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 

江苏盐城黄海路遗址唐宋墓地发掘简报 

盐城市博物馆 

【摘 要】：2019年 12月—2021年 1月，盐城市博物馆对黄海路遗址唐宋墓地进行了考古发掘，共发掘墓葬 144

座，其中唐代墓葬 20座，宋代墓葬 95座，元代墓葬 1座，明清墓葬 28座，出土各类随葬品 499件（组）。此次发

掘，为研究盐城唐宋至明清时期墓葬结构、葬俗、平民阶层的社会生活状况等问题提供了新的材料。出土的精美瓷

器、漆器也为研究该时期瓷器、漆器的制作技术、产品特征、文化交流提供了珍贵的实物资料。 

【关键词】：盐城 唐 宋 元 墓葬 漆器 丝织品 

【中图分类号】：K871.43；K871.44【文献标识码】：Ａ 

一、地理位置及墓葬发掘概况 

盐城黄海路遗址唐宋墓地位于盐城市亭湖区先锋街道原江淮动力股份有限公司内，串场河以东、黄海中路以南、人民中路

（范公堤）以西，地块中心地理坐标为东经120°7′23″、北纬 33°23′33″，海拔 2.6米（图一）。为配合盐城市旧城改造，

2019年 12月—2021年 1月，盐城市博物馆对该地块开展了勘探和发掘工作，共布 10×10米的探方 86个。 

本次发掘共清理墓葬 144座，均直接叠压于近现代建筑渣土之下，其中唐代墓葬 20座，宋代墓葬 95座，元代墓葬 1座，明

清墓葬 28 座，共计出土金器、银器、铜器、玉器、漆器、瓷器、陶器等文物 499 件（组）。现将其中保存稍好的 3 座唐代墓葬

（M52、M53、M72),4座宋代墓葬（M21、M37、M79、M112）和 1座元代墓葬（M18）的发掘情况简报如下（图二）。 

 

图一//黄海路遗址唐宋墓地位置示意图 

二、墓葬形制与出土器物 



 

 2 

1.M18 

(1）墓葬形制 

位于墓地西北角。竖穴土坑木棺墓，一坑双棺，方向 0°（图三）。开口距地表 0.52米。墓坑平面呈横梯形，西宽东窄，口

大底小。口长 2.78、口宽 2.68～2.98、底长 2.58、底宽 2.48～2.78、深 0.68米。 

墓坑内双棺并列，放置在坑内东侧。两棺形制相同，保存较好，盖板中部连接处塌陷，平面呈梯形，北高南低，用多块木板

拼接而成，木板以榫卯结构相连，底板为三块板，其余为两块板，棺前后端均有伸出，前端伸出较长。西棺长 2.22、宽 0.6～

0.7、高 0.5米。东棺长 2.18、宽 0.62～0.78、高 0.52米。 

棺内人骨头北足南，仰身直肢葬。由于水的长时间浸泡和冲刷，人骨保存较差，凌乱且发黑。棺内外均有随葬品放置，棺头

挡外侧、底板之上各放置 1 套青瓷罐和青瓷盏。西棺女性人骨左右手各出土银戒指 1 枚，右侧腰部放有铜钱 1 组。东棺男性墓

主头部位置出土 1组 2个金环和 2件青瓷碗，左侧腰部放有铜钱 1组。 

 

图二墓葬分布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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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三//M18平、剖面图 

1、5.青瓷盏 2、6.青瓷罐 3、7.铜钱 4、11.银戒指 8、9.青瓷碗 10、12.金环 

(2）出土器物 

M18出土器物共 12件（组），分别是青瓷罐、青瓷碗、青瓷盏、金环、银戒指、铜钱。 

青瓷罐 2件。1大 1小，形制基本相同。红褐色胎，器表施褐色胎衣。轮制。直口微敛，平沿，方厚唇，唇面微内凹，短束

颈，上腹鼓，下腹斜收。素面。M18︰6，圆肩，平底。最外层有较薄的灰色胎，多处脱落后外露灰胎。口径 9.8、腹径 18.6、底

径 9.0、通高 21.4厘米（图四︰1；彩插七︰1）。M18︰2，斜肩，平底微内凹。口径 9.2、腹径 13.6、底径 7.0、通高 16.2厘米

（图四︰2；彩插七︰2）。 

青瓷碗 2件。形制大小基本相同。轮制。唇口，弧腹，圈足，足跟窄平。褐色粗胎，胎质硬。满釉，釉色青绿，釉层厚。M18

︰8，内外底均露胎。釉面无开片，有流釉现象。口径 15.1、底径 5.6、足高 1.5、通高 7.5 厘米（图四︰3；彩插七︰3）。M18

︰9，内底有涩圈，外底露胎。釉面布满开片。外底心凸起。口径 15.8、底径 5.2、足高 1.2、通高 7.4厘米（图四︰4；彩插七

︰4）。 

青瓷盏 2件。形制大小相似，残，已修复。灰胎，胎质较硬，内外底均露胎。满釉。轮制。敞口，宽折沿，沿面微内斜，圆

唇，浅腹，内腹壁短斜，外腹壁弧收。矮圈足。M18︰1，粗胎，釉色青绿泛灰，釉面有较多黑点。足跟窄平。口径 11.4、底径

4.6、足高 0.6、通高 2.7 厘米（图四︰5；彩插七︰5）。M18︰5，釉色青绿，釉层厚，布满开片。足跟宽平。口径 11.6、底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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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5、足高 0.6、通高 2.7厘米（图四︰6；彩插七︰6）。 

