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鸭绿江上游积石墓—坡口墓群位于吉林省临江市四道沟镇坡口村西南约０ ． ５ 千米， 

五道沟沟口南侧朝向西北的山坡和坡下的平地中， 墓群所在地西邻鸭绿江， 北濒五道

沟河， 东、南倚靠山体， 由于墓群距离现代村屯较近， 且处于现代耕地范围内， 破

坏较为严重， 墓葬多发现于坡地上的耕地内， 坡下的平地中仅发现３ 座墓葬， 位于

旱田之内， 水田区域未发现有墓葬。地理坐标为东经１ ２ ７°３ ２ ８ ． ６＂， 北

纬４１°４３＇４９＂， 海拔约为３９３米（ 图一）  

鸭绿江上游积石墓由１２个独立墓群组成，２０１３ 年被国务院公布为第七批全全国

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随即白山市启动鸭绿江上游积石墓群保护规划和方案的编制工作， 

保护工程计划分三期开展。２０１５ 年为配合一期保护规划、方案编制， 经国家文物

局批准，吉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白山市文物保护管理办公室、临江市文物管理所联合

对东甸子墓群进行了主动性考古调査和清理。为配合二期保护规划和方案的编制，２０

１６年６-１１月， 三家单位又联合对坡口墓群进行了主动性考古调査和发掘。通过调

查工作， 明确墓群所属墓葬的分布范围， 初步确认坡口墓群现存墓葬数量为１８座， 

在原有记录１０座基础上增加了８座； 在调査的同时， 我们还清理墓葬７座， 编号

分别为２０１６ＬＰＭ１-Ｍ７，出土石器、陶器、铁器、铜器计件。 

 

一  

此次共清理积石墓７ 座， 均起建于生土之上。墓群周边地层堆积简单， 耕土之下即

为生土。由于墓群坐落于上坡上的现代耕地之内， 破坏较为严重。 

择其中３  

 

（一） Ｍ1  

                         
1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２ ０ １ ９年度研究专项（ １ ９Ｖ Ｇ Ｈ ０ ０ ２ ） 阶段成果。 

https://t.cnki.net/kcms/detail?v=3uoqIhG8C44wp2hFvIb_znleNvEqg4RtCv9vPRf2sA8W9ewWq6CQ2wpA-KHEzxzeoKEXrbUFLrDOcvzopEag3gKBjHegYHjt&uniplatform=NZKPT
https://t.cnki.net/kcms/detail?v=3uoqIhG8C44wp2hFvIb_znleNvEqg4RtCv9vPRf2sA8W9ewWq6CQ2wpA-KHEzxzeoKEXrbUFLrDOcvzopEag3gKBjHegYHjt&uniplatform=NZKPT
https://t.cnki.net/kcms/detail?v=3uoqIhG8C44wp2hFvIb_znleNvEqg4RtCv9vPRf2sA8W9ewWq6CQ2wpA-KHEzxzeoKEXrbUFLrDOcvzopEag3gKBjHegYHjt&uniplatform=NZKP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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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座墓葬位于墓群东北部山腰处， 与Ｍ２ 、Ｍ３ 、Ｍ６ 、Ｍ１５ 呈一条直线沿山

 

 

 

 

 

１ ．  

Ｍ1 结构较为特殊， 从外观上看类似于阶坛积石墓， 然在构筑方式上又采用阶墙的方

式， 应是介于阶墙和阶坛之间的一种过渡形式。由主墓和东侧附属墓圹组成。整体近

长方形， 南北长９．８、东西宽１２、高０．３-１．２米， 方向３３０°（ 图二； 

图版七，１ ）  

 

（ １ ）  

呈较规整的长方形， 由阶墙、墓内填石和墓圹三部分组成。主体南北９．８、东西１

０．４、现存高０．３-１．２米。阶墙， 可  

一级阶墙， 位于主墓最外侧， 均起建于生土之上， 由较大的气孔玄武岩石块围砌而

成， 靠近北侧坡下的部分石块的体量较大。东侧一级阶墙， 保存相对较好， 仅北部

有少量石块缺失， 现存有１ ０ 块较大阶墙石， 石块长０．７-１．２米， 相对较为

均匀， 阶墙残长８．２米， 宽约５米， 残高０．５５-１．０５米。南侧一级阶墙， 

现存１４块阶墙石， 东西两端各有一处由两块石块垒砌， 石块长０．５５-０．８６

米，阶墙长约０．５、宽０．３４-０．７３、高０．２８-０．６６米； 西侧一级阶

墙， 现存１２块阶墙石， 北侧近中部位置现存两层， 其余皆为— 层， 石块长０．４ 

４-１．１６米，阶墙长约８．９、宽０．４７-０．８４、残高０．４２-０．９６米； 

北侧一级阶墙， 东端略有缺失， 现存１ ０块阶墙石， 体积较大， 最宽者约１．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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８米， 整体高度较为一致， 靠近西北角的两块石头相对较矮， 修建时在其下垫有较

小的石块， 既增加高度又相对稳固， 残长约１０．４、宽０．４１-０．７８、髙０．７

２-０．９米。 

 

