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五章 出土器物研究（下）

第一节 铁器及金银器

一、铁器

剑 7 件。剑身细长，茎扁条形，剑茎与剑身之间套有青铜剑格，剑身中脊明显。依

有无剑首分二型。

A型：2件。环形剑首。二炮厂 M12 和廉乳厂 M2 出土。标本二炮厂 M12:1，残长 92.4、

身最宽 3.6 厘米
[1]
（图 5-1:1）。

B型：5件。无剑首。出自望牛岭 M1、寮尾 M14、1999 凸鬼岭 M5、九只岭 M6A 和 M5。

标本寮尾 M14:13，原有剑鞘套住，剑身尚存木鞘痕迹。剑格把的一侧内凹处两面各镶嵌有

一片金片，上面焊接细密的小颗粒金珠。剑长 92、身最宽 3.6 厘米
[2]
(图 5-1:2)。

环首刀 8 件。环首，一边刃。出自望牛岭 M1、1984 凸鬼岭 M201A、风门岭 M10、堂

排 M2B、汽齿厂 M2、二炮厂 M4 和 M12。标本望牛岭 M1:49，长 19 厘米
[3]
。

削 19 件。柄扁条形，末端呈环首，一侧宽出呈刃，前端斜收成锋。出自风门岭 M23A、

M26，寮尾 M14、M15，1999 凸鬼岭 M4、M6，1996 母猪岭 M4、M5，堂排 M2A，九只岭 M5、

M6A、M2、M6B 和文昌塔 M2 等。标本九只岭 M6A:82，长 26.6、中宽 1.8 厘米
[4]
（图 5-1:3）。

凿 1 件。风门岭 M24A:27，端头打击面略宽于凿身，截面呈长方形，从端头至刃口

均匀收分。双面刃，口尖圆。长 23.6、中宽 1.8 厘米
[5]
（图 5-1:4）。

戟 寮尾 M14 出土 4 件。呈“卜”字形，有前伸的直刺与旁出的横枝，为了加固戟秘，

又加装青铜秘帽，内残存朽木。标本 M14:扰 38，残长 11.6、刺宽 1.2 厘米
[6]
。

钉 19 件。依形状分三型。

A 型：3 件。汽齿厂 M2、寮尾 M14 和 1999 凸鬼岭 M6 出土。长条形，横截面呈圆形，

上粗下细，下端收尖。标本汽齿厂 M2:11，中宽 0.8、长 22.5 厘米
[7]
。

B型：1件。码钉。风门岭 M23B:18，上宽 6、下宽 6.6、高 3厘米
[8]
（图 5-1:5）。

C 型：15 件。呈“7”字形，横截面为长方形。风门岭 M23A、M26 和寮尾 M14 出土。

标本寮尾 M14:扰 35-1，长 4.8 厘米
[9]
。

臿 12 件。呈“凹”字形，内有空槽，刃两端外撇。出自汽齿厂 M4、寮尾 M14、1984

凸鬼岭 M201A、堂排 M2B 和风门岭 M28。1984 凸鬼岭 M201A:2，长 9、刃宽 13.5 厘米
[10]

（图

5-1:6）。

斧 1件。寮尾 M15 出土。M15:扰 15，长方形，上端銎部截面为梯形，下端横刃为弧

形，上下相通。长 8.8、刃宽 3.6 厘米
[11]

。

剪 4件。交股形。出自 1984 凸鬼岭 M201B[12]、1996 母猪岭 M5 和 1996 母猪岭 M6。

熨斗 1 件。二炮厂 M4:41，浅盘，平底，口沿处出折把，把末端平，呈“❤”形。



盘径 8.95、通高 4.3 厘米
[13]

（图 5-1:7）。

镊 7件。出自二炮厂 M4、汽齿厂 M2、官塘岭 M5、二炮厂 M6、M14A 和 M8。用扁铁条

对折成两股，两股同长。标本二炮厂 M4:48，残长 5、中宽 1.09、厚 0.2 厘米
[14]

。

行灯 2件。精神病院 M3:扰 6，圆盘状，壁略斜直，中见支钉，平底。盘径 14 厘米
[15]

（图 5-1:8）。文昌塔 M4 出土 1件，底部有三乳足
[16]

。

图 5-1 铁器

1.A 型剑（二炮厂 M12:1） 2.B 型剑（寮尾 M14:13）

3.削（九只岭 M6A:82） 4.凿（风门岭 M24A:27）

5.B 型钉（风门岭 M23B:18） 6.臿（1984 凸鬼岭 M201A:2）

7.熨斗（二炮厂 M4:41） 8.行灯（精神病院 M3:扰 6）

镬 1件。上部有槽，下部两侧作齿状，一齿缺。风门岭 M22:13，高 2.7、横残宽 5.1

厘米
[17]

。

簇 1件。盘子岭 M9:24，长铤。残长 7.1 厘米
[18]

。

二、金银器

金镯 2件。圆环形。堂排 M2A 出土。标本 M2A:30，重 22.4 克
[19]

。

金戒指依戒面形制分二型。

A 形：10 件。戒面平，呈圆形或菱形。出自 1999 凸鬼岭 M19，1991 母猪岭 M1，风门

岭 M10、M26，堂排 M2A，九只岭 M6A 和 M6B 等墓。标本九只岭 M6A:74，环体内平外圆，戒

面圆形，突起如一圆钮。直径 1.9 厘米
[20]

