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吉林临江鸭绿江上游东甸子墓群 

2015 年度发掘简报 

黑龙江大学历史文化旅游学院  吉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 

吉林大学考古学院 临江市文物管理所 长白山满族文化博物馆 

 

关键词：吉林省,临江市,东甸子墓群,高句丽,积石墓 

摘要：为配合白山市鸭绿江上游积石墓群保护规划和方案的编制，2015 年 6

月～9 月，吉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等联合对鸭绿江上游积石墓——东甸子墓群进

行了主动考古调查与发掘。东甸子墓群由两个墓区组成，西侧为 I 墓区，分布于

鸭绿江河谷二级台地，以基坛积石石圹墓和阶坛积石石圹墓为主；东侧为Ⅱ墓区，

分布于面朝河谷的山体坡地，以阶墙积石石圹墓为主。为进一步了解墓葬结构、

文化属性与年代，对两个墓区的 11 座墓葬进行了考古发掘，其中 I 墓区清理墓

葬 6 座，Ⅱ墓区清理墓葬 5 座，出土陶器、铁器等约 40 余件。东甸子墓群Ⅱ墓区

在整体年代上应该早于 I 墓区，两个墓区墓葬结构的差异恰好放映了这一阶段高

句丽积石墓的发展演化过程。     

Key words: Jilin Province   Linjiang City   Dongdianzi burial groups   

Koguryo   stone mount burial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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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rovince Archaeological Research Institute and other local institutions 

carried out archaeological survey and excavation on the Dongdianzi Cemetery, one of the stone-

 
本文为国家社科基金一般项目“吉林省鸭绿江上游区域高句丽积石墓调查发掘资料整理与

研究”（21BKG024）和黑龙江大学基本业务费项目“GIS 支持下吉林省鸭绿江上游地区古代

聚落形态历时态考察”（2021-KYYWF-0158）阶段性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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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iled tombs groups of the Upper Yalu River Valley, from June to September 2015. The survey shows 

that the Dongdianzi cemetery is composed of two zones, zone I is located on the west side, on the 

flat bank of the Yalu River and mainly consists of stone-piled tombs with square base platforms and 

stone-piled tombs with square stepped base platforms; zone II is located on the east side, on a slope 

facing the river, and is mainly composed of stone-piled tombs with stepped walled base. In order to 

better understand the structure of the tombs, the cultural traits and chronology of this cemetery, 11 

burials were chosen to be excavated, 6 in zone I and 5 in zone II, and over 40 ceramic and iron 

artefacts were unearthed. Analysis show that the zone II of the Dongdianzi cemetery is anterior to 

zone I, the differences in the architectural structures of the burials are typical of the evolution of 

Koguryo burial structure occurring during this period. 

 

鸭绿江上游积石墓由 12 个独立的高句丽时期墓群组成，在吉林省长白县和

临江市境内沿鸭绿江上游右岸呈点状排布，绵延分布长度约 200 余千米。鸭绿江

上游积石墓 2013 年被国务院公布为第七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后，白山市即

刻启动了保护规划和方案的编制工作，为配合一期保护规划和方案的编制工作，

经国家文物局核准，2015 年吉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联合吉林大学边疆考古研究

中心、长白山满族文化博物馆、临江市文物管理所等单位，对鸭绿江上游积石墓

——东甸子墓群进行了主动性考古调查与发掘。 

东甸子墓群位于吉林省临江市六道沟镇六道沟村东甸子屯，东距六道沟镇 4

千米，鸭绿江自东向西经过东甸子南端，在屯西折而向西北流去，历经江水多年

冲刷、淤积，在江右岸形成了一块狭长的冲积台地，东西长约 2.5 千米，南北宽

约 1 千米，墓群即坐落于江边一级台地和屯北山坡上，临江市通往长白县的沿

江公路在此穿过，地理坐标为东经 127 07 50.11，北纬 41 35 57.21。（图一）

该墓群于 1960 年第一次全国文物普查时发现，1984 年浑江市文物普查队又对其

进行了再次调查与测绘，同年被列为市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1]；2007 年第三次全

国文物普查期间，对该墓群进行了复查和测绘；2013 年与鸭绿江上游区域另外

11 处高句丽积石墓群一同被国务院公布为第七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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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一 鸭绿江上游右岸高句丽积石墓群分布位置示意图 

（底图使用白山市地图，吉 S（2020）198 号）  

（1．金华  2.良种场  3.十五道沟  4.安乐  5.下崴子  6.十二道沟  7.七道沟  8.龙岗 

9.西马  10.东甸子  11.坡口  12.贾家营） 

东甸子墓群由东、西两个独立墓区组成，西侧编号为 I 墓区，东侧编号为Ⅱ墓

区，二者相距约 1.5 千米。I 墓区分布于东甸子屯东西两侧耕地内，整体位于沿

江公路南侧；Ⅱ墓区分布于六道沟镇福利院后身的山坡之上，整体位于沿江公

路北侧。（图二）经调查确认 I 墓区现存墓葬 42 座，Ⅱ墓区现存墓葬 32 座。为

进一步了解墓葬结构和文化属性，于两个墓区择部分墓葬发掘，其中 I 墓区 6

座，编号分别为 15LDI M10B、M11、M12、M14、M19、M22；Ⅱ墓区 5 座，

编号分别为 15LDI IM43、M44、M45、M47、M53。（为方便行文，下文中墓

葬介绍时均省略墓葬编号前缀 15LD）。 

 

