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吉林双辽东孟益辽墓发掘报告 
吉林大学边疆考古研究中心  吉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 

双辽市文物管理所  白城市博物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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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 2016 年，吉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等对双辽市茂林镇孟益村东孟益屯一座辽墓及附属砖砌遗迹进行了抢救 

性清理。该墓葬虽经 2 次盗掘，仍出土有陶、银、铜、铁、玛瑙、骨器 40 余件，且在墓室内发现木质小帐一座， 

顶部已经坍塌。根据现存顶板尺寸和规格对其进行复原，可知其应为一座“九脊小帐”。该墓为夫妻合葬墓，墓主 

年龄 50 岁左右。根据人骨病变情况，可知二人骨病严重。再结合墓葬的规模和随葬品的情况推测，墓主生前可能 

为一低级官吏或下层贵族。 

KEYWORDS: Jilin,Shuangliao, Liao Dynasty, Brick-chambered tomb, Small tent 

ABSTRACT: The Jilin Provincial Institute of Cultural Relics and Archaeology collaborated with two other institutes  

to conduct a salvage excavation of a Liao Dynasty tomb and its affiliated brick structure at the Dongmeng village in Maolin  

county, Shuangliao city, Jilin, in 2016. Eventhough the tomb has been looted for two times, there were more than 40 artifacts  

left in the tomb including ceramics, silverware, bronzes, ironware, agate, and bone artifacts. In addition, a collapsed wooden 

small tent was found inside the chamber. According to the size of wooden planks in the upper part and overall size, this small  

tent might have been ajiuji xiaozhang (small tent with nine ridges). Based on the archaeological findings, the tomb should be  

a couple’s joint burial. The ages of the two occupants were about 50. Humanosteological examination of the two individuals’ 

skeletons shows evidence of severe pathology. The scale of the tomb and the assemblage of burial goods show that the male  

occupant might be a lower-rank official or elite. 

 

 

东孟益辽墓位于吉林省双辽市茂林镇孟益  

村东孟益屯东约 260 米处的一条沙岗上，墓葬  

发现地点位于一处现代坟茔地的林地内，地理  

坐标为北纬 44°04′09.6″，东经 123°26′57.3″， 海

拔 149 米（图一）。2016 年 5 月，四平市文物 

 

 

管理办公室接到当地村民报告，有一座古代墓 

葬塌陷暴露，吉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立即进行 

现场勘查。经省文物局批准，并于 2016 年 5 月 

末，对该墓进行了抢救性考古发掘。此次工作 

发掘面积为 71 平方米，清理辽代砖室墓 1 座 

（编号 16SDM1）和附属砖砌遗迹 一 个（编号 

16SDYJ1），出土遗物 40 余件。现将此次工作情 

况介绍如下。 

 

一、地层堆积 

 

墓葬发现地点地层堆积较为简单。 

第①层 ：为自然风力堆积层，黄褐色淤沙， 

较疏松，厚 0.7~0.8 米。 

图一  东孟益辽墓位置示意图                         第②层 ：亦为自然风力堆积层，灰褐色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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沙，较致密。厚 0.7~0.9 米。砖砌遗迹和墓葬均 

开口于此层下。其下为生土，黄色细沙土，较 

致密且纯净。 

 

二、遗迹 

 

（一）砖砌遗迹    1 个。 

YJ1，开口于②层下，位于 M1 墓坑西北部  

边缘，打破墓坑，该遗迹与 M1 所用青砖相同， 

完整尺寸约为长 35、宽 16、厚 6 厘米，部分青砖  

表面有压印痕，应为 M1 的附属遗迹（图二）。 

YJ1 主体位于地表之下，系先挖一近圆角 

方形土坑，在坑内砌筑砖室，土坑东边长约  

68、深约 45 厘米。土坑底部有一周二层台，北 

侧为生土二层台，宽约 8 厘米，东、南、西三 

 

侧二层台为 M1 回填土，不甚明显，坑底浅坑  

用于放置砖室底面两块平铺青砖和外围横向立  

置围砌砖，近正方形，边长约为 46、残深约  

2~8 厘米不等。土坑内填土为灰黄色沙质土， 

较疏松，填土仅发现一小段鸟骨。 

砖室四壁用青砖围砌而成，由上至下可  

分四层，第一层为青砖横向立置顺时针围砌而 

成；第二层为南北立砖平行排列，东西立砖两 

头封堵，围砌空间较上层略大，四角处用小砖 

块卡边加固；第三层为青砖横铺围砌而成，四 

块方砖顶角摆放，四角空隙处顶角摆放小砖块 

加固；第四层又为横向立置青砖顶角围砌。上 

下层砖之间用白灰加固。底平铺有两块青砖。 

砖砌遗迹坑口外围用单层青砖围砌而成， 

整体平面近长方形，半砖、整砖均有，北侧、 
 

 

