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独山头位于湖州市区西南约 10 公里，隶属妙西

镇渡善行政村。西侧 200 米为杭长铁路，南至 11 号

省道约 1.5 公里。独山头为一耸立在水田之中的小山

丘，相对高差仅 20 米，东西长约 100、南北宽 70 余米，

其南麓为独山头自然村（图一）。2008 年 3 月在配合

杭宁城际高速铁路线的考古勘查过程中，发现有较多

先秦时期的印纹陶片，由此判断独山头存在商周时期

遗存的可能。

2009 年 8 月初至 9 月中旬，为配合杭宁城际高

速铁路湖州段的施工建设，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与

湖州市博物馆组织专业人员，对独山头山顶的土墩

（编号 D1）进行了抢救性发掘，共清理墓葬 5 座（编

号 D1M2—D1M6），窑址 1 处（编号 D1Y1），出土

器物 21 件。由于受到工程范围的限制，土墩的东西

两侧未能作全部发掘，结合发掘时的平剖面来分析，

土墩西部尚未发掘部分存在一座更晚的墓葬。现将发

掘情况简报如下。

一  土墩结构

发掘前土墩形状较为平坦，北部已被破坏（图二）。

发掘时由于已确定了 18 米的东西界线，为摸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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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2009 年湖州市妙西乡独山头发掘两周时期土墩一处，墩内清理墓葬 5座、窑址 1处。其中墓葬形

制分浅土坑、石床、无坑无床三种，出土器物有原始瓷、印纹硬陶等，为研究土墩墓的墓葬形制及分期提供

了新的资料。

 【关键词】土墩墓  一墩多墓  湖州

土墩封土情况，遂于土墩中心位置开 18×1 米正东西

探沟一条，然后按照探沟所揭示的地层关系由晚及早

清理（图三）。

第①层：表土。

第②层：黄绿色带褐斑土，应是未发掘的 M1 的

封土。

第③层：浅褐色花斑土，为 M2 的封土，西部被

②层（M1 封土）叠压。

第④层：较为质密的灰黑色土，含有较多红烧土

颗粒，系 M5 的封土。

第⑤层：质密的黄褐色土，出土少量桔黄色夹砂

绳纹及印纹陶片。

图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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⑤层以下为浅黄色的山体

碎石基岩。

二  墓葬及随葬器物

已 发 掘 的 5 座 墓 葬

（D1M2—D1M6），野外能明确

的关系有 D1M2 的封土叠压打

破 D1M5 的封土，D1M3 的封

土局部叠压在 D1M5 的封土之

上，D1M4 打破 D1M5 的封土。

5 座墓按其埋葬特点可分

为浅土坑、石床、无坑无床三

种。现分别介绍如下：

（一）浅土坑型

1 座（D1M2）。位于土墩

的中部偏西。封土为浅褐色花

斑土，残高 1.25 米，向东打

破 M5 的封土，西部被 M1 的

封土打破。浅土坑平面呈长方

形，开口距地表深 1.4、长 5、

宽 2.4、深 0.24—0.3 米，墓向

283°。坑壁较为明显，坑底

已属岩基，局部深浅不一。墓

底可见一层细软的灰黑土，推

测为某种有机质葬具或铺垫物

腐朽后所致 , 没有发现人骨遗

骸。随葬器物共 6 件，西头中

间为 5 件原始瓷盅式碗，近墓

西北角为 1 件夹砂红陶器（图

四、图十五）。

随葬器物共 6 件。

夹砂红陶器 1 件。残损

严重，可辨口沿及一扁形足，

未能修复，器型不明。

原始瓷盅式碗 5 件。集

中仰放于墓的西头，型式较一

致。侈口，斜直腹，近底处折

收成假圈足。外底有线割痕，

图二  独山头墓葬全景

图三  D1平剖面总图

图四  M2平剖面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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口沿内侧有凹槽，内壁及底有细密轮旋纹。内外施

青黄色釉，釉面匀净有光泽（图五、图十六）。标本

D1M2 ：2，高 8、口径 14.4、底径 7.8 厘米。

（二）石床型

1 座（D1M5）。位于土墩的中部偏东，封土为较

质密的灰黑色土，含有较多红烧土颗粒，现存形状近

椭圆形，残高 1.2、南北径约 10 米。墓底距墩表最深

处为 1.3 米，西部被 M2 的封土打破。墓底中心位置

用大小不一的石块铺垫成石床，东西长约 2.5、南北

最宽处 1.8 米，墓向 90°。器物基本放置于石床外，

仅发现一小段已朽骨头，基本成白色粉末状，推测棺

木放置于石床上。

随葬器物共有 9 件，其中东头近石床处有 7 件，

西头 2 件。器物出土时多呈仰放，较大的器物口沿及

肩部多有因上部的压力而致的残损。除两件原始青瓷

豆外，其余为印纹硬陶器（图六、图十七）。

原始青瓷豆 2 件，敛口、直口各 1 件。D1M5：7，

敛口，腹较深，喇叭形豆把。外壁有粗深的弦纹，并

贴饰三对小泥饼。除豆把内壁外，其余部位内外均施

青黄色釉，釉层较薄而匀，有光亮感。高 7.2、口径

12.8、足底径 6.4 厘米（图七，1 ；图十八）。D1M5 ：

8，直口，腹壁弧收，喇叭形豆把。外壁有粗深的弦

纹，豆盘内底饰二组细密弦纹。除圈足内壁外，其余

部位内外均施青白釉，釉层较薄而匀，光亮感较差，

图五  M2出土器物

图七  M5出土的原始瓷豆

图九  M5出土的印纹硬陶瓿

图八  M5出土的印纹硬陶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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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六  M5平剖面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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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绿色聚釉点。高 7.6、口径 16.8、足底径 6.4 厘米（图

