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蒙元王朝是由 蒙古族统治者建立的 、 以晏驾 ， 棺用香楠木 ， 中分为二 ， 刳 肖人形 ，

汉族人为主体的多 民族帝国 。 从成吉思汗于其广狭长短 ， 仅足容身而已 。 殓用貂皮袄 、

漠北建立蒙古汗国 （ １ ２０６年 ） 开始到元顺帝皮帽 ， 其靴袜 、 系腰 、 盒钵 ， 俱用 白粉皮为

退出 中原 （ １ ３６ ８年 ） 为止
， 共 １ ６２年 。 蒙元之 。 殉以金壶瓶二 ，

盏一
， 碗碟匙箸各

一

。

王朝统治时间不长 ，
却开启了 中华民族历史检讫

，
用黄金为箍四条以束之 。 舆车用 白 毡

发展的新纪元 ， 疆域空前广阔 。青缘纳失失为帘 ，
覆棺亦以纳失失为之 。 前

＿＿

＿行 ， 用蒙古巫媪一人 ，
衣新衣 ，

骑马
， 牵马

＂＂

＂

一

匹
， 以黄金饰鞍辔 ， 笼以纳失失 ， 谓之金

元朝重新统
一全 国

， 蒙古族统 治者从灵马 。 日 三次 ，
用羊奠祭 。 至所葬陵地 ， 其

文化传统上很大程度地承袭了金朝和宋朝的开穴所起之土成块 ， 依次排列之 。 棺既下 ，

礼制 ， 但是在诸多方面仍然坚守着本民族的复依次掩覆之 。 其有剩土 ， 则远置他所 ｓ 送

礼俗 。 史料记载 ， 元朝皇帝和蒙古宗室贵族葬官三员 ， 居五里外 。 日
一次烧饭致祭 ，

三

死后 ， 都实行
“

秘葬
”

。 从考古发现来看 ，年然后返
”［

１

］

。

迄今为止不仅蒙元时期诸皇帝陵杳无踪迹 ，蒙元王朝诸皇帝
“

秘葬
”

地和丧葬礼制

而且明确的蒙古族皇亲国戚的墓葬也寥寥无
一

直为中外考古学者所关注并苦苦探寻 ， 迄今

几。 至于如何秘葬 ，
文献又鲜有记述。 《元都没有

一个令人信服的科学结论 。 高等级蒙古

史 》 卷七十七 《志 ？ 祭祀六 》

“

国俗旧礼
”

贵族墓葬大概多效仿皇帝秘葬制度 。 现有考古

条载 ：

“

凡帝后有疾角游 ，
度不可愈 ， 縛居外资料中 ， 明确的蒙古紐贵墓葬也很少。

毡帐房 。 有不讳 ，
则就滨检其中 。

” “

凡宫车蒙元时期的墓葬形制不甚规范 。 依据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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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一

北方地区蒙元时期墓葬类型图
１

． 凌源富家屯壁 画墓 ２ ． 大同冯道真墓 ３ ． 北京铁可墓 ４ ． 凉城后德胜Ｍ３５ ． 正蓝旗
一

棵树Ｍ １ ５

筑材料和形制结构的不同 ，
可将墓葬分为类治三年 （ １ ３２３年 ）

；
晚期

， 即元代后期 ， 从

屋式墓 、 类椁式墓
、
土洞墓和土坑竖穴墓四泰定帝元年 （ 丨

３２４年 ） 到元代王朝退出 中原

类 （ 图
一

） 。 （ １ ３６８年 ） 。

蒙元时期墓葬可供比较的纪年资料和典忽 必烈 的元代王朝 占据 了原金朝 、
南

型墓葬有限 。 徐苹芳先生将蒙元时期墓葬分宋 、 西夏 、 大理等国和吐蕃等部 ， 以及大部

为两期 ， 即蒙古时期和元朝 秦大树先生分西辽 的统治地域 ， 建立了统一的 国家 。 我

则 分为三期 ， 除蒙古时期外 ， 以至大到 延祐们依据墓葬形制和随葬品组合等的差异 ，
并

年间
（

１ ３０ ８
？

１ ３ ２０年 ）
为分界将元朝分为两结合相关资料的 比较分析 ， 将蒙元时期墓葬

期ｗ
。 本文依据现有的 考古资料 ， 将蒙元时大体分为四区 。

期墓葬分为三期 ： 早期 ， 即蒙古汗国时期 ，第一区 ： 北方地区 ，
包括中 国东北地

从成吉思汗立 国 （ １
２ ０６年 ） 到元世祖至元八区

、 内蒙古高原 、 内蒙古东部 、 河北承德左

年 （ １ ２７ １年 ） 定国号为
“

大元
”

