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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苏句容姊妹桥村东山土墩墓发掘简报
*1

南京博物院 镇江博物馆 句容市博物馆

【内容提要】：2016 年 4—10 月，镇江博物馆对句容市边城镇姊妹桥村东山土墩墓进行发掘，发现一座商周时期

墓葬（M4）及相邻器物群（Q1）。M4 的形制比较特殊，填土围坑、坑内层层压实土作棺床，棺床四周挖浅基槽置放

木炭，木炭层外挖柱洞建造墓上建筑。土墩墓中类似 M4 这种形制的墓葬，在宁镇地区尚属首见。根据出土器物形

制特点可断定东山土墩墓的年代为春秋晚期。

【关键词】：宁镇地区 土墩墓 棺床 春秋晚期

【中图分类号】：K871.3 【文献标识码】：A

一、概况

为配合江苏句容抽水蓄能电站的建设，2014 年 3—4 月，南京博物院对该电站占地范围进行考古调查及勘探，东山土墩墓

即在此次调查中被发现。2016 年 4—10 月，在江苏省文物局及南京博物院的组织、领导下，南京博物院考古研究所与镇江博物

馆组成联合考古队对该项目涉及到的文物点进行抢救性发掘，镇江博物馆负责发掘东山土墩墓。该次发掘采用四分法，开方 4 个，

编号为 T1—T4。共发现 3 座明清时期墓葬，1 座商周时期墓葬（2016JBZDM4，简称 M4），1 个器物群（2016JBZDQ1，简称 Q1）。

东山土墩墓位于句容市边城镇姊妹桥村东山顶（图一），距村东约 500 米，该村现已不存。该土墩墓东南，直线距离高仑

村 400 米。土墩西侧有新开南北向山路穿过。现地表种植有香樟树。地理坐标为北纬 32°6 29.268 、东经 119°15 46.76 ，

高程 74 米。平面呈不规则椭圆形，南北长 29.3、东西宽 27.9、高 2.3 米（图二；封二︰1）。挖掘机在土墩中部偏西北处挖了

一个大坑，土墩顶部已遭严重破坏。地表可见大量印纹硬陶片，纹饰有方格纹、席纹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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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地层堆积

根据土质土色该墩共分为 6 层，6层以下为生土。以 T1、T2南壁剖面为例进行介绍（图三）。

第 1 层：表土层，土色为灰褐色，土质松软，内含陶片、树竹根茎等。深 0～2.3、厚 0～0.6 米。表土中部被破坏。土墩南

部有三座明清时期墓葬，开口于该层下，此次简报不对这三座墓葬进行介绍。

第 2 层：土色为黄色，土质较硬，内含青砖块、青白瓷片等。深 0～1.1、厚 0.2～0.5 米。

第 3 层：土色为黄灰色，土质较硬，土质较纯，含零星石块。深 0.25～1.2、厚 0.15～1 米。分布于土墩墓的中、东部。

第 3 层及以下为土墩墓的堆土。器物群 Q1 开口于第 3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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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4 层：土色为红褐色，土质松散，呈颗粒状，分布于土墩中部，为土墩墓中心墓葬的封土。深 0.45～1.05、厚 0～0.8 米。

中心墓葬 M4 开口于第 4层下。

第 5 层：土色为黄褐色，土质疏松、较纯，分布于土墩墓的中、东部，为营建土墩墓的第二次堆土，属于建造堆积。本层

是从土墩外围向土墩中部堆积围成一个大坑，形成 M4 墓坑。深 0.9～1.25、厚 0～0.4 米。

第 6 层：土色为深黄色，土质较硬、较纯，为营建土墩墓的第一次堆土，为建造堆积。该层堆积分布于土墩中心墓 M4 的四

周，但 M4的西侧不见该层堆积，估计被现代坑所破坏。其如“围笼”般围住中心墓葬，此层堆积可称作“围笼”。深 0.95～1.7、

厚 0～0.4 米。

三、遗迹与遗物

现对土墩内发现的墓葬 M4、祭祀器物群 Q1 介绍如下。

1.墓葬

M4 位于土墩中心偏西，开口于第 4 层下，平面形状为不规则长方形，西部被现代坑打破。东西长 6.86、南北宽 4.4～5.1

米（图四；封二︰2）。根据堆积差异，其内堆积可分两大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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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测营建该墓葬的具体方法为：堆筑第 5 层土的时候从土墩外围向土墩中部堆积围成一个大坑，形成 M4墓坑，墓坑深 0.45～