七，2 ；图十九）。

印纹硬陶瓮 5 件，形制相近，皆饰组合纹（图

八、图二十）。标本 D1M5 ：1，敞口，翻沿，高颈，

圆肩，圆腹，近底外凸成大平底。颈部饰弦纹数道，

器身拍印回纹，间隔两周折线纹带，皆较粗凸。器身

与器底相接处有一外凸边。质地坚硬，呈深紫红色。

图十  M3墓葬形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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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十一  M3出土器物

图十二  M4出土器物

图十四  Y1平剖面图 图十五  M2（西—东）

图十三  M6出土器物

0 5 10
厘米

0 5 10
厘米

3

1

4

2

0 10 20
厘米

高 36.4、口径 28、底径 25.6 厘米。

印纹硬陶瓿 2 件（图九、图二十一）。标本

D1M5 ：9，敞口，尖唇，高直颈，圆肩，鼓腹斜收，

近底处外凸成大平底。颈部饰弦纹数道，器身拍印

粗深折线纹。质地坚硬，色深褐。高 9.6、口径 11.2、

底径 9.6 厘米。

（三）无坑无床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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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十六，1  M2：2原始瓷碗

图十六，2  M2：3原始瓷碗

图十六，3  M2：4原始瓷碗

图十六，4  M2：5原始瓷碗

图十六，5  M2：6原始瓷碗

图十七  M5（东—西）

图十八  M5：7原始瓷豆

图十九  M5：8原始瓷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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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周有较为明显的刮抹痕迹。通体拍印细小方格纹。

高 23.2、口径、12.8、底径 18 厘米（图十一，2 ；图

二十四）。

印纹硬陶瓮 1 件。D1M3：2，敞口，翻沿，尖唇，

广肩。鼓腹，斜收，平底。通体饰浅小细密的米筛纹，

显得较为模糊。近底处一周有较为明显的刮抹痕迹。

高 30、口径 18.4、底径 21.6 厘米（图十一，3 ；图

二十五）。

原始瓷盅式碗 1 件。D1M3 ：4，侈口，腹壁陡

直。近底处弧收成平底，略成假圈足。外底有线割痕，

口沿内侧有凹槽。内外施青黄色薄釉，内壁有细密轮

旋纹。高 5.8、口径 11.2、底径 6 厘米（图十一，4 ；

图二十六）。

2.D1M4

位于土墩南部边缘地带，距现存土墩表层 0.5 米，

图二十，1  M5：1印纹硬陶瓮

图二十，4  M5：5印纹硬陶瓮 图二十，5  M5：6印纹硬陶瓮

图二十，2  M5：3印纹硬陶瓮 图二十，3  M5：4印纹硬陶瓮

3 座（D1M3、D1M4、D1M6）。此类墓葬既无

浅坑和石床，也没有墓底铺垫现象，而直接于略经平

整的原有表面上堆土掩埋。现分述如下：

1.D1M3

位于土墩东南边缘地带，距现存土墩表层 0.5 米，

其黄色的封土局部叠压在 D1M5 黑色的封土南边缘

上，直径约 6 米。无骨架和朽木。随葬器物共有 4 件，

集中仰放于生土面上（图十、图二十二）。

印纹硬陶瓿 1 件。D1M3 ：1，直口，溜肩，鼓

腹，下腹瘦削。斜收成平底，略内凹。腹部拍印浅

细斜方格填线纹，器底四周有较为明显的刮抹痕迹，

颈肩之间抹光一周。高 14、口径 7.6、底径 14.4厘米（图

十一，1 ；图二十三）。

印纹硬陶垂腹罐 1 件。D1M3 ：3，口沿微侈。

上腹部贴耳一对，已断。近底部弧收为平底。近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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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二十三  M3：1印纹硬陶瓿