 

 

二级阶墙， 位于一级阶墙围砌的平面之上， 较之内收， 石块体量相对较小，  

整体保存相对较差。东侧二级阶墙， 仅发现有一层阶墙石， 且中部部分缺失， 残长

约７．５、宽０．２５-０．５米； 南侧二级阶墙， 东、西两端现存有两层阶墙石， 中

间残存一层，两端石块体积较大， 中部略小， 长约９．２、宽０．５２-０．６２米； 

西侧二级阶墙， 南端和中部保存相对较好， 北段破坏严重， 仅发现一层阶墙石， 石

块体积较小， 长约７．３、宽０．４３-０．５６； 北侧二级阶墙， 几乎紧贴一级阶

墙， 仅残存有部分阶墙石， 整体高于北侧一级阶墙， 长约８．２、宽０．４-０．６

２  

墓内填石， 多为较大的玄武岩石块， 墓圹周围发现有较多的河卵石散布于墓表。墓圹， 

主墓之上共发现４个墓扩， 分别编号为Ｍ1－1、Ｍ1-2、Ｍ1-3和Ｍ1-4。墓上部分大体

可分为东西两个区域， 东侧即Ｍ １ －１ 所在位置， 其位于主墓的东南部； 西侧区

域为三个呈南北向平行排列的墓圹组成， 由南向北依次为Ｍ 1－２、Ｍ 1－３、Ｍ１

－４， 位于Ｍ１－１  

Ｍ１－１， 位于主墓东南部， 四周用石块垒起， 由于北侧地势较低， 故此北侧向坡

下部分又有三道大石块皇砌的阶墙倚护， 其上平面部分东西约３ ． ５ 、南北约

３ ． ２米。墓圹位于平面之上略偏北的位置， 东南角有一圆形扰坑， 平面呈长方形， 

墓圹四周用小石块垒砌， 墓底平铺有小的河卵石和碎石块， 未发现人骨和遗物。墓圹

东西长约１．３、南北宽约１．２、深０．１-０．２米，方向约２４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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Ｍ１－２， 位于Ｍ1的西南角， 与Ｍ1－３、Ｍ１－４由南向北平行排布。 

墓圹破坏严重，仅西南角和东南角残存几块墓圹壁的石块， 墓地被扰乱， 小河卵石散

乱与南侧。北与Ｍ１－３共用一道隔墙。根据残存迹象判断墓圹东西约２．６５、南北

约２米， 方向约２４４°  

Ｍ１-３， 位于Ｍ１－２北侧， 呈长方形， 四周圹壁用较大的气孔玄武岩石块垒砌， 

墓底残存有平铺的河卵石和小碎石， 墓圹东西长约２．２、南北宽约１．６５、残存

深０．１-０．２５米，方向约２４４°  

Ｍ１-４， 位于Ｍ１-３北侧， 呈长方形， 四周圹壁用较大的气孔玄武岩石块垒砌， 南

与Ｍ 1－ ３ 共用一道隔墙， 墓地平铺有河卵石和小碎石， 墓圹东西２．０８、南

北约１．６ 、残深０．１３-０.２５米， 方向约２４４°  

 

（ ２ ）  

附属墓圹５ 个， 位于Ｍ ｌ 主墓的东侧， 较为低矮， 西侧均依附于Ｍ ｌ 东侧一级

 其余圹壁用较大的石块垒砌， 大多仅残存最下一层， 所用石料有气孔

玄武岩、砂岩等。破坏较为严重， 未发现有人骨和遗物。由南向北依次排列， 分别编

号为Ｍ １ Ｅ １ 、Ｍ １ Ｅ２ 、Ｍ １ Ｅ３ 、Ｍ １ Ｅ４ 、Ｍ １ Ｅ５ 。方向２ 

５ ４  

Ｍ １ Ｅ １， 南侧第一个附属墓圹， 整体呈长方形， 北侧与Ｍ １ Ｅ２共用一道隔

墙， 墓底不甚平整， 铺有河卵石和小碎石， 间杂有较大的石块， 东西长约１ ． ２ 、

南北宽约０ ． ８ 、残深０ ． ０ ８￣  ０ ． １ ８  

Ｍ １ Ｅ ２， 呈长方形， 位于Ｍ １ Ｅ １ 北侧， 与其共用一道隔墙， 墓底铺有

小碎石和鹅卵石， 但也有较大的石块， 东西长约１ ． ２ 、南北宽约０ ． ７ ６ 、

残深０．１-０．２６  

Ｍ１Ｅ３ ， 呈长方形， 位于Ｍ １ Ｅ２北侧， 与其共用一道隔墙， 墓圹外围仅存

几块较大的石块， 期间也夹杂少量的河卵石和小石块， 墓底铺有河卵石和小碎石， 东

西长约１ 、南北宽约０．４、残深０．０６-０．２６  

Ｍ １ Ｅ４ ， 呈长方形， 位于Ｍ １ Ｅ ３ 北侧， 与其共用一道隔墙， 墓底铺有

河卵石和小碎石， 也间杂有较大的石块。东西长约１．０５、南北宽约０．７、残深

０．０６-０．２７  

Ｍ １ Ｅ ５ ， 呈长方形， 位于Ｍ １ Ｅ４ 北侧， 与其共用一道隔墙， 墓圹四壁

保存相对较好， 墓底铺有较大的碎石块， 少见河卵石和小碎石， 东西长约１．１、

南北宽约０．５５、残深０．１-０．２米。 

 