图二  YJ1 平、剖面图 

 

 

图三  砖砌遗迹（YJ1） 

 

图四  陶壶（带盖）（YJ1:1） 

 

东侧可见有两排，南侧、 

西侧仅一排，东西长约 81、 

南 北 宽 约 52~70 厘 米， 

长轴方向为西北  —  东南  

向，方向  144°。坑口近  

方形，东南边缘砖块被人  

为打成弧形，东西 24.5、 

南 北 23.5、 坑 深 约 51 厘  米

。坑口之上用两横  一   纵

摆放的三块青砖封盖   （

图三）。 

坑内放置有一件带盖  

陶壶，壶底部残存有机遗  

物的痕迹，推测可能为一  

块布的残迹。砖室内填土  

为疏松的黄灰色细沙土， 

内有少量的砖块和动物骨  

骼（羊骨），羊骨应是有  

意放置。 

带盖陶壶   1 件。标  

本 YJ1 : 1，泥质灰陶，轮  

制。器盖略残，上有蘑  

菇形钮， 斜弧顶， 子母口， 

尖唇，直径 12、通高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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钮直径 3.2、通高 0.8 厘米 ；壶，侈口圆唇，长  

颈较直，溜肩，斜直腹， 凹底，颈部饰有一周  

凸弦纹，肩部饰网格纹饰带，下腹至底饰数道  

篦点纹纹饰带，底部正中有六道凸棱组成的图  

案。口径 13、最大腹径 23、通高 50、底径 12、 底

内凹约 3 厘米（图四 ；图一二，1）。 

（二）墓葬    1 座。 

M1，系带有阶梯状墓道的砖筑单室墓。即  

先挖好土坑之后，再于坑内用青砖砌筑墓葬 。  

可分为墓道、门楼、甬道、墓室四部分，墓道  

直接与门楼相接。由于墓道部分位于发掘区外， 

未完全清理，已清理部分总长 12.92 米，方向  

127°（图五）。 

1. 墓葬结构 

（1）墓道与墓坑 

墓道平面近长条形带状，墓道近直壁，阶 

梯状底，坡度约为 31°。已揭露台阶 12 个，台 

阶不太规整，可能由于踩踏变形所致，台阶宽 

20~60 厘米不 等， 高 11~40 厘米不 等。  已 经揭 露 

部 分长度 7.8、 宽 1.4~1.9、 最 深 4.86 米。 墓 

 

道内填土为灰黑色沙质土，其内出土有泥质灰 

陶残片、滴水、铁器和少量人骨。 

墓道直接与墓坑相连，墓坑近圆形，直   

壁， 平底， 直径 4.92~5.36 米， 坑口到墓底铺砖  

4.78~4.86 米。坑口向下 2.8 米左右， 墓顶与坑  之

间有一圈活动面，活动面距墓顶高约 1.4 米， 

应为修筑墓顶外围时，以此层面为活动面，经  

人为踩踏所致（图六）。 

（2）墓葬主体 

可分为门楼、甬道、墓室三部分。 

门楼   位于墓道和墓坑的相接处，与墓道  

相接，系于甬道外侧加筑而成，整体略向墓室  

方向倾斜。门楼外侧与最下一个台阶之间有一  

层火烧灰，墓室内底部铺砖下亦有烧灰，可能  

是为了防潮。门楼高 2.4、宽 1.3~1.86 米。两侧  

门垛采用单层错缝平铺砌筑，于第 15 层砌砖后  

起筑拱顶，拱顶为三层，两层侧立，一层平砌， 

平砌砖层突出侧立面约 5 厘米，下侧砖边凿城  

弧状，疑作门楣。拱顶两侧用砖找平后，其上  

再错缝平铺六层，向上渐收，整体亦呈拱形。 

 

图五  M1 平、剖面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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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六  M1 全景照片 

 

侧立青砖 ；再上 

两层为青砖对向 

侧立斜砌 ；其上 

与拱顶间隙用砖 

填死。 

墓室   外观  

呈馒头状，最高  

处为平顶，残存  

部分呈长方形，  

长 1.26、  宽 0.87  米

，外围近圆形， 

整体直径  3.6~3.8  

米，堆砌不甚规  

整。整个墓室由 
 

门楼顶部放有几块瓦片，疑为屋顶象征。墓门 

及甬道用砖堵死，由下向上为七层对向侧立斜 

砌，再上用砖平砌封死。门楼外表面抹有一层 

黄泥，之上再刷有一层白灰。门楼顶部比甬道 

高出约 40 厘米（图七、八）。 

甬道   系连接门楼与墓室，亦为青砖砌  

筑。其与墓室连接部分被盗洞 1 破坏。推测其 

完整长度应为 0.7、外高 1.54、外宽 1.4 、内宽 

0.89、内高 1.2、拱顶高 0.3 米。两侧与墓室内 

壁连为一体。拱顶主体为 2 层，青砖立砌起拱。 

甬道亦用砖封堵，最下四层青砖为对向侧立斜 

砌，之上四层主体为青砖平砌，东侧填置两块 

 

