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江苏丹徒县石家墩西周墓

镇 江 市 博 物 馆

石家墩位于宁镇丘陵东端偏南的黄土高

地之间
,

西北距镇江市 巧公里
,

东北与宁沪

铁路三山车站仅隔 2
.

5 公里 (图一 )
。

墩呈馒

首形
,

高 4
、

底径约 20 米
,

内为黄白色填土
。

盆9 81 年初
,

丹徒县三山公社湖滨大队在石家

墩内取土建砖窑时
,

发现原始青瓷器
,

当即报

知我馆
,

经派员清理发掘
,

系属西周时期的一

座土坑墓
。

墓坑长方形
,

坑 口在地表下 知 厘米深墩

内中部偏东处
,

方向 4 0 “ ; 坑长 2
.

5
、

宽 0
.

9
、

深

0
.

95 米
,

坑壁外系生黄土
,

坑内填以细砂质灰

黄土
。

器物出于坑底部西南端
,

三件原始瓷

罐呈鼎足形正放
,

每件罐口上都反盖着两只

相叠置的原始瓷豆
,

每件罐的肩部一圈还贴

放等距离的三只原始瓷豆
,

豆口 皆内向
。

在坑

的底部距器物 20 厘米之外发现长方形漆片痕

迹
、

漆片面积比坑底略小
,

长 1
.

9
、

宽 。
.

8
、

上下

两层中夹以灰黑色腐淤土
,

通厚 10 一巧厘米
,

漆面中部稍

凹
,

两侧微

翘 ; 漆片朱

红色
,

多层

片状
,

有光

泽
。

此漆片
,

应是棺木痕

迹
,

推测原

来是长方盒

形
,

棺外并

曾霖以 6一 8

层漆(图二 )
。

出土器

物均系原始

青瓷器
,

器

形分罐
、

豆

布布布
两类

,

共计 18 件
。

釉和灰青釉两种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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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二 墓葬平
、

剖面图

图一 墓葬位置图

器皆灰 白胎
,

釉色分茶绿

前者釉面较厚
,

有泪痕
,

易

脱落
,

一般未施到底 ; 后

者釉面极薄
,

与胎面附着

一体
,

刷痕显露
,

釉不易脱

落
,

常施及底
。

器物上起

泡
,

开裂
、

局部变形的现象

多见
。

罐 3 件
。

茶绿釉
,

短

直口
,

内沿宽边
,

广肩
、

圆

腹
、

腹下刹收
、

小底
,

肩部

均刻划多圈凹弦纹
,

夹以

戳印的平行斜点线纹
。

其

中最大的一件肩部对称横

置扁弧桥耳
,

耳端连接 s

纹泥条堆饰
, 口沿内面还

r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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刻划陶文记号 (图五
,

l)
,

口径 16
.

8
、

腹径

3 5
、

高 2 7
.

6
、

底径 1 1厘米 (图三
, 2 ; 图四

,

1) ; 另一件系耳与前者相似
,

只是形状较小
,

口径
·

1 2
.

8
、

腹径 3 0 、

高 2 0
.

5
、

底径 1 2
.

6 厘米

(图三
,

5 ) ; 还有一件肩部堆贴四个并联的 s

纹泥条饰
,

一对近 口部
,

一对稍远
,

口径 17
.

8
、

腹径 3 0
.

2
、

高 2 0
.

8
、

底径 1 1
.

4厘米 (图三
, 2 )

。

豆 15 件
。

I 式 10 件
,

皆青灰色釉
,

侈 口

尖唇
,

口至腹内弧
,

折腹
、

小圈足
、

底面内凹
,

口

径 1 4
.

2一 1 5
、

高 6
.

6
、

足高 2
.

2 、

足径 5
.

2厘米

(图三
, 3 ;图四

, 3
、
4 ) ; 11式 2 件

,

茶绿色釉
、

口

稍敛
、

弧腹
、

矮圈足
,

底面微凸
。
口外被印凹弦

纹 6 道
,

其中一件底外刻划 N 形陶文记号 (图

卜卜州甲
片内 , 丫目~一

, ” 限限

图三 青瓷器
1
、
2
、
5

.

原始瓷晚 3
.

x式瓷豆 斗
.

u 式瓷豆 ( 1
.

1 /4
,

余 l / 8)

图四 青瓷器

暇 2
.

11式豆 3
、
4
、 I 式豆

五
, 2 )

,
口 径 1 5

、

腹径

15
.

6 、 高 5
.

2
、

足高 l 、

足径 8
.

