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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苏灌云罗祖庙晚唐五代古墓葬发掘简报 

朱良 赛惠强 杜平 

连云港市博物馆 

【摘 要】：2019年 6月，连云港市博物馆对灌云县小伊乡罗祖庙庄古墓葬区进行了抢救性考古发掘，发现晚唐

五代墓葬、灰坑、灰沟等遗迹，出土了一些典型的晚唐五代陶瓷器,为研究灌云地区唐宋时期官河漕运、墓葬形制

及丧葬礼俗提供了新的材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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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祖庙古墓葬位于江苏省连云港市灌云县小伊乡罗祖庙庄东南，西南距龙苴古城遗址 8 公里，东距盐河 5 公里，西距古泊

善后河 1.5公里（图一）。中心地理坐标为北纬 34°4125.68、东经 119°1837.08，海拔 7米。2019年 6月，为配合连云港民用

机场迁建工程项目建设，经国家文物局批准，连云港市博物馆对建设范围内古墓葬区进行了抢救性考古发掘。发掘地点位于罗

祖庙庄东南，入村公路的南侧。据村民反映，20世纪 90年代修建公路和开挖水渠时此处曾发现较多墓砖和陶瓷片。现地表为农

田。本次发掘以第一象限结合勘探墓葬分布布方，共布 5×5 米探方 13 个，发掘面积 325 平方米（图二；彩插五︰1）。共发现

墓葬 16座、灰坑 1个、灰沟 1条，出土陶瓷器等 27件。现将发掘情况简报如下。 

 

图一//灌云罗祖庙古墓葬位置示意图 

一、地层堆积 

发掘区文化层堆积较薄，以 T2130、T2131、T2132东壁为例介绍如下（图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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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层：现代耕土层。深灰褐色土，土质较疏松，夹杂较多作物根系，含极少量陶瓷片，遍布整个发掘区。厚 15～30厘米。 

(2)层：深灰色土。土质较硬、板结，东南厚西北薄，遍布整个发掘区。内出少量黄白釉瓷片、灰陶片、碎砖块，可辨器形

有瓷碗、陶罐等。所发现墓葬、灰坑等遗迹均开口于此层下。厚 15～25厘米。 

(3)层：黄褐色黏土，土质较坚硬致密，黏性大，纯净无包含物，东南厚西北薄，遍布整个发掘区。厚 20～30厘米。 

根据前期勘探结果(3)层下为黑灰色海淤土，未发掘。 

二、墓葬遗迹 

墓葬共发现有 16座，编号为 M1-M16。竖穴土坑墓 7座，砖室墓 9座，墓葬之间没有打破关系。部分墓葬被扰动，保存较差，

M2、M4、M6、M7、M12破坏至墓底。M3、M10、M15墓室保存完整。 

（一）墓葬形制 

1.土坑墓 

共 7座（M2、M4、M6、M11、M13、M14、M16）。其中 M2、M4、M14墓葬规模小，为儿童墓葬。M6、M11、M14未发现随葬品。 

M2，位于 T2030东北角。长方形竖穴土坑墓，上部被破坏，残存墓底。墓向 146°。长 2.15、南宽 0.5、北宽 0.3、残深 0.13

米。墓葬填土呈黑灰色，土质疏松，纯净无包含物。葬具及人骨腐朽严重，可辨痕迹。仰身直肢葬，面向东，头骨较小，骨缝

未完全闭合，牙齿磨损较轻，骨架较短且骨骼细小，推测墓主为儿童。人骨痕迹长 1.2、宽 0.2米。在东南角有随葬瓷罐 1件（图

四）。 

 

图二//灌云罗祖庙庄古墓葬发掘区总平面图 

M4，位于 T2031 中东部。长方形竖穴土坑墓，上部被破坏，残存墓底。墓向 143°。长 2.1、宽 0.42、残深 0.11 米。墓葬

填土呈黑灰色，土质疏松，纯净无包含物。葬具及人骨保存较差，可辨痕迹。仰身直肢葬，面朝东，头骨较小，骨缝未闭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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牙齿磨损较轻，骨架较短且骨骼细小，推测墓主为儿童。人骨痕迹长 0.91、宽 0.2 米。东南角随葬瓷壶、瓷碗、瓷水盂各 1 件

