 (图

二四
:
8)

。

D B M Z : 4 沿 面 内 凹
,

平 底

。

肩 部 施

弦 纹 和 划 纹

,

釉 不 及 底

,

腹 部 釉 下 拍 印 羽 状

纹

。
口

径 16
.

4
、

高 16
.

8 厘 米 (图二 四
: 7 ;

二

五 )
。

盏
l 件 ( D B M Z : 2 5 )

。

口 稍 敛

,

沿 面 有

凹 槽

,

鼓 腹

,

矮 圈 足

,

颈 部 饰 多 道 弦 纹

。
口

径

8
.

1
、

底 径
4

.

3
、

高 4
.

7 厘 米 (图二四
:
3)

。

印 纹 硬 陶 器
6 件

。

胎 质 坚 硬

,

火 候 较 高

,

色 紫 灰

,

轮 制

,

器 形 规 整

,

有 罐 和 瓶

。

罐
5件

。

器 形 基 本 一 致

,

直
口

,

短 卷 沿

,

圆 肩

,

最 大 腹 径 在 上 部

,

平 底

。

颈 部 饰 弦 纹

,

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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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
,

1 2米

图 二 二
小 笆 斗 墓 平 面 图

l
、
3

、
5 一 7

.

硬 陶 雄

2
、
4

.

原
始

瓷
罐

8 一 2 0
、
2 2

、

24
.

2 1
.

红
陶 罐

2 3
.

硬 陶 瓶 25
.

原
始 瓷 盘

身 普
遍

拍 印 折 线 纹
和

“

回

”

字 纹

。

D B M Z : 3

口径 2 1
、

高
3 0

.

2 厘 米 (图一一
: 3 ;

二 四
: 9 )

。

瓶
l 件 ( D B M Z :

23 )
。

直
口

,

卷 沿

,

平

肩

,

扁 腹

,

平 底

。

颈 部 饰 弦 纹

,

器 身 拍 印 套 菱 纹

与 菱 形 填 线 纹

。
口

径 10
.

6
、

高
8

.

9 厘 米 (图一

一 :
;l 二 四 :

;6 二六 )
。

原 始 瓷 豆

与 硬 陶 罐 为 溜 肩 或 近 于 溜 肩

的 圆 肩

,

最 大 径 在 中 部

,

这 些

都 是 土 墩 墓 早

、

中 期 器 物 的

特 征
;
器 表 拍 印 的 纹 饰 为 回

纹
、

套 菱 纹

、

方 格 纹 等

,

泥 质

陶 罐 上 饰 有 水 波 纹

,

以 及 较

为 盛 行 的 戳 点 纹 也 同 样 具 有

早 期 偏 晚 到 中 期 的 特 征

,

故

此 我 们 推 断 馒 儿 墩 土 墩 墓 的

时 代 应 相 当 于 中 原 两 周 之

交

。

大 笆 斗 土 墩 墓

,

出 土 有

原 始 瓷 器 和 铜 器

,

其 中 的 原

始 瓷 碗 与 馒 儿 墩 土 墩 墓 所 出

碗 基 本 一 致

,

1 式 豆 与 高 淳

四 结 语

馒 儿 墩 土 墩 墓 出 土 有 原 始 瓷 器
、

印 纹 硬

陶 器

、

泥 质 陶 器

、

石 器 等

,

原 始 瓷 豆 中
l 式 豆

与 句 容 浮 山果 园 土 墩 墓 1 式 原 始 瓷 豆 相 似
,

均 为 敞
口

浅 盘

,

折 腹

,

矮 圈 足

,

只 是 前 者 圈 足

更 矮
ll] ; 2 式 豆 与 无 锡 璨 山 原 始 瓷 盘 ( M l :

一 3 )相似仪l ; z 式 碗 与 高 淳 e M 11 M 3 : 8 豆

一 致 3I] ;2 式碗与丹徒四脚墩 2 式 豆 相 似 I’1 ;

印 纹 硬 陶 罐 也 与 高 淳 G G n M Z : 18 形制大

体一致 s(1 ;
所 出 陶 纺 轮 在 句 容 浮 山 也 曾 见

过 161
。

瓷 豆 为 矮 圈 足

,

侈
口

或 曲 壁

,

原 始 瓷 罐

G G IM 3 : 17 几 乎 一 样
[7 ]

