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洛阳孟津大汉冢西晋围沟墓

发掘简报

洛阳市第二文物工作队

2009年,我队配合连霍高速公路改扩建工

程 ,在洛阳邙山陵墓群进行了考古调查、勘探

和发掘。2009年 7~ 9月 ,在洛阳市孟津县送庄

乡三十里铺村西南,大汉冢东汉帝陵陵园遗址

建筑遗址群南侧,发掘了一处西晋时期的围沟

墓。围沟墓地处邙山东汉陵区核心区域内, 西

北距大汉冢封土约 600米,东距曹休墓 300 余

米 (图一)。

一 地层堆积和围沟结构

围沟墓的地层堆积分为 2层: 第 �层为耕

土层 , 厚 0�26~ 0�7 米。第 � 层为明清层 , 厚

0~ 0�63米。土质较软,黄褐色, 夹杂炭灰、烧土

颗粒, 含有陶片、褐釉瓷片、青花瓷片。围沟及

墓葬的原始地层遭到破坏 ,围沟和墓葬直接叠

压在第 �层下。

围沟系人工挖掘而成, 平面呈

方形 ,形制规整 ,三面闭合, 南部正

中留有通道。围沟口大底小,断面呈

梯形 ,转角齐整 ,保存较完整。沟内

填红褐色土,较为纯净,含有少量细

沙(图二)。

北面围沟东西长 33�85、口宽

0�53 ~ 1�4、底 宽 0�35 ~ 0�4、深
0�7~ 0�95 米 , 底部中间稍高两端

低。东面围沟南北长 35�05、口宽

0�48~ 0�77、底宽 0�33 ~ 0�35、深

*

* 本文为� 洛阳邙山陵墓群考古调查与勘测�项目工作报告之十一。

图一 墓葬位置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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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二

墓葬全景

0�45~ 0�7米, 底部北高南低。西面围沟南北

长 34�9、口宽 0�68~ 0�9、底宽 0�4~ 0�45、深
0�85~ 0�95米 , 底部北高南低。南面围沟东

西长 34�5、南部正中通道宽 3�35米。东段长
15�25、口宽 0�6~ 0�75米; 西段长 15�9、口

宽 0�75~ 1�05、底宽 0�35~ 0�45、深 0�45~

0�95米。
围沟内部分布 3 座墓葬 ( 编号分别为

09LHDM55~ 09LHDM57,以下简称M55~ M57) ,

墓葬的开口层位与围沟相同。3 座墓葬形制结

构相似 ,均有长斜坡墓道 ,墓道前端均有一个

天井, 墓室平面均为方形。其中 M55为单室土

洞墓, M56、M57 为砖券多室墓。M56 居中, M57

处于东侧 , M55处于西侧。M55、M57 墓道及天

井均位于围沟之内,M56墓道在围沟内,天井则

位于围沟之外(图三 )。

二 墓葬形制

(一 )M55

为长斜坡墓道单室土洞墓,由墓道、天井、

甬道、墓室组成,方向 183�(图四)。

墓道位于南侧 , 长斜坡式 , 长 10�4、宽

0�72~ 1米。墓道北端为过洞, 长 1�4米。过洞

北侧为天井, 长 2�25、宽 1 米。天井北侧接甬

道,甬道北侧接墓室。墓室平面为方形,南北长

3、东西宽 2�8米。墓顶为穹隆顶,已坍塌,高度

不详。墓壁平直,残高 1�4米。

墓葬被盗严重, 墓道、天井北端和墓室上

� 洛阳孟津大汉冢西晋围沟墓发掘简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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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四 M55平、剖面图

图三

墓葬及围沟平面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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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五 M56平、剖面图