图二十二  M3（北—南）

图二十一，1  M5：2印纹硬陶瓿

图二十一，2  M5：9印纹硬陶瓿

其上为表土层。封土范围无法区分，但唯一的随葬器

物下半部位于 M5 的黑色封土中，器物底距 M5 的墓

底约 25 厘米，基本可以确定 M4 打破 M5 的封土（图

二十七）。

印纹硬陶瓿 1 件。D1M4：1，敞口，尖唇，溜肩。

鼓腹，下腹瘦削，斜收成平底。器身拍印米筛纹，器

底四周有较为明显的刮抹痕迹。高 13.4、口径 16.4、

底径 13.6 厘米（图十二、图二十八）。

3.D1M6

位于土墩北部边缘，土层已受到严重的扰乱。封

土无法区分，但 M5 北部近 M6 处的封土较平而薄，

推测 M6 下葬时对 M5 封土的北部进行过平整。随葬

器物 1 件。

印纹硬陶瓿 1件。D1M6：1，敞口，翻沿，矮弧颈，

溜肩，圆鼓腹，平底微凹。近底处有大块清晰切削痕，

肩部抹划弦纹数道，其下拍印叶脉纹、小方格纹。高

11.2、口径 12、底径 13.6 厘米（图十三、图三十）。

三  窑  址

东西长约 2.4、南北宽 2.3、厚度 0.15 米，编号

2009 湖妙独 D1Y1。其北部被破坏，位于第④层（M5

的封土）下，南部被 M5 打破，向下打破第⑤层。在

Y1 内部没有发现陶片等遗物，土墩内也没有发现窑

址产品堆积（图十四、图三十一）。

四  结  语

（一）年代判断

土墩墓中虽未见有明确纪年的实物，但大量发掘

资料已建立起来的浙江土墩墓分期序列，为这些土墩

墓的断代提供了年代标尺 [1]。独山头已发掘的 5 座墓

葬及 1 处窑址，除窑址外，墓中均有遗物出土。首

先从墩内各墓的叠压打破关系来分析，D1M5 分别被

其余 4 座墓葬叠压或打破，是该墩中最早的 1 座墓

葬，但其余 4 座墓之间，未见明显的打破关系。其

中 D1M5、D1M6、D1M4、D1M3 四座墓均出土印纹

硬陶器，前两座以组合纹饰为主，后两座一件器物上

仅饰一种纹饰。这两组墓葬的早晚关系应是前者早

于后者，而 D1M2 与 D1M3 同出一种原始瓷盅式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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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二十四  M3：3印纹硬陶垂腹罐

图二十八  M4：1印纹硬陶瓿

图三十  M6：1印纹硬陶瓿

图三十一  Y1（南—北）

图二十九  M6（西—东）

图二十五  M3：2印纹硬陶瓮

图二十六  M3：4原始瓷碗

图二十七  M4现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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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较为多见，典型的有长兴石狮 D1 和 D2 [2]，余姚老

虎山一号墩 [3]。独山头土墩内墓葬年代跨度较大，有

石床型、平地掩埋型、浅土坑型三种形式，发掘中确

定的墓（封土）之间的叠压打破关系，为我们研究

土墩墓的年代分期及墓葬形制变化提供了新的材料。

D1M5 仅墓底中心铺垫石块组成石床，其上发现一小

段骨头，且器物置于石床外，推测石床仅用来放置棺

木，这种形式应比规整的长方形石床墓更为原始。

土墩内各墓具有相对独立的时间和空间，而最早

的一座墓占据了墩心较为显著的位置，使较晚的墓葬

在其四周埋葬形成了一种“向心结构”。土墩也随着

墓葬的增多而逐渐增大，这种土墩的形成方式在湖州

杨家埠以汉墓为主一墩多墓的土墩中仍然存在，虽然

两者的性质有待进一步研究，但这种相似的情况出现

在同一区域应不是偶然，或可认为是古越民族埋葬习

俗的一种延续。

参加发掘：胡继根	 陶一波

	 	 	 	 	 陈	 云	 程厚敏

领	 	 队：胡继根

器物绘图：陈	 锺

执	 	 笔：程厚敏

发掘过程中得到了铁路施工部门及当地镇、村的

大力支持，本报告的编写得到了胡继根先生的指导和

帮助，在此一并表示谢意！

年代相当。因此已发掘的 5 座墓大致可以分为由早到

晚的三组：D1M5，D1M6，D1M4、D1M3、D1M2。

具体如下：

西周早期：D1M5 ；

春秋早期：D1M6 ；

春秋晚期：D1M4、D1M3、D1M2。

D1Y1 内没有发现遗物，也没有产品堆积，其打

破第⑤层而被 D1M5 打破，上下限为马桥文化至西

周早期。

（二）主要收荻

基于各墓（封土）的叠压打破关系及出土器物的

早晚序列，可以对此土墩的形成过程作如下推测：最

早的 D1M5 于独山头山顶下葬时，平整地面，对早

于它的 Y1 产生了破坏，并起封土堆。之后是 D1M6

于 M5 的北侧下葬，并对 M5 封土的北边缘作了平整。

M4 下葬时直接对 M5 的封土进行了平整，然后用土

掩埋。M3 位于 M5 的东南，距离较远，其黄色的封

土现存厚度 20 厘米左右，局部叠压在 M5 黑色的封

土上。M2 位于 M5 的西边，为浅土坑墓，剖面上可

见其封土向东打破 M5 的封土。此土墩随着墓葬的增

多，范围不断扩大，但仅是平面的扩张，没有明显的

高度增加。

大量的发掘资料表明，土墩墓遗存是商周时期流

行于吴越地区的墓葬形式。“一墩多墓”的土墩遗存，

其墩内所埋各墓年代存在很大差异的现象在浙江地区

注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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