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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西考古发现东吴周氏士族墓园
是海上丝绸之路发展期形成的缩影，对研究东亚文化一体化具有重要意义

 

六朝上承秦汉、下启隋唐，创造了辉煌灿烂的“六朝文明”，在文学与清谈、绘画与书法、陵墓石

刻艺术、科学技术等方面留下了中国传统文化的许多经典之作。

12月6日，记者从江西省文物考古研究院获悉，该院正对江西省南昌市赣江新区儒乐湖新城建设区域

内的七星堆六朝墓群进行抢救性考古发掘。经过475天的田野发掘，考古工作者已清理出73座古墓葬，出

土遗物700余件。

据了解，七星堆六朝墓群A发掘区是目前发现最重要的六朝时期高规格的家族墓地，是国内罕见的东

吴周氏士族墓园。这一墓群填补了江西地区六朝考古研究的资料空白，它是长江中下游六朝时期经济繁

荣、商贸活跃、船运发达的历史见证，是海上丝绸之路发展期形成的缩影，是海上丝绸之路研究的重要

材料，对研究六朝时期民族融合、东亚文化一体化具有重要意义。

七星堆六朝墓群真容显现

2013年6月，南昌市经济技术开发区湖滨南路土方施工中挖掘出六朝时期网钱纹墓砖。其后，江西省

文物考古研究院与南昌市博物馆在墓砖发现点周边展开了考古调查与勘探，发现墓葬密集分布区约5000

平方米。考古人员认定，该墓群是南昌近年来发现的规模最大的六朝古墓群。

2018年8月16日，根据国家有关规定，在做好充分的准备工作后，江西省文物考古研究院组建考古队

对七星堆六朝墓群进行抢救性考古发掘。

七星堆六朝墓群位于赣江新区儒乐湖以南、赣江以西，分为A、B、C三个发掘区。2018年8月至12

月，考古人员基本完成A区发掘，发掘面积2600平方米，发现墓葬22座，其中东汉墓4座，六朝墓葬16

座，明清墓2座，发现排水沟7条。出土了瓷器、陶器、金属器、石器等遗物近200件；2019年4月至8月，

基本完成C区发掘，发掘面积约3000平方米，发现六朝墓葬51座，出土遗物500余件；目前，正在全面勘

探B区，已经勘探发现12座砖室墓，同时对A区最大的墓M5的排水沟进行发掘，发现在墓道前方约25米处

临近排水沟位置发现大量建筑废弃物，如筒瓦、瓦当、碎砖等，推测在墓道前方与排水沟之间应存在墓

园建筑，惜因近代取土，破坏严重。

江西省文物考古研究院专家介绍，七星堆六朝墓群A、C区发掘出的六朝时期墓葬均为砖室墓，规模

庞大、形制多样，有横前堂、券顶等；墓砖纹饰以网钱纹为主，也见有兽面纹，部分墓砖上有“周

侯”“豫章海昏中郎周遵字公先”“周中郎”“甘露元年”等铭文。其中A发掘区16座六朝墓分布规则，

墓与墓之间未见打破迹象；墓群呈东西向一字排开，墓道朝向一致；排水沟规划有序，与墓葬相互衔

接，沟与沟间有明显的打破连接迹象，构成复杂的地下排水系统。在一处墓群中同时发现多种墓葬形制

且墓葬规模庞大，在江西省属于首次发现，在全国同时期的墓群中亦属罕见。

七星堆六朝墓群目前出土的700余件遗物，按质地可分为瓷器、陶器、金属器、石器等，按照用途可

以分为模型明器、日用器、陪葬俑、武器等。从数量上看，瓷器占绝大多数，陶器次之，金属器再次，

石器最少。

遗物中湖南湘阴窑的产品主要是模型明器，如坞堡、胡人俑、畜禽模型等，再现了墓主人生前的生

活场景；浙江越窑的产品主要是小件日用器，胎釉结合好，制作精致；江西洪州窑的产品主要以日用器

为主，也有模型明器。

专家认为，在七星堆六朝墓群中同时出现三个窑口的产品并且产品功能清晰，充分证明了六朝时期

长江中下游地区商贸活跃、手工业分工精细、船运发达，为海上丝绸之路的发展、繁荣奠定了基础。

六朝考古的重大发现

在七星堆六朝墓群田野考古发掘过程中，为科学、准确获取考古信息，考古人员使用了大量的科技

考古手段：利用无人机航拍技术、三维扫描技术等对墓群所在区域的地理信息数据与影像数据进行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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集；利用多图像摄影建模技术对采集到的数据进行处理，处理后生成的三维模型、正射影像、剖面正射

