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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雲山漢墓位於江蘇省盱眙縣馬壩鎮雲山村大雲山山頂，海拔高程73.6米，西距盱眙縣城

30公裡，南距漢代東陽城遺址1千米，西南與青墩山、小雲山漢代貴族墓地相鄰。

　　2009年初，大雲山發生了嚴重盜墓事件。2009年2月至3月，由南京博物院考古研究所

對現場進行考古調查與勘探，鑽探表明大雲山山頂區域存在大型漢墓區。由於現場不斷受開山

採石破壞，經國家文物局批准，2009年9月至2010年12月，南京博物院對大雲山漢墓區進行了

全面勘探與搶救性發掘，揭示出一處完整的西漢江都王陵園，出土了大量銅器、金

銀器、玉器等精美文物，許多文物均為首次發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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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盱眙大云山江都王陵园考古发掘收获简介 

 

大云山大云山大云山大云山汉汉汉汉墓航拍墓航拍墓航拍墓航拍图图图图    

  大云山汉墓位于江苏省盱眙县马坝镇云山村大云山山顶，海拔高程 73.6 米，西距盱眙县

城 30 公里，南距汉代东阳城遗址 1 千米，西南与青墩山、小云山汉代贵族墓地相邻。 

  2009 年初，大云山发生了严重盗墓事件。2009 年 2 月至 3 月，由南京博物院考古研究

所对现场进行考古调查与勘探，钻探表明大云山山顶区域存在大型汉墓区。由于现场不断受

开山采石破坏，经国家文物局批准，2009 年 9 月至 2010 年 12 月，南京博物院对大云山汉

墓区进行了全面勘探与抢救性发掘，揭示出一揭示出一揭示出一揭示出一处处处处完整的西完整的西完整的西完整的西汉汉汉汉江都王陵江都王陵江都王陵江都王陵园园园园，，，，出土了大量出土了大量出土了大量出土了大量铜铜铜铜器器器器、、、、金金金金

银银银银器器器器、、、、玉器等精美文物玉器等精美文物玉器等精美文物玉器等精美文物，，，，许许许许多文物均多文物均多文物均多文物均为为为为首次首次首次首次发现发现发现发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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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一一一号号号号墓墓墓墓与与与与二二二二号号号号墓全景墓全景墓全景墓全景（（（（航空俯拍航空俯拍航空俯拍航空俯拍））））    

