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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0 1 3年春 ’
在山西忻州市九原岗发现

一座。 ．

飞 、

Ｍ ｌＡ「

北朝壁画墓被盗 。 山西省考古研究所闻讯后 ’／

、

、
、 ．ｚ

－

卞 〒 ｇｆ忻州市

随即会同析州 市文物管理处组织人员实地调 1 3 ｒ／？

查
，
并将调查结果上报山西省文物局和国家文？Ｃ／＼

＼＼

物局 。 经文物主管部门批准后 ，
山西省考古研Ｊ一

．（ ．

、
西 ／＼＼ ＊ 0

究所与忻州市文物管理处于当年组成联合考古
一

兰村 乡

ｆ
：／紫岩 乡

队
，
特邀太原市文物考古研究所文保室参加 ，

（

ｋｉ
西
°

张 乡

对该墓进行了抢救性考古发掘 。 本发掘项 目经上 Ｊ？

￡）
／

1

0

过 2 0
1

3年和 2 0
1
4年两个阶段的工作 ’ 取得了重向

。

阳
罗镇

要的学术成果 ， 现将主要收获简报如下 。

九原岗北朝壁画墓 （编号为ｍ ｉ） 位于忻ｎ 1＼


州市忻府区兰村乡 下社村东北约 6 0 0 米处 ，图
一

墓葬位置示意图

北距范野村 8 0 0 米 ， 西距 1 0 8 国道 1 5 0 0米
，
是原岗墓群的地势为西北高东南低 ， 呈缓坡状

忻州市级文物保护单位九原岗墓群中
一座带延伸至牧马河边 。

封土的墓葬 （ 图
一

） 。 墓室上方残存封土的一

中心点地理坐标为东经 1 1 2
。

4 2
＇

5 4
＂

、 北纬
一

、 墓葬形 制

3 8
°

 2 2
＇

3 9
＂

，
海拔高程为 8 0 8 ± 5米 。 整个九此墓在地表之上有残存的封土。 墓葬形

？

 5 1（总  7 7 1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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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为带斜坡墓道的单室砖墓 ， 坐北朝南 ， 方 8 厘米 ， 长 3 3 、 宽 1 7 、 厚 8 厘米
，
长 3 2 、 宽

向为 1 7 7 度 ；
由墓道

、
甬道 、 墓室等部分组 2 0 、 厚 8厘米 。 墓道两侧壁北部 的白 灰地仗

成
， 南北总长 4 1 ． 2米 （ 图二 ） 。 经钻探 ， 在在其顶端倒卷向 原地表 ， 延伸 出 的部分宽

墓葬周边发现有墓园的围墙遗迹。 0 ． 3 ￣ 0 ． 3 5 米 ， 其 中西壁倒卷的 白 灰范围长

（

一

） 封土 1 4 ． 4 5米 ， 东壁倒卷的白灰范围长 1 5 ． 3 米 ， 墓

残存封土呈不规则 圆形 ， 直径 6 ． 5 ￣ 1 0 、道南部因被耕土破坏情况不明 。

高 4 ． 2米 。 封土用浅黄色粉砂土夹杂红土块夯墓道中部填土内和东壁分别发现一个盗

筑而成 ， 下部夯土质量较好 ， 质地坚硬 ， 夯洞 ， 都是挖至墓道底部后沿着东壁第三层和

层厚 0 ． 1 ￣ 0 ． 1 2米
；
上部夯土质量较差 ， 夯层第 四层进人墓室 ， 因此东壁第 四层的壁画几

厚 0 ． 4
￣

 0 ． 6米
，
夯窝直径 1 0 、 深 1

． 5厘米 。 在乎全部被破坏 。

封土西侧发现
一个现代盗洞 ， 直通墓室 ，

对在墓道北侧底部靠近东 、 西两壁处发

墓葬造成了极大破坏 。现有 2 0个圆形或椭圆形柱洞 。 其 中西壁下有

（ 二 ） 墓道 1 1 个柱洞
，
距离西壁 0 ． 1 5 

￣

 0 ． 3米
， 最小者直

斜坡 墓道位于 甬 道南面 ， 平面呈长方径 0 ． 1
、 深 0 ． 1 5 米

，
最大者直径 0 ． 1 5 

￣ 0 ．

1 8
、

形
，

开 口距现地表深 0 ． 5 ￣ 0 ． 6 米
，
长 3 1 ． 5 、深 0 ． 3 米 。 东壁下有 9个 柱洞 ， 最小者直径

上 口 宽 3 ． 5
、 底部宽 2 ． 5

、 北端深 6 ． 4 7 米 ， 0 ． 1 2 、 深 0 ． 2 2米 ， 最大者直径 0 ． 1 5 
￣

 0 ． 1 7
、 深

坡度为 1 5 度 。 墓道东 、 西两壁呈 台 阶状 ，
 0 ． 2 5 米 。 这些柱洞可能与当时修建墓道和绘

自 上而下分为 叫层 ， 每层 台 阶 向 内收 0 ． 2 5制壁 画时所搭脚手架有关 。

米
，
台面宽 0 ． 0 5 ￣ 0 ． 0 6 米 。 以西壁为例 ，（

三 ） 甬道

第
一

层长 2 7 ． 7 ￣ 扣 ． 7 、 最高处 2 ．
1

2 米
，
第甬道位于墓道和墓室之间 ， 平面呈长方

二层 长 2 0 ． 5
￣

 2 7 ． 7 、 最高处 1 ． 5米 ， 第三层形
，
长 3

、 宽 1
． 8 6

￣

1 ． 9 5 、 高 3
、 墙体厚 0 ． 7米 。

长 1 2 ． 丨
￣ 2 0 ． 5

、 最 高处 1
． 7 米 ， 第 四层长拱形顶

，
两壁用条形长方砖 以三平一竖为一

3 － 0 5 ￣ 1 2 ． 1
， 最高处 1 ． 7米 。组错缝垒砌 ，

从第四组开始起券 （ 图五 ） 。

根据解剖情况 ， 墓道修筑方法是先开甬 道南端为墓 门
， 原有石质的 门墩 、

挖长方形土圹
，
再在东

、 西两壁 0 下而上用门槛 、 门框 、 门扉等 ，
门墩和 门 扉已被盗

土坯按一平一顺的方式各垒砌
一道带有 台阶走 ， 门框被破坏。 门框和 门槛残块散落在盗

的墙 ， 然后在土坯墙上抹 1 ？ 2厘米厚的草拌坑 内 ，
均为石灰岩质 。 东侧 门框残高 1 ． 9 5

、

泥
，
之后在草拌泥层上抹 0 ． 4 ￣ 0 ． 6厘米厚的宽 0 ． 3 4

、 厚 0 ． 2 4米 ， 绘有 4 5 个红色乳丁
；
西

白 灰地仗
，
最后在 白灰表面绘制 壁画 。 土侧 门框残高 1 ． 5 2

、 宽 0 ． 3 8
、 厚 0 ． 2 4米 ， 绘有

坯墙体底部厚 1 ． 3 5
、
上部厚 0 ． 5 5米 （ 图三

；
 3 1 个红色乳丁

；
乳丁直径均约 2 厘米 。 门槛

图 四 ） 。 所用土坯 的规格分四种 ， 分别 为长 1 ． 3
、 高 0 ． 4 4

、
厚 0 ． 2 5米 。 甬道南部上方残

长 4 5 、 宽 1 8 、 厚 8厘米 ， 长 3 7 、 宽 1 6 ． 5
、
厚存有石门额 ，

立面呈半圆形 ， 下端分别嵌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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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

ｌ

图二墓葬平面图

？

 5 2（总 7 7 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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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四 墓道东壁土坯墙正面局部 （ 西—东 ）