 

52 层砖砌筑而成，砖块小者  34×16×5、大者 

36×17×6 厘米， 四分之一为红色，  四分之三为 青

灰色，部分砖块被切为一半使用。砖块之间 

用白灰粘合，较大的缝隙用布纹瓦片和碎砖块 

填充。部分砖有制作时留下的压印纹，与 YJ1 

用砖相同。 

墓顶最顶层为 6 层砖平砌而成，厚约 0.45  

米，墓顶最高处至墓底高约 3.18 米 ；东南部被  

盗洞 1 破坏 ；东北面保存相对比较完整，整体  

呈两级阶梯状，第一层台有 3 层砖，第二层台  

有 9 层砖，边缘砌筑砌呈漫弧状，且多为半砖； 

西北面保存相对较完整，外观比较弧圆，没有 

 

 
图七  M1 门正视图及侧立面图 

 

图八  M1 门楼 

 

 

 

 

 

 

 

 

 

 

 

 

 

 

 
0        50cm  



 

 

太明显的台阶，且大部分为整砖 ；西南部外缘 

呈漫弧状，部分位置被盗洞 2 破坏。墓顶内部 

砌砖结构为两层横向铺置，两层纵向铺置，再 

有两层抹斜铺置，在转角处还将整砖斜切来填 

充空隙，这样在逐渐起高的同时，既使内部结 

构保持方形不变，又使外围轮廓逐渐趋向圆形 

（图九）。 

墓室内部空间为较为规整的四棱锥状，四 

壁最下部 8 层砖为竖直起建，向上四边为叠涩 

起顶，每层平均内收约 2~4 厘米，共计 37 层， 

收至接近闭合处，斜立近方形砖块作为楔子， 

现存 6 个，楔子上部用瓦片找平，楔子之上即 

为 6 层墓顶。墓室内壁部分砖面尚有白灰涂抹 

痕迹。在墓顶向下第 20 层砖的位置，东壁厚度 

为 1.16 米，西壁被盗洞破坏后 

残存厚度为 0.86 米。墓室进深 

2.82、宽 2.8、高 2.54 米。 

墓底铺砖，均为平铺，与 

墓道方向一致，东西为 17 排， 

南北 8 列（图 一〇），墓底北 

部及西部近边缘处因挤压变形 

而隆起，部分砖面上发现有白 

灰 迹 象， 南 部 及 墓角 白 灰 较 

厚，北部保存较少。经清理发 

现， 墓室底层砖面下有 20 厘米 

左右的垫土，土中包含有碎砖 

块，垫土与砖之间铺有一层火 

烧灰，应起防潮的作用。 

墓室内部并未填满，其内 

填土可分为 3 层 ：第①层为盗 

洞塌陷层，  从楔子往下 52 厘米 

开 始， 厚 约 23 厘 米， 呈 东 南 

高，西北低的坡状，应为盗洞 

1 塌陷所致，土色黑灰色，较 

湿润， 包含树叶、小塑料块等； 

第②层为自然淤积层，黄灰色  

细 沙 土， 厚 0.64~1.5 米 ；第 ③  层

，为盗洞 1 的早期回填土， 为 

致 密 黄 色细 沙土， 不 均 匀， 

 

图一〇  M1 墓室内器物分布图 

1、3. 铁刀  2. 铁剪刀  4、5、6. 铁页  7、8、12、16、31. 玛瑙珠  9、21. 铜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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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九  M1 墓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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包含黑色土块，出有整砖和碎砖块，应为盗洞 

