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外镰山北麓古坟群 

 

外镰山是夹在三轮山的初濑谷南侧,鸟见山的粟原河东侧的标高 292.5m的山丘。1972年～

1975 年在其北麓一带，开发近畿铁路朝仓站附近的“朝仓住宅区”时，实施了调查发掘。在

其山脊形成的古坟群被统称为外镰山古坟群。龙谷支群的 13 座古坟，慈恩寺支群的 10 座古

坟，忍坂支群的 8座古坟分别被发掘调查。 

其中营建最早的忍坂 5 号坟与其说是古坟，不如说是方形台状墓，从其区划沟中出土了

低温红陶器(土师器),推测其年代为古坟时代中期（5世纪前半叶）。忍坂 8号坟和 9号坟的埋

葬设施是被称为砖椁式石室的特殊结构墓室。特别是 8 号坟是唯一具有六角形平面的形制，

飞鸟时代（7世纪中叶）营造的所谓终末期古坟，被葬者可能属于律令官人阶层。 

其余的古坟均为木棺直接葬或修筑占据直径 10～20m 左右圆坟大半的横穴式石室，其营

建年代为古坟时代后期(6世纪)。随葬品中与朝鲜半岛有关的是忍阪 3号坟出土的铁铎，以及

忍阪 4号坟的百济系平底罐。此外，龙谷 3·12 号坟、忍阪 4号坟等出土了铁制马具。 

其中，慈恩寺 1 号坟被认为是直径 22m 的圆坟，不过也有可能是前方后圆坟，从木棺直

接葬的埋葬设施中出土了罕见的遗物。有玻璃制珠玑 150 件以及滑石制穿孔珠、琥珀制珠玑

和铁镞、刀子等。还有金制指环 1 对、镶嵌玻璃制小珠的银质中空勾玉 7 件、银质空洞珠、

蜻蜓眼珠等遗物出土。估计这些遗物也与朝鲜半岛有关。古坟的营造年代似可推定为 6 世纪

前半叶。 

国宝隅田八幡神社人物画象镜刻有：“意柴沙加宫”的铭文。位于外镰山北麓古坟群北侧

初濑谷的胁本遗址发现了 5 世纪末前后的大型建筑物和石垣遗迹，推测其与雄略天皇的初濑

朝仓宫有关。同时，在忍阪，具有八角形坟丘的段之冢古坟被推定为舒明天皇陵。外镰山北

麓古坟群的营建与周边遗迹有着密切关系，其历史意义不容忽视。发掘后，忍坂 1·2·8·9

号墓被移筑至朝仓住宅区内并复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