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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前言

为配合绵 （阳） 遂 （宁） 高速公路三台段建

设，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在前期调查基础上，

在三台县文物管理所的配合下，于 2008 年 12 月

中下旬至 2009 年 6 月底对三台段沿线古代墓葬进

行了抢救性发掘，其中百顷镇芙蓉山崖墓群，老

马乡松林湾崖墓群、蓝家梁子崖墓群，［1］新德镇后

底山崖墓群，［2］争胜乡果园山崖墓群等墓葬很有学

术价值。现将 2009 年 5 月 18 日至 6 月 12 日对争

胜乡果园山崖墓群发掘清理情况简报于下。
争胜乡位于城北 20 公里，涪江河从西侧流

过，永和堰从北至南纵贯全境。崖墓群暴露于本

乡六村一社、五村六社。墓葬分布在“果园山”
（因曾被三台县交通局养路段承包种植果树故名）

上。现山上除少量果园外，大部分被密集的柏树

林覆盖。地理坐标约为 N31°10′50.4″，E105°02′
09.9″，海拔约 448 米 （图一）。

二 墓葬形制

本 次 发 掘 清 理 墓 葬 10 座 ， 编 号

2009SZGM1～2009SZGM10 （以下简称 M1～M10）。
墓葬均沿山势开凿，朝向大体一致，墓葬顺山坡

地形，呈约二排分布 （图二）。10 座崖墓均有墓

道，墓道平面均显示为前窄后宽，墓室多数为后

宽前窄的不规则长方或方形，墓室规模大多小于

墓道。依据墓道、墓室侧室与龛的有无，将 10
座墓分为三类：一、墓道有龛墓葬，1 座 （M6）；

二、墓 室 有 侧 室 与 龛 墓 葬 ， 3 座 （M1、M2、
M3）；三、无侧室与龛墓葬，6 座 （M4、M5、
M7～M10）。

（一） 墓道有龛墓葬

仅 M6 一座。
墓向 335°。墓道狭长，长 4.8 米，前宽 0.5、

后 宽 2.31、深 3.8 米。墓 道 壁 有 一 龛 ， 龛 长

0.64、高 0.44、深 0.34 米。墓门距地面深 3.06
米，上端长 0.64、下端长 0.74 米；甬道长 0.45、
高 0.74 米。墓室似长方形，平面呈“凹”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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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一 果园山崖墓群位置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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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为尸台。尸台长 1.5、宽 0.7、高 0.24 米。墓

