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牵牛子冢（KENGOSHIZUKA）古坟〔高市郡明日香村越〕 

 

牵牛子冢古坟位于明日香(ASUKA)村大字越(KOSHI)，从近铁吉野线飞鸟站徒步西行约 10

分钟处。坟丘形状呈八角形，对边长约 22m，高 4.5m 以上。坟丘基部周回用经过切割的凝灰

岩铺砌，坟丘西侧铺装砾石。埋葬设施为用巨大的凝灰岩挖凿而成的横口式石椁，具有东西

两个椁室。椁室设置双重封石，内侧用装饰４件金属饰具的石板封塞，外侧用纵约 245cm，

横约 270cm 的扉石封塞。各椁室放置棺床，东椁棺床长 195.5cm，宽 81.5cm；西椁棺床长

195.0cm，宽度 80.0cm，尺寸大致相同，均为成人用棺的规格。石椁中出土了夹纻棺和七宝

龟甲形棺座金属饰具、鎏金铜制八花纹金属饰具，以及大量的玻璃珠混杂着人骨。据报告、

残存的牙齿分析结果表明被葬者中的一人年龄为 30～40 岁，性别难以准确判断，计测值更接

近于女性的平均值。近年，在牵牛子冢古坟的东南新发现了横口式石椁墓（越冢御门

(KOSHITSUKAGOMON）古坟)。 

    牵牛子冢古坟属于天皇陵所采用的八角形坟，埋葬设施采用一整块石材挖凿的双室横口

式石椁，原本就是以合葬为目的营造的坟墓。并且其所在地“越”相当于飞鸟时代的“小市

(=越智)”。《日本书纪》天智 6 年(667)2 月戊午〔27 日〕条云：“六年春二月壬辰朔戊午。

合葬天丰财重日足姬天皇(齐明天皇)与间人（HASHIHITO）皇女于小市冈上陵。是日以皇孙大

田(OOTA)皇女葬於陵前之墓。”这条文献记录与牵牛子冢古坟之关联引人注目。 

    对牵牛子冢古坟的发掘调查始于大正时代。大正 12 年(1923)被指定为历史遗迹(文物保

护单位)，平成 26 年(2014)越冢御门古坟也被追加指定为历史遗迹，名称变更为“牵牛子冢

古坟·越冢御门古坟”。大正 3 年(1914)发掘调查的出土遗物被指定为国家重点文物，为奈良

県立橿原考古学研究所附属博物馆的常设展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