0.65 米。在墓坑里堆土作棺床，也就是 M4 的②A 及②B，②A层为黄土层、②B 层为褐黄土层，②层均有压实迹象。在棺床上再

铺一层土形成置放遗体的地面，即①层，①层为深黄色土层，①层面上有小面积的分布不均匀的炭灰层，炭灰层极薄，几乎一

刮即不见，形成原因未知，未发现明显的葬具痕迹。而后，在①层上四周挖浅沟槽，沟槽深约 0.04、宽约 0.5 米，沟槽内填放

木竹炭，从平面上看呈条带状，应为长方形的闭合形状，木炭圈并不是严格顺着棺床的边缘建造，北侧木炭沟槽在棺床北缘的

内侧。在棺床的外侧四周建造柱洞，柱洞大小不一，共有 10 个（ZD1—ZD10）（表一）。柱洞剖面皆为垂直形状，无倾斜，也

就是说，柱洞所承载的木柱应为垂直形态，M4 的墓上建筑的墙壁为垂直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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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4 的随葬品置放于棺床的东北部，共有 9 件（封二︰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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陶鼎 4件。M4︰1，夹砂红陶，折沿、侈口、直腹、近平底，半圆形鼎足，沿面两侧有一对陶耳。口径 24.7、高 21.4 厘米

（图五︰1；封二︰5）。M4︰2，夹砂红陶，折沿、侈口、弧腹、近平底，铲形鼎足。口径 22.5、高 11.8 厘米（图五︰2）。

M4︰3，夹砂红陶，折沿、侈口、直腹、平底，半圆形鼎足。口径 21.6、高 15.7 厘米（图五︰3）。M4︰4，夹砂灰陶，折沿、

侈口、直腹、近平底，半圆形鼎足，器顶两侧有一对陶耳。器身略变形。口径 23.5、高 25 厘米（图五︰4；封二︰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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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始瓷盏 5 件。尖唇、敞口、微束腹。M4︰5，平底，内壁有螺旋纹。土黄色陶胎，通体施青绿色釉。口径 7.6、底径 3.6、

高 3.9 厘米（图五︰5；封三︰1）。M4︰6，平底略内凹。灰白色陶胎，通体施青绿色釉。口径 8、底径 4.9、高 3.6 厘米（图

五︰6；封三︰2）。M4︰7，平底略内凹。土黄色陶胎，通体施墨绿色釉，大部脱落。口径 7.8、底径 4.6、高 3.3 厘米（图五

︰7）。M4︰8，平底。土黄色陶胎，通体施墨绿色釉，大部脱落。口径 8、底径 4、高 2.9～3.1 厘米（图五︰8）。M4︰9，平

底，内壁有螺旋纹。土黄色陶胎，通体施棕色釉，大部脱落。口径 7.7、底径 4.1、高 3.8～4.2 厘米（图五︰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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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器物群

Q1 位于土墩的西北部，第 3 层下开口，置放于第 4层上。Q1 共出土器物 19 件，分布很分散，似不是一次性置放，推测是

不同时间段置放的祭祀器物；而且多数器物破碎非常严重，极有可能是有意为之（图六；封二︰3）。置放 Q1 的地面南北向略

微倾斜（南高北低），东西向比较平整，这种相对平整的地面似乎人为修整而成。



14



15

（1）原始瓷盏 7 件。尖唇、敞口、直腹、下腹斜内收。

Q1︰1，平底略内凹，内壁有螺旋纹，土黄色陶胎，通体施青绿色釉，大部脱落。口径 7.3、底径 3.6、高 3.8 厘米（图七

︰1）。Q1︰2，平底，内壁有螺旋纹，土黄色陶胎，通体施青绿色釉，外壁釉几乎脱落殆尽。口径 7.3、底径 3.3、高 3.7 厘米

（图七︰2）。Q1︰4，平底，内壁有螺旋纹，灰白色陶胎，施棕色釉，大部脱落。口径 7.6、底径 3.6、高 4～4.2 厘米（图七

︰3）。Q1︰6，平底，灰白色陶胎，通体施青绿色釉，大部脱落。口径 8.4、底径 4、高 3.2 厘米（图七︰4；封三︰3）。Q1︰

7，内壁有螺旋纹，灰白色陶胎，施棕色釉，大部脱落。器身略有变形。口径 7.3、底径 3.5、高 3.6～3.9 厘米（图七︰5；封

三︰4）。Q1︰12，平底，内壁有螺旋纹，灰白色陶胎，施棕色釉，大部脱落。口径 7.6、底径 3.5、高 4.2 厘米（图七︰6）。

Q1︰13，土黄色陶胎，通体施青绿色釉，大部脱落。口径 7.9、底径 3.5、高 3.8 厘米（图七︰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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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陶罐 10 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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泥质陶罐 8 件。Q1︰5，泥质红陶，尖圆唇、敛口、鼓肩、弧腹斜内收、平底略内凹。素面。口径 11.2、底径 13.7、腹径

