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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场传真

江苏宁常镇溧高速公路土墩墓考古发掘座谈会实录

作者： 李政  发布时间： 2006-01-18  文章出处：中国文物信息网

 

    土墩墓是青铜时代江南地区特有的埋葬方式，主要分布在苏南、皖南、浙江一带，其中江苏以句容、金

坛一带分布尤为密集。江苏省在建的宁常、镇溧高速公路正好穿越这一区域。２００５年，由南京博物院主

持，全省多家单位的８０余名专业人员组成的８支考古队，同时对高速公路沿线的４０座土墩墓进行了大规

模的考古发掘。２００５年１２月１８日，在此次土墩墓考古发掘的座谈会上，与会专家学者用“土墩墓的

具有里程碑意义的发掘”和“基建工程中考古工作的样板”来评价这次发掘工作，并从课题意识、考古发掘

方法的突破和学术上的进步与突破三个方面予以肯定。 

   

    首先是课题意识，基建工程中的考古发掘受到时间紧、任务重等多种主客观因素的影响，多是粗放式

的，发掘质量普遍下降已是困扰考古工作的难题。而此次土墩墓的发掘，在时间紧，经费未到位的情况下，

仍严格按照田野考古工作规程，用科学的态度，当作一个学术课题来做，思路明确，取得学术上的突破，堪

称“基建工程中考古工作的样板”。专家认为，这种课题意识和科学的精神应大力提倡。 

    

    其次是发掘方法上的突破：发掘在坚持地层学的基础上，引入了埋藏学，将两者结合，不仅解决了层位

问题，而且还原了青铜时代江南土墩墓的营造过程，发现了许多重要的遗迹现象，丰富了江南土墩墓的内

涵，是目前为止土墩墓个案最为详细、完整的一批资料。发掘中普遍采用的四分法和探方法是土墩墓发掘切

实可行的有效方法。 

    

    与会专家一致认为，正是基于科学的精神与发掘方法，本次发掘在土墩墓的形制结构、丧葬习俗等诸多

方面取得新的突破，不仅廓清了长期以来学术界对土墩墓的一些模糊认识，同时也为江南地区青铜时代的社

会结构和土著文化，土墩墓的源流、分期与分区，以及土墩墓的保护和利用等重大课题的深入研究提供了翔

实的第一手资料。其学术的突破主要有： 

    

    一、进一步确认一墩一墓与一墩多墓现象并存 

    

    土墩墓自１９７４年第一次发掘以来，在考古界一直存在着是“一墩墓”还是“一墩多墓”的争议。在

本次发掘的４０座土墩中除被破坏而埋葬情况不详外，可以确定的一墩一墓有３座，一墩多墓有２８座。一

墩多墓的现象明显较一墩一墓普遍。一墩一墓的土墩一般除中部的一座墓葬外，在其四周不同层面上放置数

量不等的祭祀器物群 坑 。一墩多墓的土墩一般除中部的一座墓葬外，在其四周不同层面上再埋有至少１

座墓葬。最多的周边还先后埋有４４座墓葬。 

    

    二、首次发现一墩多墓的向心布局结构 

    

    一墩多墓土墩的墓葬布局方式多样，其中向心结构的布局方式较为特别，与中原及周边地区的墓地布局

有着显著的差别，具有浓郁的江南土著特色，在土墩墓考古中也是首次发现。向心式布局即在土墩中心墓葬

周围的不同层面安葬的多座墓葬头向均朝向中心墓葬。在４０座土墩中有１０座明确存在这一布局方式，为

深入研究青铜时代江南土墩莫的葬俗和社会结构提供了非常宝贵的考古学资料。 

    

    三、首次发现土墩墓中存在堆土掩埋与竖穴土坑的墓葬 

    