難 義
『

－ ＃％
东 、 西两侧墙壁内 ， 宽 2 ． 0 3 、 高｜ 生 土 』 ．

。

：

＂

，
。

。
Ｍ

Ｋ 厚 0 ． 2樣 。 门额下方东 、 西
Ｐ＿卜

／ｎ ｌ
雕一朵莲花 ， 直径 0 ． 1 8米 ；

西侧Ｗ＾ 1 Ｋ
＿ ＝》 、

、

？ 髎
莲花被毁。 门额东 、 西两侧各凿

」

－ｓ
盗洞

ｍ
有－个方孔 ’ 边长讀米 。
ｃＩ

甬 道北部 近 墓 室 处 残 存 ｒ／ｋ ，［ｎＪ

有封门墙 ， 用条形砖垒砌 ， 厚

0 ． 5 、 残高 0 ． 4 2 ￣ 0 ． 6 4米。 甬道 内 9ｐＴ
地面原为条砖铺砌 ， 砖面上抹

一

层厚 0 ． 8 
￣

ｉ厘米的白灰 ， 由于盗

扰破坏已凹凸不平 。侧壁的情况相似 ， 此处白 灰地仗的顶端也倒

在甬 道前端外壁墓 门 的 门额上方砌有卷向原地表 。

一道墙壁 ，
暂称为 门墙⑴

， 用砖 和土坯垒 （ 四 ） 墓室

砌 。 上部墙体用土坯垒砌 1 6层
， 高 1 ． 5 5 、 上宽墓室砌筑于边长 8米的方形土圹内 ， 平

4 ． 3 、 下宽 4 ． 1 、 厚 0 ． 3 7米
； 下部用砖垒砌的墙面呈弧边方形 ，

穹隆顶 ， 边长 5 ． 8 5 、 高 9 ． 3 米

体 （ 连墓门两侧 ） 高 4 ． 9 7 、 上宽 4 ． 1
、 下宽 4 、（ 见图五 ） 。 四壁墙体厚 0 ． 4 5 米 ， 用条形砖

厚 0 ． 3 2米 。 此门墙可能是作为影壁 ，
表面白灰以三平

一竖为
一

组错缝垒砌 ， 至第九组开始

地仗上绘制有大幅壁画 （ 图六 ） 。 与墓道两平砌起券 。 墓室墙体表面原来皆有地仗层 ，

？

 5 3 （总 7 7 3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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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物 （、糾人 知 ／｝（／77？做法与墓道壁相同 ， 其上绘制壁 画

砲＝＝＝

土坯垒砌 ， 其外包砖 ’ 棺床面铺两层

ｎ ｉｈ
＇

＇

Ｔ
＇
＇

＇

ｌｔＳＲｒ ＪＷｗ条砖 ， 砖上分别抹厚 1￣ 1 ． 4厘米的草

＿碰ｉ：激爾ｔ■隱 ，泥和厚 0 ． 8 ？ 1厘米的白 灰 。 棺床 ＊

＾ 1 ｌ

ａ
Ｉ

 － ？

ｔＩ＾部偏南的白灰面上有草席痕迹 ， 偏北

处麵纖痕迹 。 ■删前三种

规格 ， 分别为长 3 1 ． 5
、 宽 2 0

、 厚 3 ． 5厘

盗 ■ 米 ， 长 3 0
、 宽 1 5

、 點働 ， 长 2 7 、 宽

錢
洞
■ 1 3 ． 5 ， 厚 4 ． 5厘米 。 砖的一面饰绳纹 ’

部

ｎＩ
4 

‘

：

分纹样呈规则或不规则 的菱形 。 其中

感口＼＾／
／^^ ／／－块颜上有动物蹄印 ， 直径 7厘米。

墓室西部偏北处发现
一个不规则

＾－1＾的盗洞 ， 由封土西侧进入墓室 。 墓室

＾内残存有棺板 ， 其中最大者长 2 ． 7 1 、

——

＂
“

？
宽 0 ． 4 4

、
厚 0 ． 0 7 

￣ 0 ．

1 米
，
在一块残棺

＾ 洞 板上有贴金痕迹 。 墓室北壁中部墙体

被盗墓者拆除 ， 露出墓圹内夯土 ，
夯

0
 ；

米层厚 0
． 1 

￣

 0
． 1

3米 。

图六

．

门墙正立面图墓室内 四周的壁画大部分已遭破

坏无存 ， 仅残存墓室顶部的星象图 ，

Ａ
＾＼以及东壁上部的三足乌形象和西壁的

／＼蟾蜍形象 。 从墓室填土中 出土的壁画

／＼残片数量来看 ，
墓室壁画被大面积盗

／＼揭 的可能性较大 。

／＼从解剖情况和盗洞壁面观察 ， 修

／＼建此墓的步骤是先从地表向下挖出方

／．


■

；
．
 ．

．
． 1形墓圹和长方形墓道 ，

然后用条形砖

縣赫 ■麟胃聽也

ｒ
－

ｖ［表⑷米
，
之后堆土■形成封土 。

／墓室建成后 ， 再修筑墓道两侧 的墙

1ｃ
丨

Ｏ洞 壁 ， 最后才绘制壁 画 。

1＾Ｔ
）

Ｌ

ＫｒＳ（ 五 ） 墓园围墙

北壁南壁为确定该墓葬是否原有 围墙等

？ ．？
米附属建筑

，
我们对周边区域进行了钻

图七 墓室内壁剖视图探 。 在该墓南部距墓室中心约 1 1 0米

？

 5 4 （总  7 7 4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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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嚷？
． 2 ． 5  ． 边轮 宽 丨 ． 4

、

Ｉ

1

／ 丨 ． 9 丨

丨

Ｋ 米 这

－

／歡
．彳 ．两件瓦 当与 围墙遗迹所处的层位

，
ｆ

－

ｎ
ｉ

？
］

．
；丄判断 ｍ墙遗迹 … 代 展北

．

？胃 ．

 ．

；
朝的重要证据 。

‘

ｆ由于墓室多次被盗
，
出土的

遗物很少 ， 均为器物残片 。 其 中

藝 ，］陶俑残片最多 ，
其次为陶瓷器残

图八 墓贿侧围墙遗迹 （ 东
—西 ）片 ， 另有少量灶 、 井 、 仓等陶模

型 明器及马 、 猪 、 骆驼等陶动物

模型残片 。

陶瓷器残片很多 ， 已修复的器物包括青

釉瓷罐 ，
以及罐 、 盘 、 壶 、 碗 、 盆等陶器 。

青釉瓷罐 Ｉ 件 （ Ｍ ｌ： 3 2 ） 。 灰色粗

Ｖ瓷 ， 器表施青釉 。 圆唇 ， 矮领 ， 圆肩 ， 弧

腹 ， 底微凹 。 肩部有四竖系 和四横系 。 肩 部

，
＇

ｊ
和腹部各饰两周 凹弦纹 ， 中 间有

一

周
“

八
”