  一号墓（M1）位于陵园东南部，发掘前地表留有大型封土堆，由于受近年来开山采石取

土的破坏，封土形制已无法了解，但残留的封土直径至少在 150 米以上。M1 墓室结构为黄

肠题凑，包括外回廊、题凑、前室、内回廊、后室等部分。尽管受到早期盗墓影响，但上下

两层外回廊几乎未受盗扰影响，墓室内共出土了铜器、金银器、玉器、漆木器、陶器等大量

精美文物一万余件（套）。 

  二号墓平面呈“中”字形，与 M1东西并列，相距 13 米，M2 偏北 5 米，两墓封于同一个

封土包内。墓室结构由一棺一椁与头厢、足厢构成。头厢主要陪葬漆笥、漆盒等漆器，足厢

以随葬车马器为主。尽管受到现代盗扰，但仍出土漆器、铜器、金银器、玉器、陶器等各类

文物 200 余件（套）。其中，玉棺是二号墓最为重要的发现之一。 

  陪葬墓均位于陵园北部，目前仅发掘了 4 座（编号 M3—M6）。4 座墓均为竖穴岩坑木

椁墓，平面为长方形或正方形。 

  陵园内共发现有车马坑 2 座（K2、K7），兵器坑 2 座（K3、K6）。对陪葬坑的发掘均

采用保护性发掘的原则，尽量保存现场遗迹。 

  从墓葬的形制、规格、墓室结构（黄肠题凑）、玉棺玉衣制度、高等级随葬品等诸多方

面可以确定一号墓的墓主人身份为西汉诸侯王。再从西汉时期墓葬所属地先后分封的诸侯国

看，大云山先后属于刘贾荆国、刘濞吴国、刘非刘建江都国。 

  由于墓葬中先后出土了刻有“江都宦者容一升重三斤”铭文铜行灯与“江都宦者沐盘十七

年受邸”铭文银盘，表明这些随葬品当为江都国时期的手工制品。如此，作为早于江都国存在

的荆国刘贾与吴国刘濞首先被排除，墓主人只可能与江都王有关，即墓主人为刘非刘建父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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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通过对墓葬中随葬器物的细致清理，我们已发现含文字材料的器物多件，有“江都食长”

封泥、“江都宦者沐盘十七年受邸”银盘、“廿一年南工官造容三升”漆器、“廿二年南工官”漆

器、“廿七年二月南工官”耳杯等。《汉书•景十三王传》载“（刘非）二十七年薨，子建嗣”、

“（刘建）六年国除，地入于汉，为广陵郡”。由于刘建在为仅六年，刘非在为二十七年，上

述所提含纪年文字的器物当均为刘非在位时所做，随葬品的整体时代集中于刘非时期。 

  其次，“廿七年二月南工官延年大奴固造”纪年材料出于东回廊下层的漆耳杯底部，目前

已清理出“廿七年二月南工官大□固造”耳杯近 30 件。值得注意的是，所有“廿七年二月南工

官”耳杯全为明器，不具有实用功能，均为特意给墓主人随葬的手工制品。如此，在刘非死亡

的当年（二十七年）专门制作的陪葬明器只可能在刘非的墓葬中使用，而不可能用于刘非墓

中。 

  大云山一号墓的墓主人当为江都易王刘非，大云山汉墓陵园为西汉江都王刘非的陵园。 

        墓主人江都王墓主人江都王墓主人江都王墓主人江都王刘刘刘刘非非非非 

  江都王刘非是景帝刘启的爱子，景帝前元二年以皇子的身份受封为汝南王，吴、楚七国

反叛时，刘非十五岁，上书天子，志愿领兵攻打吴国。景帝赐给他将军印，令其攻打吴国，

吴国被击败后的第二年，改封为江都王，治理吴国原有的封地，因军功受赐天子的旌旗。 

  吴楚之乱以后，所置王国皆一郡之地，唯江都国例外。江都王刘非在位 27 年。武帝即

位后，因刘非是帝兄，素骄好勇，因此武帝派遣文学士董仲舒做江都相，辅助江都王刘非，

时加匡正。武帝元朔二年（公元前 127 年），江都王刘非薨，死后谥号“易王”。 

 

        １１１１宏宏宏宏伟伟伟伟王陵王陵王陵王陵 

  通过一年多的考古钻探和发掘，目前已确认出大云山山顶区域为西汉第一代江都王陵园。

尽管受近年来开山采石的破坏，但陵园总体布局仍然十分清晰。陵园平面近似正方形，每边

长约 500 米。东西南北四面均筑有陵墙，除东墙中段保存尚好外，其余三面陵墙大多仅剩夯

土墙基。 

  陵园内共发现主墓三座、陪葬墓十三座、车马坑两座、兵器坑两座、建筑基址两处、道

路一条。其中，主墓均分布于陵园内南部，陪葬墓分布于陵园北部，排列有序。兵器坑分部

于陵园北侧，紧靠陵墙，车马坑位于陵园南侧，建筑基址位于陵园中部。整体布局十分严谨，

尊卑有序。 

  平定“七国之乱”后，西汉中央政府集权力进一步加强，诸侯国除享有衣食租税外，政治、

军事、财政权利均被剥夺，诸侯王陵营建的规模也日渐衰落。而因军功受赐天子旌旗的刘非，

在诸侯王之中却倍受优待，这使得大云山江都王陵的气势与同时期的其他诸侯王陵相比显得

更为磅礴大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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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黄黄黄黄肠题肠题肠题肠题凑凑凑凑    

