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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周时期楚墓人殉屡有发现
［ ｜ ］

。 春秋时期的楚国殉人墓基本集中于春秋中 晚期 ，

该时期的楚国殉人墓较有代表性的是春秋中晚期之际的河南淅川下寺楚国王室墓地
［ ２ ］

，

该墓地的多座同椁殉葬墓在相当程度上反映了 当时楚国高级贵族墓的殉人特点 。 春秋

时期的楚国殉人墓除 了王室墓地殉人墓之外 ， 另外还有非王室墓地的殉人墓 。 到了春

秋晚期 ， 楚国非王室墓地殉人墓的殉葬人数大幅度上升 ， 如春秋晚期河南固始白狮子

地 １ 号墓殉人达 １ ３ 名
［ ３ ］

，
其殉人数量之多达到了淅川下寺楚国王室墓地合计 ６ 座殉人

墓殉人总数的两倍多 。 本文拟通过将春秋时期的楚国王室墓地殉人墓与非王室墓地殉

人墓进行相互比较 ，
以探讨该时期楚墓人殉之特色 。

一

、 春秋时期楚 国王 室墓地殉人墓

河南淅川下寺楚王室墓地的墓葬分为 甲 、 乙 、 丙三组 ， 其中 乙组 Ｍ２ 的墓主是楚

国令尹 （ 太子 ）。 该墓地乙组墓里有三座殉人墓 ， 即 Ｍ ｌ
、
Ｍ２ 、 Ｍ３

， 其中 Ｍ ｌ 和 Ｍ３ 是

Ｍ２ 的夫人墓 。 除了 乙组墓的殉人墓之外 ， 甲组和丙组还 有三座殉人墓 ， 即下寺 Ｍ８
、

Ｍ １ ０及Ｍ ｉ ｌ（ 表
一

）。

表
一

春秋时期楚王室墓地殉人墓简表

墓名 墓葬形制 殉人 葬具 墓向 随葬器物 年代 备注

淅川

下寺

Ｍ ｌ

长方形土坑

墓 。 墓 口面积 ：

９ ．９米ｘ ７ ．

１米
；

墓 底 长 ７ ． ３５

米 ， 宽 ４ ． １ ８
？

５ ．２５ 米 。 人 骨

架头朝东

两具棺中 的骨架都已朽

没 ， 葬式不详 ， 其 中一棺

为殉人

两棺

一

椁
７９

°

计 ４４９ 件随葬 品 ， 以青铜和玉器为

主 ，
另有石编磬等乐器。 青铜器中绝

大多数为包括鼎在内的礼器 ， 还有乐

器及杂器。

礼器有 鼎 １ ３ 、 鬲 ２ 、 簠 ２ 、 缶 ４ 、

莲 １
、
盡 １

、 盘 １
、 區 １

、 惠 １
、 方壶

２ 等
；
乐 器 有编钟 ９

；
杂 器 有器座 １

等 。 玉石器有玉璧 ４ 、 石磬 １ ３ 和石排

萧 １ 等 。 另有金箔 ３

春秋

中晚

期

二重

葬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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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葬器物

