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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京江宁咸墅村两座西晋“太康五年”墓 

发掘简报1 

东南大学艺术学院 江宁区博物馆 

【摘 要】：2013年6－7月间，江宁区博物馆在南京市江宁区淳化街道发现并抢救性发掘了两座西晋墓。两座

墓均为竖穴土坑砖室墓，朝向西南，东西并排，墓葬形制、大小有别。墓内出土包括青瓷器、铜镜、铜钱等在内的

各类文物16件，其中“太康五年九月三日”模印铭文砖在两座墓中均有发现，为墓葬断代提供了明确依据，对研究

六朝墓葬形制、丧葬习俗等方面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关键词】：江宁 西晋 砖室墓 太康五年 

【中图分类号】：K871.42 【文献标识码】：A 

2013年3月25日，江苏省南京市江宁区淳化街道双岗社区咸墅村西约1.5公里处，即侯焦路以东、乾德路以西、工业园三号

路以北的先声药业用地项目地块中，施工人员发现两座西晋砖室墓（编号13JCXM1、13JCXM2，以下简称M1、M2），江宁区博物

馆随后对其进行了抢救性发掘（图一）。墓地位于一块高台地上，两墓并列分布，M1在西，M2在东，相距4.5米（图二）。两座

墓所用墓砖都模印有“太康五年”等文字，现将发掘情况报告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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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1号墓 

（一）墓葬形制 

M1为平面呈“凸”字形的竖穴土坑单室券顶砖墓，由排水沟、甬道、墓室等部分组成。方向为225°（彩插三︰1）。 

排水沟系先挖出一道直壁平底的沟槽，然后在沟槽底部中间开挖一道浅而窄的沟槽，再以砖砌成。排水沟的方向与墓室方

向不一致，偏向西侧。砖沟有盖砖一层，壁砖两层，底砖一层，外宽0.42米，内部的排水孔宽0.08、高0.08米（彩插三︰2）。

排水沟的前端因施工取土被破坏，残长约4.6米（从封门墙外算起）。 

甬道位于墓室前部，为券顶。甬道口有一道封门砖，用砖斜向交砌，封门处顶部还在甬道的券顶之上另起一层拱券。甬道

内长0.66、宽1.04、高1.18米。 

墓室早期经过盗扰，墓顶已被破坏。墓室与甬道底部有一层人字形铺地砖，其上砌砖墙。墓壁以“三顺一丁”组砖上砌，

共四组，然后再以平砖起券，单层券顶。墓室内长4、内宽1.84、残高1.78米（图三）。墓室内棺木尽朽，人骨已朽烂不存，仅

在墓底发现3枚锈蚀铁棺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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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墓用砖长32、宽16、厚4.5～5厘米。墓砖使用了大量的模印铭文及少量的几何纹作装饰。几何纹有菱形纹和凸棱纹，铭

文主要有“太康五年九月三日”“吕氏造起作大工”“富贵”“万年”“太康五年作”“戴氏”几种，均为阳文。这些砖主要

可分为两种。 

第一种：两个长侧面分别为“太康五年九月三日”和“吕氏造起作大工”铭文，两个短侧面分别为“富贵”和“万年”铭

文。“太康五年九月三日”八字为隶楷，竖排，模印于墓砖的侧面，出现两种字体结构，其中一种“康”字作正书，一种为反

书。“吕氏造起作大工”七字为隶楷，竖排。“富贵”“万年”铭文为隶书（图四）。这类铭文砖遍布墓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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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种：一个长侧面有菱形纹，另一个长侧面为素面；一个短侧面有“太康五年作”铭文，另一个短侧面为“戴氏”铭文

或数道凸棱纹（图五）。这种铭文砖很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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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出土遗物 

该墓共出土青瓷器4件，铁棺钉3枚，铜钱5枚。 

1.青瓷器 

盏1件（M1︰2）。圆唇，直口，折腹斜收至底，平底微内凹。灰胎，内外施釉一致，均为黄绿釉，外不及底，伴有流釉现

象，釉面开细碎冰裂纹，内底有两周凹弦纹。口径9、底径4.8、高3厘米（图六︰1；彩插三︰3）。 

碗1件（M1︰3）。圆唇，微撇口，弧腹，平底。灰胎，内外施釉一致，均为青绿釉，外不及底，口沿下饰两周凹弦纹与一

周网格纹，内底饰两周凹弦纹。口径16、底径8、高5.6厘米（图六︰2；彩插三︰4）。 

四系罐1件（M1︰4）。圆唇，直口，鼓腹，下腹内收，平底微内凹。灰胎，内外施青绿釉，肩部附四横系，并饰一周网格

纹及两周弦纹。口径9.2、底径7.2、高11厘米（图六︰3；彩插三︰5）。 

盘口壶1件（M1︰5）。圆唇，直口微外敞，粗短颈，鼓腹，下腹内收，平底微内凹。灰红胎，施青绿釉，肩部附两贴塑蕉

叶纹系，并饰四周弦纹。口径12、底径11.6、高22.2厘米（图六︰4；彩插三︰6）。 

 

2.其他 

铁棺钉3枚（M1︰6）。出土于墓内填土中，锈蚀严重，形状相同，钉帽呈覆斗状，断面为长方形。残长10～15厘米。 

铜钱5枚（M1︰1）。出土时锈蚀严重，且黏连在一起，有字的一面朝内，无法看到。圆形方孔。直径2.6厘米。 

二、2号墓 

（一）墓葬形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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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2为平面呈长方形的竖穴土坑砖室墓，叠涩顶，无墓道，方向为220°。该墓顶部遭到过一定破坏，剩余结构基本完整。墓