室右侧有灶。墓室底距地面深 3.8 米，长 1.15、
前宽 1.18、后宽 1.5、高 0.94 米 （图三）。

出土器物 5 件，为陶罐、陶碟、青瓷碗、铜

发钗。
陶罐 2 件。M6 ∶1，泥质灰陶。尖唇，平

沿，敛口，鼓肩，鼓腹，平底。肩有一对称牛鼻

形耳。口径 23.2、腹径 32、底径 19、高 23.6 厘

米 （图四 ∶3）。M6 ∶2，泥质灰陶。方唇，敛口，

鼓肩，鼓腹，平底。肩有一对称牛鼻形耳。口径

19.8、腹径 27.6、底径 15.2、高 21.1 厘米 （图

四∶2）。
陶碟 1 件。M6∶3，泥质灰黑陶。尖圆唇，

浅腹，平底。口径 7.2、底径 3.2、高 3.4 厘米

（图四∶4）。
青瓷碗 1 件。M6∶4，浅灰色瓷胎。尖唇，

直口，弧腹，平底，饼足。足底内凹。内外壁施

青釉，外壁下腹至饼足露胎。口径 12.5、足径

4.3、高 7.7 厘米 （图四∶5）。
铜发钗 1 件。M6∶5，中部粗，两端细，圆

形锥状，呈“U”形。长 14.4 厘米 （图四∶1）。

（二） 墓室有侧室与龛墓葬

3 座，为 M1～M3。
1. M1
墓向 315°。墓道狭长，长 2 米，前宽 0.8、

后宽 1.3、深 2.1 米。墓门距地面深 1.5 米，上长

0.47、下长 0.54 米；甬道长 0.34、高 0.6 米。墓

室前窄后宽，右壁有龛。龛长 0.6、高 0.26、深

0.24 米。墓室底距地面深 2.1 米，长 2.3、前宽

1.26、后宽 1.5、高 0.85 米。
出土器物 5 件，为陶罐、陶壶、陶釜、陶

甑、青瓷碗。
陶罐 1 件。M1 ∶1，泥质灰陶。圆唇，直

口，短颈，斜肩，鼓腹，平底。口径 12、腹径

图二 果园山崖墓群 M1～M10平面位置示意图

图三 M6平、剖面图

图四 M6出土器物
1.铜发钗（M6∶5） 2、3.陶罐（M6∶2、M6∶1） 4.陶
碟（M6∶3） 5.青瓷碗（M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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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底径 12.2、高 13.4 厘米 （图五∶3）。
盘口壶 1 件。M1∶2，泥质灰黑陶。圆唇，

盘口，束颈，斜肩，鼓腹，平底。肩有四鼻形

系。口径 11.6、腹径 12.8、高 24.6 厘米 （图五∶
4）。

陶釜 1 件。M1∶3，泥质褐红陶。圆唇，宽

斜折沿，侈口，鼓腹，圜底。腹壁饰绳纹。口径

22.3、腹径 20.8、高 16.8 厘米 （图五∶1）。
陶甑 1 件。M1∶4，泥质褐红陶。方圆唇，

口微敞，斜直腹壁，平底。底有直径 0.3 厘米圆

孔 19 个。口 径 18.4、底 径 13.6、高 2.8 厘 米

（图五∶5）。
青瓷碗 1 件。M1∶5，青灰色瓷胎。方圆唇，

直口，弧腹，平底。饼足，足底内凹。内外壁施

青釉，釉色泛黄多脱落。外壁下腹至饼足露胎。
口径 12.4、足径 4.4、通高 8.4 厘米 （图五∶2）。

2. M2
墓向 325°。墓道狭长，长 5.7 米，前宽 0.7、

后宽 1.7、深 4.21 米。墓门距地面深 3.4 米，上

长 0.58、下长 0.63 米；甬道长 0.8、高 0.81 米。
墓室前窄后宽，狭长形墓室内右壁有龛，墓室左

侧为尸台，长 2.1、宽 0.85、高 0.35 米。墓室右

壁有长方形龛，长 0.87、高 0.5、深 0.25 米。后

壁有小灯龛。墓室底距地面深 4.21 米，长 2.1、
前宽 1.77、后宽 2、高 1.2 米 （图六）。

出土器物 7 件，为陶罐、陶釜、陶甑、陶

碗、陶盘、青瓷碗。

陶罐 1 件。M2∶1，泥质灰陶。方

唇，鼓肩，鼓腹，平底。肩有一对称牛

鼻形耳。口径 19.6、腹径 27.4、底径

16、高 24 厘米 （图七∶3）。
陶釜 1 件。M2∶2，泥质黑陶。方

唇，宽斜折沿，侈口，鼓腹，圜底。腹

壁饰绳纹。口径 23.6、腹径 23.6、高

18.4 厘米 （图七∶4）。
陶甑 1 件。M2∶3，泥质黑陶。方

唇，口微敛，直腹微鼓，平底。底部中

央有一直径 2.8 厘米圆孔，四周各有一直

径 0.8 厘米圆孔分布。口径 16.8、腹径

17.6、底径 11.2、高 15.6 厘米 （图七∶7）。
陶碗 2 件。M2∶4，泥质灰陶。圆

唇，口微敛，斜弧腹下收，平底，饼

足。口径 13.4、足径 4.8、通高 8.2 厘米 （图七∶
6）。M2∶5，泥质灰陶。方圆唇，直口，弧腹，平

底，饼足。口沿下饰二周凹弦纹。口径 12.2、足

径 4.7、通高 7 厘米 （图七∶1）。
陶盘 1 件。M2∶6，泥质褐红陶。圆唇，敞

口，浅腹，平底。口径 15.2、底径 10.6、高 2.6
厘米 （图七∶2）。

青瓷碗 1 件。M2∶7，青灰色瓷胎。方唇，

口微敛，弧腹，平底，饼足足底内凹。内外壁施

青釉，外壁下腹至饼足露胎。口径 12.4、足径

4.4、通高 5.3 厘米 （图七∶5）。

图五 M1出土器物
1.陶釜（M1∶3） 2.青瓷碗（M1∶5） 3.陶罐（M1∶1） 4.陶壶（M1∶2）
5.陶甑（M1∶4）

图六 M2平、剖面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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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八 M3出土器物
1.陶碗（M3∶1） 2.陶甑（M3∶5） 3、4、6.陶罐（M3∶1、M3∶3、M3∶2）
5.陶釜（M3∶4）