图等成果在考古线图绘制、现场成果展示及考古研究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同时，利用老旧航拍片的比

对，对墓群所在区域周边环境的变迁研究、对各发掘区的相互关系研究有了新的理解。这些科技考古手

段在田野考古发掘中的综合运用，使得发掘过程更高效、成果输出更快捷、成果展示更全面。

为了更加准确深入的了解七星堆六朝墓群发掘的价值与意义，江西省文物考古研究院先后召开了三

次专家论证会，与会专家对该墓群的发掘给予了高度评价：

七星堆六朝墓群是目前国内罕见的保存较好的大型六朝墓群，是中国六朝考古的重大发现，其规

模、规格是空前的，墓群出土的器物从数量、特色看也是国内罕见的。

七星堆六朝墓群A区是江西地区首次完整揭露的六朝周氏家族墓地，是国内罕见的东吴周氏世族墓

园，墓葬布局和形制证实了因战乱而大批南迁的北人和本地土著居民之间的文化交流与融合，对研究早

期客家民系、研究南昌乃至江西地区的地方史志均具有重要意义。该墓群的发掘填补了江西地区六朝考

古研究的资料空白，对江西六朝史研究有重要价值。

六朝时期北方地区战乱频繁，长江以南相对安定，包括各种工匠在内的大批“北人”开始“南

迁”，为江南地区带来了先进的生产力和生产技术，七星堆六朝墓群是“北人南迁”的历史见证。

东吴时期正处在丝绸之路从陆地转向海洋的承前启后与最终形成的关键阶段；墓群中出土遗物丰

富，陶瓷器来源多元，窑口涉及湖南湘阴窑、江西洪州窑、浙江越窑等，是长江中下游六朝时期经济繁

荣、商贸活跃、船运发达的历史见证，也提供了海上丝绸之路东海航线的重要材料，充分展示了东吴时

期海上丝绸之路、海上贸易的繁荣，是海上丝绸之路发展期形成的缩影。

六朝时期中国文化向海东各国流传，朝鲜半岛和日本的文明进程在中国的影响下有着质的飞跃。七

星堆六朝墓群作为这一时期的重要发现，也将以其丰富而翔实的实物资料推动六朝时期东亚文化一体化

的研究进程。

全面合理有效开展保护

为了尽量不破坏墓葬，争取考古发掘“不新拆一块墓砖”，在七星堆六朝墓群发掘过程中，考古人

员注重文物本体的保护，尽量沿用墓葬已经破坏的区域或盗洞作为考古发掘的入墓口，使得墓群保存了

多处完整的封门墙，对墓葬的砌建工艺研究有重要意义。

七星堆六朝墓群考古队设立了专门的文物库房保存出土的700余件遗物。文物库房安防设施、消防设

施完备，并有专门的库房管理人员24小时值班。对新出土的文物，考古人员及时进行清洗、修复，在文

物提取和清洗前均按照文物保护的规则进行文物信息提取，最大限度地提取信息，确保文物安全；对所

有文物，根据文物出土地点都进行了编号、登记、装袋、贴标、上架，采取系统归类管理，并做好日常

维护工作。

全面合理、有效地开展七星堆六朝墓群的保护，需要制定长远系统的保护规划。江西省文物考古研

究院院长柯中华说，该院与赣江新区政府相关部门通力合作，对墓群保护已经达成一致意见，赣江新区

已经明确实施原址保护并准备建设“六朝艺术博物馆”，并指定部门、专人负责。

七星堆六朝墓群的发现与发掘，揭开了江西六朝考古崭新的一页，也谱写了中国六朝考古的新篇

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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