图二 东甸子墓群 I、Ⅱ墓区位置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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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地层情况与堆积分类 

1.地层堆积 

经发掘可知，东甸子墓群的两个墓区的地层堆积均较为简单，表土层下即是

生土，墓葬均起建于生土之上。其中 I 墓区地表现已辟为耕地，表土层为灰褐色

现代耕土层，厚约为 10～20 厘米。Ⅱ墓区处于山坡林地内，表土层为黑色腐殖土

层，厚约为 8～15 厘米。 

2.墓葬堆积分类 

    根据墓葬现存状态和堆积成因，将墓葬堆积分为 4 类。 

第①类为普遍分布于墓表之上的黑色腐殖土，多为墓上杂草、灌木落叶腐烂

形成，部分堆积内掺有大量的现代垃圾； 

第②类为扰乱堆积，主要分布在位于墓顶的墓圹附近，系人为盗扰形成，墓

圹内填石和墓圹底部铺石相混杂。 

第③类为倒塌堆积，多分布于墓葬本体外围，人为破坏与自然坍塌共同形成，

包括有倒塌的坛石和墓内填石等。 

第④类为墓葬本体，包括墓葬营建过程中形成的堆积和墓圹内未被盗扰的

堆积。 

遗物多发现于墓圹之内，扰乱堆积和倒塌堆积内也有少量发现。   

二、墓葬形制 

东甸子墓群 I 墓区地势低平，墓葬结构以基坛积石石圹墓和阶坛积石石圹墓

为主，部分墓葬存在附属墓葬的现象，其中阶坛积石石圹墓又分单体积石墓和积

石串墓。Ⅱ墓区地处山体坡地，墓葬结构以阶墙积石石圹墓为主，另有少量基坛

积石石圹墓，可分为单体墓和串墓两类。由于多数墓葬未见人骨，且串墓均呈由

北向南排列，故在记录墓葬方向时以南北中轴线为准。依据墓葬形制择部分介绍

如下。 

（一）基坛积石石圹墓 

IM11  是一座带有附属墓葬的基坛积石石圹墓，由主墓和附属墓葬组成，墓

葬整体平面近长方形，南北通长约 8.4～8.9，东西宽约 6.4～～7.3，残高 0.2～～

0.7 米，墓葬南北轴线的方向约 180（图三、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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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三 IM11 平、剖面图 

1、3、4. 侈口罐口沿  2.陶纺轮   

1.主墓  由基坛、墓芯和墓圹组成。南北 5.6、东西 6.6、残高 0.2～0.6 米。 

基坛  四角位置用较大石材砌筑，中部用较为规整的长方形石块垒砌，南北两侧

阶坛石保存较好。北侧基坛现存 2 层，长约 5.6、现高 0.25～0.5 米；东侧基坛仅

残存 4 块坛石，且多已移位，长约 4.9、现高约 0.35～0.5 米；南侧基坛用 2 层较

小阶坛石垒砌，仅西南角石较大，长约 5.7、现高约 0.3～0.6 米；西侧基坛倒塌

严重，尚能分辨出 2 层砌石，用较规整的石块垒砌，长约 5.1、现高约 0.25～0.5

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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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墓芯  墓芯由以大小不一的块石填充，基本未见河卵石。 

    墓圹  位于墓葬中北部，平面近方形，四壁多已坍塌，从残存部分看应由较

为规整的石块垒砌，墓底用较小的碎山石铺置平整，墓圹东南部发现少量人骨，

东北角发现 1 件破碎夹砂灰陶罐残块。墓圹东西长 2、南北宽 2.3、现存深度约

0.15～0.4 米。 

    2.附属墓葬 3 座，依附于主墓北侧和西侧基坛而建，北侧 2 座，由东向西编

号分别为 IM11N1、IM11N2；西侧偏北处 1 座，编号为 IM11W1。 

    IM11N1  位于主墓北侧东部，外围以大石块垒砌，东侧用石不甚规整，北

侧有 3 块大型砌石，西侧砌石大小不一，墓底用小块碎山石铺置，未见人骨及随

葬品。整体东西 4～4.1、南北 2.4～3、残高约 0.3～0.7 米，墓圹东西长 2.8～3.2、

南北宽 2.2、深度 0.2～0.5 米。 

IM11N2  位于主墓北侧西部，南依主墓北侧基坛，东依 IM11N1。北侧西侧

由石块垒砌，北侧东部砌石缺失，内有一道隔墙将其分为南北两个墓圹，均未见

人骨及随葬品，整体东西 3～3.1、南北 2.5～2.7、残高 0.1～0.25 米。北侧墓圹

底部铺河卵石，东西 2.7、南北 0.9、深 0.1～0.25 米；南侧墓圹底部铺碎石块，

东西 2.6、南北 1.2～1.4、深 0.1～0.25 米。 

IM11W1  位于 M11 西侧偏北，依附于主墓西侧基坛和 M11N2 西侧，保存

不完整，仅存南北两侧数块砌石及少量墓底部铺石，未见人骨及随葬品。南北约

2.8、东西残宽 0.8～1.3、残高 0.2～0.3 米。 

（二）阶坛积石石圹墓 

    1.IM14 

IM14 为单体阶坛积石石圹墓。阶坛石缺失严重，仅于墓顶和中部残存有部

分阶坛石，墓葬东侧部分被一条现代水泥村路破坏。墓葬底部使用较大石块均匀

铺置，作为营建基础，基础石的分布范围即为墓葬本体范围。现存平面近方形，

东西 14.8、南北 14.4、高约 2 米，南北轴线的方向 173（图五、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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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五 M14 平、剖面图 