ｍｍ

年代
｜

备注

７９
°

随葬品 ６０００ 余件
，
以青铜器和玉 器

为 主 。 铜鼎 达 丨 ９ 件 （ 升 鼎 ７ ）
，
另 有

铜 甬 钟 ２６ 枚 、
石磬 １ ３件及大量的 金

箔 。 铜器包括礼 、 乐 、 车马 、
兵

、 杂

器及工具 。 铜礼器有 鼎 １ ９
、
簋 ２

、 鬲

２
、
簠 １

、 缶 ４
、
盆

〗 、 豆 １ 、 鉴 １ 、
盘

１
、 Ｅ 丨

、 盏 １
、
壶 １ 等

；
乐器有 甬钟

２６
、 钟杖 １ 和钟系 ５２ 等

；
车马器有軎

２２ 及马衔 ２８ 等
；
兵器有戈 ４

、 戟 ４ 和

矛 １ ７ 等 ； 杂器有锁 １
、 双轴连环器 ３

等 ； 工具有镰 ２ 、 镢 ２ 锛 ２。 玉石料器

有 玉 璧 ２ 、 石磬 １３ 及料管 丨 １ 等 。 其

他有海 贝 ４４ ３２
、
金箔 １ ９２ 和马甲 ２

春秋

中晚

期

二重

７７
。

随葬品 １ １ ００ 件 ， 以青铜和玉器为主 。

铜器包礼器 与杂器 ， 礼器有 鼎 ６ 、 簠

４
、 缶 ４

、 鉴 １ 、 盡 １ 、 盘 １ 、 匦 １ 、 盏

１ 、 提链壶 １ 等
；
杂器有量 １ 和铜镜 １ 。

玉石器有玉璧 ２
、 石璧 １ 和玉琮 １ 等

春秋

中晚

期

二重

葬具

１ １ ０
５

随葬品 １ ５ ５件 。 铜器包括礼 、 车马 、

兵 、 杂器及工具 。 铜礼器有鼎 １ 、 簠

４ 、 缶 １ 、 １ １ 、 益 １ 等 ； 车马 器有軎

４ 及 马衔 ７ 等
；
兵器有 戈 ３ 和矛 ２ 等 ；

杂器 有双轴连环器 １ 、 条状环钩器 ２

等
；
工具有镢 １ 、 锛 １ 等 。 玉石器有

玉人 １ 、 玉鱼 ２ 、 玉环 丨 及玉蚕 ５ 等

春秋

中晚

期

二重

葬具

７ ８
°

随葬品 １ ７０ 件 。 铜器包括礼 、 乐 、

车 马 、 兵器 Ｄ 铜礼器有 鼎 ４
、
簠 ２

、

敦 丨 、 缶 ４ 、 盘 １ 、 匦 １ 等 ；
乐器有

餺 ８ 和钮钟 ９
； 车马器有軎 ４ 及马衔

９ 等 ； 兵器有矛 ２ 和戈 ３ 等 。 玉 、
石 、

骨 、 贝 器有石 磬 １ ３ 、 玉柄铁 匕首 １ 、

骨 贝 ７４ 等 。 另有金箔 １

春秋

中晚

期

二重

葬具

７５
。

随葬 品 ３９５ 件 。 铜器包 括礼 、 车

马 、 兵 、 杂器 。 铜礼器 有鼎 ３ 、 簠 ２ 、

敦 １ 、 缶 ３ 、 盘 １ 、 匦 １ 等 ； 车马器有

軎 ４ 及马衔 ５ 等 ； 兵器有剑 ２ 、 矛 ２ 、

钺 丨 、 戈 ５ 等 ； 杂器有带钩 １ 。 玉骨

器有玉环 ２ 及骨 贝 ６３ 等 。 另有金箔 １

春秋

中晚

期

二重

葬具

墓名 墓葬形制 殉人

淅川

下寺

Ｍ２

长 方 形 土

坑墓 。 坑 口 面

积 ：
９． １

米
ｘ６．４７

米。 墓 口 和 墓

底大，
Ｊ
—致

两具棺 ， 南北并列 ， 南

棺大于北棺 ，

一

棺为殉人 。

人骨架无存 ， 北棺里有十

多枚牙齿

淅川

下寺

Ｍ３

长 方形土坑

墓 。 墓 口面积 ：

５ ． ４ ８ｘ米４ ．

１

米 ； 墓 口 与 墓

底大小一致

两具棺 ， 其中一具为殉

人棺 。 两具人骨架头朝东 ，

皆呈仰身直肢葬式

淅川

下寺

Ｍ８

长方形 竖穴

土坑墓
。
墓 口

面积
：
７ ． ２５米 ｘ

米 ５ ．６８ 米 ；
墓

底 长 ６ ． ６２ 、 宽

５ ．２６ 米 。
人 骨

架头朝东

南北 两具棺 ， 其中
一具

为殉 人棺。 南棺 比较 长 ，

北棺 比较短 。 南棺人骨架

是一个约 ５０ 岁 的男性 ， 头

朝东 ， 呈 仰身直肢 葬式 。

北棺盗扰严重 ， 葬式及性

别不详

淅川

下寺

Ｍ Ｉ ０

长方形土坑

竖 穴 墓 。 长

５ ． ８６ 、 宽３
．９３

米

南北两具棺 ， 呈东西 向

并列 于椁室里西半部 。 其

中 的 一具 为 殉 人棺 。 北

棺 髹 黑 漆 ， 长 １
．７６ 、 宽

０ ．６ ８
？

０ ． ７７ 米 。 南棺长 １ ． ７６

米 ， 宽度 不详 。 北棺底下

发现 约 １ 厘米 厚 的 朱 砂。

棺里尸 骨保存极差 ， 北棺

里发现
一些碎骨及

一

颗牙

淅川

下寺

Ｍ ｉ ｌ

长 方 形 土

坑 竖 穴 。 长

５． ２５ 、 宽３
． ７
？

３ ．８ 米

南北两棺呈 东西向并 列

位于椁室 里的 西部。 其中

一 具是 殉 人棺 。
北棺 长

３ ． ０８
、 宽 ０ ． ６８ 米 。

北棺 里

发现 １ 厘米多 厚 的朱砂铺

地 。 南棺长 １ ．９
、 宽 ０ ． ５ 米 。

两棺里各发现 １ 具人骨

架 ， 皆头朝东 ， 呈仰 身直

肢葬式 。 双手相交在腹部

具葬

棺

椁

两

一

棺

椁

两

一

椁

棺

椁

棺

椁

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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５３７？