3. M3
墓 向 310°。墓 道 狭 长 ， 长 2.4 米 ， 前 宽

1.06、后宽 1.48、深 2.4 米。墓门距地面深 1.65
米，上长 0.58、下长 0.68 米；甬道长 0.5、高

0.75 米。墓室前窄后宽，狭长形墓室内有龛。左

侧为尸台，长 2.5、宽 0.7、高 0.08 米。墓室右

壁有长方形龛，长 0.84、高 0.12、深 0.15 米。
墓室底距地面深 2.4 米，长 2.5、前宽 1.3、后宽

1.6、高 1.2 米。
出土器物 6 件，为陶罐、陶釜、陶甑、陶碗。
陶罐 3 件。M3∶1，泥质灰陶。方圆唇，敛

口，鼓肩，鼓腹，平底。肩有一对称牛鼻形耳。
口径 18.2、腹径 26、底径 16、高 18.8 厘米 （图

八∶3）。M3∶2，泥质灰陶。圆唇，直口，有颈，

鼓肩，鼓腹，平底。肩有一对称牛鼻形耳。口径

9.2、腹径 20.4、底径 9.4、高 6.8 厘米

（图八∶6）。M3∶3，泥质灰黑陶。方唇，

斜肩，鼓腹，平底。肩有一对称牛鼻

形耳。口径 20.2、腹径 26、底径 14.4、
高 19.2 厘米 （图八∶4）。

陶釜 1 件。M3∶4，泥质灰陶。圆

唇，宽斜折沿，侈口，鼓腹，圜底。
口 径 19.4、腹 径 18.4、高 12.4 厘 米

（图八∶5）。
陶甑 1 件。M3∶5，泥质灰陶。圆

唇，直口，斜弧腹，平底。底有直径

0.4 厘米圆孔 4 个。口径 15.1、底径

7.1、高 7.4 厘米 （图八∶2）。
陶碗 1 件。M3∶6，泥质灰黑陶。

圆唇，口微敛，直腹下收，平底，饼

足，足底内凹。口径 14、足径 6.3、高 7.4 厘米

（图八∶1）。
（三） 无侧室与龛墓葬

6 座，为 M4、M5、M7～M10。
1. M4
墓向 300°。墓道狭长，长 3.5 米，前宽 0.7、

后宽 1.91、深 2.6 米。墓门距地面深 1.92 米，上

长 0.5、下长 0.6 米，甬道长 0.58、高 0.68 米。
墓室似长方形墓室后部为尸台，长 1.6、宽 0.6、
高 0.26 米。墓室右壁有三角形龛窝。墓室底距

地面深 2.6 米，长 1.77、前宽 1.6、后宽 1.6、高

0.9 米。
出土器物 6 件，为陶罐、陶釜、陶甑、陶

碗、青瓷壶。
陶罐 1 件。M4 ∶1，泥质灰陶。

尖圆唇，平沿，敛口，鼓肩，鼓腹，

平底。肩有一对称牛鼻形耳。口径

20.8、腹 径 30.8、底 径 19、高 23.2
厘米 （图九∶3）。

陶釜 1 件。M4 ∶2，泥质 橙红

陶。圆唇，宽折沿，侈口，直腹，圜

底。腹壁饰绳纹。口径 15.8、腹径

12.4、高 10.4 厘米 （图九∶4）
陶甑 1 件。M4∶3，残。泥质褐

红陶。尖圆唇，直口，斜直腹。口径

12.8、残高 5.2 厘米 （图九∶1）。
陶碗 2 件。M4 ∶4，泥质灰陶。

图七 M2出土器物
1、6.陶碗（M2∶5、M2∶4） 2.陶盘（M2∶6） 3.陶罐（M2∶1） 4.陶釜
（M2∶2） 5.青瓷碗（M2∶7） 7.陶甑（M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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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九 M4出土器物
1.陶甑（M4∶3） 2、6.陶碗（M4∶4、M4∶5） 3.陶罐
（M4∶1） 4.陶釜（M4∶2） 5.青瓷壶（M4∶6）