1.侈口束颈罐   

    墓葬本体由阶坛、墓芯、墓圹三部分组成。 

    阶坛由现存阶坛石来看，可将墓葬的阶坛分为三级。第一级阶坛即最下一层，

砌石完全缺失。第二级阶坛仅存南侧边缘数块砌石，且略有移位，然边缘尚可辨

识，南侧残长约 5.7、残高 0.4 米，与第三级阶坛外缘的间距约为 1.2 米，由此推

测第一、二级阶坛的间距大体相若。第三级阶坛石保存相对较好，部分砌石缺失，

东北角受外力作用已经移位。三级阶坛北侧西段尚存 3 块砌石，残长 3.1 米；东

侧仅存 2 块砌石；南侧仅存东部 2 块砌石；西侧现存 6 块砌石，排列较为整齐，

长约 4.75 米。第三级阶坛整体东西 5.6、南北 4.8、残高约 0.4 米。 

墓芯  墓葬本体第一级阶坛全部和第二级阶坛大部砌石已遗失，从裸露的墓

芯部分来看，应为黄褐色砂质亚黏土和大量石块混合堆筑而成，石块所占比例较

大。第三级阶坛内部均由碎山饰填充，且石块较小。这种墓芯上下分层的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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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整个墓群仅此一例。 

    墓圹位于三层阶坛之上的墓顶中部，平面为长方形，近东西向。清理可知，

墓圹东部残缺，仅存西半部分。墓圹的西壁和北壁多用不规则的石块砌筑，北壁

尚存数块立置的片状板石；墓底为较小的碎山石块铺置，西侧可见有少量的河卵

石；墓圹内填石为较小且均匀的碎山石，有火烧迹象，其南侧的扰乱堆积中还发

现有熔石和少量被火烧过的人骨，可辨有肢骨、肋骨和椎骨等。墓圹的北侧中部

位置发现有 1 件破碎的侈口束颈罐。墓圹东西残长 2.3、南北宽约 1.8、残深 0.1～-

0.45 米。 

2.IM19 

IM19 为阶坛积石石圹串墓。主体部分由南北向排列的两座阶坛积石石圹墓

串接组成，自北向南编号为 IM19-1、IM19-2。从现存迹象来看，二者应为先后修

筑，IM19-2 较 IM19-1 整体向东偏移，西侧内收约 0.7 米，东侧向东突出约 1 米。

二者之间空隙部分两侧由大石块封堵，内填河卵石和碎石块。其中 IM19-1 北侧

和西侧有附属墓葬，其中北侧 2 座，自东向西编号为 IM19N1、IM19N2，两者共

用中部一道隔墙；西侧 5 座，自北向南编号为 IM19-1W1～5，其中 IM19-1W5 的

南缘突出于 IM19-1 西侧一级阶坛之外。IM19 南北通长 19、东西宽 8.3～10.8、

现高约 1.8 米，墓葬南北轴线的方向为 185°（图七、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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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七 M19 平、剖面图 

1、5、11、12.侈口罐口沿  2.铁刀  3.侈口束颈罐  4.铁锯钉  6.铁斧  7.铁矛  

8.铁斧  9.  10.半环状铁器   

 

（1）IM19-1 与附属墓葬 

IM19-1 的主体部分由阶坛、墓芯和墓圹构成。东西 7.6～8、南北 6.8、现高

约 1.7 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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阶坛  现可辨识有三级。一级阶坛为墓葬的最下一层阶坛，整体保存相对较