字纹 ，
腹下饰水波纹和草叶纹 。 日径 2 2

、 底

高

2 6 ． 8厘米

陶束颈罐 2件 。 泥质灰 陶 ，
轮制 。 方

唇 ， 侈 口
， 翻折沿 ， 束颈 ， 溜肩 ，

弧腹
，

1 5 九 陶瓦当 （ Ｔ ｌ？ 0
1③ ：

1 ）

平底 。 Ｍ Ｊ ： 別
，
器表随彩

，
颈下饰两周

处发现了墓园南侧围墙遗迹 ， 残长ＳＯ余米 。凹 弦纹 。 口径 8
、 底径 5 ． 5

、 高 1 7 厘米 （ 图

经探沟解剖 ， 残存的墙体距现地表深 0 ． 6米
，

一一

） 。 Ｍ ｌ：3 1 ， 器表施红彩 ， 腹部饰
一周

残宽 1
． 6

、 高 0 ． 1 米
，
用硬泥块垒砌而成

，
硬凹弦纹 。 口径 8 ． 5

、
底径 5 ． 6 、 高 1 7 ． 4厘米 （ 图

土块长 1 4 ￣ 2 6
、 厚 8厘米 。 墙体北侧先抹

一

层厚 1￣ 1 ． 5厘米的草拌泥 ，
再在草拌泥上抹

一层厚 0 ． 4 
￣

 0 ． 6厘米的白灰 （ 图八 ） 。

在 围墙附近 的探方 中 出 土
2 件 瓦 当 。

1 件 （ Ｔ 1 4 2 0 1 ③ ：

1） 为莲瓣纹瓦 当 。 泥质’
灰陶 ，

模制 。 当心有七个小乳 丁 ，
外饰－ ：

‘

周凸 弦纹 ，
之外針个細醜Ｕ 卜＾

1＾ ，
；， 1＾ 9

饰－周 凸 弦纹。 当 面直径 1 4 ． 4 、 当心直径 ：

；

3 ． 3
， 边轮宽 2

、 厚 Ｉ ． 5 厘米 （ 图九 〉 。 另 1 件

（ Ｔ 1 4 2 0 1 ③ ： 2 ） 为莲花纹瓦当 ，
已残 。 泥… 、 ；

‘

／＾ｊｎｌｌＨＷｐ

质灰陶 ， 模制 。 当心有一个 圆乳 丁 ， 外饰

一周莲花和莲蕊 。 当面直径 1 5 ． 4
、
乳丁直径图

一

〇 青釉瓷罐 （
Ｍ ｌ

： 3 2
）

？

 5 5 （总  7 7 5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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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二 ） 。肩 ， 腹下部略直 ， 底略凹 。 颈下饰
一

周 凸弦

陶盘 口罐 2件 ， 其 中 1 件残 。 泥质灰纹 ， 肩部 、 肩 下和腹部 各饰
一周 凹 弦纹 。

陶 ， 轮制 。 圆唇 ，
盘 口略侈 ， 束颈 ， 溜肩 ，Ｍ ｌ：5 0

，口径 8
、 底径 6

．

2
、 高 2 1 ． 6厘米 （ 图

深弧腹
，
平底 。 唇下饰一周 凸弦纹 ，

颈上部一 四 ） 。

和腹部饰两周 凹弦纹 。 Ｍ ｌ ： 1
，
口径 9 ． 5 、 底陶盘 口 壶 1 件 （ Ｍ ｌ： 5 3 ） 。 泥质灰

径 6 ． 8
、 高 2

1 ．

8厘米 （ 图
一

三 ） 。陶 ， 轮制 ，
器表磨光 。 已残 ，

圆唇 ，
盘 口略

陶壶 4件 ， 其 中 3 件残 。 泥质灰 陶 ，侈 ，
细颈 ，

溜肩 。 颈部 、 颈下及肩部各饰两

轮制 ，
器表磨光 。 圆唇

， 侈 口
，
细颈 ，

溜周凹弦纹。 口径 1 0 ． 6
、 残高 1 7 ． 6厘米 。

ｒ

＇

、 ／Ｗ
图


陶束颈罐 （
Ｍ

ｌ
：

 3 8 ）图一三 陶盘口罐 （ Ｍ ｌ
： 1 ）

：

： ^
Ｉ

－

Ｉｒ ■ ｉＢ
＾ｊ

■

ｉ
！ ^

Ｍ會
图
一二 陶束颈罐 （

Ｍ ｌ
： 3 1 ）图

一四 陶壶 （ Ｍ ｌ
：

 5 0 ）

■

 5 6 （总 7 7 6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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陶碗 4件 ， 其中 1 件残 。 泥质桔黄陶 ，头戴盔 ，
顶部中 间有缨 ，

嘴唇涂成红 色 。

轮制 ，
器表磨光 。 圆唇 ， 敞 口

， 弧腹 ， 饼状Ｍ ｌ ： 2
，
面宽 3 ． 5

、
头高 6厘米 （ 图二〇 ） 。

假圈 足 ，
足底略凹 。 Ｍ ｌ ： 1 3 9

，

口径 1 6 、 足底残武 士俑 1 件 （ Ｍ ｌ ： 5 9 ） 。 泥质灰

径 6 ． 4 、 高 6 ． 8厘米 （ 图一五 ） 。 Ｍ ｌ ：

 9 2
，口径陶 ， 模制 。 头戴盗 ， 顶部中间有缨 ， 嘴唇涂

1 4 ． 6
、 足底径 5 ． 6 、 高 5 ． 8厘米 （ 图一六 ） 。成红色 。 下半身残缺 ，

上半身也部分残损 ，

陶盘 4件 ， 其 中 1 件残 。 泥质灰 陶 ，身饰 白彩 ， 绘有黑色铠甲 ， 系 黑色腰带 。 俑

厚胎 ，
轮制 。 敞 口

， 斜腹 ， 平底 。 素面 。身宽 1 0 、 残高 1 8厘米 （ 图—．

＾■

） 。

Ｍ ｌ ： 3 9
，

口径 4 1 ． 5
、 底径 3 9

、 高 5 ． 7厘米 （ 图文吏俑头 1 件 （
Ｍ ｌ： 7 0 ） 。 泥质灰

一七
）
。 Ｍ ｌ ： 1 9

，

口径 3 9 ． 5
、
底径 3 6 ． 5

、 高 5 ． 3陶 。 已残 ， 头戴小冠 ， 面饰红彩 。 面宽 3 ． 8
、

厘米 （ 图
一

八 ） 。头高 7厘米 （ 图二二 ） 。

陶盆 2件。 泥质桔黄陶 ， 轮制 ，
器表磨风帽俑头 4件 。 按风帽样式 ，

可分二

光。 圆唇 ，
敞 口

，
弧腹 ， 饼状假圈足 ，

足底型 。

内 凹 。 沿下饰
一

周凸 弦纹 ； 内壁和底部饰水Ａ型
：

2件 。 泥质灰陶 。 头戴三棱风帽 ，

波纹 ， 中间用两周 凹弦纹间隔 。 Ｍ ｌ ： 2 3
，

口

径 2 2 、 足底径 8 ． 3 、 高 6 ． 7厘米 （ 图
一九 ） 。

（ 二 ） 陶俑

出土了数十件个体 ， 但没有完整器 ，
多

为俑头或俑身 ，
种类包括站立武士俑 、 骑马

武士俑 、 文吏俑 、 侍女俑等 。

武 士俑 头 2件 。 泥 质灰 陶 ， 模 制 。

图一七 陶盘 （ Ｍ ｌ
：

 3 9 ）

图一五 陶碗 （ Ｍ ｌ
： 1 3 9 ）

ａ

图
一八 陶盘

（
Ｍ ｌ ： 1 9 ）

ｈＳＤ
图
一

六 陶碗 （ Ｍ ｌ ：

 9 2 ）图
一九 陶盆

（ Ｍ ｌ
： 2 3 ）

．

5 7 （总 7 7 7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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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饰 白彩或红彩 。 Ｍ ｌ： 1
2 8

