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岛之山（SHIMANOYAMA）古坟〔矶城郡川西町唐院〕 

 

位于奈良县矶城郡川西(KAWANISHI)町唐院(TOUIN)的前方后圆坟（ZENPOUKOUENFUN），坟

丘长度为 200m。修筑於奈良盆地中央的大和川支流寺川与飞鸟川合流的低地，海拔高度 40m。 

从江户时代到昭和年间初期，该古坟的遗物不断被采集。奇珍异石的搜集家木内石亭

（KINOUCHI SEKITEI）所著《云根志(UNKONSHI)》对此有记载。除本博物馆之外，世代居住

于周边的老住户、东京国立博物馆、天理大学附属天理参考馆、美国纽约大都会博物馆(The 

Metropolitan Museum of Art)、笛洋美术馆(M.H.de Young Memorial Museumde)等也收藏、

保管着以前从该古坟出土的手镯形石制品和珠玑类等。 

推测坟丘后圆部的埋葬设施为竖穴式石室，疑为其墓顶石的龙山石加工材散见於古坟西

侧的姫桑(HIMEKUWA)神社和川西町诸设施，以及老住户等。 

1988 年对外堤部进行了调查。此后，从 1995 年的第 1 次调查到 2009 年的第 13 次调查，

14 年间的发掘调查均由奈良县立橿原考古学研究所和川西町承担。 

1996年度的第 2次调查，在前方部坟丘顶部发现粘土椁(膏泥层)。粘土椁构筑於长 10.5m，

宽 3.4m 的墓圹内偏北的位置，全长 8.5m，宽约 2m。椁中央安厝长 7.5m 的高野槙制成的剖竹

形(半圆木刳空式)木棺。其上连续两次覆盖黏土。棺内安放被葬者遗骸的部分撒硫化汞(辰砂),

头部附近随葬铜镜三面、石制盒子 3 件、大型管状石制品 5 件，胸部附近发现疑为项链的管

状玉(石)，腕部附近有连缀管状玉(石)或珠玑的手镯状石制品出土。此外还有铁制刀子 4 件

和竖长式梳篦等随葬品。 

被覆粘土层中出土了腕饰石制品共计 133 件，分别为车轮石 80 件、石钏 32 件、锹形石

21 件。棺上面和被覆粘土中还发现铁制小刀 2 件、铁剑 5 件、以及 2,500 馀件的珠玑类和琴

弦柱形石制品。这些原本连缀在一起的遗物已处于散乱状态。粘土椁出土的遗物於 1998 年被

指定为国家重点文物。随葬品中几乎不存在武器类，由此分析,这一埋葬设施主体部的被葬者

可能是女性。 

在後圆部和前方部中间还存在另一埋葬设施，目前从地表土层确认了其范围，还出土了

镰、刀子等滑石仿制品以及铁斧等遗物。 

经调查确认，坟丘呈台阶状分三级修筑，各阶的斜(立)面装嵌砾石、卵石，台阶平面中

央密集排列圆筒埴轮。在坟丘东西侧前方部与后圆部的衔接处(收缩部), 邻近后圆部筑出平

面三角形的坛状设施。收缩部出土木制品和筐子等遗物。 

古坟的营造年代为 4 世纪末叶，是前期向中期过渡时期具有代表性的大型前方后圆坟。

关于其谱系，学术界存在两种意见：一种认为其与奈良盆地东南部的大和（OOYAMATO）古坟

群的首长谱系相关，另一种则认为其与葛城(KAZURAKI)地域的首长谱系相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