。

B型：1件。戒面呈圆形突起，中凹成一圆窝，内有镶嵌物。九只岭 M6A:7，镶嵌物已



失。直径 1.8 厘米
[21]

。

金花饰 1件。堂排 M3:9，可能为冠上装饰，重 62 克
[22]

。

金耳铛 2 件。用薄金箔制成，通体似喇叭管形，细腰，素面无纹。九只岭 M5:68、

69，长 1.9 厘米
[23]

。

金花球 依形状分四型。

A型：7件。扁圆形刻细弦纹。九只岭 M6A 出土，M6A:81，直径 1.5 厘米
[24]

。

B型：1件。球形。风门岭 M10:58，表面焊接金丝和小金珠，直径 1厘米
[25]

。

C型：1件。风门岭 M10:59，平面呈六角形，空心。内似原有镶嵌物。直径 0.8 厘米
[26]

。

D 型：30 余件。出自风门岭 M10，九只岭 M5 和 M6A，北插江盐堆 M1 和 M4。用圆形小

金条焊接十二个小圈，以供连缀。十二个小圈上下各一，中分两层，每层五个；小圈交汇

三角地带用高温吹凝的堆珠加以固定。堆珠之间以及堆珠与小圆圈之间都有焊接。标本九

只岭 M6A:77，径 0.5~1.7 厘米
[27]

。

金珠饰 依形状分四型。

A 型：7 件。球形。九只岭 M6A 和 1991 母猪岭 M6 出土。标本九只岭 M6A:77，长 1.3

厘米
[28]

。

B型：2件。算珠形。风门岭 M10 和望牛岭 M1 出土。望牛岭出土 1件，直径 0.5 厘米
[29]

。

C 型：2 件。榄形。望牛岭 M1 和风门岭 M26 出土。望牛岭出土 1 件，长 1、直径 0.4

厘米
[30]

。

D型：1件。吊钟形。望牛岭 M1 出土，长 1、直径 0.5 厘米，纵穿孔
[31]

。

E型：1件。胜形。风门岭 M26:63，中宽 1.1 厘米
[32]

。

金饼 2件。望牛岭 M1 出土。M1:51、58，圆形凹心，一刻“阮”，在阮字上方细刻一

“位”字，直径 6.5 厘米，重 247 克；一刻“大”字，在大字下方细刻“太史”二字，直

径 6.3 厘米，重 249 克
[33]

。

金带钩 1件。黄泥岗 M1 出土。侧视呈 S形，上端曲首为龙头状，下端有一圆形扣。

长 6.6 厘米
[34]

。

银戒指 13 件。出自寮尾 M13B，1994 母猪岭 M4、M6，1991 母猪岭 M1，风门岭 M10，

九只岭 M5，二炮厂 M5 和 M14A。环体扁圆，环面作扁平菱形。标本寮尾 M13B：6，直径 2.1

厘米
[35]

。

银手镯 4 件。圆圈形。氧化成紫色。1994 母猪岭 M4、1991 母猪岭 M1 和九只岭 M5

出土。标本九只岭 M5:72，直径 8厘米
[36]

。

银印章 2枚。1994 母猪岭 M4:35，半球形，印文“黄营”。直径 1.4、高 0.8 厘米
[37]

；

1995 年环城镇北插江第二麻纺厂 M30 出土 1 枚，馆藏号 001031，方形，龟背，印文“赵



（初）君印”。直径 1.4、重 6克
[38]

。

银碗 1件。风门岭 M26:11，氧化成紫色，残见圈足。足径 5.7 厘米
[39]

。

银串饰 1串。滴水形，有纵穿孔。多和其他材质饰品串一起。二炮厂 M14A:5-1，长

1.6、最大径 0.4 厘米
[4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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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 玉石器

一、玉器

眼瑱 3件。出自寮尾 M13B 和风门岭 M10。扁平榄形，底平，表面微隆，中间有一折

棱，两端各有一穿孔。标本寮尾 M13B：扰 3，长 5、最宽处 2.4 厘米
[1]
。

剑璏 2件。出自 1996 母猪岭 M5 和寮尾 M13B。标本寮尾 M13B：扰 4，长方形，两端

残，底有銎套，正面雕两立体游龙。残长 5.9、高 2.6 厘米
[2]
。

耳塞、鼻塞 8 件。六面棱形，一头大，一头小。出自望牛岭 M1、堂排 M4 和风门岭

M10。标本风门岭 M10:56，一头宽 0.7，一头宽 0.5 厘米
[3]
。

肛门塞 2件。出自寮尾 M14 和风门岭 M10。标本寮尾 M14：扰 20，一头宽 1.4、另一

头宽 1.1，长 6.5 厘米
[4]
。

玉握 3件。猪形，卧式。风门岭 M10 和堂排 M4 出土。标本堂排 M4:20，长 4.6 厘米
[5]
。

带钩 2件。分二型。

A型：1件。龙首。北插江盐堆 M1 出土，长 6.5、宽 1厘米，重 12.6 克
[6]
。

B型：1件。子母带钩。黄泥岗 M1 出土，鹅嘴形钩，子勾长 4、宽 15、母带钩外径 4、

内径 2.5 厘米
[7]
。

玉佩 蟠螭纹。黄泥岗 M1 出土，长 6.5、宽 4.8 厘米，重 25 克
[8]
。

璧 5件。依形状分二型。

A型：4件。圆形，不出廓。出自 1996 母猪岭 M4、九只岭 M5 和 M6A。标本九只岭 M5:64，

青灰色。内外平边，两面内重刻谷纹，外重为四组双身龙纹，内、外重纹饰间以短斜线划

纹。直径 18.9、厚 0.5 厘米
[9]
。

B型：1件。上方出廓。黄泥岗 M1 出土，白玉质。璧上方出廓透雕双龙钮，钮中心有

“宜子孙日益昌”六字；璧身凸起谷纹，肉与好的外沿均饰一圈弦纹。高钮以 S形线条构

图，对称中略有变化。直径 18.3、内径 3.5、通高 27 厘米
[10]

