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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墓葬是高句丽存世遗迹的主要内容之一。
作为我国东北历史的一部分，高句丽政权以集安国内城为都的时间长达400余年，迄今为止仅在鸭绿江
沿岸已经调查发现了各类墓葬一万多座。
1961年，洞沟墓群成为全国重点保护单位之后，吉林省文物管理委员会、吉林省博物馆组织过多次的
调查、勘测，并陆续发掘了一批贵族墓。
20世纪80年代以来，随着农田和公路建设的开展和墓葬保护修缮工作的推进，吉林省博物馆、集安博
物馆、吉林省文物工作队和吉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又相继进行过多次发掘及重点墓葬的复查清理。
这些材料先后发表于各类刊物上，成为高句丽研究的重要资料。
　　2003年，洞沟墓群开始了大规模的环境整治工作，期间复查清理了大型的积石墓葬20余座。
在整理发表这批材料的过程中，我们深刻感受到以往资料的重要，同时也感觉到因所发材料太过散乱
而产生的不便，于是促成了编印本集的初衷。
本报告集的收录范围限于吉林省内，时间截至2003年，还包括2004年出版《集安高句丽王陵》一书时
未纳入的部分篇章。
　　全书共收集已经发表的调查、发掘报告35篇，动物骨骼鉴定报告1篇。
内容上可分为两大类：壁画墓方面，五盔坟四、五号，长川一、二号，麻线一号等墓的报告，对于墓
葬形制和壁画内容著录详细，为后来的研究提供了相当大的便利；积石墓方面，以上活龙、下活龙、
东大坡和集锡公路几次发掘规模较大，其复杂多变的墓葬形制及丰富多彩的出土遗物，在报告中也颇
为详尽，至今仍然是高句丽石墓研究的基础。
此外，报告集中还收录了一些形制特殊的墓葬和近年调查的一些可能的高句丽王陵。
　　本书的编集由王洪峰、王丽萍负责，图版和插图照片由赵昕制作。
编辑过程中，以忠实于原作，文字上我们只对原来明显的出版错误做了一些订正，结语和作者观点均
依原文，未作改动。
照片尽量取用原底片，缺失的均依原报告扫描或翻拍。
线图中一些扫描结果不理想者，皆由郝海波依原图做了重新清绘，之后由科学出版社进行了统一编排
。
此外，在资料核对及历史照片辑合时，集安博物馆周荣顺、林世贤两位同志提供了很大帮助，谨向他
们致以深深的谢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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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共收集1962～2003年吉林省内高句丽墓葬调查、发掘工作的考古报告35篇，动物骨骼鉴定报告1篇
。
其中不仅有三室墓，五盔坟四、五号墓，长川一、二号墓，麻线一号墓等壁画墓的发掘报告，同时也
包括了上、下活龙，东大坡和集锡公路等几次规模较大的积石墓群的报告。
此外，书中还收录了近年调查的几座可能的高句丽王陵报告。
这些材料一向被视为高句丽墓葬研究的基础。
将它们汇集在一起，可以减少研究中因这批资料发表分散而产生的查阅不便。
    本书适合从事考古学、历史学，特别是东北考古学、高句丽考古研究方向的中外学者以及高校相关
专业师生参考、阅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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墓群禹山墓区2112号墓洞沟古墓群禹山墓区JYM 3319号墓发掘报告集安JSZM000l号墓清理报告集
安JSZMl45号墓调查报告集安禹山M2112墓室清理报告黄泥岗大墓调查报告集安禹山540号墓清理报
告03JYM0540出土的动物骨骼遗存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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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1962年春季吉林集安考古调查简报　李殿福　　吉林省博物馆为了做好集安地区的文物保护工作
和开展科学研究，组成了集安考古工作队。
工作队由王承礼同志领队，并邀请了吉林师范大学历史系曹正榕、吉林省哲学社会科学研究所朱涵康
等同志，会同集安县文物管理所的同志共12人，于1962年春季，开始对集安全县进行了第一期的考古
调查。
通过这次调查，对集安境内新石器时代遗址的分布、高句丽时期和金代的遗迹、遗物有了进一步有了
解。
调查工作分两个阶段：前段从4月初至5月末，后段从6月初到7月。
　　前段调查完霸王朝山城后，分为两组：一组调查（老）岭后，一组赴岭前。
岭后组调查了大清河流域、浑江中游左岸和新开河全域；岭前组调查了鸭绿江北岸和榆林河流域。
于6月初结束了上述集安城外围的调查。
6月中旬转入后段工作，对集安城附近的洞沟一带进行了调查。
在岭后共发现新石器时代遗址3处、古关卡遗址3处、山城1座、高句丽时代的古墓群10处。
三处新石器时代遗址的地点是：腰营子人民公社南台村西岗、梨树沟后山及头道人民公社长岗村，均
在浑江中游左岸。
　　三处古关卡址是头道“关马墙”、二道“关马墙”和三道“关马墙”。
三处“关马墙”皆在岭后大清河流域，是高句丽时代的古关卡址。
头道、二道“关马墙”位于通化通往集安的公路两侧的险要隘口，为截堵由辉发河越浑江直通丸都的
重要关卡。
公路为南北向，两道墙相距半公里。
第三道“关马墙”位于第一、第二道“关马墙”中间，东距公路约百米的木铣头沟里。
木铣头沟是大清河的小支流，沿溪谷溯流而行可到小龙爪沟，越岭东经天桥沟至黄柏，由黄柏可至洞
沟。
三道“关马墙”全系不规整石块叠砌而成。
头道“关马墙”之东墙保存较好。
东墙之内墙上窄下宽呈梯形，东西长23、南北宽10.5、残高2.3米。
第二道“关马墙”破坏较大，多已坍塌。
东段已被河水冲断，残高2.3米。
第三道“关马墙”保存最好，墙上窄下宽呈梯形，全长56、宽6.5～6.9、宽0.5～0.7米。
在墙之正中有门，门宽4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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