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2年 12月至 2023年 1月，为了配合河南省三
门峡市刚玉砂厂周边棚户区改造项目（黄河花园）配
套幼儿园项目的建设，三门峡市文物考古研究所对该
项目占地范围内的古墓葬进行考古发掘，发掘面积
7000余平方米，共发掘墓葬80座，其中秦人墓占多数，
并夹杂少量的唐墓、明清墓。共出土文物159件（枚），
主要为陶器、铜钱和少量的石器。

发现的秦人墓大多为大墓道小墓室的洞室墓，
个别为竖穴土坑墓。墓葬方向有的为东西向，有的为
南北向。葬式多为屈肢葬。下面具体介绍几座具有代
表性的秦人墓。

M58 位于发掘区的西部，为一座南北向的洞室
墓。方向 180度。由墓道、墓门和墓室三部分组成。墓
道较大，墓室较小，为大墓道小墓室。墓道在墓室的
南部，口大底小，墓道口长 4.70米，宽 2.96米。自墓道
口向下 3.56 米深处，东、南、西三面设有生土二层
台，东二层台宽 0.66米，南二层台宽 1.40米，西二层
台宽 0.54米，二层台高 0.96米。墓道底部平坦，长 2.6
米，宽 1.10 米。墓道近西南角的西、南壁上有脚窝，
脚窝近三角形，宽约 0.28米，高 0.20米，进深 0.10米，
脚窝之间间隔约 0.60 米。墓门位于墓道北壁下部，
高 1.52 米。墓室开在墓道短壁的下部，在墓道的北
部，墓室平面为长方形，宽1.10~1.28米，进深2.16米，
墓室底部高于墓道 0.16米。墓室内有人骨 1具，仰身
直肢，头向南，腐朽较甚。在墓室后方的东部和西部
随葬有陶罐 2件、陶釜 1件、陶盆 1件，人头骨西侧以
及腿骨东侧各随葬铜带钩1件。其中1件铜带钩十分
精美，长 12.1厘米，厚 0.5~1.1厘米。钮圆形，直径 1.2
厘米。钮柄高0.6厘米，背面素面，正面前部为狼头纹
饰，后部有凸棱。

M74 位于发掘区的西部，为一座南北向的洞室
墓，方向 180度。南部与M58相邻。由墓道、墓门和墓
室三部分组成。墓道较大，墓室较小，为大墓道小墓
室。墓道在墓室的南部，口大底小，墓道口长4.24米，
宽 3.00米。自墓道口向下 2.66米深处，东、南、西三面
设有生土二层台，东二层台宽 0.80~0.88米，南二层台宽 1.44~1.50
米，西二层台宽 0.76~0.86米，二层台高 1.24米。墓道底部平坦，长
2.50米，宽1.16米。墓道近西南角的西、南壁上有脚窝，脚窝近三角
形，宽约 0.24米，高 0.26米，进深 0.10米，脚窝之间间隔约 0.60米。
墓门位于墓道北壁下部，高 1.64米。墓室开在墓道短壁的下部，在
墓道的北部，墓室平面为长方形，宽 1.14~1.20米，进深 2.32米，墓
室底部高于墓道0.20米。墓室内有人骨1具，腐朽较甚。墓室由于进
水，人骨上浮较高，人骨西侧的1件陶釜和1件陶盆低于人骨，埋藏
于墓室淤土中。墓室北侧随葬有陶盆1件，人头骨南侧随葬有石器
1件。陶釜内含兽骨，夹砂灰陶，口径17厘米，高14.7厘米，圆底，底
部含砂砾极多，侈口外翻，束颈，鼓腹。腹部饰竖绳纹。陶盆 1件为
泥质灰陶，口径 25厘米，高 11.7厘米，底径 11厘米，侈口，宽折沿，
斜腹，平底，腹部上部有三周凸棱，腹部下部饰有细的凹弦纹，底部
亦饰有细的凹弦纹。陶盆 1件为泥质灰陶，黄褐色，侈口，宽折沿，
折腹斜收，平底。腹部有一周折棱，腹部下部饰有竖绳纹，高 12厘
米，口径30.5厘米，底径13厘米。