。

琀 2件。蝉形，薄片。出自望牛岭 M1 和风门岭 M10。标本风门岭 M10:57，长 5.2、

宽 3.2 厘米
[11]

。

碗 1件。风门岭 M26:60，黄褐，局部灰白。圆润光滑，直口，浅矮圈足，口沿外侧

旋刮凹槽一道。口径 10、高 5.2、足径 5.8 厘米
[12]

。

管饰 4 件。风门岭 M27、M23B、M26 均有出土。标本风门岭 M26:70，长条形，一大一

小，通体磨光，两端有对穿孔。大件残长 6、直径 1.5 厘米
[13]

。

饰品 风门岭 M23B 出土圆片形玉石，黄色泛翠绿点，径 1.6 厘米；靴形玉石 1 件，

高 1.2 厘米
[14]

；风门岭 M26 出土玉石，黄白色，有圆饼状、扁壶形、饼形和胜形
[15]

。



二、石器

主要为滑石器，另有少量石黛砚和砺石。

鼎 5件。带盖，盖面隆起。深腹，平底，三圆柱形足。依口部形制分二型。

A型：4件。敛口。出自风门岭 M23A、M23B、M24B 和堂排 M2A。标本风门岭 M23A:103，

微弧腹。盖中央有凹形钮。盖扣入口，两长方形附耳，有小圆孔。口径 14.8、残高 20.6

厘米
[16]

（图 5-2:1）。

B 型：1 件。盘口。弧腹下坠。三足粗大，外撇明显。1999 凸鬼岭 M6:21，长方形附

耳。口径 19、腹径 20，高 21.2 厘米
[17]

（图 5-2:2）。

壶 7件。依带盖与否分二型。

A 型：5件。出自风门岭 M23A。带盖。盖顶部有凹形立钮，盖下有凸唇扣入器内。口

微侈，平唇，粗颈，圈足外撇。两侧有方形柱耳，竖穿孔。依腹部形制分二式。

I式：扁圆腹下坠。标本风门岭 M23A:53，盖钮和横耳较粗大。口径 10、足径 12、

通高 27 厘米
[18]

（图 5-2:3）。

Ⅱ式：鼓腹下坠。颈部长。标本风 M23A:64，盖面平，钮矮小。横耳上斜。口径 8.8、

足径 11.2、通高 28.4 厘米
[19]

（图 5-2:4）。

B 型：2 件。无盖。假圈足。出自风门岭 M23B。标本 M23B:81，口近直，平唇，颈部

略收束，腹长圆。两侧方形柱耳较短，竖穿孔。口径 9.2、底径 12.8、通高 24.8 厘米
[20]

（图 5-2:5）。

钫 7件。依带盖与否分二型。

A 型：5 件。带盖。盖面隆起，顶部平圆，中有凹形立钮，外圈斜直。直口，平唇，

粗颈，腹侧面较圆，方形座足略向外撇。颈腹间两侧出方柱耳，耳与足对应有穿孔。依腹

部形制分二式。

I式：3件。长圆腹略下坠。出自风门岭 M23A。标本 M23A:57，口径 8.8、足长宽 10.4、

通高 30.8 厘米
[21]

（图 5-2:6）。

Ⅱ式：2件。腹部斜直，下腹折收。出自风门岭 M23B。颈部较 I 式粗，盖面平。标本

M23B:83，口径 9.6、座足长宽 8、通高 24 厘米
[22]（

图 5-2:7）。

B 型：2件。无盖。出自风门岭 M23A。敞口，平唇，颈腹间两侧出半环形耳。座足分

两截，上截收束，下截方直，有圆孔与耳对应。标本 M23A:48，口径 9、腹径 18、通高 29.2

厘米
[23]

（图 5-2;8）。

方罐 1件。风门岭 M23A:84，小圆口，口沿外下分三级接方形器身，身斜直，平底，

内壁直。口径 5.8、底宽 9.8、高 11.4 厘米
[24]

（图 5-2:9）。

樽 1件。风门岭 M23A:62，带盖，盖面隆起，顶为方形钮。直身，双柱耳，穿竖孔，

三蹄足。口径 19.2、通高 24.4 厘米
[25]

（图 5-2:10）。



图 5-2 滑石器

1.A 型鼎（风门岭 M23A:103） 2.B 型鼎（1999 凸鬼岭 M6:21）

3.A 型 I 式壶（风门岭 M23A:53） 4.A 型Ⅱ式壶（风门岭 M23A:64）

5.B 型壶（风门岭 M23B:81） 6.A 型 I式钫（风门岭 M23A:57）

7.A 型Ⅱ式钫（风门岭 M23B:83） 8.B 型钫（风门岭 M23A:48）

9.方罐（风门岭 M23A:84） 10.樽（风门岭 M23A:62）

11.提筒（风门岭 M23A:47） 12.釜（风门岭 M23A:46）

13.A 型 I 式杯（风门岭 M23A:90） 14.A 型Ⅱ式杯（风门岭 M23A:82）

15.B 型杯（风门岭 M23A:94） 16.C 型杯（风门岭 M23B:70）

17.D 型杯（风门岭 M23B:12）

提筒 1 件。风门岭 M23A:47，带盖，盖微隆，中有方形钮。直身，平底，单柱耳。

口径 12.4、通高 14 厘米
[26]