２ ． 出土  

Ｍ 1出土有铁铜钉４枚， 锈蚀， 均出于墓上扰乱堆积之中， 系由扁平的铁条弯折而

成， 铁条截面呈长方形，  

Ｍ ｌ ① ： １， 完整。长约１ ２ ． ５ 、宽约０ ． ９厘米（ 图四，２ １） 。 

Ｍ ｌ ② ： １， 完整。长约１ ５ ． ６ 、宽约１ ． １ 厘米（ 图四， ２ ２ 

； 图版八，２ ）  

Ｍ ｌ ② ： ２， 完整。长约１ ５ ． ６ 、宽约０ ． ９厘米（ 图四，２ ３； 图

版八， ３ ）  

Ｍ ｌ ② ： ３ ， 残，一端残。残长１ １ ． ８ 、宽约１ 厘米（ 图四，２４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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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 Ｍ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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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 ．  

Ｍ ６ 为有坛积石串墓， 与Ｍ ｌ 、Ｍ ２ 、Ｍ ３ 、Ｍ １ ５ 呈同一直线排布。整

体近梯形， 南窄北宽， 南边宽７ 、北边宽１ ０ ． ３ 、东边长３ ２ ． ２ 、西

边长３ ２ ． ３ 、残高０ ． １  ￣０ ． ９米， 方向３ ３ ７°（ 图二； 图

版八，１）  

现可辨识有６座有坛积石墓依次依附于北侧墓葬串接而成， 我们按照由南向北的顺序

将其依次编号为Ｍ６ － １ 、Ｍ６ － ２ 、Ｍ６ － ３ 、Ｍ６ － ４ 、Ｍ６ － ５ 、

Ｍ６ － ６ 。６座串接部分是根据隔墙的位置和石料的使用情况来划分， 由于顺次依

附串接， 在营建时序上有先后关系， 故此北侧墓葬多依附或直接借用南侧墓葬的北侧

坛墙， 我们发现墓上使用的石料有气孔玄武岩、砂岩以及片麻岩等， 且由于营建有先

后故在石料的使用上亦有所差别。共发现７ 座墓圹， 方向基本一致， 基本分布在Ｍ

６  

（ １  ） Ｍ６ －１  

南侧部分被破坏， 仅存最底层基石。按尺寸来看， 可能为一座被破坏的串接部分或者

至少还可容纳一个墓圹， 由于已经破坏近底， 无法辨识， 故统一归为Ｍ６ －１ 。 

 

南侧坛墙， 由于南部被破坏， 仅发现最底部一层，  排

列较为整齐， 西端石块较大， 东端略小， 东西长约７ 、残宽０．４-０．７５、残

高０．０９-０．３５  

东侧坛墙， 发现有内外两道， 外侧边墙用体积较大的气孔玄武岩砌筑而成， 

保存完整， 现存５块气孔玄武岩， 中段和南段破坏较严重， 仅存底层， 且仅存１-

２块较大的砂岩和片麻岩， 整体长约８．５、残宽０．２６-０．７６、残高０．０９

-０．５米； 内侧边墙为体积相对较小的长条形砂岩和片麻岩石块垒砌而成， 仅存北

段部分， 残长为３．２  

西侧坛墙， 两端可辨， 中部破坏严重， 石料均为气孔玄武岩， 残存部分南端长１．８、

北端长２米， 西侧边墙整体长约８．６、宽０．３-０．５５、残高０．１８-０．３

５  

北侧坛墙， 即与Ｍ６－２的隔墙， 现残存西段２ ／ ３， 石料均为气孔玄武岩， 排

列整齐，大小相近， 残长５ 、残宽０．５-０．９、残高０．１５-０．２４  

墓内填石， 主要以砂岩和片麻岩为主， 间杂有气孔玄武岩， 气孔玄武岩体积相对较

大， 多分布于墓上较边缘地带。 

墓：Ｔ ， 位于Ｍ６ －１ 中部偏北， 呈圆角长方形， 圹壁用大小适中的石块垒砌而

成， 部分圹壁不甚规整， 墓底较为平整， 用碎石平铺而成， 有少量河卵石， 墓圹

和墓底均有火烧痕迹， 墓扩用石块填充。长１ ． ４ 、宽０ ． ７ 、深０ ． ３ ３ 

米， 方向为２４８° 、 

 

