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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场传真

河南南阳楚申县贵族墓地发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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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8年11－12月，南阳市文物考古研究所对南阳市八一路汽车发动机厂改造项目南阳商贸中心工地进行文物钻

探，发现一批东周、汉代墓葬。经过考古报批，南阳市文物考古研究所与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联合于2009年1－8

月对这批墓葬进行了抢救性发掘。 

    本次共发掘楚、汉墓葬155座，陪葬坑5座。其中春秋中期至战国早中期楚墓65座，陪葬车马坑5座；两汉墓葬

90座。这次考古发掘取得了重大收获，65座楚墓中18座没有随葬品，仅墓底铺有朱砂或青膏泥，其它40余座共出土

随葬青铜器、玉器500余件，陶器100余件。春秋中晚期墓葬出土主要铜器组合为鼎、簠或鼎、敦组合；战国早中期

墓葬出土主要铜器组合为鼎、敦组合，主要陶器组合为鼎、敦、壶、豆组合。这批楚墓墓葬结构均为长方形土坑竖

穴式，葬具多为一椁一棺﹑一椁两棺﹑两椁一棺和两椁两棺，个别较小的墓有棺无椁。墓向全部为东西向，头向

东，大部分未经盗扰，保存基本完好。尤其是发掘的27号墓、51号墓、58号墓、62号墓和128号墓等楚国贵族墓，

出土了大量青铜礼器、兵器、车马器和精美的玉器，部分铜器上还铸有铭文，为研究楚国历史文化提供了极其重要

的实物资料。 

    M27，长方形竖穴土坑墓，墓向120°，墓长336厘米﹑宽180厘米﹑深372厘米。墓壁较陡直，墓室填土经夯

实。木质棺椁已腐朽，从痕迹判断为一椁一棺。椁为长方形，椁室四周有熟土二层台。椁长270厘米﹑宽120厘米，

棺长200厘米﹑宽55—65厘米。随葬器物除棺室内有1件铜剑和玉饰外主要放置于椁室东端和南侧，有鼎1件、敦1

件﹑盘1件﹑匜1件、戈3件、剑1件﹑镞3件及大量车马器﹑车马饰等。其中一件铜戈上有错金铭文：“蔡侯班之用

戈”。 根据随葬青铜鼎1件，敦1件及墓葬形制分析，墓主人为士级贵族，墓葬时代为春秋晚期。 

    M51，长方形竖穴土坑墓，墓向110°，墓长490厘米﹑宽360厘米﹑深350厘米。墓壁陡直，墓室填土经夯实。

木质棺椁已腐朽，从痕迹判断为两椁两棺。椁为长方形，椁室四周有熟土二层台。外椁长390厘米﹑宽270厘米，内

椁长345厘米﹑宽225厘米；北侧棺长216厘米﹑宽60—68厘米，南侧棺长210厘米﹑宽58—66厘米。随葬器物除棺室

内有1件铜剑外主要放置于椁室东端和南侧，有鼎3件、簠2件、浴缶2件﹑盘1件﹑匜1件、戈3件﹑矛3件、剑1件及

车马器等。其中一件铜剑上铸有鸟篆体铭文。根据随葬青铜鼎3件，簠2件及墓葬形制分析，墓主人为士级贵族。墓

葬时代为春秋晚期。墓西约6米处陪葬一车马坑，方向与墓葬相同。车马坑为长方形，东西长1180厘米，南北宽300

厘米，残深10－40厘米。由于埋藏较浅，早年破坏严重，仅残存部分车舆﹑车轮﹑车辕痕迹，但可看出有车2乘，

马8匹，。从残存痕迹看车辕均朝西，一车用2匹马驾辕，马头向西，马背相对；另一车马分为两排，前排为4匹

马，后排2匹马驾辕。 

    M58，长方形竖穴土坑墓，墓向125°，墓长410厘米﹑宽290厘米﹑深350厘米。墓壁陡直，墓室填土为较纯净

 



