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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场传真

磁县发现"天井"结构西晋墓葬

作者：   发布时间： 2007-10-11  文章出处：河北新闻网－燕赵都市报

    近日，在南水北调中线工程磁县北朝墓群中段发现并列的3座西晋时期“天井”结构墓葬(均为单墓道土

洞砖室墓)。专家认为，有“天井”的西晋墓葬在华北地区出现还属首例。  

    记者从河北省文物局了解到，近日，邯郸市文物保护研究所与磁县文物部门在滏阳营遗址及墓葬、湾漳

营遗址及墓葬、东窑头墓群、槐树屯遗址及墓葬等4处抢救性考古发掘项目中，发掘了新石器时期龙山文化遗

存、奴隶社会先商时期遗存、封建社会北朝时期遗存及汉代至明清时期的墓葬等一大批重要考古资料。  

    在这些古遗迹之中，有并列的3座西晋时期“天井”墓葬。3座墓葬位于太行山东部丘陵地带的磁县槐树

屯村西南，均为单墓道土洞砖室墓。墓向坐北朝南，南有露天斜坡墓道，中有“过洞”和长方形“天井”，

北有封堵的墓门及砖墓室，墓室砌筑于掏挖的土洞中。三座墓均遭过盗掘，受到了一定程度的破坏。  

    三座墓葬形制相同，其随葬的器物从种类和形态看也极为接近。建造方法极为少见，是土洞墓与砖室墓

相结合的一种形式。该墓为夫妇二人合葬墓，虽经过盗扰，但墓室内仍出土文物40余件，以陶器为大宗，另

有少量铜器、铁器、石器。  

    据了解，槐树屯西晋墓“天井”结构的出现，从目前考古发掘资料来看，是国内早期带有“天井”的墓

葬之一，华北地区也是首次发现有“天井”的西晋墓葬。  

    另外，槐树屯西晋墓设置砖台、在土洞内砌筑砖墓室等结构都非常有特点。这都应该是在社会大变革背

景下墓葬形制转型的体现，起着承上启下的作用。这一发现填补了墓葬发展史上的空白，为研究古代墓葬形

制在时间和空间上的发展演变过程提供了非常重要的资料。  

    相关链接  

    "天井"结构是墓主人身份的象征，最早出现于徐州狮子山西汉楚王陵、陕西咸阳汉昭帝平陵内一座东汉

墓葬中。十六国时期带"天井"墓葬偶尔见于河西地区。而太行山两麓是从南北朝时期才开始出现"天

井"的。"天井"结构到隋唐时期盛行，且常在一个墓中使用多个天井，象征墓主生前宅院重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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