1 破坏塌陷所致，该层主要分布于墓室和甬道 

间的被破坏部分，呈东南高西北低的坡状，厚 

0.8~1.1 米。 

墓室北侧放置有小帐，与甬道相距 1.13 米。   

顶部已塌陷，四壁上部保存相对较好，近底部  

腐朽严重，木板现存最长约为 72、宽 32、厚约  

1 厘米。两侧小帐壁由五块木板组成， 由两块  

厚木条加固，木条宽 10 厘米 ；后侧小帐壁由六  

块木板组成，中部有厚木条加固，木条宽 10 厘  

米 ；前侧面现存四块木板，左右各两块，靠近  

中部位置各竖置有一木柱，宽约 6 厘米，疑似  

象征门框，中部木板缺失 ；每侧壁板上部均有  

横梁，前后横梁两端有卯眼，两侧横梁两端有榫， 

四道横梁将整个小帐四个侧面连接在一起，横  

梁截面为 4×6 厘米 ；横梁下部凿出凹槽， 四壁  

木板上端插入凹槽内，壁板下端腐朽严重，情  

况不明 ；前侧横梁上端有 3 个榫头，后侧横梁  

上有三个卯眼，上端应有木条，均缺失 ；两侧  

横梁之上尚可见有窄木条，截面为 2× 6 厘米， 

保存较好，未做拆解。几组榫卯不明，木条侧  

面可见有木钉孔，应为侧板与小帐顶部连接之  

用。小帐内部发现有大量顶部坍塌的木板，从  

形制结构推测为九脊式顶 ；小帐未见底，但在  

人骨 B 下方有木板的残迹，木板上残存有机质  

腐朽的痕迹。小帐整体长 229、宽 168、残高 87  

厘米（图一一）。 

 

小帐内部北侧发现有 2 具并排摆放的人骨， 

头向东北，均仰身直肢，腐朽严重，保存状况  

较差，南侧编号为人骨 A，北侧编号为人骨 B， 

经鉴定，A 为女性，B 为男性。 

人骨 A，颅骨破碎，两侧肩胛骨近下颌骨， 

右侧肩胛 骨处 出土 1 件 玛 瑙珠， 1 件 玛瑙 管 ； 

椎骨近腰处弯曲 ；左臂弯曲，左手搭于腹部 ； 

右臂伸直，手位于盆骨右侧，右手处出土 1 个  

布袋，5 件玛瑙珠，2 件铜饰，袋内装有 1 个骨  

管；盆骨破碎， 骶骨和 4 节椎骨相连， 整体移位， 

推测为盗扰所致 ；左侧腿骨位于原位，右稍有  

移位，双脚外撇，股骨之间出土 1 件玛瑙石和  

1 件铁器 ；人骨下残存有纺织品痕迹。 

人骨 B，头端出土 2 件铜饰，颅骨右侧出 

土 1 个玛瑙珠，颅骨左侧出土 2 件铜饰、2 件 

玛瑙珠， 1 件玛瑙管 ；下颌骨贴近椎骨，面部 

稍偏向人骨 A，可能原有帽饰或枕具，右眼眶 

内出土 1 件铜饰 ；肋骨、椎骨扰乱，上肢骨压 

于肋骨下，出土有 1 件铜饰件， 1 件玛瑙珠和 1 

个金耳环，应为扰乱所致 ；盆骨破碎移位，股 

骨交叠在一起，股骨左侧出土 1 件带有铜箍的 

木质柄鞘的铁刀 ；胫骨腓骨移位、破碎，散见 

于股骨右侧，未见脚骨。 

小帐内部人骨南侧正对帐门处摆放有 2 件  

小银盏，被倒塌进小帐的堆积叠压，破损严重； 

小帐内东南角出土有 1 件铜镜。 

小帐东南角东外侧与墓室壁之间，出土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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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一一  M1 小帐四壁及复原图 
1. 小帐四壁  2. 小帐复原图 



 

 

 

件高领罐，南外侧出土有 2 把小铁刀和 1 把铁 

剪刀，均锈蚀严重 ；墓室南侧小帐板外出土 8 

块铁器残段，锈蚀严重，应为小帐门两侧的蝴 

蝶形合页 ；墓室东南角有 1 具羊骨，羊骨组合 

完好，应该是带肉的殉牲 ；小帐东北角外侧出 

土有 1 件铁器残段，锈蚀严重，器形不辨。 

3. 墓内出土遗物 

(1) 陶器 

可知有泥质灰陶、灰胎黑皮陶和黄褐陶， 

清理发现的器形有高领罐等，皆为轮制，器表  

饰有篦点纹。 

高领罐   2 件。均为轮制，器表经磨光。  

标本 M1 : 13，泥质灰陶。侈口圆唇，小折沿， 

束颈，溜肩，斜弧腹，平底。肩部饰一周网格  

纹饰带，腹部饰有 5 条篦点纹组成的纹饰带。   

通高 30、口径 10.8、最大腹径 20.2、底径 8 厘 

 