,

2 式 豆 与 四 脚 墩

M 6 V 式 豆相似侧 ;
所 出 原 始 瓷 罐 为 溜 肩

,

最

大 径 在 中 部

;
器 表 拍 印 纹 饰 有 套 菱 纹

、

羽 状 纹

等

,

从 总 体 上 看

,

大 笆 斗 土 墩 墓 所 出 器 物 与 馒

儿 墩 相 差 不 远

,

或 略 早 于 馒 儿 墩

,

我 们 推 断 大

笆 斗 土 墩 墓 的 时 代 应 为 西 周 后 期 偏 早 阶 段

。

小 笆 斗 土 墩 墓 出 土 有 原 始 瓷 器

、

印 纹 硬

陶 器 等

,

原 始 瓷 豆 工 式 与 烟 墩 山 M Z 的 I 式

豆相 同
,

在 漂 水 乌 山 二 号 墓 中 也 曾 见 过
l9] ;2

式豆与无锡华利湾所出豆一致 110 ;1印纹陶罐

短卷沿
,

圆 肩

,

最 大 径 在 腹 上 部

,

与 句 容 浮 山

b1 式坛相似 11 ’ l
,

拍 印 回 纹 与 折 线 纹

,

拍 印 较

深 较 乱

,

具 有 西 周 早 期 的 特 征
;
硬 陶 瓶

D B M Z : 2 3 与 句 容 浮 山 I a
式 瓶 相 同

[ , 2 ] ;
原

始 瓷 罐 釉 下 拍 印 羽 状 纹
;
这 些 都 是 土 墩 墓 早

期 的 特 征
。

小 笆 斗 墓 从 器 物 形 制 上 看

,

要 早 于

大 笆 斗 和 馒 儿 墩

,

时 代 应 在 西 周 前 期 偏 晚 阶

段

。

图 二 三

小 笆 斗 土 墩 东 西 向 剖 面 图

Q
.

「

不
2米



(未注明质地者为原始瓷器 )

l
、
4

.

1 式 豆 ( D B M Z :

24
、

15 ) 2
.

3 式 豆 ( D B M Z : 14 ) 3
.

盏
( D B M Z :

2 5 ) 5
.

2 式 豆 ( D B M Z : 16 ) 6
.

硬 陶 瓶 (D B M Z : 2 3 ) 7
、
8

.

罐

(D B M Z : 4
、
2 ) 9

.

硬
陶

罐
( D B M Z : 3 ) ( l 一 5 为 z / 3

,

6 一 9 为 l 3/ )

口江苏丹徒橄山
、

华 山 土 墩 墓 发 掘 报 告

烟 墩 山 一

、

二 号 墓 等 也 都 分 布

于 这 一 范 围 内

。

这 一 地 区 应 是

当 时 的 一 个 政 治 经 济 文 化 中

心

,

这 些 大 型 墓 的 墓 主 均 为 上

层 贵 族

,

与 偏 远 地 区 的 小 型 墓

墓 主 相 比

,

他 们 最 先 接 受 了 中

原 地 区 礼 制 的 影 响

,

因 而 与 小

型 土 墩 墓 不 同

,

大 型 土 墩 墓 明

显 地 具 有 许 多 中 原 同 期 墓 葬 的

特 征

。

其 次

,

在 墓 葬 营 筑 方 面

,

这

3 座 大 型 土 墩 墓 亦 有 许 多 特 别

之 处
。

这 三 座 土 墩 墓 一 方 面 具

有 中 原 竖 穴 深 坑 墓 的 特 点

,

另

这
3 座 大 型 土 墩 墓 的 发 掘 使 我 们 对 土 墩

墓 有 了 更 进 一 步 的 了解
。

首 先 在 墓 葬 形 制 上

,

以 往 普 遍 存 在 这 样

的 认 识

,

即 江 南 地 区 土 墩 墓 平 地 起 封

,

没 有 明

显 的 墓 穴 或 有 很 浅 的 墓 穴

。

这 次 发 掘 的 馒 J L

墩
、

大 笆 斗

、

小 笆 斗 土 墩 墓 均 为 竖 穴 深 坑

,

墓

葬 中 央 均 有 木 质 棺 撑 葬 具

;
小 笆 斗 墓 墓 室 平

面 呈
“

凸

”