（ ２ ） Ｍ６ － ２  

外围坛墙： 

南侧直接依附于Ｍ ６ －１  

东侧坛墙， 亦分内外两道， 外侧坛墙南部包括３ 块大型边墙石（ 气孔玄武岩） ，

大小较均匀、高度_______较一致， 长约２ ． ６米， 北部为扁长体的砂岩和片麻岩

竖向放置而成，现多已倒塌， 长约２ ． ８ 、整体长约５ ． ４ 、宽０ ． ４ ￣０ ． ９ 、

残髙０ ． ２ ￣０ ． ６ 米； 内侧坛墙破坏严重， 仅存南部少许边石， 系大小较

均匀的石块垒砌而成， 残长约１ ． ２ 、残宽约０ ． ２ 、残髙约０ ． 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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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侧坛墙保存较差， 多已倒塌， 石料使用上南段有２块气孔玄武岩， 北段多为砂岩

和片麻岩， 长约５ ． １ 、宽约０ ． ６ 、残高０ ． ０ ５  ￣  ０ ． ６米。 

北侧坛墙， 系与Ｍ ６ － ３ 之间的隔墙， 石块多为扁平状的砂岩和片麻岩， 从露

处墓表的部分看， 均为竖立排列， 长约７ ． ６ 、宽约０ ． ６ 、残高０ ． ４￣ 

 ０ ． ８  

墓内填石， 主要为砂岩、片麻岩， 分布于整个墓葬。墓扩， 位于Ｍ６ － ２ 中部偏

北， 平面近长方形， 圹壁为大小相若的扁平状石块垒砌而成， 北侧圹壁中部被破坏， 

墓底为碎石块均匀铺平， 圹壁和墓底均有火烧痕迹， 墓圹的西端出土２件破碎的陶罐， 

墓圹内填石主要为碎山石， 间杂少量河卵石， 东西长约１ ． ６ 、南北宽约０ ． ６ 、

深０ ． １ ￣０ ． ３ 米， 方向２ ４４°。 

 

（ ３  ） Ｍ６ － ３  

 

南侧依附于Ｍ６ － ２  

东侧坛墙， 破坏严重， 南段尚有五块气孔玄武岩自南向北排列， 残长１ ． ９ 、残

宽０ ． ２ ３ ￣０ ． ４ 、残高０ ． １ ２ ￣０ ＿ ４米。 

西侧坛墙， 保存相对较好， 南段有５块较大的气孔玄武岩依次排列， 北段有１ ０块

 石块为砂岩和片麻岩， 整体长约６ ． ３ 、

宽０ ． ２￣  ０ ． ４ 、高０ ＿ １ ￣０ ． ４ ５米。 

北侧坛墙， 即为与Ｍ６ － ４之间有隔墙， 保存基本完整， 主要为砂岩砌筑而成， 有

少量的气孔玄武岩和片麻岩， 长８ ． ３ 、宽０ ． ２ ６￣  ０ ． ４ 、高约０ ． ６

４  

墓内填石， 有砂岩、片麻岩和气孔玄武岩等， 砂岩和片麻岩分布比较广泛， 分布于

整个墓葬，  

墓圹， 发现有２个， 编号为Ｍ６ － ３ 墓圹１ 、Ｍ６ － ３ 墓圹２ 。Ｍ ６ － ３ 

墓圹１， 略偏西南， 整体近长方形， 东侧略窄， 圹壁主要由砂岩石块垒砌而成， 不

甚规整， 有火烧痕迹， 墓底平铺小碎石， 中部较多， 东西两侧被破坏较少，墓圹东

西长约１ ． ６ 、南北宽０ ． ４ ３ ￣  ０ ． ７ ６ 、深约０ ． ２ ７ 米， 

方向为２ ３ ５° Ｍ ６ － ３ 墓圹２， 位于１ ６ Ｌ ＰＭ ６ － ３ 北侧， 

整体呈圆角长方形， 墓圹四壁保存较好， 有烧红痕迹， 墓底平铺烧红的碎小的砂岩

和片麻岩， 墓圹东西长约１ ． ３ 、南北宽约０ ． ６ ４ 、深约０ ． ３ 米， 方

向为２ ３ ５。 

 

（ ４ ） Ｍ６ － ４  

 

南侧依附于Ｍ６ － ３  

东侧坛墙， 保存相对较好， 砂岩和气孔玄武岩石块鱼砌而成， 

石块填充， 部分略有坍塌， 长约２ ． ６ 、宽约０ ． ５ 、高０ ． ６￣  ０ ． ７ 

７  

西侧坛墙， 仅存最底一层， 石料以气孔玄武岩为主， 中间部分遗失， 

积较大， 残长２ ． ９ 、宽０ ． ４ 、残高０ ． １ ５￣  ０ ． ３  

北侧坛墙， 系与Ｍ ６ － ５ 之间的隔墙， 用气孔玄武岩和砂岩等石块垒砌而成， 长

约８ ． ８ 、宽０ ． ２ ５ ￣０ ． ３ ５米。  

墓内填石， 主要为体积较大的气孔玄武岩、鹅卵石、砂岩和片麻岩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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墓扩， 位于Ｍ ６ － ４ 中部略偏西， 呈圆角长方形， 墓圹曾遭扰动， 现仅存南侧

圹壁，墓底由碎石和片麻岩平铺而成， 间有少量鹅卵石， 有火烧痕迹， 并发现少量

熔石， 墓圹中部出土有一块人骨残段， 墓圹内由石块填充， 内含大量熔石， 墓圹残

长１ ． ７ 、宽约０ ． ７ ４ 、残深０ ． ３ 米， 方向２ ５ ０°。 

 

