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猫冢古坟·猫冢北 1号棺 

 

特别史迹平城宫之北侧有松林苑遗迹。关于其最早的文献记载见于『续日本纪』天平元

年(729)3 月 3 日条，其时圣武天皇召集群臣在松林苑举行飨宴。此后，又多次在此设宴。佐

纪古坟群西群的一部分被纳入松林苑范围内，包括盐冢古坟·OSE山古坟·KONABE古坟等 4

世纪后半～5世纪营造的古坟，外周围筑瓦顶版築墙。 

推测猫冢古坟是坟丘长 120m 的前方后圆坟，不过因位于松林苑南墙的修建，古坟原貌

被大幅度改变。1953年，配合取土工程实施了抢救性发掘。埋葬设施应是全长 4.6m，宽 1.28m

的竖穴式石室，葬具为剖竹形木棺。出土石钏 21件、直刀 8件、短剑(枪头)22件。这些遗物

被奈良国立博物馆收藏。此外，据调查记录还出土过神人车马画像镜·铁刀·车轮石·碧玉管

饰·翡翠勾玑等遗物。 

    1983 年在古坟北侧进行了发掘，发现粘土椁（猫冢北 1 号棺）。推测其为古坟北侧外堤

上的棺，或是处于陪冢位置的古坟的埋葬设施。从粘土椁出土了手镯形石制品·盒子·管形

石饰物·勾玑。手镯形石制品为形态各异的车轮石 5 件、石钏 6 件。石钏中有 3 件为滑石制

成。其中的一件两面刻锯齿纹，所施纹饰完全脱离其原型的贝壳制腕轮。 

猫冢古坟和猫冢北 1 号棺应营建于古坟时代前期后半段。猫冢古坟是佐纪古坟群中比较

早的阶段修筑的中等规模的前方后圆坟，其与同时期的坟丘长 200m 以上的大型前方后圆坟

佐纪陵山古坟和佐纪石冢山古坟的关系值得关注。进而，相对于猫冢古坟而言，处于从属位

置的北 1 号棺埋纳着丰富的随葬品，两者的关系值得注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