18.2、高 10.5 厘米（图七︰8）。Q1︰15，泥质红陶，卷沿、侈口、弧肩、鼓腹、平底略内凹。肩部及以下饰席纹（图八︰4）。

口径 14、底径 16、腹径 23.2、高 16.5 厘米（图七︰9）。Q1︰18，残，腹部缺失。泥质红陶，尖圆唇、敞口、弧肩、底内凹。

颈部饰弦纹，肩部及以下饰席纹。底径 19.4、口径 13、复原高度 22 厘米（图七︰10）。Q1︰19，残，仅剩口沿及肩部。泥质

红陶，尖圆唇、侈口、弧腹。肩部饰弦纹，肩部以下饰复线方格纹。口径 13.6、残高 5.2 厘米（图七︰11）。Q1︰3，残，仅

剩腹部及以下。泥质灰陶，鼓腹、平底。饰席纹。底径 16.5、腹径 26.6、残高 18 厘米（图七︰12）。Q1︰11，泥质红陶，卷

沿、侈口、鼓肩、弧腹、平底。肩部及腹部饰席纹（图八︰2）。口径 14、底径 13.6、腹径 20.8、高 14.5 厘米（图七︰13）。

Q1︰14，泥质红陶，尖唇、侈口、弧肩、鼓腹、平底。肩部饰梯格纹、腹部饰方格刻线纹（图八︰3）。口径 12.6、底径 14.1、

腹径 19.3、高 13.1 厘米（图七︰14）。Q1︰9，残，仅剩下腹部及底部。泥质红陶，斜直腹、平底。腹部饰菱形填线纹（图八

︰1）。底径 20.3、残高 13.8 厘米（图七︰15）。

硬陶罐 2 件。Q1︰16，卷沿、侈口、弧肩、鼓腹、平底。红褐色胎。肩部及以下饰席纹（图八︰5；封三︰5）。口径 20、

底径 20.3、腹径 28.7、高 18.8 厘米（图七︰16）。Q1︰17，尖唇、敞口、鼓肩、弧腹、凹平底。灰色胎。肩部及以下饰方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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刻线纹（图八︰6）。口径 17.4、底径 18.5、腹径 28.5、高 19 厘米（图七︰17；封三︰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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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其他陶器

器盖 1 件。Q1︰10，残，盖钮缺失。硬陶，圆唇、敞口、弧腹。土黄色胎，通体施棕色釉。盖径 10.3、残高 2.4 厘米（图

七︰18）。

陶纺轮 1 件。Q1︰8，泥质红陶，算珠形。直径 2.8、高 1.8 厘米（图七︰19）。

东山土墩墓的器物大部分为素面，只有一些陶罐施纹饰，纹饰以席纹、方格刻线纹等为主（图八）。

三、结语

姊妹桥村东山土墩墓为一墩一墓形制，根据 M4及 Q1 中陶器的形制特点以及与其他土墩墓陶器的对比可发现，Q1︰1、M4︰

5原始瓷盏与德清独仓山 D6M1︰7、D8M1︰6 原始瓷盏形制非常近似
［1
］，而且东山土墩墓中大多数原始瓷盏形制非常接近；Q1

︰17 硬陶罐与德清独仓山 D6M1︰1 硬陶罐皆为敞口、鼓肩、弧腹，形制近似。德清独仓山 D6M1 及 D8M1 为春秋晚期墓葬，那么

姊妹桥东山土墩墓的年代也应为春秋晚期。

姊妹桥村东山土墩墓 M4 形制非常有特点，堆土围坑，在坑内压实土作棺床，而后在棺床四周挖浅基槽置放木竹炭，木竹炭

沟四周又挖柱洞建造墓上建筑。这种形制的土墩墓还是首次发现。并且，姊妹桥村东山土墩墓位于宁镇山脉的南麓，这个区域

发现的土墩墓较少，发掘数量更是有限，我们对该地区土墩墓的认识，与大港沿江区及茅山地区土墩墓相比，略显模糊。此次

发掘，不仅让我们对宁镇山脉地区的土墩墓有了新的认识，而且为整个土墩墓的发现及研究提供了非常珍贵的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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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德清县博物馆：《独仓山与南王山——土墩墓发掘报告》，科学出版社 2007 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