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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背景

双墩一号汉墓位于安徽省六安市金安区三

十铺镇双墩村，是一处南北向对称并列的双冢墓

葬。 墓葬由主墓、三座陪葬墓、一座车马坑、两座

陪葬坑组成。 主墓为“中”字形竖穴土坑墓，墓长

45 米。 墓室由“黄肠题凑”、椁室和外藏椁三部分

组成。 “黄肠题凑”的结构保存完好，椁室为双重

椁，内有双重棺。 2007 年安徽省文物考古研究所

对该墓进行了系统发掘，出土了各种遗物 500 余

件（套），包括木器、漆器、铜器、玉器、铁器、金、银

箔、错金铜饰件、残陶器片等。 根据出土遗物的

综合分析，双墩一号汉墓属于西汉中期稍晚时期

的遗存，墓主应该是西汉六安国第一代诸侯王刘

庆（元狩二年～始元四年）。
由于墓葬所在地区是江淮分水岭的源头，地

下水位较高， 棺椁自埋藏后就处在隔氧环境中，
对墓葬中的各种有机物质形成了良好的保存条

件，其中包括随葬的各种植物遗存。 植物遗存的

采样是伴随着发掘过程进行的。由于是浸泡在水

中，相对细小的植物遗存容易浮动，所以大多数

出土植物遗存埋藏时的原始位置已经难以确定。
但是，由于棺椁没有腐朽，内部空间相对封闭，因

此出土植物遗存的大体位置还是可以判断的。根

据发掘纪录， 植物遗存主要出自四个空间单位，
“黄肠题凑”盖板上、回廊内、棺床内、以及一个铜

壶内。 其中以回廊内出土的植物遗存最为丰富。
从采集到的植物遗存中提取了样品送交中

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植物考古实验室进行

鉴定，鉴定者为杨金刚。 本文报告的就是这些出

土植物遗存的鉴定结果及初步分析。
二、鉴定结果

根据鉴定结果，双墩一号汉墓出土的植物遗

存包括了十四个不同的种类（表一），绝大多数种

类属于可食用植物， 其中包括谷类作物的水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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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２