（ ５  ） Ｍ６ － ５  

 

南侧依附于Ｍ６ ＊４  

东侧坛墙， 保存基本完成， 石块垒砌而成， 平整一面朝外， 长约２ ． ８ 、宽约

０ ． ５ 、高０ ． ６￣  ０ ． ８  

西侧坛墙， 仅存底层砌石， 石料平整一面朝外， 排列较为整齐， 残长约３ ． ４ 、

宽〇＿ ４ 、残髙０ ． １ ５ － ０ ． ３  

北侧坛墙， 系与Ｍ６ － ６之间的隔墙， 以砂岩和片麻岩石块砌筑而成， 西端有立

置长条形石块。长约９ ． ６  

墓内填石， 有气孔玄武岩、砂岩、片麻岩和鹅卵石，  

墓圹， 位于Ｍ ６ － ５ 中部， 近长方形， 扰动严重， 清理前， 熔石散布于整个

墓表， 墓圹破坏严重， 仅存南侧一小部分， 墓底破坏严重， 应为碎石和小河卵石铺

成， 有明显火烧痕迹， 部分培石上可见有少量人骨黏附于其上， 墓圹残长１ ． ９ 、

残宽０ ． ７ 、残深０ ． ２米，方向２４ ０°  

 

（ ６ ） Ｍ ６ － ６  

 

南侧依附于Ｍ６ － ５  

东侧坛墙， 整体破坏严重， 南段石块垒砌明显， 中部和北部破坏严重， 残长１ ． ９

米， 东侧坛墙长６ ． ６ 、残宽０ ． ３￣ ０ ． ６ 、残髙０ ． ２￣ ０ ． ４

 

西侧坛墙， 南段保存较好， 均用比较扁平的石块垒砌而成， 中部破坏严重， 

亦遭破坏， 仍可辨识， 外可见有５ 块倚护石， 其中２ 块倒向外侧， 仍有３ 块块

倚护于墓上， 残存长约２ ． ３ ５ 米， 通长约７ ＿ １ 、残宽０ ． １ ８￣ 

 ０ ． ４ 、残髙０ ． ２ ５￣  ０ ． ５ ５  

北侧坛墙， 东端石块位移明显， 且有一处扰坑， 散布有河卵石， 中段现存有５ 块

倚护石， 石块向外倾斜， 西端破坏严重， 长约１ ０ ． ３ 、残宽０ ． ３ 、残髙

０ ． ５ ５  ￣  ０ ． ７  

墓内填石， 主要为砂岩和片麻岩， 间杂有少量的气孔玄武岩， 

零星的分布在墓表。墓葬北侧边墙处有一处扰坑，  

墓圹， 位于Ｍ ６ － ６ 的西南部， 呈圆角长方形， 墓圹四壁系扁平状石块垒砌而

成， 墓底由碎石块铺成， 平整均匀， 墓圹内有明显的火烧痕迹， 墓圹内填石有砂岩、

片麻岩和有少量的气孔玄武岩， 长约１ ． ４ ３ 、宽０ ． ７ ３ 、深０ ． ２米， 

方向为２ ４ １°  

 

２ ．  

（ １ ） Ｍ ６ － 

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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陶器口沿Ｍ６ －１ ② ： ２， 残， 直口圆唇， 素面。残髙２厘米（ 图四， 

６ ）  

陶器底Ｍ６ －１ ② ： ３， 残， 平底。底径６ ． ４ 、残高１ ． ９厘米（ 图四， 

７  ）  

铁刀残段Ｍ ６ －１ ① ： １， 残， 直背弧刃， 刃部残， 柄部残， 表面镑蚀严重。

残长５ ． ４ 、最宽约１ 厘米（ 图四，１ ９ ）  

铁钉残段Ｍ ６ －１ ② ： １， 残， 整体呈四棱锥状， 截面为长方形， 尖部较钝。

表面锈蚀严重。残长６ ． １ 、横截面０ ． ４厘米ｘ  ０ ． ３ 厘米（ 图四， 

１ ５ ）  

 

（ ２ ） Ｍ ６ － ２ 出土遗物陶器口沿２  

Ｍ ６ － ２① ： １， 夹砂灰陶， 侈口， 折沿， 方唇， 素面， 轮制。残高４ ． ３ 

厘米（ 图四，３ ） 。  

Ｍ６ － ２③ ： ３， 夹砂红褐陶， 侈口， 圆唇， 手制。残高约２厘米（ 图四， ４ ） 。 

陶罐２  

Ｍ ６ － ２ ③ ： １， 侈口圆唇， 高领、鼓腹、平底， 素面， 应为泥片贴筑。口

径９ ． ８ 、最大腹径约１ ６ 、底径７ ． ６ 、高约１ ８厘米（ 图四，２； 图

版九，１ ）  

Ｍ ６ － ２③ ： ２， 夹砂黄褐色陶， 侈口圆唇， 高领， 鼓腹、平底， 器表经磨

光， 应为泥片贴筑。口径９ ． ８ 、最大腹径约１ ４ ． ５ 、底径６ ． ８ 、残

高１ ８ ． ３ 厘米（ 图四，１； 图版九，２ ）  

铁斧Ｍ６ － ２② ： １， 完整， 镑蚀严重。整体呈“ 凸” 字形， 斧身较短， 刃

部较宽且微弧， 銎孔为后端打扁后弯折而成， 銎身较长， 銎孔呈圆角长方形， 锻打

而成。通长９ ． ５ 、刃宽７ ． ８ 、銎口长约５ ． ８ 、宽约２ ． ８厘米（ 图

四，１ ４； 图版八，４ ）  

 