（图五）。 

M13，位于 T2237 东南角。长方形竖穴土坑墓，上部被破坏，残存墓底。墓向 156°。长 3.02、宽 1.12、残深 0.37 米。墓

葬填土为黑灰色花土，土质疏松，纯净无包含物。葬具及人骨腐朽严重，在墓坑东南角发现部分残存腿骨、头骨。南侧随葬瓷

罐 1、瓷碗 2件（图六）。 

M16，跨 T2230 北隔梁向 T2231 延伸。长方形竖穴土坑墓，上部被破坏，残存墓底。墓向 195°。长 2.1、北宽 0.3、南宽

0.5、残深 0.35 米。墓葬填土呈黄灰色，土质疏松，夹杂少量青釉瓷片和灰陶片。葬具及人骨腐朽无存。在墓坑内北侧发现瓷

罐、瓷碗各 1件（图七）。 

2.砖室墓 

共 9座（M1、M3、M5、M7、M8、M9、M10、M12、M15），其中 M12、M7破坏严重，残存墓底，未出土随葬品，其余保存较好。 

M1，位于 T2030内。墓圹呈长方形，墓向 145°。长 2.61、宽 0.95、残深 0.43米。填土呈黑灰色，土质疏松，含少量黄釉

陶片。砖砌墓室，北窄南宽，平面呈梯形。长 1.82、南宽 0.59、北宽 0.47、残高 0.43米。墓室顶部及南侧坍塌严重，墓室东、

西壁平地用青灰砖顺砌平铺 1 层，后侧立斜砌 1 层，再顺砌平铺叠涩内收 4 层砖后起券，乱砖盖顶。葬具及人骨腐朽无存。墓

砖规格 32×15×4.5 厘米。随葬品共 2件，其中墓室外西南角有黄釉陶碗 1件，墓室外东南角有灰陶罐 1件（图八）。 

 

图三//T2130、T2131、T2132东壁图 

 

图四//M2平、剖面图 

1.瓷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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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五//M4平、剖面图 

1.瓷碗 2.瓷壶 3.瓷水盂 

 

图六//M13平、剖面图 

1.瓷罐 2、3.瓷碗 

 

图七//M16平、剖面图 

1.瓷罐 2.瓷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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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八//M1顶面、平面、剖视图 

1.陶罐 2.黄釉陶碗 

M3，位于 T2130、T2131，北侧邻近 M14。墓圹呈长方形，墓向145°。长 3.2、宽 1.3、深 0.67米。填土呈黑灰色，土质疏

松，含少量陶瓷片。砖砌墓室，平面呈梯形，长 3.1、南宽 0.86、北宽 0.48、高 0.3 米。墓室位于墓圹中部西侧，挤压变形严

重，向东下倾斜。墓室不规整，砌法粗糙，多碎乱砖。墓圹南侧有一圈砖围绕，未闭合，平地横向用砖一至三层，性质用途不

明。墓室东西壁平地用青灰砖或红砖顺砌平铺砖 1 层，后叠涩内收 7 层，再起券平砖盖顶。葬具及人骨腐朽无存。墓砖规格

32×15×4厘米。随葬品放置在墓室外墓圹东壁中部，有瓷壶 1、瓷碗 2件，叠摞在一起，瓷碗倒扣覆盖在瓷壶上（图九）。 

 

图九//M3顶面、平面、剖视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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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瓷碗 3.瓷壶 

 

图一〇//M5平、剖面图 

1.瓷罐 

M5，位于 T2132东北角并向北隔梁延伸。长方形墓圹，上部被破坏，露出砖块，残存墓底。墓向 133°。长 2.4、宽 0.79、

残深 0.24米。填土为黑灰色花土，土质疏松，含少量陶瓷片。砖砌墓室，残存墓底，平面呈梯形，北窄南宽。长 2.3、南宽 0.68、

北宽 0.56、残高 0.08米。东西壁顺砌平铺砖一层。葬具无存，发现人骨一具，仰身直肢，保存较差。墓砖规格32×15×4厘米。

在墓室南侧发现白釉瓷罐 1件，已破碎，散落三处（图一〇）。 

 

