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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京市雨花台区后头山东晋墓发掘简报
*1

南京市考古研究所

【内容提要】：2015 年 4－7月，南京市考古研究所对南京市雨花台区后头山东晋墓进行了抢救性发掘。墓地坐

北朝南，4座墓室东西向紧密排成一列，墓葬形制、大小相近，均为砖室券顶结构，长 5 米左右。墓葬多保存较好，

出土了包括青瓷器、陶器、金饰、铜印章等在内的各类遗物 90 余件（组），其中六面印、步摇金饰、头像砖等均

较罕见。根据出土的六面印，初步判断 M1 墓主为张迈。这处墓地的发掘对于研究六朝墓的出土遗物、葬制等方面

都具有重要价值。

【关键词】：东晋;家族墓;张迈;六面印;步摇;头像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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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头山东晋墓位于南京市雨花台区铁心桥街道尹西村冯韦自然村，龙西路北侧（图一）。2015 年 3 月 24 日，机械取土中

发现墓葬砖室后壁，南京市考古研究所于同年 4－7月进行了抢救性发掘，又于 2016 年对墓地排水沟进行了局部解剖。发掘的 4

座砖室墓（编号 M1－M4），集中排成一列、形制规模接近，应为一处家族墓（彩插四︰1）。根据 M1 出土印章推测墓主为张迈。

现将发掘情况报告如下。

1 收稿日期:2016-12-06



2

一、墓地概况和形制结构

墓地位于后头山的南坡，发掘前地表种植茶树，还有部分房屋基址。因近年村民的平整，垫土由北向南渐厚，M1－M4 的墓

顶垫土厚仅 0.2 米，往南排水沟以上垫土则达 2 米。M1 保存完整，M2－M4顶部略有坍塌，遭轻微扰乱。

墓地坐北朝南，墓门朝南偏东。M1－M4 由东向西呈“一”字排开，整齐、紧密，墓坑深度也基本相同，其中 M1 和 M2 为同

穴异室。4 座墓各自有斜坡墓道和排水沟，不过 M1－M3 的排水沟最终汇集成一条。M4 墓坑较浅，排水沟仅保存封门前一段，打

破了 M3 的墓道（图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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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1、M2、M3 形制和规模基本相同，均由斜坡墓道、排水沟、封门、甬道、墓室等部分构成。排水沟都略偏于墓道一侧。墓

壁三顺一丁砌法，单砖起券（图三、四）。两壁前部各有长方形壁龛，后壁设“凸”字形壁龛和直楞假窗。墓室后部设棺床，

棺床前砖垒长方形祭台。棺床底部为生土台，铺砖一层呈“人”字形。墓室前部和甬道底部也铺砖一层，方式略有不同（彩插

四︰2）。M1 设有长方形泄水孔，孔内嵌陶质长方形地漏。M4相对较小，长方形墓室，没有甬道，也不设棺床，铺地砖呈“人”

字形（图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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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座墓室两壁都是单层砖，丁砖多是半块，间或使用 1－3块整砖。用砖尺寸近同，长 30～32、宽 15～16、厚 4 厘米。M1 用

砖砖面压印钱纹放射纹，侧面光素（图六）。M2－M4 用砖相同，砖面为细布纹，侧面偶见模印“十”字符号（图七）。各砖室

形制、尺寸见表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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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出土遗物

四座墓室都仅容一棺，棺木朽尽，仅见铜、铁棺钉若干。人骨不存，根据出土遗物判断头朝向墓门。共出土遗物 90余件（组），

其中陶器多陈于祭台上，M1－M3 的壁龛内都有青瓷灯盏（有的滑落下方）。铜镜、滑石猪、金饰等都位于棺床上，为棺内随葬

品。M1的印章、铜三枝形器和铜镜出土位置相同，应同盛于漆木盒内。M2 和 M3 的金饰、银钗、料珠相对集中于头部。

（一）M1出土遗物

1.青瓷器

7 件。有盘口壶、碗和盏三种。灰白胎，青黄釉，釉多脱落。

盘口壶 2 件。浅盘口，矮束颈，圆鼓腹，平底。肩部对称贴附 4个桥形系。盘口及肩部各有凹弦纹。施釉不及底。M1︰4，

口径 12.4、腹径 22.8、高 24 厘米（图八︰1）。M1︰19，口径 15、腹径 25.2、高 27 厘米（图八︰2；彩插五︰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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碗 1 件。M1︰20，圆唇，上腹近直，下腹斜收，平底。口径 11.4、底径 6.8、高 3.8 厘米（图八︰3；彩插五︰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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盏 4 件。形制基本相同。圆唇，浅弧腹。唇部一周凹弦纹，内底微凸。依底部可分二型。