M75 位于发掘区的西部，为一座东西向的洞室墓，方向 270
度。南部与M74相邻。由墓道、墓门和墓室三部分组成。墓道较大，
墓室较小，为大墓道小墓室。墓道在墓室的西部，口大底小，墓道口
长5.60米，宽4.00米。墓道底部长5.00米，宽3.28米。墓道深4.3米。
墓道近西南角的西、南壁上有脚窝，脚窝近三角形，宽约0.30米，高
0.25米，进深 0.12米，脚窝之间间隔约 0.90米。墓门位于墓道东壁
下部，高1.30米。墓室开在墓道短壁的下部，在墓道的东部，墓室平
面为长方形，宽1.12~1.24米，进深2.60米，墓室底部与墓道底部平

齐。墓室内有人骨 1 具，骨
架散乱，保存一般。人骨底
部铺有草木灰，在人头骨的
西侧随葬有陶罐 1件、陶釜
1 件、兽骨，在人骨的南侧
随葬有铜带钩 1件。陶罐是
夹砂灰陶，肩部、腹部有凹
弦纹，口径 9.5 厘米，肩径
20 厘米，底径 12 厘米，高
19.5 厘米。侈口，圆肩，斜
腹，平底。陶釜是褐色夹砂
陶，口径 16.5厘米，高 12厘
米，圜鼓腹，圜底，侈口，口
沿外翻，肩部、腹部、底部饰
粗绳纹。

M28 位于发掘区的东
部，为一座竖穴土坑墓。方
向 278 度。墓口长 3.30 米，

宽 2.52米，墓室四壁陡直向下，自墓口向下 2.30米深处，北、西、南
三面设有生土二层台，北侧台宽 0.76米，西侧台宽 1.10米，南侧台
宽0.60米，台高1.10米。墓室底部长2.20米，宽1.20米。墓室底部有
人骨一具，保存一般，头向西，屈肢葬，屈肢较甚。在墓室底部的最
东部，随葬有陶甑1件、陶釜1件。陶甑是泥质灰陶，口径15.4厘米，
底径 5.3厘米，高 6.6厘米，侈口，斜腹。底部有一穿孔，直径 1.8厘
米。陶釜是夹砂灰陶，侈口，鼓腹，圜底。口径23厘米，高16.5厘米。
腹部及底部饰粗绳纹，底部有烟炱痕迹，应为实用器。

M12 位于发掘区的中部，为一座东西向的洞室墓，方向 260
度。由墓道、墓门和墓室三部分组成。墓道较大，墓室较小，为大墓
道小墓室，墓道在墓室的西部，墓道长3.06米，宽2.20米，深2.4米。
墓门位于墓道东壁下部，高 1.20米。墓室开在墓道短壁的下部，在
墓道的东部，墓室平面为长方形，宽 0.96~1.16米，进深 1.94米，墓
室底部与墓道底部平齐。墓室内有人骨1具，头向西，屈肢葬，在墓
室的北部靠近墓门处有一壁龛，宽 0.70米，进深 0.40米，内随葬陶
釜 1件、陶罐 1件、陶盒 1件。陶罐是灰绿色，夹砂。残高 19厘米，腹
径18.5厘米，底径9厘米。颈部、腹部饰数周凸弦纹，鼓腹，凹底。陶
釜是灰黑色，夹砂。口径 17厘米，腹径 19.8厘米，高 12厘米。圜底。
上腹部饰竖绳纹与一周凹弦纹，下腹部凹凸不平，应为增加触火面
积，利于加热。陶盒是泥质灰陶，子母口，口径14.6厘米，底径8.3厘
米，高12.1厘米。盖上有捉手，盖子饰波浪形暗弦纹与凹弦纹。盒体
相间饰凹弦纹与凸弦纹。带圈足。