粒长 ｍｍ 粒宽 ｍｍ 长宽比值

１ ８． ３８５ ２． ６０３ ３． ２２１

２ ８． ３８４ ２． ８８６ ２． ９０５

３ ８． １９９ ３． ０４６ ２． ６９２

４ ９． ３４６ ２． ５８９ ３． ６１０

５ ９． ４２２ ２． ８６５ ３． ２８８

６ ７． ８１７ ３． ０７５ ２． ５４２

７ ８． ９１０ ３． ０７３ ２． ８９９

８ ８． ８９４ ２． ９８０ ２． ９８５

９ ９． ８２０ ３． ０９４ ３． １７４

１０ ８． ４５９ ２． ７４５ ３． ０８１

１１ ９． １８０ ２． ５０２ ３． ６６９

１２ ９． ５３７ ２． ８３４ ３． ３６５

１３ ８． ６１５ ２． ９７０ ２． ９０１

１４ ８． ３４８ ３． ０２７ ２． ７５８

１５ ７． ９５３ ２． ９２５ ２． ７１９

１６ ８． ５９９ ２． ８９０ ２． ９７６

１７ ８． ８２４ ２． ９７９ ２． ９６２

１８ ８． ２５６ ２． ８２５ ２． ９２３

１９ ７． ８０２ ２． ９１８ ２． ６７３

２０ ８． ４１８ ２． ９２３ ２． ８８０

平均值 ８． ６５８ ２． ８８７ ３． ０１１

粟、黍、薏苡和菰（茭白），豆类作物的大豆，经济

作物的大麻，瓜果蔬菜的甜瓜、皱皮木瓜、梅、枣、
板栗、油菜和冬葵。需要说明的是，双墩一号汉墓

内埋藏的这十四类植物遗存的数量都很多，但送

到实验室的样品仅是从中提取的一部分，样品与

整体的关系不清楚，所以每类植物遗存的绝对数

量不具备量化统计条件，因此在本文的描述和分

析中不涉及数量问题。

（一）谷类作物
谷类作物（grain crop）又称粮食作物，以属于

禾本科的栽培作物为主。 在双墩一号汉墓发现

的谷类作物有水稻、粟、黍、薏苡和菰五个品种。
1．水稻（Oryza sativa）
双墩一号汉墓出土的水稻遗存包括带壳的

稻谷和去壳的稻米， 稻谷和稻米的保存情况以

及出土位置都有所不同。
带壳的稻谷主要出土于回廊中， 少量发现

于提凑盖板上。 由于长期被水浸泡，处在隔氧条

件下，这些出土稻谷保存良好，稻壳表面的纹饰

清晰可见（图 1）。 随机抽取了 20 粒稻谷进行了

测量， 粒长的平均值是 8.658 毫米， 粒宽的是

2.887 毫米，长宽比值为 3.011（表 2）。 现代粳稻

的稻粒的长宽比值一般在 1.6～1.8，籼稻的在 2～
3，长宽比值在 3 以上的被称之为细长粒，仅属于

籼稻品种［1］。 按照这个标准，双墩一号汉墓出土

的水稻遗存应该属于籼稻。 需要说明的是，利用

稻粒形态特征来判别稻谷品种是相对的，因为判

别的界限是根据一般的规律，人为设定的，而实

际上现生的粳稻品种中也有长宽比值相对较高

图 1 稻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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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１

谷类作物 豆类作物 经济作物 瓜果蔬菜

黄肠题凑
盖板上

稻谷、粟、
黍

回廊内
稻 谷、稻
米、粟、黍、
菰（茭白）

大豆 大麻

甜瓜、皱皮
木瓜、梅、
枣、板栗、
油菜、冬葵

棺床内 薏苡 大麻

铜壶内 稻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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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但没有超过 3 的。 双墩一号汉墓出土水稻的

稻粒长宽比的平均值已经高达 3 以上，显著地高

于一般粳稻的尺寸范围，所以，将其判断为籼稻

应该是没问题的。
去壳的稻米主要发现在一件铜壶中，在回廊

中也有少量发现。双墩一号汉墓出土的稻米大多

数已经破碎，但破碎的很有规律，多数是从稻米

的中部断裂，一分为二，而且断裂面很齐整，边缘

向内卷曲（图 2）。 根据这些特征推测，稻米在埋

藏前可能是经过蒸煮或酿制， 导致米粒膨胀酥

松，所以容易破碎。 这个推断从发现的少数完整

稻米上也可以得到证明， 在显微镜下观察发现，
完整稻米都已经膨胀变形，而且表面有深度裂纹

（图 3）。

2．粟（Setaria italica）
双墩一号汉墓出土的粟遗存主要发现在回

廊内和提凑盖板上，都是带壳的谷粒。 粟粒呈椭

圆形，背部隆起，腹部略平，谷壳（稃片）表面密布

细小突起（图 4）。 经仔细观察发现，大多数出土

粟粒都仅存空壳，米粒（颖果）已经腐朽消失。 随

机抽样 20 粒进行了测量， 平均粒长是 1.742 毫

米， 粒宽是 1.169 毫米， 粒厚是 0.801 毫米 （表

3）。
3．黍（Panicum miliaceum）
双墩一号汉墓出土黍的情况与粟的完全相

同，也是发现于回廊内和提凑盖板上。 也都是带

壳的谷粒，呈长圆形，谷壳（稃片）表面相对比较

图 2 破碎稻米

图 3 完整稻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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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３