A型 1件。M1︰1，凸底。口径 8.8、底径 4.4、高 3.2 厘米（图八︰4）。

B 型 3 件。平底。M1︰2，口径 9、底径 4.4、高 3.2 厘米（图八︰5）。M1︰3，口径 8.8、底径 5.6、高 3.2 厘米（图八︰

6）。M1︰23，口径 8.4、底径 4、高 3 厘米（图八︰7）。

2.陶器

10 件（组）。泥质灰陶，有凭几、魁、砚、果盒、盘 5种。

凭几 1 件。M1︰8，圆弧背，中空，三足。几背与足榫卯相连。兽蹄足端刻画五趾。通体光素。背长 59.2、宽 10、通高 23.6

厘米（图九︰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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魁勺组合 1 套。魁，M1︰21，尖唇，直腹，平底。曲柄，柄端呈菱形。唇下一圈凹弦纹。口径 16.8、底径 13.6、腹高 6.6

厘米（图九︰2）。勺，M1︰22，口略呈椭圆形，尖唇，圜底。柄上刮削痕迹明显，断面呈不规则多边形。最大口径 6.8、残长

16.8、通高 11.2 厘米（图九︰3）。

砚 1 件。M1︰17，圆形，圆唇，直内壁，平底，三足。直径 8.4、高 4厘米（图九︰4）。

果盒 1 件。M1︰13，圆形，直腹，同心圆形，圈足。未能修复。

盘 5 件。形制相同，大小相近。圆形，圆唇，斜直腹，平底。M1︰16，口径 19.6、底径 17.6、高 2厘米（图九︰5）。



13

3.金属遗物及其他

铜印 1 件。M1︰7，“凸”字形，穿孔中残留线绳痕迹。印胚光素，部分印边锈蚀脱落。六面均有篆文，阴刻，其中五面有

边框，出土时个别白文内残存朱色。印钮刻文“白记”，正下“张迈”，四面分别是“张仲人”、“张迈白事”、“臣迈”、

“张迈白笺”。其中二字和三字的采用悬针篆。下部各边长约 1.9、上钮长 1.2、宽 0.9、高 1.1 厘米（图一○；彩插四︰4）。

图一〇// 六面印印文（M1︰7）

铜三枝形器 1 件。M1︰10，不分正反，两端对称。中部两横一竖为柄，两端各呈“山”字形。外端两枝为魑首，中枝略长，

端有穿孔。长 12.3、柄宽 2、端宽 3.6、厚 0.3 厘米（图一一︰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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铜镜 1 件。M1︰9，圆形，镜面弧凸。圆钮，穿内残留织物痕迹。主体纹饰为四乳四禽，外一圈横“S”，最外一圈为连弧

纹。直径 8、中部厚 0.3、缘厚 0.4 厘米（图一一︰1）。

铁刀 1 件。M1︰18，残缺，锈蚀严重。刀尖上弯。残长 21、宽 2、最厚处 0.4 厘米（图一一︰3）。

滑石猪 2 件。形制大小基本相同。略成长条形，蹲伏状。背部刻划鬃毛。M1︰5，长 8.5、宽 1.3、高 1.8 厘米（图一一︰4）。

M1︰6，前端雕琢一对鼻孔。长 8.2、宽 1.3、高 1.7 厘米（图一一︰5）。

头像砖 1 块。M1︰26，甬道铺地砖，一面阴刻头像，头像侧脸、深目长鼻、前额光秃、发际线靠后、耳上下各有一圆点。

刻画随意，线条流畅。长 30、宽 14.5、厚 4 厘米（图一二；彩插四︰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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铜棺钉 16 枚。形制相同，有大小两种，多于同一位置残断。钉帽长方形覆斗状，断面长方形。M1︰24-1，残长 22.8 厘米

（图一一︰6）。

铁棺钉十数枚。形制基本相同，锈蚀严重。钉帽方形覆斗状，断面长方形。M1︰25-1，残长 21 厘米（图一一︰7）。

（二）M2出土遗物

1.青瓷器

5 件。有盘口壶、熏炉和盏三种。

盘口壶 1 件。M2︰7，斜直口，束颈，平肩微弧，下腹斜直，平底。肩部对称贴附一对竖系。盘口及肩部有凹弦纹。青黄釉，

施釉不及底。口径 10.8、最大腹径 19.2、底径 10.8、高 20厘米（图一三︰1；彩插五︰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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熏炉 1 件。M2︰4，由承盘和炉身连接而成。承盘平唇，侈口，深弧腹，平底。承柱中空。炉身似罐，圆口，鼓腹。上腹三