（ ３ ） Ｍ６－ ３  

陶器底Ｍ６ － ３② ： ２， 夹砂红褐陶， 平底。底径５ ． ５ 、残髙４厘米（ 图

四，８ ）  

铁刀Ｍ６ － ３ ② ： １， 残， 刀身窄长， 直背， 刃部略内凹， 尖部残， 刀柄

略窄。残长１ ６ 、刃部残长１ ０ ． ８ 、最宽１ ． ３ 厘米（ 图四，１ ８ ） 。

铁镰刀Ｍ６ － ３③ ： １， 残， 刀身窄长， 刀背略弧， 凹刃， 刃部略有残损， 从

背部到刃部逐渐变薄， 镰刀的尖部漫圆， 末端链接木柄部分残， 表面镑蚀严重。残

长１ ９ ． ５ 、宽１￣２ ． ６ 、厚０ ． ４厘米（ 图四，２ ０； 图版九，４ ） 。

铁斧Ｍ ６ － ３ ③ ： ２， 完整， 整体近凸字形， 刃部成弧形略宽， 较锋利， 后

端经锻打成片状， 弯折成签部， 銎口近长方形。通长１ ０ ． ８ 、刃部宽８ ． ７ 、

銎口长６ ． ４ 、宽２ ． ５ 厘米（ 图四，１ ３； 图版九， ５ ）  

铁矛Ｍ ６ － ３ ③ ： ３， 尖部稍残， 矛身两侧锋刃平直， 中部起脊， 横截面近

菱形， 近銎部内收， 銎部为矛身下端打扁后弯折而成， 向后渐粗， 末端残， 截面

近圆形。残长约２ １ 、矛身宽０ ． ３￣  ０ ． ９ 、签部残长９ 、最大径２ ． ４

厘米（ 图四，１ ７； 图版九， ３ ）  

 

（ ４ ） Ｍ６ －４  

陶器口沿Ｍ ６ － ４① ： ２， 夹砂黄褐陶， 圆唇， 口微侈， 手制。残高２ ． 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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厘米（ 图四，５ ）  

铁镞Ｍ ６ － ４① ：１， 略呈弯曲状， 整体呈四棱锥状， 尖部较锐， 铤部较镞深

末端残。残长１ ２ ． ４ 、镞身长９ 、最大截面０ ． ６  ｘ  ０ ． ６ 、

铤部长５ ． ４ 、截面０ ． ４ ｘ ０ ． ４ 厘米（ 图四，１ ６ ）。  

铁斧Ｍ６ － ４② ：１， 较完整， 锈蚀严重， 整体呈“凸” 字形， 斧身短宽， 刃

部呈弧形， 銎孔系后端打扁后弯折而成， 盡孔呈圆角长方形， 锻打而成。通长１ ０ 、

刃长４ ． ５，宽７ ． ５ 、銎长５ ． ５ 、宽５ ． ８厘米（ 图四，１ ２； 图

版九，６ ）  

 

 

 

（ ５ ） Ｍ６ － ５ 出土遗物仅在墓圹底部发现少量附着有人骨的熔石。 

 

（ ６ ） Ｍ６ － ６ 出土遗物  

陶器底Ｍ６ － ６① ： １， 夹砂红陶， 平底。残髙为３ 厘米（ 图四， ９ ） 。

铜带饰Ｍ６ － ６② ： １， 残， 主体部分呈椭圆形扁环状， 两端各有一个套接构

件， 均残， 其上尚可见有２枚铆钉， 边缘可见有锯齿形纹饰。残长为６ ． ２ 、宽

为４厘米（ 图四，２ ９； 图版八，５ ） 。 

 

（ 三） Ｍ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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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 ．  

Ｍ ７ 为一座阶墙积石墓， 所处地势西南高东北低， 墓葬平面近方形， 南部靠近坡

上的部分破坏严重， 仅存最底层基石， 北侧大部分保存相对较好， 现仍可辨识出有

五级阶墙。整体东西１ １ ． ６ ￣１ ２ ＿ ７ ５ 、南北９ ． １￣１ ０ ． ８ 、

残高０ ． ２ ７ ￣１ ． １ 米， 方向３ ３ ５°（ 图五； 图版七， ２ ） 

该座墓葬应由阶墙、墓内填石、墓圹三部分组成， 由于南部遭破坏， 未发现有墓圹， 

然于北侧墓表发现有大量河卵石，  

阶墙， 由于南侧遭到破坏， 故此南侧仅存一级阶墙的底层， 

段亦如此， 北侧保存相对较好， 仅部分区域受自然张力影响出现坍塌或移位的现象，

东、西、北三面仍可辨识出有５ 级阶墙，一级阶墙保存相对完整， 环绕整个墓葬外围

一周， 二、三、四、五级阶墙残存部分均呈半环形， 均用长条形或板状石块垒砌而成， 

阶墙之间使用相对略小的碎山石填充。 

 