粒长 ｍｍ 粒宽 ｍｍ 粒厚 ｍｍ

１ １． ８３１ １． ２８１ ０． ８３８

２ １． ７８５ １． ２２３ ０． ８６０

３ １． ８０３ １． ２６４ ０． ８４５

４ １． ７８９ １． ０８０ ０． ７６０

５ １． ７２７ １． １９８ ０． ８６３

６ １． ７４９ １． ２１８ ０． ７７９

７ １． ７０２ １． １５８ ０． ７４５

８ １． ７３４ １． １６７ ０． ７９２

９ １． ８０７ １． ２０７ ０． ７８６

１０ １． ８３１ １． １３０ ０． ７４０

１１ １． ６１８ １． １４２ ０． ８４７

１２ １． ６６６ １． ０３９ ０． ７９２

１３ １． ７６９ １． １６６ ０． ６６２

１４ １． ７６９ １． ２３０ ０． ８５９

１５ １． ７７３ １． １１４ ０． ８３５

１６ １． ７９０ １． ０５４ ０． ８８１

１７ １． ７０２ １． １４３ ０． ７８０

１８ １． ６６７ １． ２３９ ０． ８００

１９ １． ６０３ １． ２４４ ０． ８１２

２０ １． ７２２ １． ０７６ ０． ７４８

平均值 １． ７４２ １． １６９ ０． ８０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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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４

粒长 ｍｍ 粒宽 ｍｍ 粒厚 ｍｍ

１ ２． ４２６ ２． ０８６ １． ７７５

２ ２． ５８６ １． ９４５ １． ６０９

３ ２． ７１５ ２． ０２７ １． ６２０

４ ２． ５７５ １． ９０４ １． ６３７

５ ２． ６９５ ２． ０９９ １． ６５６

６ ２． ５１２ １． ９８８ １． ６６７

７ ２． ５３７ １． ９１１ １． ４１２

８ ２． ７８０ １． ８９７ １． ５４８

９ ２． ７０３ １． ８６４ １． ５０６

１０ ２． ７２０ １． ８７１ １． ６８８

１１ ２． ７１９ １． ８１６ １． ５６３

１２ ２． ５４６ １． ８００ １． ５８３

１３ ２． ５７２ １． ９３７ １． ６３６

１４ ２． ８９１ １． ９７４ １． ６６１

１５ ２． ５８６ １． ８５６ １． ５０６

１６ ２． ７５８ １． ９６９ １． ５４４

１７ ２． ３１６ １． ８３７ １． ６４５

１８ ２． ７５０ ２． ０３７ １． ５７３

１９ ２． ５２３ １． ７５８ １． ５６４

２０ ２． ７９７ １． ８３５ １． ６７６

平均值 ２． ６３５ １． ９２１ １． ６０３

图 4 粟米粒

光滑（图 5）。 随机抽样 20 粒进行了测量，平

均粒长是 2.635 毫米， 粒宽是 1.921 毫米，粒

厚是 1.603 毫米（表 4）。

4．薏苡（Coix lacryma-jobi）
薏苡发现在棺床内，保存基本完好。薏苡

的种壳形似葫芦， 长椭圆形， 容易鉴别 （图

6）。薏苡的种仁被称作薏米或薏仁，可以蒸食

或煮食， 营养价值高， 是中国古代的主要谷

物，例如，唐代陆龟蒙的《和袭美寒日书斋即

事》 中有：“唯求薏苡供僧食， 别着氍毹待客

床”的诗句。
5．菰（Zizania latifolia）
菰就是茭白。 茭白在现今是一种常见的

蔬菜，也被称作茭笋、高笋等。但是在古代，茭

白是一种粮食作物，名“菰”，可食用部位是种

子，被称作菰米或雕胡。《周礼·天官·膳夫》记

图 5 黍米粒

图 6 薏苡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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载“凡王之馈，食用六毂”。郑玄注：“六毂，茣、黍、
稷、粱、麦、菰”。 南北朝之后，人们才发现菰在生

