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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安吉天子岗孙吴、西晋墓墓主蠡测
*1

张秋华

（安吉县博物馆浙江安吉 313300）

【内容提要】：1993 年浙江安吉县博物馆在天子岗发掘了一座西晋太康六年纪年墓（M2）和一座孙吴时期无纪年

墓（M3）。根据两墓的形制规格、随葬器物分析，这是两座高等级的贵族墓葬。天子岗一带是朱氏家族墓地，三国

东吴至晋没有其他贵族葬在这里。据随葬器物特征判断，M3 下葬年代约在 240 年左右，结合有关史料记载推断，M2、

M3 的墓主应是朱氏家族的朱才与朱琬父子。

【关键词】：浙江安吉；太康六年；孙吴时期；朱氏家族；墓主

【中图分类号】：K878.8 【文献标识码】：Ａ

安吉县位于长江中下游浙江省西北部，东界浙江省德清县，南临浙江省余杭县与临安县，西接安徽省广德县，北面浙江省

长兴县。天目山脉在其西、南及东面构成天然屏障，只有北面留一豁口，面向太湖平原，整个地形呈一簸箕形。优越的地理位

置与特殊的地形使这里在新石器时代即成为连接东西南北的通途。春秋战国时期这里是吴越楚争夺之要地，秦汉时期也是长江

中下游之旺郡。安吉县内发现有大量的商周及两汉时期墓葬，遗存非常丰富。然三国以降，由于统治中心的转移以及交通的变

化等原因，墓葬等历史遗存发现相对较少。至今在安吉发掘的三国西晋时期较大型的墓葬只有两处：一处是 1958 年发掘的安吉

县三官乡的六朝初期墓
［1］

；另一处是 1993 年发掘的高禹乡天子岗的孙吴西晋墓
［2］

。

1993 年，安吉县博物馆抢救性发掘了天子岗墓地，共清理墓葬三座，其中两座为纪年砖室墓，分别为东汉永和二年（137

年）墓（M1）和西晋太康六年（285 年）墓（M2）。M3 为无纪年墓。M1 早年被盗，仅存少量陶器和铁器。M2 共出土器物 22 件，

有陶器、瓷器、铜器、铁器等。M3 被盗扰，器物位置错乱，在公安部门的努力下，被盗器物被悉数追回，随葬器物共计七十余

件（套），以青瓷器为主，有少量的铜器、金器和铁器，多件器物后被鉴定为国家一级、二级文物。M2 与 M3 两墓墓向一致，相

距仅 1.2 米，应有密切关系。发掘简报认为两墓属于高等级贵族墓，但对墓主未作分析，故笔者不揣冒昧，根据墓葬形制、出

土器物以及相关史料，对 M2 与 M3 墓主做一蠡测，祈请专家指正。

一、天子岗两墓（M2、M3）为高等级贵族墓

据《浙江安吉天子岗汉晋墓》发掘报告，M2 为双室墓，由墓道、墓门、甬道、前室、过道、后室构成。墓门砖砌，高 1.93、

宽 1.6 米。前甬道长 0.92、宽 0.75、高 1.02 米，券顶。前室平面呈横向长方形，长 1.26、宽 2.52 米，现存稍高的北壁及东西

壁均从高 1.58 米处起劵，推测为穹庐顶，顶部坍塌，残高 2.25 米。墓室甬道劵顶，北口居前室中部，南口则偏后室西壁，长

1.03、宽 0.78、高 0.88 米。后室平面呈长方形，长 3.27、宽 1.79 米，墓壁残高 1.15 米，墓壁有“太康六年八月廿日作”反

文砖
［3］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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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3 紧挨 M2 东壁，方向 12°，形制与 M2 相似，惟后室东壁有一耳室。前甬道长 1.2、宽 1.04、残高 1.2 米，自高 0.9 米

