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韩国坟丘墓社会的性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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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序言

在古代韩国，面向黄海的中西部地区盛行过

坟丘墓。 这一地区在青铜器时代之前，盛行的都

是支石墓或石棺墓， 最晚从公元前1世纪起开始

使用坟丘墓。 坟丘墓使用木棺或瓮棺作为埋葬主

体（葬具），置于地上坟丘的中间，这与埋葬主体

位于地下土坑中的其它地区封坟墓相比，在系统

上是不同的。
韩国中西部地区盛行过的坟丘墓，其所对应

的历史实体是马韩。 因为关于马韩的文献记录非

常不充分，所以坟丘墓成为了理解其社会性质的

重要考古学材料。 然而，迄今为止，关于坟丘墓的

起源问题仍未解决。
笔者曾有论述吴越土墩墓与马韩 坟 丘 墓 有

很高关联可能性的文章[1]。 因此，在本文中着重探

讨韩国坟丘墓的起源问题和变迁过程，并涉及坟

丘墓社会的性质。
二 韩国坟丘墓的起源和变迁

1.韩国坟丘墓的特征

韩国的坟丘墓， 以中西部地区的 汉 江 流 域

圈、牙山湾圈、锦江流域圈、荣山江流域圈和高兴

半岛圈为中心盛行。 其特征如下：

（1）在位于地上的坟丘中安置埋葬主体。 这

是与在地下土坑中安置埋葬主体的其它地区封

坟墓系统上的不同。

（2）有周沟。过去对周沟的功能进行过很多讨

论，有采土、排水、墓域区分等许多说法，但是最初

建造坟丘时用来取土的可能性最大。 已发现的周

沟形态非常多样，这是由于长时间流失作用，坟丘

和周沟上部被削平后才开始发掘调查的原因。

（3）坟丘筑造时，有分块盛土等建造计划。 特

别是在建造大型坟丘墓时， 先建造高约1米的土

台，这样完成的坟丘能显示出更高大的效果。

（4）追加葬而形成坟丘扩张的情况很多。由单

人葬形成的方形系坟丘墓，由于流行追加葬，坟丘

向水平方向扩张，变成了梯形。 其后，又渐渐向方

形或圆形定型， 既存的传统追加葬的延续导致了

其必然向垂直方向扩张[2]。

（5）存在寿墓。 坟丘墓在筑造方面，根据身份

等级的不同存在着差异， 大型坟丘墓是当地统治

者在生前建造的，死后才进行埋葬。已经发掘的大

型坟丘墓中，有的没有发现埋葬主体，应该是由于

墓主人的地位等情况后来发生了变化而无法安葬

于此。

2.韩国坟丘墓的起源问题

要解决韩国坟丘墓的起源问题， 首先要探明

坟丘墓的出现时期。 坟丘墓由于发现时都处于坟

丘和其内部埋葬主体全部流失的状态下， 因此对

其出现时期很难确切断言，但是最晚到公元前1世

纪之前，已经开始筑造坟丘墓了[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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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一// 韩国鸟形陶器 图二// 中国鸟形陶器

韩国坟丘墓的最大特征是埋 葬 主 体 位 于 地

上、通过追加葬形成多葬，这一点和中国吴越土墩

墓有相通之处。之前的研究中，由于两者存在着时

间和空间上的差异，导致有否定其关联性的倾向。
但是，空间上和时间上的差异正在不断减少。最近

的调查研究发掘了以浙江省湖州市杨家埠遗址 [4]