长过程中如果感染了黑粉菌，其茎杆就会膨大而

形成肉质茎，这种“病态”的 肉质茎味道 十分鲜

美，营养丰富。 大概从此之后，菰就由谷物逐渐

变成了蔬菜，名称也改成了茭白。 双墩一号汉墓

的年代在南北朝之前， 出土的菰遗存又是籽粒，
所以应该属于谷物。 出土籽粒细长，粒长在 8～9
毫米之间，粒宽约 2 毫米（图 7）。

（二）豆类作物
豆类作物（legume crop）专 指属于豆科 的栽

培作物，在双墩一号汉墓发现的是大豆。
大豆（Glycine max）
大豆遗存发现在回廊内， 豆粒基本完整，呈

椭圆形，背部圆鼓，腹部微凹，豆脐呈窄长条形，
位于腹部偏上部。 需要说明的是，这些大豆粒在

刚出土时尚且饱满，但经过一段时间后出现了脱

水现象，豆粒瘪缩，豆皮内凹（图 8）。

（三）经济作物
经济作物（economic crop）又称原料作物，其

中包括纤维作物、油料作物、糖料作物等。 在双

墩一号汉墓发现的经济作物仅有大麻一种。
大麻（Cannabis sativa）
大麻的纤维可以纺织麻布，种子可榨油或供

药用，是我国古代极为重要的一种经济作物。 双

墩一号汉墓出土的是大麻籽， 集中发现在回廊

内，保存完好，籽粒呈扁卵状，周边有一圈 细棱

（图 9）。 粒长在 4～4.5 毫米之间，粒宽在 3～3.5 毫

米之间。

（四）瓜果蔬菜
双墩一号汉墓发现的瓜果蔬菜类植物遗存

的种类较多，有甜瓜、皱皮木瓜、梅、枣、板栗、油

菜和冬葵七个种类。 所有瓜果蔬菜类植物遗存

都出土于回廊内。
1．甜瓜（Cucumis melo）
双墩一号汉墓出土的甜瓜籽的特点很明显，

呈扁平椭圆形，边缘不明显，长度在 6～7 毫米之

间，宽约 3～3.5 毫米（图 10）。 甜瓜又名香瓜，在

植 物 分 类 上 属 于 葫 芦 科（Cucurbitaceae）的 甜 瓜

属（Cucumis），是一年生的匍匐或攀缘草本植物。
甜瓜的果肉多汁香甜，古往今来一直都是受人喜

爱的瓜类果品。 甜瓜的栽培历史十分悠久，例如

《诗经·幽风·东山》中的“有敦瓜苦，烝在栗薪”，
可能就是指甜瓜。 甜瓜在汉代的种植很普遍，长

沙马王堆汉墓女尸的肠胃中就曾发现了百余粒

甜瓜籽［2］（P32），在广东南越王公署遗址也发现了六

图 7 菰谷粒

图 8 大豆粒

图 9 大麻籽粒

双墩一号汉墓出土植物遗存的鉴定和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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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余粒甜瓜籽［3］(P202-221)。