根据M28的墓葬形制与随葬器物判断，M28的时代应该属于
战国晚期。根据M74、M58的墓葬形制与随葬器物判断，它们的时
代应该属于战国晚期至秦统一时期，根据M75、M12的墓葬形制与
随葬器物判断，它们的时代应该属于秦末汉初时期。根据墓葬形制
和随葬器物组合推测，其墓主应该属于平民阶层。

（三门峡市文物考古研究所 执笔：高鸣）

2022年5月至7月，为配合长春至双阳
公路建设，吉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联合东
北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考古系对长春市
东照地遗址进行了抢救性考古发掘。发掘
面积 200平方米，地层堆积共 4层，清理房
址 1座，灰坑 11座，灰沟 2条。出土遗物 60
余件，包括陶器、瓷器、石器、铁器、铜钱等，
另外出土大量陶片。其中，发掘区的第④
层、房址、灰坑的年代均为明代，本次发掘
的主要收获为首次在长春地区发现明代女
真遗存。

本次发掘清理的房址（F1）为长方形浅
穴式，长 9 米，宽 6.2 米，面积 55.8 平方米。
房址内发现三条烟道，呈折尺形，部分烟道
保留砌筑齐整的石块，应为石砌烟道。烟道
两端各有一个灶，有明显的烧烤面和烟灰
堆积，灶口已倒塌，残留石块。烟道折角处，
即房屋的西南角为烟囱，其内包含大量黑
色烧灰。门道迹象不清晰，在东壁东南方
向，距离东壁中部 40 厘米处，对称放置石
块，可能为门道。房屋西北角另有一处圆形
遗迹，内圈为黄褐色粘土，外圈为红烧土块
环绕一周，外圈有用火迹象，烧结面明显，
有黑灰堆积，推测为房屋内另一处炊爨场
所。房屋东南部为主要的生活活动场所，居
住面上发现组合使用的石杵和石臼，在 2
号灶内发现长方形石碾。

出土遗物中，陶器数量最多，主要有泥
质红陶、泥质灰陶、粗胎釉陶。泥质红陶和
泥质灰陶烧造火候均不高，陶色不均匀，分
为轮制和手制两种。轮制陶器器形规整，器
物内壁可见轮旋痕迹。手制陶器的器形不
规整，破裂严重，大量陶片从器壁中间开
裂，可能使用泥片贴塑法制成。可辨器形有
陶罐、陶瓮、陶钵、釉陶罐等，以素面为主，
见有少量附加堆纹。

釉陶分为酱色釉和青色釉两种，器壁
较厚，器形较大。瓷器发现数量较少，可复原的瓷器包
括 2件瓷碗，1件瓷盘。瓷碗均为灰白色瓷胎，釉色灰
白，内壁满釉，有开片，内底有近椭圆形褐色花纹，外
壁中下部及圈足不施釉，有流釉现象。瓷盘为灰白色
瓷胎，釉色灰白，敞口，尖圆唇，弧腹，圈足，内壁满釉，
近底部绘两周褐色弦纹，底部有褐色花纹，外壁中下
部及圈足不施釉，有流釉现象，内底、外底均可见支烧
痕迹，外底有蓝色墨书，可能为“内”字，轮制。瓷器从
特征上看应为明代磁州窑系产品。

本次发掘出土的石杵、石臼和石碾较有特点，以
往未见。石杵为圆柱形，直径 16 厘米，高 13 厘米，平
顶，中心有圆孔，孔径 3.5 厘米，周身经磨制，表面光
滑，头端圆钝。石臼系在三棱柱体石块的台面中心，加
工修理处出深圆凹窝，以承石杵。臼体的三条棱分别
长 60、50、48厘米，高 42厘米。凹窝直径 28厘米，深 20
厘米。石臼凹窝的直径和深度均大于石杵，二者应为
配套使用，可能用于食物加工。石碾呈长方形，长44厘
米，最宽处 25厘米，厚 9厘米，表面布满平行凹槽，形
似现代“搓衣板”，可能用于研磨粮食或脱壳等与食物
加工有关的劳作。

