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埋葬设施
0 200m

出土的巨大石棺 
（No.22 津堂城山古坟）

表现古代人死生观的水鸟形陶俑 
（No.22 津堂城山古坟）

体现东亚交流的金属制品
（No.44 峯冢古坟）

被视为神社建筑起源的家形陶俑
（No.20 御庙山古坟　照片：宫内厅）

巨大的屏风形陶俑 
（No.22 津堂城山古坟）

铁制盔甲
（No.39 野中古坟 
照片：大阪大学考古学研究室）

盔形陶俑
（No.18 ITASUKE古坟）

大量出土的盔甲
（No.39 野中古坟　照片：大阪大学考古学研究室）

装饰坟丘的圆筒陶俑
（No.20 御庙山古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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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反正天皇陵古坟
2 仁德天皇陵古坟（2-1）
   茶山古坟（2-2）
   大安寺山古坟（2-3）
3 永山古坟
4 源右卫门山古坟
5 冢廻古坟
6 收冢古坟
7 孙太夫山古坟
8 竜佐山古坟
9 铜龟山古坟
10 菰山冢古坟
11 丸保山古坟
12 长冢古坟
13 旗冢古坟
14 钱冢古坟
15 履中天皇陵古坟
16 寺山南山古坟
17 七观音古坟
18 ITASUKE古坟
19 善右卫门山古坟
20 御庙山古坟
21 NISANZAI古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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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津堂城山古坟
23 仲哀天皇陵古坟
24 钵冢古坟
25 允恭天皇陵古坟
26 仲姫命陵古坟
27 锅冢古坟
28 助太山古坟
29 中山冢古坟
30 八岛冢古坟
31 古室山古坟
32 大鸟冢古坟
33 应神天皇陵古坟（33-1）
     誉田丸山古坟（33-2）
     二冢古坟（33-3）

34 东马冢古坟
35 栗冢古坟
36 东山古坟
37 挟山古坟
38 墓山古坟
39 野中古坟
40 向墓山古坟
41 西马冢古坟
42 净元寺山古坟
43 青山古坟
44 峯冢古坟
45 白鸟陵古坟

1km

柔然

北魏
（北朝）

宋
（南朝） 百舌鸟·古市古坟群

高句丽

新罗

百济

倭

古都奈良的文物
（被列入世界遗产名录）

伽耶

装饰坟丘的圆筒陶俑

※灰色古坟不属于构成资产。

1km

长冢古坟（No. 12）

仁德天皇陵古坟
（No. 2-1）

助太山古坟
（No. 28）

源右卫门山古坟
（No. 4）

旗冢古坟
（No. 13）

御庙山古坟
（No. 20）

仲姫命陵古坟
（No. 26）

应神天皇陵古坟
（No. 33-1）

履中天皇陵古坟
（No. 15）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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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安
时代

富有特色的古坟具备的三个属性

百舌鸟及古市古坟群的非凡普世价值

属性 a) 
密集的多样化古坟

在百舌鸟古市古坟群的两个地区密集的古坟，不仅坟形种类繁多，而且规模也从400m以上到20m左右，差别很大。这些古坟淋
漓尽致地体现了日本列岛古坟的特点，即在同一地区、同一时代营造形形色色的墓葬。

日本列岛各地现存的古坟有16万座之多，但是其中代表日本古代的古坟时代文化，并
提供珍贵物证的古坟就是百舌鸟古市古坟群。45件构成资产证明了这一时代的社会政
治结构、社会阶层差异，以及优雅精致的送葬体系。

百舌鸟古市古坟群是古代东亚的代表性墓葬建筑之一。古坟及其有形属性“陶俑、壕
沟”、铺设石块的几何形阶梯式坟丘，对于形成这个历史性重要时代的社会阶层，发
挥了举足轻重的作用。

属性 b)
四种标准化模式

百舌鸟古市古坟群的古坟有四种模式，分别是前方后圆坟、扇贝形坟、圆坟、方坟。这些模式被标准化，成
为日本全国各地的古坟规范，本资产在古坟的设计和建造技术方面，起到示范作用。

评价标准(iii) 评价标准(iv)

百舌鸟古市古坟群的地理位置
～与东亚交流的门户～

与古坟时代同期的东亚，在中国王朝分裂的时代背景下，高句丽、百济、新罗、

伽耶在朝鲜半岛兴起，倭则在日本列岛成长壮大，处在各个王权反复抗争、

联合的动荡时代。

百舌鸟古市古坟群所在的大阪平原，既是倭国与朝鲜半岛和中国大陆的各股

势力交流的窗口，也是古代日本的政治文化中心之一。

古坟建造的时代
～古代王权的形成与发展～

古坟时代是继以狩猎采集为生的绳文时代和稻作农耕传到日

本列岛的弥生时代后，在列岛各地兴起的各股势力形成政治

联盟的时代。这是来自大陆的统治体系、新兴宗教（佛教）即

将正式传入之前，通过墓葬象征权力的独特历史阶段。

属性 c)
佐证周密细致、独具特色的葬礼

各古坟的埋葬设施，都被安设在从坟顶掘进的墓穴中，坟丘上面各处摆放陶俑、铺设石块。在坟丘上举行葬礼，坟丘被装饰成葬礼的舞台，
这是日本列岛古坟的一大特点，百舌鸟古市古坟群就是明确体现这一特色的事例。

百舌鸟地区 古市地区
建造时装饰的坟丘与埋葬设施
埋葬设施（石室及棺椁）位于坟丘完成之后，从其顶
上掘进的墓穴中，坟丘表面是通过树立圆筒陶俑和
铺设石块装饰的。

以北海道和东北地区北部为中心的绳文遗址群
（被列入世界遗产预备名录）

法隆寺金堂
释迦三尊像

东大寺
卢舍那佛像
（大佛）

秦 始皇陵
(公元前三世纪：350m)

百济 武宁王陵
(六世纪：20m)

高句丽 太王陵
(四～五世纪：50m)

新罗 皇南大冢
(五世纪：129m)

伽耶 池山洞
44号坟

 (五世纪：49m)

仁德天皇陵古坟
(五世纪：486m)

东亚墓葬的主要形状 
东亚一般为圆坟或方坟，而日本列岛的前方后圆坟呈独特的钥匙孔形。

法隆寺地区的佛教建筑物
（被列入世界遗产名录）

古坟是一种精巧的立体土制建筑物
（No.26 仲姫命陵古坟　航空测绘的立体地图）

百舌鸟古市古坟群（被列入世界遗产名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