处起劵。前室平面近方形，长 2.48、宽 2.42 米，墓壁残高 2.12 米，现存稍高的北、东、西三壁均从高 1.65 米处起劵。墓室

甬道长 1.04、宽 1.06、残高 0.8 米。后室平面呈长方形，长 4.38、宽 2.46 米。东壁筑有一深 1.37、宽 0.96、高 1.2 米的劵

顶耳室
［4］

。

孙吴时期墓葬之形制等级较分明。从考古发掘来看，东吴与晋时期的墓葬，诸侯王、列侯之墓与贵族之墓有显著的区别。

宗侯之墓，一般由墓道、甬道、耳室、前室、后室、回廊组成；贵族之墓，则无耳室与回廊。对此，王志高先生等在《南京上

坊孙吴大墓墓主身份的蠡测》一文中已有深入的研究认为，安吉天子岗这种前后室结构的砖室墓应为东吴时期典型的高等级贵

族墓葬。近年来类似墓葬多有发掘，如 1984 年发掘的安徽马鞍山朱然墓。朱然位至左大司马、右军师、当阳侯，其墓也为前后

室结构，由甬道、前室、过道、后室组成，总长 8.70、宽 3.54 米
［5］

。1996 年发掘的安徽马鞍山朱然家族墓，也由墓道、封门、

甬道、前室、后室组成，总长 10.9 米
［6］

。M3 形制略有不同，有耳室，但其耳室的空间狭小，只能称龛室，与孙吴宗室墓中空

间高敞的耳室不能同日而语
［7］

。因此可以确定，安吉天子岗两座墓之墓主的身份为孙吴、西晋时期的高等级贵族。

二、M3 的年代在 240 年左右

M2 有“太康六年八月廿日作”反文砖。太康为西晋武帝年号，即 285 年，年代很明确。根据汉六朝时期的长幼尊卑位置，

按照墓葬方向，多以尊者居右，即如果墓门向南，则居西者为尊，如果向北，则居东者为尊
［8］

。M3 与 M2 方向皆 12°，墓门朝

东北方向，平行排列，M3在 M2 的东边，位于尊者位置，应该是 M2的长辈，埋葬的时间应早于 M2，即在太康六年以前。

《浙江安吉天子岗汉晋墓》发掘报告认为，M3“随葬器物的组合及造型与南京西岗西晋墓大致相同”，“推断 M3 的年代当

在三国末西晋初，为 266~280 年间”。南京西岗西晋墓出土的青瓷羊形器与南京清凉山孙吴甘露元年五月纪年青瓷羊相一致，

因此判断西岗墓葬的年代大约在 265~280 年间。然有专家认为同类器仅见于个别墓葬，“还难以总结其器形变化的规律，不能

将它们外观上的大体相似简单地理解为同一时期的产品”
［9］

。故安吉天子岗 M3 的时间亦有待于商榷。

M3为前后双室墓，由甬道、前室、过道、后室构成，后室有一耳室，推测为穹庐顶，这种形制保留了东汉晚期的特点。根

据黎毓馨先生的研究，此类墓属于四类 C 型Ⅱ式墓，应是东汉末至吴中期的形状，“其时代相当于孙吴占据江东的二世纪末至

东吴中期的永安年间，……绝大多数是赤乌至永安年间的”
［10］

，也延续至吴后期直至西晋。典型墓有南京幕府山 M2、吴县狮子

山 M1、安吉三官乡六朝早期墓等。南京幕府山 M2 出有五凤元年（254 年）砖地券
［11］

。据此，M3 年代的上限当可推至吴中期，

约 240 年左右。

另一方面，从 M3 出土的器物来看，青瓷双系罐与朱然墓出土的Ⅱ式青瓷双系罐无论形制、大小、釉色均一致，青瓷盘口壶

以及青瓷碗也相一致。朱然墓中有两种属于不同产地的青瓷器，质地、釉色皆有差异。M3 也存在同样情况：一种施釉薄，有釉

处呈米黄色，无釉处显砖红色；另一种釉层较厚，呈暗绿色，无釉处呈暗红色（具体参见《浙江安吉天子岗汉晋墓》）。另有

部分墓砖，上有一对朱雀，其展翅欲飞的姿态和造型与朱然墓中漆盘与铜镜中的朱雀非常相似，据此推断，M3 的年代与朱然墓

应该比较接近。M3 出土的青瓷香熏与嵊县大塘岭 M104：10 相似，青瓷斗连盆与 M104：14 十分一致。嵊县大塘岭 M104 的上限

在赤乌元年，即 238 年
［12］

。

根据以上墓葬的形制以及有关出土器物的综合分析，安吉天子岗 M3 的年代上限可以推至更早至孙吴中期，约 240 年左右。

三、天子岗墓地为朱氏家族墓地

查阅相关史料，三国东吴至晋时段，原故鄣县（包括今安吉县全部、长兴县西南、广德县等地区）没有贵族级别的人员葬

在天子岗，但在安吉县范围内其他地方的贵族墓葬有以下几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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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朱治墓

