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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西靖安老虎墩东汉墓发掘简报

江西省文物考古研究所

厦门大学历史系考古专业

靖 安 县 博 物 馆

2009年 10 月~ 2010 年 1月 ,江西靖安老

虎墩遗址联合发掘队对位于靖安县高湖镇中

港邓家的老虎墩遗址进行发掘期间,在发掘区

内清理东汉时 期墓葬 2 座 , 分别 编号为

09JGLM0、09JGLM50,以下简称 M0、M50。现将墓

葬清理情况简报如下。

发掘区地层堆积: 第 ¹ 层为耕土层 ;第 º

层为明代堆积 ;第 »层为汉晋时期堆积 ;第 ¼

层及以下为新石器时代晚期堆积。M0和 M50

均开口于 »层下, 打破新石器时代晚期地层。

M0位于遗址西侧 , M50 位于 M0东侧, 两者相

距约 9米。分别为合葬墓和独葬墓。

一 合葬墓( M0)

M0位于遗址西南部,发掘区 T0203、T0205、

T0304、T0305内。封土堆因早年被破坏未见 ,部

分墓壁、墓道也因此受损。该墓营建过程为 :在

新石器时代晚期堆积上直接挖建墓穴和棺穴,

放置棺椁和随葬品并撒入少许朱砂后再原土

回填掩埋并封土。

(一)墓葬形制与结构

为长方形竖穴土坑合葬墓 ,由墓道、前室

(前堂)、后室 (后寝 )三部分组成。墓向 21b。墓

道在墓室北端 ,坡度 20b,平面不甚端正,残长

1195、宽 115米,上口略宽于下口。墓口边线清

晰,距地表 013米,墓壁较直,墓底近平。墓室总

长 6186、宽 415、残深 1~ 113米。可分为前室与

后室两部分, 前室长 216、残深 111米, 后室长

4126、残深 1米。前室与后室高差 011米。前室

有一个近腰形器物坑,长轴 4114、短轴 1194、深

012米。由于年代久远和保存条件不佳 ,棺椁基

本腐朽不存,根据残存的少许棺椁木材、人骨、

棺穴和棺钉分布情况推断,后室内为一椁双棺

合葬。为便于棺木的稳定挖有两个较浅的棺

穴 , 东面为棺 1, 西面为棺 2。棺 1 长 2138、宽

016~ 017、深 0115米 ; 棺 2 长 119、宽 0156~
0164、深 011米(图一)。

(二)随葬器物

墓内填土较疏松, 呈红褐色, 偶尔伴出新

石器晚期陶片。随葬器物主要分布在前室中部

的近腰形坑内,少量分布在棺 1和棺 2内。总计

56件(组) ,包括陶器 35件、青瓷器 8件、铜器 5

件(组)、铁器 6件、石器 2件。

11 陶器 35 件。其中前室出土 33件 ,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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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一 M0平、剖面图

棺 1: 1. 铜印章 2. 铜镜 3. 石方 4. 石黛砚 5. 铜带钩 6. 铁刀 7. 铜钱 8、9. 陶盘口壶

棺 2: 1. 铁刀 2. 铁带钩 3~ 6. 漆器痕迹

前室: 1、10、22、31、47. 青瓷罐 2~ 5、7、8、12、14、18~ 20、23、25、26、28、30、32、33、35~ 37、39、41. 陶罐( 23压在