图一〇 M5平、剖面图

方圆唇，敞口，斜直腹，平底。口径 13.6、底径

7.2、高 8.2 厘米 （图九∶2）。M4∶5，泥质灰褐陶。
口部窑烧变形。圆唇，斜弧腹，平底，饼足。口

径 10.4、足径 4.2、通高 6.1 厘米 （图九∶6）。
青瓷壶 1 件。M4∶6，残。青灰色瓷胎。束

颈，斜溜肩，鼓腹。肩有四对称桥形耳。腹径

15、残高 16.7 厘米 （图九∶5）。

2. M5
墓向 305°。墓道狭长，长 6.9 米，前宽 0.5、

后宽 1.6、深 2.2 米。墓门距地面深 1.56 米，上

长 0.54、下长 0.54 米，甬道长 0.58、高 0.64 米。
墓室似长方形。墓室底距地面深 2.2 米，长 1.3、
前宽 1.51、后宽 1.7、高 0.85 米 （图一〇）。

出土器物 9 件，为陶罐、陶釜、陶甑、陶

碗、陶碟、青瓷碗、青瓷壶。
陶罐 1 件。M5∶1，泥质灰陶。方尖唇，斜

沿，敛口，鼓肩，鼓腹，平底。肩有一对称牛鼻

形耳。口径 22.4、腹径 32.8、底径 17.6、高 24.4
厘米 （图一一∶2）。

陶釜 1 件。M5∶2，泥质褐红陶。圆唇，宽

斜折沿，侈口，鼓腹，圜底。腹壁饰竖绳纹。口

径 23.4、腹径 20.4、高 18.4 厘米 （图一一∶7）。
陶甑 1 件。M5∶3，泥质褐红陶。圆唇，斜

直腹，平底。底有直径 0.3 厘米圆孔 13 个。器

表饰斜绳纹。口径 19.6、底径 11.6、高 14 厘米

（图一一∶9）。
陶碗 3 件。M5∶4，泥质灰陶。尖圆唇，直

口，弧腹，平底，饼足。口径 13.8、足径 6.6、
高 7.8 厘米 （图一一∶5）。M5∶5，泥质灰陶。圆

唇，直口，弧腹，平底，饼足。口沿下有二周凹

弦纹。口径 11.6、足径 5，高 7.6 厘米 （图一一∶
8）。M5∶6，泥质黑灰陶。圆唇，直口，弧腹，平

底。口沿下有二周凹弦纹。口径 12.7、足径 5.6、
高 8 厘米 （图一一∶3）。

陶碟 1 件。M5∶7，泥质灰陶。尖圆唇，直

口，浅腹，平底。口径 8.4、底径 4.4、高 3 厘米

（图一一∶6）。
青瓷碗 1 件。M5∶8，浅灰色瓷胎。方圆唇，

直口。弧腹，平底，饼足，足底内凹。内外壁施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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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M7
墓向 315°。墓道狭长，长 3.4 米，前宽 0.6、