好，均由较为规整的块石垒砌而成，石材体量差异较大。北侧现存 2～～3 层，

东北角砌石长约 0.8、宽约 0.7、厚约 0.4 米，西北角砌石长约 1.7 米，该段通长

约 7.63、宽约 0.7、高约 0.7 米；东侧现存 2～3 层，该段通长约 6.8 米、宽约 0.7、

现存高度约 0.4 米，阶坛外侧残存黄土修筑的护坡，护坡长约 4.7、东西宽 0.6、

最高处约 0.5 米；南侧两端砌筑较为规整，中部未做解剖，结构不明，该段阶坛

通长约 7.1 米；西侧现存 2～3 层，多用长度 0.5～0.8 米的长条形块石垒砌，西

南角阶坛石较大，长约 1.1、宽约 0.7、高约 0.7 米，该段通长约 6.6、宽约 0.7、

高约 0.7 米。 二级阶坛，砌筑于一级阶坛平面之上，四侧边缘内收约 0.8～0.9

米。四角用体量较大块石砌筑，中部用体量相对较小的石块多层砌筑而成。西北

角处尚存两块形体较大的砌石；东北角现存两块，略有移位；东南和西南角亦保

存较好。整体东西约 5.6～6、南北 4.8～5 米。三级阶坛，砌筑于一级阶坛平面之

上，保存最差，西、南两侧砌石无存，仅北、东两侧残存数块，整体轮廓不清，

东侧边缘较二级阶坛内收约 0.45 米。 

    墓芯  均为碎山石填充。 

墓圹  位于三级阶坛围砌的墓顶平面之上，平面呈长方形，四壁用不甚规整

的石块垒砌，多已坍塌，墓底用碎山石铺置平整，仅在东北角发现数块人骨，北

部中间位置发现铁斧 1 件。墓圹东西约 2.9、南北 1.7、深约 0.4～0.7 米。 

   北侧附属墓葬  2 座，整体南依 IM19-1 一级阶坛，中部一道隔墙将之分隔为

两部分，墓底有黄色垫土，略呈南高北低的坡状，墓圹底部在黄色垫土层之上用

碎石铺砌平整。IM19-1N1 位于 IM19-1 北侧东部，东壁呈弧形，南侧依附于 M19-

1 的一级阶坛，北、东、西三侧用较大石块垒砌。墓圹南部发现 1 具人骨，腐朽

严重，头向朝西，未见随葬品。整体东西 2.6～3.6、南北 1.9～2.2 米，墓圹东西

长 2.4～2.7、南北宽 1.2～1.9、深约 0.1 米。IM19-1N2 位于 IM19-1 北侧西部，

整体呈长方形，南依 M19-1，东接 IM19-1N1，西、北侧用较为规整的石块垒砌，

尺寸多为长 0.6～0.8、宽约 0.4、厚约 0.2 米左右。墓圹内有人骨 1 具，腐朽严

重，头向朝西，未见随葬品。整体东西 3.4、南北 2.2 米，墓圹东西 2.9、南北 1.8、

深约 0.1 米。 

    西侧附属墓葬  5 座。依附于 IM19-1 西侧一级基坛修筑，西部外突，整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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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扇形，中部 4 道隔墙分为 5 个墓圹，底部有一层黄色垫土，墓底用碎石或河卵

石铺置平整，自北向南编号为 IM19-1W1～5。IM19-1W1，平面近梯形，西北角

弧圆，砌石较小。北、西两侧及南侧隔墙砌石较大。墓圹底为碎石铺置，未见人

骨及随葬品。整体东西 1.8～2、南北 1.4～1.6 米，墓圹东西 1.6、南北约 1、深

0.1～0.3 米。IM19-1W2，平面近长方形，西、南两侧砌石多较大且不规整。墓圹

底为碎石铺置，东部发现少量人下肢骨，中部偏西位置发现 1 颗牙齿，未见随葬

品。整体东西 2.5、南北 1.6～1.8 米，墓圹东西 2、南北 0.9～1.1、深 0.2～0.4 米。

IM19-1W3，平面呈长方形，西侧用小石块砌筑，略向外滑移；南侧用石块及河

卵石垒砌。墓圹底为碎石铺置，中部和西部各发现 1 段弧形的铁条，东部出土数

片夹砂灰陶片。整体东西 2.8、南北 1.5～1.6 米，墓圹东西 2.6、南北 0.9、深 0.1～

0.4 米。IM19-1W4，平面呈长方形，西、南两侧用长石块和河卵石垒砌。墓圹内

未见人骨及随葬品。墓圹底为碎石和河卵石铺置，整体东西 2.5、南北 1.8 米，墓

圹东西 2.2、南北约 1、深 0.2～0.4 米。IM19-1W5，平面近梯形，东南角突出于

IM19-1 西侧一级阶坛之外，西侧砌石缺失较多，南侧砌石规整。墓圹东部残存

河卵石铺底，西南角发现有被扰乱的人骨和铁刀残段 1 件。整体东西 1.6～2.6、

南北 1.8～2.4 米，墓圹东西 1.8～2.1、南北 1.2～1.5、深 0.1～0.2 米。 

（2）IM19-2   

主体部分由阶坛、墓芯和墓圹构成。整体东西 7.8～8.6、南北 6.9～7.4、现

高 0.5～1.9 米。 

阶坛亦应为三级，一级保存较好，二、三级砌石缺失严重。一级阶坛，东侧

由较为规整的石块砌筑而成，砌石尺寸差别较大，现存 2 层，该段长约 6、宽度

0.4～0.7、现存高度约 0.3～0.5 米；南侧仅存中部一块长 2.1、宽 0.6、厚 0.85 米

的大型砌石，该段长约 8.6、宽度 0.6、高约 0.85 米；西侧现存 2 层，下层砌石

相对较小，上层石材较大且平整，西南角用石较大，砌石长 0.7、宽 0.4、厚 0.8

米，该段长约 6.6、宽度 0.4～0.5、高约 0.65～0.8 米。二级阶坛砌石完全缺失。

三级阶坛仅存东北角和西南角数块砌石，且多有移位。 

墓芯由碎山石和河卵石填充，上层以河卵石为主，下层以碎山石居多。 

墓圹位于墓葬顶部略偏北，平面呈长方形，东壁用较为规整的石板垒砌，北

壁和南壁用石块垒砌而成，西侧无圹壁呈斜坡状，底部用碎山石铺置平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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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见人骨及随葬品。东西长约 2.4、南北宽约 0.8、现存深度 0.1～0.3 米。 