层三角形镂空。灰褐胎，褐绿釉。炉内残留灰烬。承盘口径 14.4、炉身腹径 11.6、通高 14.2 厘米（图一三︰2；彩插五︰3）。

盏 3 件。分别出土于三个壁龛内，形制相同，大小相近。圆唇，浅弧腹，平底。内底微凸。唇部一道凹弦纹。M2︰3，口径

9.2、底径 6.4、高 3.8 厘米（图一三︰3；彩插五︰2）。

2.陶器

8 件。有果盒、魁、耳杯、碗和盘。泥质灰陶，出土时均破碎，其中陶魁和碗无法复原。

果盒 1 件。M2︰10，修复。同心圆形，子口，圈足。口径 21.6、高 5.2 厘米（图一三︰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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耳杯 1 件。M2︰5，杯口平面呈椭圆形，两端略上翘，深弧腹，平底。长 11.2、宽 6.4、高 4 厘米（图一三︰4）。

盘 4 件。形制相同，大小接近。斜直腹，平底。M2︰16，口径 20.4、底径 18、高 2.4 厘米（图一三︰6）。

3.金饰

金饰件集中出土于头部，有联胜、对鸟、花瓣、鱼、提篮、坠、扣等样式。部分金饰件上使用掐丝、焊珠等工艺，制作精

巧。

三连胜 1 件。M2︰17-1，三胜呈品字形，中部各有中空扁球，扁球上饰四瓣花。纹样边缘饰以金粟粒。顶部有一小孔，下

部有三个小孔。长 2、宽 1.8、球体厚 0.3 厘米（图一四︰1；彩插六︰2）。



20

坠 2 件。形制、大小相同。长颈，鼓腹，中空。金丝缠绕成图案，边缘满饰金粟粒。下腹有 6个圆圈，圈内镶嵌物多脱落，

个别可见红色填充物。圆圈之间各有一小孔。M2︰17-2，长 1.9、腹径 1.1 厘米（图一四︰2；彩插六︰4）。

鱼 1 件。M2︰17-3，片状，鱼形。金丝轮廓，边缘满饰金粟粒。头部、上鳍、下腹和腹鳍共有 4个小穿孔。长 3、宽 1.3 厘

米（图一四︰3；彩插六︰3）。

提篮 1 件。M2︰17-4，长方形提篮，提梁处残缺，中空。正面纹饰以金丝圆圈为中心，左右各为腰子形。边缘满饰金粟粒。

长 1、厚 0.5、高 1.2 厘米（图一四︰4；彩插六︰5）。

对鸟 1 件。M2︰17-5，片状，圆形，中部镂空纹饰为对鸟。纹饰边缘粗糙。直径 1.8 厘米（图一四︰5）。

花瓣 1 件。M2︰17-6，六瓣，中央有小穿孔。花瓣正面心形槽，缘饰金粟粒，原应有镶嵌物。直径 1.8 厘米（图一四︰6；

彩插六︰7）。

扣 1 组。M2︰17-7，两部分构成。一为圆形弧面，凹面有桥钮，刻画小圆圈和弧线。另一为圜底釜形，底有牛鼻穿。两部

分直径相同均为 1.4 厘米，扣合厚 0.6 厘米（图一四︰7；彩插六︰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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扣 1 件。M2︰17-9，仅余此一圆弧面，有桥钮，通体素。直径 1.5 厘米（图一四︰9）。

4.其他

鎏金银镯 1 件。M2︰17-8，双股中空，染铜绿锈。可见镏金。残长 3、宽 0.4、厚 0.2 厘米（图一四︰8）。

银指环 1 件。M2︰19，素面，一处留有镶嵌槽。直径 1.4 厘米（图一四︰10）。

银制品 1 件。M2︰15，不辨形状。

铜钱 2 枚。M2︰8，粉碎，出土时可辨“五铢”字样。

滑石猪 2 枚。略呈长条形，蹲伏状。M2︰9-1，长 8、宽 1.1、高 1.7 厘米。

（三）M3出土遗物

1.青瓷器

6件。包括盘口壶、熏炉和盏三种。

盘口壶 1 件。M3︰23，盘口斜直，束颈，圆鼓腹，平底。肩部对称贴附一对横系、两对竖系。盘口及肩部饰凹弦纹。青黄

釉，施釉不及底。盘口径 12、腹径 21.6、底径 12.4、高 23厘米（图一五︰1；彩插五︰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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熏炉 1 件。M3︰17，出土时残破，与 M2︰4 形制、釉色相同。承盘口径 13.6、炉腹径 11.2、通高 13 厘米（图一五︰2）。

