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

江苏扬州郭庄隋代墓葬发掘简报
*1

扬州市文物考古研究所

【内容提要】：郭庄隋代墓葬位于江苏扬州西湖镇俞桥村郭庄境内，2011 年 11 月底，扬州市文物考古研究所对

其进行了抢救性发掘。此次考古发掘清理了三座竖穴土坑夫妇合葬木棺墓，出土了瓷器、铜器、玉器、石器、漆木

器及钱币等随葬器物，具有隋代墓葬的特征。三座墓葬的发掘，为研究扬州地区隋代丧葬习俗提供了珍贵的实物资

料。

【关键词】：扬州；隋代；墓葬；木枕；青釉瓷器

【中图分类号】：K871.43 【文献标识码】：Ａ

郭庄隋代墓葬位于江苏扬州西湖镇俞桥村郭庄境内，地理坐标为东经 119°21 9 、北纬 32°269 。2011 年 11 月 23日，在

江苏扬州维扬经济开发区横二支路道路建设施工时发现了古墓葬。扬州市文物考古研究所接到报告后，迅速安排专业技术人员

赶至现场调查，并对施工道路的范围进行勘查，抢救性发掘了三座竖穴土坑夫妇合葬木棺墓，编号分别为 2011YXGM1、M2、M3(以

下简称为 M1、M2、M3)，其中 M1 棺盖在施工过程中遭受一定破坏（图一）。现将墓葬清理情况简报如下。

一、墓葬形制

墓葬上部覆土已被施工下挖路基时所破坏。三座墓葬均为竖穴土坑夫妇合葬木棺墓，墓圹呈梯形，口大底小。三座墓排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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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序，分布于西北—东南一条直线上。墓葬方向亦基本一致，呈东北—西南向（图二）。

M1 坑口长 3.54、宽 2.02～2.12 米，墓向 30°。坑口东边设有一个宽 0.1 米的二层台，距地表深 0.2 米，坑底距地表深

1.65 米（图三；封二︰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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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2 坑口长 4.3、宽 2.0～2.1 米，墓向 35°。坑口东边设有一个宽 0.1 米的二层台，清理深度为 0.2 米，坑底距地表深 1.6

米（图四；封二︰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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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3 坑口长 3.25、宽 1.9～2 米，墓向 32°。坑底距地表深 1.5 米（图五；封二︰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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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以保存最好、随葬器物最丰富的 M2为例，对葬具形制作具体说明。墓葬内放置两具梯形木棺，桫木质，前高后低、前宽