 

 

一级阶墙， 南侧部分遭到破坏， 仅发现一层整齐排列的石块， 东西两端使用较大的

气孔玄武岩作为角石， 中部使用大小较为均匀的石块砌筑， 且将较为平整的石面朝向

外侧， 长约１ ２ ． ７ ５ 、宽０ ． ２ ２ - ０ ． ５ 、残高０ ． １  ￣０ ． ３ 

米； 西侧部分与南侧相近， 南北两端使用较大的气孔玄武岩作为角石， 砌筑较为规

整， 仅发现有一层石块， 平整面朝外， 长约１ ０ ． ８ 、宽０ ． ２ ７ ？ ０ ． ６ 

５ 、高０ ． １ ５￣  ０ ． ４ ８米； 东侧南、北两端略残， 中部保存较好， 用

较为规整的石块砌筑而成， 排列较为整齐， 残长约９ ． １ 、宽０ ． ３  ￣  

０ ． ６ 、残髙０ ． １ ５  ￣  ０ ． ５米； 北侧部分皆由较大的长条形石块

砌筑而成， 受张力作用， 部分石块有向外移位的现象， 西段保存相对较好， 长约１ 

１ ． ６ 、宽０ ． ２ ６￣  ０ ． ４ ６ 、高０ ． ２￣ ０ ． ５ 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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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级阶墙， 南侧部分被破坏， 未发现有二级阶墙； 

墙， 东、西两侧二级阶墙的南段亦遭破坏， 中、北段保存相对较好， 东北转角处坍

塌，北侧二级阶墙亦多坍塌， 然走向仍可辨识。东侧部分残长约５ ． １、宽０ ． ５ 

￣  ０ ． ６ 、高出一级阶墙０ ． ２ ５ - ０ ． ３ ５ 米； 西侧部分残长约

４ ． ９ ６ 、宽０ ． ３ １￣０ ． ５ 、高出西侧一级阶墙０ ． １ ５ ￣０ ． ４ 

５米； 侧部分长约１ ０ ． ６ ７ 、宽０ ． ３ １￣０ ． ５ ８ 、髙出一级阶墙

０ ． ２ ￣０ ． ４ ５  

三级阶墙， 南侧部分被破坏， 未发现有三级阶墙； 东侧部分残长４ ． ９ ５ 、宽

０ ． ４ １  ￣  ０ ． ６ ２ 、高出二级阶墙０ ． ２ ３￣  ０ ． ２ ７米； 

西侧部分南段被破坏， 砌筑方式与二级阶墙基本向同， 残长约７ ． ９ 、宽０ ． １ 

７ ￣  ０ ．４ 、高出二级阶墙０ ． ２ ９￣ ０ ． ４ ９米； 北侧部分长约１ 

０ ． ２ 、宽０ ． ３ ２￣  ０ ． ６ 、高出二级阶墙０ ． １ ５￣  ０ ． ６ 

２  

四级阶墙， 南侧部分被破坏， 未发现有四级阶墙； 东侧部分残长４ ． ５ 

０ ． ５ １ ￣  ０ ． ６ 、高出三级阶墙０ ． １ ８￣ ０ ． ２ ８ 米； 西

侧部分南段被破坏， 系用石块垒砌而成， 残长约４ ． ９ 、宽０ ＿ ３ ￣０ ． ５ 

３ 、高出三级阶墙０ ． １ ７ ￣０ ＿ ３ ９米； 北侧部分长约７ ＿ ７ 、宽０ ． ５ 

￣０ ． ６ 、高出三级阶墙０ ． １ ７ ￣ ０ ． ３ ５  

五级阶墙， 南侧部分被破坏， 未发现有五级阶墙； 东侧部分残长约３ ． ７ ５ 、

宽约０ ． ４ ￣０ ． ７ 、高出四级阶墙０ ． １ ８ ￣０ ． ２ ５ 米； 西侧部

分南段被破坏， 石块垒砌而成， 残长３ ． ７ 、宽０ ＿ ３ ８ ￣ ０ ． ４ ３ 、

髙出四级阶墙０ ． １ ５￣ ０ ． ４ ８米； 北侧部分长６ ． １ 、宽０ ． ４ ３ 

￣ ０ ． ５ ４ 、高出四级阶墙０ ． １ ５￣ ０ ． ４２  

墓内填石， 阶墙之间以较小的石块填充， 由于人为和自然力的破坏， 

坍塌与墓内填石混杂在一起， 可辨识石料有玄武岩、砂岩、河卵石等， 其中河卵石所

占比重较小，  

由于墓葬南部破坏较为严重， 在墓顶现存部分未发现有墓圹， 

置发现有一处用河卵石分布较为集中区域， 略呈东西较长的椭圆形， 长径约１ ． ５ 

米， 此处集中出土了一小堆陶片， 应属同一陶器， 另外在该平面及周边还出土有４

 