2．皱皮木瓜（Chaenomeles speciosa）。
在双墩一号汉墓出土的植物遗存中以皱皮

木瓜最具特色，保存状况良好，不仅有果籽，还出

土了果实。 皱皮木瓜实际是一种著名花卉“贴梗

海棠”的果实。 贴梗海棠属于蔷薇科（Rosaceae）
的木瓜属（Chaenomeles），其花朵绚丽，常被作为

庭园花木，其果实即皱皮木瓜。 双墩一号汉墓出

土的皱皮木瓜呈球形，直径在 5 厘米上下，刚出

土时呈暗橙色，随后很快氧化变黑（图 11）。 出土

的皱皮木瓜果籽为扁长三角形， 长度约 6.5 毫

米，宽度约 3 毫米（图 12）。

3．梅（Prunus mume）
桃、李、杏、梅是中国常见的四种果树，也是

最早见于中国古代文献的四种水果品种。 《山海

经·中山经》中记载“又东北三百里曰灵山。 其上

多金玉，其下多青雘，其木多桃李梅杏”。 梅、杏、
李这三者的果实形状十分相似，特别在未成熟时

几乎难以分辨，例如现今市场销售的“话梅”大多

数实际上是用杏制作的。 但三者的果核的特征

却非常明显，例如梅的果核表面密布细槽纹（图

13），很容易鉴别。

4．枣（Zizyphus jujuba）。
枣 树 属 于 鼠 李 科 （Rhamnaceae） 的 枣 属

（Zizyphus），是一种落叶乔木。 枣树是我国特产

果树，《诗经·幽风·七月》 中有“八月剥枣，十月

获稻”的诗句。 枣在汉代墓葬中屡有发现，例如，
长沙马王堆汉墓出土有完整的枣，从形态上看应

该属于栽培枣品种，说明至少在西汉初年枣树已

经栽培而成［2］。 广东的象山南越王墓和南越王宫

署遗址也都出土有枣核［3］。 此次在双墩一号汉墓

出土的枣核呈圆梭形，两端尖锐，表面有沟纹，长

14 毫米，最大腹径 7 毫米，与现今枣核已经没有

多大的区别（图 14）。

图 10 甜瓜籽

图 11 皱皮木瓜果实

图 12 皱皮木瓜种子

图 13 梅核

6



图 17 油菜籽

5．板栗（Castanea mollissima）
板栗是一种坚果。 常见的坚果还有榛子、栎

果、菱角等。坚果的果皮已经木质化，形成了十分

坚硬的果壳，所以在考古发掘中经常能够发现坚

果遗存。在双墩一号汉墓出土的是保存完整的板

栗，特征显著，容易识别（图 15）。

6．冬葵（Malva crispa）
在双墩一号汉墓的回廊内发现有冬葵的种

子，呈扁圆形，表面有纵条纹，直径约 2 毫米（图

16）。 冬 葵 属 于 锦 葵 科 （Malvaceae） 的 锦 葵 属

（Malva），是一种一年生的草本植物，嫩苗和嫩叶

可以作为蔬菜食用，被称为葵菜、滑菜、冬寒菜、
冬苋菜等。汉代桓宽在《盐铁论·散不足》中记载：
“春鹅秋雏，冬葵温韭”。由此推测，双墩一号汉墓

出土的冬葵可能是蔬菜类遗存。
7．油菜（Brassica campestris）
油菜又称芸 薹、油白菜，菜 叶深绿，菜帮 玉

白，是我国的特色蔬菜，南北普遍种植。油菜籽可

以榨油，是一种主要的油料作物。 双墩一号汉墓

出土的是油菜籽，籽粒细小，呈圆球状，表面有细

小凸起纹饰，直径约 1.5 毫米（图 17）。

三、分析与讨论

双墩一号汉墓出土的植物遗存的种类非常

丰富，除了前面提到的因为墓葬内积水所造成的

特殊埋藏环境外，与汉代的埋葬习俗也有一定的

关联。 汉代埋葬习俗是以墓主人生前的现实生

活为蓝本，在墓室、葬具和随葬品的设置上都尽

可能地如实再现死者生前的真实生活。 例如，在

考古发现的汉代大墓中， 都有食物类随葬品，不

仅种类多，而且都采用实物随葬。 此次双墩一号

汉墓出土的植物遗存就证实了这一点，其中包括

了谷物、豆类、瓜果、蔬菜等不同种类的植物类食

物， 为探讨汉代的日常饮食特点提供了重要资

料。
然而，大麻是双墩一号汉墓出土植物遗存中

图 14 枣核

图 15 板栗

图 16 冬葵籽

双墩一号汉墓出土植物遗存的鉴定和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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唯一不属于食物类的品种。大麻与蚕丝同为我国