金环 2 件。大小及形制相同。环体小，器形规整，截面呈圆形，内侧壁略尖。素面。外径 1.1、内径 0.7 厘米。M18︰10，

重 1.4克（图四︰7）。M18︰12，重 1.5克（图四︰8）。 

银戒指 2件。锈蚀严重，器表呈黑色。M18︰4，戒圈残失，圆形戒托，口部残破，戒托内镶嵌一颗红色宝石。残高 1.3、戒

托直径 1.1厘米，残重 2.6克（图四︰9）。M18︰11，戒面突高，方块状，方形座，戒圈宽厚，围底开口。通高 2.5厘米，戒托

长 1.7、宽 1.4厘米，戒面长 1.4、宽 1.2、高 0.45厘米，戒圈宽 0.4～0.8、壁厚 0.28厘米，残重 4.8克（图四︰10）。 

铜钱共 2 组（图五），锈蚀，粘结一起，可剥离的仅 17 枚。表面铸文大都模糊不清。可辨识的有“开元通宝”1 枚。M18︰

3-1，钱径 2.6、穿径 0.6、轮厚 0.15、肉厚 0.08厘米，重 3.6克（图五︰1）。“祥符元宝”2枚。M18︰3-3，钱径 2.52、穿径

0.6、轮厚 0.13、肉厚 0.11厘米，重 3.3克（图五︰2）。M18︰3-7，钱径 2.43、穿径 0.68、轮厚 0.1、肉厚 0.06厘米，重 2.6

克（图五︰3）。“政和通宝”1枚。M18︰3-4，楷书对读。钱径 2.35、穿径 0.45、轮厚 0.17、肉厚 0.1厘米，重 3.6克（图五

︰4）。“元丰通宝”1枚。M18︰3-6，钱径 2.46、穿径 0.66、轮厚 0.13、肉厚 0.09厘米，重 3.0克（图五︰5）。“皇宋通宝”1

枚。M18︰3-8，钱径 2.52、穿径 0.68、轮厚 0.17、肉厚 0.11厘米，重 4.0克（图五︰6）。“圣宋元宝”1枚。M18︰7-1，篆书

旋读，光背。钱径 2.4、穿径 0.6、轮厚 0.13、肉厚 0.12厘米，重 2.7克（图五︰7）。“政和通宝”1枚。M18︰7-2，篆书，上

下右左直读，背面郭极浅。钱径 2.5、穿径 0.5、轮厚 0.14、肉厚 0.08厘米，重 3.0克（图五︰8）。 

 

图四//M18随葬器物 

1、2.青瓷罐（M18︰6、2)3、4.青瓷碗（M18︰8、9)5、6.青瓷盏（M18︰1、5)7、8.金环（M18︰10、12)9、10.银戒指（M18

︰4、11) 

2.M21 

(1）墓葬形制 

位于墓地东南部。竖穴土坑砖室木棺墓，一坑一棺。方向 242°（图六）。开口距地表 0.4 米。墓葬土坑和砖室平面均呈梯

形，西宽东窄。墓圹口底同大，长 4.36、宽 1.22～1.6、深 1.16 米。砖室为叠涩券顶，由底部开始上收，长 3.46、宽 0.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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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92、高 0.98米。砖规格为长 26、宽 13、高 3厘米。砖室应是在棺木下葬之后垒砌，依附棺木搭建，与墓圹地面平齐，砖壁与

墓圹坑壁间距较大。砖壁自下而上先是两组四顺一丁，然后是一组三顺一丁，其上开始略错缝平砌，并开始叠涩内收。券顶砖的

铺放不规整，顶部边缘不齐。 

砖室内东西向放置一棺，头挡在西，平面呈梯形，棺木盖、底、两侧板以及两头的挡板均为整块板，榫卯结构连接，盖板塌

落后斜置于棺口内，挡板安插在侧板和底板上的卯槽内，棺底板略长于盖板和侧板，长出部分位于棺前挡。棺底板长 2.9、宽

0.58～0.8米、厚 10 厘米；盖板长 2.6、宽 0.45米、厚 4厘米；侧板长 2.6、宽 0.8 米、厚 3.6～9 厘米；头挡厚 4、脚挡厚 3

厘米。 

 

图五//M18出土铜钱拓片 

1.开元通宝（M18︰3-1)2、3.祥符元宝（M18︰3-3、7)4.政和通宝（M18︰3-4)5.元丰通宝（M18︰3-6)6.皇宋通宝（M18︰

3-8)7.圣宋元宝（M18︰7-1)8.政和通宝（M18︰7-2) 

棺内葬 1人，保存极差，仅存头骨残片和少量肢骨残块，骨块集中于棺头端。棺前挡与砖室之间地面上放置青瓷罐 1件，棺

内放置漆盘 2、漆碗 2、铜镜 1件，铜镜背面紧贴头挡内壁。 

(2）出土遗物 

M21出土器物共 6件，分别是青瓷罐、漆碗、漆盘和铜镜。 

青瓷罐 1件。M21︰1，残。灰褐胎，胎质坚硬。青釉，釉色泛黄，施釉不均，脱落严重，有流釉现象。器身轮制，耳手制。

侈口，折沿，圆唇，直颈，下部微收，溜肩，肩附 4个对称的小横耳，仅存根部，环系部分被敲掉，鼓腹，下腹斜收，平底。口

径 10、腹径 21.7、底径 11.8、通高 28.4厘米（图七︰1）。 

漆碗 2件。形制及大小相同。M21︰4，残，口部变形。木胎，髤黑漆，器内大面积露出红漆底。底部朱书已无法辨识。敞口，

圆唇，深弧腹，圈足，足壁外撇。口径 19.9、底径 10.3、足高 1.1、通高 7厘米（图七︰2）。 

漆盘 2件，形制相同。M21︰5，残，口部变形。木胎，髤黑漆，器内大面积露出红漆底。敞口，圆唇，浅腹，平底。外底朱

书“刘上”二字。口径 18.2、底径 14.2、通高 2.65厘米（图七︰4）。M21︰6，“刘上”二字磨损严重。口径 17.9、底径 12.4、

通高 2.3厘米（图七︰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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铜镜 1件。M21︰2，残破，一边残缺。平面呈委角方形，镜背及镜面均平整，镜背中心一桥形钮，钮的方向与镜的对角线方

