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三里古坟 

 

位于生驹郡平群町三里的前方后圆坟，坟丘长 35m。1975 年实施发掘调查，同年被指

定为县级文物保护单位。 

埋葬设施是南向开口的横穴式石室，基底石基本保存，可确认“凸”字形的墓室平面。

但是墓室上部因盗掘等遭到严重破坏，石室高度和顶部的构造不明。 

石室全长 12.0m，主室长 4.8～4.92m，中央部宽 2.44m，羡道长 6.16～7.06m，宽 1.32～

1.45m。值得关注的是石棚的存在。紧贴墓室后壁，在高出地面 0.4m 处将一块长 2.5m，

宽 1.45m，厚 0.45m 的巨大石板嵌入两侧壁。 

设有石棚的石室多见于和歌山县岩桥千冢古坟群等纪之川·吉野川流域的古坟，在奈

良县内其上游部的下市町冈峰古坟、大淀町槙个峰古坟也有发现。但在奈良县北部迄今仅

发现此一例。地域以及石室的形态虽然不尽相同，但是该古坟的石室营造可能与盘踞在纪

之川下游的豪族的纪氏有着某种关系。 

    墓室中央偏西残存组合式屋形石棺底石，在羡道的靠墓室门的位置也发现了被认为是

追葬用的组合式箱形石棺。屋形石棺的测量长度为 2.0m，宽 0.68～0.75m。箱形石棺的测

量长度为 1.75m，宽 0.45～0.5m。此外，从遗物的出土状况推测，墓室内石棚的上部和下

部，墓室的东部，羡道中靠近羡门处，各自安置了木棺。 

石室内的出土遗物有装饰品类（金环 2・玻璃小珠 67・琥珀枣形珠 2）、武器类（直

刀 1・铁镞 10件以上・刀子 5）、工具类(铁斧 1)、马具类(鎏金铜装鞍具 1组・铁制鞍绦

饰 2件・壶镫 1套・鎏金铜装钟形板镳辔 1套・心叶形板镳辔 1套・钟形杏叶 9・云玉 2・

铜泡类金属件 17・金属带卡 4・金属装饰件 4)、陶器类（窑烧硬质灰陶器 122・素烧红陶

器 23・瓦质陶器 6・青瓷器 1・羽釜 3）、铜钱 2 件、陶制铃 1件。其中马具类是罕见的逸

品。钟形杏叶亦见于藤之木古坟的 B组马具组合，然而与钟形镳配套之点则是本古坟的特

征。心叶形镳饰有十字纹。从随葬品中存在两种辔的迹象判断，可能随葬了 2套马具。硬

质灰陶器的年代即有 6世纪后半叶的遗物，也有 7世纪初的遗物，暗示着初葬的时期和祔

葬的时期。 

该古坟所在的平群谷还存在大致同时期营造的前方后圆坟乌土冢古坟，其坟丘长 60m，

推测其与三里古坟同属盘踞在这一地区奥津城的平群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