（图 5-2:11）。

釜 3件。1999 凸鬼岭 M6 和风门岭 M23A 出土 2。直口平唇，腹近折，上腹较短，下

腹弧收成小平底。腹间出两柱耳，穿直孔。标本风门岭 M23A:46，口径 16.4、底径 8.4、

高 22 厘米
[27]

（图 5-2:12）。

杯 10 件。依足部形状分四型。

A型：6件。台足。依腹部形制分二式。

I式：4件。杯身深直。风门岭 M23A 出土。标本 M23A：90，平唇。口径 7.6、足径 7.6、

高 14.8 厘米
[28]

（图 5-2:13）。



Ⅱ式：2件。杯身弧。1999 凸鬼岭 M11 和风门岭 M23A 出土。标本风门岭 M23A:82，口

径 8、足径 8、高 15.2 厘米
[29]

（图 5-2:14）。

B 型：1 件。无足，平底。风门岭 M23A 出土 1 件。风门岭 M23A:94，杯身细直，近底

略收。口径 6.2、底径 3.3、高 12.2 厘米
[30]

（图 5-2:15）。

C型：2件。小喇叭形座足。杯身细长。风门岭 M23B 出土。标本 M23B:70，口径 7.2、

底径 6、高 17 厘米
[31]

（图 5-2:16）。

D 型：1 件。高足。风门岭 M23B 出土。标本 M23B:12，平唇，杯身较浅，座足外撇。

口径 9.6、底径 4、高 15.6 厘米
[32]

（图 5-2:17）。

盘 4件。侈口，方唇，浅弧腹，平底。1999 凸鬼岭 M11 出土 1件，内有长方形石块

9块。余出自风门岭 M23A。标本风门岭 M23A:105，口径 25.2、底径 15.4、高 5.4 厘米
[33]

。

耳杯 54 件。广口，尖唇，平底，耳上翘。依耳部形制，分二型。

A 型：53 件。翘耳，耳与口沿之间有凸棱界隔。风门岭 M23A 出土 16 件，M23B 出土

37 件。标本 M23B:89，长 15.4、通耳宽 13.6、通高 6厘米
[34]

（图 5-3:1）。

B型：1件。平耳。二炮厂 M30A:扰 11，器身较浅，平底
[35]

。

勺 2件。风门岭 M23B 出土。勺身近圆形，圜底；柄长内凹，末端底有方座承托。标

本 M23B:77、通长 25.6 厘米
[36]

。

杵臼 风门岭 M23B 出土 1 套，M23A 仅出土杵。标本 M23B:78、79，杵圆柱形，中间

握手处及两头稍小。长 18、最大径 4厘米；臼长方形，三臼口，两侧椭圆，中间为长方形。

长 28、宽 10 厘米
[37]

（图 5-3:2）。

灯 2件。依形状分二型。

A型：1件。豆形。风门岭 M23A:1，宽平唇，浅盘，圆把，盘足相若。无支钉。盘径

11.2、足径 10.6、高 22.8 厘米
[38]

（图 5-3:3）。

B型：1件。似高足杯。风门岭 M23B:43，宽平唇，浅盘，座足较高外撇，把与座足无

分界。无支钉。盘径 10.4、高 20.4 厘米
[39]

（图 5-3:4）。

暖炉 10 件。如仰斗状，平面呈长方形。敞口，平唇，斜腹，平底。依有无耳，分二

型。

A型：7件。无耳。出自 1999 凸鬼岭 M4，1996 母猪岭 M4，堂排 M2A，九只岭 M6B，风

门岭 M23B 和文昌塔 M2。标本风门岭 M23B:86，略呈长方形，器底有四短足。长 15.2、宽

12 厘米
[40]

（图 5-3:5）。

B型：3件。腹部横出两个长方形耳。出自风门岭 M10、九只岭 M5 和二炮厂 M5。标本

二炮厂 M5:15，底部四角各有一近方形矮足。炉身长 18.5、宽 14.1、高 6.4 厘米(图 5-3:6)。

案 4件。风门岭 M23A 和 M23B 各出土 2件。平面呈长方形，平缘。足部形制多样。

标本 M23B:85，底部有两纵条状足贯穿器底。长 53.6、宽 36、高 5.2 厘米
[41]

(图 5-3:7)。



M23A:6，四高足外撇
[42]

（图 5-3:8）。

几 1件。风门岭 M23A 出土。平面呈长方形，两端有栏挡斜高出，两纵板状足贯穿器

底。M23A:37，长 30.4、宽 22.8、高 8.8 厘米
[43]

（图 5-3:9）。

井 3件。出自 1999 凸鬼岭 M6、风门岭 M23A 和 M23B。分井身和井亭两部分，整体呈

正方形，下有地台。四阿形井亭盖，顶有方钮。标本风门岭 M28B:46，井栏侈口，内壁斜

直下收，地台宽大。出土时井沿有一小吊桶，平唇，身斜直，上大下小，平底。地台边长

25.6、井栏边长 18.8、通高 14.4 厘米
[44]