21下, 26压在 22下) 6. 铁支架足 9、21、48. 陶盘口壶 11、44、49. 青瓷盘口壶 13、16. 陶瓮 15. 铜钵

17. 铁支圈 24. 陶水井 27. 陶吊桶(在陶水井内) 29. 陶谷仓盖 34. 陶釜 38. 陶灶 40. 陶谷仓 42. 陶

甑(在陶灶内) 43. 陶鼎 45. 铁釜 46. 陶盆

1出土 2件。依陶系可分为硬灰陶、泥红陶、泥

灰软陶、釉陶。以釉陶数量居多。

( 1) 硬灰陶 7件。轮制。深灰胎。胎质坚

硬,火候较高。器类均为罐。肩腹部拍印方格纹

后, 再于肩部划饰凹弦纹。可分为浅腹罐和深

腹罐两类。

浅腹罐 3件。方唇, 矮领,浅弧腹至底内

收,平底。可分 2型。

A型 2件。敞口 ,溜肩。标本 M0 B30, 残。

口径 918、腹径 12、底径 712、高 1116 厘米

(图二 B1)。

B型 1件( M0B 32)。残。直口,窄圆肩。口

径 1018、腹径 1312、底径 712、高 915 厘米

(图二 B2)。

深腹罐 4件。敞口,方唇,矮领 ,溜肩 ,深

弧腹至底内收,平底。

( 2) 泥红陶 12件。轮制。红黄色。胎质细

腻疏松, 火候不高。器类有大罐、小罐和盘

口壶。

大罐 1件 ( M0 B 18)。敞口 ,方唇, 矮领 ,

广肩 , 弧腹至底内收 , 平底。肩腹部拍印方格

纹,肩部划饰凹弦纹一周。

小罐 10件。敞口,方唇,矮领,溜肩,弧腹

至底内收, 平底。肩腹部拍印方格纹 ,肩部划饰

凹弦纹一至两周。有的器外底可见一方形垫烧

痕。可分为 2型。

A型 6件。溜肩较圆弧, 平底略凹。标本

M0 B 5, 残。口径 1016、腹径 14、底径 816、高

1318厘米(图二 B3)。

B型 4件。标本 M0 B 36,残。肩略折。口

u 江西靖安老虎墩东汉墓发掘简报



24

2 0 11年#第 10期

图二 出土陶器

1. A型硬灰陶浅腹罐

(M0B 30)

2. B型硬灰陶浅腹罐

(M0B 32)

3. A型泥红陶小罐

(M0B 5)

4. 泥灰软陶盘口壶

(M0B 9)

5. 泥灰软陶吊桶

(M0B 27)

6. 泥灰软陶水井

(M0B 24)

7. 泥红陶盘口壶

(M0B 21)

8. B型泥红陶小罐

(M0B 36)

9. 泥灰软陶盆

(M0B 46)

10. 泥灰软陶甑

(M0B 42)

( 4、7、9为 1/ 8,余为

1/ 4)

径 1318、腹径 2116、底径 1118、高 1918厘米

(图二 B8)。

盘口壶 1件( M0B 21)。器形较大。盘口,

方唇 , 高领, 长束颈 , 溜肩, 弧腹至底内收 ,

平底微内凹。肩腹部分别拍印方格纹和篮纹

后,划饰凹弦纹两周于肩和上腹部 , 再对称贴

塑半环形系 2个。肩部纵向阴刻/ 甲有02字。

口径 1714、腹径 2814、底径 1712、高 40厘米

(图二 B7)。

( 3)泥灰软陶 7件。多为轮制 , 唯灶台

为模制。胎质细腻松软, 火候较低。器形有

水井、谷仓、灶、鼎、盆、盘口壶等。模型

明器占一定比例。

水井 1件。水井与吊桶组合使用(图三)。

水井( M0B24)形制为圆筒形, 圆形直口, 方唇,

平折沿 ,束颈, 腹壁斜直向下趋大至底, 平底。

口径 1312、底径 1416、高 2113厘米(图二 B 6)。

吊桶 (M0 B 27)为敞口,圆唇, 溜肩 ,深弧腹, 平

底。腹部饰螺旋状凹弦纹。下腹可见 8 道切削

痕,使下腹平面呈不等边的八边形。口径 512、

底径约 114、高 716厘米 (图二 B 5)。

谷仓 1件 ( M0 B29、40)。由仓盖、仓体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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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分组成。仓盖形似斗笠形盖,圆形 ,立鸟形捉