向一致。镜缘较低，顶端平，上窄下稍宽。素面。直径 15.7、钮高 0.45、通高 0.7厘米，残重 266.5克（图七︰5）。 

3.M37 

(1）墓葬形制 

位于墓地西南角。竖穴土坑木棺墓，一坑一棺。方向 120°（图八）。开口距地表 0.35 米。墓口平面呈长方形，口大底小。

口长 2.8、口宽 1.2、底长 2.6、底宽 1.12、深 1.2米。墓葬西北部被 M5打破，打破深度 0.95米。 

墓坑内东西向放置一棺，平面呈梯形，东宽西窄。保存极差。棺长 2.02、宽 0.38～0.52、残高 0.12米，侧挡厚 2、头挡厚

1.5厘米。 

棺内葬 1人，保存极差。头东足西，面向南。棺头挡外侧放置 1套青瓷罐和碗，碗滑落在罐身北侧。棺内头骨北侧放置陶质

箕形砚 1件，棺内东端放置青瓷碗和盘各 1件，盘放于碗上，棺西端正置 1件青瓷碗。 

(2）出土遗物 

M37出土器物共 6件，分别是青瓷罐、青瓷盘、青瓷碗和陶砚台。 

青瓷罐 1件。M37︰1，残，口、颈及三耳缺失。灰褐色胎，胎质硬。青黄釉，下腹有釉，脱落严重。罐身轮制，耳手制，罐

身有明显的拉坯痕。圆肩，肩上部对称附四纵耳，有 3个耳仅存根部，环系部分被敲掉，鼓腹，下腹斜收，底凹。最大腹径 20.6、

底径 8.6、残高 23厘米（图九︰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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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六//M21平、剖面图 

1.青瓷罐 2.铜镜 3、4.漆碗 5、6.漆盘 

青瓷盘 1件。M37︰3，灰胎。青釉，内壁满釉，外壁釉不及底。轮制。敞口，圆唇，浅腹，腹壁斜收，腹壁与底壁结合部折

角明显，饼足，足壁较直，足底微凹。足底有 6个支钉痕。口径 13.5、底径 5.5、足高 0.57、通高 3.9厘米（图九︰3）。 

青瓷碗 3件。灰胎，轮制。敞口，圆唇，深腹。M37︰2，残，已修复。胎质坚硬。青釉，局部泛红褐色，满釉，足跟露胎，

釉面布满细密的开片纹。圆唇，唇面有五出花口，腹壁斜收，圈足，足壁外撇，足底平。口径 17.5、底径 7.2、足高 0.6、通高

6.6厘米（图九︰4）。M37︰4，残，已修复。青灰釉，脱落严重，内壁满釉，外壁口沿至下腹部施釉。内腹壁弧收，外腹壁上部

内收，中、下部弧收，饼足，足底微凹。内外底各有 4个支钉痕。口径 13.7、底径 5.6、足高 0.8、通高 5厘米（图九︰5）。M37

︰6，青釉泛黄，施釉不均，脱落严重，内壁满釉，外壁口沿至下腹部施釉。腹壁弧收，圈足，足壁较直，足跟宽厚，足底平。

内外底各有 5个支钉痕。口径 16.4、底径 7.8、足高 1.1、通高 7.1厘米（图九︰6）。 

 

图七//M21随葬器物 

1.青瓷罐（M21︰1)2.漆碗（M21︰4)3、4.漆盘（M21︰6、5)5.铜镜（M21︰2) 

陶砚台 1件。M37︰5，残，已修复。泥质灰陶，修磨平整。砚首着地，砚尾以双梯形足支撑，砚首窄，砚尾宽，两侧边内收，

砚堂呈坡形，砚额及唇沿作弧形。长 17.2、宽 10～11.8、高 4.5厘米（图九︰2）。 

4.M52 

(1）墓葬形制 

位于墓地东南部。竖穴土坑木棺墓，一坑一棺。方向 176°（图一〇）。开口距地表 0.25 米。墓口平面呈梯形，南宽北窄，

口底同大。长 2.55、宽 0.54～0.64、深 0.35米。棺木仅存痕迹，平面呈梯形，南宽北窄。棺痕长 1.98、宽 0.36～0.48米。棺

内人骨保存极差，较凌乱，头南足北，其余人骨情况不明。 

(2）出土遗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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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52 出土器物共 6 件，分别是青瓷罐、青瓷钵、三彩小盂、铜镜、铜钱（腐朽严重无法识别）和漆盘（未提取）。青瓷罐和