  黄肠题凑，是墓葬中椁室周围用柏木枋堆垒的框壁结构，当是西汉皇帝、诸侯王的一种

特殊葬制，石材题凑则是这种葬制在东汉时的变体反映。它们在汉代诸葬制中独树一帜，形

成汉代物质文化的一大特色。 

 

        铜铺铜铺铜铺铜铺首首首首    

  铺首为兽面衔环式样。兽面双目突出，双耳外撇。整个兽面通体饰鳞形纹、三角纹等。

背面有两竖长方形鋬。此类铺首尺寸巨大，兽面威严，象征权利与地位，通常为棺椁门上装

饰品。 

  本件展品出土于一号墓外椁大门内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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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２２２２奢奢奢奢华华华华生活生活生活生活 

  汉代人对待死亡的态度,可以用“视死如生”来概括，即当时丧葬礼俗的中心思想在于通过墓

葬结构、放置大量随葬品等来模仿现实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将死后的世界看成另一个现实

世界。 

  这一点，在随葬品的选择上体现的尤为明显。凡是生人使用的物品、器具，尽可能的放

入墓中。尽管汉代社会距今已经两千多年，但通过考古发掘出土的大量实物资料，我们得以

了解当时社会的方方面面，重现西汉时期社会的繁荣和喧嚣。 

 一号墓回廊下层随葬品按功能分区放置，南回廊下层西部为沐浴用品区，出土银沐盘、沐

缶、搓石等；西回廊下层中部和南部为乐器区，出土实用编钟、编磬各一套及琴、瑟、铃等

乐器；东回廊下层北部为钱库区，出土“半两”铜钱约 1吨；中南部为庖厨区，中部放置炊具，

南部用陶器、铜器、漆器放置各类食物。 

 

        瑟瑟瑟瑟    

  瑟是一种与琴同样渊源极其古老的弦乐器，是中国原始的弹拨丝弦乐器。秦汉以后，钟

磬在乐队中的重要地位逐渐为竽瑟代替。竽瑟可以演奏旋律性强和比较快速的乐曲，与擅长

烘托庄严肃穆气氛的钟磬不同。 

  西汉出土的实物瑟表明，瑟通常为二十五弦，由三个尾岳分成三组，计内九弦、中七弦、

外九弦。内外九弦的柱位排列较为规则，定弦的音高相同；中七弦的柱位较为紊乱，当为内

九弦做音阶级进的连接。 

  瑟柱为拱弦之柱，通常为木质，玉质的瑟柱极其罕见。 

  瑟枘为固定弦之榫头，通常为木质。大云山出土鎏金龙纹透雕铜瑟枘较少见，而透雕龙

纹玉瑟枘则工艺精美复杂，极其罕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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银银银银璧璧璧璧    

  银璧，装饰于编钟和编磬鎏金龙纹铜架两端与中部，共出土 6 件，原先均可在铜架中自

由转动。银璧正反两面均刻有纹饰，主体内容为云气纹与神兽纹。 

  银璧直径 13.3 厘米,孔径 5 厘米，厚 0.25 厘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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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分格鼎分格鼎分格鼎分格鼎    

  鼎带盖，盖为圆顶，两者以子母口相合。腹下三蹄足，器口两侧有两个稍外撇之耳。汉

代铜鼎中礼器功用逐渐下降，大多作为食器使用。本件分格鼎为国内首次出土，推测与文献

中的“濡鼎”有关。 

  分格鼎出土于一号墓东回廊下层中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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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银银银银盆盆盆盆    

出土于一号墓东回廊南部下层。侈口，平沿，圆唇，弧腹，寰底，素面。口径 22.3、高 8.6

厘米。沿面下刻有铭文“常食容一斗重一斤五两十二朱”。 

 

