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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六顶山渤海墓葬:2004-2009年清理发掘报告》讲述六顶山墓群位于长白山北麓的吉林省敦化市中部，
属于长白山地向第二松花江沿岸丘陵、平原的过渡地带。
敦化为县级市，市辖面积约1.2万平方公里，北有威虎岭，南有哈尔巴岭，西有牡丹岭，三山环抱，素
有敦化盆地之名。
境内多山富水，河流除东南部的富尔河外，皆为牡丹汀支流。
墓群所在的市区附近为盆地中最为开阔之处，周围有孤山低岗环绕，地理环境优越。
发源于长白山北侧支脉牡丹岭的牡丹汀，自西南向东北穿城而过，一路蜿蜒向东北流，经镜泊湖而入
松花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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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   插图：   土坑已不完整，仅保留西侧一部分，长3.3、深0.06米，宽度不详。
坑底发现有南北向三列共七组平置的块石，东西两列六组的位置基本对称，列间距1.3～1.8米，组间
距0.9米，中列只有北端一组，位置和其他两列的北端相齐。
其中西列和东北角三组均为单块，另外三组中有两组为并置的双块，东南角则是三块呈两层放置的。
石块的石质多为玄武岩，西南、东北角两处较大石块为山砾石。
 该墓填、封土中烧土块和炭块都发现不多，但在墓底南部四组块石之间却保留着一块长、宽各约70、
厚0.5厘米的炭灰，并残留着4块烧灼严重的人骨碎块。
据此推测，墓底的七组块石应为垫棺石，此墓原有木棺，搁置其上后又经火葬，但从人骨数量来看，
棺内敛入的可能只是二次葬的部分人骨。
 该墓未见随葬品，亦未发现棺钉。
 二、封土包石墓 封土包石墓为土坑墓的一种形制，构筑及葬法与土坑墓相同，墓室亦为长方形浅坑
，区别在于封土外包石或不包石。
包石的目的是保护封土减少流失，故多数墓葬的包石都不仅用于封土边缘，而是包封至中部甚至墓顶
，封土流失后会沉落在周边或墓上。
因此其边缘石的散布形状应即原来封土的平面形状，分布范围亦可显示出该墓封土的规模。
 封土包石墓的数量多于土坑墓，本次共清理了8座，分在两个墓区。
I M3认定为此类墓，故一并介绍。
 1.一区3号墓（DL I M3） I M3位于一墓区中部，前后左右皆为大墓，并有三处石台遗迹。
距离较近者有东南的I M4和西侧的I M15两墓，间距分别是6米和3米，稍远处北侧隔3号石台有I M1，
西北隔2号石台有IM2（贞惠公主墓），间距都在12米左右。
 此墓已经过1949年和1959年两次清理，但都仅止于“墓室”内和“甬道”。
这次发掘较为彻底，并去除了墓外覆土，清理出了封土外的包边石墙。
 这次发掘前，该墓是一个直径13米左右的土堆，中间有一尖底深坑，南侧中部有一条形浅坑，通至土
堆之外。
2004年首先清理的是墓室，底部发现了两个置棺的长方形土坑。
两坑中都有随葬遗物，并散布有炭渣、小块红烧土，和一些火烧的人骨碎块，但未见坍塌的墓室及墓
室石墙痕迹，也没有发现建造墓室的石材或四壁遭破坏后应该留下的大量白灰残渣。
转而依原沟发掘、“甬道”时，考虑到发掘后的回填，余土只作了墓内转移，直接堆于墓室北部。
在长、宽均达3.5米的发掘沟中，除南部沟端五花土里见到的四块散置块石外，没有发现甬道石墙痕迹
及其砌石。
沟底和两侧下部的堆积均为比较纯净的黄土，但在南端西侧的黄土尽头，却意外地发现了三块竖砌的
块石。
简单清理后知其向西还有延展，是一段包裹黄土并砌筑考究的石墙，初步认定为墓外包石。
接下来是对包石外淤积土的去除和石墙的清理，余土仍回填墓内。
淤土土色较花，内中夹杂较多的白灰、木炭、烧土块，并且直到下部仍然出土一些瓦件残块。
最后的结果是，四面包石连贯而墓外淤土填人墓内后基本没有剩余。
 2005年，为确认墓室结构，我们将已经有所沉降的墓室回填土再次挖开，对下部黄土进行向外扩大发
掘，至四面生土，再加上局部探槽解剖仍未找到墓室石壁。
意外的收获是：第一，发现了该墓西侧的第三和第四个土坑，清理出I M3另外两位墓主人的遗骸。
第二，在扩大发掘坑的东侧脱落面上发现了一个白灰层的断面，后经证实为该墓墓上建筑的白灰地面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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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六顶山渤海墓葬:2004-2009年清理发掘报告》是渤海文物保护工程发掘报告系列丛书之一，由文物出
版社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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