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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 物 考 古
合浦凸鬼岭汉墓发掘散记

凸鬼岭，是座低矮的土坡，位于合浦县城南约二公里，文昌塔北约几百米。

占地 140 多亩的合浦新自来水厂就座落在它的西边。凸鬼岭往东，是母猪岭、

四方岭、望牛岭和风门岭等低矮土坡。凸鬼岭和这些土坡，都是国家级文物保

护单位合浦古墓群墓葬的主要分布区域之一。二十世纪七十年代以来，为配合

基建工程，曾先后在这些土坡发掘和清理了不少汉墓。

1999 年 4 月，为配合合浦自来水厂的建设，广西区文物考古队的彭书琳、

陈左眉、陈文、李珍和合浦县博物馆的王伟昭等人参与发掘清理凸鬼岭的 18座

古墓葬。我曾两次到发掘现场参观考察，基本上浏览了这次发掘的墓葬形制和

随葬器物。

第一次去参观考察是 4月 8 日。那时考古发掘已进行了两天。共清理墓葬 4

座。其中一座为土坑木椁墓，一座为石室墓，另两座为砖室墓。

土坑墓是一座长方形竖穴木椁西汉墓。其棺木及尸骨已腐朽不存。随葬的

器物以生活实用的陶器为主，也有少量的铜器。

陶器有两个大双耳壶，两个小双耳壶，还有四个小罐和一个大罐。

双耳壶为浅盘口、长颈、扁圆腹、肩部有双耳、喇叭形圈足。大者高约 40cm，

小者高约 30cm。

小罐为敝口、短颈、扁球形腹、平底、灰胎、素面无纹。大罐敝口、颈较

高、长圆腹、平底、肩部拍印方格纹。小罐高约 20cm，大罐高约 50cm。

这些陶器，坯体一般采用轮制，器型比较规整。有些壶、罐还施以青黄色

的釉。有些釉层较厚，光亮润泽，出土时多数已剥落。

铜器有长剑、匕首、小铜鼎、铜匝等几件。这些铜器，出土时已锈蚀严重，

几乎没有完整的器物。剑长约 80cm，匕首长约 20cm。

在两座砖室墓中，其中一座为同冢异穴夫妻合葬墓。即在一座墓里，有两



个葬坑。这是西汉中期至东汉在两广地区较为流行的一种夫妻墓葬。凸鬼岭这

座同冢异穴墓，每个葬坑长约 5 米，宽约 1米。这是一座东汉后期的墓。

另一座石室墓也是一座双室合葬墓，两个葬坑都是用大石板砌成的，但墓

室较小，属清代墓葬。

同冢异穴合葬墓，多为夫妻合葬墓。这种形制在广西的贵县及合浦的汉墓

发掘中，也曾经有所发现。1984 年 9月，在合浦凸鬼岭清理发掘的两座汉墓，

便是同冢异穴夫妻合葬墓。1975 年秋在合浦堂排发掘的四座汉墓中，其中一座

M2也是夫妻合葬墓。1991 年秋在合浦母猪岭发掘的六座东汉墓中，也发现有两

座为同冢异穴双室墓。

由于历代盗墓严重，除了一座土坑木椁墓外，凸鬼岭其余两座砖室墓及石

室墓均被盗空，一座砖室墓仅遗留一面铜镜及少量破残的陶器。

在合浦古墓群中，砖室墓一般都被盗得十室九空，只有土坑木椁墓被盗扰

的可能性稍为少一点。如 1995 年秋，在发掘北海三合口盘子岭的 38 座东汉墓

中，除了两座保存完好外，其余均受到不同程度的盗扰，出土的器物仅有 116

件。而 1971 年冬，在发掘合浦望牛岭一座大型西汉土坑木椁墓时，由于没有受

过盗扰，出土器物有 245 件，其中有铜凤灯、人形足铜盘、铜魁等不少珍贵文

物。

第二次去参观考察是 4月 21 日，发掘工作已进入了尾声。这次考察主要看

两座土坑墓出土的随葬器物。其他砖室墓都被盗扰过，出土器物很少。其中有

座同冢异穴砖室墓形制较大，估计墓砖也超过万块，当是大户人家的墓葬。这

座墓的墓砖较厚，墓顶券拱是用斧头砖(即一边厚、一边薄的砖)砌成的。

