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古坟时代的若狭与敦贺地区 

 

概要 

古坟时代（约 250-552年），大和朝廷执掌了如今的奈良县和大阪府区域，并逐渐将

势力扩张至更偏远的氏族领地。而这个时代的名字，源于为当时皇室、部族首领以及其他

权势人物等统治阶层成员修造的大型古坟。这些古坟既是陵墓，也是权势与政治地位的象

征。墓主人的尸身通常安放在一处石墓室内，墓室上方覆土筑丘。陪葬品有武器、马具、

农具、其他工具，以及珠宝饰品、礼器等。日本列岛各处的前方后圆式古坟被认为是大和

朝廷权利的象征。若狭和敦贺地区也存在大量古坟，对建于 5世纪中叶至 6世纪中叶的古

坟进行发掘调查和分析后发现，这一地区在大和朝廷与朝鲜半岛古代王国的关系中发挥了

重要的作用。 

 

了解更多 

古坟文化及其与大和朝廷的关系 

大多数古坟分为前方后圆、前方后方、圆形及正方形等几种样式。这些坟墓的样式、

规模，或许就反映了大和朝廷时期确立的政治及社会等级体系。在若狭和敦贺地区，已确

认的前方后圆式古坟大约有 20座，还有数座大型圆坟。据推测，这些坟墓的主人可能都

是与大和朝廷有关或至少联系紧密的强大氏族的首领。5世纪中叶至 6世纪早期的若狭地



区古坟已经开始采用横穴式石墓室，这种墓穴样式最初出现在九州。此外，从这一时期的

古坟中也出土了来自朝鲜半岛的陪葬品。这反映了若狭地区氏族与九州北部及朝鲜半岛的

紧密联系，或许这些氏族还参与了大和朝廷与朝鲜古代王国的外交往来。 

 

若狭地区最大的古坟 

在若狭及敦贺地区的大型古坟中，有许多都位于今小浜市与若狭町之间的北川流域。

该区域内有 7座是若狭氏族首领的最大型古坟，均为前方后圆样式，长度从 63米到 100

米不等。上之塚古坟是其中最大的一座，历史可追溯至公元 5世纪早期。本地区最后一座

强大氏族首领的坟墓叫丸山塚古坟，这座圆形古坟建于 6世纪中叶，直径约 50米，但现

已不存。大型古坟大都有两层或三层坟丘，用名为“埴轮”的陶土制品划分区域，并被壕沟

环绕，坟丘坡面上覆盖石头。这些特征都源自大和朝廷统治者及其一族的古坟样式。 

 

陪葬品 

与其他地方一样，若狭地区古坟中也发现了陪葬品，包括镜子、青铜装饰品、珠宝、

马具、陶器、刀剑等武器及各类工具等。以地处若狭地区中部的西塚古坟为例，这座 5世

纪晚期的氏族首领坟墓中出土了黄金耳饰、青铜镜、镀金铜带类配饰、银铃等，其中部分

物品来自朝鲜半岛。这些贵重文物（尤其是带类配饰）是地位与权力的象征，可以推测西

塚古坟的主人应该是一位重要人物，在大和朝廷与朝鲜半岛古代王国的交流中占有一席之



地。 

 

须惠器 

公元 4世纪早期，日本出现了一种名为“土师器”的红褐色无釉素烧陶器。和弥生时代

（公元前 400 年～公元 300 年）的陶器烧制工艺一样，土师器为手工塑形，烧制温度也

只有 700～800°C。进入 5 世纪上半叶后，一种新的陶器制作工艺自朝鲜半岛传入。在

这种工艺中，人们使用陶轮来制作陶胚，定型后放入依山而建的隧道状窑炉中，以 1000°C

高温烧制。烧制完成的陶器呈灰色，更加坚固耐久，渗透性更低，这就是“须惠器”。5世

纪中叶，古坟外使用的祭祀礼器中开始出现须惠器。及至 6世纪早期，陪葬品中的陶器制

品便以须惠器居多，土师器偏少。 

 

展品介绍 

这里展出了大量狮子塚古坟出土的陪葬品。这座 34米长、前方后圆式的坟墓位于若

狭的美滨地区，于 6世纪早期为本地一位首领建造。展品中包括了多种须惠器，如锅具、

装饰用高罐、罐架、高足盘和盖子、一个带有插管孔的饮水罐，另有在须惠器中难得一见

的角形饮具。距离狮子塚古坟不远的山坡上还发现了一处为这座坟墓烧制须惠器的窑炉遗

址。除此以外，古坟内出土的陪葬品还包括长刀、鹿角柄刀、铁箭簇等武器；马具的部分

零件；镰刀、斧头、夹钳等铁器。本展区内展出的饰品主要是一组出土于墓室内的玉器，

由圆形玉珠、玉管和巴形勾玉组成，应该来自于一条项链。这里展出的圆筒形大埴轮使用

了城山古坟出土的埴轮残片修复而成，城山古坟是若狭地区一名首领的坟墓，建于公元 5

世纪上半叶。 

古坟的横剖面模型根据建于公元 5 世纪中叶的向山古坟 1 号墓制作，该古坟为前方

后圆式样。这处遗址中还发掘出了一个横穴式墓室，这种墓室样式更古老一些，多见于九



州北部。研究推断，若狭是本州内最早采用这种墓葬结构的地区之一。向山古坟前部的方

形区域内有一个放置武器的长方形坑洞，由此推测，安葬在石室内的墓主人生前可能是一

名杰出的武士。陪葬品中还有一枚出自朝鲜半岛的金耳饰，说明当时若狭地区已经与朝鲜

半岛的古代王国有了交流往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