米（图一二，3 ；图一三）。标本 M1 : 14，泥质  

灰陶。侈口圆唇，微折沿，束颈较长，溜肩， 

斜弧腹，凹底，颈部饰两周凸弦纹，腹部饰 5  

条篦点纹组成的纹饰带。通高 35.8、口径 12、 

最大腹径 16.8、底径 10、底内凹约 1.5 厘米（图  一

二，2 ；图一四）。 

器底    1 件。标本 M1 墓道 :2，泥质黄褐陶， 

残，仅存腹底， 下腹斜直， 器表上有一直径约 1.5  

厘米钻孔，凹底，腹部饰有数条篦点纹组成的  

纹饰带。轮制。残高 20、底径 18.4、底内凹 3.2  

厘米（图一二，10）。 

（2）铜器 

10 件，均锈蚀呈铜绿色。 

四出葵花镜   1 件。标本 M1 : 10，锈蚀严 

重，镜背外缘有一周边轮，内侧近边轮处饰一 

周小乳丁纹，中间有钮，残，钮与乳丁纹之间 

残留有少量纺织  

品痕迹，直径约  

13.4、厚约  0.2 厘  

米（图一二，4 ； 

图一五）。 

鎏 金 铜 带  

饰   2 件。  锈 蚀  

较严重，平面近  

长 方形，背面内  

凹，均可见有铆  

钉，上饰花草纹。   

标 本 M1 盗 洞 2  : 

1，四角有突出  

弯卷的枝蔓，背  

部可见四个铆钉， 

用大小相若的铁  

片固定，其内尚  

夹有皮革，长约  

3.3、宽约 2.1、厚  

约 0.4 厘 米（图  

一   二，5 ；  图  

一六）；标本 M1  

盗 洞 2 : 2， 边 缘 

图一二  东孟益辽墓出土陶器、铜器 

1. 带盖陶壶（YJ1:1） 2、3. 高领陶罐（M1:14、13） 4. 四出葵花铜镜（M1:10） 5、6. 铜带饰（M1 盗洞 2:1、2） 

7、8. 铜耳坠（M1:18、19）   9、13. 镂空五瓣花形铜饰（M1:21、9）   10. 陶器底（M1 墓道 :2） 

11. 桃形铜饰（M1:29）   12. 链状铜饰（M1: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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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突出弯卷的枝蔓，背面可  

见 3 枚铆钉，呈“品”字形排列， 铆

钉附近残存有铁锈。长约  3.5

、宽约 2.2、厚约 0.4 厘米（图  一

二，6 ；图一六）。 

桃形铜饰   1 件。标本  

M1 : 29，整体呈桃心形，上  

端呈花瓣状，下端呈倒三角  

形，边缘凸起，中央有 3 圆  

形 穿孔， 穿孔 下有 一 乳 凸， 

两侧有半月形环抱。通高 3、 

宽 2.3、 孔 径 0.4 厘 米（图 

 

 

图一三  高领陶罐（M1:13） 

 

 

图一四  高领陶罐（M1:14） 

 

一二，11 ；图一七）。 

铜耳坠   2 件。整体呈弯钩状，中空，上 

部弯折成钩状，下端有“心”形坠，坠下端有 

豁口呈鸟喙状，后端有突出的近球状饰。标本 

M1 : 18， 通长 5.1、宽 3.6， 管状弯钩截面直径 

0.3 厘米（图一二，7 ；图一八，左）；标本 M1 : 

19，通长 4.8、宽 4、管状弯钩截面直径约 0.2 厘

米（图一二，8 ；图一八，右）。 

镂空五瓣花形饰   2 件。标本 M1 : 9，由铜  

丝掐制而成，主体分两部分，由两朵五瓣花组  

成， 中部有圆形穿孔，用铜丝相连，通长 2.5、 

宽 1.5、铜丝直径 0.2、圆穿直径 0.1 厘米（图 

 

一二，13）。标本 M1 : 21，由铜丝掐制而成，球状， 

对扣的五瓣花形，中部有圆形穿孔，通长 1.6、 

宽 1.2、铜丝直径 0.2、圆穿直径 0.1 厘米（图  一

二，9 ；图一九）。 

链状饰    1件。标本M1 : 20，残，仅存一 

段，以两条铜丝并排掐制而成，呈环状相接， 

残长4、宽0 . 6、铜丝截面直径约0 . 1厘米（图 

一二，12）。 

（3）金、银器 

金耳环    1 件。标本 M1 : 28， 金黄色， 呈 

未闭合的椭圆形环，系以截面近圆形的金条对 

折而成，一端略细， 环长径 1.8、短径 1.3、截 

 

 

图一五  四出葵花铜镜（M1:10） 

 

图一八 
左 . （M1:18） 

 

 

图一六  铜带饰（M1 盗洞 2:1） 

 

图一九  镂空五瓣花形铜饰（M1:21） 

 

 

图一七  桃形铜饰（M1:29） 

 

图二〇  金耳环（M1:28） 铜耳坠 

右 . （M1:19） 



 

 

 

