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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苏丹阳马家双墩 D1 发掘简报
*1

镇江博物馆

【内容提要】：2015 年镇江博物馆对位于江苏镇江丹阳胡桥集镇的马家双墩进行抢救性考古发掘。1 号墩（即 D1）

中有墓葬一座（M1），其整个墩体底部扇形堆筑形式以及墓室采用片状石块堆筑成“石椁”的形式，尚属首次发现。

M1 内出土原始瓷豆等随葬品。根据墓葬形制及出土遗物，推测土墩及墓葬形成年代约为西周晚期偏早。

【关键词】：马家双墩 扇形堆筑 石椁 西周晚期偏早

【中图分类号】：K871.3 【文献标识码】：A

马家双墩位于江苏镇江丹阳市开发区胡桥集镇南部，两座土墩南北向排列，相互距离约 20 米，北边一座（编号 1号墩，简

称 D1）形制稍大，南边一座（编号 2号墩，简称 D2）形制稍小（图一）。两座土墩均为第三次文物普查时发现，为配合镇丹高

速修建，经江苏省文物局批准，在南京博物院领导下，镇江博物馆于 2015 年 12 月至 2016 年 10月，对两座土墩进行考古发掘，

现将 D1 发掘情况报告如下。

1 收稿日期：2017-02-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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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概述

D1 顶部中心坐标为北纬 32°06 22.78 ，东经 119°19 28.02 ，海拔高度 27 米。位于胡桥集镇南 1.29 千米，双墩马家村

东北约 100 米，麒麟路东南约 10 米。处于宁镇山脉支脉延伸处，为典型的宁镇丘陵地形。周边分布有土墩墓数处，同时还零星

分布有几处台形遗址。

D1 外观呈馒首形，平面大致呈圆形，东西直径 47、南北直径 48 米，与地表高差约 6 米。表面有大量树木、竹子等植被覆

盖，清理完植被后，在墩体上发现 10 个现代坑（K打破①层表土），根据村民描述为储藏红薯所用，并非盗洞（图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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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地层堆积

发掘采用四分法，以中心为基点布方四个，编号 T1—T4。根据土质土色的不同及相互叠压关系，可以将 D1 的地层堆积依次

划分为八层，现以 T3、T4 东壁剖面为例，分层介绍如下（图三）。

第 1 层：深 0～6 米，厚 0～0.8 米，表土层，全墩体分布，黄褐色土，夹杂大量植物根茎及较大树根。

第 2 层：深 0.5～6 米，厚 0～1.2 米，基本全墩体分布，在 T1、T4 部分缺失。红褐色土夹少许灰土，土质较纯净，无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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含物。

第 3 层：深 1.4～3.2 米，厚 0～1.2 米，仅分布于墩体中心部分。灰白土夹少许红土，土质较纯净，无包含物。

第 4 层：深 2～3.8 米，厚 0～1.6 米，仅分布于墩体中心部分。红褐色土夹块状灰白土，土质较纯净，无包含物。

第 5 层：深 2.5～4.8 米，厚 0～1.4 米，仅分布于墩体中心部分。灰白土夹条状红褐土，土质较纯净，无包含物。M1 开

口于该层下。

第 6 层：深 1.8～6 米，厚 0～2 米，基本全墩体分布，仅中心部分缺失。灰白土夹块状红褐土，土质较纯净，无包含物。

第 7 层：深 3.6～6 米，厚 0～1 米，仅分布于 T1、T4两个探方内。红褐土夹条状灰白土。土质较纯净，无包含物。

第 8 层：深 4.4～6 米，厚约 0～1.8 米，全墩体分布。由两种颜色的土构成，分别为红褐土夹少许灰白土和灰白土夹少许

红褐土，两种土呈扇形结构相间分布，形成大概 7 个扇形面，组成墩体，各个扇形面积大小不一，三个扇面较大，剩余四个较

小（彩插四︰1）。土质较纯净，无包含物。该层堆积以墩体中部墓葬为中心呈扇形向外发散，为一种较为特殊的堆积方式。

第 8 层向下为生土层。

3、4、5 层，均分布于墩体中心部分，从整体来看，该三层土质土色与其他层位没有重叠，应为后期堆填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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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层封土大多为局部块状堆积，仅第 8 层存在扇形堆筑，在其余层位中虽有两色土相互夹杂，但夹杂的土色大部为块状或