手, 盖面贴塑锯齿状附加堆纹两周 ;仓体为圆

筒形,直口 ,腹略鼓,平底。下承以锥状三足 ,腹

部切割一方形出入口。器表饰篮纹后, 腹部贴

塑锯齿状附加堆纹(图四)。

灶 1件 ( M0 B34、38、42)。未修复。由灶

台、釜和甑组成 ,可分离。灶台模制 ,釜和甑轮

制。灶台立体呈船头形, 无底 ,四周封闭 ,一侧

有拱形灶门。灶面平,上有圆形灶眼 ,分别依次

置放釜和甑。釜为腰沿釜 ,侈口,方唇,溜肩 ,弧

腹至底内收,平底。腹部有一圈凸棱与灶眼形

成承托关系。甑为方唇, 平折沿,腹壁斜直至底

内收 , 平底 , 底部有 5 个圆形蒸汽孔。口径

1918、底径 6、甑高 1016厘米(图二 B 10)。

鼎 1 件( M0 B43)。未修复。敛口, 圆唇 ,

圆弧腹,平底。下撑以 3兽形足,足根略外撇。口

沿下对称贴塑 2个半环形立耳。

盆 1 件( M0 B46)。敞口 ,方唇 ,平折沿 ,

弧腹较斜直,平底略凹。沿面和上腹部划饰两

组凹弦纹。口径 3716、底径 18、高 1515厘米
(图二 B9)。

盘口壶 2 件。标本 M0 B9,轮制 ,分段制

作。直口,方唇,长束颈 ,溜肩,圆腹 ,平底,圈足

外捺。肩腹部划饰凹弦纹两组 ,肩腹间对称贴

塑半环形系。口径 1316、腹径 2018、足径 1516、
高 2512厘米 (图二 B 4、五)。

( 4)釉陶 9件。轮制。器形有瓮、大罐、深

腹罐、盘口壶等。

瓮 2件。器形硕大。直口,方唇 ,溜肩 ,弧

腹至底内收 ,平底。肩腹部拍印方格纹,肩部划

饰凹弦纹 4组。施青绿色釉,多脱落殆尽。

大罐 2件。敞口,方唇,矮领,束颈,溜肩,

深弧腹至底内收,平底。肩腹部拍印方格纹 ,肩

部划饰凹弦纹两周。肩部施青绿色釉。标本

M0 B2,残。深灰胎,施青绿色釉至腹中部, 脱釉

较多。

深腹罐 3件。形制相同, 唯大小略有区

别。敞口,方唇, 矮领 ,溜肩,瘦长腹渐收至底 ,

平底微内凹。最大腹径位于上腹部。灰胎,肩部 图五 泥灰软陶盘口壶( M0B 9)

图三 泥灰软陶水井、吊桶( M0B 24、27)

图四 泥灰软陶谷仓( M0B 29、40)

u 江西靖安老虎墩东汉墓发掘简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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施青绿色釉。标本 M0B 3,残。口径 1114、腹径

1818、底径 818、高 2618厘米(图六 B4)。

盘口壶 2 件。出土于棺 1内, 形制相同。

标本M0棺 1 B8,敞口,圆唇,高领,细颈 ,圆肩,

弧腹至底内收 ,平底微内凹。外底可见一方形

垫烧痕, 腹部拍印方格纹 ,肩腹部划饰凹弦纹

两周,肩腹间对称贴塑半环形系 2个。均为深灰

胎,施赭色釉(图七)。

21 青瓷器

8件。轮制。均为先在肩、腹部拍印细小方

格纹,再于肩、腹交界处划饰凹弦纹一至两周。

有的外底可见方形垫烧痕。胎色有深灰和浅灰

之分 ,釉色有青绿和酱褐色之别。施青绿色釉

者,釉面肥厚光滑,釉汁莹润。器形有深腹罐和

盘口壶。

深腹罐 5件。形制相同, 唯大小略有区

图六 出土器物

1. B型青瓷盘口壶( M0B 49) 2、9. A 型青瓷盘口壶 (M0B 11、44) 3. 青瓷深腹罐( M0B 10) 4. 釉陶深腹罐

( M0B 3) 5. 石黛砚( M0棺 1B 4) 6. 石方 ( M0棺 1B 3) 7. 铜印章 (M0棺 1B 1) 8. 铜带钩( M0棺 1B 5)