后窄、口小底大，由棺盖、底板、两侧壁板及前后挡板四部分围合而成。侧壁板两端内侧开竖槽，插入两挡板，棺的两侧壁板、

挡板与棺盖交接处有凹凸榫卡合，以固定棺盖，侧壁板、挡板与底板无榫卯结构，只用棺钉固定。右侧为男棺，棺盖前端宽且

厚，后端窄且薄，横截面呈弧形，中部拱隆，两侧对称分布六个铁钉，下面凿有长方形凹榫，长 3.4、前宽 0.72、后宽 0.55、

厚 0.14～0.2 米。棺上口通长 2.88，前宽 0.68、内高 0.84，后宽 0.54、内高 0.78 米。棺底板纵截面呈倒梯形，上长 2.66、

下长 2.56、厚 0.14～0.19 米，底板前后端面的斜度与棺前后挡板斜度相同。两侧壁板呈倒梯形，上长 2.88、下长 2.66、厚 0.14～

0.16 米，与底板端面斜度相同。左侧为女棺，尺寸略小，形制与男棺相同。出土文物 15 件（组）。男棺内随葬滑石猪、铜钱、

木枕等，棺外前侧随葬青釉鸡首壶 1 件。女棺内随葬滑石猪、铜钱、木枕、银簪、玉钗等，棺外前侧随葬青釉盘口壶 1件。

二、随葬器物

三座墓葬均未被盗掘，保存较为完整。棺内随葬品主要为死者穿戴、手握饰品、木枕及铜钱等，棺外的随葬器物放置在前

端，为青釉瓷碗、壶、罐。出土瓷器、铜器、玉器、石器、漆木器及钱币等随葬器物共计 30 件（组）。

（一）青釉瓷器

碗 3 件。M1︰2，覆扣于 M1 右棺外前端的青釉鸡首壶口上。敛口，圆唇，弧腹，饼足，平底内凹。灰胎，胎内有杂质。青

釉，内外壁均施半截釉，釉下均施化妆土，釉面有细密开片，有光泽感。口径 13.1、底径 5.6、高 7.4 厘米（图六︰1）。M3

︰1，覆扣于 M3 左棺外前端的青釉双唇罐口上。敛口，圆唇，弧腹，饼足，平底内凹。灰胎，表面发红，胎内有杂质。青釉，



9

内外壁均施半截釉，有流釉现象，釉下均施化妆土，釉面有细密开片，有光泽感。口径 13.5、底径 5.6、高 8厘米（图六︰2）。

M3︰3，直口，方唇，弧腹，小饼足底，平底内凹，足墙微外撇。灰胎，细腻有杂质。青釉，内外壁均施半截釉，釉面有细密开

片，光泽感强。口径 10.7、底径 3.6、高 6.1 厘米（图六︰3；封三︰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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盘口壶 3 件。M1︰1，口沿残，长颈，鼓腹，下腹渐内收，平底内凹。肩部附四系。颈部有一道凸弦纹，灰胎，细腻，有灰

白色细粒杂质。青釉，外壁施釉不到底，釉面有开片、流釉现象，釉厚处窑变成月白色斑纹。外底有 4 个圆形支钉痕。口内有

“T”形木塞。残口径 11、腹径 22.8、底径 12、残高 34 厘米（图六︰4）。M2︰10，盘口侈沿，长颈，鼓腹，平底内凹。肩部

六个横系。灰胎，细腻。青釉，内壁仅施釉至颈部，外壁施半截釉，釉面开片，有光泽感。口内有“T”形木塞。口径 17.7、腹

径 16.8、底径 11、通高 42.2 厘米（图六︰5；封三︰4）。M3︰4，盘口，侈沿，细长颈，橄榄形腹，平底内凹。肩部置对称双

复系。灰胎，细腻。青釉，内壁仅施釉至颈部，外壁施半截釉，釉面光亮。盘口内 4 个支钉痕。口径 15、腹径 16.8、底径 11、

通高 35.5 厘米（图六︰6；封三︰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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鸡首壶 2 件。M1︰3，盘口，侈沿，细长颈，鼓腹，下腹逐渐内收，至底部又微向外侈，平底内凹。肩部向外伸出一鸡首，