古代纺织品的主要纤维原材料，与当时的民生关

系十分密切，所以在历代文献中屡见有关大麻的

记载。 例如，郑玄在注释《周礼·天官疾医》中对

“五谷”的解释是“麻、黍、稷、麦、豆”，其中就包括

有大麻。然而，赵歧在注释《孟子·滕文公上》中对

“五谷”的解释是“稻、黍、稷、麦、菽”，两种注释的

差别就在于稻谷和大麻的取舍上。郑玄与赵歧都

是汉代人，他们对五谷的解释为何不同，我们无

从得知，但在他们所列的六种农作物中只有大麻

不是粮食作物，可见大麻在中国古代先民的农业

生产和日常生活中的地位。双墩一号汉墓也出土

有大麻遗存，这从考古学的角度再次证实了大麻

在中国古代社会例如汉代社会的重要性。
《后汉书·礼仪下》记载，汉代大丧时规定的

随葬品中有：“筲八盛，容三升，黍一，稷一，麦一，
粱一，稻一，麻一，菽一，小豆一。 ”筲是一种竹编

的容器，稷是粟，《三苍》释“粱，好粟也”，麻即大

麻，菽是豆类作物的统称，但与小豆相对时特指

大豆。 由此看出，在汉代的埋葬制度中有随葬农

作物的习俗，其中最高规格是同时使用八种不同

的农作物品种，即黍、粟、麦、粱、稻、麻、大豆和小

豆。 双墩一号汉墓发现了七种不同的农作物品

种，即黍、粟、稻、大麻、大豆、薏苡和菰，其中有五

种可以与文献记载相对应。比较特殊的是薏苡和

菰，这可能与六安地区的农业生产条件有关。 薏

苡和菰都属于喜湿喜温作物品种，六安地区位于

淮河与长江之间，水网密布，在汉代时期适合薏

苡和菰的生长。 双墩一号汉墓随葬有这两种特

殊的农作物品种可能属于就地取材，以满足制度

规定的随葬农作物的品种数量。
双墩一号汉墓出土的瓜果较多，其中不乏古

今著名的水果品种，例如甜瓜、梅、枣、板栗等，然

而最值得关注的当属皱皮木瓜。皱皮木瓜是我国

特有的珍稀水果品种之一， 主要分布在华东、华

中及西南各地。 皱皮木瓜的果实可以食用，但口

感酸涩，并不甜美。然而，皱皮木瓜却有一个独特

之处， 即果实成熟时能够散发出浓郁的果香，其

中尤以安徽宣城出产的最为著名，被称作“宣木

瓜”，成熟时香气浓厚持久，常被用作室内熏香。
由此推测，皱皮木瓜很有可能是被当作一种香料

埋藏在双墩一号汉墓内的。 另外，皱皮木瓜属于

鲜果，无法长期保存，只能在成熟季节才有可能

批量采集并埋藏到墓葬中。 皱皮木瓜的成熟季

节在 9～10 月。 因此，双墩一号汉墓出土有大量

的皱皮木瓜还为判断墓葬的下葬季节提供了重

要信息，即很可能在秋季。
四、结语

双墩一号汉墓特殊的埋藏环境保存了许多

珍贵的古代植物遗存，为复原和认识汉代社会生

活提供了难得的实物资料。 通过对出土植物遗

存的鉴定和分析，我们了解到，双墩一号汉墓埋

藏的植物遗存大多数属于可食用植物， 包括谷

物、豆类、瓜果和蔬菜，为探讨汉代日常饮食特点

提供了重要资料。 大麻是出土植物遗存中唯一

不属于食物类的品种，然而作为中国古代纺织品

最重要的纤维原材料之一，大麻与当时的民生关

系十分密切，在中国古代社会生产和生活中具有

重要的地位。 茭白在现今是一种常见的蔬菜，但

在汉代却是一种粮食作物，名菰。 双墩一号汉墓

出土的谷物中包括菰很 可能与就地 取材有关。
双墩一号汉墓出土的皱皮木瓜值得关注，这种以

香气为特点的鲜果应该是被当作一种香料埋藏

在双墩一号汉墓内的，并为判断墓葬的下葬季节

提供了重要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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