的五花土，经夯实。墓室的棺椁已经腐朽，仅残留一些黑色的痕迹，从清理出的残存遗迹看为一椁一棺。椁为长方

形，椁室四周有熟土二层台。椁长280厘米﹑宽170厘米，棺长210厘米﹑宽65—75厘米。随葬器物除棺室内有2件玉

饰外主要放置于椁室东端，有鼎1件、簠1件、敦1件﹑盘1件﹑匜1件、画像壶1件、戈1件。根据随葬青铜鼎1件，簠

1件及墓葬形制分析，墓主人为士级贵族，墓葬时代为春秋晚期。 

    M62  长方形竖穴土坑墓，墓向115°，墓长330厘米﹑宽180厘米﹑深330厘米。墓壁陡直，墓室填土为纯净五

花土，经夯实。木质棺椁已腐朽，从痕迹判断为一椁一棺。椁为长方形，椁室四周有熟土二层台。椁长270厘米﹑

宽120厘米，棺长约200厘米﹑宽约75厘米。随葬器物除棺室内有1件铜戈和1件玉管饰外主要放置于椁室东端，有铜

鼎1件、铜簠2件。根据随葬器物组合及墓葬形制分析，墓主人为士级贵族，墓葬时代为春秋中期。 

    M128，长方形竖穴土坑墓，墓向130°，墓长640厘米﹑宽420厘米﹑深450厘米。墓壁陡直，墓室填土为纯净五

花土，经夯实。墓室的棺椁已腐朽，仅残留一些黑色的痕迹，从清理出的残存遗迹看为一椁两棺。椁为长方形，椁

室四周有熟土二层台。椁长440厘米﹑宽260厘米。椁室西部有2具棺，北侧棺长约220厘米﹑宽约60厘米；南侧棺长

约240厘米﹑宽约88厘米。随葬器物除棺室内有1件铜剑﹑4件铜饰外主要放置于椁室东端和南北两侧，有鼎3件（其

中铜鼎1件﹑陶鼎2件）﹑敦1件（陶质）﹑盘1件﹑匜1件、方形盖豆1件﹑戈4件﹑矛2件﹑簇4件及车马器﹑车马

饰。兵器主要放置于北边箱，铜戈﹑铜矛出土时可以看出有木柄痕迹，木柄髹红漆；车马器主要放置于东端和南边

箱。根据随葬器物组合及墓葬形制分析，墓主人为士级贵族，墓葬时代为战国早期。 

    楚国申县贵族墓地位于梅溪河、三里河之间，八一路两侧，当地老百姓俗称该地为“五顷四”，南阳市商贸中

心（原南阳汽车发动机厂）楚墓群位于其东南区，西北距楚彭氏家族墓地约200米。上世纪七八十年代和本世纪

初，曾多次在该地方发现与楚国申县有关的铜器墓和青铜器，楚平王弃疾簠即发现于此。 

    这次发掘的65座楚墓集中在数千平方米范围内，是南阳城区发现的最大的的一批春秋战国时期楚国贵族墓群。

大部分墓葬出土有精美的青铜器，有着非常重要的研究价值。一、墓葬分布密集，排列有一定规律，墓葬全部为东

西向，头向东，与楚彭氏家族墓方向为南北向不同。随葬有青铜器的墓葬中，大都有剑、戈、矛、簇等兵器，玉器

较少，墓主人当为男性。随葬铜礼器有1鼎或3鼎，其身份为士级贵族。据此我们初步判断该墓地不是一般的家族墓

群，而应是一处楚国申县的公共贵族墓地，极有可能是楚国“申师”的将士墓地。二、墓葬保存完好，随葬器物组

合清晰，春秋中晚期墓葬出土主要铜器组合为鼎、簠或鼎、敦组合；战国早中期墓葬出土主要铜器组合为鼎、敦组

合，主要陶器组合为鼎、敦、壶、豆组合。为研究春秋战国楚墓的分期和埋葬制度提供了珍贵的实物资料。三、该

墓群出土了大批精美的青铜器，部分铜器纹饰精美，造型古朴，属于文物精品。尤其是M58出土的画像铜壶，器表

饰满铸造时用绿松石镶嵌上去的龙形画像，布局严谨，栩栩如生，实属难得的珍品。四、经初步整理，发现部分铜

器铸有错金﹑鸟篆等铭文，对研究楚国文字及楚国与周围诸侯国的关系有着非常重要的意义。特别是“蔡侯班戈”

的发现对研究楚蔡关系有着重要价值。蔡侯班即蔡灵侯，蔡侯班戈在南阳出土见证了《史记?管蔡世家》所载：

“［蔡灵侯］十二年，楚灵王以灵侯弑其父，诱蔡灵侯于申，伏甲饮之，醉而杀之”这一历史事件。（发掘单位:  

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南阳市文物考古研究所    执笔：崔本信 王凤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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