（三）阶墙积石石圹墓 

此类墓葬仅发现于Ⅱ墓区，所处地势北高南低，坡度多在 15～21°之间。阶墙

积石墓的作法应与所处地势有关，为缓解地势高差，往往于地势较低处多筑墙，

逐层加高，进而保持墓顶平面的水平，以便修筑墓圹。下面择保存较好的 2 座墓

葬介绍如下。 

1.ⅡM45 

ⅡM45 为阶墙积石圹串墓，所处地势坡度最陡位置近 21°，南北高差近 2.5

米。墓葬整体平面呈折尺形，由南北两部分组成，北部窄、南部宽，南部整体向

东突出约 1 米，二者由中部的一道阶墙分隔，形成两级阶面，高差约 0.8 米。北

侧部分编号为ⅡM45-1，南侧部分编号为ⅡM45-2，各发现有 1 座墓圹，墓圹位置

均偏向坡下一侧。墓葬南北通长 8.9，北侧部分长约 4、宽约 4.8～5.6 米，南侧

部分长约 4.9、宽约 6.8 米，整体现存高度 0.5～1.6 米，墓葬南北轴线的方向约

为 187°（图九、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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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九 M45 平、剖面图 

1.铁斧  2.陶杯 

墓葬本体由阶墙、墓芯和墓圹三部分组成。 

（1）阶墙，均由相对较为规整的石块砌筑而成。墓葬最外侧围砌有一周近

似于基坛的墙体，与墓葬南北两部分相对应，东西两侧墙体亦可各自划分为南北

两部分，此种现象应该与墓葬不同部分营建过程中的先后时序有关。阶墙积石墓

一般而言应该由坡下向坡上修筑，依照营建时序，自南向北加以介绍。 

ⅡM45-2  为墓葬位于坡地下方的南侧部分，平面近长方形，整体较北侧部

分向东凸出约 1 米。该部分南侧砌筑较高，外观近斜坡状，可辨有 3 级阶墙，最

下为 1 级阶墙，亦为墓葬外周墙体，由较大且规整的石块砌筑，整体略向南凸出

近弧形，东西长约 6.7 米；第 2、3 级阶墙由相对较大的块石垒砌，东西长分别

为约 4.7 和 4.6 米；3 道阶墙逐层抬升，形成ⅡM45-2 之上一级阶面。东西两侧仅

有最外周的 1 道墙体，均由较大石块砌筑，仅存一层，东侧整体向东凸出约 1 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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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北长约 4.6 米；西侧南北长约 4.4 米。 

ⅡM45-1  北、东、西三侧各仅有最外周一道墙体。西墙体与ⅡM45-2 西侧墙

体相接，由较大石块砌筑，略向外坍塌，南北长约 3.86 米；东侧墙体，由较小的

石块垒砌而成，现可辨识有 3～4 层，南北长约 3.1 米。北侧亦由相对较大的石

块砌筑，东西长约 4.8 米。南侧仅发现有 1 道阶墙，起建于ⅡM45-2 墓顶平面之

上，砌石较为规整，为使ⅡM45-1 墓顶所处的二级阶面相对平整，砌筑较高，部

分向南坍塌，东西长约 5.1、高约 0.8 米。 

    （2）墓芯  墓内为较小且不规整的碎山石块填充。 

（3）墓圹  2 个。分别位于墓顶得两级平面之上，二者高差约 0.8 米，自北

向南编号为墓圹 1～2。墓圹 1 位于ⅡM45-1 墓顶二级阶面南侧，靠近南部阶墙。

平面近椭圆形，四壁不规整，墓底用小块碎山石铺置平整，未见人骨，仅在中部

偏东位置发现有铁斧 1 件。墓圹东西长约 2、南北宽约 1、深约 0.1～0.2 米。墓

圹 2 位于ⅡM45-2 墓顶一级阶面南侧，靠近南侧阶墙，北与墓圹 1 相距约 1.9 米。

平面呈长方形，四壁由较大且规整的石块垒砌，墓底用小块碎山石铺置平整，未

见人骨，仅于西部发现小陶杯 1 件。墓圹东西长约 2.2、南北宽约 1、深约 0.1 米。 

2.ⅡM53 

ⅡM53 为单体阶墙积石石圹墓，所处地势坡度约 17°，南北两端高差近 2.8

米。整体保存较好，东南和西南两角略有坍塌。平面呈北窄南宽的梯形，南北约

9.6～10.4、东西约 9～11.6、高约 0.6～3.4 米。墓葬南北轴线方向约为 184°（图

十一、十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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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十一 M53 平、剖面图 