为首的多座中国汉代土墩墓[5]。 另外，关于坟丘的

筑造方面，往往分块堆土而成，而分割盛土不仅是

在韩国坟丘墓中，在江苏真山D9M1东周墓这样的

中国坟丘墓中也有发现[6]。
关于韩国坟丘墓的起源问题， 还有必要讨论

一下出土遗物。 特别是受到瞩目的鸟形陶器 （图

一）。 以中国江苏省邳州出土的一件器物为代表

（图二） [7]，从时间上看，比韩国要早，因此推测韩

国鸟形陶器的起源应该在中国。 马韩文化圈的代

表性陶器———两耳附壶是接受了中国江西省一带

东汉时期的平底两耳壶影响的观点 [8]，也是说它

与中国江南地区有着关联性。 京畿道河南市历史

博物馆收藏的硬质广口壶，在马韩、百济文化圈极

其罕见， 其器形和纹饰都可以看出与中国土墩墓

的出土品有相似之处[9]。
最近，在韩国发现了一种异形陶器，阔口为上

部，窄筒为下部，被认为是一件与祭仪有关的遗物[10]。
然而，在笔者看来，这种器物应该是倒过来，阔口

为下部，窄筒为上部，窄的上部可插有长杆一类的

东西，作支撑使用。中国江苏省无锡市鸿山越墓出

土了相似的特殊陶器，被定为鼓座[11]。 鸟形陶器和

异形陶器并非日常用器， 而是有着特殊用途的器

物，因此，它们的起源问题与文化、社会起源问题

都是有关联的。

3.韩国坟丘墓的变迁

关于韩国坟丘墓的变迁， 坟丘形态是从方形

出发，按照（长）梯形、（长）方台形、圆形的顺序进

行变化的； 埋葬主体则是随着地区的不同， 有围

石、敷石、敷炭等特殊情况，但大体是从木棺出发，
按照木椁、瓮棺、石室的顺序进行变化的。故此，要

讲韩国坟丘墓的变迁， 最好是既能反映木棺、木

椁、瓮棺、石室等埋葬主体的变化，又能反映方形、

（长）梯形、（长）方台形、圆形等平面形态的变化。
虽然还不能确切区分埋葬主体和平面形态， 但是

大体把握其全面发展趋势的话，应该是“方形木棺坟

丘墓”—“梯形木椁坟丘墓”—“（长）方台形瓮棺坟丘

墓”—“圆形石室坟丘墓”的变化过程[12]。
平面形态的变化上， 从不定型的方形系坟丘

逐渐向定型的圆形坟丘变化， 这是受到了百济等

周边地区墓葬定型影响而形成的现象， 与反映古

代天圆地方思想的宇宙观有关[13]。 就这个问题而

言，中国中原地区从东汉中期开始，坟型开始从方

形向圆形转换的史实 [14]是很重要的，其埋葬主体

的变化，在向着规模大型化、坚固化的同时，由竖

穴式改为了横穴式。 韩国坟丘墓规模大型化的同

时， 也受到了中国中原地区起源的横穴式葬制的

影响。
韩国中西部地区流行的坟丘墓， 是从北部开

始消失的。这是由于在汉江流域圈建国的百济，在

3世纪末叶开始对马韩社会实行了合并政策。在最

南端的荣山江流域圈和高兴半岛圈，直到6世纪仍

然存在着筑造直径达30～50米的大规模坟丘墓。
在这些坟丘墓中， 包括鎏金铜冠在内的各种权势

象征器物都有出土，这就说明，这一地区直到6世

纪初还没有被百济合并。 如果看中国的 《梁职贡

图》的话，在百济周围存在着“旁小国”[15]，其中应

该就包括这一地区。
三 韩国坟丘墓社会的性质

韩国坟丘墓社会在历史上是马韩社会。 根据

《三国志·魏志·东夷传》，马韩由54个小国组成，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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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有一些主动与中国交易的小国[16]。 像这样的小

