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云龙山汉代采石场遗址位于江苏省徐州市区
南部，徐州博物馆西侧。2004年6月至9月在徐州汉
御花园小区建设施工时被发现，随后徐州博物馆对
其进行了考古发掘，共计发现各类采石遗迹 64处，
集中分布于四个区域内，包括采石坑、石坯坑、石渣
坑以及楔窝、加工平台等采石遗迹，与徐州西汉楚
王陵墓塞石的开采加工关系密切。该遗址于2006年
公布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公布名称为徐州市
汉代采石场遗址。2013年，汉代采石场遗址成为徐
州博物馆的组成部分对外开放。

2021 年徐州市城建重点项目——和平路隧道
建设工程立项，该工程西段处在汉代采石场遗址建
设控制地带内。2022年2月至8月，徐州博物馆组织
实施该项目的考古工作。发掘区域位于云龙山西
坡，地层堆积较为简单，第一层为硬化路面及建筑
垃圾垫层，其下为云龙山山体，汉代采石遗迹即位
于山体基岩上。考古工作证实，遗址主要包括汉代
和明清两个时期的遗存，汉代为采石手工业区，分
布有较为密集的各类采石遗迹，发现有散落的汉
代陶片、板瓦残片，但没有文化层堆积；明清时期
为生活区，在采石留下的空坑中形成了局部较厚的
文化堆积，因受晚期破坏，遗迹较少，出土遗物则较
为丰富。

汉代采石遗迹是本次发掘最重要的收获，根据
采石坑的分布情况，可分为三区，为与 2004年发掘
编号保持统一，依次编号为Ⅴ区、Ⅵ区、Ⅶ区。每个
区的采石遗迹数量不同，但均相对集中分布。采石
遗迹大致可分为四类，一是因石料持续开采形成的
较大空坑，但已无法判断采石数量和规格，将其统
编为一处采石坑；二是楔窝、錾痕、采石剥离面清晰
的，并可以判断采石数量、采石规格及采石工艺，将
其依次编号为采石坑；三是散落的楔窝、錾痕，应与
石料开采预选或石料加工有关系，但无法判断采石
情况；四是开凿的圆形柱洞，应与开采加工石料的
工棚有关。共发现采石坑 36 处、楔窝 95 处、錾痕 9
处、柱洞8个以及“牛鼻”眼遗迹1处。

以下分区简述：
Ⅴ区 分布面积约 35平方米，由 3处相连的采

石坑组成，因持续开采，平面呈三级阶梯式，由东向
西依次编号为K1～K3。ⅤK1位于该组采石坑东端，
平面呈南北向长方形，北高南低，南北残长3.2、东西
残宽 1.4米，中间已开采一块石料，残留剥离后的痕
迹，从剥离面可知，开采石料长 2.18、宽 0.6米。已开
采石料的南北两端，有继续向下开采的錾痕。

Ⅵ区 分布面积约 400平方米，共清理采石坑
17 处，还有大量楔窝、錾痕等采石遗迹。以ⅥK2 为
例，位于该区北部，采石面呈不规则长方形，其西
侧、北侧、东侧各残存一长条形竖向楔窝，南侧为自
然石裂隙。西侧和北侧楔窝因两侧石料已采走而残
存一半，北侧残存楔窝长 0.9、深 0.2米，西侧残存楔
窝长 0.82、深 0.34米。东侧楔窝保存完整，南北向长
条形，横截面近倒梯形，口部长 0.75、宽 2、深 0.2米。
从采石剥离面分析该处采石坑上部已开采石料一
块，剥离面上的楔窝是为了继续向下采石而留下
的，采石规格东西长 1.1、南北宽 0.75米，厚度不详，
从发掘情况看，应该在0.3~0.5米。

该区南部发现有 8个散布的柱洞遗存，均开口
于表土层下，在山体上开凿而成，凿痕清晰。多数柱
洞遭破坏已残，从发掘情况仍可知柱洞大致呈圆柱
状，底部略小。Ⅵ区 S10ZD1，近圆柱形，口径 13、底
径 10、深 17厘米。从柱洞分布情况看，8个柱洞大致