清《安吉县志》：“吴，毗陵侯后封故鄣侯朱治墓在顺安乡姚坞”
［13］

。顺安乡姚坞即今三官乡，位于天子岗东南面，距天

子岗约 20 里。

朱治（156—224 年），“字君理，丹杨故鄣人也”
［14］

。朱寓之孙，被尊为故鄣朱氏的始迁之祖，是东汉末至三国时期江

东最有实力的“顾、陆、朱、张”四大地方豪族中朱氏家族的代表性人物。东汉末年因征黄巾，破董卓，辅助孙坚、孙策、孙

权有战功，被孙权上表封为九真太守，扶义将军毗陵侯，后因年老思恋故土，自请屯驻故鄣，镇抚山越，徙封为故鄣侯。“在

故鄣岁余，还吴。黄武三年卒，在郡三十一年，年六十九”
［15］

。

2.朱然墓

清同治《安吉县志》卷六《墓域》记：“当阳侯左大司马右军师朱然墓在定福乡皇墓山。”
［16］

今三官乡（现已并入递铺镇）

三官村有自然村名朱墓山，旧传朱然墓在此，故得名。

朱然（182—249 年），三国东吴名将，是朱治其姐之子，少时尝与孙权共习读，两人关系甚密。朱然一生戎马倥偬，屡立

战功。《三国志》载：“朱然字义封，治姊子也，本姓施氏。初治未有子，然年十三，乃启策乞以为嗣。策命丹杨郡以羊酒召

然，然到吴，策优以礼贺。”
［17］

朱然被先后封昭武将军西安乡侯、征北将军永安侯、当阳侯，最后官至左大司马右军师，赤乌

十二年卒，终年六十八。

3.朱才墓

清同治《安吉县志》：“武骑校尉领兵朱才墓在铜山乡朱墓岭。”
［18］

朱墓岭是今安吉县递铺镇赤山村一个自然村，因有朱

才墓在此的传说而命名。此地在天子岗东南方，距天子岗约 40 里。

朱才，朱治的长子，生卒年不详，但从朱然过继给朱治时已 13 岁而朱治仍未有子推算，朱才的出生时间至少比朱然晚 13

年。《三国志》载，朱治“子才，素为校尉领兵，既嗣父爵，迁偏将军”
［19］

，“才字君业，为人精敏，善骑射，权爱异之，常

侍从游戏。”
［20］

4.朱纪墓

清《湖州府志》引南宋谈钥嘉泰《吴兴志》：“扬州别驾、偏将军、校尉朱纪墓在县西八里。”清《安吉县志》载：“朱

明府庙，《曹志》在州西南五里，祀吴扬州别驾偏将军朱公纪，其墓在焉”
［21］

，载：“扬州别驾偏将军朱纪墓在顺安乡”
［22］

。

顺安乡即今三官乡。同在《安吉县志》中，对朱纪墓葬的地点记载也不一样。

朱纪，生卒年不详，朱才之弟，朱治第二子。孙权以兄策女赐其为妻，历扬州别驾、偏将军，官至校尉。《三国志》载：

“（朱）才弟纪，权以策女妻之，亦以校尉领兵。纪弟纬、万岁，皆早夭。”
［23］

5.朱琬墓

清同治《安吉县志》卷六《墓域》载：“镇西将军朱琬墓在顺安乡姚坞。”
［24］

朱琬，生卒年不详，为朱才之子，《三国志》载：“才子琬，袭爵为将，至镇西将军。”
［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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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朱绩墓