        鹿灯鹿灯鹿灯鹿灯  

  鹿灯一组两件，大小形制相同，通体鎏金。灯通高 45 厘米，全器从上至下由灯盘、支

架、鹿座三部分组成，鹿昂首，口中衔支架，上承盘。灯盘为环状凹槽，盘径 22.2 厘米，盘

深 2.1 厘米，盘内置三只圆锥状烛钎。支架为灵芝造型，呈横 S状，上有柿蒂纹花瓣和花苞。

鹿座通高 30 厘米，长 24.5 厘米，鹿作向后蹲踞状，昂首向上，鹿角单独铸造，可自由拆卸，

鹿尾贴地成为除足之外的另一支撑点，增加了整个灯的稳定性。该灯造型优美，铸造精良，

集实用性与艺术性于一体，为汉代灯具中罕见精品。 

  鹿灯出土于一号墓南回廊下层西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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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蟾蟾蟾蟾蜍蜍蜍蜍座座座座铜铜铜铜五枝灯五枝灯五枝灯五枝灯  

  五枝灯一组两件，两件大小相同，唯蟾蜍底座造型似有一雄一雌之分。灯通高 60.8厘米，

最宽处 97厘米，由灯盏、灯柱、灯座三部分组成。灯盏呈碗形，直径 9.8厘米，深 2.7厘米，

盏底有一方锥形支钉，插入灯柱的接口中。灯柱主干两侧各伸出两条枝干，上饰竹节纹。每

支顶端托一灯盏，下层枝干与底座处于同一水平面，增加了灯的平衡性和稳定性。蟾蜍底座

为趴伏状，长 18.7厘米，最宽处 18.7厘米，背部向上伸出高 6.8厘米的銎，上接灯柱。 

  整灯造型简洁，错落有致，古朴美观，是一件罕见的灯具珍品。西汉时期蟾蜍一直被人

们视为神物，当时人们相信蟾蜍是辟五兵、镇凶邪、助长生、主富贵的吉祥之物。 

  五枝灯出土于一号墓南回廊下层西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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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错错错错金金金金银说银说银说银说唱俑唱俑唱俑唱俑铜镇铜镇铜镇铜镇    

  一组四件，均为合范铸成，大小几乎相同。俑高 7.6 厘米，底径 4.8 乘 4.6 厘米。俑形

态逼真，造型生动，外表错金银装饰。戏剧性的说唱表演场面是汉代铸造雕塑作品中难得的

珍品。  

  这四件说唱铜镇，把当时的说唱人物的生动形象真实的表现出来，是边说唱边表演的一

刹那情景。说唱俑又称百戏俑，古代把说唱表演与乐舞、杂耍称之为“百戏”，在汉代非常繁

荣，并设有专门机构，进行管理。 

  该组铜镇出土于一号墓南回廊上层东部车厢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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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水晶水晶水晶水晶带钩带钩带钩带钩    

  西汉时期是带钩发展的鼎盛期，带钩质地除青铜外，尚有金、玉等质地。玉带钩的制作

在继承战国器型和技法的基础上又得到进一步创新。大云山汉墓出土水晶带钩，造型简洁，

与西汉玉带钩风格一致。 

  水晶化学成份为二氧化硅，硬度很高，在古代即是一种珍贵物品，佩戴水晶制品亦是等

级地位的象征。西汉时期的水晶带钩极其罕见，仅在诸如满城中山王墓等高等级墓葬中出土

过，因此，本件水晶带钩显得愈加珍贵。 

 

 

            