条状，分布不连续，相互搅合而成，无明显分层或分界现象。

三、遗迹

该土墩为典型“一墩一墓”形式，土墩中部仅有一座墓葬，编号 M1，位于墩体中部，开口于第 5层下，向下打破第 8 层，

竖穴墓，墓向 89°，无墓道（图四）。

图四// 马家双墩 D1M1 平、剖面图

墓室部分为长方形，两个短边稍向外延伸，整体呈“工”字型。墓长 5.3、宽 2.5、深 1.4 米。墓室底部以青灰色板岩顺缝

铺成，形成“石床”，四壁顺着“石床”边向上，贴有同样的青灰色板岩，构成石室。在墓室东北部残留部分棺痕，长 2.8、宽

0.96～1.12、深 0.16 米（彩插四︰2）。墓室填土与第 5层封土不同，为红褐色夹灰土块。填土内未见器物出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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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遗物

墓室虽然较大，整体规格较高，但出土遗物较少，仅出土 8 件原始瓷豆。呈梅花状摆放，在瓷豆边发现疑似漆盒腐烂后的

残留漆皮，残留物较少无法提取。

原始瓷豆 8 件。侈口，下接喇叭形圈足。器物内可见轮制痕迹。

D1M1︰1，圆唇，沿较平，束颈，颈部饰弦纹，斜弧腹。灰白胎，施青黄釉，釉脱落严重。颈部见有支烧痕迹。口径 13.4、

底径 7.5、高 5.8～6.1 厘米（图五︰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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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1M1︰2，圆唇，斜沿，束颈，颈部饰弦纹，斜弧腹，圈足较小。灰白胎，器身施青釉，部分釉面脱落，部分圈足无釉。器

身微变形。口径 14.4、底径 6.3、高 5.7 厘米（图五︰2）。

D1M1︰3，尖圆唇，束颈，颈部饰弦纹，斜弧腹，圈足底部内凹。灰白胎，施青黄釉，部分釉面脱落，圈足边缘部分无釉。

口径 14.3、底径 7.4、高 5.8 厘米（图五︰3）。

D1M1︰4，圆唇，微束颈，颈部饰弦纹，斜腹，圈足外撇。灰白胎，施青黄釉，部分釉面脱落，部分圈足无釉。口径 14.4、

底径 7.2、高 6～6.5 厘米（图五︰4）。

D1M1︰5，尖圆唇，束颈，颈部饰弦纹，斜腹，下圈足底部内凹，腹内凹凸不平。灰白胎，通体施青黄釉，部分脱落。口径

14.7、底径 7.1、高 6.6 厘米（图五︰5；彩插四︰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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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1M1︰6，尖圆唇，沿内凹呈子母口，微束颈，颈部饰弦纹，斜腹，圈足底部内凹，腹内凹凸不平。灰白胎，基本通体施青

黄釉，脱落严重。口径 14.4、底径 7、高 5.3 厘米（图五︰6；彩插四︰4）。

D1M1︰7，尖圆唇，束颈，颈部饰弦纹，斜弧腹，圈足外撇。灰白胎，基本通体施青黄釉，脱落严重。口径 12.8、底径 7.3、

高 6.4 厘米（图五︰7；彩插四︰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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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1M1︰8，尖圆唇，微束颈，颈部饰弦纹，斜腹，圈足较高，外撇。灰白胎，通体施青黄釉，脱落严重。颈部见有支烧痕迹。