( 2~ 4为 1/ 6,余为 1/ 3)



27

图九

铜镜( M0棺 1B 2)

( 2/ 3)

别。敞口,方唇, 矮领 ,溜肩,瘦长腹渐收至底 ,

平底微内凹。最大腹径位于上腹部。标本M0 B

10,残。灰胎,施青绿色釉至腹中部, 脱釉较多。

口径 15、腹径 2112、底径 1218、高 3416厘米
(图六 B3)。

盘口壶 3件。敞口,方唇,矮领,束颈 ,平

图八 铜镜( M0棺 1B 2)图七 釉陶盘口壶( M0棺 1B 8)

u 江西靖安老虎墩东汉墓发掘简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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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一一 出土器物

1. 硬灰陶小罐( M 50B 43) 2. B 型釉陶深腹罐( M 50B 23) 3、5. 泥红陶小罐( M 50B 3、39) 4. A 型

釉陶深腹罐( M 50B 1) 6. 石黛砚( M 50B 19) 7. A 型泥红陶 ( M 50B 22) ( 2、7为 1/ 6,余为 1/ 3)

带钩 1件( M0棺 1B 5)。合范铸造,范痕

清晰。琵琶状, 截面半圆形 ,稍弯曲。钩呈兽首

形,中间有扁平纽。背面饰卷草纹。长 1516、宽

017~ 118厘米 (图六 B 8)。

印章 1枚( M0棺 1B 1)。合范铸造,范痕

清晰。圆拱形纽,印面呈正方形,竖向冷刻阴文

缪篆/ 张武君印04字。纽部粗糙未修整打磨 ,亦

不见使用痕迹。边长 213、纽高 111、纽宽 118、

孔径 018、高 119厘米(图六 B 7)。

钵 1件( M0 B15)。锈蚀严重, 待修复。胎

壁较薄。敞口,圆唇,折沿,弧腹。

钱币 1组 (M0棺 1B 7) , 386枚。锈蚀严

重,出土时呈麻花状成串分布排列 ,推测原有

麻绳穿绕。均为圆形方孔五铢钱,有廓。/ 五0字

交笔弯曲, / 铢0字的金字头呈正三角形, / 朱0

字头圆折,四点较长。为东汉五铢钱特征。

41 铁器

6件。均锈蚀严重, 可辨器形有釜、刀、

带钩等。

釜 1 件 ( M0 B 45)。由釜和三足支架组

成。仅见釜为敞口 ,斜折沿 ,束颈,溜肩, 圆腹 ,

圜底。三足支架由架圈和足构成。架圈圆形 ,三

足呈外撇状。

刀 2件。刀身狭长, 单锋双刃。仅见半圆

形首,截面呈锐角三角形。标本 M0棺 1B 6, 残

长 90厘米。

带钩 1件 ( M0棺 2 B 2)。体呈/ S0形。残

长 16厘米。

51 石器

2件。均为灰色细砂岩质地。断面切割痕明

u 江西靖安老虎墩东汉墓发掘简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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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一二 出土器物

1. B型泥红陶权形器( M50B 13) 2. Ba型青瓷盘口壶( M50B 8) 3. Bb型青瓷盘口壶( M50B 5)

4. 绿釉陶盘口壶( M50B 4) 5. A型青瓷盘口壶( M50B 20) 6. A型泥红陶权形器(M50B 18)

7. 釉陶盘口壶( M50B 7) ( 4约为 1/ 6,余约为 1/ 3)

显。正面光滑, 磨制细腻 ,背面粗糙未磨制。正

面有一层似墨汁的较薄黑色物质覆盖。

黛砚 1件( M0棺 1 B 4)。长方形。长 12、

宽 616、厚 015厘米(图六 B 5)。

石方 ( 黛砚及研磨器 ) 1 件 ( M0 棺 1 B

3)。上圆形,下正方形,可分离,出土时两件组合

在一起。圆形器直径 3、厚 016厘米 ;正方形器

边长 3、厚 014厘米(图六 B6)。

二 独葬墓( M50)