高冠，圆目，嘴两侧各塑两个肉髯。肩部置一个双股执把，把端为螭首双角，张口衔壶盘口。在肩部把手和鸡首两侧各贴两个

竖系。颈部有两道凸弦纹，上弦纹上下有仰、俯莲瓣纹。肩与颈相接处以及肩部又有两道凸弦纹，其内部贴四个模印高浮雕兽

面纹，兽面外围为连珠纹。腹中部有两道细凹弦纹。肩部凸弦纹和凹弦纹为模印贴花纹饰，兽面下连接一枝叶纹，共四组，在

其间间隔模印四根枝叶纹中部兽面纹组合四组。青釉，内壁施釉至长颈中部，外壁施釉不到底，釉面开细片，有光泽感。灰白

胎，细腻，坚致。口径 10.5、腹径 21.3、底径 10.3、通高 44 厘米（图六︰7；封三︰2）。M2︰9，盘口，长颈，溜肩，橄榄

形腹，下腹逐渐内收，至底部又微向外侈，平底。肩部向外伸出一鸡首，高冠，圆目，张嘴作啼鸣状，嘴两侧塑肉髯。肩部置

一个双股执把，把端为螭首双角，张口衔壶盘口。在肩部把手和鸡首两侧各贴塑两个桥形横系。颈部有两道方形凸弦纹。在壶

腹部划两道凹弦纹，在弦纹间有 14 颗连珠纹与外围两道放射状短线纹组合，弦纹上侧饰 15 瓣覆莲纹，下侧饰 18瓣仰莲纹。内

壁施釉至长颈中部，外壁施釉不到底，釉面开细片，有光泽感。灰白胎，细腻，坚致。口内有“T”形木塞。口径 10.8、腹径

22.6、底径 16.7、残高 46 厘米（图六︰8；封三︰5）。

双唇罐 1 件。M3︰2，外唇残。内唇微敛，鼓腹，平底内凹。肩部附四个横形系。灰胎，胎内有杂质。深青釉，内壁仅口沿

及外部施半截釉，釉面开片，釉面大部分脱落。内口径 10.9、外口径 16.8（复原）、腹径 23.6、底径 13.2、通高 25.6 厘米（图

六︰9；封三︰3）。

（二）漆木器

漆盒 1件。M2︰13-1，盒盖、盒底组成。盒盖，直口，圆唇，平顶，顶缘弧形凹角。盒底，子母口，圆唇，直壁，腹下弧

形内凹。木胎，用整木刳削。盒内外髹黑漆，光洁明亮。盒盖内顶和底部均书写“官”字款。底径 19.2、高 7.7 厘米（图七︰1；

彩插一〇︰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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木篦 1 件。M2︰13-2，置于漆盒中，残存近半。弧形篦背，两端有侧护。侧护间为刺形齿，现有篦齿 30 根。梳两面的齿

上方均有凹槽一道。通高 4.6、残长 9.1 厘米（图七︰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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木枕 3 件，均桫木质。M1︰6，由颈枕和头托两部分组成。颈枕呈银锭形，中部为凹弧形，中间偏下有一个长方形穿孔榫眼，

用于置曲尺形木板头托。上长 26、下长 24.7、上宽 7.3、下宽 5、高 7.3 厘米（图七︰3；彩插一〇︰4）。M2︰4，由颈枕、头

托及尸板三部分组成，颈枕为长方形，上面为弧形，中部有一个“V”形凹槽，枕外侧凿一个深 2厘米的长方形榫眼，放置曲尺

形斜坡状木托。内侧凿一个通长 1 厘米深的凹槽，安装一个长方形的托板，木板一端为方形，另一端为内弧形。高 13、宽 44.5、

通长 65 厘米（图七︰4；彩插一〇︰3）。M2︰8，由颈枕、头托及尸板三部分组成，颈枕为长方形，中部有一个倒梯形凹槽，

槽底部内低外稍高。凹槽的底部凿有一个方形的榫孔，其内正好置一个舌形斜坡状木托。枕下面放一块托板，板一端为方形，

另一端为外弧形，托板比枕两侧多出 1 厘米。高 14.5、宽 41.7、通长 80厘米（图七︰5；彩插一〇︰5）。

（三）铜器

铜腰带一套 4 件，M2︰14。带扣，1 件。由椭圆形铜环和方形铜片铆合而成，周缘抹斜，铜片对折后，铆钉铆合加固，一

端以圆形轴孔和椭圆形环相接，舌形扣针。通长 5.1、环长径 3.5、短径 1.5、扣针长 2.34 厘米。方形带銙，2 件。由上下两片

方形铜片铆合而成，周缘抹斜，上下各有 6 颗铆钉相接，下端有矩形穿孔。銙边长 2.65、厚 0.6 厘米，矩形孔边长 1.2、宽 0.5

厘米。铊尾，1 件。由上下两片方形铜片铆合而成，周缘抹斜，上下各有 6 颗铆钉相接，平面呈圭形，一端平齐，一端为钝角。

通长为 2.9、宽 2.7 厘米，两片厚 0.23 厘米（图九︰1；彩插一〇︰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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铜镜 3 件。M1︰9，连弧纹昭明镜，圆形，镜面平直。半圆形钮，圆形钮座，宽平素缘。座外为十二连弧纹，之外为两周斜

