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太安万侣（OONOYASUMARO）墓〔奈良市此濑町〕 

 

太安万侣作为和铜 5 年(712)时完成的日本最古的历史文献《古事记》的撰录者而著名。

《续日本纪》中保存着关于太安万侣授官的内容以及养老 7 年(723)7 月其於民部卿（民部省

的长官）在职中去世之记录。 

    太安万侣墓位于距奈良县厅直线距离约 7km的奈良市此濑(KONOSE)町。昭和 54年(1979)1

月，在丘陵的南坡改植茶园的作业中被偶然发现。根据发现者及时准确的通报，迅速地对这

座奈良时代重要的坟墓实施了抢救性发掘。该墓独特的构造以及随葬的墓志弥足珍贵。   

    发掘时封土已被削平，边长 180cm 的四方形墓圹中埋纳着被木炭覆盖的木柜，其中安厝

着被火葬的墓主骨灰和 4 颗珍珠。木柜长约 65cm，宽约 38cm，高约 38cm，用材为高野槙。

木柜下面安放着镌刻 41个文字的墓志，文字面朝下。墓志用接近纯铜的铜板制成，长 29.1cm，

宽 6.1cm，平均厚度只有 0.5mm。因使用锤打的技法镌刻文字，背面显现出清晰的凸起。同时

代的人物，而且品秩同为从四位下的小治田（OHARIDA）安万侣(YASUMARO)的墓志，大小虽然

相同，但是厚度有 4mm。飞鸟·奈良时代的其他铜板墓志一般厚度为 3～5mm，使用超薄的板

材是太安万侣墓志的特征。其墓志铭分两行如下: 

    左京四条四坊从四位下勋五等太朝臣安万侣以癸亥 

年七月六日卒之 养老七年十二月十五日乙巳 

    墓志记载了其生前的住址、品阶和勋位、太安万侣的名字、亡故的日期等。据此，第一

次得知被葬者为太安万侣，其生前居住于平城京左京四条四坊。 

    2012 年对该墓志进行了三维计测和观察，在墓志铭行间发现了双钩文字的痕迹。文字痕

迹与墓志铭的内容相同。第一行的“安”“万”“侣”“以”“癸”，第二行的“十”“二”“月”

“十”“五”“日”“乙”，均位于各自铭文左下方。文字痕迹的字形和间隔与墓志铭酷似，可

能是墓志铭的底稿。 

    太安万侣墓志与 4 颗珍珠同被指定为国家重点文物，现在陈列於奈良県立橿原考古学研

究所附属博物馆的常设展室。同时，调查时从墓圹中取出的木炭和土层被用于制作该墓的模

型，同为常设展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