在墓主足下和南侧发现了５ 具陪葬

棺 。
其中 ， 墓里偏 东部发现 ４ 具殉

人陪葬棺 ， 丨 号至 ３ 号棺在椁室东挡

板和 东墓壁之 间 ， 呈南北向 ； ４ 号棺

呈东西向 ， 放在墓室东南部 、 椁室南

挡板和南墓壁之间 。 在南Ｅ和主棺并

列又 置放 丨 具较小木棺 ， 即 ５ 号陪葬

棺。 １ 号至 ５ 号陪葬棺亦呈长 方形悬

底 。 这些陪葬者都是仰身直肢葬 ， 以

竹蔑席来裹尸 ， 在骨架上附有麻织物

残片 。 陪葬棺里的死者都是女性青少

年 ， 年龄 在 】 ４
？

２４ 岁左右 ， 身高是

１ ．４２
？

１ ． ５ ７ 米 。 这 些殉葬者 的身份应

是墓主生前的侍妾 、 奴婢之类

湖北郧

县乔 家

院 Ｍ５

有 一个殉人横置在 棺室主棺之脚

部 ， 殉人头 朝北 ， 仰身直肢葬式 ， 右

手横放在胸前 ，
左手垂直在身体左

边 ， 骨架长 丨 ．６ 米 。 殉人没发现木质

葬具 ， 似以麻织物包裹

一棺
一

椁
６ ９

°

随葬铜礼器包括鼎 ２ 、 簠

２ 、 缶 ３ 、 盘 １
、 匝 １ 等 。 另

有剑 １
、 戈 １

、 箭镞 ３ 等

湖 北郧

县乔家

院 Ｍ６

有
一殉人横置于棺室 主棺的脚部 ，

头朝南 ，
呈仰身直肢状 ， 似以麻织物

包裹 ， 无木质葬具

一棺
一

椁
５ ８

°

随葬遗物主要有铜 、 玉器 ，

也有少量的陶器 。 铜器主要

在边箱及 头箱 ， 玉器主要位

于棺室里 。 随葬青铜礼器与

兵器 主要是鼎 、
簠 、 缶 、

盥

缶 、
盘

、 Ｅ 、 剑 、 戈 、 镞

等 ；
玉器 主要为璧 、 环 、 璜

等 。 铜礼器具体数 目为 鼎 ２ 、

簠 ２
、 缶 ３

、
盘 １

、 匝 １ 等

随 葬 品 仅 余 ７０ 余 件 铜 、

玉 、 陶器等 ， 原分别在头箱

和椁室 的空 隙处 。 漆木主要

在 头箱 ， 间 隙处有铜礼 、 乐

器等 。 铜器有盘 、 匯 、 銮铃 、

车 辖 、 戈 等 ， 其 中 盘 、 匯 春秋 中

各 １ 件 ； 完整 陶 器仅 １ 件陶 期偏晚

鬲 ； 玉器有 丨 件玉琮 ； 漆木

器包括漆簋 ６ 件 、 漆豆 ６ 件 、

漆壶 ２ 件 、
瑟 ２ 件及 １ 件残

葫 芦笙等
。
这些漆器或 为青

铜礼器之替代品

２６８
°

湖北 当

阳赵 巷

Ｍ４

被 盗 。

据古籍

载 ， 周

代礼制

七 鼎配
＿ ｉ＿

／ 、 琢／ 、

豆是 卿

或上大

夫礼

二 、 春秋时期楚 国王 室墓地 以 外 的楚 国 殉人墓

该时期楚王室墓地以外的楚国殉人墓在年代上有春秋中期及春秋晚期的 。 春秋中

期的包括湖北当 阳赵巷 ４ 号墓
［ ４ ］

； 春秋晚期的包括湖北郧县乔家院 ３ 号墓 、 ４ 号墓 、 ５

号墓和 ６ 号墓
［
５ ］

、 当阳曹家 冈 ５ 号墓
［ ６ ］

、 当 阳 １ ２ 号墓和 １ ３号墓
［ ７ ］

， 河南固始白狮子

地 １ 号墓 、
淅川和尚岭

［
８

］

２ 号墓 、 徐家岭 ３ 号墓和 ９号墓 （ 表二 ） 。

表二 春秋时期楚王室墓地以外的楚国殉人墓简表

墓名 殉人 葬具 墓向 随葬器物 年代 备注

湖 北郧

县乔家

院 Ｍ３

有一名殉人横置在主棺足部 ，
头朝

南 ， 呈侧 身直肢葬式 。 在殉人头骨处

发现 贝 壳及玛瑙珠 ， 脚部发现铜 削

刀 、
骨簪 、

骨饰 、
石凿及砺石等

一棺
一

椁
７９

°

铜 器 足 １ 、 削 刀 １
； 玉饰

３
、 绿松石 珠 、 玛瑙珠 ；

石

凿 、 砺石等

春秋 中

期 晚段

至春秋

晚期

被盗扰

湖 北郧

县乔家

院 Ｍ４

有一陪葬棺在主棺北部 ， 棺里殉一

个人 ， 没有朱砂 。 殉人仰身直肢 ， 稍

低于墓主 。 棺里发现铜矛及铜箭镞。

二棺
一椁

６ ９
°

铜 鼎 ２ 、 簠 ２ 、 缶 ２ 、 盏 １ 、

盘 １
、 Ｅ １ 等

；
戈 ２

、 剑 １ 、

戟 １ 、 矛 ２ 、 箭镞 ２３ 和玉柄

铁剑 １ 等 。 还有玉饰及绿松

石珠等

春秋 中

期晚段

至春秋

晚期

二重

葬具

主

棺

椁

墓

二

一

中

段

秋

肖

秋

晚

春

赌

春

期

至

？

中

段

秋

肖

秋

晚

春

＿

春

期

至

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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墓名 殉人 葬具 墓 向 随葬器物