后宽 1.7、深 2.5 米。墓门距地面深 1.82 米，上

长 0.45、下长 0.51 米；甬道长 0.5、高 0.68 米。
墓室长方形，平面呈“凹”形，后为尸台，尸台

长 1.7、宽 0.8、高 0.12 米。墓室底距地面深 2.5
米，长 1.6、前宽 1.24、后宽 1.7、高 1.02 米。

出土器物 5 件，为陶甑、陶碗、
青瓷碗、铜发钗。

陶甑 1 件。M7∶1，泥质褐红陶。
圆唇，直口微敞，斜直腹壁，平底。
底有直径 0.3 厘米圆孔 9 个，器表饰

斜 绳 纹。口 径 16.2、底 径 8.2、高

14.4 厘米 （图一二∶4）。
陶碗 1 件。M7 ∶2，泥质灰陶。

方唇，直口，弧腹。口径 16、残高

5.5 厘米 （图一二∶2）。
青瓷碗 2 件。M7∶3，浅灰色瓷

胎。方圆唇，直口，弧腹，平底，饼

足，足底内凹。内外壁施青釉，外壁

下腹至饼足露胎。口径 7.5、足径 3、
高 5.6 厘米 （图一二∶1）。M7∶4，浅灰

色瓷胎。尖圆唇，直口，弧腹，平底，饼足，足

底内凹。内外壁施青釉，外壁下腹至饼足露胎。
口沿处有一凹弦纹。口径 10.3、足径 3.4、高 5.6
厘米 （图一二∶3）。

铜发钗 1 件。M7∶5，中部粗，两端渐细，

圆形锥状，呈“U”形。残长 14 厘米 （图一

二∶5）。

图一一 M5出土器物
1.青瓷罐（M5∶9） 2.陶罐（M5∶1） 3、5、8.陶碗（M5∶6、M5∶4、M5∶5） 4.青瓷碗（M5∶8） 6.陶碟（M5∶7）
7.陶釜（M5∶2） 9.陶甑（M5∶3）

图一二 M7出土器物
1、3.青瓷碗（M7∶3、M7∶4） 2.陶碗（M7∶2） 4.陶甑（M7∶1）
5.铜发钗（M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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釉，釉色泛黄，釉层脱落，外壁下腹至饼足露胎。
口径 12.4、足径 4.6、高 7.8 厘米 （图一一∶4）。

青瓷罐 1 件。M5∶9，浅灰色瓷。方唇，短

颈，鼓肩，鼓腹，平底。肩有四对称桥形耳。器

表施青釉，底部露胎。口径 8、腹径 12.8、底径

7.5、高 10.6 厘米 （图一一∶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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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一三 M8出土陶壶
1.M8∶1 2.M8∶2

图一四 M9平、剖面图

4. M8
墓 向 325°。墓 道 狭 长 ， 长 3.4 米 ， 前 宽

0.85、后宽 1.98、深 2.6 米。墓门距地面深 1.7
米，上长 0.84、下长 0.84、高 0.9 米。墓室似平

面三角形，墓室后部为尸台，尸台长 1.8、宽 1、
高 0.4 米。墓室底距地面深 2.6 米，长 2.5、前宽

0.84、后宽 1.8、高 1.4 米。
出土器物 2 件，均为陶壶。
陶壶 2 件。M8∶1，泥质灰陶。尖圆唇，盘

口，束颈，斜肩，鼓腹，平底。肩有四对称牛鼻

形耳。口径 12.2、腹径 25.2、底径 14.8、高 30.6
厘米 （图一三∶1）。M8∶2，泥质灰陶。方尖唇。
盘口，束颈斜溜肩，鼓腹，平底。肩有四对称牛

鼻形耳。口径 12.4、腹径 23.6、底径 14、高 25
厘米 （图一三∶2）。

5. M9
墓 向 335°。墓 道 狭 长 ， 长 2.7 米 ， 前 宽

0.95、后宽 1.49、深 2.4 米。墓门距地面深 1.5
米，上长 0.8、下长 0.85 米；甬道长 0.7、高 0.9
米。墓室似平面长方形，墓室后部为尸台，尸台

