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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里乡（现为南山镇）那涧堰闸东坡，是汉代墓葬分布比较密集的山冈。20 世纪 60

年代农田水利建设，劈开东岗岭，分为东西两半，建成排洪渠道，当时就发现了汉墓，出

土一批文物，但已全部散失；90 年代后，沿海附近大量开发盐场、虾池，修建道路，又破

坏了一批汉墓，那涧堰闸东坡汉墓就是在挖土致露，悬于 3米高断崖上，随时有崩塌的危

险。为做好海上丝绸之路始发港的宣传、保护、开发和利用，湛江市博物馆、徐闻县文化

局、徐闻县博物馆决定在台风“榴莲”过后，于 2001 年 7 月 12 日至 14 日对该墓进行抢

救性清理发掘。基本情况如下：

一、墓葬形制

那涧堰东坡汉墓一座，墓顶无封土，耕土层 40 厘米，填积土 30 厘米，封门砖暴露，

墓室坐东北向西南，是长方形单室券顶墓葬，全长 6.23 米，宽 1.7 米，高 1.8 米，墓壁

自 80 厘米高处起拱。封门基本完好，封壁和券顶崩塌，东墓壁发现一个人为缺口，铺地

砖三层。整座汉墓砖全为几何印纹墓砖，砖长 30 厘米，宽 15 厘米，厚达 3、4、5厘米不

等。（附墓室图、铺地底砖图、文物）

汉印纹砖拓本

二桥那涧东坡汉墓结构



二、随葬器物

1．铜铺首两件完好，怪兽纹，双凸眼，双眉，阔嘴八齿，斜刻线卷毛，长鼻，似狮

或似大象，长 12 厘米，宽 12 厘米，长鼻为铜环扣片，长 12 厘米，宽 3厘米。

2．铜环两对，外径 14 厘米，内径 9 厘米，系用铜片压成半圆弧形。（以上两件器物

为墓道木门门环）。

3．五铢钱 8枚，外径 0.25 厘米，内廓 0.8 厘米见方。

4．陶筩盖四件四式。

A式 径 19 厘米，高 1厘米，桥钮，钮高 10 厘米；

B式 径 16 厘米，高 0.48 厘米，桥钮，饰任意心纹、二道弦纹；

C式 径 12 厘米，高 0.4 厘米，桥钮，饰任意心环、有纽环；

D式 径 10.5 厘米，高 0.35 厘米，桥钮，饰任意心纹、二道弦纹。

铜铺首衔环 陶 俑

陶 屋

5．小陶罐，敞口，鼓腹，平底，口径 6.1 厘米，腹径 7.5 厘米，高 4厘米，底径 4.7

厘米。

6．陶灶 1件，残，有灶门，三锅位，双灶壁饰双菱纹划线。

7．陶屋 1 件，完整，通高 23 厘米，面阔的 21.5 厘米，进深 20.5 厘米。陶屋设计布

局舍理，有厅堂、天井、天面、四檐脊雀挑，墙壁设有窗棂，门窗，泄水孔道，厅堂有舂

碓双人俑，一高一矮，似为夫妻，高者 6.8 厘米，矮者 5厘米，木椎长 4厘米，形象十分



生动。

8．陶釜足 1件，高 1厘米，残。

9．网织纹陶片 1 件，方格纹加戳印、卷云纹。

10.印纹墓砖 8种（附拓本）。

印纹墓砖拓本

三、结 语

二桥村那涧堰闸东坡汉墓是一座较大型的汉代墓葬，但从清理中发现，该墓早期可能

被盗。理由是在东翼墓壁有人为穿洞，墓内传出器物不多，尤其是墓主腰部位置几乎没有

随葬品，只有 8 枚五铢钱，在墓肩部发现 4件陶提筩盖，均残，筩体全无。传出的怪兽纹

铺首衔环是比较罕见之物，与 1978 年广西北插江盐堆一号汉墓出土的铜铺首环和广州南

越王墓出土的铜铺首环形制相似，而这时铜铺首环比较完整，厚重，形象生动。陶层与 1988

年广西母猪岭一号汉墓出土的干栏式陶屋、广州佛山地区出土的陶屋相仿。

舂碓俑与 1984 年广西合浦饮料公司二号汉墓出土的三件舂碓俑造型相近。该墓墓砖

全是几何图形印纹砖，纹饰品类多，设计颇具匠心，而且烧制工艺纯熟。自 1984 年文物

普查以来，在徐闻地区发现的较大型汉代墓葬当中，除了迈陈镇英斐村汉墓，就是二桥那

涧堰闸东坡汉墓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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