钵置于棺头挡板外侧，钵倒扣于罐口上，其余器物放置在棺内头部附近。 

青瓷罐 1件。M52︰2，残。褐色胎，胎质较硬。青绿釉，釉薄处釉色黄绿，施釉不均，内壁满釉，外壁口沿至鼓腹处施釉。

口沿下粘有较多窑渣颗粒，鼓腹上有 2处窑粘。器身轮制，耳手制。盘口，口外壁内凹，圆厚唇，颈部高直，圆肩，腹上部圆鼓，

下部斜收，平底。肩上部对称附 4桥形小横耳，2耳被敲掉，仅存耳根，腹壁留有明显的刮修痕迹，底部边缘有一周支钉痕，共

8个，间距均匀。口径 13、最大腹径 21、底径 9.8、通高 29.6厘米（图一一︰1；彩插八︰5）。 

青瓷钵 1件。M52︰1，残，已修复。胎色外红内灰，胎质较硬。青釉，釉色黄绿不均，内壁仅口沿处施釉，外壁口沿至鼓腹

处施釉，有流釉现象。敛口，圆唇，浅腹，上腹微鼓，下腹斜收，平底。内外底均有一圈支钉痕，内底 6、外底 7个，外底支钉

处有粘损现象，缺损露胎处胎色白，胎质软。口径 16.8、底径 8.2、通高 5.4厘米（图一一︰2；彩插八︰1）。 

铜镜 1件。M52︰3，锈蚀严重。八出菱花镜，镜背中心一桥形钮。主区纹饰有鸳鸯、莲荷和如意形云纹，左右两只鸳鸯隔钮

相对，静立状，脚踩于莲荷之上。钮上一鸳，头顶冠羽，展翅飞翔，在其左右侧各饰一如意形云纹。钮下一鸯，亦作飞翔状。镜

缘处环饰八朵小宝相花，因锈蚀严重，花卉纹难以辨识。镜面平。直径 11.8、厚 1.4、钮高 0.9、通高 1.7厘米，残重 360.4克

（图一一︰3；彩插八︰4）。 

 

图八//M37平、剖面图 

1.青瓷罐 2、4、6.青瓷碗 3.青瓷盘 5.陶砚台 

三彩小盂 1件。M52︰5，体小，形制饱满，基本完整。白胎，胎质软。口至鼓腹处施黄、绿、白三彩釉。圆口，薄圆唇，肩

腹圆鼓，下腹弧收，小平底。口部饰一周细凹弦。口径 2.3、最大腹径 5.3、通高 3.2厘米（图一一︰4；彩插八︰2）。 

5.M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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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墓葬形制 

位于墓地东部偏南。竖穴土坑木棺墓，一坑一棺。方向 228°（图一二）。开口距地表 0.35米。墓口平面呈梯形，南宽北窄，

口底同大。长 1.28、宽 0.38～0.45、深 0.2 米。棺木仅存痕迹，平面呈梯形，南宽北窄。棺痕长 1.18、宽 0.32～0.35、残高

0.02米。棺内南端保存少量头骨残片。 

(2）出土遗物 

M53出土器物共 5件，放置在头部附近，分别是青瓷盘、青瓷碗、白瓷罐底和铜钱（2枚钱币均锈残严重，无法识别）。青瓷

盘扣于白瓷罐底上。 

青瓷盘 1件。M53︰1，灰胎。青釉，脱落严重，内壁满釉，外壁口沿至下腹部施釉。轮制。敞口，圆唇，浅腹，内腹壁斜收，

内底心近平，内壁与内底形成明显折角，外腹壁斜收至底，大圈足，外足壁直，内足壁外撇，挖足较浅，足底较平，留有一处明

显的掏挖痕，足跟平。内底与足跟上留有密集的支钉痕，内底 12、足跟 13个，间距均匀。口径 14.2、底径 8.8、足高 0.75、通

高 3.5厘米（图一三︰1）。 

青瓷碗 1件。M53︰3，灰白胎。青釉泛灰，内壁满釉，外壁口沿至下腹部施釉。轮制。敞口，圆唇，外侧突有较厚的唇边，

斜弧腹，矮饼足，足底微凹。内底刮有涩圈，局部被流釉覆盖。口径 11.8、底径 5.1、足高 0.4、通高 4.1 厘米（图一三︰2；

彩插八︰3）。 

白瓷罐底 1件。M53︰2，残，仅存少许器腹和底足。灰白胎。白釉，釉面光亮，釉面有流釉现象，内壁未施釉，外壁满釉，

底足露胎。轮制，内壁拉坯痕明显。下腹壁弧收，圈足，足壁外撇，足跟外侧斜削一周，底平。腹径 10、足高 0.84、残高 7.1

厘米（图一三︰3）。 

6.M72 

(1）墓葬形制 

位于墓地中部。竖穴土坑木棺墓，一坑双棺。方向 223°（图一四）。开口距地表 0.2 米。墓口平面呈梯形，南宽北窄，口

底同大。长 2.6、宽 1.1～1.2、深 0.6～0.7米。 

墓坑内双棺并列，平面呈梯形，南宽北窄。西棺仅存底板和少许棺头挡板，底板为整块木板。长 2.16、宽 0.48～0.56、残

高 0.12米。东棺只存棺底板。残长 1.8、残宽 0.36～0.46米。 

西棺内葬 1人，人骨保存极差，头南足北，较凌乱。东棺人骨不存。随葬品均出土于墓葬西部，西棺头挡外侧底板上放置 1

套青瓷罐和碗，碗扣于罐口之上，棺内头骨西侧放置铜镜 1件，另有 1件青瓷碗出土于棺内北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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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九//M37出土器物 

1.青瓷罐（M37︰1)2.陶砚台（M37︰5)3.青瓷盘（M37︰3)4—6.青瓷碗（M37︰2、4、6) 