1. 陶帐座 2. 陶罐 3. 陶器座 4. 陶空柱盘 5. 陶井 6. 陶厕 7. 陶灶 8. 陶碓 9. 陶磨 10. 陶

11. 陶案 12. 陶俑 13、15. 陶马 14. 陶车轮 16. 陶牛 17~ 19. 陶碗 20. 铁钉 21. 铜钱

方共发现 4个盗洞。葬具及人骨腐朽无存,未见

出土遗物。

(二) M56

为长斜坡墓道砖券多室墓 ,由墓道、天井、

甬道、墓室、东西侧室组成,方向 190�(图五)。

墓道位于南侧 ,长斜坡式 ,长 6�75、宽 1�2

米。南端有一段长 1�4 米的墓道 , 向内收至

0�86米宽。墓道北端为过洞,长 3�4米。过洞北

侧为天井 , 长 3�85、宽 1�2 米。天井北侧接甬
道,甬道为过洞式 ,长 1�52、宽 0�86、高 1�3米。

顶部坍塌, 情况不详。两壁砖砌 ,错缝平砌, 残

存 6层平砖加 1层侧立横砌。砖铺地 , 错缝横

� 洛阳孟津大汉冢西晋围沟墓发掘简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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铺。甬道南侧砖砌封门一道 ,宽 1�08、残高 0�18

米,扇形错缝平砌。

甬道北侧接墓室。墓室平面近方形, 东西

长 2�86、南北宽 2�8米。顶部塌毁,从残存迹象

看应为穹隆顶。四壁砖砌 ,错缝平砌,残存 6层

平砖上部加 1层侧立横砌,土圹壁高 1�4米。砖
铺地,错缝横铺。墓室北部有一近圆形盗洞, 葬

具腐朽无存,仅见少量肢骨残块。

墓室东西两侧各有一个侧室。弧顶近平 ,

四壁仅存 1~ 2层砖,错缝平铺。砖铺地,错缝横

铺。东侧室深 2�8、宽 0�96、高 1�32米。西侧室
深 2�7、宽 0�92、高 1�3米。

墓葬用砖分大小两种,大砖长 33�5、宽 17、

厚 6�5 厘米 , 小砖长 28�5、宽 14�5、厚 5�5 厘

米,均为一面饰绳纹。

(三) M57

为长斜坡墓道砖券多室墓 ,由墓道、天井、

甬道、墓室、侧室组成,方向 191�(图六)。

墓道位于南侧,长 6�54、宽 0�75~ 0�85米。

墓道北端接过洞,长 3�7米。过洞北侧为天井 ,

长 1�9、宽 1�2米。天井北端接甬道。甬道为过

洞式,长 1�42、宽 0�94、高 1�4米。顶部坍塌 ,两

壁砖砌,错缝平铺, 残存 9~ 12层。底部用砖错

缝横铺。甬道南侧砖砌封门一道, 宽 1�2、残高

0�35米,残存 7层,扇形错缝平砌。

甬道北侧接墓室。墓室平面近方形 ,东西

长 2�9、南北宽 2�78米。顶部塌毁 ,为穹隆顶。

四壁砖砌,错缝平铺,残存 10余层,残存土圹壁

高 1�4米。砖铺地, 错缝横铺。墓室与甬道连接

处有一盗洞,深至墓底。葬具和人骨腐朽无存。

墓室北侧有一侧室。长 2�5、宽 0�92米。弧

顶近平,残高 1�3米。壁砖仅余 3~ 4层,错缝平

铺。砖铺地,错缝横铺。

墓葬用砖长 30、宽 16、厚 5厘米。

图六 M57平、剖面图

1. 陶盘 2. 陶耳杯 3. 铁镜 4. 铜钱 5. 铁钉 6. 陶案 7、8. 陶狗 9. 陶 10、11. 陶车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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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七 出土器物

1. 陶 罐 ( M56 � 2) 2. 陶盘

(M57 � 1) 3. 铁镜 ( M57 � 3)

4. 陶帐座( M56� 1) 5. 陶耳杯

(M57 � 2) 6、7、8. 陶 碗

(M56 � 17、M56 � 18、M56� 19)

9. 陶器座 ( M56� 3) ( 1~ 3、5、

8、9为 1/ 4, 4、6、7为 1/ 6)

图八 出土器物

1. 陶厕( M56� 6)