    以往学术界普遍认为，作为先秦时期有别于其他地区的特殊葬俗的江南土墩墓一般没有墓坑，采用堆土



掩埋、平地起封的特殊方式安葬。后来也发现有土坑现象，但并不普遍。本次发掘的４０座土墩共清理墓葬

２３３座，绝大多数均有墓坑，同时在很多墓葬中还发现了人牙和人骨腐痕，这在中小土墩墓考古发掘中尚

属首次，不仅从另一个方面佐证这些竖穴土坑就是墓葬，而且为江南地区青铜时代土著居民的人类学研究提

供了宝贵的科学资料。 

 

    堆土掩埋现象较为少见，但本次发掘发现了一座带浅坑和小封土的墓葬，为土墩墓中另一新的发现，它

可能是我国发现的最早的带封土的墓葬，不仅丰富了土墩墓丧葬习俗的内涵，也为研究我国古代墓葬封土起

源提供重要资料。 

 

    四、发现了多样的墓葬建筑 

 

    以往的土墩墓发掘中，仅有一些墓葬建筑的零星发现。这次发现的有关墓葬或与祭祀建筑，不仅数量

多，而且形式多样。在４０座土墩中有９座墩子发现了１４座丧葬建筑，包括墓上和墓下两种。墓上建筑主

要指在墩子中心墓葬上的建筑，由基槽、两面坡的棚子、石床等部分组成，有的还有通往墓葬的小路，在棚

子上再堆土成丘。这类棚子建筑与浙江印山越王墓较为类似，而时代明显早于后者，级别低于后者。有学者

进一步指出，以往认为印山越王大墓的这类建筑事古越国高等级贵族墓的特有结构，现在需要重新认识这一

现象。 

 

    墓下建筑是建在中心墓葬的下一层、墩子基础层面上的建筑物，同样包括基槽和柱洞。这类建筑一般位

于墩子中心，建在中心墓葬的正下方，与中心墓葬没有直接关联。专家认为，对这些遗迹解释还有待更进一

步的发掘和研究。 

 

    五、首见墓地界域 

 

    发掘中有１座土墩有明显的界墙和护坡，１座土墩有土垄，这在土墩墓发掘中首次发现。界墙和土垄起

到确定墓地四至的作用。在另两座土墩中发现护坡堆积，其功用可能与界墙、土垄相似。没有明显界墙、土

垄的土墩，其墓地的界域与墩子的基础范围大体一致，墩子堆积包括墓葬和祭祀器物群等活动基本在基础范

围内。在墩子基础铺垫完后，墓地的范围也就确定了。这些说明土墩作为墓地在建造之初就有了明确的规

划。有专家则提出界域作为一种葬俗还需要合理的解释。 

 

    六、明确土墩营造过程 

 

    土墩的营造大致经历这样一个过程：首先平整土地：再在其上铺垫１至３层土，形成土墩的基础，现有

资料显示基础完成，也就确定了墩子的范围，即确定了墓地的范围；在基础的中心部位建造中心墓葬及相关

建筑，封土形成最早的坟丘。也有在土墩中部生土面或基础面上建造祭祀性建筑，后在建筑基础上堆土再建

造中心墓葬；以后不同的时期在坟丘上堆土埋墓，或进行祭祀活动；在一定时期后再进行一次封土，停止埋

墓和祭祀活动，完成该土墩即墓地的经营过程。 

 

    土墩墓是中国青铜时代很重要的一个学术课题。分布地域大，时代延续相当长。本次发掘反映了土墩墓

研究的学术进步和发展，在解决一些学术问题的同时，又提出了许多新问题。由于本次发掘资料详细、完

整，座谈会上，专家还对土墩墓有待进一步解决的学术问题和今后的关注方向提出许多建议，如：土墩墓的

年代问题，借助这批资料墓葬丰富的叠压打破关系，将土墩墓的年代和分期问题进一步细化；同时每一个墩

的延续时间也是首先要解决的问题；墓葬成员的社会关系问题，在明确了每一个墩是一个家族多代延续的墓

地的基础上，研究社会关系、组织结构就非常重要，发掘中发现的一些牙齿的鉴定将有助于这一问题的解

决；此外，不同的土墩之间的关系、陪葬铜器的高等级墓与一般墓葬的文化因素构成的区别、如何界定祭祀

器物群等等问题，还需更深入的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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