东照地遗址共采集11个样品进行植硅体分析，结
果表明，东照地遗址周围有丰富的禾本科植物生长，

特有植硅体类型提示遗址周围
禾本科以早熟禾亚科和黍亚科
为主。同时对遗址土样进行浮
选，共浮选出 1070个植物种子，
其中粟的数量最多，共 438 个，
占总数的41%；其次为黍，共171
个，占总数的 16%。植物遗存的
鉴定分析结果说明东照地遗址
居民从事农业生产，农产品种
类以粟和黍为主。石臼内土样
未浮选出植物种子，植硅体类
型也是以早熟禾亚科和黍亚科
为主，石臼和石杵等石器所加
工的食物很可能是以粟和黍为
主的粮食作物。

本次发掘共采集两个碳样
进行常规放射性碳测定，F1 烟
道内碳样的碳十四测定年代为
500±30BP，F1 灶内碳样的碳十
四测定年代为 590±30BP，东照
地遗址以F1为代表的遗存年代
大致为元末至明代早期。据文

献记载，元代居住在松花江中、上游的女真各部，在元
末明初时南迁，斡朵怜、胡里改、桃温等万户府管辖的
女真人南迁成为建州女真的主体部分，忽剌温各部的
女真南迁成为海西女真的主体部分，后来形成扈伦四
部。东照地遗址所在的长春东南部地区恰为明代后期
海西女真扈伦四部的乌拉部和叶赫部中间区域，处于
乌拉部和叶赫部邻境。相关研究中对明代中后期长春
东南部区域女真部族的认识存有不同意见，有苏完部
和苏斡延锡兰处等不同说法，其中苏完部属于建州女
真。东照地遗址以F1为代表的遗存年代为元末至明代
早期，其所属部族后来发展为海西女真还是建州女真
尚无法定论，可以确定的是，东照地遗址F1很可能是
南迁女真人留下的遗存。

东照地遗址元末至明代早期遗存的发现主要有
三个重要意义：

第一，东照地遗址出土的陶器，为以往未见的新
形制。以泥质红陶为主，烧造火候不高，陶色不均匀。
分为轮制和手制两种，其中手制陶器的器形不规整、
破裂严重，大量陶片从器壁中间开裂，可能使用泥片
贴塑法制成。反映出元末明初南下的女真人制陶技术
相对落后。

第二，东照地遗址出土的石杵、石臼和石碾，为以
往未见的新形制。结合遗址土样的浮选结果和植硅体
分析结果，可以认为东照地遗址居民从事农业生产，
农产品种类以粟和黍为主，石杵、石臼和石碾所加工
的食物很可能是以粟和黍为主的粮食作物。在南迁女
真人的经济生活中，农业已成为重要的生业方式。

第三，吉林省境内的明代女真遗址数量不多，主
要是明代后期海西女真扈伦四部中叶赫部、乌拉部、
辉发部遗址。经过考古发掘的明代遗址主要有位于通
化市辉南县的辉发城，位于松原市扶余市的明代墓葬
等。东照地遗址的发掘不仅丰富了吉林省明代女真的
考古材料，同时也为文献中提到的元末明初女真人南
迁提供了线索和证据。

（吉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 东北师范大学历史文
化学院考古系 执笔：张礼艳 何方媛 石晓轩 高航
王艺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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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4年8月至9月，中国文化遗产研究
院对北京市密云区古北口镇蟠龙山段长城
300~303号墩台进行了考古发掘工作。四座
墩台的编号为密云长城 300号、301号、302
号、303号，位于蟠龙山长城景区东段。发掘
工作包括廓清墩台建筑基础的四至，分析
墩台建筑的结构形制，探究病害成因，为后
续修缮提供科学依据。

四座墩台建筑形制均为砖石混筑结
构，基础部分为 4~7 层的条石，之上部分
残存条砖，条石、条砖之间均用白灰勾缝。
墩台顶部建筑已全部坍塌，其中 300、303
墩台保存相对完好；301、302 墩台则相对
保存较差，基础条石、墩台四周砌筑的条
砖均已倒塌或丢失且局部已暴露出夯土
台芯。