汉汉汉汉代金代金代金代金银银银银器器器器    

  汉代金银器是中国古代金银加工工艺的又一个高峰期，尤以掐丝和焊缀金珠工艺最为成

熟。掐丝工艺，是将捶打成极薄的金银片剪成细条，慢慢扭搓成丝。焊缀金珠工艺是将金片

切碎后加热熔聚成粒，使其凝结在金银丝一端备用。 

  掐丝工艺和金银珠工艺通常结合在一起使用，许多器物即是掐丝工艺的精品，又是金银

珠工艺的杰作。大云山汉墓出土的小金花泡，形状如纽扣，直径仅 1 厘米左右，用薄金片锤

出半球形，周围有用金丝捻成的两重边饰，顶面也有金丝捻成的花瓣和焊缀得极为细小的金

珠，工艺极其精湛。而羊角纹金饰片也是汉代金银加工工艺的代表作，由于在满城中山王墓

和广州南越王墓中均出土过同类物品，一般认为此类羊角纹金饰片的使用规格极高。 

     ３３３３高高高高贵贵贵贵出行出行出行出行    

  车马陪葬是古代丧葬制度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它出现于商代，并逐渐盛行。汉代，用

真车马陪葬现象较为少见，仅见于诸侯王级别的墓葬中。大云山汉墓的车马陪葬主要包括一

号墓回廊内车马明器和陵园内车马陪葬坑两个部分。 

  一号墓回廊分为上下两层，上层共放置模型车二十余辆，从车厢内放置的大量铁剑、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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刀、铁戟、弩机、箭镞、弹丸等兵器可以看出车的性质主要是战车。而东回廊上层中部大量

明器编钟、编磬及 12 件铜虎帐座与车的一起出土，从实物上反映出西汉高等级贵族的车马

出行制度。所出车中，以东回廊上层南部所出的车最为精致，伞柄与盖弓帽为银制，均刻有

纹饰并镶嵌大量宝石，制作极其精美。 

  车马坑K2坑内木椁内推测共有四辆实用马车，目前已发掘出马车 2辆。虽然车构件木

质大多腐朽，但表层漆皮保存极好，颜色鲜艳。从清理出来的车轮、车伞、辕、衡、轭等车

构件来看，马车制作极其考究。尤其是车轮纹饰精美、工艺复杂，可与文献记载中仅限于诸

侯王使用的“朱斑轮”相对应。 

  车马坑K7处于陵园东南角。木椁置于岩坑中部，平面呈梯形，北窄南宽。通过对椁室

盖板的局部揭露，采用保护性发掘手段共清理出马车 4辆，初步推测，整个木椁内共放置马

车 50余辆。从清理出的大量铁戟、铁剑等兵器来看，木椁内的马车应为战车，联系椁室中

部清理出的木俑，整个 K7战车与木俑的排列极可能汉代军阵制度有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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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车马车马车马车马器器器器－－－－嵌嵌嵌嵌宝宝宝宝石石石石伞伞伞伞柄柄柄柄    