 

２ ．  

陶器１ 件。Ｍ ７② ： １， 陶器口沿， 残缺。黄褐色泥质陶， 表面有大小不一的

 质地比较疏松， 侈口、矮颈、溜肩， 颈部有三道凸弦纹， 其中一片陶片上

可见有刻画“ 鸟” 形图案。口径１ ． ４ ８ 、高１ １ ． ８厘米（ 图四，１ ０ 、

１ １ ）  

铁锔钉４件， 锈蚀严重， 均系长条状扁平铁条弯折而成，  

Ｍ７② ： ２，一端残。残长、宽１ ． ２ 、厚０ ． ３ 厘米（ 图四，２ ５ ） 。

Ｍ ７③ ： ２，— 端残。整体略呈扭曲状， 残长１ ３ ． ３ 、宽１ 、厚０ ． ２

厘米（ 图四，２ ６ ）  

Ｍ７③ ： ３， 两端均残， 中部略弯曲。残长１ ４ 、宽１ ． １ 、厚０ ． ２厘

米（ 图四，２ ７ ）  

Ｍ７③ ： ４， 残， 中部略弯曲。残长７ ． ８ 、宽１ ． １ 、厚０ ． ２厘米（ 图

四，２ ８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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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结语 

通过调查和发掘工作， 我们了解到坡口墓群所属墓葬类型有方坛积石墓、阶坛积石墓、

阶墙积石墓和积石串墓， 其中阶坛积石墓仅发现于山坡下的平地内， 坡上的墓葬主要

为阶墙积石墓、方坛积石墓和积石串墓。另外， Ｍ ｌ 结构较为特殊， 从墓葬的构筑

方式来讲应属于阶墙积石墓， 但其在外观上来看更近似于阶坛积石墓的结构， 或许为

阶墙向阶坛过渡  

我们清理的７座墓葬中， 有４座发现火烧的迹象（ Ｍ３ 、Ｍ４ 、Ｍ５ 、Ｍ ６ ） ， 

这应该是火葬习俗的一种反映。此外， Ｍ ｌ 还存在带有附属墓圹的现象， 这与２ ０ 

１ ５ 年度我们在东甸子墓群Ｉ墓区清理的部分墓葬有相近之处， 附属墓圹与主墓为

依附关系， 形制较小，应该是附属于主墓的陪葬墓， 连续两个年度在鸭绿江上游区域

发现此种墓葬类型， 而在集安地区却鲜有发现， 或许这也是该地区具有地方特色的丧

 

由于坡口墓群出土器物较少， 通过陶器之间的比对， 我们发现在陶质和器形上，坡口

墓群出土的陶器与更接近于东甸子墓群ｎ 墓区， 另外， 坡口墓群出土的铁斧制也与

东甸子Ｅ 墓区更为接近。我们认为坡口墓群的年代应与东甸子墓群ｎ 墓区更为接近， 

整体上早于东甸子Ｉ 墓区， 时代下限应该在公元４  

 

 

附记： 先后参与发掘和整理的工作人员有吉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刘晓溪、王新胜； 白

山市长白山满族文化博物馆谷芄、李浩源； 临江市文物管理所张福生、曲丽飞、杨丹

丹； 白城市博物馆陈明焕； 和龙市博物馆李勋； 农安县文物管理所邢春光； 吉林大

学考古学院副教授Pauline Sebillaud（史宝琳） ， 博士研究生何菲菲、潘静， 硕士

研究生王雪颖、程庆花、张雯欣、孙立斌、岳江伟、卢瑞宇、付亚瑞、龚湛清、朴雪莲、

杨筱筠、林森， 本科生郝雪琳； 北京科技大学硕士研究生张智博； 中国人民大学硕

士研究生郝於源。 

 

执笔： 刘晓溪 、Pauline Sebillaud（史宝琳）、张福生、陈明煥、李勋、邢春光、

曲丽飞、杨丹丹、谷苑 

 

The Stone-Piled Tombs of the Upper Yalu River Valley – 

Report on the 2016 Excavation of the Pokou Cemetery 

 

Abstract: To cooperate with the drafting of the heritage protection project of the 

stone-piled burial groups of the Upper Yalu River Valley in Baishan Municipality, a 

team composed of researchers from the Jilin Archaeological Research Institute, the 

Bureau of Heritage Protection and Management of Baishan Municipality, the Cultural 

Management Institute of Linjiang City and the School of Archaeology of Jilin 

University carried out archaeological survey and excavation between June a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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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ovember 2016 on the Pokou Cemetery, one of the major stone-piled burials groups 

in this region. During this season, seven Koguryo period stone-piled tombs were 

excavated, and over 50 artefacts were unearthed. This study provides important 

information for the development of the heritage protection project of the stone-piled 

burial groups of the Upper Yalu River Valley, as well as for the research on the 

Koguryo stone-piled burials. 

Key-words: Jilin province, Linjiang City, Pokou cemetery, Koguryo, stone-piled 

tomb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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