可分为两组，相对集中分布，但排列并无明显规律，
柱洞分布区域采石遗迹较少，由于石料开采是一项
周期较长、比较复杂的重体力工作，这些柱洞应该
与临时性的工棚建筑有关。

该区中部K15东侧的一块凸起的石头上有一开
凿的“牛鼻”眼，似圆形穿孔，直径3～4厘米，凿痕清
晰。从其分布位置、规格尺寸和开凿工艺看，“牛鼻”
眼可能与运输石材拴牲畜的固定物有关。

Ⅶ区 分布面积约 230平方米，共清理采石坑
16处，分为东西两组。西组大致为南北向，有 7处采
石坑，东、南两侧因持续采石已形成断崖，北、西两
侧为自然山体，中间有一条山体自然裂隙。自然裂
隙南侧的采石遗迹丰富，有K1、K2、K3三处采石坑。
K1位于最南侧，南北长 1.88、东西宽 0.66、深 2.3米，
石料已开采，坑底剥离面北高南低，西壁和北壁上
各有一竖向楔窝，因石料取走楔窝存半，西壁上楔
窝长 0.74、深 0.08米，北壁上楔窝长 0.5、深 0.12米。
K2与K1相连，位于K1北侧，南北长 2.88、东西宽 1
米，坑底部和西壁上有明显的因石料开采形成的剥
离面，说明至少已有一块石料被开采。在剥离面上，
有继续向下开采石料留下的楔窝痕迹，楔窝共有 6
个，其中坑底西侧南北向联排 4 个楔窝，间距 0.1~
0.24 米不等，楔窝由南向北内长分别为 0.48、0.26、
0.32、0.4米；南壁上有1个楔窝，即K1北壁残存的半
个楔窝；东壁上有1个横向楔窝，残存一半，长0.44、
深0.18米，该楔窝是为开采K2上部石料而留下的。

从发掘情况看，无论是采石规模、石料规格、采
石工艺还是石料用途，本次发掘的采石遗迹（下称
南区采石场）与 2004年发掘的采石遗迹（下称北区
采石场）有明显不同。北区采石场主要用于开采大
型石材，多为西汉楚王（后）墓的塞石，其具体方法
是根据所需石材大小在选定的石料周围开凿沟
槽，在达到需要的深度后，在沟槽底部从两侧或四
周向中间开凿，然后放置木楔，采用膨胀的方法将
石料整体剥离撑开，可将北区采石场采石工艺归
纳为“整取采石法”。南区采石场主要开采规格较
小的板状石材，其具体方法是在选定石料表面通
过开凿楔窝，内置铁楔（南区采石场在两个楔窝中
发现有残断的铁楔），通过击打铁楔将石料从岩体
中劈开，根据开采石料规格，开凿出长（大）短（小）
不一、数量不等的一排竖向楔窝，同时为了保证所
开石料厚度，在石料一侧开凿横向楔窝，可将南区
采石场采石工艺归纳为“切割采石法”。江苏省地
质矿产局第五地质大队前期在对徐州土山二号墓
石料来源的调查分析报告中指出，土山封石石材
主要来源于云龙山东麓及彭祖园福山西麓，根据
此次考古发掘成果，南区采石场开采石料与土山汉
墓关系密切。

综上所述，本次考古发掘工作进一步丰富了云
龙山汉代采石场遗址的内涵，填补了原有采石场遗
址的认识空白。云龙山汉代采石场遗址延续时间较
长，是两汉时期官营的采石作坊区，对于研究徐州
地区两汉时期诸侯王陵墓的塞石、封石等石料的开
采、加工、运输具有重要意义；对于两汉时期的采石
工艺和采石业研究具有重要价值。

（徐州博物馆 执笔：刘娟 原丰 郑洪全）

三亚“多坟山”古代墓葬群位于海南
省三亚市崖州区崖城镇拱北村北部的荒
地和林地中。2021年 7月至 9月，为配合
三亚到乐东的西线高铁与货运专线施工
建设，海南省博物馆、海南省文物考古研
究所与南京大学历史学院考古文物系等
单位组建考古勘探队，对施工范围内进
行了全面细致的勘探，对发现的 173 座
墓葬全部予以发掘；同时，在施工范围外
也做了大量的考古勘探，发现了 128 座
墓葬，并对其中的10座墓葬也进行了发
掘。此次发现的墓葬总量共 301座，发掘
了 183 座墓葬。考古勘探面积总量约
32000平方米。