(2）出土遗物 

M72出土器物共 4件，分别是青瓷碗、青瓷罐和铜镜（未提取）。 

青瓷碗 2件。M72︰1，残，已修复。灰白胎，胎质硬。酱釉，满釉，足底露胎，釉色不均，深浅呈环带形间隔，釉薄处釉色

泛黄，釉厚处釉色发黑。轮制，据釉色变化特征可辨器胎拉坯痕。整器胎薄，呈斗笠状。敞口，圆唇，斜弧腹，矮圈足。口径 14.9、

底径 5.6、足高 0.9、通高 6.2厘米（图一五︰1）。M72︰4，腹底露胎处胎色灰褐，胎釉结合部胎色灰，胎质较硬。青黄釉，内

壁满釉，外壁口沿至下腹部施釉，釉层薄，脱落严重，有流釉现象。轮制。敞口，短折唇，深腹，弧腹，圈足。外足壁上部短直，

下部折收，足跟尖，挖足较浅，足内壁微外撇，足底微内凹。内底心尖突，绕其一周有 8道跳刀痕。内底与足部均有一圈支钉痕，

各 12个，间距均匀，支钉直径 1.5厘米。口径 17.9、底径 9.6、足高 1.2、通高 7.2厘米（图一五︰2）。 

青瓷罐 1件。M72︰2，残，已修复。灰胎，胎质坚硬。青黄釉，内壁仅口沿处施釉，外壁口沿至鼓腹处施釉，局部有流釉现

象，胎釉结合不牢固，脱落严重。器身轮制，下腹有明显的拉坯痕，耳手制。口微侈，折唇贴颈，束颈，溜肩，鼓腹，下腹斜收，

凹底。唇面中部起脊，颈上部对称附四纵耳，环系部分全部被敲掉，仅存耳根部。口径 9、腹径 19.4、底径 8、通高 24厘米（图

一五︰3；彩插八︰6）。 

7.M79 

(1）墓葬形制 

位于墓地中部。竖穴土坑木棺墓，一坑双棺。方向 165°（图一六）。开口距地表 0.25米。墓口平面呈梯形，南宽北窄，口

底同大，墓坑底部西半部高东半部低，落差 0.14米。长 2.8、宽 1.76～2.16、深 0.7～0.85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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墓坑内双棺并列。西棺长 2.38、宽 0.64～0.8、残高 0.2米。东棺长 2.4、宽 0.64～0.78、残高 0.4米。西棺仅存棺底板，

为一整块板，下方有 5 根方木棺垫，与底板榫卯连接。两端挡板的印迹可见，头挡外侧的底板伸出较长。底板厚 0.1、棺垫长

0.1、宽 0.1、高 0.12米。东棺只存两侧板及底板，均为独立的一整块板，侧板长 2.16、宽 0.36米、厚 2厘米，底板厚 5厘米，

两头挡板仅存印迹，头挡外侧的板伸出较长。侧板与底板间榫卯连接。 

棺内人骨保存极差，只见头骨，西棺墓主为男性，东棺为女性。随葬品放置在棺内和棺头挡外侧的底板之上。西棺棺头底板

上正置 1件青瓷罐，罐耳全部被敲残；东棺棺头底板上为 1件青瓷执壶，耳、口、执手、流均被敲掉。棺内头部、脚部各置 1件

酱釉瓷钵；棺前、中、后均有铜钱出土；西棺头骨附近置青瓷壶、碗、盘和铜镜各 1件；东棺头骨附近置青瓷盘和碗各 1件。 

(2）出土器物 

M79出土器物共 15件（组），分别是青瓷执壶、青瓷罐、酱釉瓷钵、青瓷碗、盘和碟、铜钱（4枚钱币均锈残严重，无法识

别）、铜镜（未提取）。 

 

图一〇//M52平、剖面图 

1.青瓷钵 2.青瓷罐 3.铜镜 4.漆盘 5.三彩小盂 6.铜钱 

青瓷执壶 2件。1大 1小。M79︰1，残，口、流、柄均缺失。灰胎，胎质坚硬。青绿釉，满釉，釉色均匀，釉层厚。壶身轮

制，耳、流、柄手制后粘附在壶肩部。口残，颈部残留少许，肩腹圆鼓，下腹斜收，圈足外撇，外底有一圆台。壶体为瓜棱形，

其上纵向刻划出 8 条双道瓜棱纹，肩部一侧安装壶流，另一侧安装手柄，其余两侧对称安装两纵向双股鼻耳。最大腹径 18.4、

底径 9、足高 1.5、残高 23.3厘米（图一七︰1）。M79︰10，残，口唇及壶柄缺失。灰白胎。青白釉，满釉，足底露胎，釉面布

满开片。壶身轮制，耳、柄、流手制。束颈，圆肩，鼓腹弧收，矮圈足外撇，底平。颈肩结合处有一周浅台，颈部对称安装两纵

向环系，系根部位于台下肩部，肩一侧安装一斜口曲流，另一侧安装壶柄。最大腹径 7.9、底径 5.3、足高 0.74、残高 10.5 厘

米（图一七︰2）。 

青瓷罐 1件。M79︰6，残。器表胎色灰，内壁胎色红，酱釉，内壁仅口沿处施釉，外壁口沿至下腹部施釉，脱落严重。器身

轮制，耳手制。敛口，折沿，尖唇，矮束颈，凹底。肩部饰有一周凹弦，其上对称安装四纵耳，仅存根部，环系部分被敲掉，近

底部腹壁烧制变形，一侧烧裂，一侧起包。口径 9、最大腹径 16.5、底径 7、通高 23.4厘米（图一七︰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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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一一//M52出土器物 

1.青瓷罐（M52︰2)2.青瓷钵（M52︰1)3.铜镜（M52︰3)4.三彩小盂（M52︰5) 

 

图一二//M53平、剖面图 

1.青瓷盘 2.白瓷罐底 3.青瓷碗 4、5.铜钱 

 