（图 5-3:10）。

仓 3件。1999 凸鬼岭 M6、风门岭 M23A 和 M23B 出土。干栏式建筑，下有四足粗矮。

标本风门岭 M23A:51，四阿顶，顶部刮平以示中脊。面墙居中辟门，单扇，门框凸出。下

有宽台面伸出。面阔 24、进深 17.2、通高 18.4 厘米
[45]

（图 5-3:11）。

灶 4件。灶身呈长方形，依灶门形制分二型。

A型：2件。双独立灶门，开一旁。风门岭 M23A 和 1999 凸鬼岭 M6 出土。风门岭 M23A:43，

灶面平，每灶上开一眼。灶面宽 35.2、深 27.2、高 14 厘米
[46]

（图 5-3:12）。

B型：2件。灶门开一头。风门岭 M23B 和 1999 凸鬼岭 M11 出土。标本风门岭 M23B:47，

灶面前高后低，上开两灶眼，前置一锅，后置釜甑。甑底镂三圆孔。锅、釜腹部均出两方

柱耳。灶长 32.8、宽 14、高 10.8 厘米
[47]

（图 5-3:13）。

屋 2件。风门岭 M23A 和 1999 凸鬼岭 M6 出土。 盝顶，盖与屋身可分离。屋前有廊，

四柱足。标本风门岭 M23A:43，面阔 21、进深 17.5、通高 18 厘米
[48]

。

厕 2件，出自风门岭 M23A。依顶部形制分二型。

A型：1件。顶三面坡。M23A:101，盖与屋身可分离，平面窄长，窄的一头开敞为门。

室内以半矮墙相隔，分里外两间。里间为厕，开长方形坑穴。面阔 12.8、进深 18.8、通

高 18.4 厘米
[49]

（图 5-3:14）。

B 型：1 件。盝顶，靠门一侧坡面较短。M23A:104，盖与屋身不可分，窄的一面开敞

为门，有一级台阶踏入室内。厕坑位置靠后，内有长方形坑穴。面阔 16、进深 20.8、通

高 15.2 厘米
[50]

（图 5-3:15）。

锅 依有无器耳，分二型。

A 型：1 件。无耳。公务员小区一期 M14:扰 1，侈口，平唇，浅弧腹，平底略内凹，

底部有烟炱。口径 22.2、底径 16、高 5.7 厘米
[51]

（图 5-3:16）。

B型：2件。寮尾M13A和堂排 M1出土。腹部横出两耳，耳为不规则六边形。寮尾M13A:17，

加工较为粗糙，未经打磨，刮削痕迹明显。直口，平唇，浅腹内收，平底。口径 16.4、底

径 12.5、高 4.8 厘米
[52]

（图 5-3:17）。

璧 1件。文昌塔 M6:1，一面平素，一面钻刻圆点与同心圆，间以四圈弦纹。直径 17.2、

厚 1.2 厘米
[53]

。



石黛砚 14 件。砂岩。一面磨制光滑，一面为自然结理面，略粗糙。依形状，分二型。

A 型：13 件。长方形。部分有研石。出自寮尾 M18，1996 母猪岭 M5、M6，1984 凸鬼

岭 M202B，1991 母猪岭 M2，堂排 M1、M2B，公务员小区 M18，官塘岭 M5，二炮厂 M6、M17、

M28 和公务员小区二期 M4A 等。标本风门岭 M22:14，青灰色页岩。长 8.7、宽 3.5、厚 0.4

厘米
[54]

（图 5-3:18）。

图 5-3 滑石器、黛石

1.A 型耳杯（风门岭 M23B:89） 2.杵臼（风门岭 M23B:78、79）

3.A 型灯（风门岭 M23A:1） 4.B 型灯（风门岭 M23B:43）

5.A 型暖炉（风门岭 M23B:86） 6.B 型暖炉（二炮厂 M5:15）

7.案（风门岭 M23B:85） 8.案（风门岭 M23A:6）

9.几（风门岭 M23A:37） 10.井（风门岭 M28B:46）

11.仓（风门岭 M23A:51） 12.A 型灶（风门岭 M23A:43）

13.B 型灶（风门岭 M23B:47） 14.A 型厕（风门岭 M23A:101）

15.B 型厕（风门岭 M23A:104） 16.A 型锅（公务员小区一期 M14:扰 1）

17.B 型锅（寮尾 M13a:17） 18.A 型黛石（风门岭 M22:14）

19.B 型黛石（公务员小区二期 M4a:扰 11）



B 型：1件。近正方形。公务员小区二期 M4A：扰 11，黑色。边长 2.95~3.1、厚 0.36

厘米
[55]

（图 5-3:19）。

砺石 4 件。平面呈长方形，通体或部分磨光。出自文昌塔 M2 和汽齿厂 M2。标本汽

齿厂 M2:10，青灰色。残长 13.5、上宽 5.1、下宽 4.8、厚 2.5 厘米
[56]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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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节 玻璃器及其他珠饰品