；
中期 ， 即近地区 、 京津地区 、 河北北部 、 山西北部地

元代前期 ， 为至元八年 （ １ ２７ １年
）
到英宗至区和内 蒙古中部部分地区 。

？

 １
１ ５ （
总 １ ０７ ５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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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区 ： 中原和关中地区 ，
包括河南大 （

一

） 蒙古族人墓葬

部 、 山西中南部 、 河北 中南部 、 山东 、 安徽参照 《元史 》 帝后丧葬制度中对元朝葬

和江苏北部 ，
以及陕西 、 甘肃 、 宁夏 、 内 蒙俗的记载 ， 结合考古发现 ， 推定以下墓葬的

古西部 、 青海北部等地区 。 这里曾 是金代统族属应为蒙古族人。 需要说明 的是 ，
因为没

治的汉人集聚地区和西夏的辖区 。 元代隶属有明确纪年资料且发表资料有限 ， 其墓葬期

于 中书省南部 、 陕西行省南部 、 甘肃行省 、别 尚需进
一

步比较确认 。

河南江北行省北半部等 。河北沽源县楼底村梳妆楼墓地 ， 发现

第三区 ： 淮河 以南的 南方地 区 ，
主要２７座墓葬 。 分南 、 北两区

， 各有砖石垒砌的

是原南宋 、 大理的辖区 。 元代隶属河南江北墓区围墙 。

“

梳妆楼
”

附近的南区为贵族茔

行省南半部 、 江浙行省 、 江西行省 、 湖广行园
，
墓葬有类椁式墓和土坑竖穴墓两类 ， 均

省
、
四川行省 、 云南行省等 。有木棺。 类椁式墓有砖筑和木椁两种 ， 木棺

第 四 区 ： 新疆 、 青海南部 、 西藏地区 ，椁多用铁板条纵横加箍 ， 流行夫妇合葬 ， 仰

这里曾是西辽和吐蕃的统治区。身直肢葬式 。 北区共发掘 １ １ 座墓 ， 均为地上

本文根据墓志等题名 资料 ， 参考墓葬壁有石块敖包 ，
地下为长方形土坑竖穴墓 。 随

饰等研究成果 ，
对北方地区 的蒙古族人墓葬品种类丰富 ， 有具有民族特色的铜臂钏 、

与汉人墓略做区分 ， 并对丧葬特征进行初桦树皮箭囊 ，
织金锦饰卧鹿纹大红袍 、

姑姑

步归纳 。冠等
［
６

１

。

一


“

梳妆楼
”

下面中央发现 １座有三个并
一

列椁室的大墓 ， 中间椁室有用整块红松木做

蒙元时期 的统治者存在种族歧视 ， 将成的独木棺 ， 棺外扣饰三道金箍 ，
内有

一男

国 民分为四等 ： 第
一等级为元朝的

“

国族
”

性 。 左 、 右两椁室 内各有
一女尸 。 三具棺内

蒙古人
；
第二等级为色 目人 ， 主体泛指来 自均出土具有民族特色的服饰 ， 如质孙服等 。

西域 中亚
、
波斯 、 阿拉伯以及欧洲等族群的这种采用独木棺葬具 、 棺外扣三道金箍的葬

人种
； 第三等级为汉人 ，

泛指原金朝境内各俗与 《元史 》

［

７
］和 《草木子 》

ｍ所载元朝帝王

族人 ； 第四等级为南人 ，
泛指原南宋境内各等的葬制相似 。 结合墓碑和葬俗等资料 ， 推

族人 。

“

金 、 元取中原后 ， 具有汉人 、 南人测此墓男 主人应为元代汪古部的蒙古族髙级

之别 ＝ 金则以先取辽地人为汉人 ， 继取宋河贵族 ｐ ］

。 地表所谓的
“

梳妆楼
”

遗存疑似享

南 、 山东人为南人 ；
元则以先取金地人为汉堂类建筑 。

人
，
继取南宋人为南人

”Ｈ １

。 由此可见 ，
不一

棵树墓地位于 内蒙古正蓝旗元上都

同等级的人群有着相对固定的地域范围 。古城西北约 １ ２公里处的
一处山坡上 。 墓地分

本文所谈的
“

北方地区
”