，
面宽 4 ． 8

、 头高戴笼冠女俑头 1 件 （ Ｍ ｌ：1 7 ）＾ 泥质

7 ． 3厘米 （ 图二三 ） 。灰陶
， 模制 。 头戴黑色笼冠

，
面饰红彩 。 面

Ｂ型
：

2件 。 泥质灰陶 。 风帽顶部两侧突宽 2 ． 2 、 头高 2 ． 6厘米 ， 笼冠宽 3 ． 2
、 高 2 厘米

起
，
面饰 白彩 。 Ｍ ｌ： 1 3 0

，
面宽 4 ． 3

、 头高 7 ． 5（ 图二六 ） 。

厘米 （ 图二四 ） 。俑身 发现多件 。 头均缺失
，
残存俑

梳髻女俑头 5件 。 泥质灰陶 ，
模制 。身 ， 可能多数为武士佣 。 经初步修复 ，

按形

面饰 白 彩 ， 嘴唇涂成红色 ，
头上为黑色发体姿态 ， 可分四型 。

髻 ， 有 的可见发髻上贴金 。 Ｍ ｌ ： 1 6 2
， 面Ａ型

：
1件 （ Ｍ ｌ： 1

1 7 ） 。 泥质灰陶 ， 模

宽 2 ． 5
、 头高 3 厘米 ， 发髻宽 3 、 高 1 ． 4厘米

（
图制 。 身饰红彩 ， 系红色腰带 ， 右小臂微抬似

二五 ） 。握有兵器 ， 左手抓握腰带 ， 腿部饰 白彩 。 残

高 2 2 ． 9
、 宽 9

、
厚 7 ． 5厘米

Ｋ－
■

ｊ ．Ｈ？？ 臂下垂 ， 左胳膊微抬 ，

隨饰 自 彩 ，
脚穿黑色

龜
：

ｉ
ｆｐｍｔ泥质細 ， 模制 。 身披

图二〇 陶武士俑头 （
Ｍ ｌ ： 2

）
红色风衣 ， 右手擁红

色腰带 ’ 左手抓握红色

剑套 ，
腿部饰 白 彩 ， 脚

图二二 陶文吏俑头 （ Ｍ ｌ
：  7 0

）穿黑色鞋 。 残 高 2 0 ． 1
、

Ｉｍｍ：
＝

■■邏
Ｔ＿奸侧 ， Ｗ雜

色鞋 。 Ｍ ｌ：1 6 0
， 身高

ＩＢ＝
厚 3 ． 5

歸

ｉ于武士俑所配兵器 。 泥

‘

＇质灰陶 。 基本上呈圆角

图二一 陶武士俑 （
Ｍ ｌ

： 5 9 ）图二三 Ａ型陶风帽俑头 （
Ｍ ｌ ： 1 2 8

）长方形
，
上下两端中间

？

 5 8（总 7 7 8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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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二四 Ｂ型陶风讓头

Ｍ ｌ 1 3 0

＾ ■Ｌ 1 1 ． 1
图二七 Ａ型陶俑身图二九 Ｃ型陶俑身

（ Ｍ ｌ ： 1 1 7
）
 （ Ｍ ｌ ：

 2 0 ）

＿賴 1
一彳邏＿畢 1

ＵｉＪ＿
图二六 陶雌冠女俑头

（ Ｍ ｌ ：1 7
）图二八 Ｂ型陶俑身 （

Ｍ ｌ
： 7 1

）图三〇 Ｄ型 陶俑身 （ Ｍ ｌ： 1 6 0
）

？

 5 9 （总 7 7 9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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凸起 ，
周边有一圈凸棱 ， 中间有

一

圆孔
， 侧

面呈弧形 。 Ｍ
ｌ ： 4 0

， 模制 。 表面饰红彩 ， 背

面有刮痕 。 长 1 1 ． 8
、 宽 4 ． 6

、 孔径 0 ． 4厘米 。

（三 ） 陶模麵器及动物模Ｓ
＿ ‘

制 。 上宽下窄 ，
上部 中间有

－

个长方形通气

孔 ， 顶部为两面坡式 ， 中间有脊 ， 两侧有瓦．

垄
，
四角高挑 。 底长 1 7 、 宽 1 2 ． 8

、 高 2 8 ． 5 厘

米 ’
通气孔长 3

、 宽 2 
￣

 5厘米 （ 图三
一

） 。■
井 1 件 （ Ｍ ｌ ： 3 0 ） 。 泥质灰陶 。 圆筒

形井 圹 ， 井 口 呈八边 弧形 ， 周 围 有八 个

圆 乳 丁 。 井 口 直径 1 1
、 井圹深 6厘米 （ 图 ，

；

＼ 夂

‘

／




 ／ｏ

灶 1件 （ Ｍ ｌ ： 4 8 ） 。 泥质灰陶 。 近方形

灶面 ， 后侧靠板两侧各有三个内收小台阶 ，
靠图三三 陶灶 （

Ｍ ｌ
：

 4 8 ）

板中间有一道竖 向凸棱 ；
靠板背后有拱形灶

ｙｄ
｜＾
Ｈ门 ， 门上绘红色火焰 。 灶面有－个火孔 ， 上置

￣

＂

锅 。 灶台长 5 ． 2 、 宽 5 
￣

 6 ． 3 、 高 3 ． 4厘米 ，

＾＾
Ｂ

｜

ｆｌｎ
ｊ

9＾灶门宽 
1 ． 7

、 高 2 ． 6厘米
， 靠板宽 5 ． 6￣ 9 ． 8

、

高

1 2厘米 （ 图三三 ） 。

爾 猪 1 件 （
ｍ ｉ ： 1 4 ） 。 泥质灰 陶 ， 模

制 。 残存头部 ，
两耳下垂

，

口部涂红彩 。 残

长 5
、 残宽 5 ． 4

、 残高 4 ． 9厘米 。

另还社有肖马 、 随轉残片
，
尚未

拼对修复 。

‘

．ｆ
．

：
、

该墓发现较大面积的壁画 ， 分布于墓道

图三一 陶仓 （ Ｍ ｌ ： 7 2 ）两侧壁 、 墓门上方门墙正面 、 甬 道内壁和墓

室内

＝
。

、 西＿绘满壁画 ’ 自上而下

各分为四层 。 麵相对应的各层壁画 尺寸基

［
ｆ／

＇

／Ｍ本相同 ， 题材和布局也相近 ， 但画面的具体

崎箭翻 。 帛
－

願麵崎主要細

分布于流云 巾赂騎禽神兽 、 龙鹤仙人 、

雷公风伯等 ； 第二层壁画主要有
“

马匹贸易

猎 等 ； 第ｈｗ第

为
“

出行图
”

和
“

回归 图
”

。 壁画 中各类图

图三二 陶井 （
Ｍ ｌ

： 3 0 ）像都用细黑线勾边 ， 然后用红色 、 黑色 、 白

．

6 0  （总  7 8 0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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色 、 蓝色 、 黄色 、 紫色诸彩填绘 ， 线条流畅