图一三//M53出土器物 

1.青瓷盘（M53︰1)2.青瓷碗（M53︰3)3.白瓷罐底（M5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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酱釉瓷钵 2 件。形制相同，1 大 1 小。灰胎。酱釉，内壁满釉，外壁口沿至下腹部施釉。轮制。敛口，折沿，圆唇，深腹，

下腹斜弧，底内凹。内外底均有一圈支钉痕。M79︰5，较完整。有流釉和散釉现象。口径 15.5、底径 7.4、通高 8厘米（图一七

︰4）。M79︰15，残，已修复。有流釉和开片现象。口径 24.4、底径 7.8、通高 12.8厘米（图一七︰5）。 

青瓷碗 3件。残，已修复。轮制。M79︰3，灰白胎，青白釉，釉色均匀略泛黄，釉面光亮，满釉，足底露胎。唇口，弧腹，

矮圈足，底平。内底与腹壁相交处有一周凹弦纹，外底有墨迹，漫漶不清。口径 17.8、底径 7、足高 0.78、通高 6.1 厘米（图

一七︰6）。M79︰2，白胎，青白釉，釉色均匀，釉面光亮，布满细小开片纹，满釉，足底露胎。敞口，圆唇，浅腹，平底，腹壁

斜收至底壁处折收，矮圈足，底平。唇沿上有五出花口。口径 20.4、底径 8.6、足高 0.67、通高 4.6厘米（图一七︰7）。M79︰

9，灰白胎，青白釉，脱落严重，满釉，足底露胎。敞口，圆唇，折腹，圈足，底平。唇沿上有六出花口，正对花口刻划一道浅

竖槽，腹壁与内底折角处有凹弦一周，外底部残留墨迹，漫漶不清。口径 13.7、底径 6.6、足高 0.66、通高 3.8 厘米（图一七

︰9）。 

青瓷盘 1件。M79︰8，残，已修复。灰白胎，胎薄。青白釉，釉色较均匀，满釉，底部露胎。轮制。敞口，圆唇，浅腹，斜

弧腹，平底。腹壁与内底结合处有一周凹弦，外底画有一黑色“十”字符号。口径 10.2、底径 4.9、通高 2.6 厘米（图一七︰

8）。 

青瓷碟 1件。M79︰7，残，已修复。灰白胎。青釉泛灰绿，满釉，外底露胎，积釉处有细小开片，外底留一垫圈印痕。10瓣

葵口，薄方唇，弧腹，平底。口径 13.6、底径︰105.9、通高 3.7厘米（图一七︰10）。 

8.M112 

(1）墓葬形制 

位于墓地中西部。M112为一竖穴土坑双砖室合葬墓，开口距地表 0.2米。方向 257°（图一八）。土坑平面呈梯形，口底同

大，南北两棺相错，底部相平。土坑通长 4.86、北壁长 4.44、南壁长 4.4、宽 2.86～3.46、深 1.06米。 

两砖室形制相同，顶部已不存在，两室之间未设墓墙，砖室内置梯形棺木，棺木与墙壁之间贴合紧密，砖室与棺头挡间有一

小室，用以放置随葬品，砖墙采用顺丁相间法垒砌，平砌砖顺向错缝，直壁立砌砖与平砌砖垂直摆放，顶部立砌砖多斜向摆放。

南侧砖室内长 3.5、东宽 0.78、残高 0.48、西宽 0.92、残高 0.9米，北侧砖室内长 3.5、东宽 0.69、残高 0.59、西宽 1.22、残

高 0.77米。条砖长 27、宽 12.8、厚 3.6厘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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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一四//M72平、剖面图 

1、4.青瓷碗 2.青瓷罐 3.铜镜 

 

图一五//M72出土器物 

1、2.青瓷碗（M72︰1、4)3.青瓷罐（M72︰2) 

棺木保存较好，形制相同。平面呈梯形，前高后低，各部分通过榫卯搭接而成，并用铁钉固定。棺底板头端下方放有棺垫，

盖板下有望板，盖板、侧板表面有弧度，侧板由脚端向头端逐渐升高，盖板、侧板与底板头端伸出极长，伸出部分内搭建有木箱，

木箱已完全散架，箱底可见隔挡用构件。北棺长 2.78、宽 0.68～0.9、高 0.9～1.04米，南棺长 2.76、宽 0.78～0.9、高 0.44～

1.02米，望板长 1.85、宽 0.42米、厚 2厘米，棺垫长 6.4、宽 6.4、高 8厘米。 

 

图一六//M79平、剖面图 

1、10.瓷壶 2、3、9.瓷碗 4、12—14.铜钱 5、15.瓷盆 6.瓷罐 7.瓷碟 8.瓷盘 11.铜镜 

南侧墓主为男性，北侧墓主为女性。棺内人骨凌乱，头西脚东。两棺外头端底板上各放置青瓷罐 1件，砖室与棺头挡间的小

室内有 2件漆器，其余随葬品都放置在棺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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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出土器物 