字 形

,

西 部 有 一 斜 坡 墓 道

,

这 与 中 原

地 区 西 周 诸 侯 墓 形 制 相 似

。

此 次 发 掘 的 三 座

土 墩 墓 皆 位 于 镇 江 以 东 谏 壁 至 大 港 沿 江 一 线

的 低 山 丘 陵 及 其 东 南 的 盆 地 之 中

,

均 离 长 江

不 远

,

与 宁 镇 山 脉 偏 远 山 区 相 比

,

处 于 与 中 原

交 往 的 有 利 位 置

,

以 往 发 掘 的 大 型 土 墩 墓 如

一 方 面 又 不 与 当 地 土 墩 墓 平 地 起 封 的 传 统 完

全 相 悖

,

故 墓 坑 的 营 造 均 不 是 平 地 挖 坑

,

而 是

熟 土 造 坑

,

横 山 馒 儿 墩

、

小 笆 斗 墩 均 为 堆 土 成

台 后 再 挖 墓 坑
;
大 笆 斗 墩 为 先 平 地 挖 浅 坑

,

再

在 浅 坑 四 周 围 以 竹 笆 墙

,

然 后 在 竹 墙 外 堆 土

加 高 墓 坑 的 深 度

,

形 成 了 墓 葬 下 为 挖 坑 上 为

堆 坑 的 特 殊 构 造

、 。

馒 儿 墩 墓 坑 周 围 的 堆 土 平

面 呈 四
个 红

、

白 二 色 相 间 的 扇 形 分 布

。

大 笆 斗

墓 的 构 造 更 为 特 殊

,

除 上 部 堆 坑 四 周 围 以 竹

墙 外

,

另 在 墓 坑 中 部 棺 床 两 侧 挖 柱 洞

,

此 种 墓

内 建 筑 为 以 往 先 秦 考 古 资 料 所 不 见

。

总 之 这

3 座 大 型 土 墩 墓 的 一 些 特 殊 营 造 方 式
,

不 但

反 映 了 当 时 江 南 地 区 人 民 杰 出 的 聪 明 才 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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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 且 更 多 地 应 包 涵 着 许 多 当 时 江 南 地 区 礼 仪

习 俗

、

思 想 意 识 的 内 容

,

尚 待 方 家 学 者 作 进 一

步 的 探 讨

。

此 外

,

这
3 座 大 型 土 墩 墓 都 以 原 始 瓷 器

为 主 要 随 葬 品
,

大 笆 斗 墓 出 土 的 两 件 原 始 瓷

尊

,

器 形 高 大

,

制 作 精 良

,

造 型 优 美

,

尤 其 引 人

注 目

。

3 座 墓 葬 均 未 随 葬 青 铜 礼 器
,

这 与 同 时

期 中 原 地 区 的 大 型 墓 葬 不 同

,

可 以 看 出 原 始

瓷 器 在 当 时 的 南 方 是 相 当 珍 贵 的

,

在 一 定 程

度 上 反 映 着 墓 主 的 身 份 和 地 位

,

具 有 与 中 原

地 区 青 铜 礼 器 相 同 的 意 义

。

先 后 参 加 发 掘 工 作 的 有 南 京 博 物 院 的 谷

建 祥 (领队 )
、

邹 厚 本

、

王 奇 志

、

李 民 昌 以 及 镇

江 博 物 馆 的 林 留 根 等 同 志

。

发 掘 工 作 得 到 了

镇 江 市 文 化 局

、

丹 徒 县 文 教 局

、

大 港 镇 政 府

、

石 桥 乡 政 府 的 大 力 支 持

,

在 此 谨 致 谢 忱

。

器 物 摄 影

:
韩 强

执 笔
:
谷 建 祥 林 留 根

王 奇 志

【l] (江苏句容浮山果园土墩墓第二次发掘报告 )
,

《文 物 资 料 丛 刊 》第 6 辑
。

【2] 无锡博物馆《无 锡 璨 山 土 墩 墓 》
,

《 考 古 》 19 81 年

第 2 期
。

【3] 《江 苏 高 淳 县 顾 陇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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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 物

资 料 丛 刊 》 第 6 辑
。

【4] 《丹 徒 镇 四 脚 墩 西 周 土 墩 墓 发 掘 报 告 》
,

《东 南 文

化 》 19 8 9 年第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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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期

。

【5 ] 同注 [ 3 ]
。

【6J 镇江博物馆浮山果园古墓发掘组《江 苏 句 容 浮 山

果 园 土 墩 墓 》
,

《考 古 》 19 7 9 年 第 2 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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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8」 同 注 [ 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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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物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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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江 苏 省 丹 徒 考 古 队 《江 苏 丹 徒 大

港 土 墩 墓 发 掘 报 告 》
,

《文 物 》19 87 年第 5 期
。

【10 】 魏 百 龄
、

谢 春 运 (无锡华利湾古墓清理简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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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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