2. 陶狗( M57� 8)

3. 陶锥( M56� 8)

4. 铁钉( M56� 20)

5. 陶马( M56� 15)

6. 陶车轮( M56� 14)

7. 铁钉( M57� 5)

8. 陶牛( M56� 16)

( 1、3、5、6、8为 1/4,

4为 1/ 6, 2、7为 1/ 2)

� 洛阳孟津大汉冢西晋围沟墓发掘简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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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一 � 陶碗( M56� 17)图九 陶罐(M56� 2)

图一二 陶碗( M56� 19)图一一 陶碗( M56� 18)

图一四 陶牛( M56� 16)图一三 陶马( M56� 15)

三 随葬器物

(一) M56

被盗严重, 出土器物多为残件。计有陶器、

铁器、铜器共 24件。

陶器 19件。

罐 1件 ( M56 � 2)。口部残 ,肩部饰凹弦

纹,下腹斜收,平底。腹径 14、底径 6�4、残高 15

厘米(图七 �1、九)。

碗 3件。标本 M56� 17,敞口,圆唇,腹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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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一七

铜钱( M56� 21)拓片

(原大)

鼓 ,矮圈足。口沿下有凹弦纹一周,内壁饰篦点

纹。口径 16�2、底径 10�2、高 6�3厘米 (图七 �

6、一 � )。标本 M56� 18与标本 M56 � 17形制

相同。口径 18�3、底径 9�9、高 6�9厘米(图七 �

7、一一)。M56 � 19,敞口 ,圆唇, 弧壁 ,深腹, 平

底。口径 12�4、底径 7�2、高 4�6厘米(图七 �8、

一二 )。

器座 1件 ( M56 � 3)。上部残, 仅余喇叭

形座。残高 8、底径 11�6厘米(图七 �9)。

空柱盘 1 件( M56� 4)。口沿及盘壁残 ,

底部有一孔与中柱相通,外壁残留白衣和红色

彩绘痕迹。残高 6�4厘米。

1 件 ( M56 � 10)。残。残长 15�1、宽
18�3厘米。

案 1件( M56 �11)。残片方形, 边缘高起

凸棱。残长 50、残宽 29�5厘米。
俑 1件( M56 �12)。残。仅余躯干。

马 2件。均残。标本M56 �15,头前伸 ,双

目圆睁,耳直立,短鬃,短颈曲昂,腿及尾部残。

残长 21�5、残高 16�5厘米(图八 � 5、一三)。

牛 1件( M56 �16)。头部微下垂 ,两角前

伸 ,牛身肥壮 ,四腿皆残, 牛尾稍曲,紧贴臀部。

长 14�8、残高 6厘米(图八 � 8、一四)。

车轮 1件( M56 �14)。残存半圆形,有镂

空辐条。直径 11、厚 0�8厘米(图八 �6)。

井 1件( M56 �5)。残,仅余圆筒形井栏。

厕 1件( M56 �6)。长方形,两面坡顶, 有

屋脊和瓦垄, 屋脊两端略上昂,正面开一小门。

长 13、宽 9�8、高 13�5厘米(图八 �1、一五)。

灶 1 件( M56 � 7)。残 ,仅余一圆形火眼

及方形火墙。残长 9�8、宽 8�3、高 4�6厘米。

碓 1件 ( M56 � 8)。平面作� 甲�字形, 一

侧为框架,另一侧有臼窝, 杵缺失。长 12�8、宽
5�8厘米(图八 �3)。

磨 1件( M56 �9)。仅存上层。近半圆形 ,

正面平素,中部隆起,背面有放射状沟槽。直径

12�2、高 2�6厘米。

帐座 1件 (M56 �1)。中心有一直径 1�8
厘米圆孔。高 5�1、底最大径 15厘米(图七 �4、

一六)。

铁器 1件。

钉 1件( M56 �20)。钉帽圆饼形,钉身方

锥形。长 21�5厘米(图八 �4)。

铜钱 4 枚,锈蚀严重 , 2枚完整, 其中一

枚为五铢 , 缘正、背有廓 , 穿正面无廓。直径

2�5、穿径 1厘米(图一七)。另一枚文字漫漶

不清。

(二 )M57

被盗严重,出土器物多残件。计有陶器、铁

图一六 陶帐座( M56� 1)图一五 陶厕( M56� 6)