现将这次考古情况略述如下：
墓葬情况 此次发掘出的 183座墓

中，除大部分均保存完好外，另有少量的
墓葬遭到了一定损毁。它们都为竖穴土
坑砖室墓，平面均呈长方形，直壁平底，
墓内一般都填满黄褐色沙土，仅有个别
墓中填有红褐色沙土，这应当是与当时
砌筑墓葬时使用的红色墓砖有关。墓壁
砌筑的砖的层数有二层至五层不等，墓
砖的形状有长方形、方形、梯形几种，砖
色有青色和红色，其中以青砖为主，另有
少量红砖。墓室四壁一般是用墓砖竖向
平铺砌筑而成，直壁平底，有的在墓穴外
端砌有一小方砖台。多数墓内为砖底，一
般是用长方砖错缝横向平铺，个别的墓
底则铺砌方砖；另有部分墓葬为黄褐沙
土底。

按墓葬的外形和规模大小不同，将
这些墓葬分为大、中、小三型，其中以大
型墓和中型墓为多,小型墓较少。大型墓
一般长 230、宽 139厘米，或长 264、宽 80
厘米；中型墓一般长 118、宽 43 厘米，或
长 102、宽 54厘米；少量小型墓长 55、宽
37厘米，或长79、宽22厘米。

在已发现的所有墓葬中，墓向以南
北向或东西向的居多，其中，南北向有
83座，东西向有 71座，另有少量西北至
东南向或东北至西南向，各有16座和13
座。墓葬形制可分为三种，其中拱顶墓
74座，平顶墓84座，无顶墓25座。依照铺
设拱顶墓砖数量的不等，可分四种形式，
其中拱形单砖的墓有 21座，拱形双砖的
墓有 28座，拱形三砖的墓有 24座，并穴
拱形双砖的墓仅有 1座。84座平顶墓可
分为单砖平铺的墓顶与三砖平铺的墓
顶。无顶墓有的是砖砌墓壁，有的是堆石
墓壁，有的是砖石墓壁。个别墓葬遭到了
不同程度破坏。

出土随葬品 墓葬中出土的随葬品
主要有银器、铜器、铜钱、铁器、玉石器、
瓷器、陶器及砖瓦等。银器只有簪；铜器
器型较多，有簪、耳环、戒指、头饰、管、泡
扣、铃铛及钱币等；瓷器仅有青花碗；玉
石器为穿孔小白珠；陶器有带盖釉陶罐、
泥质灰褐陶罐、带流盖罐等；铁器都为棺
钉；瓦有板瓦、筒瓦两种。另还发现二件
石墓碑，其中，M106 出土墓碑上刻有：

“道光十二年六月吉旦近故洪二公坟男
祥、桂仝立”文字，M84出土墓碑上刻有

“民国二四年三月清明吉旦近故显妣赵
二婆刘氏坟”文字。在有拱顶的个别墓葬
的券砖上刻画着“左一”“左二”“左三”

“左四”及“右一”“右二”“右三”“右四”等
表明方位及序号的字样。还有“左日”“左
过”“左青”“左不”“左前”“左白”“左窗”

“左春”“左来”和“右白”“右莫”“右青”
“右再”“右春”“右过”“右窗”“右来”文字
内容，将这些内容似乎可组合为“白日窗
前过，青春不再来”的美妙诗句，具有明
显的元代特点。

丧葬习俗 在清理的这批墓葬中，
葬式大都是以一次葬为主，均为仰身直
肢，其中发现埋葬完整人骨的墓有 32
座。其他墓葬或骨架残缺不全，或荡然无
存。残缺的骨架中见到的主要是头骨、肢
骨、股骨、肋骨、胫骨及人牙等，应属于二
次葬。还有个别的儿童葬墓或乱葬墓。另
有部分墓葬内没有发现人骨或随葬品，
当另有其因。

在其葬俗中，发现有 9 座墓的人头
骨枕在板瓦或筒瓦或方砖上，有的在头
骨两侧还置有 2 件板瓦。另有一座 M19
墓底铺有 7 件板瓦。在个别的墓内还设
有二层台，或设置有小壁龛，摆放2件泥
质带流盖罐。