  车马埋葬是指考古发现的古代人类有意识的，为了某种活动而将车马或车马分开埋葬在

某个特定场合的一种社会行为。车马殉葬一般与古代墓葬有关，主要内容有象征意义的车马

出行、战车列阵等。 

  大云山一号墓所出车马器形制完整，种类齐全，质地多为鎏金铜制。车马构件中以银质

嵌宝石伞柄最为精致，通体刻划云气纹，空白处嵌有多种宝石，制作极其奢华。而鎏金龙轅

首则形态复杂，兼具实用性与装饰性。 

        ４４４４金戈金戈金戈金戈铁马铁马铁马铁马 

  秦末汉初，随着车战衰落，骑兵战成为主流。戈、矛等传统性兵器逐渐被戟所取代。同

时，远射兵器弩机更为盛行。本次发掘中，各种类型的兵器大量出土，部分器物制作精良、

极为罕见。 

  一号墓南回廊上层东部车厢中出土了大量实用兵器，包括暗花纹铜矛、宽叶鎏金铜矛、

鸡鸣戟、铠甲、鎏金弩机、箭箙等，形制复杂多样。而回廊上层放置的二十余辆战车车厢内

则置有大量模型戟、弩机等兵器。 

  此外，陵园内还发掘了两座兵器陪葬坑（K3、K6），通过保护性发掘，两坑均清理出

大量模型兵器，种类有弩机、箭镞、铁戟、铁剑、漆盾等，军事意味浓厚。 

  由于江都王刘非在平定“七国之乱”时主动攻打刘濞，匈奴入侵时曾经上书自愿领兵与匈

奴作战，如此，刘非当具有很大的军事才能。而大云山一号墓出土的大量精美兵器与陵园浓

厚的军事意味或许与墓主人的军事才能有很大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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暗花暗花暗花暗花纹铜纹铜纹铜纹铜戈戈戈戈    

  铜戈尖锋，长胡三穿，内上装籥。籥顶铸一鸟，作回首状。清理时器身外表漆鞘保存较

好，鞘饰云气纹。器身通体饰暗花纹，极其罕见。在铜戈籥顶装饰回首鸟的做法在西汉时比

较流行，由于造型别致、装饰考究，这件铜戈及可能是礼兵器。 

  值得关注的是，暗花纹技术是春秋战国时期吴越地区独有的兵器装饰技术，一般认为秦

以后即失传。而本次集中出土了一批暗花纹兵器表明，暗花纹装饰工艺在西汉早中期仍有所

发展。 

  暗花纹铜戈共出土 2 件，出土于一号墓墓室前室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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鎏鎏鎏鎏金金金金铜铜铜铜矛矛矛矛    

  矛前锋弧尖，矛身起脊，宽叶，截面呈扁菱形，中部开有血槽四条，骹呈圆筒形。矛体

通体鎏金，气势非凡。 

  鎏金铜矛出土于一号墓南回廊上层东部车厢内，伴出大量兵器。从其造型与工艺看，此

件铜矛极可能是礼兵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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玉戈玉戈玉戈玉戈    

  尖锋，短援，长胡三穿，内上装籥。籥顶铸一鸟，作回首状，通体鎏金。主体饰浅浮雕

勾连云纹。戈为攻击性兵器，一般均以铜、铁等金属材料制成。以玉制作兵戈作为非实用的

礼器在商周较多件，但造型纹饰相对简单。进入汉代，玉戈极其罕见，仅在曲阜鲁王墓、永

城梁王墓、狮子山楚王墓各出土一件。大云山所出两件玉戈，当属玉礼兵器，可能为江都王

祭祀或出行仪仗用具。 

  玉戈共出土 2 件，出土于一号墓墓室前室中。 

        ５５５５域外珍品域外珍品域外珍品域外珍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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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汉代的东西方之间通过“陆上丝路”与“海上丝路”进行连接。在中亚、西亚、东南亚发现

汉代遗物的同时，来自这些地区的工艺品和原料也源源不断的进入汉王朝。 

  大云山一号墓出土银器中，以裂瓣纹银盒和银盆最具西亚风格。由于此类银器完全由锤

揲制成，与古代中国传统的金属铸造方法迥异。加之同类器物在西亚地区出土较多，一般认

为这类锤揲纹银器为古代伊朗高原的艺术品。  

  而在一号墓出土铜器中，鎏金铜象、鎏金铜犀牛与驯象奴、驯犀奴均为国内首次发现。

对犀牛进行形态学初步研究表明，此种犀牛为亚洲犀牛苏门答腊种。显然，现产于东南亚的

犀牛必定通过某种途径进入了汉王朝，并成为了汉代工匠精细制作的工艺品对象。如此，深

度发掘犀牛在两地之间的传播对研究中外物质文化交流具有重要意义。 

 

犀牛与犀牛与犀牛与犀牛与训训训训犀俑犀俑犀俑犀俑    

 

鎏金鎏金鎏金鎏金铜铜铜铜象和象和象和象和训训训训象俑象俑象俑象俑    

 