盏 4 件。三件出自壁龛内，一件出自甬道。形制相同，大小接近。M3︰1，圆唇，浅弧腹，平底。内底微凸。唇部一圈凹弦

纹。青黄釉，施釉不及底，脱釉严重。口径 8.4、底径 6、高 3.2 厘米（图一五︰3）。

2.陶器

5 件。有魁、果盒和盘三种。其中果盒无法修复。

魁勺组合 1 套。魁，M3︰20，尖唇，深弧腹，平底。曲柄，柄端呈菱形。唇部一道凹弦纹。口径 19.2、底径 13.6、腹高 7 厘

米（图一五︰5）。内有一勺，M3︰24，口略呈圆形，尖唇，圜底。柄部残断，断面呈不规则多边形。口径 6、残长 10、残高 7.6

厘米（图一五︰6）。

盘 3 件。形制相同，大小接近。圆形，斜直壁，平底。素面。M3︰22，口径 19.6、底径 17.6、高 2.4 厘米（图一五︰4）。

3.金饰

对鸟 4 件。片状，圆形有边框，中央镂刻对鸟，形象大同小异。鸟展翅，眼部刻画圆圈。M3︰5-1 和 M3︰5-6，鸟喙共衔一

胜，鸟身素面。M3︰5-2 和 M3︰5-7，鸟身刻画圆点状装饰。直径 2.05 厘米（图一六︰1－4；彩插六︰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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鱼 1 件。M3︰5-3，在薄片上掐丝为轮廓，边缘饰以金粟粒。尾部略残缺。长 1.8、宽 0.65 厘米（图一六︰5）。

金饰残件 1 件。M3︰5-4，应为某饰品一部分，半球状，凸面饰四瓣花，有两个穿孔。直径 0.6 厘米（图一六︰6）。

坠 2 件。形制、大小相同。长颈，鼓腹。金丝缠绕出图案轮廓，边缘饰以金粒。腹部有 6 个圆圈，圆圈之间各有细小穿孔。

M3︰5-5、M3︰5-8，高 1.9、腹径 1厘米（图一六︰7）。

扣组件 3 件。M3︰5-9、M3︰5-10，两件形制大小相同，圆形弧面，凹面桥钮。凸面素，凹面刻画小圆圈和弧线。直径 1.6

厘米（图一六︰8、9）。M3︰5-11，圜底釜形，平缘，底有牛鼻穿孔。通体素。直径 1.6、高 0.4 厘米（图一六︰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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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其他

料珠 50 余枚。M3︰7，大小不等，中有穿孔。大的圆鼓形，直径 0.4～0.6 厘米；小的为细管切割而成，直径 0.2～0.3 厘

米（图一六︰11）。

银钗 4 枚。U字型，依长度和股间距离可分三型。

A型 2枚。细长，柔软。M3︰8-1、M3︰8-2，长 27、粗 0.1 厘米（图一七︰4、5）。

B 型 1 枚。M3︰8-3，长 18、股间距离 1.2、粗 0.2～0.4 厘米（图一七︰6）。

C 型 1 枚。M3︰8-4，短而硬。长 8.6、股间距离 2.8、粗 0.2～0.3 厘米（图一七︰7）。

铜镜 1件。M3︰12，镜面弧凸，圆钮，穿内残留织物。主体纹饰为四乳四花卉，向外依次是连弧纹、梯格纹、连弧纹。直

径 8.8、厚 0.2～0.3 厘米（图一七︰1）。

铜耳杯 1 件。M3︰15，杯口椭圆形，平唇，圆弧腹，平底。两耳平于杯口。通体未见纹饰。长 5.4、杯口宽 3.4、高 1.8 厘

米（图一七︰2）。

铁剪刀 1 件。M3︰16，锈蚀严重。交股曲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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滑石猪 2 件。形制相同，大小接近。长条形，蹲伏状。M3︰4-1，长 7.4、宽 1.6、高 1.6 厘米（图一七︰3）。