一、玻璃器

杯 4件。平底内凹，依据口沿和腹部形制分四型。

A型：1件。敛口，折腹，底微内凹。文昌塔 M70，淡青色，半透明。腹中部饰三周弦

纹。口径 7.4、高 5.2 厘米
[1]
（图 5-4:1）。

B型：1件。口微敛，圆唇，深腹，小平底略内凹。红岭头 M34:1，深蓝色，半透明，

内壁较直。腹部饰一匝三周凸弦纹。口径 9.3、高 6.6 厘米
[2]
（图 5-4:2）。

C型：1件。圆唇，口微敞，上腹较直，下腹弧收成内凹平底。黄泥岗 M1 出土，湖蓝

色，半透明。腹壁斜直。腹部饰一匝三周凸弦纹。口径 9.2、高 5.8 厘米
[3]
(图 5-4:3)。

D 型：1 件。寮尾 M14 出土。敞口，平唇，深弧腹，上腹收束。平底略内凹。M14:扰

34，深蓝色。腹部饰两周凸棱。口径 6.3、高 3.8 厘米
[4]
(图 5-4:4)。

盘 1件。1988 年母猪岭 M1 出土，天蓝色，半透明。敞口，尖唇，浅腹，腹壁斜直，

圜底。口沿有一周弦纹。口径 12.7、高 2.5 厘米
[5]
（图 5-4:5）。

心形片 1件。合浦县罐头厂 M10，无色透明，中部稍凸，底平。长 1.4、宽 1.1 厘米
[6]
。

璧 1件。望牛岭 M2 出土，圆形，绿色，正面谷纹，背面平素光滑，内外缘旋刮宽带

一周。直径 12.9、厚 1、缘厚 0.2 厘米
[7]
。

耳珰 1件。风门岭 M24A:24，深蓝色，一头大一头小，对穿孔。两头径为 1.1 和 1.5、

长 1.5 厘米
[8]
（图 5-4:6）。

剑璏 1件。黄泥岗 M1 出土，平面呈长方形，两端稍下卷，背面略靠一端有长方形穿

孔，饰卷云纹。长 10.3、宽 2.8 厘米
[9]
（图 5-4:7）。

环 3件。依形状分二型。

A型：2件。圆环。凸鬼岭饲料厂 M7 出土。深蓝色，半透明。圆形，中间隆起并逐渐

向边沿变薄。外径 7.5~7.6、外沿厚 0.1 厘米
[10]

（图 5-4:8）。

B型：1件。角轮形环。1985 年文昌塔 M1 出土，青绿色，透明。椭圆形，肉面平，边

缘尖突。两侧各有 3花芽，芽三瓣，中间一瓣直上，两侧斜出往尖收分。长轴 5.5、短轴

2.1、厚 0.95 厘米
[11]

（图 5-4:9）。

饰品 依形状分八型。

A型：1件。蛙形。县第二麻纺厂南墓出土。蛙作伏地状，昂头，刻划出眼睛和肌肉。

通长 1.4、通高 0.8 厘米
[12]

。

B型：棱柱形饰。1984 凸鬼岭 M202A：27 为五棱柱形。浅蓝色，透明。中穿孔。长 2.2、

孔径 0.3 厘米
[13]

；风门岭 M26 出土 15 节为六棱柱形。淡青色。六面棱柱状，两端略小，



有穿孔。长 2.6~2.8 厘米，宽 1.1~1.4 厘米
[14]

。

C型：方塔形。风门岭 M10 出土，紫色，高 1.55、上边长 0.75、下边长 1厘米
[15]

。

D型：鱼形。风门岭 M10 出土。

E型：花篮形。风门岭 M10 出土，花冠形高 1.25、冠宽 1.1 厘米。

F型：瓜形饰。风门岭 M10 出土，颜色有黄绿和浅绿，长 1.1 厘米。

G型：扁壶形饰器物上下为对应长方形，中部扁圆，似扁壶，前后有一圆形镜面凸出。

上下左右居中均有一对应凹槽，两侧槽内中间横穿孔。九只岭 M5 和 M6A 各出土 1 件，淡

蓝色。高 1、宽 1.2 厘米
[16]

；机械厂 M1 出土 1件，高 1.4、中宽 1.4、中厚 0.9 厘米（图

5-4:10）。

H型：榄形饰。北插江盐堆M10出土5粒，为多面榄形。长1.5~1.8厘米，最大径0.55~0.7

厘米
[17]

（图 5-4:11）；风门岭 M10 出土 1件，为圆榄形。绿色，长 1.4、最大径 0.7 厘米
[18]

（图 5-4:12）。

串珠 颜色丰富，有蓝色、湖蓝色、绿色、红色、白色、褐色、粉色等。依外形可分

为十一型[19]。在未被盗掘的墓葬中多有出土。

A型：圆形。风门岭第二麻纺厂 M12 出土粉红色珠一串，共 26 颗，颗粒均匀，径 0.9

厘米
[20]

；1988 母猪岭 M1 出土串珠一串，其中圆形珠 1 颗，蓝色，直径 1.2 厘米
[21]

（图

5-4:13）。

B 型：长圆形，中间平直，两头略弧形收分。1988 母猪岭 M1 出土 1 颗，长 0.8、径

0.65 厘米（图 5-4:14）。

C型：扁圆形，厚度与直径相若或略小。1988 母猪岭 M1 出土 1颗，厚 0.4、径 0.6 厘

米（图 5-4:15）。

D 型：扁平薄圆，厚度远小于直径，为一半或更少。该型珠颗粒很小，以灰白色、灰

白色和豆绿色为主。1990 年五旗岭 M3 出土一串杂色串珠，最薄的厚 0.15、径 0.5 厘米
[22]

（图 5-4:16）。

E型：双锥圆形。1995 年县北插江第二麻纺厂 M30 出土，长 0.7、中间最大径 0.65 厘

米
[23]