墩台四周的地层堆积可分为两层。①
层：倒塌堆积层，厚 1.0~3.0米，包含大量的
砖瓦碎石及大量的植物根系，基本不见包
含物；②层：生活堆积层，厚 0.10~0.20 米，
土质疏松，土色为灰褐色，包含少量的碎石
颗粒及小块砾石。出土遗物包括建筑构件
（筒瓦、板瓦、瓦当、滴水）、瓷器残片（青花
瓷、黑釉瓷、白瓷）、生活陶器（盆、罐）、石器
（石礌、石球）、铁器（箭矢、铠甲片、铁釜等）
及少量的动物骨骼等。

此次考古发掘不仅揭露了墩台建筑基
础的四至，而且厘清了基础的建筑形制、规
模以及墙体与墩台的交接形式。同时，考古
组还对墩台顶部及相关附属建筑进行考古
发掘，发现了两组石柱础（302、303墩台，石
柱础之下均有砖砌磉礅）、火炕遗迹、登城
便门及登城踏步。

四座墩台基础出土遗物约 400 余件，
按照遗物质地的不同可分为石、铁、瓷、陶、
骨五大类。其中石器有石球、石礌（部分内
存黑火药）；铁器有为铁环、箭矢、铠甲片、
铁钉、铁釜（口沿部分）；瓷器器形为青花
碗、盘、压手杯、盅，黑釉碗、缸、罐、器盖，白
釉碗；陶器可分为生活容器（磨光暗纹盆、
罐）、建筑构件（板瓦、筒瓦、圆形瓦当、滴
水、鸱吻）两大类；骨器类主要为哺乳类动
物骨骼。另外，大部分的出土遗物在墩台迎
敌面发现，且大量的青花瓷碗、盘表面均有
锔过的痕迹，个别器物内残留有锔钉。

通过考古学的叠压打破关系和对出土
遗物的比对、分析，考古组认为，此次考古
发现的遗存可分为明清两期。

明代遗存主要包括墩台建筑主体（①
层）、两组石柱础及登城便门。通过对石柱
础（303墩台顶部石柱础周围发现腐朽的木
柱痕迹）的分析可知，墩台顶部建筑应为悬

山顶或硬山顶的单间木质
建筑，方砖墁地，东西面宽
3米，南北进深 3.2米，总面
积约 9.6 平方米。另外，在
出土遗物中戳印文字砖及
青花碗底款中均发现了“万
历七年”“大明万历年制”纪
年。结合史料可知，隆庆二
年（1568），明政府下令任命
戚继光总理蓟州、昌平，辽
东、保定军务，节制四镇。隆
庆三年戚继光就调配土卒，
开始了艰巨的筑台、修墙工
程。综合以上信息，考古组
认为此次考古发掘揭露的
墩台主体（①层）、木质建筑
（石柱础）及登城便门均为
明代晚期建造（主要是万
历年间）。

同时，在墩台主体建
筑（①层）之前，存在一层
用白石灰夹细石子抹砌而
成的铺地面；②层为黄褐
色黏土夹杂碎石子层，厚
约 0.20 米；③层为碎石子
层，厚 0.25米；④层为夯打
过的黄褐色黏土夹杂碎石
层，夯层厚 0.10 米，厚 0.50
米，最后是修整之后的山
丘之上砌筑敌台，中心部
分用黏土和毛石堆积。其
时 代 可 能 为 嘉 靖 年 间
（1522~1566）。

清代遗存主要包括了
火炕遗迹、登城踏步。火炕
遗迹位于 302 墩台顶部东
端，保存较好，条砖垒砌，
平面呈长方形。由灶门、火
灶、回字形烟道和烟囱四

部分组成。登城踏步位于300墩台南侧东端，均用毛石
砌筑，白灰勾缝。虽然清代不再修筑长城，但在长城沿
线的一些主要营堡仍有驻军。顺治元年（1661）清政府
在古北口设军事长官总兵，驻扎河西（今古北口镇河
西村）。康熙二十二年（1693），在潮河西岸设立营盘，
称柳林营，“总兵驻之”。