清《安吉县志》载：“骠骑将军朱绩墓在定福乡黄墓山。”
［26］

定福乡黄墓山即今丰食溪黄墓山，三官姚坞的南面，在天子

岗东南方约 30 里处。

朱绩（？—270 年），朱然之子，字公绪，三国东吴重要将领。《三国志》载：“绩字公绪，以父任为郎，后拜建忠都尉。

叔父才卒，绩领其兵”，“然卒，绩袭业”，“太平二年，拜骠骑将军”，“永安初，迁上大将军、都护督”，“元兴元年，

就拜左大司马。初，然为治行丧竟。乞复本姓，权不许，绩以五凤中（254—255 年）表还为施氏，建衡二年卒”
［27］

。

从以上史料可知，东吴西晋时期，葬在安吉县的贵族级别的人员皆是朱氏家族成员。朱然墓现已在安徽省马鞍山市雨山乡

境内被发现，于此可见，史料记载并非完全准确，或为避免坟墓被盗，或有他因，记载的地点往往与实际位置有出入。对于史

料我们不可全信，但至少可以提取到这样的信息：安吉天子岗墓地是朱氏的家族墓地。除此之外，在相关时间段内并无其他贵

族墓葬。

安吉县博物馆藏清光绪二十九年重修的《故鄣朱氏宗谱》记载，安吉朱氏世居沛国，“东汉延熹年，寓事桓帝，为尚书司

隶校尉，绊党锢祸，子孙奔避丹阳，……此安吉朱氏之所由来也。”明万历甲申年重修谱序《朱氏家乘序》又载：“……始居

故鄣，盖吴環桥左侧其故址也。”由此可知，安吉朱氏的始祖朱寓，在东汉延熹年间迁徙故鄣，居住地在吴環桥旁。吴環桥在

今安吉县安城镇横塘村永胜河上，桥名为纪念朱琬所命
［28］

。

安吉为原故鄣县的一部分。秦始皇统一中国，废周王朝分封制行郡县制，会稽郡西部地区设鄣郡，其范围大致包括今江苏、

安徽两省长江以南地区和浙江省新安江以北地区。据有关专家研究，鄣郡郡治设在今安吉县古城。元封二年（公元前 109 年），

汉武帝改鄣郡为丹阳郡，置故鄣县，故鄣县属丹阳郡，县域大致包括今浙江省安吉全县、长兴县西南部、安徽省广德全县和郎

溪县一部分。清同治《安吉县志》“建置”载：“汉更鄣郡为丹阳郡，置故鄣县”
［29］

。东汉灵帝中平二年（185 年），故鄣县

一分为三，析故鄣县之东境地置原乡县（长兴）、南境地置安吉县，安吉建县始于此
［30］

。

朱氏迁居故鄣县十余年后才置安吉县，朱氏后人为了表示对始迁祖的尊敬，历次修谱均沿袭故鄣之名。在马鞍山朱然墓出

土的名刺与谒中，朱然称自己皆为“故鄣朱然”
［31］

。

《三国志》载：“建安七年，权表治为吴郡太守，行扶义将军，割娄、由拳、无锡、毗陵为奉邑，置长吏”“, 黄武元年，

封毗陵侯，领郡如故。二年，拜安国将军，金印紫绶，徙封故鄣”
［32］

。可知，天子岗是朱治的封地，后朱才袭父爵，领父地，

此更佐证了天子岗墓地为朱氏家族墓的可能。

四、天子岗两墓墓主分别为朱才、朱琬父子

《故鄣朱氏宗谱》记载了朱然、朱绩及他们的后代与朱氏家族的关系：“治姊子曰然，本姓施，初治因未有子，启孙策乞

以为嗣，故顶朱姓，后治生才及纪。然子绩于五凤（254—255 年）中表还为施氏，则其后必无更混为朱氏之理。特记此以便览。”
［33］

朱绩后还姓于施，朱然、朱绩就不再属于朱氏家族，故朱然、朱绩就无理由葬在朱氏家族墓地。朱然墓的发现，证实了这一

记载。

1996 年，安徽马鞍山三国朱然文物陈列馆扩建工程中，在马鞍山市雨山区朱然墓前部西南方 34.20 米的地方发现一砖室墓，

墓葬总长 10.59 米，出土器物 28 件，有青瓷器、铁器以及少量的青铜器和金器。此墓墓主应为朱绩
［34］

。

据以上情况初步判断，天子岗墓的墓主应是朱治、朱才、朱纪、朱琬四人中的两人。M2 年代为太康六年（285 年）。朱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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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武三年卒”
［35］

，即 224 年，故 M2 的墓主不可能是朱治。朱才、朱纪虽生卒年不详，但通过史料可以进行分析。“绩字公

绪，以父任为郎，后拜建忠都尉。叔父才卒，绩领其兵。……（朱）然卒，绩袭业，拜平魏将军，乐乡督。”
［36］

可推断朱才早

于朱然离世，也即早于 249 年。朱纪又早于朱才卒，故朱治、朱才、朱纪的年代均与 M2 不相符，惟有朱琬与 M2 年代相吻合。

据前分析，M3 下葬年代约在 240 年左右，而朱治卒于黄武三年，故墓主不可能是朱治，余下的就只有朱才和朱纪了。一般

来说，朱琬和父亲葬在一起要比和叔父葬在一起的可能性大。再从墓葬的规格分析，M3随葬了大量的青瓷器，还有少量的金器、

铜器和铁器，随葬品丰富，墓葬形制是当时较高规格的穹窿顶。朱纪官至校尉，而朱才嗣父爵，官职要远高于朱纪，与朱然的

墓葬形制和出土器物比较，朱才的地位更加符合 M3 这样的埋葬级别。据此可以断定，安吉天子岗墓 M2 的墓主是朱琬，M3 的墓

主是朱才，这是一个埋葬朱才、朱琬父子的墓地。

朱氏家族是三国孙吴时期的地方豪族，朱然、朱绩墓已被相继发现，朱才、朱琬墓的确定有助于对朱氏家族成员的埋葬情

况进行梳理，对研究朱氏家族具有重要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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