墓葬本体由阶墙、墓芯和墓圹三部分组成。 

    （1）阶墙  ⅡM53 自下而上可辨识有 5 级阶墙，均由大小相若的石块垒砌

而成，逐级内收，侧视呈斜坡状。墓葬本体外围砌筑有一周墙体，是为第 1 级阶

墙，第 2 级阶墙砌筑于第 1 级阶墙围砌的平面之上，此后逐层砌筑，逐级内收。

为缓解南北地势高差和向坡下的张力作用，墓葬南侧整体砌筑较高且宽大，东、

西、南三侧有 5 级阶墙，北侧仅有 3 级阶墙，东西两侧的第 1～3 级阶墙在向北

修砌的过程逐渐向内收缩，第 2、3 级阶墙延伸至北侧与 1 级阶墙融为一体。第

4～5 级阶墙围砌成近长方形，二者共同构成了墓顶结构，墓顶相对较为平整，北

侧略高，其上修筑有墓圹。第 5 级阶墙顶面距南侧第 1 道阶墙底部高差近 3.4 米。 

第 1 级阶墙，南部砌筑较高，东南和西南两角位置略向外坍塌，长约 10.3、

高约 0.9～1 米；东西两侧砌筑南高北低，东侧长约 8.4、西侧长约 8.4、两侧高

约 0.4～0.9 米；北侧中部向外坍塌，呈向北凸出的弧形，东西长约 8.1、高约 0.7

米。第 2 级阶墙整体近“U”形，东、南、西三侧较第 1 道阶墙内收，南侧内收最

大近 1 米，东侧内收最小，应该与地势略向西南倾斜有关。该级平面南北约 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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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西宽约 6.6～8.5、高约 0～0.9 米。第 3 级阶墙平面呈“U”形，西、南两侧保存

较好，东侧砌石缺失严重，三侧均较 2 级阶墙内收约 0.4～0.5 米。该级平面南北

约 7.3、东西宽约 6.3～7.2、高约 0～0.5 米。第 4 级阶墙平面近长方形，西侧保

存较好，其余三侧部分砌石缺失，较 3 级阶墙内收约 0.35 米。该级平面南北 5.2、

东西约 6、高约 0.25 米。第 5 级阶墙平面近长方形，砌石缺失较多，较第 4 级阶

墙内收约 0.4 米，该级平面南北 3.9、东西约 4.7、高约 0.2 米。 

（2）墓芯  由暴露位置观察，墓内使用大小不一且不甚规整的石块填充。 

（3）墓圹  1 个。位于第 5 级阶墙围砌而成的墓顶平面之上，略偏北位置，

平面呈圆角长方形，北壁用石板和较为规整的石块垒砌，南、东、西三侧被树木

根系串扰坍塌。墓底用均匀的小河卵石铺置平整，墓圹内可见有熔石，内有 2 具

经焚烧的人骨，破碎严重，然轮廓清晰，头向朝西，未见随葬品。东西长 2.5、

南北宽 1.4、深约 0.28～0.4 米。 

三、随葬器物 

墓葬突出于地表，多遭盗扰或破坏，随葬品发现较少，以陶器和铁器为主。 

（一）陶器 

均为夹砂陶，分为红褐、黄褐和灰陶三类。I 墓区以黄褐和灰陶居多，可辨

器型以侈口束颈罐为主，另有敛口钵和横桥状器耳残块。Ⅱ墓区仅见红褐陶，器

型有侈口罐、高领鼓腹罐和陶杯等，还发现有竖桥状器耳残块，多数陶器经火烧，

破碎或变形较为严重。均为素面，部分器表经抹光。制法为手制。除陶容器外，

还发现有陶纺轮。 

    侈口束颈罐  可复原者 4 件。标本 IM14②:1，夹砂红褐陶。侈口方唇,束颈,

溜肩，斜直腹,平底,最大径在上腹部,器表经抹光,有火烧痕。口径 11.2、底径 8、

通高 14.6 厘米（图一三，2；图一四）。标本 IM19-1②:2，夹砂黄褐陶。侈口尖

圆唇,束颈,腹部弧鼓，下腹斜直，微凹底，器表经抹光。口径 8、底径 8、通高 10.6

厘米（图一三，3；图一六）。 

    侈口罐口沿   10 件。皆为侈口圆唇。标本 IM11④:1，夹砂灰陶。束颈，溜

肩。口径 16.8、残高 7.2 厘米（图一三，1）。标本 IM11①:1，夹砂灰陶。小折

沿。口径 9.6、残高 4.6 厘米（图一三，4）。标本 IM11②:1，夹砂红褐陶。尖圆

唇,束颈，斜弧腹。口径 11.2、残高 6.6 厘米（图一三，5）。标本 IM14②:2，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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砂红褐陶。束颈，溜肩，弧腹。口径 9.6、残高 6.4 厘米（图一三，9）。标本