口径 14.1、底径 7、高 6.5～6.8 厘米（图五︰8；彩插四︰6）。

五、结语

1.营造方式

丹阳马家双墩土墩墓的两座土墩均为典型“一墩一墓”形制，D1 虽然出土遗物较少，但其特殊的封土堆筑方式及墓室构造

方式尚属首次发现。

在墩体底层即第 8 层，封土以墓室为中心，呈扇形结构分布，向四周发散，解剖后发现，各扇形面之间无相互打破或叠压

关系，类似拼合而成。此种堆筑方式，在以往土墩墓发掘中并未发现。初步推测为先用木板将墩体分割成大小不同的扇形面，

然后间隔堆土，从彩插四︰1 中亦可看出，红褐色土与灰白色土大致呈间隔状分布，先将一种颜色的土堆筑成功后，将挡板去

掉，在空余地方堆筑另外一种颜色的土壤，这样就形成了两个扇面之间没有打破或叠压关系的情况。

在与其相邻的双墩 D2 中，亦存在此种特殊的向心形分区现象，其分区主要分布于墩体北部
［1］

，同时，向心形分区与 D1 的

底层不同，而是位于中间层，厚度较厚，与周边地层亦无打破或叠压关系。

D1 的扇形面完整的分布于整个墩体且如此规整，在以往土墩墓发掘中尚属首见，其营造所产生的堆积主要为墩体第 8 层。

扇形营造结构所起之具体作用尚不得而知。

第 8 层建造完毕后，在墩体中部开挖一长方形深坑，以作墓室。整个石室全部采用片状板岩顺缝铺成，与烟墩山 M2
［2］

等石

室墓的片状和块状石头共同组成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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墓室构筑完后，在第 8 层上又使用两种不同的土堆筑了第 6、7 层，无中间墓室部分，只由外围向中心靠拢，靠近中部墓室

部分隆起，形成一个类似圆形土垄的部分，将墓室包围起来。随后在墓室中部覆盖上不同土层，形成墩体。至此整个土墩墓构

建完成。

2.年代推断

该墓属于典型的“一墩一墓”形制，与镇江大港沿江地区土墩墓形制类似。墓室位于土墩中部，以片状石块构成石椁，从

结构上来看，属于土墩墓发展的早期阶段
［3］

。

墓葬内出土原始瓷豆 8 件。形制类似，均为侈口，束颈，斜弧腹，下接喇叭形圈足。个别较矮，腹较深。从总体特征看与

邹厚本先生所说分期
［4］

的一期二期特征皆有些许差别：圈足较一期圈足矮，比二期圈足高；颈部具有部分二期特征，又与一期

有部分相似。D1M1 出土 8 件原始瓷豆应介于一期二期之间，大约相当于中原地区西周中晚期。参照刘建国先生的《论土墩墓分

期》
［5］

一文中第三期的特征，亦能看出，D1M1 出土的瓷豆在圈足上高于第三期，但在其他特征上较为符合，年代上应该不晚于

第三期即西周晚期。

D1M1︰3 与大港华山马脊墩
［6］

M1︰5 相似，但口较其外侈。其他器物也与马脊墩中类似，但均有些许差别，且 D1M1 出土器

物胎质较厚，釉层也较厚，从年代上看应要早于马脊墩土墩墓的西周晚期。

D1旁边的 D2 墩体相对较小，墓室竖穴土坑，带长方形墓道。墓葬内出土原始瓷豆 10 件，印纹硬陶罐 3件及 1件泥质陶罐。

D2中出土原始瓷豆，口较侈，圈足较矮，推断年代为西周晚期。从其墓室及出土遗物来看应晚于 D1。

受限于 D1M1 出土遗物较少，推断马家双墩土墩墓 D1M1 年代应该为西周晚期偏早。

（附记：考古工作得到江苏省文物局、镇江市文物处、丹阳文广新局、丹阳市文管办等单位的支持与协作，在此一并致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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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镇江博物馆：《江苏镇江丹阳马家双墩 D2 发掘简报》，《东南文化》2017 年第 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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