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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南阳丰泰墓地位于河南省南阳市宛城区，是一处以战罔秦汉墓葬为主，包括唐宋明清多个时期墓葬的
墓地。
本报告以其中259座战国秦汉时期墓葬为研究内容。
墓葬分为战国晚期、西汉早期、西汉中期、西汉晚期、王莽时期、东汉早期、东汉中期、东汉晚期八
期，出土各类随葬品3000余件。
这批墓葬资料，对于了解南阳地区战国秦汉考古学文化及社会历史背景有较重要的参考价值。

《南阳丰泰墓地》适合从事考古学、历史学及相关学科的研究人员与高等院校相关专业师牛参考阅读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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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第一章绪论　　第一节地理位置与历史沿革　　一、地理位置与自然环境　　　南阳市地处河南
省西南部， 属南襄盆地北区，是一个相对独立的自然地理单元，跨“黄淮海区”和“长江中下游区”
两大区。
区内北、西、东被伏牛山和桐柏山所环绕，中部平坦，向南敞开，构成马蹄形的“南阳盆地”。
环绕西北的伏牛山，长达200多千米，是河南省境内四支山脉中最大的一支，气势雄伟，群峰巍峨，不
少山峰海拔都在1000米以上。
山势走向由西向东延伸，至方城县东北骤然中断，形成南阳盆地东北角之方城缺口，在历史上成为华
北平原、南阳盆地与江汉平原之间的交通要道，即著名的“南襄隘道”。
南阳市东西长350、南北宽200千米，总面积为2。
66万平方千米，是河南省面积最大的一个地区。
东邻信阳和驻马店两地区，北靠平顶山市和洛阳市，西与陕西省的商洛市相接，南与湖北省的丹江口
市、襄阳市、随州市连界，今辖县、区14个（卧龙区、宛城区、高新区、邓州市、西峡、淅川、内乡
、镇平、南召、方城、社旗、新野、唐河、桐柏）。
　　南阳市宛城区是1994年南阳撤地设市时在原南阳县基础上成立的新行政区。
地理坐标介于东经112°18′至112°49′、北纬32°38′至33°17′之间。
区境东跟社旗、唐河交界，南与新野接壤，西邻卧龙区，北连方城。
辖4镇6乡和6个街道办事处，总面积为927平方千米。
　　地势由北而南稍有坡降。
海拔北端140、南端94米。
北端的隐山是境内唯一孤山，是伏牛山南麓余脉，海拔210米，为全境最高点，余皆为平原。
境内主要河流有白河、溧河、温凉河等，均为东南流向，纵贯全境。
为农业灌溉提供了充足的水利资源。
　　宛城区属亚热带大陆性季风气候。
四季分明， 气候温和，全年平均气温14℃～15。
8℃，年均无霜期229天，年降雨量在800毫米左右。
适宜多种动物、植物的生长发育。
　　二、历史沿革　　南阳宛城区有着悠久的历史。
唐、虞之际为吕望先祖“四岳”封地，称吕。
虞、夏之间又封申于此，周宣王时为申伯封地，称申伯国。
春秋时楚灭申建宛邑，始称宛。
战国属韩。
周赧王二十四年（前291年），秦伐韩拔宛。
周赧王四十三年（前272年）始置南阳郡（秦置，时为秦昭王三十五年），郡治宛，并设宛县。
西汉因秦旧制，先后与宛县析置杜衍、安众等县与西鄂、博望侯国。
新莽改南阳郡为“前队”（队音遂），改宛县为南阳县，改杜衍为润衍，改博望为宜乐。
东汉复西汉旧制，称宛县，仍　　属南阳郡， 改杜衍、？
阳、安众为侯国。
三国魏初，宛为南阳郡治，阳、西鄂、安众复改县。
西晋宛为荆州南阳郡，曾藩封南阳国，领宛县、西鄂为侯国，博望为公国。
东晋避简文帝司马昱讳，改？
阳为云阳。
十六国时期前后赵（318～328年）、前燕，均为宛。
隶荆州南阳郡。
前秦与宛之外复析置？
阳、西鄂；入后秦、西鄂复废。

Page 6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南阳丰泰墓地>>

南北朝刘宋、南齐时，宛为雍州南阳郡治。
北魏、西魏复置西鄂，又于宛析置上陌，均隶荆州南阳郡。
北周并宛县于上陌，称上宛。
隋文帝开皇三年（583年）改上宛为南阳县，废南阳郡，将前西鄂地改为向城县，俱属邓州。
隋炀帝大业三年（607年），改邓州为南阳郡，领有南阳县。
唐高祖武德三年（620年）置宛州，领有南阳县，并于南阳县析置上宛、云阳、安固等县。
武德八年（625年）宛州废，复设邓州，以上宛、云阳、安固地入南阳县，仍属邓州。
唐玄宗天宝元年（742年）复改邓州称南阳郡，仍辖南阳县。
五代后梁于南阳郡设宣化军，后唐改威胜军（后晋、后汉因后唐旧制），后周改武胜军，皆领有南阳
县。
后周显德三年（956年）废向城，分其地入穰与南阳县。
宋仁宗庆历四年（1044年）废方城县为镇，入南阳县。
宋神宗元丰元年（1078年）复置方城县。
金哀宗正大三年（1226年）置申州，治南阳，元升申州为南阳府，明、清仍设府，俱辖南阳县。
明成祖永乐六年（1408年）为唐王藩国。
民国初年沿明、清旧制，属南阳府辖。
民国三年（1914年）废南阳府，改南汝道。
后道废属省。
民国二十一年（1932年）属河南省第六行政督察区，至1948年11月南阳解放。
从古至今，宛城一直是宛部落、宛侯国、宛县、南阳县、郡、府、专属、市的治所。
　　第二节墓葬与发掘清理的基本情况　　早在20世纪90年代，原南阳市文物工作队和南阳市文物考
古研究所就对东苑小区的工地进行了发掘，先后清理了3000余座墓葬，出土了一大批随葬品。
此次发掘清理的墓葬主要集中分布在建设东路路南，行政区划隶属宛城区仲景街道办事处牛王庙社区
（图一）。
西北与南阳市永泰住宅小区（市拆迁办）相邻，东北与罗庄变电站相邻。
　　于2002年7月29日至12月16日分两期，历时4个多月完成发掘工作。
　　此次发现清理了东周秦汉至明清时期的中小型墓葬387座，其中21座为唐宋至明清时期墓葬，107
座没有随葬品，其时代无法确定，其余259座墓葬据出土遗物可确定为东周秦汉时期（图二）。
　　东周秦汉时期的259座墓葬，其结构可分为竖穴土坑墓、砖室墓两大类。
砖室墓中除全砖结构的墓葬外，还有砖石混合结构墓（墓内墓门为石结构）2座，砖土混合结构墓3座
。
　　259座墓葬中，随葬品一般1～7件，少则1～2件，最多达255件。
出土了陶、釉陶、瓷、铜、铁、银、铅、玉、水晶、琉璃、石、骨器等不同质地的文物3000余件。
　　第二章墓葬概况　　南阳丰泰墓地属于战国秦汉时期的墓葬共计259座，其中竖穴土坑墓171座，
砖室墓88座。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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