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河内大塚山古坟（kawachiotsukayamakofun） 

   河内大塚山古坟，修筑于西大塚的东除川西侧，发达的中段河岸台地之上。是一座四面

带濠沟的大型前方后圆坟。坟丘规模宏大，全长 335 米，前方部宽 230 米，后圆部直径 185

米，前方部高 4米，后圆部高 20米。前方部基本朝北。尽管是由人工堆砌而成，但后方部最

高处海拔高达 45米，是松原市内海拔最高点。 

   虽然以坟丘主轴长度而论，河内大塚山古坟高居日本列岛第五位，不过可以用来判定修

筑时期的资料很少。但是，①前方部平板低平，形状略不规整。②土俑和顶板铺石的存在不

明显。③后圆部有一块名为“GOBO 石”的巨石，而江户时代后期的毛利家文书《阿保亲王事

取集》（山口县立文书馆藏）中提及，18世纪后期的宝历～明和年间有一块名为“磨户石”的

巨石。④可能是古坟内石室及石棺材料的龙山石和花岗岩被移到了柴篱神社（松原市上田 7

丁目）等处。 

   基于以上几点，存在利用横穴式石室修筑后圆部的可能性，推测其为 6 世纪中叶到后期

的古坟。 

   中世纪，丹下氏利用古坟修筑丹下城。织田信长摧毁丹下城后，前方部形成了大塚村，

后圆部则供奉守护神的天满宫（菅原神社）。 

   大正 10 年（1921）3 月列入国家历史遗迹（昭和 16 年（1941）12 月删除），大正 14 年

（1925）9月成为陵墓参考地，至昭和 3年（1928）数十户民宅均搬迁至濠沟外侧。 

   当代研究推测古坟可能是 6 世纪前后安闲天皇或钦明天皇的陵墓，同时也有学者认为坟

丘并未完工。目前，这里是由宫内厅管理的陵墓参考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