室底部铺一层人字形地砖，墓室四壁顺砖错缝平铺叠砌九层，上面逐层内收，顶层为一层砖横砌，砖与砖之间相互叠压，作阶

梯状。砖室内长2.62、宽0.62、高0.62米（图七；彩插四︰1）。 

 

M2所用墓砖与M1中的第一种铭文砖相同，两个长侧面分别为“太康五年九月三日”和“吕氏造起作大工”铭文，两个短侧

面分别为“富贵”和“万年”铭文。未见M1中的第二种铭文砖。 

该墓中棺木尽朽，铁棺钉已朽烂不成形，人骨也已朽烂不存。 

（二）出土遗物 

该墓共出土青瓷器2件，铜器3件，铜钱4枚。 

1.青瓷器 

双系罐1件（M2︰1）。矮直口，鼓腹，平底微内凹。灰胎，外部施釉不及底，为青灰色釉，肩部饰两周弦纹，鼓腹部饰一

周弦纹，肩部以下拍印细方格纹。口径9.6、底径11.6、高15.2厘米（图八︰1；彩插四︰2）。 

碗1件（M2︰2）。圆唇，敛口，弧腹，平底微内凹。灰胎，内外施釉一致，为浅豆绿釉，口沿以下有四周弦纹。口径15.6、

底径9.2、高5.8厘米（图八︰2；彩插四︰3）。 

2.铜器 

铜镜1件（M2︰3）。圆形，扁圆钮。镜背纹饰比较模糊，内区绕钮布局一圈高浮雕，有两个端坐的羽人，四个人首鱼身（鸟

身？）的神人，神人侧身转头，躯体丰腴，外饰一圈连珠纹，再向外为一圈栉齿纹与一圈变体云纹。直径12.2、钮径2厘米（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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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3；图九；彩插四︰4）。 

铜盆1件（M2︰4）。锈蚀严重，底部残缺。斜平沿，敞口，弧腹，素面。口径18.4、残高5.2厘米（图八︰4）。 

铜勺1件（M2︰5）。出土时位于铜盆内，与铜盆当属一组器物。圜底，勺柄顶端作龙首形。通长16.8厘米（图八︰5；彩插

四︰5）。 

铜钱4枚（M2︰6）。锈蚀严重，且出土时黏连在一起。圆形方孔，其中一枚可以看到一个“五”字，当为五铢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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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结语 

淳化街道咸墅村新发现的这两座西晋墓在发掘前尽管局部遭到破坏，出土文物不是很多，但墓葬基本完整，其形制结构与

出土文物都具有典型的时代特征，加之有明确的纪年，为研究南京地区六朝墓葬的断代及丧葬礼俗提供了新的重要墓例。 

（一）关于墓葬年代 

两墓中发现的“太康五年九月三日”与“太康五年作”两种纪年砖，为推断两座墓葬的确切年代提供了有力的证据。“太

康”为晋武帝司马炎的年号，“太康五年”即284年。如下文所析，两墓墓砖上的纪年尽管与造砖有关，但一般情况下与墓葬年

代应该相距不远，故从纪年砖看这两座墓葬的年代均为西晋当无疑问。 

从墓葬的形制结构看，像M1这样的平面呈“凸”字形的带短甬道的单室券顶砖墓是孙吴至西晋时期常见的墓葬形制。南京

地区历年来发现的类似墓葬很多，如1965年在江宁秣陵元圹村发现的一座西晋太康四年墓［1］、1972年在六合贾裴大队大蔡生产

队发现的一座西晋元康九年纪年墓［2］、1993年在江宁上湖砖瓦厂发现的三座孙吴至西晋墓葬中的M1［3］、1994年在江宁尚义村采

石场发现的西晋太康六年纪年墓［4］、2004年在南京市大光路基建工地上发现的薛秋墓［5］等。 

像M2这样的平面呈长方形的单室叠涩顶六朝墓葬，以往南京地区公布的材料相对较少，所见有中华门外凤凰山2号墓［6］、1988

年在雨花台区卡子门西侧丁详村发现的一座孙吴至西晋时期的砖室墓［7］，其中凤凰山2号墓的墓顶砌筑方式与本次发现的M2一样。 

从出土文物看，M1、M2中出土的器物在南京地区孙吴西晋时期的墓葬中较为常见。如M1出土的青瓷四系罐、盘口壶、碗与

卫岗西晋墓［8］、江宁区周岗镇太康六年墓、板桥杨家山西晋墓［9］所出同类器极为相似。M2出土的青瓷罐、青铜勺、青铜盆与仙

鹤山孙吴西晋时期的1号墓［10］出土的同类器较为相近。 

（二）关于墓主身份 

这两座砖室墓虽形制不同，但墓向一致，相距仅 4.5 米，所用纪年砖相同，营建年代接近，应该属于西晋时期的同一家族

墓地。从墓葬的规模可以推测，M1的墓主身份地位可能要高于 M2。 

M1、M2使用了两种铭文砖，均有“太康五年”的纪年，尺寸也基本一致，但具体文字却有不同，一作“吕氏造起作大工”，

一作“戴氏”。从铭文内容看，“吕氏”“戴氏”更大可能是造砖工匠的姓氏。此造砖者与墓主家族之间的关系，由于缺乏其

他明确的线索，我们尚难以作出判断。 

（附记：本文在资料整理过程中，得到南京师范大学王志高教授的悉心指导与帮助，谨此致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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