？

河南固

始白狮

子地

Ｍ ｌ

陪葬棺 （ 以 ｍ表示 ） 皆为薄木匣子 ，

长 ２
、 宽 ０ ． ５ 米 。 ｍ ｌ

、
ｍ２ 在 内外椁之

间北侧 ， ｍ３ 在内外椁之间西侧 ，
ｍ４ 、

ｍ５ 在内外椁之间南侧 。 头尾相靠的五

棺 ， 棺板皆榫 口相接 。
五具陪葬棺均

未见陪葬品 ， 五棺内陪葬者似皆为侧

身葬 。 ｍ ｌ 、
ｍ２ 头朝 东 ，

ｍ３ 头朝北 ，

ｍ４
、
ｍ５头朝 西 〇ｍ６

、
ｍ７

，ｍ ８ 、 ｍ９
，

ｍ ｌ Ｏ 、 ｍｉ ｌ 、
ｍ

ｌ ２ 、
ｍ

ｌ ３ 分别陪葬于外

椁壁外 周围 。 ｍ６ 棺里人骨架 头朝东 ，

亦为侧身葬 。 棺里有
一

木梳。 与 ｍ６平

行的 ｍ７ 遭破坏 ， 二者相距 ０ ．３ 米 。 ｍ８

棺底有朱砂 ，
头朝东 。 ｍ９ 和 ｍ ８平行 ，

相距 ０ ．４ 米 。 ｍ９ 的棺木 由
一

棵整树凿

成 ， 头朝东 ，
明显是侧身葬 ， 还发现

头发 。 ｍ ｌＯ 陪葬者头骨破碎 ， 盆骨位

于中间 ， 其余肢骨朝 向东侧 ， 属于面

朝主棺椁的侧身葬 。
ｍ

ｉ ｌ 位于 ｍ
ｌ Ｏ西 ，

平行相距 ０ ． １ 米 ， 陪葬者头骨也已碎 ，

整个骨骼朝向西侧 。 ｍｌ ２ 和 ｍ ｌ ３ 的位

置是紧靠东椁壁外 。 据鉴定 ， 椁外殉

葬者都是约 ４０ 岁 的男性 。 椁内的五个

陪葬者之性别与年龄不详

（
墓主

）

—

棺

二椁

正东

铜 鼎 ２
、 铜 壶 ２

、 铜 匝 ２
、

铜 熏 炉 １ ； 铜 剑 ２ 、 铜 匕 首

４ 、 铜戈 ９
、 铜箭头 １ ５

；
铜铃

１ ４ 、 铜 ５４３ 、 铜马 衔 １ ９ 、 铜

车軎和 铜 车辖 ２０
、 铜锛 ２ 、

铜凿 １ 。 玉器 ２。 陶罐 ５ 。 还

有漆木器等

湖 北 当

阳曹 家

冈 Ｍ５

椁内有两具 陪棺 （ 殉人棺 ）
。 其形

制基本同于主 内棺 。 盖和棺底各有 三

组对称的 （ 棺束 ） 缺 口 。 １ 号陪棺长

２ ．０８ 、 宽 ０ ． ５９ 米 ；
２ 号陪棺长 ２ ．２ 、 宽

０ ． ５ ８ 米 。 １ 号陪棺里发 现股骨 、 肱骨

及碎骨 ； ２ 号陪棺里发现盆骨 、 股骨

及锁骨等 。 １ 号陪棺及其周 围出土铜

矛
、 车軎 ， 棺盖上有残漆瑟一件 、

笙

两件 。 ２ 号陪棺和西椁壁之 间发现千

枚以上的 骨 贝
、 大量 甲 片金 属装 饰 、

车马器等 。 棺上出土
一

件木瑟及数件

铜铃 、 铜饼 ，
边缘悬挂了残竹笥一件

重棺

单椁
９４

°

墓里发现有 甲 片金属装饰

及皮 甲 片 ，
笙

、
瑟

（ 漆瑟与

木瑟 ） 各两件 ， 散放在三棺

上 。 铜兵 器 ４ 件 ：
矛 ２

、
殳

１ 、 镞 １
； 铜车马 器 ２３ 件 ：

軎 、 镳 、 衔 、 方策 、 节约等 。

骨 、 木质车 马器等 。 玉器 ５ 。

另外 ， 附葬坑 出 土铜 器 ｔ ｏ

件 ， 有鼎 ４ 、 簠 ２ 、 缶 １ 等

湖北当

阳春秋

楚墓

Ｍ １ ２

棺室里有三具棺 ， 中间的是内外棺

相套 的大套棺 ， 套棺两边各有一具单

棺
。 诸棺皆是悬底方棺结构 ， 每棺里

各发现
一具人骨架

（ 墓主 ）

一椁

二棺

不详

发现 了 三百余件青铜 、 漆

木 、 陶 、 竹 、 皮 质 等 文 物 。

最多 的是青铜器 与漆木 器 。

青铜 器包括车 軎 、 马 衔 、
马

镳 、 铜环 、 矛 、 戈 、 匕 、 削 、

镢等 ；
漆木器包括 器物架 、

鼓 、 瑟 、 弓 、 兵器杆 、 伞柄 、

车 辕 、 豆 、 几 、 杖 、 匯 等 。

此外还有竹笥 、 盾 、 金 属及

皮质铠甲 片等

雜

＿

撤

餘

麵

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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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表

