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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的分布范围和墓葬规模，

并为探索句町国政治中心所

在地和句町王的活动范围寻

找更多证据，2008 年 8 月 10

日 至 9 月 8 日， 考 古 队 再 次

对牡宜村及其周边缓坡地带

进行详细勘探，发现突起于

地表的 20 余座土堆，从其中

2 座土堆上各开 1 条探沟，均

发现青膏泥痕迹，确定为封

土堆墓。2011 年，经国家文

物局批准，由云南省文物考

古研究所领队，文山州文管

所、广南县文管所联合组成

考古队，对牡宜坝子南部的

几座土堆进行发掘。

  

句町历史获新佐证

发掘工作开始后，一直

停留在史料记载中的句町古

国，便成为考古界和文化界

热议的话题。据史料记载，

汉武帝元鼎六年（公元前 111

年），由于句町部向大汉王

朝称臣纳贡，汉武帝便置句

町县。汉昭帝始元年间（公

元 前 86 ～ 公 元 前 80 年），

句町侯毋波奉诏率部助汉大

破益州，“斩首捕虏五万余级，

获畜产十余万”，功勋卓著，

乃 获 封“ 句 町 王”， 一 时 声

名显赫，与古滇国、夜郎国

齐名。此次发掘中能否找到

佐证这段历史的证据，成为

各方关注的焦点。

据 杨 帆 介 绍，2011 年 的

第一阶段发掘，共清理了 5 座

封土堆墓。考古队注意到，

这 5 座封土堆墓从墓葬规模、

构筑方式、随葬品数量及等

级来看，具有统一性，但其

形制上存在一些差异，可能

是墓主人身份、地位有别，

或下葬年代稍有早晚。尽管

其中 3 座均被盗扰，但从随

葬品残片数量和精美程度上

不难推测，这 5 座封土堆墓

属于贵族甚至王族的墓葬。

其中，从 M5 墓室腰坑

内出土了 2 枚五铢钱，由此

确定，5 座封土堆墓的年代

上限大致为西汉时期。根据

文献记载，这一时期该区域

为句町国的统辖范围。“牡

宜村墓地的墓葬结构反映出

周人的埋葬习俗，综合各方

面证据，我们认为，这几座

墓葬应属于句町国贵族或王

族。”杨帆介绍说，“尽管

我们没有找到句町王印，但

出 土 的 金 腰 扣 就 是 中 央 王

朝 对 边 疆 封 王 势 力 的 政 治

信物。”

然而，围绕句町国中心

范围的争论从未停止，学术

界一直存在广西西林和云南

广南的意见分歧。对此，杨

帆介绍说，根据云南青铜文

化遗存的分布规律及当时活

跃于云南东南部、广西西部

及周边地域的夜郎、滇、漏

卧、句町诸国势力此消彼长

的历史事实，经过对广南县

黑支果乡牡宜村汉墓出土器

物进行分析后，云南学者提

出了“句町国建都在广南，

但不排除其国都治地曾有迁

动的可能”的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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