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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浙江省位于我国东南沿海，长江下游，太湖南岸。
境内最大的河流钱塘江，因江流曲折，又称浙江，省以江名。
距今二三千年前的商周时期，我国百越民族中最为强大的一支——于越先民以其特有的生存方式，活
跃在浙江这块热土之上，他们所建立的越国曾经强大一时，并在其一系列生存、立国、争霸历史过程
中，演绎过一幕幕至今仍让人为之震撼的史剧。
浙江大地曾经因有过越国的存在而辉煌一时，越王勾践十年生聚，十年教训，卧薪尝胆，发愤图强，
灭吴雪耻，争霸中原的惊天伟业，在中国历史上留下了浓重的一笔。
迄今，在广袤的浙江大地上，遗留着大量的越文化遗迹与遗存，这些遗迹与遗存，已成为今天我们研
究探索越国辉煌历史与文化内涵的宝贵财富。
对越文化的考古发掘与研究，一直是浙江考古工作中的一项重要课题，工作重点首先主要集中在对保
存最为丰富的墓葬遗存的调查、发掘与研究上。
以20世纪80年代初首次对长兴便山30多座土墩的探索性发掘为肇始，以后陆续在长兴、海宁、德清、
湖州、安吉、慈溪、余姚、上虞、萧山、巨州、东阳、义乌等地也发掘了一大批土墩遗存。
通过对这些土墩的科学发掘，确认了这类广泛分布于浙江大部分地区山顶山脊上的土墩遗存，是商周
时期一种富有民族特色的越族墓葬，是于越正式建国之前流行的主要墓葬形制，并由此基本建立了土
墩墓的分期序列，从而对越正式称王建国之前的葬制葬俗和文化内涵情况，有了比较清晰的了解，在
越文化考古研究上取得了比较丰硕的成果。
最近10年，越文化的考古工作又有了新的突破，取得了许多新的重要收获。
这一突破性进展的重要标志，是陆续发现与抢救性发掘了一批包括越国王陵在内的春秋晚期至战国时
期越国贵族大墓，从而为研究探索越立国后越国贵族墓葬的葬制葬俗和内涵特征，提供了重要的考古
资料。
这些墓葬分别是：　　1996～1998年，绍兴兰亭里木栅发掘的印山大墓，虽遭古代严重盗掘，随葬品
几乎被洗劫一空，但以其恢宏巨大的规模、十分讲究的填筑方法和形制独特的巨大木椁，仍可确定其
应该是一座越国王陵。
考证文献记载，墓主应为越王勾践之父——越王允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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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介绍了春秋晚期至战国时期的四座大型越国贵族大墓，填补了浙江地区大型越国贵族墓葬的考古
空白，为研究探索越国贵族墓葬的葬制葬俗和内涵特征提供了重要的考古资料，对于推动越文化研究
的深入进行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本书适合于从事考古、历史等方面的研究者及相关院校师生阅读与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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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墓坑为东西向浅土坑，系在山顶平地上四周用人工堆筑大量泥土和石块形成的熟土堆坑，规模较
大，长13.52、宽4、深0.3～0.35米。
墓坑东、南、北三面坑口，均用大小不一的单层石块不甚紧密地围置出一个墓坑边框，西面连接石砌
甬道。
墓坑的南北两个长侧边，还设置有熟土二层台，二层台由土和石块加筑而成，二层台低于坑口石
框O.2～0.35米，高于墓底0.15～0.2米，台面宽0.6～0.65米。
坑底全部用河卵石铺设石床，河卵石排列紧密，铺设平整，石床厚0.05～O.1米。
　　坑内原有棺椁已朽，坑底发现8条宽阔的垫置棺椁的枕木沟。
枕木沟南北横向分布，基本为间隔1.4米一条等距离排列，将整个墓底石床分隔成7段。
从枕木沟底部无铺设河卵石现象分析，坑底石床是在放置好枕木后再铺设的。
枕木沟打通二层台直抵坑边，形状十分规整，沟宽0.4～0.45米，沟深在二层台位置为0.2米，在墓底石
床位置为0.05～0.1米。
枕木沟为放置枕木而设，而枕木则为垫高、垫平木椁而放。
在清理墓底填土时，局部可观察到明显的朽木痕迹，并发现几小片尚未完全朽烂的椁木碎片。
这些迹象均可与封土剖面上反映的封土坍塌下陷现象互为印证，表明当时浅墓坑之内有高大木椁的存
在。
根据枕木沟的分布情况，木椁的大小应与浅土坑的大小相仿，长13.5、宽4米左右（图版1-6）。
从发掘时隔梁剖面上观察到的封土塌陷状态和与之相接的甬道形态可以判断，当时木椁的形制结构应
与断面呈梯形的石砌甬道形状相近，应该是两面斜坡状，横断面呈三角形的形态。
由于木椁应与甬道连接沟通，因此，木椁室内的空间高度至少应与甬道相同，在2.4米左右（图版1-7
、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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