M50位于遗址西南部,发掘区 T0504、T0604

内。封土堆因早年被破坏未见,部分墓壁、墓道

也因此受损。该墓营建过程为 :在新石器时代

晚期堆积上直接挖建墓穴,放置棺木和随葬品

后再原土回填掩埋并封土。

(一)墓葬形制与结构

为长方形竖穴土坑墓, 由墓道、墓室两部

分组成。墓向 8b。墓道在墓室北端,坡度 20b,残

长 111、宽 115米 ,上口略宽于下口。墓口边线

清晰,距地表 014米,墓壁较直,墓底近平。墓室

长 416、宽 218、残深 0182~ 112米。由于年代久

远,保存条件不佳,棺木腐朽不存, 根据残存的

枕棺木腐朽痕迹分布情况推断,墓室内为单棺

独葬(图一 o )。

(二)随葬器物

墓内填土较疏松 , 呈浅黄色 , 偶尔伴出

新石器时代晚期陶片。随葬器物主要分布在

墓室东南角和北部 ,少量器物分布在棺室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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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斜线交叉纹。器体中有一纵向穿孔。顶边

长 314、底边长 518、高 518厘米(图一二 B1、

一三 B右)。

( 3)釉陶 17件。轮制。器形有瓮、深腹罐、

盘口壶等。

瓮 2件。敞口 ,方唇, 沿外折, 沿面内凹,

广弧肩 ,内收至底, 小平底。通体拍印方格纹。

深灰胎 ,肩部拍印青黄色釉, 脱釉严重。标本

M50 B 25, 口径 1912、腹径 3512、底径 1612、高
4012厘米(图一五 B2)。

深腹罐 11件。可分 2型。

A型 10件。形制相同,唯大小略有区别。

敞口 , 方唇 , 矮领 , 溜肩 , 瘦弧腹渐收至底 , 平

底。肩腹部拍印方格纹, 有的肩、腹间划饰凹弦

纹一周。浅灰胎 ,口至上腹部可见青灰或褐色

釉。最大腹径位于上腹部。标本 M50 B1,肩部划

饰凹弦纹一周。施青灰色釉。口径 1014、腹径
1314、底径 9、高 2014厘米 (图一一 B 4)。标本

M50B 32,施青绿色釉,脱落殆尽。口径 1212、腹
径 17、底径 1012、高 2218厘米(图一五 B 3)。

B型 1 件( M50 B 23)。方唇 ,敞口 ,矮领 ,

广折肩 ,肩部近平, 深弧腹渐收至底 ,平底。肩

部划饰凹弦纹两周。深灰胎, 过烧 ,釉不显。

口径 1316、腹径 1218、底径 12、高 3412厘米

(图一一 B2)。

盘口壶 4件。形制相同, 唯大小略有区

别。分段制作, 先多为慢轮拉底、腹坯, 快轮制

作口、颈部 ,然后拼接。均为盘口,圆唇, 侈口 ,

细颈 ,溜肩 ,圆鼓腹 ,平底。腹部拍

印方格纹后,再在肩腹间对称贴塑

半环形系 2个。底部可见一方形垫

烧痕。内底、壁可见清晰拉坯和手

指按捺痕,器表修抹光滑。灰色胎,

质地坚硬, 施青色或褐色釉。标本

M50 B 7,口部、肩、腹外壁分别划

饰凹弦纹 3组。施青色釉。口径

818、腹径 16、底径 10、高 2016 厘
米(图一二 B7)。

( 4)绿釉陶 仅见盘口壶。

盘口壶 1件 (M50 B 4)。快轮拉坯 ,分段

制作口颈、腹和圈足, 再拼接成器。方唇,盘口,

束颈,溜肩 ,鼓腹内收至底,底微凹 ,圈足略弧。

肩、腹部分别划饰凹弦纹两至三周 ,肩部对称

贴塑半环形纵向系 2个。最大腹径位于中腹。泥

黄色胎 ,胎质细腻松软 , 火候较低。通体施绿

釉。口径 1312、腹径 2214、底径 1614、高 2518厘

米(图一二 B4、一四)。

21 青瓷器
9件。均为先在肩、腹部拍印细小方格纹 ,

再于肩、腹交界处划饰凹弦纹一周。有的外底

可见方形垫烧痕。胎色有深灰和浅灰之分, 釉

色有青绿、青黄和青褐之别。器形有深腹罐、盘

口壶等。

深腹罐 5件。形制相同, 唯大小略有区

别。敞口, 方唇, 矮领 ,溜肩, 瘦长腹渐收至底 ,

平底微内凹。最大腹径位于上腹部。标本M50 B

41, 残。灰胎, 施青绿色釉至腹中部, 脱釉较

多。口径 11、腹径 1716、底径 10、高 2318厘米
(图一五 B1)。

盘口壶 4件。盘口,圆唇,细颈,平底微内

凹。肩部对称贴塑半环形系 2个 , 多为纵向排

列,少数为横向排列。可分 2型。

A型 2件。体较高瘦,溜肩,弧腹。均为浅

灰胎, 青黄色釉。标本 M50 B20, 纵向系。颈、肩

和肩腹部分别划饰凹弦纹两组。施釉至下腹

部。口径 9、腹径 14、底径 10、高 1912厘米
(图一二 B5)。

图一五 出土器物

1. 青瓷深腹罐 (M50B 41) 2. 釉陶瓮( M50B 25) 3. A型釉陶深腹罐

( M50B 32) ( 2为 1/ 12,余为 1/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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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型 2件。体较矮胖,弧肩,圆鼓腹。肩部