国，通过联盟的方式成为领导周边小国的盟主国，
比如汉江流域圈的伯济国、牙山湾圈的目支国、锦

江流域圈的乾马国、 荣山江流域圈和高兴半岛圈

的新弥国等。其中，汉江流域圈的伯济国发展成古

代国家———百济， 但是其它小国并没有发展成古

代国家，而是一一被百济所合并。
韩国的坟丘墓社会中， 只有伯济国发展成为

古代国家，其理由有很多。其中最重要的是地政学

上 的 与 先 进 地 区 的 关 系 。 汉 江 流 域 圈 的 盟 主

国———伯济国， 与大同江流域的汉郡县在地理位

置上临近，因此容易接收先进文化，不仅如此，还

可以最先联系到以温祚为代表的高句丽系移民势

力。温祚势力由于拥有高句丽现成的国家制度，在

伯济国由小国状态向古代国家百济发展的过程中

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与之相反， 其它小国没有能够成长为古代国

家， 其背景中最重要的是所不多见的多葬坟丘墓

盛行的史实。多葬被视为以家族为中心，在血缘共

同体内盛行的产物，例如，罗州伏岩里3号坟瓮棺中

出土的2具人骨有着同一母系亲族关系的情况[17]可

以作为佐证材料。 多葬坟丘墓盛行的地区是农耕

发展的地区， 坟丘墓社会的劳动集约型的农耕特

性共同体性质非常强势， 可以说这是阻挡其向古

代国家发展的一个重要原因。
坟丘墓盛行的马韩地区， 其铁器使用量的稀

少也是值得关注的现象。 由于马韩地区的农耕是

以土质柔软的低矮丘陵为中心发展起来的， 使用

木器来代替铁器也可以充分地完成耕作。 木质工

具在材料搜集和制作上，并没有特别的技术、组织

的制约，不需要大势力的帮助。 因此，在这样的环

境下， 包括贸易在内的经济活动也没有必要扩大

到一定范围以上， 控制它的势力亦无法大规模成

长。
像这样， 韩国坟丘墓社会作为以血缘关系为

中心的农业共同体， 没能转型为掌管铁器生产和

普及的势力，因此，可以说也没能拥有形成非血缘

关系的阶层化、品级化社会的机会，而且与周边古

代国家在对等的位置上进行交流的机会也非常难

得。正是由于这样的制约，韩国坟丘墓社会没能成

长为拥有中央集权和规范化军队的古代国家[18]。
归根结底， 将韩国坟丘墓社会在历史上对应

构成马韩的诸小国， 从人类学角度对应归为处于

社会发展中的酋长社会[19]阶段比较好。 这其中，分

圈域主导周边小国的目支国、乾马国、新弥国等盟

主国，可以区分出来，视为大酋长社会[20]。
四 结语

韩国的坟丘墓， 从公元前1世纪起截至6世纪

初，在面向黄海的西南部地区十分盛行。坟丘墓社

会从3世纪起，被汉江流域圈建国的百济逐一吞并，
文献记录中出现的马韩小国，相当于酋长社会。

在中国，安徽、江苏、浙江等地盛行土墩墓 [21]。
虽然有将中国土墩墓和韩国坟丘墓进行比较的研

究， 但两者间的时间差使我们没有办法提出直接

的相关性[22]。 然而，最近的研究成果提供了土墩墓

直到汉代仍在使用的证据， 由此应该可以进行更

加具体的相关性讨论了。
在日本，弥生时代盛行过坟丘墓，根据平面形

态可以分为方形和圆形， 根据周围的周沟发掘情

况可以分为有周沟的周沟墓和平整的台状墓 [23]。
一般情况下，一个坟丘内有多个埋葬主体，且位于

地上， 坟丘周围有周沟的现象与韩国坟丘墓以及

中国土墩墓有相通之处。
在韩中日三国， 墓葬共同拥有埋葬主体位于

地上坟丘内、具有周沟、盛行由追加葬形成多葬等

特点，并不是偶然的事情。 特别是，其空间分布集

中于韩中日三国间海路最临近的地方， 这对研究

古代东北亚的文化交流有很大的启示。而且，时间

上的差异也正逐渐缩短， 有必要对这个问题持续

关注。 (翻译：孙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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