而富于变化 ， 画面灵活生动 ， 背景及人物远

近有致 ，
显然经过了精心布局 。

（

一

） 墓道西壁壁 画 （ 图三四 ）资
第
一层壁画长 2 7 ． 7￣ 3 0 ． 7

、 最宽处 2 ． 1 2
‘

 ．Ｖ
，ｊ）｜

米 ，
主要内容是細古代传说和神话故事 ，ＩｎＳＩ

画面在流云间分布着各种奇禽神兽和仙人 。

壁画保存状况很差 ， 近墓道 口处画面几乎都

被挤压成鱼鳞状小碎片 ， 尽管在发掘过程中＾ ＼
——

Ｉ

同时采取了保护措施 ， 侧破损和缺失严重＼

而不易辨认 。 离墓道 口较远处 的麵保存状＼

贿好 。 此层壁画 中可辨认的仙人和奇浦＼
被云气＿绕 ’ 动￣朝

＼ 霸麗變
从墓道 口 向内 ， 首先可见祥云朵朵 ， ｍ

气缭绕 ； 其次是
－

个神兽 ，
上半身巳残 ，

下

半身尚存 ，
酬赫 ，

向墓道 口作奔跑状 。勸■鐵議，ｎ

随后又有
一个怪兽 ， 身体几乎完全残损 ，

无Ｉ
法辨认 。 后面云气弥漫 ，

－个人面蹄足的异剩该〈

／ 3＾ｍ

兽半蹲在地 ，
正欲抬足前行 。 在此兽之后不 1＿綱邏螯Ｓ

远 ， 有一个披长发的仙人 ， 手持一柄麈尾 ，齋海靈ｙｓ

快步奔跑 。 紧随其后有两头猛兽 ， 其中
一

个餐 ｉ ｎ

口哪头 。 二兽之后
，
有－仙人手举腿 ，ｍｍｍ

ｓ

骑－条大鱼在云海中 飞行 （ 图三五 ） 。 ｍ

下来画面中有
一

个神兽 ， 赤手空拳 ，
张牙舞纖

爪 。 其后是
一个短发 、 秃顶的仙人 ，

骑在一＊

头疾奔的动物背上 ，
从该动物龙首兽身的形ｇＳ？

象看 ， 可能即是传说中的瑞兽麒麟 ；
在麒麟驚攀■

上方绘一个光芒四射的太阳 。 其后方又是
一

“

个神兽和一个挥麈奔行的仙人 。 仙人之后 ，

ｍＳｌ．

云气之间
，
有一个头梳双髻的女子骑着一只 0 ．

仙鹤 （ 图 三六 ） 。 再 向后是三个神兽相继＿＿
而行 ， 第

一个身形瘦小
； 第二个身体硕壮 ，Ｈ

ｐ
双手举一巨石 ； 第三个身体四周环列十三面ｆｆｉｆ

鼓
， 似为雷公形象 （ 图三七 ） 。 雷公之后有

一匹翼马 ，
口衔老虎 ，

四蹄飞奔 ， 可能即是，

｜
《 山海经 》 和 《管子 》 中所记载的

“

驳
”

；
Ｉ

其上方有
一

只展翅飞翔的 巨鹤 （ 图三八 ） 。ｊｊ｜
最后一组画面 ，

是一个仙人和一个神兽 ， 仙

？

 6 1 （
总  7 8 1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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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在上 ， 手举麈尾 ； 神兽在下 ，
腿 、 臂毫毛大致分为

“

马 匹贸 易
”

与
“

狩猎
”

两类题

毕现 。材 。 由墓道 口 向 内 ， 先绘有
一些土丘和 树

第二层壁画长 2 0 ． 5 
￣ 2 7 ． 7 、 最宽处 1 ． 5米 ，木 ， 其间 分布有动物 。 其后在两座 山峦之

画面上有六组共 1 8个人物 ，
描绘的活动场景间

，
有三组人物 ， 第

一组 中 间有
一匹马

，
马

ｊ一
？

ｉ 、…
？

、
？

？ ＇

？．

、

、

：
、ｒ －

图三五 墓道西壁第一层壁画
“

仙人乘鱼图
”

動： ，：攀＿

‘

ｉ Ｗ、

．

、

‘

（

ＨＨＨＩｉ
＇

ｉｉ
图三六 墓道西壁第

一层壁画
“

仙人乘鹤图
”

？

 6 2 （总  7 8 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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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西省考古研究所等 ： 山西忻州市九原 岗北朝壁画墓

ｆｃ＾

；ｇ
ｖ

， ｖ 7

＇

ｌ＾ｆｅ
＇

：
，

．（
－Ｍ ．Ｔ 、；

■－
？

．

‘

．

滅金 ｊ＾ｔ＾ｉｉｌ
图三七 墓道西壁壁画局部

隱＾ ：霍 感

議感鐘
纖  3 3^

图三八 墓道西壁第一层壁画局部

前后各站 一男 子 。 第二组为 四人围绕一 马中又是高低起伏的山林 ， 山丘之间有三组人

作交谈状 ，
其 中

一观马者为胡人形象
，
马后物

，
人物姿态和行为则围绕狩猎活动场景展

是一个肩 挎小包扮作男 装的 年轻女子 （ 图开 。 第一组人物包括两个骑马者 ，
手持长矛

三九 ） 。 第三组是四男 子围绕
一

马站立 ，
前及 弓 箭

，
追逐群鹿 。 其 中

一人头戴宽沿笠

面的牵马者为胡人形象 。 此三组题材相近 ，帽 ， 似为首领 ，
正张弓搭箭对准一头狂奔的

可能是表现马匹贸易 的场景。 再向后的画面大鹿 ； 其后一人腋下有一旗帜 ，
应为传达号

？

 6 3（
总 7 8 3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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令者 （ 图 四 〇 ） 。 第二组是在 山林之间
，
跑

，

一

个骑者在放鹰逐兔 （ 图 四二 ） 。 第二

两人正在猎虎 。 前面骑马者手持弯弓 ，
回身组应是

“

出行图
”

，
包括 1 7个步行的壮年武

对准一头扑 向马尾 的老虎 。 虎身后又有
一

骑士 ，
腰挎 弓箭 ， 姿态均为右腿在前 ，

左腿在

者 ， 手握长矛赶上来刺虎 。 第三组为四个军后
， 朝 向墓道 口列队行进 ； 诸人装扮各异 ，

士骑马疾冲 ， 追赶着大群动物 （ 图四
一

） 。有的以兽皮为衣 （ 图四三 ） 。

第三层壁画长 1 2 ． 1
￣ 2 0

． 5 、 最宽处 1 ．

7第四层壁画长 3
．

0 5 
￣

 1 2 ． 1
、
最宽处 1

．

7米 ，

米 ， 画面共有 1 8个人物 ， 可按具体活动场景画面共有 8个人物和 1个神兽 ， 描绘的场景可

分为两组。 第一组描绘丘陵之间有小动物奔分两部分。 靠近墓道 口的部分绘有山丘 、 树

Ｈ？ｖｒ
－

图三九 墓道西壁第二层壁画
“

马匹贸易 图
”

Ｍ
￣、 ？

？＜ｊ
ｊ
ｉ ■

 ：

^

Ｖ

、：
Ｖｆ

Ｚ

富
」：） ＾｜ｐ 3
？ 、麵￥ 1 ：：

、

．

图四〇 墓道西壁第二层壁画
“

猎鹿图
”

．

6 4 （总 7 8 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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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西省考古研究所等 ： 山西忻州市九原 岗北朝壁画墓

木
，
其间隐约可见一些旗帜和营寨 。 后面一挥手交谈

部分或可称
‘ ‘

回归图
”

， 绘有 8个步行 的壮 状 。 第 二
■厂 ：

’

藝 。

年武士 ， 腰佩长刀 ， 姿态均为左腿在前 ， 右 组 为 －男

腿在后 ， 朝着墓室方向行进 ；
靠近墓室人 口子 牵 马 ，

、
．

：

处
， 站立

－

个手握长刀的神兽 ，
面向武士队 另 － 男 子

伍 （ 图四四 ） 。站 立 在 马

（二 ） 墓道东細画 （ 图四五 ）身 内 侧 。

第
一层 壁画 长 2 7 ． 7 ￣

3 1
、 最宽处 1

． 6 7 第 三 组 是
’”

米 。 醒巾可狐赂种仙人和奇禽神兽共

2 2个
，
分布于不同形状的流云间 ， 多朝 向墓马 ，

马 身

道 口作飞腾状。内 侧 站立 7
￣

＾Ｓ＾ ｖ
＇

从墓道 口 向 内 ， 在祥云瑞气之间绘有 7 着 两 位 ＩＩ．

个奇禽神兽和仙人 ， 身体大部残缺 ， 仅保存 子 ， 其 巾

腿部 。 其后是一个羽人 ， 肩有双翼 ，
手挥麈 一 人 肩 挎 ＾

‘

尾 。 再后是
一

头神牛 ， 除头上两角外 ， 在鼻 古月 床 （ ＩＳ．

．．

，广ｄ ，

子靠后处又生出
一小角 。 牛后是一个神兽 ，

五 ｏ） 。 ｒａＨＷ
＇

＂

卜
夕

ｆ ；

．

盤

后半身被盗洞破坏 。 盗洞之后晒面中是－ 这 三组 人 笋

短翅巨鸟
，
爪牙锋利

，

口吐长舌 。 大鸟之后 物 的题 材 §

是－个头飘三缕长带 、 手举腿的仙人 。 萬 相 同 ， 均 ？

仙人不远 ， 是一个半蹲欲起 、
口吐长舌的雄是 表现 马

心 ＜

ｖ 
‘

＇

？

狮 。 再后面
，
是一个长发向后ｐ ｉ

扬
、 右手抓 匹 贸 易 的

“

，ｇ

袋 、 向外疾行的仙人 ， 应即是
“

风伯
”