墓葬年代和初步认识 在这批墓葬
出土的铜钱中，有宋代元丰通宝、政和通
宝、治平元宝，明代洪武通宝、万历通宝
及清代乾隆通宝等三个朝代钱币，以及
刻有“道光十二年六月”的石墓碑。此外，
在个别墓中也发现了明代青花水草纹碗
残片及清代泥质灰褐陶罐。由此可见，经
过发掘的“多坟山”墓群中应是包含有
宋、明、清及民国等不同时代的墓葬。其
中，明、清墓葬较多，宋代及民国墓葬较
少，不排除个别墓葬为元代时期的。

个别发现祭台的墓葬，说明当时墓
葬的构筑形式及后代在利用方面的现
象。祭台应存在于地表以供后人祭祀所
用，祭台为墓口挡墙的最上一层，墓口挡
墙又高于后墙，因此除祭台位置外，整个
墓葬的其他部分均应该位于地下，说明
墓葬应有墓坑的存在。尤其是 M4 砖室
墓之上又设堆石圈的情况更反映了墓坑
的存在。祭台和石圈均可为后人祭祀和
识别先人墓葬提供标志，石圈又可起到
保护封土不致流失的作用。

随葬品可以表明墓主人的精神世
界。有的随葬品为两件装饰莲瓣纹、莲
花纹和佛家伞盖形的器盖，说明墓主
人的宗教取向。墓葬的规格说明了墓
主人存在一定的贫富差距。以 M4 为代
表的墓葬砌筑规整、结构讲究、用材高
标准，反映了墓主人一定的经济基础；
以 M2 为代表的墓葬用材较杂，只有一
排盖顶砖，且一半为平砖；以M5为代表
的墓葬甚至用不起墓砖，只以河边随处
可见的河卵石堆筑，表明墓主人较低的
经济水平。

随葬品的数量反映了当时的薄葬习
俗。无论是规格较高还是较低，其随葬品
都不甚丰富，一方面可能说明这批墓葬
的等级不高，另一方面也表明社会的薄
葬传统。

墓葬的构筑方式反映了三亚地区的
丧葬习俗。以砖室为主，专用的拱顶石盖
顶，前挡墙较高且延伸成地面祭台的形
制不见于其他地区，反映了当地特殊的
墓葬构筑方式。

墓葬的排列说明了社会变动较为剧
烈。所有墓葬均开口于②层下，但墓葬的
排列方式规律性不强，很难以墓向、形制
划分不同的墓葬分组，甚至也难以判定
为家族墓地。

“多坟山”墓葬的发现和发掘，在海
南尚属首次，具有十分重要的历史意义。
整个墓群的延续时间，自宋而至民国，与
崖州古城兴盛时间相符，也与崖州学宫
开始发挥作用的时代背景相符。它对研
究海南历史、地方经济、文化事业及人口
变迁等提供了翔实的文物资料。

（海南省博物馆 执笔：廖忠志）

江苏徐州云龙山
汉代采石场遗址考古发掘取得新收获

海南三亚
“多坟山”墓地考古收获

——发现海南迄今面积最大古墓葬群

墓葬概况

南头村位于滹沱河东岸的五峰山脚下，是山西
省忻州市原平市中阳乡境内居东的一个小村。该村
主要为丘陵地区，沟壑纵横。2022年3月当地村民在
南头村西部耕地时偶然发现古代壁画墓葬两座。其
中一座墓葬已经暴露在地表，并且墓葬顶部已经塌
陷。为了保护好古代文化遗产，山西省文物局委托
山西省考古研究院与忻州市文物考古研究所、原平
市文化和旅游局对该墓地进行抢救性发掘。

发掘工作

2022 年南头村金元墓葬考古发掘工作分为两
个阶段。第一阶段首先于 5月份对南头村所发现墓
葬区进行勘探，确定四座墓葬具体位置，并划出墓
葬的发掘区。第二阶段为发掘阶段，于2022年6月8
日正式开始发掘，至7月中旬发掘结束。

