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珠城山古坟群 

 

    三轮山与缠向川之间平原的北方有穴师山，珠城山古坟群分布于其向西延伸余脉的山脊顶端

附近。古坟群从东向西顺次为 1～3号坟，是 3座前方后圆坟，2号坟营建于 6世纪前半叶，1号

坟年代为 6世纪中叶，3号坟为 6世纪后半叶。 

1955年，因采掘砂土，1号坟后圆部的横穴式石室开口部露出，仅用 4天时间对石室进行了

紧急抢救发掘。1958年，因再次采掘砂土，3号坟后圆部横穴式石室的石材露出。以此为契机，

实施了古坟群的全面测量以及对 2号坟坟丘的小规模试掘。并对 3号坟后圆部横穴式石室和前方

部的横穴式室进行了发掘。因后续的开发工程，3 号坟遭受严重破坏，现仅存前方部的一部分。

1985年到 1986年对 2号坟和 3号坟的境界部分进行了发掘调查，2005年为了确认 1号坟和 2号

坟的坟丘范围再度发掘。1978年该古坟群被指定为国家级文物保护单位。 

1 号坟的坟丘长 50～55m，后圆部直径 25m 左右，置圆筒埴轮。羡道偏置于中轴东侧，即所

谓“片袖式”石室。墓室长 3.4m，宽 1.6m。墓室中央放置组合式箱形石棺，随葬品主要安放在石

棺与侧壁之间。出土了须惠器、土师器(氧化焰烧成的低温红陶)等陶器类；辔、鞍、镫、杏叶、

云珠、节约、金属饰具等铜质鎏金装饰马具类；三叶环头大刀、银镶嵌大刀、标枪、镞等武器类；

胡簶、挂甲等武具类；削刀、剪子、钉、锔子等工具类；鎏金铜制、银制、琥珀制、玻璃制珠玑、

耳环等装饰品类。3号坟的坟丘长约 50m，后圆部直径约 26m，置圆筒埴轮和人物埴轮。后圆部的

石室采用羡道置于墓室中轴线上的所谓两袖式(对称式)布局，墓室实测长 4.7m，宽 2.1m，羡道长

5.1m以上。墓室中央置房屋形石棺，墓室入口置组合式房屋形石棺，出土了须惠器、土师器等陶

器类；辔、鞍、镫、杏叶、云珠、节约、金属饰具等鎏金铜制装饰马具类；旋拧环头大刀、长刀、

标枪、镞等武器类。前方部石室为偏置羡道的“片袖式”平面布局，实测墓室长 4.4m，宽 2.1m，

羡道长 4.4m以上。出土须惠器、土师器、耳环等。 

6 世纪在比邻的地界连续营造了三代首领墓，墓主的彼此近亲性明显，坟丘和石室等遗存及

出土遗物的面貌亦已判明。不仅华丽的鎏金铜制装饰马具引人注目，作为可以将墓主们同定为三

轮君等古代氏族的古坟群成为备受关注的重要资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