IM14②:3，夹砂黄褐陶。束颈,溜肩,鼓腹,器表经抹光。口径 14、残高 11 厘米（图

一三，8）。标本 IM14②:4，夹砂灰陶。上腹斜直，器表与内壁经抹光。口径 11.2、

残高 4.8 厘米（图一三，10）。标本 IM19-1①:2，夹砂红褐陶。弧腹,器表经抹

光。口径 11.2、残高 6.3 厘米（图一三，6）。标本 IM19-1②:4，夹砂红褐陶。

束颈，弧腹。口径 9.6、残高 5 厘米（图一三，7）。标本 IM19-2①:1，夹砂黄褐

陶。束颈。口径 9.6、残高 4.4 厘米（图一三，11）。标本 IM19-1W3④:2，夹砂

灰陶。唇面有一道凹槽,矮领束颈,弧腹，器表与内壁经抹光。口径 12、残高 5.2

厘米（图一三，12）。 

陶钵  1 件。标本 IM14③:1，夹砂黄褐陶。仅余口沿，直口圆唇,斜弧腹。

口径 9.6、残高 3 厘米（图一三，13）。 

陶杯  1 件。标本ⅡM45-2④:1，夹砂黄褐陶。敛口圆唇,腹部微弧,平底,底径

略小于口径。口径 6、底径 5、通高 5.3 厘米（图一三，14；图一五）。 

    器底  2 件。均夹砂黄褐陶，平底。标本 IM14①:1，下腹器表经抹光。底径

7.6、残高 3.8 厘米（图一三，15）。标本 IM14②:5，底径 8、残高 5 厘米（图一

三，16）。 

陶纺轮  1 件。标本 IM11①:2，夹砂黄褐陶,圆形饼状，中部有圆形穿孔，

穿孔截面呈亚腰形。直径 3.8、孔径 0.9～1.7、厚 2 厘米（图一三，17）。 

 

图一三 墓葬出土陶器 

1、4～12.侈口罐口沿（IM11④:1、IM11①:1、IM11②:1、IM19-1①:2、IM19-1②: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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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M14②:3、IM14②:2、IM14②:4、IM19-2①:1、IM19-1W3④:2）  2～3.侈口束

颈罐（IM14②:1、IM19-1②:2） 13.陶钵口沿（IM14③:1)  14.陶杯(ⅡM45-2④:1)  

15、16.器底（IM14①:1、IM14②:5）  17.陶纺轮（IM11①:2） 

（二）铁器 

    铁器有矛、斧、小刀、锯钉等，锈蚀严重，均为锻打而成。 

矛  2 件。标本 IM19-1②:6，柳叶形矛身,中部起脊,刃部平直,前端内收,尖部

较钝,横截面呈菱形,銎孔呈椭圆形,銎部侧面有对接缝隙，末端渐粗，呈燕尾形,尾

翼各有一穿孔。通长 23、矛身长 11.7、宽 1.6～2.1、厚约 0.3～1.8、銎部长 11.3、

銎孔末端直径约 2.6 厘米（图一七，1）。 

    斧  3 件。均呈“凸”字形，斧身略宽、銎部略窄，斧身为长方形或梯形，銎

部的一侧有对折的缝隙，銎孔呈圆角长方形或椭圆形。根据斧身与銎部长宽比，

分为二式： 

I 式  1 件。斧身短宽，銎身较长。出于Ⅱ墓区。标本ⅡM45-1④:1，斧身与銎

部连接处呈溜肩状。銎部近方形，长方形銎孔；斧身近梯形，刃部微弧略宽，稍

残，有使用痕迹。通长 9.8、斧身长 3.8、宽 7.7～8.5、銎部长 6、宽 6.4、厚 0.47～

1.92、銎孔长 5.5、宽 2 厘米（图一七，2）。 

    Ⅱ式  2 件。斧身较 I 式变长，銎身亦显瘦长。斧身与銎部连接处肩部平直

近直角，均出于 I 墓区。标本 IM19-1②:5，銎部呈长方形，长方形銎孔，斧身亦

呈长方形，刃部微弧,有使用痕迹。通长 12、斧身长 6、宽 7.5、厚 0.25～2.6、銎

长 6、宽 4.8、銎孔长 4、宽 2 厘米（图一七，3）。标本 IM19-1④:1，銎部近长

方形，椭圆形銎孔；斧身近梯形，斜弧状刃，一端略残，应为使用所致。通长 13、

斧身长 6.9、宽 7～8.4、厚 0.2～2.4、銎部长 6.1、宽 5.2、銎孔长 3.86、宽 1.9 厘

米（图一七，4）。 

    半环状铁器残件  2 件。标本 M19-1W3④：1，平面呈半环形，用截面呈圆

形的铁条弯折而成，环直径约 4.6、铁条截面直径约 0.55 厘米（图一七，8）。 

    铁刀  3 件。皆残，刀身窄长,直背,弧刃，尖部锐利。标本 IM19-1W2④:1，

残长 9.3、宽 0.8～1.6 厘米（图一七，5）。标本 IM19-1②:1，残长 9.1、宽 0.6～

1.8 厘米（图一七，6）。 

    锯钉  6 件。标本 IM19-1②:3，由截面呈长方形的铁条弯折而成，两端呈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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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刃状。钉身宽 14.3、高 4.3、铁条截面 0.90.7 厘米（图一七，7）。 

 