� 洛阳孟津大汉冢西晋围沟墓发掘简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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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一八 陶盘( M57� 1)

图一九 陶耳杯( M57� 2)

图二 � 铁镜( M57� 3)

器、铜器共 12件。

陶器 8件。

盘 1件 ( M57 �1)。侈口, 方唇, 浅直腹,

平底。内壁饰两周凸棱。口径 24�8、底径 16�4、
高 3�6厘米(图七 � 2、一八)。

耳杯 1 件 (M57 � 2)。口呈椭圆形, 两侧

有耳 , 浅腹 , 平底。口径 11�1 � 6、高 3�1 厘米

(图七 �5、一九)。

1件( M57� 9)。残。残长 31�3厘米。
案 1件( M57� 6)。仅余残片。

狗 2件。标本M57�7,头部及前肢残,后

肢直立,尾上卷。合模制成, 缝隙明显。残长 9、

残高 6�7厘米。标本M57�8,昂首直立,目视前

方 , 颈部系带, 腿部及尾部残。残长 9�4、残高
7�3厘米(图八 �2)。

车轮 2件。均残。标本M57 �10,有辐条。

铁器 2件。

镜 1件 ( M57 � 3)。残。圆形 ,圆纽。直径

12厘米(图七 �3、二 � )。

钉 1 件( M57 � 5)。锈蚀严重。长 4�6厘

米(图八 �7)。

铜钱 2枚,均锈蚀,文字漫漶不清。

四 结 语

三座墓葬遭到不同程度的盗扰, 随葬器物

残缺不全,但其年代特征仍十分明显。M56、M57

出土的陶 、空柱盘、陶案、家畜模型等, 与偃

师杏园 34号晋墓 [1]、洛阳北郊西晋墓 [ 2]、洛阳

孟津三十里铺西晋墓 [3 ]同类器形十分接近,是

西晋时期习见的器物。另外 ,三座墓葬的形制

也是洛阳地区西晋墓所常见的。以方形墓室为

主体 ,有的附带 1~ 2 个侧室, 显示了魏晋时期

附葬墓的盛行。

墓道前端设置天井 , 这种作法在西晋墓

葬中极为罕见。过去有学者认为墓道天井出

现在两汉时期。两汉墓道天井与后世相比 ,无

论是形制、功用 ,还是所代表的等级制度都有

很大的差别 ,而且并非墓葬使用的常态, 只能

称其为天井的雏形。这三座墓葬天井的宽度、

走向和墓道一致 , 已经具备了北魏乃至隋唐

时期墓道天井的基本形制 , 是天井发展过程

中的一个重要环节, 增加了我们对西晋墓葬

的认识。

根据墓葬和围沟的位置关系,围沟墓的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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造应该有明确的目的性, 经过了精心的规划。

从地层上虽分不出墓葬和围沟的早晚关系, 但

是从M56的天井出离围沟之外这种情况来看 ,

似乎墓葬早而围沟晚。围沟内的三座墓葬墓

主人之间必定有密切的关系, 很可能是家族

合葬墓。

围沟既保护了墓葬, 又界定区域范围。围

沟和墓葬结合在一起是一种茔域或者墓园的

观念, 为了解古代丧葬习俗不可多得的材料。

西晋围沟墓以往发现很少 ,未引起充分重视。

洛阳乃至中原地区战国晚期到两汉时期类似

的围沟墓,目前已经有许多见诸报道
[4]
,在邙山

地区的调查中也曾发现北魏和隋唐时期的围

沟墓 [ 5], 此次发现将两个时代围沟墓的发展序

列连接在一起 ,有利于从宏观角度认识和研究

这一特殊的丧葬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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