短线纹间一圈铭文，字迹模糊，“内而清而以而昭而日而月而□而□泄而”。面径 9.8、背径 8.6、钮高 1.0、钮宽 2.1、缘高

0.5 厘米（图八︰1；封三︰7）。M2︰12，东王公西王母四兽镜，圆形，圆钮，圆钮座。内区高浮雕环列四兽，体态丰腴，立体

感强，两两相对作戏情状，尾巴上翘。铭文一圈，字迹模糊，零星能识读“□□作竟□□□辟去不羊宜古市上有东王父西王母

□□□□”。外区两圈锯齿纹夹双线波折纹。面径 12、背径 11.2、钮高 1.2、钮宽 1.3、缘高 0.4 厘米（图八︰2；封三︰8）。

M2︰13-4，六乳六鸟纹镜，圆形，圆钮，圆钮座。内区为六乳与六鸟相间环列，鸟昂首欲飞，其间点缀云纹。外区为锯齿纹和

双线波折纹组合。面径 9.9、背径 8.5、钮高 0.6、钮宽 1.3、缘高 0.4 厘米（图八︰3；封三︰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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鎏金铜钗 1 件。M1︰10-1，整体呈“U”字形，圆截面，钗首向端部渐变尖，尖锋。残长 5.3、钗首宽 1.5 厘米（图九︰5）。

（四）银器

银双人饰件 1 件。M2︰13-3，模铸，左男右女，男一腿残，两人手搀手。形体虽小，面部及衣着刻划细腻，富有动态感。

宽 2.5、高 2.86 厘米（图九︰2）。

银饰件 1 件。M2︰15，模铸，整体呈“∝”字形，截面略呈三角形，背面有凸细线纹。长 6.3、宽 1.5 厘米（图九︰4）。

银钗 3件。M2︰2，整体呈“U”字形，圆截面，钗首向端部渐变尖。长 7.88、钗首宽 1.83 厘米（图九︰6）。M1︰10-2，

双股叉形并拢，圆截面，钗首向端部渐变尖，锋圆钝。长 9.2、钗首宽 0.69 厘米（图九︰8）。M2︰7-1，整体呈“U”字形，圆

截面，钗首向端部渐变尖，锋圆钝。长 12.57、钗首宽 2.26 厘米（图九︰10）。

银簪 1 件。M2︰7-2，整体呈圆锥形，中空，簪首已锈蚀残断。残长 6.5、断面直径 0.6 厘米（图九︰7）。

（五）钱币

三座墓葬中均出土有钱币，共计 292 枚，其中 M1 出土 136 枚，M2 出土 143 枚，M3 出土 13 枚。种类有半两、四铢、五铢。

半两 1 枚。铜质，M1︰4-1，外圆，中间方形穿孔。边缘无外廓，穿的正背面也无郭，穿旁有篆书“半两”二字，直径 2.3、

穿径 0.9、厚 0.12 厘米（图一一︰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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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铢 3 枚。铜质，篆书。M1︰4-2、4-3，正面无内郭，窄边外郭，背面内外窄边郭，正面“四铢”，“铢”字的金字头呈

三角形，四点为短竖线状，偏旁“朱”字上笔方折，下笔弯曲，比金字旁稍高。M1︰4-2，直径 2.3、穿径 0.89 厘米（图一一︰

2）。M1︰4-3，直径 2.17、穿径 0.93 厘米。M1︰4-4，1 枚。正背面内外有窄边郭，正面是“四铢”，“铢”字体纤细，整字

内侧弧形，“金”字头呈斜三角形，四点为短竖线状，偏旁“朱”字上笔方折，下笔弯曲，比金字旁稍高。背面篆书“孝建”

