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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编者徐州博物馆)为徐州博物馆文物与考古研究文集第一辑，收录了有关徐州西汉楚王陵墓
研究的代表性论文，涉及徐州狮子山、楚王山、驮篮山、北洞山、龟山、东洞山、南洞山和卧牛山
等8处楚王(后)陵墓。
内容包括综合研究、墓葬结构、墓主人及出土器物研究等部分，其中器物研究又分为玉器、铜器、印
章封泥和兵器等专题。
并于书后附了徐州西汉楚王陵墓研究论著的全部目录，便于研究者检索。

　　本书适合于汉代历史学、考古学的研究者和爱好者参考、阅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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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前言
一 综合
　徐州西汉楚王陵墓考古的发现与收获
　西汉楚王陵墓制度研究
　从西汉楚王墓的建筑结构看楚王墓的排列顺序
　西汉早期楚王崖洞墓的排序和墓主蠡测
　欧亚草原动物纹饰对汉代艺术的影响
　对徐州龟山和狮子山汉墓结构的几点认识
　徐州楚王墓出土文物珍品散记
　从西汉楚国印章封泥看王国中央官职
　从出土印章封泥谈汉初楚国属县
　从出土印章谈西汉王侯国行政关系
　徐州出土汉玉概论
　徐州出土汉代玉器的历史价值
　徐州地区的汉代玉衣及相关问题
　徐州出土汉墓玉器的分类
　汉代的玉棺与镶玉漆棺
　徐州地区西汉陶俑的发现及初步研究
二 狮子山
　徐州狮子山楚王陵园初步研究
　徐州狮子山西汉楚王墓的结构特征及形成原因
　江苏徐州市狮子山西汉楚王墓天井成因考——兼谈西汉横穴崖洞墓的起源
　从墓葬结构谈狮子山西汉墓的几个问题
　徐州狮子山楚王墓陪葬人位置问题初步探讨
　徐州狮子山西汉楚王墓开凿时间考析
　狮子山西汉楚王陵的两个问题
　狮子山楚王陵墓主考略
　徐州狮子山汉墓墓主考略
　从随葬品谈徐州狮子山汉墓的墓主问题
　狮子山汉墓墓主刘戊说释疑-
　徐州狮子山楚王陵墓墓主是刘戊还是刘郢(客)
　徐州狮子山汉墓墓主及其相关问题研究
　江苏徐州市狮子山西汉墓墓主的再认识
　徐州狮子山楚王墓墓主再探
　徐州狮子山楚王陵墓主身份及其相关问题的初步研究
　徐州狮子山楚王墓墓主与出土印章问题
　徐州狮子山楚王墓出土印章与墓主问题的再认识
　试析徐州西汉楚王墓出土官印及封泥的性质
　狮子山楚王陵出土印章封泥考释
　狮子山楚王陵出土印章和封泥对研究西汉楚国建制及封域的意义
　对狮子山楚王陵所出印章封泥的再认识
　狮子山楚王陵铁甲胄研究综述
　徐州楚王陵墓出土兵器初论
　徐州狮子山西汉墓的金扣腰带
　浅说徐州狮子山楚王墓出土玉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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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弥足珍贵的西汉楚王陵墓玉器
　江苏徐州狮子山楚王陵出土镶玉漆棺的推理复原研究
三 其他楚王墓
　徐州市铜山县楚王山汉墓群考古调查
　徐州北洞山西汉王陵考略
　徐州北洞山汉墓年代与墓主探讨
　徐州北洞山楚王墓墓主考
　也谈北洞山西汉楚王墓的墓主和时代
　徐州龟山汉墓石刻文字的发现与研究
　徐州出土“明光宫”铜器及有关问题探释
　徐州东洞山三号汉墓的发掘及对东洞山汉墓的再认识
附录徐州西汉楚王陵墓资料目录索引
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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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插图：楚王陵墓有很强的规律性。
陵园与帝陵基本相同，都选择在楚都彭城的北部和东部地区。
陵墓一般选择独立高峻、雄踞一方的山体，但其墓道开凿在坡度较为平缓的坡面，因此有面东、南、
西诸方向。
早期尽可能选择连体二峰或两座距离较近的山峰，以利分别开凿王、后之墓。
中期以后，王、后墓仅相距约10米，都共处于一峰之下。
楚王陵墓中，除卧牛山目前仅发现1座外，其余均为王、后同茔异穴合葬。
陵园修建的石材如塞石等可能部分是从约10公里远的云龙山采石场运来。
陵园与西汉帝陵相同，每个楚王都独立设置陵区。
根据陵区规模大，王、后墓距离较远的情况，王、后应分别设置独立的陵园。
西汉中期以后，王后墓距离仅约10米，可能共享一个陵园。
截至目前，西汉楚王墓尚未发现完整的陵园布局，亦未发现陵园周围的夯土垣墙。
同其他诸侯王国一样，楚王陵亦有园邑设置，龟山楚襄王王后的陪葬墓内出土的铜量铭文有“口北平
园”等。
这里的北平园未必如有研究者认为的那样，与楚元王的陵园有关，楚元王的陵园应为“元园”。
西汉梁国孝王李后陵墓陪葬坑出土“梁后园”铜印，孝王陵园筒瓦戳印为“孝园”；齐国亦有“齐悼
惠园”、“齐哀园印”等印章或封泥，说明梁、齐王陵多以谥号为园名。
新发现的“楚夷园印”、“楚文园丞”封泥表明楚国陵园园名亦如是，但也并非全部如此，如“北平
园”。
陵寝建筑已发现相关遗迹或遗物的有楚王山调查发现建筑材料。
狮子山和羊鬼山东侧调查均发现建筑遗迹，驮篮山楚王墓前发现较多的瓦当、板瓦和筒瓦，东洞山山
顶上发现石砌墙垣和汉代筒、板瓦残片。
这些建筑遗迹和建筑材料表明其应与陵园的建筑有关，应为寝园内陵寝、便殿或庙园类建筑。
陪葬坑目前已有3处楚王墓群发现陪葬坑（龛），其中狮子山、羊鬼山发现近20座以兵马俑为主体的陪
葬坑；驮篮山发现4座俑类和器物陪葬坑；北洞山则将陪葬坑中兵俑移置墓道两侧7个龛内。
陪葬墓西汉楚王墓武帝以前一般都有陪葬墓。
目前已在楚王山东侧发现陪葬墓2座，即M3、M4。
1985年在狮子山陵区的绣球山顶部及西侧发现陪葬墓2座，其中M1竖穴墓道下用石板拼砌或开凿出4个
墓室，东侧室内出土“薛毋伤”台钮铜印1枚。
狮子山楚王墓外墓道内东侧有陪葬墓1座，出土的“食官监印”铜印章清楚地表明了墓主人的身份；
在简道内耳室有2个陪（殉）葬的女性。
虽然南越国王赵昧殉葬夫人多名，但这种在墓内陪（殉）葬人情况在中原地区的西汉诸侯王国是极为
少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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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徐州文物考古文集1》是由科学出版社出版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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