图一一//M8顶面、平面、剖视图 

1.陶罐 

M8，位于 T2032西北侧向北隔梁延伸。长方形墓圹，上部被破坏，露出砖块，长 2.4、宽 1.15、残深 0.35米，墓向 133°。

填土为黄灰色花土，土质疏松，有少量陶瓷片。砖砌墓室，墓顶被破坏，其他保存较好，平面呈梯形，北窄南宽，长 2.1、南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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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8、北宽 0.6、残高 0.35 米。墓室东西壁用青砖错缝顺砌平铺叠涩内收 4—5 层后起券，墓顶无存。葬具及人骨腐朽无存。墓

砖规格 29×14×4厘米。在墓室外南侧正中有陶罐 1件（图一一）。 

M9，位于 T2231 东南角向 T2230 北隔梁延伸，东南侧打破 G1。墓圹平面呈长方形，上部被破坏，露出砖块。长 2.6、南宽

1.2、北宽 1.03、残深 0.37 米。墓向 144°。填土为黄灰色花土，土质疏松，含少量瓷片。砖砌墓室，墓顶已坍塌，较杂乱。

长 2.3、南宽 1.0、北宽 0.83、残高 0.23 米。墓室东西壁平地用青灰砖顺砌平铺叠涩内收 5层后起券，北壁倒塌严重。葬具腐

朽无存，残存部分肢骨。墓砖规格 33×17×4.5 厘米。在墓室西南角随葬陶盆 1件（图一二）。 

 

图一二//M9顶面、平面、剖视图 

1.陶盆 

 

图一三//M10顶面、平面、剖视图 

1.瓷罐 2、3.瓷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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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10，位于 T2432东北角向东隔梁延伸。墓圹平面呈长方形，上部被破坏，露出砖块，长 2.65、宽 1.03、残深 0.43米。墓

向 131°。填土为黄灰色花土，土质疏松，纯净无包含物。砖砌墓室，保存基本完整，平面呈梯形，北窄南宽。长 2.25、南宽

0.61、北宽 0.37、高 0.48米。墓室东西壁平地用青灰砖顺砌平铺砖 1层，再半砖侧立斜砌 1层，似百叶窗，后顺砌平铺叠涩内

收砖 2层后起券，中间 V字形顶，两头横向平砖盖顶。墓室挤压变形严重。葬具腐朽无存，人骨保存较差，可能为仰身直肢葬。

墓砖规格 32×14×4厘米。在墓室东南角随葬瓷罐 1、瓷碗 2件，其中瓷碗倒扣覆盖在瓷罐上（图一三）。 

M15，位于 T2336东北角。墓圹平面呈长方形，长 2.4、宽 1.08、残深 0.57米。墓向 166°。填土为黄灰色花土，土质疏松，

纯净无包含物。砖砌墓室，保存完整，墓室不规整，砌法粗糙，多碎乱砖，平面呈梯形，北窄南宽。长 2.2、南宽 0.52、北宽

0.45、高 0.55米。墓室东西壁平地用青灰砖顺砌平铺砖 1层，后半砖侧立斜砌砖 1层，似百叶窗，再顺砌平铺叠涩内收砖 4层

后起券，最后北部用半砖形成倒 V 字形顶，南部用整砖形成 V 字形顶，最南部横向平砖盖顶。墓砖规格 32×15×4 厘米。在墓

圹东南角发现破碎陶罐、黄釉陶碗各 1件，陶碗落入陶罐内，推测原为倒扣覆盖在陶罐上（图一四）。 

（二）随葬器物 

出土的随葬器物有陶器、瓷器两类。 

1.陶器 

6件。制作较粗糙，以泥质灰陶为主，多素面。有灰陶罐、灰陶盆、黄釉陶碗。 

罐 3件。均侈口，圆唇，溜肩，肩上附双系，双系均残，弧腹内收，最大腹径近肩处，平底。M1︰1，泥质灰陶。窄沿。口

径 13.8、腹径 19.8、底径 11.7、高 22.6厘米（图一五︰1；彩插五︰3）。M8︰1，夹砂黑陶。窄沿。口径 15.4、腹径 20.2、底

径 11.7、高 18.2厘米（图一五︰2）。M15︰1，泥质灰陶。口径 15.4、腹径 22.2、底径 14.2、高 20.8厘米（图一五︰3）。 

 

