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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3 年 11 月 25-28 日，北京师范大学珠海校区应用文理学院武家璧老师，

到湖北省荆门市荆门博物馆做专家讲座，带领研究生王馨悦、王之妤二人在荆门

进行学术考察，在此期间三人一同考察了金牛冢、明显陵、屈家岭几处遗址。 

11 月 25 日，实地考察金牛冢遗址。金牛冢也叫金牛山，位于荆门市沙洋县

纪山镇金牛村，在荆门市南端，与荆州市交界，南距楚故都纪南城 10 余公里。

冢高 11 米，直径 75 米，是纪山楚墓群中现存封土最大的冢，独占一座自然山

包，周围没有陪冢。实地考察发现，冢的顶端遗留很多明清时期的瓦片，相传这

里原有牛郎织女庙，这些瓦片可能是牛郎织女庙的遗留，显然古人并不知道它是

一座古墓，而把它与牛郎织女的传说故事联系起来。观察冢的形态，这是一座方

座圆顶墓，位于帝陵和列侯墓之间，当是诸侯王墓。在冢西侧的田地里发现一些

绳纹陶片，包括筒瓦、板瓦，这些是当时的陵园建筑留下来的建筑垃圾，说明这

片田地属陵园的范围。沿冢的南北中轴线往南行，发现有两级阶地延伸，东西两

侧也向下倾斜呈坡状，可以判断这两级阶地是墓祭之神道。 

    

图 1 实地考察金牛冢                 图 2 在冢顶发现明清时期三角形瓦当 

11 月 26 日上午，武家璧老师在荆门博物馆做题为“金牛冢初探”的讲座。

讲座分为金牛冢非楚墓辨析、临江王事迹、车马坑解读、年代考证四个方面，对

金牛冢的族属性质和墓主身份做出合理的推断，给予现场观众很多启发。下午，

一行三人在博物馆工作人员的陪同下参观文物库房和博物馆展厅，重点关注了林

场遗址车马坑出土车马器，并就一些器物的具体功用、特征、保存状况等方面展

开讨论。 



    

图 3 “金牛冢初探”专题讲座               图 4 参观荆门市博物馆文物库房 

    

图 5 观看车马仪仗复原模型                  图 6 就漆木马的保存展开讨论 

11 月 27 日上午，三人前往位于钟祥市的明显陵参观学习。明显陵是明世宗

嘉靖皇帝的父亲恭睿献皇帝朱祐杬和母亲慈孝献皇后蒋氏的合葬墓。始建于明正

德十四年（1519 年），迄于明嘉靖四十五年（1566 年），陵园面积 183.15 公顷，

整个陵园双城封建。它的修建受到嘉靖初年重大历史事件“大礼议”的影响，在

明陵中具有承上启下的作用；建造过程中，因政治因素、思想意识、审美观念等

原因，形成了自己鲜明的特点和独特的风格。一行人在参观途中针对陵园内的建

筑风格、造型和纹饰特点及其时代特征展开讨论。 

 

图 7 参观明显陵



图 8、9 明显陵内的两尊不同衣着的甲士

午后，三人前往屈家岭遗址，在博物馆工作人员的陪同下参观了文物库房、

博物馆展厅及遗址展区，针对屈家岭文化的特色器物及其文化内涵展开讨论，并



 

图 11 参观屈家岭遗址区 

 

图 12 于季河村考察新石器时代遗址

本次学术交流活动在探讨金牛冢性质的同时，参观了荆门市内不同时代及文

化面貌的遗址和墓葬，使我们对金牛冢、明显陵、屈家岭这几处遗址的考古学文

化面貌有了更加生动的认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