2厘米 (图三
,

4 ; 四
, 2 )

o

此墓所出的原始

瓷器与安徽屯溪西周

墓所 出的釉陶器极其

相似① ,

如屯溪墓罐

( 1
: “ ) 的造型

、

肩部

刻划凹弦纹夹平行斜 图五 瓷器刻划裕本

线的纹饰
,

n
’

式益
、

ll la 式尊上的扁弧状 S 纹

泥条耳
, V 式侈 口豆

、 IV 式敛口矮 足豆等都

与石家墩所出几乎一样
,

因此
,

我们认为两墓

的时代应是一致的 ;另外
,

该墓出土的原始瓷

豆
,

在江南地区湖熟文化遗址上层以及属西

周时期的丹徒宜侯墓
、

句容
、

漂水土墩墓中都

是常见之物② ,

它的时代属性是比较明确的
,

即至春秋早期豆的造型已演变为盅
、

豌之类

了
,

因此它的下限一般不晚于西周晚期
。

从

这两方面的因素考虑
,

此墓的时代约当西周

中晚期
。

该墓出土的器物虽然比较简单
,

但一个

土墩仅设一座墓的规格
,

在江南西周墓中也

不是普遍的现象
。

石家墩西周墓
,

它的土坑形制和单纯以

原始瓷器随葬的特征
,
这与宁镇地区的句容

、

漂水西周墓的风格迥然不同
,

而与东面太湖

地区同时代墓葬却非常接近
。

由此
,

便促使
、

启发我们去思考这样一个问题
: 江南地区的

西周墓葬是单一的
“

土墩墓
”
类型

,

还是存在

不同的体制 ?

解放以来
,

在江南的宁镇地区和太湖地

区
,

先后出土了多批属西周时期的墓葬
,

过去

往往从它们多有馒首状封土以及有一部分相

同纹饰
、

造型的器物
,

而将它们笼统地归之为
“
土墩墓

” ,

看来这是不够全面
、

确切的
。

事实

上
,

它们之间的差别是主要的
,

下面我们试就

它们的不同特点作一个粗浅的分析
。

宁镇地区西周墓
,

以句容浮山果园墓
、

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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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乌山
、

拓塘墓为代表
,

其特征是葬制无穴
,

器物中红砂陶
、

泥质陶
、

印纹硬陶和原始瓷器

各占 20 一 30 多的比例
,

以扁
、

鼎
、

盆
、

坛
、

罐
、

豆为主要器形 ;原始瓷器均是小件豆盂类
,

不

见太湖地区墓中的大型广肩小底罐
、

折肩直

壁坛
、

篡等造型以及扁弧桥状 S 纹泥条耳
、

重

圈纹
、

勾连纹
、

平行斜 (点 )线纹
、

锥刺纹等纹

饰
,

其随葬物品与这一地区湖熟文化遗址内

含一脉相承
,

且墓葬的分布都在湖熟文化遗

址的范围圈内
。

这一地区的墓葬直至春秋时

期
,

除釜碗取代扁
、

豆
,

大 口器和乳丁三足器

出现外
,

基本上保持原来的面貌
。

太湖地区西周墓以无锡华利湾
、

墙门镇
、

嶂山
、

吴县五峰山坡墓为代表⑧
,

其特征是葬

制土坑
,

或石室
,

石室较晚出
,

随葬器物以原

始瓷器和印纹硬陶器占绝大多数
,

不见砂陶

昂
、

鼎
,

原始瓷有罐
、

尊
、

篡
、

鸭嘴足鼎等
,

其器

物特点与上海马桥遗址
、

浙江钱山漾遗址上

层等遗物相近
。

这一地区 的墓葬至 春秋时

期
,

石室墓渐多
,

土坑墓依然存在
,

以吴县草

鞋山遗址上层春秋墓 T 3 02 之 2 为例④ ,

长

2
.

2一 2
.

2 5
、 :

宽 0
.

5 5一 1
.

1
、

深 0
.

9 米
,

大小范围

与石家墩墓的形制简直如出一辙
。

过去
,

有的学者曾考证
,

湖熟文化居民是

荆蛮族
,

太湖地区良诸文化居民是越族⑤
,

这

完全是可能的
,

因为
,

从两地属商代周初遗址

反映出不同的文化面貌即可得到证实 ; 而两

个区域的西周墓葬既然又 表现 出极 大 的差

异
,

我们有理由认为它们是各自承袭了两个

族属的 习俗
。

石家墩西周墓的形制和器物特

征接近太湖类型
,

是否有可能意味着西周中

晚期越族的文化影响
,

已抵达宁镇地区的东

段呢 ?

总之
,

石家墩西周墓的出土为我们探讨

江南地区的西周墓葬的性质
、

类型增添了典

型的实物资料 ; 同时为研究这一地区的族属

情况提供了有益的线索
。

执笔者 刘建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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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辑 ; 上海市文物管理委员会 : 《

上海

马桥遗址第一
、

二次发掘
》 , 《
考古学报》 1 9 7 8年

1期 ; 浙江省文管会 : 《
吴兴钱山漾遗址第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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短剑墓 中
,

已出战国时期明刀钱和铁刀② ;集

安青铜短乡煌中又已出土缝形铁链
,

因此我

们认为
,

丹东地区出土的第二种和第三种形

制的青铜短剑
,

其时代应在战国中晚期或其

以后
。

丹东地区出土的第三种形制青 铜 短 剑
,

目前所发现的地区大都在丹东
、

抚顺和吉林

集安一带
,

地域上偏东北
。

因此可以看出这

种形制的青铜短剑应有一定分布区域
。

注 释

集安县文物保管所 :<<集安发现青铜短剑墓
》 ,

《 考古 >> 1 9 5 1年 , 期
。

本溪市文化局曾昭藏
、

本溪市博物馆 齐俊 :

《
桓仁大甸子发现青铜短剑墓

》 , 《
辽宁文物

》 ,

1 9 8 1 年 l 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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