在一座土坑墓中，出土有陶器，滑石器及青铜器等随葬品约 20多件，还有

水晶、玛瑙等饰物 4 颗及有少量的金铂。这个土坑墓较大，但器物存放较乱，

早年应被盗扰过。

出土的青铜器有铜剑、铜矛、铜灯及铜壶等。铜剑长约 1 米，已锈残。铜

壶高约 23cm，有提梁，壶壁很薄，壶身已锈残。

出土的滑石器有滑石灶、滑石缸及滑石杯各 l件。

滑石灶呈长方形，长约 40cm，高约 20cm，分两层台。灶面上有两个灶眼，

上置两个滑石釜。横面有两个拱形灶门。



滑石盘直径约为 20cm，盛有滑石小方块九块，象征着长长久久。

滑石杯高约 15cm，滑石水缸高约 20cm。均素面无纹。

在北海地区的墓葬中，滑石器的出土并不多见。1975 年秋，在合浦堂排发

掘的四座汉墓中，仅见四件滑石器。一件是滑石鼎，平口直腹，圆底，附方耳，

有不规则的八棱柱足，高为 19.6cm。另三件是小型的滑石炉，有两件高仅 6.6cm。

在不少的古墓中，经常出土有灶、井、仓、屋等模型明器。这是民间百姓

相信灵魂不死的明证。他们认为：人死后“魂气归于天，形魄归于地”，人死后

还将以“鬼”的身份生活在阴问。为了对逝者的崇敬和期盼，在丧葬时既举办

繁杂的祭祀仪式，也随葬不少明器及生活用品，以期盼死者在阴问也过上好日

子，也期盼鬼神为他们免灾获福。凸鬼岭出土的以滑石为材料的灶、杯、缸、

盘等模型，便是这种用途的明器。明器也称冥器。

在北海地区的墓葬中，灶这种明器的出土，有几件不同材料、不同造型的

灶，是很有档次、很有文物价值的。除了上面提到凸鬼岭出土的滑石灶外，1971

年 10 月在合浦望牛岭西汉墓中曾出土一件铜灶。该灶呈长方形，通长 72cm，灶

台上宽 23cm，下宽 27cm，高 18cm。灶身后端有龙首形中空烟突。灶面有三个火

眼，上置两釜一甑。此铜灶曾于 1998 年冬，在广西区博物馆作为广西文物物品

展出。

除了铜灶、滑石灶外，还有陶灶。1995 年秋。在北海盘子岭古墓中，出土

有 6 件陶灶，其中 2 件为白色泥质陶，方形盒状，拱形灶门，上端有长方形灶

额，后有档火墙，正中是猪头形烟突。灶面上有三个灶眼，分别置三件小釜。

灶身长 42.7cm，宽 11.7 至 12.8cm，高 16.4cm。

在凸鬼岭另一座土坑汉墓中，随葬品较乱，估计早年已被盗扰。出土器物

有陶器 9件，其中二件器形较大。

一是陶壶，高约 40cm，盘形口，束颈较长，肩外侧有一对双耳，扁圆腹，

喇叭形圈足。

另一件是陶罐，高约 50cm，广口、卷沿、圆腹、平底，器表拍印方格纹，

口径约 20多公分。如此高大的随葬罐并不多见。1998 年冬，在广西区博物馆展

出一个陶罐，与凸鬼岭出土的这个大陶罐很相似，它是作为广西文物精品展出

的。



解放后，为配合基建工程，凸鬼岭曾进行过两次古墓发掘。第一次是 1984

年秋，清理发掘两座汉代土坑墓，随葬品以生活实用的陶器为主，铜器次之，

铁器很少。

其中陶器有：壶、罐、四耳罐、鼎、瓮、釜、甑、灶等。

铜器有：鼎、奁、钫、壶、灯、镜、鐎壶、剪轮五铢钱等。

铁器有：刀、臿、剪等。其他还有玛瑙串饰，玻璃珠、黛石等。

第二次发掘是 1999 年 4 月，这次发掘的墓葬形制和随葬品与第一次发掘的

情况都很相似。

发掘的结果表明，北海地区在汉代，曾是我国南方古代经济、文化较为发

达的地区之一，出土的文物标本，为研究古合浦的政治、经济、古陶瓷、对外

关系，以及葬俗等问题，提供了较有价值的实物依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