墓名 殉人 葬具 墓向 随葬器物 年代 备注

湖北当

阳春秋

楚墓

Ｍ１ ３

棺室里有两具棺 ， 皆是二重套棺

（ 墓主 ）

一椁

二棺

不详 墓室内 己被盗空
春秋

晚期

早期

被盗

＊河南淅

川 和 尚

岭 Ｍ２

椁里发现两 个殉人 ， 都没有葬具 ，

一个在棺西部 ， 靠椁室西壁 ， 葬式为

侧身直肢 ， 头朝北
；
另一个在棺南 ，

葬式为侧身屈肢 ， 头朝东

重棺

单椁
７０

°

随葬品有铜器 、 玉石器及

海 贝 和蚌贝 等 。 铜器包括礼 、

乐 、 车马 器 和杂器 。 礼器有

鼎 ７
、 敦 １

、
壶 ２

、 簠 ２
、 缶

１
、 盘 丨 和匯 丨 等 ；

乐器有编

钟 １ ７
；
车 马器有车 軎 ６

、 马

衔 ６ 等
；
杂器有棺钉 ７ 及镇

墓兽座 １ 。 玉 石器有石编磬

Ｈ 及 石 贝 ３ １ ０ 和玉饰等 。 另

有蚌 贝 ２５ 和海 贝 １ ５

春秋

晚期
被盗

河南淅

川 徐家

岭 Ｍ３

椁里有两具属 于殉葬者的棺。 其中

—棺位于椁室西北部 ， 骨架头朝北 ；

另
一棺位于椁室西部偏南 ， 长 １ ．９

、

宽 ０ ． ８ 米 ， 殉 葬者呈仰身 直 肢葬式 ，

头朝东 ， 双臂相交在腹部

一

椁

三棺
８２

。

随 葬品有铜器 、 玉石器 和

其他 。 铜器包括礼 、 乐 、 兵 、

杂器和车 马器 。 礼器有鼎 ８ 、

浴缶 １ 等 ； 乐器有编钟 １ ７
；

车马器有车軎 １４ 、 马衔 ２ １ 及

马络饰 ５５０ 等 ；
兵器有剑 １ 、

戈 丨 ２ 、 戟 ２ 和 矛 ４ 等 ； 杂器

有棺钉 ３ 。 玉 石器有石编磬

１２
、 玉 璧 １

、 玉 环 ３ 及 石 贝

１００８ 等 。 其他有骨管 １ 等

春秋

晚期

被盗。

二重

賴

河南淅

川 徐家

岭 Ｍ９

椁内有两棺属 于殉葬者 。 其中
一

棺

位 于椁室 西北部 ，
长 １ ． ８４

、 宽 ０ ． ７６

米 。 棺里所发现的骨架头朝北 ；
另一

棺位于椁室中西部 ，
长 １ ．９

、 宽 ０ ．６８

米 ， 殉葬者头朝东 。 有车马坑随葬

一椁

三棺
９０

°

随 葬品 有铜器 、 玉石器及

其他 。 铜器包括礼 、 乐 、 兵 、

车 马器和杂器 。 礼器有鼎 ４
、

簠 丨
、 鬲 ３

、 缶 ４
、 鉴 １

、 盘

１ 、 匯 １ 和盆 丨 等
；
乐器有神

兽 ２ 及挂钩 ５等
；
车马器有车

軎 １０ 、 马衔 ３０ 、 节约 ４８ 和马

络饰 ９８４ 等 ；
兵器有剑 １

、 戈

２２ 、 钺 １ 和矛 ７ 等 ； 杂器有棺

钉 ４。 玉石器有石编磬 １ ４ 、 玉

璜 〗
、 玉环 １ 及石 贝 ６０９ 等 。

其他有金箔 丨 和海贝 ６ 等

春秋

晚期

被盗 。

二重

葬具

１． 湖北郧县乔家院春秋殉人墓 ３号墓 、 ４ 号墓 、 ５号墓和 ６号墓

该墓地四座春秋墓都是竖穴土坑木椁墓 ， 木椁只存痕迹 。 根据墓 口形制可分为长

方形与方形墓坑两种 。 长方形墓坑的 Ｍ３ 在 Ｍ４ 南 ７ ． ９ 米处 。 墓 口长 ４ 、 宽 ２ ． ５ 米 。 墓



？

５４０
． 三代考古 （

八
）

向为 ７ ９ 度 。 墓坑里填五花土 。 木质棺椁痕迹表 明椁里 由边箱和棺室组成 。 边箱在墓室

南部 ， 棺室设在墓室东北部 。 主棺长度不详 ， 发现大量朱砂 ， 人骨葬式不 明 。 南部的

边箱里只有少量铜器残片及铜器附件 。 Ｍ３ 与 Ｍ４ 相距只有 ７ ．９ 米 ， 两墓并列 ， 或是夫

妻异穴合葬墓 。 Ｍ４ 墓 口是方形 ，

口 大底小 ， 圹壁加工痕迹不明显不过仍规整 。 墓 口边

长是 ５ ． ３５ 米 ， 墓底边长为 ５
．０５ 米 。 墓向是 ６９ 度 。 墓坑里填似经夯筑的五花土 。 木质

葬具在墓坑中 间 ， 椁痕残长 ３ ．９
、 南北宽 ３ ．

８ 米 。 椁室包括头箱 、 边箱及棺室三部分 。

头箱在东 ， 边箱在南 ， 主棺放在棺室中间 ， 棺里铺满了朱砂 ， 棺痕长 ２
、 宽 ０ ． ６ 米 。 墓

主呈仰身直肢 ， 双手相交在小腹部 ， 右手叠压于左手上 ， 头朝东 。 骨架长约 １ ． ８ 米 。 椁

底东西两端分别发现两根枕木 。 随葬品有 ３０ 余件 ， 包括铜 、 玉 、 牙 、 石器及铁器 ， 铜
？

器主要在边箱 ，
玉器及其他遗物主要位 于棺室 。 青铜器包括鼎 、 簠 、 缶 、 盥缶 、 盘 、

匝 、 剑 、 戈 、 镞和销钉等
；
玉器主要包括玦 、 环

、 璜 、 握 、
玉饰及佩等 ， 其他还有石璧 、

牙串饰和玉柄铁剑等 。 乔家院 ５ 号春秋殉人墓的墓坑 口大底小 ， 呈长方形 ， 墓四壁都经

木棒捶打 ， 较规整 ， 壁上留有木棒痕迹 。 墓 口长 ６ ．５ 、 宽 ４ ．７ 米 ， 墓底长 ６ ．２
、 宽 ４ ．６ 米 。

墓向 为 ６９ 度 。 墓坑里填的五花土似经夯筑 ， 木质葬具在坑底中间 ， 应是
一

棺
一

椁。 椁

长 ４ ．５