图一四//M15顶面、平面、剖视图 

1.陶罐 2.黄釉陶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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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釉碗 2 件。M15︰2，口沿微残，敞口，尖圆唇，弧腹内收，平底，足外沿削足一圈。釉不及底，底露灰白胎，釉下施灰

白色化妆土，有流釉积釉现象，内底积釉，有 3块支钉痕。口径 17.4、底径 7.4、高 8厘米（图一五︰4）。M1︰2，口沿残，敞

口，圆唇，口沿下有一道凸棱，弧腹内收，饼足平底，削足一圈。流釉严重，呈雨花状，釉不及底，底露灰胎，釉下施白色化

妆土。口径 14.3、底径 6.8、高 7厘米（图一五︰5；彩插五︰2）。 

盆 1件。M9︰1，泥质灰陶，部分残缺，敛口，尖圆唇，折肩，浅弧腹，平底内凹。口径 21.1、底径 21.8、高 6.5厘米（图

一五︰6）。 

2.瓷器 

16 件。釉色以绿、黄釉为主，釉层薄，多施半釉，脱釉严重，釉下施灰白色化妆土。有碗、罐、壶、水盂，以碗最多。瓷

土较粗糙，多砂粒、气泡，以灰胎为主，少量黄白胎、砖红胎。部分瓷碗内底有圆珠或块状支钉痕。以饼状足平底、玉璧底为

主、个别矮圈足，足外沿多斜削一圈。瓷器多属寿州窑，较粗糙。 

碗 8件。M3︰2，口沿部分残缺，敞口，圆唇，深弧腹，环底内凹，内底有 4块支钉痕。绿釉，釉不及底，底露青灰胎，脱

釉严重。口径 15.6、底径 7、高 6.1 厘米（图一六︰1）。M10︰2，口沿微残，敞口，圆叠唇，弧腹内收，矮圈足，足跟削足一

圈。绿釉，脱釉严重，釉不及底，底露黄灰胎，釉下施灰色化妆土。口径 16.4、底径 8、高 6.3厘米（图一六︰2；彩插五︰4）。

M4︰2，残存一半，青釉泛黄，釉不及底，底露青灰胎，脱釉严重，釉下施白色化妆土，敞口，圆唇，斜腹内收，平底内凹。口

径 17.4、底径 10.8、高 4.5厘米（图一六︰3）。M13︰2，部分残缺，敞口，尖圆唇，斜弧腹内收，玉璧底，足外沿削足一圈。

青釉，釉不及底，底露灰胎。口径 11.1、底径 4、高 4.2 厘米（图一六︰4）。M10︰3，敞口，尖圆唇，折腹内收，平底内凹，

足外沿斜削一圈。黄釉，脱釉严重，釉下施灰白色化妆土，釉不及底，底露青灰胎，内底有 5块支钉痕。口径 14.2、底径 6.3、

高 4.2厘米（图一六︰5）。M3︰1，部分残缺，敞口，圆唇，折沿，浅弧腹，内底有一圈圆珠支钉痕，表面凹凸不平，矮圈足，

平底内凹。绿釉，釉不及底，底露青灰胎。口径 16.3、底径 8、高 4.5 厘米（图一六︰6）。M13︰3，敞口，卷沿，圆唇，斜弧

腹内收，平底内凹。绿釉，釉不及底，底露青灰胎，有流釉积釉现象，内底有一圈连珠支钉痕，外底也有一圈连珠支钉痕。口

径 19.1、底径 7.2、高 5.6 厘米（图一六︰7）。M16︰2，残缺部分，侈口，圆唇，斜腹内收，平底，近底处有一圈刮痕。青釉

泛黄，脱釉严重，釉不及底，底露灰胎，釉下施灰白色化妆土，内底有一圈支钉痕。口径 18.6、底径 11.2、高 5.2厘米（图一

六︰8）。水盂 1 件。M4︰3，敛口，圆唇，鼓腹，平底。黄釉，脱釉严重，釉不及底，底露黄白胎。口径 3.1、腹径 5.6、底径

3.5、高 3.8厘米（图一六︰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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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一五//墓葬出土陶器 