面直径 0.1~0.25 厘米（图二一，4 ；图二〇）。 

银盏    2 件。标本 M1 : 11，银灰色 , 素面，残， 

花瓣式口， 弧腹， 圈足。口径 7、底径 3、通高 3、 

圈足高 0.9 厘米（图二一，1）；标本 M1 : 15，残  

损严重，压成饼状，且破碎，形制应与 M1 : 11 同。 

（4）铁器 

铁刀    3 件。标本 M1 : 1，锈蚀严重，残，平背， 

刃略弧， 柄呈长条形，  中空， 刀身截面近三角形， 

残长 11.6、刀身长 4.6、宽 1.4、柄残长 7、截面  

0.3×0.4 厘米（图二一，5）。标本 M1 : 3，锈蚀  严

重，残，仅存刀身前段，尖部较锐利，直背， 

弧刃， 残长 6.5、最宽处 1.9、厚 0.1~0.3 厘米（图  二

一，6）。标本 M1 : 27，木质柄鞘腐朽严重， 刀

鞘末端用铜箍加固，木柄部可见有斜向刻画  痕

，刀身尚夹于木质刀鞘之内，锈蚀严重，形  制

不可辨，整体残长约 28、柄部残长约 14、刀  鞘

残长约 14 厘米（图二一，8）。 

 

剪刀    1 件。标本 M1 : 2，锈蚀严重，夹式剪， 

前端残， 后端呈环状，  中空， 残长 12.6 厘米（图  

二一，10）。 

蝴蝶形合页   4 件。锈蚀严重，每件合页由  

2 部分组成，分体打制，左右对称，均为带短柄  

的椭圆形，两端有孔，用钉子固定于小帐之上， 

两个部件的连接部分，其一呈竖环状，另一呈  

横环状，二者套接而成，且可以转动。M1 : 4、5  

出土于小帐门的左侧，  M1 : 6 出土于小帐门右侧。 

标本 M1 : 4，锈蚀，残损严重，两部分已  

断开，残长约 13 厘米（图二一，9）。标本 M1 : 5， 

锈蚀严重，两部分已断开， 一侧保存完好，另  

一侧柄部末端残，残长约 15、椭圆形部分长径  

4.8、短径 3.2、柄长 4 厘米（图二一，2）。 

标本 M1 : 6，锈蚀严重，  经清理后为两件。 

M1 : 6a，两部分尚套接在一起，呈弯折状， 一 

侧保存完好，另一侧柄部末端残，残长约 13.3 
 

 

图二一  东孟益辽墓出土金、银、铁器 

1. 银盏（M1:11）   2、3、7、9. 蝴蝶铁合页（M1:5、6b、6a、4） 

4. 金耳环（M1:28）  5、6、8. 铁刀（M1:1、M1:3、M1:27）   10. 铁剪刀 (M1:2) 

 

厘米（图二一，7） ；M1 : 6b， 两部分 

已断开，两部分背面均残存有腐朽的 

木板，尚可见铁钉残段，柄部末端均 

残，残长约 12 厘米（图二一，3）。 

（5）玛瑙饰件 

主要为玛瑙珠和玛瑙管，大小不 

一，穿孔均为对钻而成。由于部分玛 

瑙饰件共出，故将共出器物编为一个 

小件号， 标明数量并后缀 a、b、c … … 

等加以区别。 

标本 M1 : 12， 棕红色， 纺锤状， 

中部有圆形穿孔，截面直径 0.4~0.6、 

孔径 0.15、长 2.9 厘米（图二二，5 ； 

图二三）。 

标本 M1 : 16，棕红色， 2 件共出， 

平面近长方形，略扁，截面近椭圆  

形，  中 部 有 圆 形 穿 孔。M1 : 16a， 长  

1.9、宽 1.4、厚 0.7、孔径 0.15 厘米（图  二 

二，1） ；M1 : 16b， 长 1.5、 宽 1.3、 厚 

0.7、孔径 0.15 厘米（图二二，  2）。 

标本 M1 : 31，4 件共出， 均为棕 

红色，扁球形，中部有圆形穿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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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二二  东孟益辽墓出土玛瑙饰件、骨器、木器 

1 ～ 5. 玛瑙珠（M1:16a、b，M1:7a、b，M1:12）   6、7. 玛瑙管（M1:22a、17） 

8. 玛瑙石（M1:23）  9 ～ 18. 玛瑙珠（M1:31d， M1:8a、b、c、d、e， M1:22b， M1:31a、b、c） 

19. 木器（M1:24）   20. 骨牙刷（M1 盗洞 2:2） 

 