        ６６６６丧丧丧丧葬用玉葬用玉葬用玉葬用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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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考古材料表明，汉代丧葬用玉在继承周代丧葬用玉的基础上得到进一步发展，种类更为

繁多。汉代丧葬用玉种类有镶玉漆棺、玉衣、玉面罩、玉枕、敛尸玉璧、玉握、玉塞等，形

成了不同的组合形式，并与等级制度紧密联系。王侯贵族们为了在死后的阴间重复生时的一

切，而具有防腐功能并凝聚天地之精的美玉可以保证尸体不腐，因此，耗费巨大人力物力制

作的丧葬玉器得以空前发展。 

  尽管一号墓和二号墓均遭遇盗扰，但仍出土了大量璧、璜、佩、环等精美玉器，尤其是

一号墓和二号墓各出土了一套金缕玉衣和镶玉漆棺，在汉代考古中极为罕见。 

 其中，玉棺是二号墓最为重要的发现之一。在研究汉代玉器殓葬制度、玉匣制度等方面具

有重要意义。 

 

            

鸡鸡鸡鸡心心心心佩佩佩佩    

  鸡心佩，是韘形佩的俗称。韘形佩是从玉韘演变而来,多作椭圆形，上端出尖，中有一圆

孔，近似于盾牌或鸡心的形状。器体较扁薄，下面微鼓，背面略凹，两侧常透雕有龙、凤、

螭等装饰，是汉代特有的并常见的一种佩饰。 

  研究表明，韘形玉佩不属于组玉佩的组成部分，而是单独佩戴的佩玉，男女皆可佩戴。

韘形佩经过战国以来数百年的发展，至西汉时到达鼎盛。 

  本件展品出土于一号墓前室，由和田白玉雕琢而成，略有残缺。鸡心两侧各雕龙纹和凤

纹，为西汉早中期典型样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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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金金金缕缕缕缕玉衣玉衣玉衣玉衣    

    

  玉衣为汉代皇帝和贵族死后所用殓服。由于墓主人身份等级不同，玉衣有金缕玉衣、银

缕玉衣、铜缕玉衣之分，即用许多四角穿有小孔的玉片，由金丝、银丝或铜丝编缀起来的，

这三种玉衣在考古工作中都有发现。玉衣的起源，可以追溯到东周时的“缀玉面幕”“缀玉衣服”，

到三国时曹丕下诏禁用玉衣，共流行了四百余年。 

  其中，金缕玉衣是汉代规格最高的丧葬殓服, 只有皇帝、诸侯王及极少数近臣使用，其

他贵族则使用银、铜线缀编成的“银缕玉衣”、“铜缕玉衣”。到目前为止，全国共发现玉衣二

十余件，但金缕玉衣到目前为止只发现八件。 

  大云山二号墓的金缕玉衣较一号墓保存更为齐整。发掘表明，部分玉衣片上的金丝保存

完好，甚至连金丝如何打结将玉片联在一起的细部都有保存，清理过程中，尚有部分 2至 3

片金丝相连的玉衣片整体出土。 

 

 

 

大雲山漢墓位於江蘇省盱眙縣馬壩鎮雲山村大雲山山頂，海拔高程 73.6 米，西距盱眙縣城

30公裡，南距漢代東陽城遺址 1 千米，西南與青墩山、小雲山漢代貴族墓地相鄰。 

 2009年初，大雲山發生了嚴重盜墓事件。2009年 2月至 3月，由南京博物院考古研究所

對現場進行考古調查與勘探，鑽探表明大雲山山頂區域存在大型漢墓區。由於現場不斷受開

山採石破壞，經國家文物局批准，2009年 9月至 2010 年 12月，南京博物院對大雲山漢墓

區進行了全面勘探與搶救性發掘，揭示出一處完整的西漢江都王陵園，出土了大量銅器、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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銀器、玉器等精美文物，許多文物均為首次發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