（图 5-4:17）。

F型：多面形。北插江盐堆 M10，上下为正六边形，侧面打磨成六面弧形，中部略鼓，

高 0.85~1、宽 1~1.2 厘米
[24]

（图 5-4:18）。

G型：滴水形珠。上小下大，形如滴水。北插江盐堆 M10 出土 1颗，长 1.05、上宽 0.2、

下部最宽 0.5 厘米（图 5-4:19）。

H型：扁饼形，中部略隆，横穿孔。北插江第二麻纺厂 M30 出土 1颗，紫色
[25]

；风门

岭 M10 出土 1颗，径 1.15、中厚 0.7 厘米（图 5-4:20）。

I型：圆环型。红岭头 M7 出土 1颗，直径 0.75、内径 0.4、厚 0.45 厘米
[26]

(图 5-4:21)。



J 型：团花形。凸鬼岭汽车齿轮厂 M22 出土 1颗，淡青色，透明。径长 0.7 厘米。

K型系领珠。五旗岭 M3 出土 1颗，淡紫色，两端束起有槽，中段有四个面，每个面上

有一菱形平面。长 1、宽 0.7 厘米（图 5-4:22）。

图 5-4 玻璃器

1.A 型杯（文昌塔 M70） 2.B 型杯（红岭头 M34:1）

3.C 型杯（黄泥岗 M1） 4.D 型杯（寮尾 M14:扰 34）

5.盘（1988 年母猪岭 M1） 6.耳珰（风门岭 M24A:24）

7.剑璏（黄泥岗 M1） 8.A 型环（凸鬼岭饲料厂 M7）

9.B 型环（1985 年文昌塔 M1） 10.G 型饰品（机械厂 M1）

11.H 型饰品（北插江盐堆 M10） 12.H 型饰品（风门岭 M10）

13.A 型珠（1988 母猪岭 M1） 14.B 型珠（1988 母猪岭 M1）

15.C 型珠（1988 母猪岭 M1） 16.D 型珠（1990 年五旗岭 M3）

17.E 型珠（1995 年北插江第二麻纺厂 M30） 18.F 型珠（北插江盐堆 M10）

19.G 型珠（北插江盐堆 M10） 20.H 型珠（风门岭 M10）21.I 型珠（红岭头 M7）

22.K 型珠（五旗岭 M3）

二、玛瑙、琥珀、水晶

玛瑙珰 5件。出自 1999 凸鬼岭 M6、M19 和九只岭 M6A。标本九只岭 M6A:87，橘红色，

喇叭管形，一端较大，一端略小，中心有纵穿孔。长 2.1 厘米
[27]

。

玛瑙耳塞 2件。望牛岭 M1 出土。M1:53，花玛瑙，长 2.5 厘米
[28]

。

玛瑙饰品 形状多样，多和其他串饰一起出土。部分大中型墓葬的出土情况简介如下。

风门岭 M27 出土狮子 1件，橘红色，作伏地状，横穿孔。长 1.8、高 1厘米
[29]

；堂排

M2A 出土有管状截玛瑙；橄榄形缠丝玛瑙；橄榄形苔丝玛瑙；长 0.8~2.3，直径 0.3~0.4

厘米
[30]

，以及橄榄形、六棱榄核形、算珠形和圆珠形。M2B 出土狮形和鹅形
[31]

；风门岭

M23B:17、27，有血红色、白色、红黄色、浅黄色、橘红，形状有系领形、五面体榄形、



榄形、圆柱形、动物形、葫芦形
[32]

；风门岭 M26:62、67，部分缠丝，有圆榄形、多面榄

形、算珠形、圆形、葫芦形、瓜棱形、扁椭圆形及狮子、青蛙等动物形状，颜色以橘红为

主，也有淡红、黄白、绿等颜色，也有黑白、黄白相间的缠丝
[33]

；文昌塔 M8 出土 1 串，

有圆榄形、多面榄形及圆形等。其中 4 枚的颜色为橘红，3 枚为黑白或黄白相间的缠丝玛

瑙。榄形最长 3.25、中间径 0.9、两头径 0.55 厘米；M4 出土 1串有圆榄形、扁榄形、圆

形、方形
[34]

；1996 母猪岭 M4 出土玛瑙串饰 26 颗，有褐白、红色缠丝和红色，形状有梭

形、算珠形和圆形；另一串 14 颗，有褐白缠丝和红色，有梭形、算珠形、椭圆形、腰鼓

形、鸳鸯形；寮尾 M13B 出土 1 串，共 28 颗，橙红色，有圆形和榄形；M14 出土一串 25 颗，

橘红色，其中 1件为圆榄形，余为六棱榄形
[35]

；风门岭 M10 出土 12 颗，有椭圆形、算珠

形和扁棱形三种。

琥珀珠 形状各异。出土情况简述如下。

堂排 M2A 出土珠饰为圆珠形和半球形
[36]

；风门岭 M23B 出土，腰鼓形 1 件，长 2.2 厘

米；狮子形 1件，赭石色，横孔，长 2.4，高 1.5 厘米
[37]

；M24A 出土羊形 1 件，赭石色，

羊作趴地状，昂头正视，横穿孔。长 1.7、高 1.2 厘米
[38]

；M26 出土扁圆、猪头形和胜形
[39]

；

望牛岭 M1 出土 5件，有扇形、篮形、蛙形和内圆钮形
[40]

；北插江盐堆 M1 出土，狮子形、

珰形、葫芦形、瓜棱形
[41]