、 宽 ２ ． ６米 。 椁里发现头箱 、 边箱及棺室。 其中头箱在东 ， 边箱在南 ， 棺室位于西

北 。 棺室正中有一具主棺 ， 长 ２ ．２
、 宽 ０ ． ８ 米 。 墓主呈仰身直肢 ， 头朝东 ， 双手相交在小

腹上 。 椁底发现两根长条形的枕木残迹 。 随葬品有 ２３ 件 ， 包括铜 、
玉

、 陶 、 石器及鹿角

器 。 铜 、 陶
、
鹿角器在边箱与头箱 ，

玉 、 石器位于棺室 。 铜器有鼎 、 簠 、 缶 、 盜击 、
盘

、

匯 、 戈 、 剑
、
镞等

，

玉器主要有璧 、 环 、 璜 、 琀等
，
其他有石璜 、

绿松石珠等 。 乔家院

６ 号春秋殉人墓是 口 大底小的长方形墓坑 。 墓口 长 ５ ．６６
、 宽 ４

．７２ 米 ； 墓底长 ５ ．５４
、 宽 ４

．６

米 。 墓 向 ５８ 度 。 坑里填的五花土似经夯筑 。 木质葬具在墓坑底 中间 ， 是
一

棺
一

椁 。 椁

长 ３ ．９２ 、 宽为 ３ 米 。 椁里包括头箱 、 边箱及棺室三部分 。 其中头箱在东 ； 边箱在南 ； 棺

室位于西北 。 棺室正 中有
一

具主棺 ， 棺长 ２ 、 宽 ０． ５５ 米 。 墓主呈仰身直肢葬式 ，
头朝东

，

口里发现玉琀 。 椁底发现两根枕木 ， 枕木沟槽呈梯形 。 相距约 １ ５ 米的 ５ 号和 ６ 号墓东西

并列 ，
二者或为夫妻异穴合葬墓。 从 ３ 号墓至 ６号墓 ， 每墓各发现一名殉人。

２ ． 河南 固始白獅子地 １ 号墓

该墓是竖穴土坑木椁墓 。 墓向正东 。 墓上残存封土 １
． ５ 高米 ， 墓 口下填 ２ ．４ 米厚黄

色土
， 再下是人工夯筑的厚 ３ ． １ 米 的青膏泥 。 墓 口 长 １ ２

、 宽 １
１ 米 。 墓底长 ７ ． ６

、 宽 ６
．７

米 。 坑壁四周发现约 ６０ 厘米宽的二层台 。 墓坑西南角有一批陶鬲 、 陶罐残片及残存粮

食 。 椁室四周 以大方木垒砌 。 椁顶 以整根柏木来横铺。 外椁室总长 ５ ． ９ 米 、 宽 ３ ．８ 米 。

头箱里有鼎 、 鬲等陶器 ， 内椁外东部发现铜礼器及部分兵器 ， 内 椁室周围散置大量车

马饰 、 皮 甲 胄及陶罐五个 。 主棺里仅随葬一把青铜剑和二件玉器 。 墓主人骨架 已朽 。

主棺长 ２ ．７
、 宽 ０ ．７４

？

０ ．９ 米 。 棺板髹里黑外红的两层漆 。 主墓葬具为
一

棺二椁 。 在椁

外及内外椁之间有十三具殉葬者之薄棺 （ 以 ｍ表示 ） （ 图
一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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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一 河南固始 丨
４狮 子地

一号墓主棺椁和殉人棺平面尔意 「冬１

（ 采 Ｓ 《固 始内 狮子地一号和二号墓清理简报 》 图二 ）

３
． 当 阳 曹家冈 ５ 号墓

该墓为长方形竖穴 土坑 （ 宽坑 ） 墓 。 现存墓 口 长 ９ ． ９７ 、 宽 ８ ．４
？

７ ．６４ 米
；
墓底长 、

宽分别为 ４． ９４
、
４ ．０６ 米 。 墓壁较工整 。 坑里上部填 了１ ．６

？

２ ． ７５ 米厚经夯实的五花土 ，

夯层约 ２０ 厘米厚 ；
下部和椁四周有厚 ２ ． ５５

？

３ ． ７ 米的青膏泥。 墓 中心 比 四周高 出约 １

米 墓主葬具为重棺单椁 发现二具殉人棺

４． 当 阳赵巷 ４ 号墓

该墓是无墓道的 长方形竖穴土坑木椁墓 。 现存墓 口长 ８ ．２
、 宽 ５ ． ５ 米 。 墓底长 ７ ．２ 、

宽 ４ ．６ 米 。 墓坑里填五花土土 ， 难以 分辨是否夯打过 。 墓坑西北角 发现
一

个盗洞 。 尸

骨已移位 。 近椁盖板处发现青膏泥密封层 ， 椁室四周满是 白膏泥 。 椁室里分成北 、 南 、

西三区 发现主棺 丨 具 ， 为 内 、 外两重棺 ， 被置于北区 。 墓里西南部和椁室南墙板外

发现 １ ６ 只家畜个体 由盖板
、
挡板

、
墙板和底板所组成的椁室长 ４ ．７

、
宽 ３ ． １ 米 。 西

区当是头箱的位置 头箱和椁室间没有隔板 头箱里和主棺及陪葬棺间有大量随葬品

棺里的人骨架是仰身直肢葬 ， 贴身有玉琼 １ 件 墓主是 ５０ 岁 以上的男性 ， 葬具为二棺

一椁 。 发现五具殉人棺

５
． 当 阳 １ ２ 号 、 １ ３ 号春秋楚墓

这两座被抢救性清理的墓葬位于湖北 当 阳 赵巷 １ ２ 号墓椁室长 为 ５ ． ７７
、 宽 ３ ． ７５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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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 １
．７ 米 。 由大方木垒成 ， 椁室里发现头箱和棺室 。 墓主人身份级别大致相当于

“

大

夫
”