划饰凹弦纹一周。均为深灰胎,酱褐色釉。分 2

亚型。

Ba型 1件 (M50 B8)。横向系。施釉至下

腹部。外底可见方形垫烧痕。口径 618、腹径

1118、底径 618、高 1514厘米(图一二 B2)。

Bb 型 1件 ( M50 B5)。纵向系。施釉至下

腹部。口径 7、腹径 12、底径 8、高 16厘米

(图一二 B3)。

31 铁器

5件。均锈蚀严重,器形仅可辨识釜和刀。

釜 2件。由釜和三足支架组成。仅见釜为

敞口, 斜折沿,束颈, 溜肩 ,圆腹,圜底。三足支

架架圈圆形,三足呈外撇状。

刀 2件。单锋双刃。仅见半圆形首,截面

呈锐角三角形。可分 2型。

A 型 1 件 ( M50 B 12)。刀身狭长。残长

120、宽 3、刀脊厚 114厘米。

B型 1 件( M50 B34)。刀身较 A型短。残

长 50、宽 2~ 312、刀脊厚 116厘米。
41 石器

黛砚 1件( M50 B 19)。残。灰色细砂岩质

地。长方形 ,四边切割痕明显。正面光滑 ,磨制

细腻 ,背面粗糙未磨制。正面有一层似墨汁的

较薄黑色物质覆盖。残长 719、宽 313、厚 014厘
米(图一一 B6)。

51 琉璃器

1件 (M50 B 44)。蓝色, 喇叭形, 中间

穿一孔。上端径 015、下端径 018、高 213厘米。

三 结 语

1. 墓葬特征及年代

( 1)上述墓葬均为带墓道的竖穴土坑墓且

无纪年材料出土,但出土器物与江西省及邻近

地区东汉墓葬资料有一定的年代对应性,陶瓷

器表纹样多为先在肩、腹部拍印细小方格纹 ,

再于颈、肩或腹部划饰凹弦纹。有的器物外底

可见方形垫烧痕。其中 M0还出土大量有东汉

特征的五铢钱币,据此我们认为两座墓葬均属

东汉时期。

M0和 M50均开于口 »层下 ,但M0出土器

物中 ,明器类泥质灰胎软陶占有一定比例, 与

江西东汉早中期墓葬出土物以泥质灰胎软陶

为主相似 , M50出土物中不见明器类泥质灰胎

软陶,却出土了具有东汉中晚期特征的绿釉红

胎器。依据该差异,我们认为M0绝对年代早于

M50。

( 2) M0 出土器物中, A型釉陶盘口壶与南

昌市第一交通路东汉墓所出陶壶相似 [1]。陶盆、

青铜印章与江西清江武陵东汉墓 (M2)所出同

类器形制、书体相近
[2]
。陶水井、陶吊桶、铜带

钩、石黛砚及研磨器、陶仓、陶盘口壶与江西南

昌市南郊东汉墓( M1) 所出同类器形制相同或

相似 [3],陶仓、灶、甑、腰沿釜、水井、吊桶、深腹

罐、罐、石黛砚分别与江西德安九冈岭汉墓群

( M1、M2、M4)所出同类器质地、形态、工艺相同

或相似 [4]。以浮雕技法表现主题纹饰龙虎题材

的铜镜,纹样隆起突出 ,高低起伏, 是东汉中期

新兴的铜镜 ,东汉中期以后在我国南方地区及

长江流域广泛流行 [5]。据此,我们将 M0年代推

断为东汉中期早段。

M50出土器物中 ,绿釉陶壶与江西德安九