长 1.8、宽 1、高 0.34 米。墓室底距地面深 2.4
米，长 1.8、前宽 1.1、后宽 1.8、高 1.34 米 （图

一四）。
出土器物 7 件，为陶罐、陶釜、陶甑、陶

碟、青瓷碗、铁镰。
陶罐 2 件。M9 ∶1，残。泥质灰褐陶。方

唇，直口，鼓肩，鼓腹。肩有一对称牛鼻形耳。
口径 10.4、残高 6.4 厘米 （图一五∶3）。M9∶2，泥

质灰黑陶。圆唇，宽斜折沿，侈口，鼓腹，平

底。口径 16.8、腹径 17.4、底径 9.4、高 12.4 厘

米 （图一五∶7）。
陶釜 1 件。M9∶3，泥质灰黑陶。圆唇，宽

斜折沿，侈口，鼓腹，圜底。腹壁饰竖绳纹。口

径 25、腹径 22.8、高 18 厘米 （图一五∶4）。
陶甑 1 件。M9∶4，泥质灰黑陶。尖唇，平

折沿，敛口，深腹，平底。底有一直径 1.6 厘米

圆孔。口径 16.4、腹径 17.6、底径 9.8、高 14.8
厘米 （图一五∶6）。

陶碟 1 件。M9∶5，泥质灰褐陶。圆唇，直

口，浅腹，平底。口径 7、底径 3、高 3.1 厘米

（图一五∶2）。
青瓷碗 1 件。M9∶7，浅灰色瓷胎。圆唇，

直口，弧腹，残。内外壁施青釉。口径 13.1、残

高 4.6 厘米 （图一五∶5）。
铁镰 1 件。M9∶6，锈蚀严重。长条形，右

端卷曲呈銎状，弧刃。残长 12.5、宽 1.7、厚 0.4
厘米 （图一五∶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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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一五 M9出土器物
1.铁镰（M9∶6） 2.陶碟（M9∶5） 3、7.陶罐（M9∶1、M9∶2）
4.陶釜（M9∶3） 5.青瓷碗（M9∶7） 6.陶甑（M9∶4）

6. M10
墓向 325°。墓道狭长形，墓道长 2.4 米，前

宽 0.8、后宽 1.62、深 2 米。墓门距地面深 1.36、
上长 0.63、下长 0.7 米；甬道长 0.5、高 0.64 米。
墓室平面呈“凹”形，后为尸台。墓室长 1.2、
前宽 1.54、后宽 1.6、高 1 米。