。 １ ３ 号墓的椁室里发现头箱与棺室。 棺室里放两具二重套棺 。 墓室里已被盗空。 １ ２

号墓的棺室里发现三具棺
，
中间的是内外棺相套的大套棺 ， 棺的两侧分别放

一

个单棺 。

诸棺都是悬底方棺结构 ， 各棺里皆有
一

具人骨架 。

６ ． 和尚岭 ２ 号墓

长方形竖穴土坑墓 ，
没发现封土 ， 墓底小于墓 口 。 墓 向朝东 ， 重棺单椁 。 墓 口长

７ ．４ ８
、
宽 ７ ． ３６ 米

；
墓底长 ４ ．４５ 、 宽 ３ ． ７米 。 墓底四周发现熟土二层台 ， 中 间形成 了一台

阶 。 棺在椁室北部 ，
包括 内

、
外棺 。 外棺长为 ２ ．４６ 、 宽 １

．２４ 米
；
内棺长 １

． ７６
、
宽 ０ ．５４

米 ； 墓主葬式为仰身直肢 。 发现 ２ 名殉人 。

７． 徐家岭 ３ 号墓、 ９ 号墓

徐家岭 Ｍ３ 是竖穴土坑墓 。 墓 口 长 １ ０ ．６ 、 宽 ９ ．７ 米
；
墓底长 ６ ．２ 、 宽 ４ ．７ 米 。 二重

葬具 ，

一

椁＝棺 ， 墓主呈仰身直肢葬式 ，
有两具为殉人棺 。 徐家岭 Ｍ９ 为竖穴土坑墓 。

墓 口 长 １ ４ ． １
、 宽 １ ２ 米 ； 墓底长 ５ ．６

、 宽 ４ ． ８２ 米 。 二重葬具 ，

一椁三棺 。 有二具是殉

人棺 。

三 、 结语

（ １） 楚王室墓地与非王室墓地殉人墓的殉人葬式有别 。 在作为楚王室墓地的春秋

中晚期的淅 川下寺墓地 ， 除 了盗扰严重的淅川下寺Ｍ８ 之外 ， 该墓地各殉人墓皆有包

括多件青铜鼎在 内 的青铜礼器组合 。 在该墓地总计 ６ 座殉人墓里有 ４ 座发现了金箔 ，

有三座还随葬有金石之乐 。 该墓地殉人墓里的殉人都有木质棺椁 ， 且与墓主皆为 同椁

异棺 。 在该墓地 ６ 座殉人墓中 ，
凡能辨明棺痕者均为东西向并列 ， 凡能辨明头 向者皆

朝东 。 从葬式来看 ， 淅川下寺楚王室墓地殉人墓的殉人凡能辨明葬式者 皆为仰身直肢

葬 ， 而在春秋时期楚国非王室墓地殉人墓里 ， 湖北郧县乔家院春秋殉人墓 Ｍ３（ １ 名殉

人 ） 及河南淅川和 尚岭 Ｍ２（２ 名洵人 ） 的殉人为侧身葬
， 河南固始 白狮子地 １ 号墓的

１ ３ 名殉人中 ， 位于椁内的五人都是侧身葬 ， 其余八位在椁外的凡能辨明葬式者也均为

侧身葬 ， 而其他墓葬中凡能辨明葬式者均为仰身直肢葬 ， 即春秋时期楚 国非王室墓地

的 １
２ 座殉人墓中 ， 有 座墓的殉人为侧 身葬 ， 其余九座殉人墓内 的殉人皆为仰身直肢

葬 ， 这与淅川下寺楚王室墓地凡能辨明葬式的殉人皆呈仰身直肢葬式的情况有别 。

（ ２ ） 春秋时期楚国非王室墓地多人殉葬墓的殉人性别存在明显差异 。 春秋 中期偏

晚的 当 阳赵巷 Ｍ４ 随葬有礼器 ６ 簋
， 墓主葬具为

一椁二棺
，
由此该墓墓主应为大夫级

贵族 ，
而从河南 固始白狮子地

一

号墓墓主二椁
一

棺的葬具和大量的随葬铜车马器来看 ，

这座墓葬也应属于大夫级墓葬 。 如此 ，
春秋 中期 偏晚的湖北当阳赵巷 Ｍ４ 与春秋晚期



论春秋时期的楚墓人殉
＿

５４３
？

的河南固始 白狮子地
一

号墓 同为大夫级殉人墓葬 ， 这两墓的共同之处是殉人皆有棺 ，

且殉葬者人数较多 。 然而 ， 固始 白狮子地
一

号墓在椁外的 ８具陪葬棺里的 ８ 位殉葬者

皆属于约 ４０ 岁 的男性 ， 而 当阳赵巷 Ｍ４ 位于椁外的四具陪葬棺里 皆为女性青少年 。 二

者在椁外殉人性别上相差甚大 。

（ ３ ） 葬具及殉葬方式表明 ， 在同为春秋时期士级贵族殉人墓 的乔家 院 Ｍ３
、
Ｍ４

、

Ｍ ５
、
Ｍ６ 中 ， 墓主人地位高者殉人的地位似亦较高 。 湖北郧县乔家院春秋殉人墓 Ｍ ３

至 Ｍ ６ ， 年代属于春秋中期晚段至春秋晚期 ， 即亦属于春秋中晚期 ， 与淅川下寺楚王室

墓地殉人墓基本同期 。 郧县乔家院春秋殉人墓墓主的葬具皆为一棺
一

椁 ， 除了 Ｍ４ 的

殉人有
一

具位于椁室里的陪葬棺外 ， 其余诸墓的殉人都无木棺 。 这 四座墓里 ， Ｍ３ 与

Ｍ４
，Ｍ５ 与 Ｍ６ 为两两并列 的夫妻异穴合葬墓 ， 随葬兵器的 Ｍ４ 和 Ｍ ５ 的墓主应为男