冈岭汉墓群( M9) 所出陶壶 [6 ]及江西省博物馆

藏绿釉陶壶形态相似
[7]
,青瓷深腹罐与江西德

安九冈岭汉墓群 ( M9)所出 B型 I式罐相同 [8],

灰陶小罐与江西修水山背东汉墓所出陶罐形

态、质地相同
[9]
,陶权形器与江西赣县三溪东汉

墓所出陶权形态相似 [10],釉陶盘口壶与江西湖

口石钟山东汉/永初七年0( 113年)纪年墓出土

的同类器相同 [ 11]。据此,我们将 M50年代推断

为东汉中期晚段。

2. 主要收获及相关问题

( 1) 江西以往发掘的东汉中晚期墓葬多为

砖室墓, M0和 M50均为带墓道的竖穴土坑墓,

此类墓葬形制以往多见于江西春秋至东汉早

期墓葬, 而在东汉中晚期墓葬中较为罕见。究

其原因,当与此地埋葬习俗的流风余韵之延续

存在有关。通过对上述两座墓葬的发掘 ,表明

u 江西靖安老虎墩东汉墓发掘简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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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类墓葬的年代下限可延伸至东汉中期, 丰富

了江西东汉墓葬考古的内涵。

( 2)江西瓷窑考古资料显示,最早烧造成熟

青瓷的窑址是洪州窑, 肇始年代为东汉晚期。

上述墓葬随葬的大量东汉中期成熟青瓷是本

地生产还是从吴越等地输入?从墓内共存的大

量陶瓷器外底可见方形垫烧痕信息分析, 墓中

出土的陶器、瓷器应属同一窑场烧制的产品。

据此,我们认为洪州窑的烧造历史或可上溯至

东汉中期 ,抑或在赣西北一带尚有未被发现的

东汉中期的陶瓷窑址 ,这有待日后进一步工作

验证。

( 3) M0后室内棺椁结构为一椁双棺。根据

/ 夫妇生时同室,死同葬之0的观念 [12]和汉代夫

妻同穴合葬的习俗
[13]
推断 , M0当为夫妻同穴

合葬墓。考虑到夫妻死有先后,埋葬亦有早晚

之分,而在发掘过程中未见明显的早晚埋葬痕

迹,我们推测可能是/ 凡夫妇二人 ,其一先死已

葬,其合葬也,或取新丧送至前丧葬所合葬 ,或

为取前丧至新丧之所与新丧合葬0 [14]
。这种现

象应当是将先丧之尸骨二次迁葬 ,与后丧之人

合葬的结果。

( 4)随葬器物多为现实生活中的器具、物

品,包括模型明器也不过是一种微缩了的生活

设施。这与中国古代的/ 魂魄0和/ 谓死为生观

念0有关 [15],即人死之后 ,魂魄分离 , / 魂气归

天,形魄归于地0( 5礼祀 #郊特牲6) ,墓主期望

身体里的/ 魄0能够继续维持人间的生活, 享有

并保障来世生活 [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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