1—3.陶罐（M1︰1、M8︰1、M15︰1)4、5.黄釉陶碗（M15︰2、M1︰2)6.陶盆（M9︰1) 

壶 2件。M3︰3，部分残缺，侈口，卷沿，尖唇，短束颈，鼓肩，肩部附有短流、把手、双系，均残，弧腹内收，平底内凹。

绿釉，釉不及底，底露青灰胎，有流釉、积釉现象，腹部有鼓泡，似罐形。口径 7、腹径 16.4、底径 10、高 23.6厘米（图一七

︰1）。M4︰1，残缺部分，侈口，折沿，圆唇，短束颈，鼓肩，弧腹内收，平底。青釉，釉不及底，底露青灰胎，脱釉严重，釉

下施白色化妆土，残缺把手，短流。口径 9.2、腹径 12.2、底径 12、高 18厘米，流长 1.6、口径 1.5厘米（图一七︰2）。 

罐 5件。M13:1，残存部分，侈口，卷沿，圆高 22.6厘米（图一七︰7）。 

三、灰坑、灰沟遗迹 

（一）灰沟 

G1，跨 T2230、T2231、T2232 北隔梁延伸（图一八），北段被 M9 打破，中段被一现代坑打破。平面呈长条形，斜弧壁，底

部较平。沟内黑灰土，土质疏松，含较多的草木灰和烧土颗粒，出土有绿釉瓷钵、灰陶板瓦残片、黄釉碗底、黑釉三足炉残片、

陶罐口、底残片、砖块等。残长 11.1、宽 1.1、深 0.35～1.2 米。沟内含有较多陶瓷片及草木灰，推测为垃圾沟。向北延伸未

完全揭露。 

（二）灰坑 

H1，位于 M7东南侧，其西南角被 M7打破（图一九），平面呈不规则方形，斜直壁，底部平，沟内黑灰土，土质疏松，纯净

无包含物。残长 0.65、宽 0.63、深 0.26厘米。 

 

图一六//墓葬出土瓷器（一） 

1—8.瓷碗（M3︰2、M10︰2、M4︰2、M13︰2、M10︰3、M3︰1、M13︰3、M16︰2)9.瓷水盂（M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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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一七//墓葬出土瓷器（二） 

1、2.瓷壶（M3︰3、M4︰1)3—7.瓷罐（M13︰1、M2︰1、M10︰1、M5︰1、M16︰1) 

 

图一八//G1平、剖面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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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一九//H1平、剖面图 

（三）出土器物 

出土的随葬器物有陶器、瓷器两类。 

1.陶器 

饼 1件。G1︰1，泥质灰陶，呈圆饼状，磨边，外表面饰绳纹，内壁素面。直径 4.2、厚 0.9厘米（图二○︰1）。 

瓦 1 件。G1︰5，残存部分，夹砂灰陶，背部微弧，直口，外表面素面，内壁饰细布网纹。残长 15.3、残宽 10.7、厚 1.1

厘米（图二○︰5）。 

2.瓷器 

钵 2件。G1︰2，残存部分，直口，圆唇，折腹，下斜收，平底。绿釉，脱釉严重，釉不及底，底露红胎，釉下施灰色化妆

土。口径 14.4、腹径 14.4、底径 7.3、高 5.2厘米（图二○︰2）。G1︰3，残存部分，直口，平唇，折腹，下斜收，平底内凹。

绿釉，脱釉严重，釉不及底，底露灰胎，釉下施白灰色化妆土。口径 13.9、腹径 13.9、底径 7.7、高 5.1厘米（图二○︰3）。 

炉 1件。G1︰4，残存部分，黑釉，釉不及底，白胎，釉下施白色化妆土，鼓腹，平底，腹至底器壁变厚，马蹄形足。残高

10、宽 14、厚 0.5～1厘米（图二○︰4）。 

四、结语 

（一）墓葬时代 

 