朱砂颜料 1 块。M3︰11，原来应盛于漆木容器内，呈半固态状，颜色鲜红。

（四）M4出土遗物

M4出土遗物较少，有青瓷盘口壶 1件，铜镜 1枚，陶果盒 1 件，陶盘 4 件，铜、铁棺钉若干。其中果盒出土时粉碎，无法

修复。

青瓷盘口壶 1 件。M4︰2，浅盘口，矮束颈，圆鼓腹，平底。肩部对称贴附 4个桥形系。盘口及肩部各饰有弦纹。盘口径 15、

底径 14.2、腹径 25.2、高 27 厘米（图一八︰1）。

铜镜 1 枚。M4︰1，镜面微凸，圆钮。一道凸弦纹与镜缘间为卷草纹。直径 8、厚 0.2～0.3 厘米（图一八︰2）。

陶盘 4 件。形制相同，大小接近。盘口斜直，平底，通体光素。M4︰3，口径 20、底径 17.8、高 2.4 厘米（图一八︰3）。

三、结语

（一）墓地形成与时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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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四座墓排列整齐，排水沟汇集成一条，显然是一处有规划的家族墓地。墓葬形制规模相近，出土陶器、青瓷器特征相同，

属于同一时代，应是短时期内营建完成。虽然从现象上看，M1 和 M2 存在一些叠压、打破关系，但这也只是同穴异室营建时的先

后关系。尤其是 M2 和 M3 无论形制还是出土遗物，都具有明显的一致性和很高的相似度。

根据出土六面印，初步判断 M1墓主为张迈。该类铜质“凸”字形六面印出土数量不多，而且见诸报道的多属于东晋贵族墓
［1］

，因而对墓葬时代和墓主身份都有一定标志性。M1－M4 可以认定为东晋张迈家族墓。

具体来看，四座墓规模不大，都是长方形单室券顶，两壁都设长方形壁龛，后壁有直楞假窗和“凸”字形壁龛，这种形制

结构流行于东晋中晚期。出土遗物特征明显，青瓷盘口壶为浅盘口、矮束颈、鼓腹、泥条系，盏浅弧腹、平底，流行于东晋中

期前后或中期偏晚。尤其是 M2和 M3 出土的酱釉青瓷熏炉，造型与象山王兴之夫妇墓
［2］

、老虎山颜镇之墓
［3］

、象山王建之夫妇

墓
［4］

出土的相同。M2和 M3 都出土了造型丰富的金饰，同类型的文物也仅见于东晋贵族墓中
［5］

。综合判断，张迈家族 4座墓时

代应为东晋中期或略晚。

（二）墓主关系与身份

后头山东晋张迈家族墓不仅墓葬形制完整，结构清晰，而且出土包括印章、金饰、头像砖、朱砂颜料等丰富遗物，为研究

墓主身份提供了珍贵材料。

张迈家族 4 座墓都是单人葬，是以 M1 墓主张迈为主，三人合葬的形式。与 M1 同穴异室的 M2 出土金饰表明墓主是位女性，

应为张迈妻。M3与 M2出土器物组合高度统一，也随葬同类金饰，故墓主也是位女性，而且与 M2 墓主身份相同，应为张迈继室。

M4墓葬规模较小，随葬品也很少，墓主地位显然较低。虽然出土遗物性别特征不明显，但得与张迈及二位妻子同排，也应考虑

为张迈的妻妾之一。张迈家族墓单个墓葬的规模较小，但六面印、金步摇等出土遗物却反映该家族非同一般的身份。独特的合

葬方式与罕见的出土遗物似乎揭示了张迈家族墓应是一种特殊历史情况下的产物。

《晋书·张光传》载：“（光）有二子：炅、迈。”
［6］

张光为梁州刺史，镇守汉中，受氐人围困，死于建兴元年（313 年）。

同传又曰：“迈多才略，有父风。州人推迈权领州事，与贼战没。”可见张迈也当战死于建兴年间，其卒年和生前活动地域都

难以同南京后头山张迈家族墓发生直接关系。若将 M1 墓主与史载张迈等同，则首先要对二者之间存在的时空距离给出合理解释。

关于 M1 墓主是否即为史书记载的张迈这一问题，尚有待今后的进一步探讨。

领队：周保华

发掘：陈大海 徐华 付明山

整理：陈大海 董补顺 祝乃军 雷雨

执笔：陈大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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