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牧野古坟 

 

马见丘陵南端派生出复杂的山脊，牧野古坟是利用其余脉修筑的大型圆坟。1957年被指定为

国家级史迹。1968年，在真美之丘新城规划、建设进程中进行了坟丘测量。其后 1983年至 1984

年对坟丘基部斜面和横穴式石室进行了发掘调查，出土了大量的遗物。 

坟丘分三段筑成，实测直径 48m。坟丘上有埴轮，表面可能曾铺石修葺。石室属于中轴修筑

羡道的对称式布局(两袖式)，实测全长 17.1m，墓室长 6.7m，宽 3.3m。早年曾被盗掘，但是，除

凝灰岩制刳空式房屋形石棺、凝灰岩制组合式房屋形石棺外，发掘中仍然发现了须惠器、土师器(氧

化焰烧成红陶之一种)等陶器类；辔、鞍、障泥、镫、杏叶、云珠、金属节约、花瓣形金属饰具等

鎏金铜装马具类；银装饰大刀，鹿角装饰大刀、鉾、剑、镞等武器类；刀子等工具类；耳环、银

线缀鎏金镂空铜珠、玻璃珠等装饰品类；以及木芯鎏金铜碗等。石室入口封石的外侧出土了圆筒

形、房屋形、盾形、人物·动物形等埴轮。 

这座古坟最鲜明的特殊性是其被确信为《延喜式》中所记位于大和国广濑郡的押坂彦人大兄

皇子之“成相墓”。得以特定墓主的线索是坟丘与石室等遗存及出土遗物的年代和所属阶层。该古

坟等级特殊罕见，是绝对不可忽视的考古学基准资料。 

押坂彦人大兄皇子是敏达天皇的皇子，舒明天皇的父亲，然而未曾即大王之位。其殁年上限

可大致推测为舒明天皇出生的 593年以降，下限可至为用明天皇的继承人厩户皇子(谥：圣德太子)

设置壬生部（负担皇子养育费之部民）的 607年之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