图一七 墓葬出土铁器 

1.矛（IM19-1②:6） 2～4.斧（ⅡM45-1④:1、IM19-1②:5、IM19-1④:1） 

5.半环状铁器（M19-1W3④：1）  6、7.小铁刀（IM19-1W2④:1、IM19-1②:1）  

8.锯钉（IM19-1②:3） 

四、结语 

（一）墓葬结构 

关于高句丽墓葬结构文献有载高句丽“积石为封，列种松柏”[2]，东甸子墓

群所见墓葬均为积石墓。从两个墓区的墓葬结构来看，I 墓区以基坛积石石圹墓

和阶坛积石石圹墓为主，Ⅱ墓区以阶墙积石石圹墓为主。阶坛积石石圹墓和阶

墙积石石圹墓尽管在外观上多有相近，但在构筑方式上存在显著差异。此种差

异与两个墓区所处自然地理环境的差别也紧密相关[3]，I 墓区地处鸭绿江河谷台

地，地势平缓，墓葬多采用分层平筑的方式；Ⅱ墓区位于山体坡地，坡度多在

15°～22°之间，为增加墓葬的稳固性，故在低处筑数道石墙，自下而上依次倚

护。此外，方启东、魏存成均认为阶墙的筑法要早于阶坛[4]。高句丽积石墓由

阶墙至阶坛的演化，在集安高句丽大型积石墓王陵中表现较为明显，而在低等

级平民积石墓中的变化，则以东甸子墓群最具代表。 

（二）墓葬年代 

我们选取了 10 例人骨样本送至美国 BETA 实验室进行 C14测年，很遗憾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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墓区的 2 例样本未能测出年代，所获 8 组数据均出自 I 墓区。在使用 OxCal 的

IntCal20 曲线对数据进行校正后[5]，可知 I 墓区年代大体为 5 世纪初至 7 世纪末

（表一）。尽管Ⅱ墓区暂无测年数据，但从墓葬的构筑方式来看，Ⅱ墓区 

阶墙积石墓的砌筑方式要早于 I 墓区的阶坛积石墓；再看随葬陶器的情况，依

据集安地区出土高句丽陶器的分期编年研究结果[6]，可知竖桥状耳陶器出现要

早于横桥状耳陶器，加之两个墓区所出侈口罐也存在年代差异。因此无论是墓

葬结构，还是随葬陶器来看，Ⅱ墓区的整体年代应早于 I 墓区。 

表 1 东甸子墓群人骨样品碳十四测年数据 

出土单位 样品 校正后年代 

IM14 人骨 AD423 年(78.8％) 

IM19-1 人骨 AD565 年(95.4％) 

IM19-1N1 人骨 AD644 年(94.6％) 

IM19-N2 人骨 AD603 年(68.6％) 

IM19-1W5 人骨 AD684 年(88.6％) 

 

（三）丧葬习俗 

1．墓地选址    

东甸子墓群的两个墓区所处地理环境的变化，反映了高句丽人在墓地择址标

准上由坡地向平地转变。《三国志·魏书·东夷传》载：高句丽“多大山深谷，无原

泽。随山谷以为居，食涧水。虽力佃作，不足以实口腹。”[7]山地多，平川少，是

长白山地的普遍特点，耕地资源相对匮乏且珍贵，这也是年代略早的Ⅱ墓区选址

坡地的原因。而年代相对偏晚的 I 墓区则选址在河谷平地，实际占用了大量本就

稀缺的耕地资源，其背后的动因可能与高句丽人口增长、生产力提高、国力增强

和资源更为丰富有关。 

2.火葬 

火葬是高句丽民族的主要葬俗之一，东甸子墓群两个墓区清理的 11 座墓葬

中有 7 座发现火葬迹象。Ⅱ墓区 5 座墓葬中 3 座有火葬现象，其中 M44 墓上分布

大量熔石，部分还夹杂有烧过的人骨；M44 和 M47 随葬陶器经火烧变形。I 墓区

清理的 6 座墓葬中 4 座有火葬现象，诸如 M12 和 M14 均发现有熔石。可知火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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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东甸子墓群的早晚两阶段均占有较高比例。 

3.陪葬 

以往陪葬现象多见于高句丽大型积石墓王陵，诸如将军坟北侧即发现有数座

陪坟，这些陪坟均为单体墓葬。东甸子 I 墓区清理的 6 座墓葬中，有 4 座在主墓

外围发现有附属墓葬，此类现象在既往高句丽墓葬中鲜有发现，应为陪葬习俗的

一种表现。 

附属墓葬依附主墓基坛修建，多位于主墓的北侧和西侧，部分墓圹中发现有

人骨，头向应朝西，与主墓人骨头向一致。附属墓葬尺寸较小，且多无随葬品。

附属墓葬的体量规格与主墓差异悬殊，二者之间在构筑方式上也存有依附关系，

反映了两者墓主之间地位等级差异和社会身份上的依附关系。 

4.随葬品 

高句丽素有厚葬习俗，《三国志》有载：“男女已嫁娶，便稍作送终之衣。

厚葬，金银财币，尽于送死。”[8]然东甸子墓群多经盗扰，无法确认原有随葬品

组合。从目前发现来看，东甸子墓群以随葬陶器和铁器为主。I 墓区发现有陶制

容器和工具、铁制兵器和工具等。Ⅱ墓区仅发现有陶容器和铁制工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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执    笔：刘晓溪  Pauline SEBILLAUD（史宝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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