（ 图场 景 。 其
ｉ
ｒ

．

％（
／

：

”

ｇ
四六 ） 。 紧跟着风伯 的 ，

是一个双臂挥舞 、后 的 画 面
ｊ

腿带羽毛 、 大步向前的神兽 。 之后是－男子 是 －望 无 ： 1

骑在龙背上 ， 似为御龙飞行 （ 图四七 ） 。 飞际的山林 ，

”

＾
ｍ

龙之后是
－个左手握 ｊｉ尾 、 跨步奔走的仙人 在 山 丘 之 －

．

（ 图 四八 ） 。 紧随仙人 的是
一

只 巨 禽 ， 两间共 有 四 ｉ
：］

．

‘

，

爪尖锐 ， 急速奔行
，
其±方还伴飞着－Ｒ小 ｔａ Ａ ｔ ／

，

鸟 。 巨禽之后 ，
是－头四職起 、 向外奔跑 题材 与 墓

；

．

．

的獬盡 。 随后又是一个口 吐长舌的神兽 （ 图 道 西 侧 第 參 ’

四九 ） 。 画面最后
，
是一只 口衔瑞草 、 奔跑二层 壁画

欲飞的仙鹤 。相 同
，
也 0 Ｘ．

第二层壁画长 2 0 ． 5 
￣

 2 7 ． 7
、
最宽处 1 ． 3 5米 ， 是 围 猎活 ＪＨＨ

ｉｆｆｉ面上有七组共 1 9个人物 ，
描绘的活动场景 动 场 景 。

大致分为
“

马 匹 贸 易
”

与
“

狩猎
”

两类题 第 一组 有

材 。 由墓道 口 向 内 ， 先绘有低矮的土丘 ， 其 三 个 骑马

间有虎 、 熊等动物。 其后山峦之间 的
一处平者

，
前后

地上 ，
绘有三组人物 。 第一组中一人站立 ，

相 继 ，
手

？

手牵
一马 ， 马后站立着两位女扮男装者 ， 作持 弓 箭 和

．

6 5 （
总 7 8 5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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ｆＺ
＂

长 矛
， 追逐 一 群动

．Ｖｖ 

－ ？

‘
、 ， ’

、
＜

Ｊ 、

ｙ
ｉ

ｒ

＊ ^

＼
广，＼＾ ：

－

：

＼^＾ 1 ￥
物

： 第二组是在山脚

二 上
—片空地 ，

三个徒步

？？＿ｍ輕、上 》
军士 正 在 围 杀

－头

？

Ｖ Ｔ^Ｔ
—

Ｘ熊
， 两人手持长矛 ，

4 ＊
“

＿

｜

、

4 —

．
－

1

少
，

＇

ｆ！Ｊｍ
‘

、 ：ｖＵ
＇

Ｊ 1 1

▲；Ｐ＾
－

ｃｒ
－

，

、动物 。 第四组是两骑

．


－

．


－

．

一

、
－

？

丨 川
、

七 ，

＇

＾ ＇ 1

＇

图四二 墓道西壁第三层壁画
“

放鹰逐兔图
”

握矛 ， 后者举弓 （ 图

驗
：

：

．

，Ｊ＾ｉ
：： ．

￣五一 ） °

．

1第 三层 壁 画 长

／＾ｒ
－

＿
，． ； ．

ｆＱ，ｒ ＪＬ？ｉｍ最 宽处
‘

：产 、

ｒｋＪ％－ｉ
． 6 5 米 ， 主要 内容包

Ｈｉｉ

■／Ｖ丨删 ：顿1

． 驗

第 四 层 壁 画 长

图四三 墓道西壁第三层壁画
“

出行图
”

局部 4￣ 1 2 ． 1
、 最高处 1 ． 6 5

、米 。 画面内 容可分两

：

ｒ％ＣＤ
＇

．

ｖ：

＇＂


－

ｒ
ｊ

ｆ严
ｊ

部 分 ， 靠 近 墓道 口

4＾＿＾ ：ｒ
－

、＿ 的部分绘有连绵織

“
‘＾ 1

的山 丘 ， 細依稀可

‘

？
／，

．

、 ）■
－ 部分 或 可 称

‘ ‘

回

个步行人物仅聽腿

ｕｉ 亂 腰狐儿

图四 四 墓道西壁第四层壁画
“

回归图
”

局部（三 ） 门墙壁画

．

6 6  （总  7 8 6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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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西省考古研究所等 ： 山 西忻州市九原 岗 北朝 壁画 墓

这部分壁画 位于 甬 道前端墓门 上方的

Ｉ门墙正面 ， 主要是一个彩绘 的木结构门 搂

Ｈ阁 。 门楼高 3 ． 2 5
、 宽 3 ￣ 3 ． 3米 。 正 中为门 楼

Ｂ外景 ， 两侧有墙 ， 墙头露出楼 内 的树木 。 门

ＨＩ楼设有三门 ， 较宽的正 门分为两扇 ， 较窄 的

Ｗｉ两个侧 门仅有
一

扇 。 门前有走道 ， 两侧设栏
＇

＇

＞ｙ ；杆 。 栏杆内用蓝 、 白两色的方砖铺砌地面 。

＊正门紧闭 ，
门上中部有两个硕大的兽面铺首 ，

1铺首上下有四排共 3 2个乳丁 。 侧门上也有相同

ｆ繞－的铺首概Ｌ丁 。 麵们夕 卜侧腕
－

位头梳双髻

－的年轻侍女 ，
短靴短裙 ， 胸前皆有

一

半透明的

“长方形纱状物 。 侧 门半启 ， 门 内各有两位年轻

＿鬆息ｎ難細ｎ 4 1 難 ． ｎ 滥

4 ｉｆｔ ，

和额枋间 ， 张挂一层菱形细网 ， 可能是为阻

，

ｓ止鸟雀进人建筑内部 。 该建筑为大出檐庑殿

ＩＳ式屋顶 ，
正脊两端是两个向上倒卷的巨大鸱

5尾 ， 侧脊前面有两个黑色的兽面脊头瓦 。 正

ＭｍｔＡ§脊与侧脊上 ， 还可见到几个金属瓦钉 。 瓦垄

ｆｔｗ之 间
， 板瓦 和 筒瓦排 列清楚 ； 筒瓦头上都

丨 ｜有黑色阴影 ，
或为瓦当 。 正脊之上的 中间位

ｆｔ置
，
绘制一朵向上的莲花和莲蕾 ， 两旁是两

Ｂｉｌｓ
＾ＩＩ个身形高大的振翅朱雀 。 屋脊之上描绘 的花

＾ 1鸟等皆非建筑构件 ， 估计与葬俗和信仰等具

／ｍｍＭＩ＾ 定联系 （ 图五四 ） 。

／＿＿＿（ 四 ） 甬趣画

／ｉ包括 甬 道前端 门额上和 甬道 内 壁的 壁

／画 。 门额中部彩绘一只朱雀 ， 口衔草叶
， 两

／旁绘有
一

些云彩和花草图案 。 甬道内壁两侧
』

、
ｋ

 1

＊

＾ 3纖Ｗ Ｅ？飾跳。 棚馳翻雕純

一个神兽 ，
挥舞着四肢向下方俯冲 。 墓道壁

画 中很少使用蓝色 ， 此处这个神兽却大量使
“

｜

＇
￣

用了蓝色 （ 图五五 ） 。

ｆＭ
“

汉
（ 五 ） 墓室壁両

｜ ｜ ｜
‘

墓室 内 壁四周也有壁 両 ， 遭盗 掘破坏

ＩＩ大部分已无存 。 壁 画原为三层 ， 第
一层为星

Ｋ象 图 ’ 高 4 ． 8 5 米 ’ 上部保存较好 ； 下職
‘

壁残存
一个内有三足乌的 太阳 ， 西部残存

一

？

 6 7 （总 7 8 7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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ｉ？ ＪｒＴ ；
：
－
：进）ｋ