发掘开始前，以已发现两座墓葬为基点，对周
围区域 600平方米进行勘探，共发现墓葬 4座。均为
同一时期的砖室墓，并且墓道方向一致，推测为家
族墓地。

共布南北两个探方，布方面积共227平方米。发
掘区内共发现金元时期墓葬4座，墓葬面积共46.78
平方米。发掘区内的地层堆积较为简单，墓葬均开
口于耕土层下，距地表 0.2~0.3米。四座墓葬的尺寸
相差无几，其中M1土圹直径 3.8米，墓道长 2.4米，
宽 0.80米，距地表深 4.26米；M2土圹直径 3.5米，墓
道长 2.3 米，宽 0.80~0.90 米，距地表深 1.8~2.45 米；

M3土圹直径 3.65米，墓道长 2.2米，宽 0.90米，距地
表深 3.6 米；M4 土圹直径 3.4 米，墓道长 0.80 米，宽
0.80米，距地表深2.35米。

南头村中所发现的 4座墓葬全部为砖室墓，竖
井式墓道，并且全部为南向，除M4被盗之外其他3座
均有砖棺床。墓室为八边形砖室，穹窿顶，倚柱和壁面
均先抹白灰，后绘制壁画。仅M1穹窿顶上有天象图，
其余墓葬没有绘制。壁画内容形式比较固定，门洞内
左右为侍者，其他壁面绘制有卷帘、书法、飞鸟花卉和
奏乐等内容；而北壁为格扇门，东西壁为板门。斗栱为
栌斗加单昂，没有泥道栱和泥道慢栱；仅仅表现有补
间铺作和散斗，中间有普拍枋、上面有橑檐枋等，斗栱
结构简化。最精美的莫过于滴水板瓦和兽面筒瓦，全
部是模制成后再切割打磨，栌斗、散斗、破直棂窗、板
门、隔扇门等均用此法完成。并且，这四座墓除了墓葬
装饰稍有差异，其他水磨砖构建如出一辙。

墓主人遗骨均为烧骨二次葬，葬具为小型木
棺、体积大小不等的陶罐等。一般棺床上放置小木
棺，部分陶罐放置在叠置方砖或条砖之上。随葬品
除了女性墓主人随身戴的铜钗之外，仅发现黑釉瓷
灯盏、宋代铜钱若干。

发掘主要收获

南头村金元墓葬发掘收获主要是M1的壁画，
其内容和技法有着突出的地方特色。另有三个方面
的问题值得关注，首先根据4座墓葬的排列组合、丧
葬形式、随葬品（瓷器和铜钱）、壁画风格等综合判
断，南头村发掘的四座墓葬为金代中晚期，也就是

在大定（1161年）至正大（1232年）之间。其次，可以
从四座墓葬的组合中反映出当时的丧葬思想，无论
墓葬排列组合是几代人，还是几个家族，都贯穿着
一个主题思想，那就是：趋利避害，祈求吉祥和幸
福。在宋代理学思想的影响下，无论是偏居江南的
宋廷，还是身居黄淮以北的金廷，孝道思想在墓葬、
祠堂和日常礼仪中都不可或缺。最后，墓葬中出土
的铜钱全部为北宋时期，很可能因为金人统治区缺
乏铜矿，兼受北宋“交子”纸币的影响，开始发行“交
钞”。尤其是与大定二十九年（1189年）更定新交钞
法，停止铸造铜钱有关。

研究价值与意义

墓葬均为二次葬。未见一次葬，很可能与金元
战争期间死去故人未及安葬，在金代晚期统一进行
迁葬有关。墓葬装饰、用材均十分相似；尤其是某些
壁画题材如锦鸡牡丹纹、对鸟纹等，基本上如出一
辙。可以认定在金代同一时期完成，是家族墓葬的
可能性很大。墓葬排列组合来看，应是一个家族的
三代人，使用“贯鱼葬”的方式统一下葬。M4的极短
墓道，是金代墓葬中见诸报道的首次发现。但遗憾
的是，此次发掘没有发现明堂。

南头村的金代墓葬应是村居、祠堂和墓地于一
体中国古代村落体系的再现。由于史书上记载南宋
杨沂中（存中）墓在发掘墓地南侧，所以这一地区应
是以杨氏为主的金元时期家族墓地。

（山西省考古研究院 忻州市文物考古研究所
原平市文化和旅游局 执笔：王俊 王继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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