图二〇//灰沟出土器物 

1.陶饼（G1︰1)2—3.瓷钵（G1︰2、G1︰3)4.瓷炉（G1︰4)5.陶瓦（G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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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次灌云罗祖庙庄发掘的 16座古墓葬，未发现明确纪年，墓葬绝对年代不详，但是墓葬形制和随葬品都具有较明显的时代

特征，有助于我们推断墓葬的相对时代。 

1.墓葬形制 

通过本次对罗祖庙古墓葬的抢救性发掘，可见此处墓葬分布比较集中，开口层位相同、墓向基本一致，相互之间无打破关

系，墓葬形制与出土器物相似，应为同时期的墓葬。发现的 16座墓葬，随葬品简陋，墓葬规模小，皆为平民墓。墓室砌法粗糙

且狭窄，采用贴棺起砖的砌法，随木棺弧度逐渐叠涩内收，在棺上使用立砖交叉成“V”字形券顶，构筑成长梯形砖室墓，在周

边海州[1]、淮安地区[2]晚唐至北宋时期墓葬中多有发现。 

2.随葬品特征 

这批墓葬随葬品较少，只有少量陶瓷器，多放在墓室外头部，以罐+碗或者壶+碗为器物组合，二者常组合在一起放置，罐

或壶在下，碗倒扣其上。出土的陶瓷器均较粗糙，釉层薄，多施半釉，脱釉严重，釉下施灰白色化妆土。瓷碗、瓷钵有仰烧、

支烧痕迹，内底有圆珠或块状支钉痕。以饼状足平底、玉璧底为主、个别矮圈足，足外沿多斜削一圈。可见这批瓷器从造型到

釉色及施釉、烧造等工艺都有明显的晚唐五代风格。瓷碗 M13︰2与东台辞郎村唐代瓷碗 DG3︰8[3]相同，似盆形。瓷钵 G1︰2与

张家港小山村遗址唐代墓葬出土瓷钵 M2︰7相同。M1︰2、M15︰2黄釉陶碗是连云港唐代封土石室墓常见的随葬品[4]。此外，随

葬的罐、壶的系在下葬前均被敲掉，这种现象在连云港及淮安地区唐宋时期的墓葬中十分常见[5]，可能是连淮地区葬俗的一个表

现。 

因此我们认为这批墓葬的时代应为晚唐五代时期，各墓葬具体下葬先后关系由于随葬品数量较少，墓葬间各自特征不明显，

缺乏进一步区分的依据。 

（二）余论 

墓葬所在的罗祖庙庄西南侧有龙苴古城遗址，从汉代延续到南北朝时期，遗址存续年代与此次发掘的墓葬时代有偏差，二

者之间的关系有待进一步的研究确认。 

罗祖庙庄所在的小伊乡一带，地势较低，河网密布，水路交通发达，唐代至清代的官河遗址（今盐河）南北贯穿途经。据

清《嘉庆海州直隶州志》载：唐垂拱四年（688 年）朝廷下令开凿漕河（今盐河），并设龙苴、大伊山官河渡
[6]
。明嘉靖四十三

年（1564 年）拓宽挖深板浦至大伊山段官河航道，以后历朝历代多疏浚治理，以运盐为主。今盐河从灌南县盐河北套闸进入灌

云县境，流经侍庄乡、伊山镇、小伊乡、下车乡、板浦镇与古泊善后河交汇后，再向北经宁海乡后，进入海州区，新浦区接临

洪河入海[7]。灌云罗祖庙庄西距官河遗址 5公里，东距古泊善后河 1.5公里，这次发现的古墓葬或与灌云地区唐宋时期官河漕运

有关，为探索研究灌云地区唐宋时期官河漕运、墓葬形制及丧葬礼俗增添了新材料。 

（附记：本次发掘项目负责人惠强；发掘惠强、朱良赛、杜平；绘图朱良赛、惠强；修复朱伟、王磊；摄影杜平、张璞、

徐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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