M112出土器物共 16件（组），分别是青瓷罐、漆盆、漆碗、漆盘、漆盒、木梳、木器构件和铜镜（残甚）、铜带扣等。其中

漆盒和木器构件正在保护和修复，资料后续再行公布。 

青瓷罐 2 件。均残。M112︰1，灰胎。青釉，釉色黄褐不均，胎釉结合不紧，脱落严重，有流釉现象。器身轮制，耳手制。

侈口，沿外翻折，方厚唇，高颈，溜肩，鼓腹，下腹斜收，底凹。肩上部附四横耳，仅存根部，环系部分被敲掉。口径 10.3、最

大腹径 22、底径 11.2、通高 28.8 厘米（图一九︰1）。M112︰10，灰褐胎。青釉发青黑色，釉层厚，布满细小开片和黄褐色斑

点，内壁仅口沿处施釉，外壁口沿至鼓腹处施釉，有流釉现象。侈口，沿外翻，圆厚唇，高颈，溜肩，鼓腹，下腹斜收，底凹。

肩附四横耳，仅存根部，环系部分被敲掉，下腹壁有明显的轮修痕迹。底部粘有窑渣块。口径 10.4、最大腹径 23.1、底径 12、

通高 29.5厘米（图一九︰2）。 

漆盆 1 件。M112︰6，口残，底脱落。圈叠木胎，共 5 层，木条薄片形。灰底之上髤黑色漆。敞口，圆厚唇，弧腹，平底。

器底朱书“谈真”二字。口径 21.1、底径 15.5、通高 7.7厘米（图一九︰3）。 

漆碗 3件。形制相同、大小相近。木胎，内外均髤黑漆，面漆褪色严重，大面积露出红色底漆。敞口，薄圆唇，弧腹，圈足，

平底。M112︰3，口残并变形。口径 21.9、底径 10.8、足高 1.1、通高 8.2厘米（图一九︰4）。M112︰13，口残并严重变形，足

底一侧竖向朱书“俞真”二字。口径 21.1、底径 10.5、足高 1.1、通高 7.9厘米（图一九︰5）。M112︰18，，足底一侧竖向朱书

“俞真”二字，“俞”字右上部磨损严重。口径 21.4、底径 10.4、足高 1、通高 7.3厘米（图一九︰6）。 

 

图一七//M79出土器物 

1、2.瓷壶（M79︰1、10)3.瓷罐（M79︰6)4、5.瓷钵（M79︰5、15)6、7、9.瓷碗（M79︰3、2、9)8.瓷盘（M79︰8)10.瓷碟

（M79︰7) 

漆盘 4件。形制相同、大小相近。木胎，髤黑漆，器内黑漆褪色严重，外露大面积红色底漆。敞口，圆唇，浅腹斜收，大平

底。M112︰2，口残并变形。外底朱书“俞上”二字。。口径 18.4、底径 13.5、通高 2.5厘米（图一九︰7）。M112︰12，口部略

残，变形较小。外底朱书“卞真”二字。口径 17.9、底径 13.2、通高 2.6厘米（图一九︰8）。M112︰17与 M112︰12相同。M1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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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残。外底朱书“俞上”二字。口径 18、底径 13.3、通高 2.5厘米（图一九︰9）。 

木梳 2 件。木质。表面呈黑色。梳背均呈圆弧形。M112︰5，梳齿完全残断。长 10.6、残高 3.2 厘米（图一九︰10）。M112

︰14，大小齿严重残损。长 10.8、残高 4.1厘米（图一九︰11）。 

铜镜 1件。M112︰21，锈残严重。八出葵花镜。圆钮，镜缘窄平，镜背纹饰有动物、树林、围栏、花卉等，因锈蚀部分纹饰

不能辨识。镜钮左右两侧各饰一大型瑞兽，隔钮相对静立，蹄足，头顶生角，鳞片状皮毛，粗尾下垂，钮上方饰围栏与树林，树

林两侧各填饰一宝相花，钮下方纹饰已无法辨识。镜面保存极差，层状剥落。直径 24、厚 0.6、钮高 1、通高 1.35 厘米，残重

853克（图一九︰12）。 

铜带扣 1件。M112︰9,1组 7件，包括铊尾 1、拱圆形带銙 4件、正方形带銙 2件，其中 1件拱圆形带銙残缺。正面平，背

面内凹。背面边缘一周作有穿钉，拱圆形带銙 3个，正方形带銙 4个，铊尾 5个，穿钉均仅存根部。带銙的一侧作有长方形穿带

孔。铊尾平面近呈长方形，一端方一端圆。铊尾长 6.7、宽 3.9、厚 0.5～0.9厘米，残重 100.7克；拱圆形带銙高 2.6、宽 3.5、

厚 0.6厘米，残重 22.5克；正方形带銙宽 3.6、长 3.8、厚 0.6厘米，残重 43.1克（图二〇）。 

 

图一八//M112平、剖面图 

1、10.青瓷罐 2、12、15、17.漆盘 3、13、18.漆碗 4.穿圆孔方形器 5、14.木梳 6.漆盆 7、19、20.枕木 8、21.铜镜 9.铜带

扣 22—24.条木构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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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一九//M112出土器物 

1、2.青瓷罐（M112︰1、10)3.漆盆（M112︰6)4—6.漆碗（M112︰3、13、18)7—9.漆盘（M112︰2、12、15)10、11.木梳（M112

︰5、14)12.铜镜（M112︰21) 

 

图二〇//M112出土铜带扣（M112︰9) 

三、结语 

从发掘情况来看，这批墓葬多为中小型墓，墓葬修建方式较为简单，墓中随葬品较少，应属普通中下层平民墓葬。由于墓葬

未出土明确纪年文字资料，所以只能根据墓葬形制和随葬器物来推断其年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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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52、M53、M72皆为竖穴土坑木棺墓，墓口形状近狭长梯形，是南方地区常见的唐墓形制。 