标 本 M1 : 7，2 件 共 出， 

平面近方形，  截面近椭圆形， 

中 部 有 圆 心 穿 孔。M1 : 7a  中

心贯圆穿，素面。棕红色， 

长 2、宽 1.4、厚 0.4、孔径 0.2  厘

米（图二四，3 ；图二七）； 

M1 : 7b 为 棕 黄 色， 长  1.6、 宽 

1.4、 厚 0.45、 孔 径 0.2 厘  米（

图二二，4 ；图二五）。 

标 本 M1 : 8，5 件 共 出， 

棕红色，均呈扁球状，中部  

有圆形穿孔，M1 : 8a， 直径  

1.3、高 0.8、孔径 0.2 厘米（图  

二 二，10 ；图 二 六 ）；M1 :  8b

， 直 径 1.3、 高 0.8、 孔 径  0.2 

厘 米（图 二 二，11 ；图  二 六 

）；M1 : 8c， 直 径 1.3、 高 1、  

孔 径 0.2 厘 米（图 
 

M1 : 31a， 直 径 1.3、 高 1、 孔 径 0.2 厘 米（图  二

二，16；图二四） ；M1 : 31b，直径 1.2、高 0.8、 孔 径 

0.15 厘 米（图 二 二，17 ；图 二 四 ）；M1 :  31c， 直

径 1、高 0.6、孔径 0.15 厘米（图二二， 18 ；图二 

四）；M1 : 31d， 直 径 0.7、 高 0.4、 孔  径 0.1 厘米（

图二二，9 ；图二四）。 

 

二 二，12 ；图 二 六 ）；M1 : 8d， 直 径 1.4、 高  1.1

、 孔 径 0.18 厘 米（图 二 二，13 ；图 二 六）； M1 : 

8e， 直径 1.3、高 0.85、孔径 0.15 厘米（图  二二，14 

；图二六）。 

标本M1 : 22b，棕红色，平面呈不规则六边 

形，两面中部内凹，中部有圆形穿孔，直径约 
 

 

图二三  玛瑙珠（M1:12） 

 

图二六  玛瑙珠（M1:8） 

 

 

图二四  玛瑙珠（M1:31） 

 

图二七  玛瑙管（M1:17） 

 

 

图二五  玛瑙珠（M1:7） 

 

图二八  骨牙刷（M1 盗洞 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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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高约0.7、孔径约0.17厘米（图二二，15）  。 

玛瑙管   2 件。标本 M1 : 17， 棕红色， 圆柱  

状，中心有圆形穿孔。通长 4、直径 0.7、孔径  

0.2 厘米（图二二，7 ；图二七） ；标本 M1 : 22a， 

棕红色， 圆柱状， 中心有圆形穿孔，通长 3.6、 

直径 0.6、孔径 0.2 厘米（图二二，6）。 

玛瑙石   1 件。标本 M1 : 23， 器形不规则， 

暗红色，最长 2.7、宽 1.4、高约 1 厘米（图二四，8）。 

（6）骨器 

骨牙刷   1 件。标本 M1 盗洞 2 : 2，刷头近  

圆角长方形，直柄， 略窄， 向下渐细，末端较  

尖。通长约 18、刷头长 3.6、宽 0.9、厚 0.9 厘米， 

上均匀分布两排共 17 个圆形小孔，孔径约 0.2、 

柄宽 0.4、厚 0.4 厘米（图二二，20 ；图二八）。 

（7）布袋    1 件。标本 M1 : 25，腐朽严重， 

发灰黑色， 编制纹路明显， 推测应为一小布袋。   

M1 : 8 五件玛瑙珠均出自此布袋之内。 

（8） 木器    1 件。标本 M1 : 24， 器表应有  

银箔包裹，破碎严重，断为两截， 一端略粗， 

另一端略细且弯曲，木芯中尚穿有线绳，残长  

约 9.3、直径 0.3~0.8 厘米（图二二，19）。 

 

三、结语 

 

清理中我们并没有发现可以明确墓主身份  

和墓葬绝对年代的器物，但从墓葬结构、规模， 

墓内出土少量遗物以及殉牲等情况来分析，可  

以初步认定东孟益砖室墓应为辽代契丹人的墓  

葬。墓葬遭受过两次盗掘，其中盗洞 2 年代较早， 

我们在盗洞内发现有铜牌饰和骨牙刷，铜牌饰  

应为腰带一类物品上的装饰品。再看人骨 A 的  

扰动情况，部分腰椎整体扰动移位，应系此次  

盗扰所致，且此次盗墓活动应该距离下葬时间  

不会太久。盗洞 1 年代尚不可知，从其对墓葬  

的破坏情况来看，此次盗扰导致墓门和甬道连  

接处的破坏，大量青砖坍塌入墓室内部，叠压  

于小帐顶部的倒塌堆积之上，小帐顶部的破坏  

应为第一次盗扰所致，可知盗洞 1 年代应晚于  

盗洞 2。 

 