二字。直径 2.08、穿径 0.98、厚 0.11 厘米（图一一︰3）。

五铢 288 枚，根据形制、质地及钱文特征，分为四型。

A 型 92 枚。铜质，篆书。“五”字交笔弯曲，“铢”字的金字头呈三角形，四点为横短状或短竖状。M2︰3-1，直径 2.3、

穿径 0.9、厚 0.1 厘米（图一一︰4）。M2︰3-2，正面有外郭，背面有内外郭，偏旁“朱”字上下笔弯曲，与金字旁基本平齐。

直径 2.53、穿径 0.99、厚 0.13 厘米（图一一︰5）。M2︰3-3，边郭凸起，钱背有穿郭，四点为短竖线状，偏旁“朱”字上笔

方折，下笔圆弧。直径 2.44、穿径 0.95、厚 0.14 厘米（图一一︰6）。M2︰6-1，有内郭无外郭，偏旁“朱”字上笔方折，下

笔圆弧，与金字旁基本平齐。直径 2.3、穿径 0.9、厚 0.1 厘米（图一一︰7）。

B 型 51 枚。铁质，篆书，多锈蚀。M1、M2 中出土。边郭较宽，穿郭较窄。“五”字略显瘦长，交笔较直；“铢”字的金

字头呈三角形，四点为横短状，偏旁“朱”字上下笔方折，与金字旁基本平齐。背郭穿边较宽，背面有四出文。M1︰4-5，直径

2.08、穿径 0.6、厚 0.22 厘米（图一一︰8）。

C 型 52 枚。铜质，篆书，M1、M3 中出土。剪轮五铢，有的剪去一半，有的剪去接近内郭。M3︰5-1，篆书。剪去五铢字的

一半，仅剩“五”的一半及“朱”。“五”字交笔弯曲，“朱”字上笔方折，下笔弯曲。直径 1.75、穿径 1、厚 0.1 厘米（图

一一︰9）。M3︰5-2，篆书。剪去仅剩内郭，依稀能见“五”、“朱”字。直径 1.4、穿径 0.92、厚 0.14 厘米（图一一︰10）。

M1︰4-6，篆书。剪去外郭，背面有内郭，“五”字交笔弯曲，“铢”字的金字头呈三角形，四点为横短状，偏旁“朱”字上下

笔弯曲，与金字旁基本平齐（图一一︰11）。有的仅剪去外郭（图一一︰12、13）。

D型 93 枚。铜质，篆书，“五”字近笔直交叉，略呈两个对顶三角形，“五”字左边有一竖线，“铢”字“金”旁头呈斜

三角形。M1︰7，边郭凸起，钱背有穿郭。“朱”字上下两笔方折，与“金”字旁平齐，四点呈短竖线状。直径 2.32、穿径 0.81、

厚 0.13 厘米（图一一︰14）。M2︰3-4，直径 2.28、穿径 0.78、厚 0.11 厘米（图一一︰15）。M2︰6-2，直径 2.2、穿径 0.91、

厚 0.13 厘米（图一一︰16）。

（六）其他

滑石猪 8 件，根据形态的不同，可分为二型。

A型 2件。方形体态，呈伏卧状，截面方形，前后蹄都屈收于腹下，吻部、双耳、双眼各置一小孔，猪身刻细密的猪毛纹。

M1︰5-1、M1︰5-2，长 4.8、宽 2.5、高 2.5 厘米（图一〇︰1；彩插一〇︰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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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型 6 件。圆润形体态，呈伏卧状，其吻部突出微上翘，前后蹄都屈收于腹下，长尾，富有动态感。造型圆润，表面精细光

洁。猪的耳、背、尾、腿等各部分轮廓简练流畅，形态生动。M1︰8-1、8-2，吻部未挖鼻孔，眼睛刻划逼真。两猪尾部甩于异

侧。长 5.9、宽 1.6、高 2厘米（图一〇︰2）。M2︰1-1、1-2，形体较小，吻部鼻孔及眼睛均置小孔，尾部中垂，其一呈“S”

