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御坊山 3 号坟 

 

    位于生驹郡斑鸠町龙田北的终末期古坟，距法隆寺中门西南约 850m。在基地整修时，

偶然发现的 3 座古坟之一。现在古坟已不存在。葬具是用大块花岗岩刳制成的盖石和底石

的横口式石椁，石椁内面涂漆，内置陶棺。从陶棺内中残存的人骨分析，被葬者是身高

150cm 左右的男性，推测年龄为 14～15 岁（《青陵》58）。 

横口式石椁的盖石长 275cm，宽 158cm，厚 97cm。底石长 298cm，宽 144cm，厚

56cm。闭塞石宽 105cm，高 86cm，厚 35cm。石椁内部深 225cm，宽 71cm，高 52cm。

各部件未经加工，利用自然石组合而成。不过石椁的内面被加工平滑，并涂石灰层，据

2015 年度的重新调查，判明盖石和底石的连接部也有石灰涂层。 

  涂漆陶棺由棺体和棺盖组成。棺体底部有 3 列脚，每列 7 个，共计 21 个。棺体全长

157cm，宽 47.8cm，高 25cm。棺体内侧长 146cm，宽 36cm，高 20cm。棺盖儿长 156cm，

宽 47.2cm，高 25cm。棺盖儿的短侧面有直径 6.5cm 左右的圆孔，在烧结后用陶栓塞住。

同时棺盖儿镶嵌着长 13.7cm，宽 7.3cm 的楔形铜板，用于裂纹的补强。棺体的脚部在烧

成后被大幅水平切削，现在脚部最高的棺体短侧一面只有 5cm。在棺体的上端部和棺盖儿

与棺体的结合部也可观察到在烧成后切削的痕迹。把陶棺放置到石椁里只有 5cm的高度富

余。因此，可以推知切削陶棺的脚是为了降低陶棺的高度。 

在陶棺内被葬者的头部右侧(右耳侧)发现了三彩带盖圆面砚，可能为笔轴的玻璃管被

放置在被葬者头部的左侧(左耳侧)。同时，被葬者安寝在琥珀制的枕头上。这些的遗物在

国内别无他例，重要性不言而喻。三彩带盖圆面砚的盖部最大径 6.7cm，砚堂直径只有

3.5cm。底边有 10 个像水滴一样的“水滴足”。综合考虑胎土和釉药以及水滴足砚的流行

时期等，推测其为 7世纪初期至中叶中国制造，唐三彩陶器中初期的产品。至于玻璃管饰，

隋大业四年(608)下葬的李静训墓出土随葬品中曾发现类似遗物，应是和三彩带盖圆面砚

一起从中国输入的舶来品。御坊山 3号坟的随葬品和涂漆陶棺，横口式石椁被指定为国家

的重要文化遗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