出土器物 4 件，为陶釜、陶碗、青瓷碗。
陶釜 1 件。M10 ∶1，底残。泥质橙红陶。

尖圆唇，宽折沿，侈口，直腹。腹壁饰绳纹。口

径 14.6、腹径 11.4、残高 7.4 厘米 （图一六∶1）。
陶碗 1 件。M10∶2，泥质黑陶。直口，弧

腹，平底，饼足。器表有轮制痕。口径 10、足

径 4、高 6 厘米 （图一六∶3）。
青瓷碗 2 件。M10∶3，浅灰色瓷胎。圆唇，

直口。弧腹，平底，饼足，足底内凹。内外壁施

青釉，釉色泛黄，釉层脱落，外壁下腹下腹至饼

足露胎。口径 12.2、足径 4.4、高 8.2 厘米 （图

一六∶4）。M10∶4，青灰色瓷胎。方唇，口微敛，

弧腹，平底，饼足足底内凹。内外壁施青釉，外

壁下腹至饼足露胎。口径 15.2、足径 4.8、通高

6.6 厘米 （图一六∶2）。

三 结语

此次发掘清理的果园山崖墓群 10 座墓，依

山开凿，墓葬间无打破叠压现象。墓道狭长，前

窄后宽，其中 M6 的墓道壁凿有一龛。10 座墓的

墓室低矮狭小，墓室内带有侧室与龛的墓葬 3
座，无侧室与龛的墓葬 6 座。

果园山崖墓时代，从墓葬形制观察，M6 前

窄后宽的狭长墓道，且墓道壁上有龛现象见于后

底山崖墓 M3、M6、M7 等。墓室低矮狭小，与

后底山崖墓墓室空间特点一致。墓室内带有侧室

与 龛的墓室结 构现象也 见 于 后 底 山 崖 墓 M3、
M5、M12、M13 等。果园山崖墓中墓室内无侧室

与龛墓葬现象与后底山崖墓 M6、M7、M9 等的

墓室结构相同或相似。［3］

果园山崖墓群虽然未出土含有明确纪年的钱

币或其他铭文资料的遗物，但将出土随葬物品与

后底山崖墓，特别是出土含有隋五铢钱币及其器

物的墓葬比较，不难发现果园山崖墓出土器物中

有相当数量的器物与后底山隋代崖墓出土器物一

致或相同。
果园山崖墓 M6 出土青瓷 碗 与 后 底 山 M7

（M7∶8）、M5 （M5∶6） 青瓷碗几乎相同，出土陶

甑和铜发钗见于后底山崖墓 M7 （M7 ∶4）、M10
（M10∶5、M10∶4）。果园山崖墓 M1、M2 出土陶

釜、陶甑见于后底山崖墓 M12 （M12 ∶1）、M10
（M10∶5），M2 出土陶甑与后底山崖墓 M9 （M9：

2） 相同；青瓷碗见于后底山崖墓 M7 （M7∶6）、
M2 （M2∶3、M2∶4）；M2 出土陶罐与后底山崖墓

M6 出土陶罐 （M6∶7） 相同，果园山崖墓 M3 出

图一六 M10出土器物
1.陶釜（M10∶1） 2、4.青瓷碗（M10∶4、M10∶3）
3.陶碗（M1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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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的 3 件陶双耳鼓肩罐见于后底山崖墓 M4 （M4∶
1）、M7 （M7∶1）、M12 （M12:1）；M4 出土的双耳

陶罐见于后底山崖墓 M3 （M3∶2），出土陶釜与后

底山崖墓 M12 （M12 ∶3） 相近；果园山崖墓 M5
出土陶罐、陶釜、陶甑也分别见于后底山崖墓

M14 （M14 ∶1）、M12 （M12 ∶3）、M12 （M12 ∶2），

出土陶碟、青瓷碗见于后底山崖墓 M3 （M3∶1）、
M5 （M5∶3）、M6 （M6∶8）、M7 （M7∶6）；果园山

崖墓 M6 出土陶碟、青瓷碗和铜发钗分别见于后

低山崖墓 M12 （M12∶1）、M3 （M3∶1）、M5 （M5∶
6） 和 M10 （M10∶6）；M7 出土陶甑、青瓷碗和铜

发钗分别与后底山崖墓 M10 （M10∶3）、M7 （M7∶
6） 和 M6 （M6∶3） 同形器物相同或相似；M9 出

土陶罐、陶釜、陶甑、陶碟分别与后底山崖墓

M3 （M3 ∶2）、M7 （M7 ∶3）、M12 （M12 ∶3）、M4
（M4∶1）、M3 （M3 ∶1） 等同形器物相同或相似；

M10 出土陶釜、陶碗、青瓷碗也分别与后底山崖

墓 M3 （M3∶4）、M9 （M9∶4）、M7 （M7∶6） 等同形

器物相同或相似。［4］M8 仅出土 2 件陶壶，虽在后

底山 15 座崖墓中不见出土，但在果园山崖墓 M1
（M1∶2） 亦有出土。

通过上述比较，果园山崖墓群无论是墓葬形

制中的墓道、墓室结构、墓室大小还是出土随葬

物品均与后底山隋代崖墓群有太多的相同或相似

的因素。据此我们可以初步推断：果园山崖墓的

时代应属隋代。至于果园山崖墓 M8 出土的 2 件

陶壶，在后底山崖墓中不曾出土，但墓室结构与

后底山崖墓 M6 十分相似，而出土陶壶在果园山

崖墓 M1 有过出土，而果园山崖墓 M1 出土的釜、
甑、罐、青瓷碗等，又见于后底山崖墓出土五铢

钱的 M3、M5 等，故果园山崖墓 M8 的时代应与

果园山 M1 的时代相当，亦属隋代。
由于这 10 座墓均遭不同程度的毁损和盗掘，

出土物品不均，最少的仅 2 件 （M8），最多的 9
件 （M5），共 56 件，其中陶器有 42 件，占绝大

多数，主要器形有釜、罐、甑、壶、碗、碟等。
其次是青瓷器，有 11 件，为碗、壶；只有数量

极少的铜器和铁器。陶器中罐 11 件、碗 10 件、
釜 7 件、甑 7 件和青瓷器中的碗 （9 件） 等生活

实用器数量最多，应该是这批崖墓随葬器物的基

本组合。而陶盘、盘口四系壶与铁镰是果园山崖

墓有特点的器物。

如果上述我们对果园山崖墓时代推断无误的

话，这将是继后底山隋代崖墓群被认定后，四川

经过考古发掘清理的第二批隋代墓葬考古资料，

它对我们认知涪江流域及其周边地区类似墓葬形

制及其出土随葬器物的判断积累了新的资料，开

启了四川隋代崖墓考古的视窗，学术意义自不待

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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