M52 出土的青瓷盘口罐（M52︰2）与 1972 年江苏扬州双桥公社唐墓所出的四系青瓷罐造型相近
1
，八出菱花铜镜（M52︰3）

与河南偃师杏园 M2731随葬的铜镜（M2731︰25）造型、构图基本一致 2。双桥公社唐墓与杏园 M2731皆为中唐时期墓葬，故 M52

年代应属唐代中期。 

M53所出青瓷碗（M53︰3）、青瓷盘（M53︰1）与江苏无锡环城河 J14出土的青瓷碗 3及扬州城蜀冈下宋大城西城墙出土的瓷

盘（YSZH1︰26、32)4造型相近，后两者为晚唐五代时期遗存，据此推测 M53年代为晚唐五代时期。 

M72出土的青瓷罐（M72︰2）与年代上属唐代中晚期的盐城市区唐墓 M2出土的釉陶罐（M2︰3)
5
、扬州五台山唐墓 M7所出瓷

罐（M7︰5）造型相近，出土的青瓷碗（M72︰4）与五台山晚唐墓葬 M26随葬的瓷碗（M26︰1）形制相同 6，故 M72应为唐代中晚

期墓葬。 

M21竖穴单室砖室墓、M37竖穴土坑墓、M79竖穴土坑合葬墓、M112砖室并列双室墓，均是宋代东南地区流行的墓葬形制 7。 

M21 出土的四系青瓷罐（M21︰1）与扬州五台山五代墓葬 M2 的瓷罐（M2︰6）在造型及装饰上基本一致 8，所出委角弧边方

形铜镜（M21︰2），依据学界对宋代铜镜的分期研究 9，应属北宋早期器物。因此，推测 M21的年代相当于北宋早期。 

M37出土的陶箕形砚（M37︰5）与五台山五代墓葬 M10所出陶砚（M10︰3）形制相近，青瓷盘（M37︰3）与溧阳竹箦北宋李

彬夫妇墓出土的青瓷盘相似，李彬夫妇葬于北宋元祐六年（1091年）10，故 M37年代至迟为北宋中晚期，或可早至北宋早期。 

M79 出土的青瓷执壶（M79︰10）斜口曲流，圈足外撇，釉面已不如唐五代时期光亮滋润，反映出北宋早期执壶的特征。酱

釉瓷钵（M79︰15）、青瓷罐（M79︰6）、青瓷碗（M79︰3）与江苏仪征都市枫林出土的釉陶钵（M22︰4）、釉陶罐（M55︰1）、瓷

碗（M46︰1）形制相近，后者年代皆属北宋中晚期 11。故推测 M79的年代可至北宋中晚期。 

M112 应是宋代南方流行的夫妻双室合葬墓。出土的青瓷罐（M112︰1、10）沿外翻、厚唇、高颈与五台山五代墓葬 M2 所出

四耳青釉罐（M2︰6）一致 12。墓葬中随葬漆器是江浙地区宋墓的特色，M112所出漆碗、漆盘为木胎，髹黑漆，在造型及制作工

艺上与江苏江阴要塞镇澄南出土的一批北宋漆器相近 13。因此，M112所属的年代应为北宋时期，或可早至北宋早期。 

M18出土铜钱中最早为“开元通宝”，最晚为北宋“政和通宝”，则该墓年代不早于北宋晚期。随葬的青瓷碗、盏、红褐胎

瓷罐具有元代瓷器的相关特征，外底心凸起的瓷碗（M18︰9）与江苏徐州大山头元代纪年画像石墓出土瓷碗（DYM︰9)14、上海青

浦县元代任氏家族墓葬所出瓷碗 15造型装饰相近。大山头元代纪年画像石墓有“延祐柒年”（1320 年）的确切纪年，任氏墓葬

出土墓志记载显示该群墓葬年代在 1327—1353年间，故 M18年代应属元代晚期。 

综上，本次发掘的唐宋元墓葬，年代上跨越唐代中晚期至元代晚期，丰富了盐城地区该时期的墓葬材料，对研究该地唐宋元

时期墓葬结构、葬俗、平民阶层社会生活状况等问题具有重要意义。一批精美瓷器、漆器的出土，也为研究该时期瓷器、漆器的

制作技术、产品特征、文化交流提供了珍贵的实物资料。 

注释： 

1[1]扬州市博物馆：《扬州新近出土的一批唐代文物》，《考古》1995年第 2期。 

2[2]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偃师杏园唐墓》，科学出版社 2001年，第 14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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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无锡市博物馆：《无锡市环城河古井清理》，《文物》1983年第 5期。 

4[4]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等：《扬州城：1987—1998年考古发掘报告》，文物出版社 2010年，第 98页。 

5[5]盐城市陆公祠管理处、盐城市博物馆：《江苏盐城市城区唐宋时期的墓葬》，《考古》1999年第 4期。 

6[6]江苏省文物管理委员会、南京博物院：《江苏扬州五台山唐、五代、宋墓发掘简报》，《考古》1964年第 10期。 

7[7]叶俊峰：《东南地区宋墓研究》，郑州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10年，第 10—17页。 

8[8]同[6]。 

9[9]陈章龙：《宋代铜镜分期初探》，吉林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07年，第 45页。 

10[10]镇江市博物馆、溧阳县文化馆：《江苏溧阳竹箦北宋李彬夫妇墓李彬夫妇墓》，《文物》1980年第 5期。 

11[11]仪征博物馆：《江苏仪征都市枫林唐宋墓群发掘简报》，《东南文化》2010年第 4期。 

12[12]同[6]。 

13[13]江阴市博物馆：《江苏江阴要塞镇澄南出土宋代漆器》，《考古》1997年第 3期。 

14[14]邱永生、徐旭：《江苏徐州大山头元代纪年画像石墓》，《考古》1993年第 12期。 

15[15]上海博物馆：《上海市青浦县元代任氏墓葬记述》，《文物》1982年第 7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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