图 四六 墓道东壁第一层壁画
“

风伯图
”

－

：厂魏， 入

＿參 ” ：辦 ｒｗ
：

图 四七 墓道东壁第一层壁画
“

御龙飞行图
”

个内见半个蟾蜍的月 亮 。 第二层为四神图
，
 0 ． 0 5 

￣

 0 ． 5 米 ； 中层壁画残留着一只兽爪和身

高 1 ． 9 米。 第三层为牛车鞍马出行图 ， 高 1 ． 7 5体片段 ， 初步分析应为一条龙
；
下层壁画残

米 。 除顶部的星象图外 ， 其余大部分壁画 已留有华盖羽伞的顶部 ，
可能属于墓主人的 出

被盗取 。 以东壁为例 ， 下层壁画残存部分高行图 。 在西壁残留有模糊不清的画面 ， 中层

？

 6 8（总 7 8 8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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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西省考古研究所等 ： 山 西忻州市九原 岗北朝壁画墓

＿暴
■ｒ濟、，

图 四八 墓道东壁第
一层壁画

“

仙人图
”

爹暴 ：
．

，

：

…

…

、

：

、

醫＿暴
ｍｍ？ｓ

图四九 墓道东壁第
一层壁画局部

是一头虎 ； 下层中心图案似为骑马人物 ， 前 壁画 内容和随葬品特征等 ，
对墓葬的时代加

后为随从 ， 南侧有
一人肩挎胡床 ， 其余随行 以推测 。 从墓葬形制 和壁画 的 布局等方面

人物双脚清晰 ， 腿部以上图像模糊 。看
，
该墓与河北磁县湾漳北朝壁画墓 （ 墓

＾
、

丘主据推测有可能为北齐文宣帝高洋 ） 有许多
＾＾了 口
共性

，
例如两座墓葬 中墓道壁画 的 白灰地

（

一

） 墓葬时代及墓主身份仗层都卷向地面 ，
在墓门上方都建有一道门

该墓未发现墓志 ， 只能根据墓葬形制 、 墙 。 在 中原地 区 ， 北朝墓葬 中修筑 门墙 的

■

 6 9 （总 
7 8 9

）
？



考 寸 2 0 1 5 年第 7期

辱 ．

图五〇 墓道东壁第二层壁画
“

马匹贸易图
”

图五
一

墓道东壁第二层壁画
“

步兵猎熊图
”

情况还发现有数例 ． 如洛 阳北魏宣武帝景禽神兽的数量和布局 ， 与磁县湾漳北朝壁画

陵 （ 报告称为
“

压券墙
”

）

｜

3
1

、 河北赞皇东墓最为接近 。 从墓葬的出 土器物来看 ，
由 于

魏李希宗墓 ［

4
1

、 河北磁县东魏茹茹公主墓
［ 5 ］

自 东魏到北齐时间很短 ， 陶壶 、 罐 、
碗和

等 ， 均有高低不等的 门墙 。 该墓中墓道壁画灶、 井等模型明器的形制差别甚微 ，
难以反

第一层的布局和题材也体现出较明确的时代映时代变化 。 该墓所 出 的青釉多系瓷罐 ，
在

特征 。 北魏以降 ，
墓葬壁画 中神兽图屡见 ，

河北 的东魏 、 北齐墓 中 曾发现形制相近者 ，

在磁县东魏茹茹公主墓 、 磁县湾漳北朝壁画太原地区北齐墓葬虽然发现不少 ， 却没有出

墓
，
以及太原地区的北齐东安王娄睿墓

｜

6
】

、土过 同类多 系 罐 。 但从 出土的 陶人物俑来

北齐武安王徐显秀墓ｍ和北齐顺阳王库狄 回看
，
武士俑与太原地区北齐墓的 同类器共性

洛墓 1

8
］

的壁画 中都可 以见到 。 该墓壁画 中仙较多 ， 而与河北东魏墓所出 陶俑共性较少 。

？

 7 0  （总 7 9 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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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西省考古研究所等 ： 山 西忻州 市九原 岗北朝壁画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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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五二 墓道东壁第二层壁画

“

骑马猎熊 图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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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五三 墓道东壁壁画局部

总体而论 ， 我们初步推断该墓葬的年代应为宽度虽小于磁县湾漳北朝壁画墓 ， 但均大于

东魏至北齐早期 。东魏茹茹公主墓以及北齐东安王娄睿墓 、
武

因墓志缺失
，
墓主人的准确身份暂不清安王徐显秀墓 、 顺阳王库狄回洛墓 。 初步推

楚 。 但从墓葬规模来看 ，
该墓的墓道长度和测墓主人身份显赫 ， 位高权重 ， 应该是东魏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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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五 四 门墙壁画
“

门楼图
”

Ｗｈｊ^ ｊｇＳｋ 刘君墓志 铭
”

。 据
‘

ＷＴ 1 
職则 ＂讓

ｋ？｜＃■三

＿参 ‘＿
图五五 甬道顶部麵

“

神兽图
”—

岗何处并不清楚 ， 是

或北齐统治集团的一位重要人物 。否与本次发掘的墓葬存在联系 ， 还需要深人研

清朝道光年间 ， 在忻 州 九原 岗 曾 出 土究和多方面寻找相关证据 。

过一方东魏刘懿墓志 ［

9
1

，
志文称

“

魏故使持（二 ） 主要学术意义

节侍中骠骑大将军太保太尉公录尚 书事都督 ｉ
． 该墓是忻州 市发掘的 首座北朝晚期

冀定瀛殷并凉汾晋建郏肆十一州诸军事冀州墓葬 。 据 《北史 》 的 《尔朱荣传 》 和 《刘贵

刺史郏肆二州大中正第一酋长敷城县开国公传 》 等文献记载 ， 北朝后期 的秀荣郡一带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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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西省考古研究所等 ： 山西忻 州市九原岗北朝壁画墓

（ 现今忻州即在其范围内 ） ， 地方军事力量禽等壁画题材 ， 反映出北朝人的生死观念和精

非常活跃 ， 比如尔朱荣与刘贵 ， 都是当时权神世界 ，
是研究北朝葬俗信仰的重要资料 。

倾天下的朝廷重臣 。 但长久以来 ， 本地区一 5 ． 墓道壁画第二层的
“

狩猎 图
”

是北

直没有相关的重要考古发现 ， 该墓的发现填朝时期游牧民族狩猎习俗的真实写照 ， 其场

补了忻州地区北朝墓葬资料的空 白 。面规模宏大 ， 明显不是简单的娱乐或生产活

2 ． 该墓 的建造方法有独特之处 ，
最典动 。 结合壁画中隐约可见的旗帜和营寨 ， 推

型的有三点 ，

一

是墓道两侧砌筑土坯墙的做测此类狩猎活动 ，
正是北朝秀荣郡

一

带某些

法
，
之前未见先例 ，

反映出古代墓葬营造技部落通过狩猎练兵的艺术表现 ， 射猎者应该

术的多样性或地方性差异 ；

二是墓道的白 灰不是普通猎户 ，
而是部落军队成员 。 即 如

地仗倒卷向地面 ， 类似的例子也见于河北磁 《北史 》 的 《尔朱荣传 》 和 《刘贵传 》 所记 ，

县湾漳北朝壁画墓 ；
三是在 甬道前壁墓门上

“

围 山而猎
”