1. 墓葬年代与性质 

东孟益辽墓为砖筑单室墓，外观近圆形， 

墓室内部呈方形，有甬道和门楼，墓道呈阶梯状， 

墓内有木制小帐，未见有壁画，此类墓葬在辽  

代中期较为普遍 
[1]。 

我们依据小帐顶部坍塌木板的形状和尺寸 

尝试对其进行了复原，应为“九脊小帐”，且造 

型简单，未有过多装饰，正面有门，两侧各出 

土蝴蝶形合页 2 件。此类葬具 11 世纪早中期在 

中小型墓里比较流行 [2] 。另外墓内出土的一些 

器物与其他地区辽代中期墓葬中出土的随葬品 

在装饰风格和形制上均比较接近 ：诸如 YJ1 内 

出土的带盖陶壶和墓室内出土的 2 件陶罐，在 

纹饰装饰风格上较为 一 致，与建平唐家杖子 

M7 : 1 出土的细泥灰陶罐装饰风格相近 [3] ，其 

中带盖陶壶与叶茂台辽墓出土酱色釉带盖陶壶 

整体造型相近，只是器身更为修长 
[4] ；铜耳坠 

与内蒙古林西县小哈达辽墓出土的银耳坠整体 

形制基本一致 [5] ；镂空五瓣花形饰与内蒙古扎 

鲁特旗浩花辽墓出土的鎏金饰件（M1 : 20）造 

型近似 
[6] ；与桃形铜饰件形制相似的器物在辽 

宁朝阳 [7] 和阜新 [8]  地区亦有出土，只是后者均 

为银质鎏金。综上，我们初步推断东孟益辽墓 

的时代应为辽代中期。 

清理过程中我们在墓室的东南角发现有一  

整具羊骨，以羊或狗作为殉牲在契丹人的墓葬  

中较为常见，这与契丹民族的葬俗相符合 ；从  

劫遗的出土遗物来看，随葬的装饰品中有金饰、 

铜饰、玛瑙饰等，并随葬有铜镜、银盏、陶器、 

铁器等生活用具，这也是辽代契丹民族事死如  

事生，且崇尚厚葬习俗的一个缩影。 

2. 人骨鉴定与分析 

吉林大学边疆考古研究中心的侯侃对墓内 

出土的人骨进行了鉴定，结果如下 ： 

人骨 A 为女性，年龄 50+，骨骼较轻，应 

为 骨质疏松所 致。 第 1、2 颈椎（C1、C2）  存 

在非常特殊的关节强直，导致该个体头部不能 

左右转动，仅能保持头部向左偏的姿势，上下 

活动也在一定程度的受限 ；几乎所有颈椎、胸 



 

 

 

椎和腰椎都存在关节突关节表面的多孔性退行 

性改变，这可能与脊柱承受负荷较重和老化有 

关 ；第 12 胸椎存在严重的椎体压缩性骨折，应 

是突然受到垂直方向的冲击力造成 ；大部分牙 

齿均生前脱落。该个体的病理现象均与年龄较 

大有关。 

人骨 B 为男性，年龄 45~50，骨骼较粗壮， 

这与营养状况较好，生前运动较多有关，也可  

能存在遗传因素 ；右侧尺骨骨干中段略靠下处  

骨折，左侧上肢退行性改变和起止点改变较严  

重 ；颈椎 C2、C3 因前纵韧带骨化和关节突关  

节相连造成关节强直，这使颈部上下弯曲受限； 

胸椎有较小的椎体周缘骨赘和明显的黄韧带骨  

化形成的骨刺，后者可能会造成脊髓压迫，产  

生疼痛、肢体麻木等症状 ；腰椎全部椎体都有  

显著骨赘，L4、L5 存在前纵韧带骨化，已经近  

乎造成关节强直，会造成腰部弯曲活动受限 ； 

大部分牙齿均已生前脱落，这是口腔健康状况  

不佳的表现，该个体上下牙已经无法咬合，不  

能进行咀嚼。从上肢骨骼表现来看，可推测知  

该个体肩部、背部肌肉发达，且存在严重的肩  

关节、颈椎和胸锁关节的退行性病变。下肢的  

表现可能暗示该个体体重较大、下肢肌肉发达， 

髌骨的退行性病变与膝关节的频繁活动有关。  

腰椎的病变与上半身承重性负荷较大有关。该  

个体全身所有的退行性病变都与年龄较大有关。 

从男女墓主人骨的病变情况来看，至少在 

过世前的很长一段时间内生活十分不便，甚至 

 

不能自理，这就意味其在生命最后一段时间完 

全是依靠他人照顾生活，再结合墓葬的规模和 

随葬品的情况来看，尽管墓主生前积累了一定 

的财富，但其社会地位并不高，或许只是低级 

官吏或下层贵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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