形，富有动态感。长 4.8、宽 1.8、高 2.1 厘米（图一〇︰3、4）。M2︰5-1、5-2，形体较小，吻部鼻孔及眼睛均置小孔。两猪

尾部甩于异侧。长 6.7、宽 2.2、高 2.4 厘米（图一〇︰5、6；彩插一〇︰2）。

玉钗 1 件。M2︰7-3，整体呈“U”字形，钗身圆截面，钗首向尾端渐变尖，尖部残断。残长 6.2、钗首宽 2.8 厘米（图九

︰3）。

铁钉 1 枚。M2︰12，出土于 M1 棺盖上。圆形扁平帽，钉身四棱长条形，下部残断，钉帽直径 3、残长 14.8 厘米（图九︰9）。

三、结语

（一）墓葬年代

此次发掘的三座夫妇合墓葬，形制相同、排列有序，但均无纪年材料，下面根据墓葬形制和出土器物特征，推断其年代。

三座墓均为小型的竖穴土坑墓，梯形木棺。这是南方地区出土较多的墓型，苏、浙、皖、赣等地均有发现，长 3～5米。1957

年江苏省扬州市东北凤凰河拓宽工程中发掘清理隋墓 4 座，均为小型的梯形竖穴土坑墓，木棺形制也与郭庄墓葬相同
［1］

。

随葬器物组合各地并不一致，最常见的是壶、双唇罐和碗的组合，碗一般覆盖于壶或罐口上。壶以青釉瓷器为多，有盘口

壶和鸡首壶。盘口壶，细颈，上腹圆鼓、下腹内收。隋开皇时盘口壁较高、口沿微撇，颈长而直，最大腹径在壶腹中部，壶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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腹内收呈卵形，肩部 4～6 耳。隋大业时盘口较前略外撇，最大腹径也稍上升，以 4耳为多
［2］

。M2 内出土的青釉六系盘口壶，

器形较大，颈粗长，盘深，鼓腹，肩部横置六系与湖南湘阴县隋大业六年（610 年）墓
［3］

、武汉测绘学院隋墓
［4］

等出土的盘口

壶造型类似，推测年代也基本相近。M3 出土双复系盘口壶，浅盘细颈、橄榄形腹、平底，流行于南朝至唐初的墓葬中，出土数

量较多，在扬州凤凰河隋墓、浙江江山隋大业三年（607 年）墓
［5］

、浙江衢州隋墓
［6］

、浙江嵊州隋大业二年（606 年）墓
［7］

、

江苏镇江诈输隋墓
［8］

都有出土，器型基本类似。鸡首壶自西晋以来十分流行，形制逐渐有所变化，至隋代，器身修长、鸡头更

为写实、生动，初唐已不多见，后不复出现。郭庄墓葬出土的两件青釉螭把鸡首壶与李静训墓（隋大业四年，608 年）出土白

瓷双系螭把鸡首壶造型十分相似
［9］

。郭庄出土的青釉双唇罐与郑仲明墓（郑仲明卒于 528 年，610 年后人始将其骸骨葬于荥阳）
［10］

出土的黄釉双唇罐亦形制相同。另外，在 M1、M2 均出土 D 型“五铢”铜钱，即“五”左边靠近方孔处有一竖划，其余三面

无郭。这一类铜钱也出现于隋代
［11］

的墓葬中，当为隋五铢。根据墓葬形制，结合出土器物的比较，笔者将郭庄三座墓的年代定

为隋代。

（二）文化特征

墓葬中出土的六件青釉瓷器，都出现不同程度的残缺。盘口壶系、盘口，鸡首螭柄壶螭柄以及青釉双唇罐外唇均有不同程

度的残缺，这种现象在扬州隋至初唐的墓葬中较为常见，可能与“毁器”的葬俗有关。墓葬内出土三件带头托的木枕在扬州地

区古墓葬中为首次发现。从形制上看，承继了长方形木枕，并在木枕的外侧新增加了头托，下侧又增加垫板，可能是专为逝者

定制的器物，在唐代墓葬中尚未发现。郭庄三座隋代墓葬，虽然墓葬形制单一，但随葬品类型丰富多样，不乏精品，对于研究

隋代扬州地区社会经济文化发展状况及丧葬习俗等具有重要意义。

绘图：刘群罗录会薛炳宏

拓片：李久江薛炳宏

摄影：张富泉闫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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