性 ， 没有武器而随葬了大量装饰品的 Ｍ３ 和 Ｍ ６ 的墓主应是女性 。 除了Ｍ ３ 遭严重盗扰

以至于椁痕不清外 ，
其他三墓的殉人皆在椁内 。 同为男性墓主的 Ｍ４ 与 Ｍ５

，
虽然随葬

的青铜礼器数量一致 ， 但前者随葬的青铜兵器包括戈 ２
、 剑 １

、 戟 １
、 矛 ２

、 箭镞 ２３
，

另有玉柄铁剑 １
，
而后者仅随葬有剑 １

、 戈 １ 和箭镞 ３
， 其数量等级远远低于前者 ，

所

以前者的地位明显高于后 者 。 不仅 Ｍ４ 墓主的地位较高 ， 该墓殉人的地位大概也相对

高一些
，
该殉人有 自 己的木棺且与墓主并列而葬 。 湖北郧县乔家院春秋殉人墓从墓主

的二重葬具 （

一

棺
一椁 ） 及随葬 品 中无乐器等情况来看 ，

应为士级贵族墓葬 。 因此 ，

春秋时期楚国殉人墓从王室墓地至大夫级墓葬再到士级贵族墓葬的等级序列完备 ，
而

这些墓主的身份也都未越 出贵族之列 。

（ ４ ） 春秋时期楚国殉人墓 中的殉人以 有棺者居多 。 尽管与下寺楚王室墓地同椁殉

葬不同的是春秋中期偏晚的当 阳赵巷 Ｍ４ 和春秋晚期的 固始 白狮子地 １ 号墓都存在有

部分殉人被置于椁外的现象 ，
不过总的来看其属于个别现象 ， 殉人在椁室里的才是主

流 。 春秋时期楚 国殉人墓的墓主都有木质的棺椁 ， 其殉人除了 湖北郧县乔家院春秋殉

人墓 Ｍ３ 、 Ｍ５ 、 Ｍ６ 三墓每墓各
一

名殉人及河南淅川 和尚岭 Ｍ２ 的二名殉人即合计五名

殉人无棺外 ， 其余的殉人 （ 楚国淅川下寺王室墓地殉人墓 ６ 人
、 非王室墓地殉人墓 ２ ８

人 ） 皆有单棺 ， 即殉人中无棺者只 占殉人总数的 ５ ／３ ９
， 约 １ ２ ．８２％

，
而有棺者 占 ３４／３９

，

即 ８７ ．
１ ８％

， 所 以春秋时期楚国殉人墓的殉人里有棺者占绝对多数 。 春秋中期偏晚的湖

北当 阳赵巷 Ｍ４ 的 ５具陪葬棺里有 ４ 具位于椁外 ， 而春秋晚期的河南固 始白狮子地
一

号墓的 １ ３ 个殉人既有位于椁内的 （ １ 号至 ５ 号陪葬棺都在内外椁之间 ）
，
也有在椁外的

（ ６ 号至 １ ３ 号陪葬棺位于椁外与墓壁之间 ）
， 这些现象与春秋中 晚期的淅川下寺楚王室

墓地殉人墓同椁殉葬的情况存在着明显的不同 。

通过将河南淅川下寺楚王室墓地殉人墓与年代基本相 同的湖北郧县乔家院春秋殉

人墓 （ Ｍ ３
、
Ｍ４ 、 Ｍ５ 、 Ｍ６ ） 相 比较 ， 可 以发现在级别较高的下寺楚王室墓地殉人墓

里通行的同椁异棺并列殉葬的做法 ， 到 了级别较低的郧县乔家院贵族墓地殉人墓里则

成为仅见于个别墓 中的现象 ，
而其大多数是将殉人置于墓主脚下 ， 而且该墓地大多数



？

５４４
？ 三代考古 （ 八 ）

（ ７５％
，

３／４ ） 的殉人未见木质葬具 。 不过 ， 在郧县乔家院贵族墓地殉人墓中 ， 凡能够搞

清楚椁痕范围的 （ ７ ５％ ， ３ ／４ ） ， 其掏人皆葬于椁室 内 ， 该做法倒是与淅川下寺楚王室墓

地殉人墓里通行的同椁殉葬的做法有些相似 ，
体现出

一定的共性 。 不仅如此 ，
春秋晚

期 的其余楚国殉人墓如湖北当 阳曹家冈 Ｍ５ 及当 阳春秋楚墓 Ｍ １ ２
、
Ｍ １ ３ 和河南淅川徐

家岭Ｍ３ 、 Ｍ９ 的陪葬棺都在椁内甚至棺室 内 （ 如当 阳春秋楚墓 Ｍ １ ２ 、 Ｍ １ ３ ）
，
而淅川

和尚岭 Ｍ ２ 的二个殉人也都在椁内 。 总的来看 ， 春秋时期的楚 国非王室墓地殉人墓里 ，

殉人皆在椁室内 的占 １ ０／
１ ２ ， 即约 ８３％ ， 他们在春秋时期的楚国非王室墓地殉人墓中 占

据了绝大多数 ， 属于主流 。 淅川下寺楚王室墓地殉人墓中将殉人置于椁内 的做法与周

文化因素密切相关
［
９ ］

， 因此 ，
春秋时期的楚国非王室墓地绝大多数殉人墓的痢人被置

于椁内 的做法与淅川下寺楚 国王室墓地殉人墓之做法相同 ， 都反映出 了周文化因素的

影响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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