；1996 母猪岭 M4 出土两件串饰中有琥珀饰品，其中一串琥珀 2

颗粒，扁菱形，长 1.2-1.5 厘米；另一串 12 颗，有扁圆形、扁椭圆形、“亞”字形、水滴

形、梯形、鸭形和犬形；寮尾 M13B 出土 6 枚，其中长圆形 3、兽形 1、狮形 2，长 1.9、

高 0.9 厘米
[42]

; 1992 凸鬼岭汽齿厂 M30B 出土算珠形、扁圆形、圆形、龟形、狮子形等
[43]

。

琥珀印 7件。多和其他珠饰品一起出土，中部有穿孔，应兼具印章和饰品功能。依形

状，分二型。

A形：3件。方形或长方形。

堂排 M1:1，方形，蛇钮，印文“劳新刲印”，字体草率。边长 2.3、高 2.1 厘米
[44]

。

后经考证印文应为“劳邑执刲”
[45]

；望牛岭 M1:120，龟纽，略作长方形，阴文篆书“庸

母(?)印”三字。长 1.5、宽 1.2、高 1.5 厘米[46]；九只岭 M5:83，方形，龟钮，印文为

“黄昌私印”。宽 1.3 厘米、高 1.4 厘米
[47]

。

B型：4件。半球形。

堂排 M4:21，刻“王以明印”，字体较工整
[48]

；风门岭 M23B:27，印文“子君□印”
[49]

；

九只岭 M5:70，穿孔，兼作印章，印文“黄□□印”。高 1.2、底宽 0.6 厘米；1992 年 11

月环城镇凸鬼岭汽齿厂 M25 出土 1枚，馆藏号 000957，印文“陈□印”，重 0.5 克
[50]

。

水晶 多和玛瑙、玻璃珠等一起出土，主要出土于大中型墓葬。

其中望牛岭 M1 出土 1串，27 颗，其中白色 14 件，有六棱珠形、圆球形和六棱柱形；

蓝色 13 件，有网坠形，六棱柱形和不规则形
[51]

；堂排 M2 出土有管状、六棱柱形和不规则



形
[52]

；九只岭 M5 出土白色、浅兰、六角长条形、紫色、浅绿、黄白色，形状有不规则四

方形、算珠形、扁壶形、纽扣形、圆珠形。M6A 出土蓝、白水晶。有六面菱形、扁圆形及

不规则方柱形。M6B 出土白、红、棕三色，其中 1件做成片状，两边各有二锯齿以栓绳
[53]

；

黄泥岗 M1 出土多面体紫色水晶串珠 1 串，共 163 粒，最大直径 2.5、最小直径 1.2 厘米，

重 615 克
[54]

；风门岭 M10 出土 25 颗，其中 1颗为绿色，余为白色。有方形和不规则形。

三、绿柱石、绿松石、石榴子石

绿柱石 黄泥岗 M1 出土 13 颗，多成六面棱形，有白色和淡蓝色两种，透明。

绿松石 风门岭 M26 出土圆饼形、禽鸟形和钺形
[55]

；黄泥岗 M1 出土绿松石串珠；北

插江盐堆 M1 出土 1件绿松石羊，重 1.3 克；1977 氮肥厂 M1 出土鸽子形
[56]

。

石榴子石 1977 年氮肥厂 M1 出土为系领状；凸鬼岭齿轮厂 M6 发现的为狮形；1993

年风门岭麻纺厂 M4 出土为双锥形、圆形和系领珠
[57]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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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节 其他器物

漆盘 2件。望牛岭 M1:17，盘为椭圆形，已朽，存铜座。座通体鎏金，圆盖式底座，

座柄上分叉成十字形，作四螭仰首状。螭首上面有漆盘的残迹，直径 12 厘米
[1]
。M1:47，

圆形，残存铜扣和足，扣为凹形圆圈，三熊足，底扣和足相连，通体鎏金。直径 32 厘米
[2]
。

耳杯 椭圆形，木胎，镶鎏金铜耳。望牛岭 M1，1996 母猪岭 M4、M6，九只岭 M6A 和

风门岭 M1 均有出土。多残存两侧铜耳。标本望牛岭 M1:6，里朱绘云凤纹，双凤相对飞舞。

通体鎏金。长 10、宽 1.7 厘米
[3]
。

漆樽 4件，均出自望牛岭 M1。存鎏金铜饰和足。内有鎏金铜孔雀饰，似镶于奁盖；

兽面衔活环似镶于奁身；熊足 1件，应附于底。熊脐嵌珠
[4]
。

漆盒 6件。出自望牛岭 M1。残存鎏金铜边箍和金平脱箔片。箔片中有加彩绘的狩猎、

飞禽、走兽和海水翔云等纹样，飞鸟展翅，走兽奔跑，狩猎者骑马飞驰，或引弓待发，或

张索欲投
[5]
。

骨珠 3件。堂排 M2A:33，其中 2 件为瓜棱形，1件为管状
[6]
。

骨刀 1件。九只岭 M5:50，一面开刃，宽 1.1~1.4 厘米
[7]
。

竹算筹 九只岭 M6A 出土 9根，长约 19.5 厘米，计算工具。在铜长颈壶内，头朝下，

尾变形弯曲。直径 0.23、长 13.8 厘米
[8]
。

蚌壳 九只岭 M6B:7、18，分置在墓室底部的两端，长 9.5 厘米，为同一贝壳的两半
[1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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