此次蟠龙山段长城四座墩台的考古发掘，是中国
文化遗产研究院首次针对长城研究性修复进行的一
次有益尝试。通过考古发掘改变了世人对长城的传统
认识，拉伸了长城历史纵轴线。另外，针对出土遗物的
研究，尤其是对出土的大量青花瓷器的研究，使后人
对明朝军士戍边生活有了一个较为全面的了解。

（中国文化遗产研究院 执笔：刘汉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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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3年3月，湖北省黄梅县濯港镇村民在康家垄
一带进行公路施工过程中意外发现了一座墓葬。经
国家文物局批准，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院和黄梅县
博物馆于同年 5月开始对黄梅康家垄墓地进行抢救
性发掘。

墓地坐落在一处南北走向的岗地上，南距黄黄
高铁线路约 100米，西距合九铁路约 80米。经系统勘
探，墓地共清理发掘宋、明墓葬三座，其中M1为北宋
纪年墓，墓葬形制特点突出，出土遗物数量丰富，尤
以梅瓶等瓷器最显珍贵。

该墓为土坑竖穴石椁墓。墓圹开口近长方形，长
约 380、宽 116、深 103~105厘米。墓壁近直，略呈口小
底大状，墓底较平。葬具为一椁二棺。椁室长约 370、
宽 106厘米，整体由 42块长方形石板营造而成。椁室
底部近四壁处由石板铺砌，内以五块石条间隔成四
个梯形留白区域。四壁中北壁、南壁各为两层，各有2
块石板砌成，东、西壁为三层，分别由8块、9块长方形
石板错缝堆砌。盖板由7块石板平铺。

椁室内木质葬具不存，根据木棺残痕、棺钉位置
以及随葬器物的位置推测椁内北侧为棺室，南侧为
享堂。棺室紧贴北侧石椁挡板，应有二棺。外棺长约
228、宽 89 厘米，内棺残存棺底板长约 160、宽 50 厘
米。人骨已经完全腐烂，葬式不详。

该墓出土随葬品较多，有梅瓶 1件、执壶 4件、小
瓷瓶 5 件、瓷钵 1 件、瓷碟 10 件、瓷碗 7 件、瓷盏托 2
件、瓷杯 2 件、陶钵 1 件、铜镜 1 枚、铜笄 1 枚、铁钳 2
把、铁鐎斗 1件、铁提链壶 1件、银箸 1双，墓志、买地
券各 1块，共计 40余件，另外棺床底部铺满铜钱，总
计约百枚，其中较为完好者约30枚。在墓葬清理过程
中还发现有漆木器遗痕，但仅剩残余漆皮，无法辨别
器形。另外还发现有竹席、丝织物等有机质文物残
留，但保存状况极差。

墓葬出土石质墓志一方，此前已断为数块，经拼
合后仍有部分残损，但是铭文内容完整，今录文并标
点如下：

宋故黄君墓铭
宋故蕲州黄梅县黄君子墓志铭
进士韩楷撰 武昌吴泽书刊
江夏黄君讳蔚，字文叔。天赋厥性既善且良，生

平无喜怒色，朋友不失然诺信。虽居家若官庭，未尝有轻易妄动之
心。故乡人谚曰：真黄君子也。君享年五十有七，不幸以疾而早亡，
天之五福不亦尽乎！诸孤哀感号泣无时而已焉。君之先子讳鑑，
少以文学干禄。朝野贤公卿知己者多矣，累荐有司，逮乎中年，
不及寸禄。而终亦遗恨之一端也。君之二祖皆素善而率归寿域。
是时君方幼少，仆询之其季照，曰俱不记其名与字也，益可吁
哉！君始娶赵氏，有子五人。长曰詠、次曰谓、曰义、曰询、曰诠。
有女二人，长女适宗木镇於幸舟，乃著代兴宗之懿也。次娶陈
氏，生女二人，幼而未有从人。端其所幸者，上焉有弟，次焉有
子，世世不绝，得非伟欤。君之早世乃治平三年丙午五月十之七
日也，今卜葬于先子之右，长乐乡长吉山东南之隅。实是年十一
月二十二壬申之日也。