，

“

好射猎 ， 每设围誓众 ， 便为

方修筑门墙并彩绘门楼图的做法颇为特殊 。军阵之法 ， 号令严肃 ， 众莫敢犯
”

。 这些壁

北朝墓葬曾发现有修筑门楼和 门墙的例子 ，
画 内容对研究北朝军队的训练方式和装备情

如陕西华阴北魏杨舒墓的墓 门就是
一

个简易况等具有重要参考价值 。

门楼
ｎ

°
］

； 洛阳北魏宣武帝景陵也有类似
一道 6 ． 墓道壁画

“

仪卫出行 图
”

的人物形

门墙 ， 发掘报告称为
“

压券墙
”

；
河北赞皇象 ， 与以往发现的北朝武士俑或壁画人物大

东魏李希宗墓 、 磁县东魏苑茹公主墓 、 磁县多服饰整齐的情况不同 ， 更多表现出喜用兽

湾潭＾朝壁画墓也有门墙 。 北齐墓葬 ， 有的有皮服饰的习俗和勇猛善斗 的鲜明个性 。

“

武士

门墙 ， 有的无门墙 。 因此推测 ，
此种门墙的源出行图

”

中出现的胡人形象 ， 对研究北朝时期

流比较清楚 ’ 可能与北朝葬制有关。 但像九原胡人在中国的活动情况提供了最新资料。

岗壁画墓这样修建门墙并在其上彩绘大型门楼 7 ． 门墙壁画再现 了
一座华丽 的北朝 门

的情况还是首次发现 ， 值得深人探讨。楼 ，
所描绘的大出檐庑殿式屋顶 、

硕大的鸱

3 ． 该墓 的壁画面积较大 ，
内涵极为丰尾 、 形制特殊的瓦钉 、 结构复杂的斗拱 、 重

富
， 许多题材在同时期墓葬壁画 中未见 。 例叠的额枋 、 带铺首 的三门 、 栏杆花墙 、 彩色

如内容 丰富的升天 图 、 马匹贸易图 、
围猎地砖等 ，

均是研究该历史阶段建筑形式的珍

图 、 大型 门楼 图 以及 多种样式的人物服饰贵资料。

等 ， 都是研究北朝社会生活 、 历史文化和军 8 ． 北朝时期存在邺城 、 长安
、 晋阳等几

事制度等方面的珍贵资料 。个大的政治文化中心 。 此次忻州大型壁画墓

4 ． 墓地壁画第一层的
“

升天图
”

内容庞的发现
，
表明当时墓葬壁画在不同地区具有

杂
， 似乎 自成体系 ， 其中既包含汉代文化因不同源流和特点 ， 同时也加深了对当时晋 阳

素
， 例如许多仙人形象 ， 以及御龙飞行 、 乘地区民族汇聚状况和文化分布范围的认识。

鹤升天 、

“

驳
”

食猛虎等内容 ，
反映出北朝附记 ： 本项 目 的领队为张庆捷 ， 参加发

晚期墓葬文化和绘画艺术的源流承 自 战国 、掘工作的人员 有渠传福 、 郭银堂 、 张喜斌、

两汉 的神话传说 ； 同时也有较多北 朝新元刘 晚香 、 刘 俊、 李培林 、 冀保金 、 翼晋 东 、

素 ， 例如许多神兽形象 。

“

神兽图
”

出现于李刚 、 吕金才 、 郭风 、 梁芳等 。 本文插 图 由

北魏 ，
流行于东魏和北齐时期 ，

所体现的道畅红霞 、 冀晋 东绘制
，
张喜斌、 吕金才 、 冀

教因素较多 ， 佛教因素较少 。 此部分壁画与晋 东拍摄 了 照 片 。

磁县湾漳北朝壁画墓相近 ， 但各有异 同 ， 御执笔者 张庆捷 张喜斌

龙飞行 、 乘鹤升天 、

“

驳
”

食猛虎 、 神兽仙李培林 冀保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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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释 ［
5

］
磁县文化馆 ： 《河北磁县东魏茹茹公主墓发掘

［
1］ 在河北翻：麟北麵醒巾也发删剛艱》

’
《■ 》 1 9 8 4＿‘

建筑形式 ， 其发観告称为
“

门墙
”

， 见中 国
［

6
］

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 、 河北省文物研究所 ：《太■北齐娄＃■■报 》 ’ 《文物 》

《磁县湾漳北朝壁画墓 》
， 科学出版社 ， 2 0 0 3 1 9 8 3年第 1 0期 。

年。 本文暂且延用此名 ， 但或许称为
“

影壁
’
’

更
［

7 ］ 細省考古研究所 、 太原市文物考古所 ： 《太

力＆＿ 。原北齐徐显秀墓发掘简报 》 ， 《文物 》 2 0 0 3年

［
2

］ 中国社会科学 院考古研究所 、 河北省文物研 ，ｊ

究所 ： 《磁县湾漳北朝壁画墓》 ， 科学出版社 ，

［
8

］
王克林 ： 《北齐库■■ 》 ’ 《考古学报 》

2 0 0 3年 。
1 9 7 9年第 3期 。

［
3 ］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洛陳魏城队 、 ＾ ［

9
］
高维德 ： 《刘戴墓志考辨 》 ’ 《晋阳学刊 》 1 9 8 4

阳古墓博物馆 ： 《北魏宣武帝景陵发掘报告》
，

＿［
1 0

］ 崔汉林 、 夏振英 ： 《陕西华阴北魏杨舒墓发掘

［
4

］
石家庄地区革委会文化局文物发掘组 ： 《河北简报》

，
《文博 》

＝
8 5年第

＝

期 。

赞皇东魏李希宗墓 》 ， 《考古 》 1 9 7 7年第 6期 。 （ 责任编辑 杨 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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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9 8 8
？

2 0 0 3年度

考古发掘报告 》 简介

《垣曲商城 （ 二 ）

——

1 9 8 8 ￣ 2 0 0 3 年度各时期遗存 ， 以商代城址的发现最为重要 。

考古发掘报告 》 由 中国国家博物馆 田野考古本书详尽地介绍了各期遗存的文化内涵 、 面

研究中心 、 山西省考古研究所 、 垣曲县博物貌 、 特征 ， 并对各期遗存的年代 、 分期 、 文

馆联合编著 ， 科学出版社 2 0 1 4年 1 2月 出版发化性质等问题进行研究 。 在报道基本发掘资

行 。 该书为 1 6开精装本 ， 分上 、 下两册
，
上料的基础上 ， 探讨了垣曲商城的年代 、 性质

册正文共 7 8 3 页 ， 约 1 2 2 ． 1万字 ， 下册包括彩以及城址形制 、 布局 、 聚落形态、 演变进程

色图版 2 5 9 页 。 定价 6 0 0元。等方面的 问题 ， 特别是讨论了城址资源 、 建

本书被列为黄河小浪底水库山西库区考城 目 的
、
筑城技术等相关问题 ， 推进 了商代

古报告第 4辑 ，
是垣曲商城遗址 1 9 8 8 － 2 0 0 3社会历史的研究 。 本书适合于文博考古科研

年度的考古发掘报告。 该遗址包含仰韶文化机构的专家学者以及高等院校相关专业的师

晚期 、 二里头文化晚期 、 商代二里冈下层文生阅读和参考 。

化和二里冈上层文化 ， 以及汉 、 金 、 宋代等（文 耀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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