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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2007年1月18日～5月25日，天门市博物馆配合武荆高速公路建设，在天门市皂市镇鲁新村二组的彭家
山发掘了19座东周楚墓，出土了一批陶器、铜器、玉石料器和漆木角器。
其中最引人瞩目的是M18出土的4件铜镇，其中1件铜镇上有鸟虫书铭文40字。

本报告全面、系统地报道了彭家山楚墓的资料，报告不仅从宏观上对墓葬进行了综述，而且从微观上
对每座墓葬资料进行了分述，同时对墓葬的分期与文化因素进行了讨论。
《天门彭家山楚墓》为探索不同区域的考古学楚文化提供了一批难得的实物资料。

《天门彭家山楚墓》可供文物考古学、历史学、历史地理学、古文字学以及相关学科研究者阅读、参
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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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   插图：   C型1件。
越式鼎。
M11：25，盖母口，盖面折弧，正中施一鼻钮，周边施三个穿孔菱形钮。
器身子口内敛，突唇，平肩承盖，肩附对称双长方耳，耳根向外拐出。
直腹壁向下外斜，圜底。
底装三外撇足，胫截面呈半圆形，足掌斜尖。
盖面饰四周宽凸棱，在凸棱面上阴刻三周绚纹、一周麦芒纹。
凸棱间阴刻三周蟠魑纹。
方附耳面阴刻绚纹。
通高25.1、口径18.4、腹径21.6厘米（图二九；彩版二，1）。
 敦3件。
分别出于3座墓。
据其盖、底相扣后由圆形变椭圆形，分三式。
 Ⅰ式1件。
M1：20，盖底等高。
扣合略呈椭圆形。
盖、底平口，突唇，近口沿处各施对称双环耳，三盖钮、三底足皆作龙形。
盖口部施三个向下突出的兽面垂钮，以稳固扣合。
龙形钮、足身饰鳞片，身下饰卷云纹、绚纹，耳面饰勾曲纹。
通高24.8、身高21.6、口径20.1厘米（图三〇，1；彩版二，2）。
 Ⅱ式1件。
M11: 13，底残失。
盖凸隆呈半圆形，平口，突唇，近口沿处施二对称环耳，盖面施三龙形钮，口部施三个向下突出兽面
垂钮，兽面较前式简化。
盖面饰外二周、内一周凸棱，外凸棱内阳刻三瑞兽云间相逐，龙钮下部饰卷云纹，耳面两侧饰凸棱。
盖通高12.3、盖高10、口径19.8厘米（图三0.2；彩版二，3）。
 Ⅲ式1件。
M8：5，盖矮底高，扣合略呈扁圆形。
盖、底平口，突唇，近口沿处各施二对称环耳。
盖面、底面各施三个龙形钮、足。
口部无垂钮。
耳面饰圆形、三角形雷纹，钮、足下部饰云纹。
通高24.6、盖高9.2、底高10.6、口径20.4厘米（图三一；彩版二，4）。
 壶7件。
出自4座墓。
出l件的1墓，出2件的3墓。
皆与鼎同出。
据其腹由胖变瘦，腹最大径由上移至下，圈足由直变八字形，铺首兽面由繁至简，分四式。
 Ⅰ式2件。
出自Ml。
盖子口，口壁折，盖面隆起，周边施三个菱形钮。
身直口，束颈，广肩，肩有二对称铺首衔环，鼓腹下弧，最大径靠近肩部，圈足，平底。
盖面阴刻向心云雷纹，颈、肩、腹阴刻云雷纹，以四组凹弦纹间隔之。
铺首兽面制作精细，面目生动，环面阳刻绚纹。
M1：5，通高30、口径9.6、腹径20.8、足径11.6厘米（图三二；彩版三，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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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Ⅱ式1件。
Mll:6，无盖。
侈口，束颈，溜肩，肩附二对称铺首，铺首下无环。
鼓腹，最大径较上式下移，矮圈足，平底。
铺首兽面较上式变短，制作简略，兽鼻阴刻波折纹。
通高20.2、口径8、腹径15.2、足径10厘米（图三三，2；彩版三，2）。
 Ⅲ式2件。
出自M8。
盖子口，突唇，折腹，盖面隆起，周边施三菱形钮。
身侈口，突唇，束颈，溜肩，肩附二对称铺首衔环，鼓腹，最大径移至腹中部，圈足，平底。
M8：33，盖钮阴刻勾曲纹，铺首兽面更短，兽鼻阴刻绚纹。
通高31.8、口径9.5、腹径19.6、足径12.2厘米（图三三，1；彩版三，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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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天门彭家山楚墓》对研究战国后期楚与秦及中原文化的交流与融合、江汉地区东周至汉代区域文化
的发展与流变、楚文化成分的构成以及楚文化类型分析提供了重要实物资料，对当今楚文化研究具有
重要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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