君之令季照与予之相
邻而相爱之厚，且就予之乞
其志铭。欲纪诸岁时。予自
以才短志屈，名不赫於士
林。因感其为人之善而又相
爱之厚。固让不获，遂为之
铭曰：

积善成德 古难擬伦
嗟吁黄子 与古持循
天夺厥寿 早陨于身
有弟与子 存者悲辛
从先卜葬 期福之臻
刻铭幽石 以悼神沦

据墓志铭记载，墓主名
为黄蔚，字文叔，生于北宋
真宗大中祥符二年（1009），
卒于北宋英宗治平三年
（1066），享年 59 岁，历真
宗、仁宗、英宗三世，终生不
仕。其父名为黄鉴，铭文称
其“少以文学干禄，朝野贤
公卿知己者多矣”，颇近于

《宋史》卷 442 所记载的黄
鉴，但是铭文又说他“逮乎

中年，不及寸禄”，而《宋史》所载的黄鉴曾举进士，“累迁太常博士，
为国史院编修官”，后以母老，出任苏州通判。因此与黄蔚之父并不
是同一个人。

墓志铭还提到墓主之弟名为黄照，因与进士韩楷素来交厚，故
托其代为其兄撰写墓志。考北宋早期确有黄照，其墓志载于刘挚所
撰《忠肃集》，据《侍御史黄君墓志铭》，黄照为庆历六年进士，生于
大中祥符六年（1013），治平三年（1066）官至侍御史，赴任途中，五
月二十六日以疾殁于浙江衢州。如是则黄蔚、黄照二人卒于同年，
前后相距不过九日。因此铭文中的黄照与侍御史黄照也不是同一
个人。

墓志记载葬地名称为“长乐乡长吉山东南之隅”。考《新唐书》
卷四十一“黄梅”县下云：“武德四年置，以县置南晋州，析置义丰、
长吉、塘阳、新蔡四县。”唐代析置长吉县故址即在今黄梅县濯港镇
一带，与墓地相去不远。

据不完全统计，目前湖北地区发掘宋墓300余座，其中纪年墓
仅13座。该墓的下葬年代为治平三年（1066），是湖北地区发现年代
最早的北宋早期纪年墓。该墓随葬器物较为丰富、保存完好，仅瓷
器就出土32件，是湖北地区北宋墓中单个墓葬出土瓷器最多的一
次。出土的各类器物可为周边区域同类器物的断代提供依据，也是
北宋早期墓葬断代的重要标尺。

该墓出土瓷器釉色和品种均十分丰富，主要器类有碗、盏、碟、
执壶、瓶、钵等。釉色以青白釉为主，兼有酱釉、黑釉等品种，可能属
于来自湖泗窑、景德镇窑等毗邻地区的产品。其中褐彩缠枝牡丹纹
梅瓶保存完好，引人瞩目，产品具有北方磁州窑系的特点。同一墓
葬随葬器物兼有南北方不同窑口的产品，对于研究北宋早期南北
瓷器贸易交流及相关考古学文化具有重要价值。（湖北省文物考古
研究院 黄梅县博物馆 执笔：凡国栋 刘东洪 童志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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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74器物组合

M58铜带钩

M58器物组合

M74

M58

木椁室及棺室

享堂及尾厢器物

出土梅瓶

出土陶器

303墩台鸟瞰图（自西北拍摄）

300墩台南侧东端发现的登城便门遗
迹（上为南）

302墩台石柱础及火炕遗迹（上为东）

石礌

箭矢

建筑构件螭龙纹滴水

出土石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