， 曾是契丹族为两区 ， 共发掘了 ２ ６座墓 ， 分有茔墙和无

和女真族旧地 ， 是蒙古族的发祥地及其统治茔墙两种 。 其 中７座墓是以 自 然石块垒砌方

中心之
一

。 元代大体隶属于辽阳行省 、 陕西形 （ ６例 ） 或椭 圆形 （ 仅 １例 ） 茔墙 ＾ 以 蘭 １ ５

行省北部 、 中书省北部
ｐ］

。 这一地区的民族复为例 ，

Ｍ １ ５为平面呈长梯形的土坑竖穴墓 ，

杂 ， 表现出 不同的丧葬习俗 。 我们在前人研墓穴南北长 ２ ． ４ 、 北端宽 １ 、 南端宽 ０ ． ８ 、 深

究的基础上 ，
根据墓志等碑铭资料 ， 并结合１ ．４米 。 方向 ３ ５５度 （ 见图

一

，

５
）

。 墓 口地

丧葬习俗的不同特点等 ， 初步将北方地区的表堆有 自 然石块 。 墓底平铺
一层长方形砖 ，

蒙元墓识别为蒙古族人墓葬 、

“

蒙古族化
”

砖上放置一具木棺 ，
内葬一男 性 ＾ 木棺外侧

人墓葬 、 色目人墓葬和汉人墓葬等四类 。近头部 、 中部 和近尾部各用铁棺箍加固 。 棺

■

 １ １ ６ （总
１０７６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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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随葬银扁壶 １
件 、 银饰片 ：

Ｉ 件 、 珠 饰 大定
ｆ

、

ｍＭｍ
纖繼 邏
从葬俗＾

＾墓地 ＾能
ｉ＿宁家营子―主人端坐 图

为元代蒙古族的平民墓地。 （ 图二 ） ｇ

综上所述 ， 考古资料所见蒙古族人的部内蒙古凉城后德胜墓Ｍ ｌ也为砖筑方形

分丧葬礼俗为 ： 在敛葬方式上 ，
以独木棺为单室类屋式墓 。 墓室北壁有壁画 ， 在黑色边

特色葬具 ， 木棺外用三周金箍或铁箍加固 ；框内 ，
画面正中为男 主人戴钹笠冠端坐在扶

仰身直肢葬 ； 随葬品 流行铁质武器和马具手椅上 ，
左手持

一黑色木棍 ， 右手置 于胸

等 ； 常见用羊做殉牲或随葬羊肩胛骨等 ３前 ， 穿黑色靴子 。 男主人两侧各端坐一位衣

（ 二
）

“

蒙古族化
”

人墓葬着华丽的妻或妾 ， 身后有两个站立的男侍 ：

：

内蒙古赤峰市宁家营子 ８ ２年墓ｎ
ｉ

１

、 凉城男侍均戴钹笠冠 ，

一个持仪仗 ，

一个作捧物

后德胜墓Ｍ ｌ

ｉ

ｌ ２
１

、 辽宁凌源富家屯墓Ｍ ｌ

［

１ ３
１和赤状 妇人外层各有一女侍 ， 均双手捧一盏托

峰兰眼井Ｍ ２
１

１ ４
１

等几座墓葬壁画 中 ， 墓主人均类饮具 。

着蒙古服装 ， 有些壁画还表现游牧骑猎的习凌源富家屯壁画墓为石筑类屋式墓 ， 单

俗 ９ 这几座元代墓葬缺乏可靠的断代资料 ，墓室 ， 平面前部为抹角方形 （ 见图一 ， １） ，

所以其所属期别也待定 。单人葬 ，
墓室东壁所绘主要人物均着蒙古族

内蒙古赤峰市宁家营子 ８ ２年墓 是一 座服饰 ： 内蒙古赤峰市三眼井Ｍ２是一座砖筑方

砖筑方形单室类屋式墓 ， 为夫妇合葬墓 。 其形单室类屋式墓 ， 为夫妇合葬墓 ， 墓室北部

墓室北壁绘 男女墓主人端坐图 。 男主人头戴绘有夫妇端坐图 ， 男 主人着蒙古族服饰 ＝

圆顶帽 ，
帽缨垂肩 ， 耳后宽扁带上有缀饰 ．此 四 座墓 葬 ，

形 制结构与汉人墓葬相

身穿右衽窄袖蓝长袍 ， 腰 围玉带 ，
脚蹬高同 ． 也不见蒙古族人墓典型的敛葬方式 ， 只

靴 。 左手扶膝 ， 右臂搁在座椅的卷云形扶手是壁画 中墓主人着蒙古服饰 ， 并表现出
一

定

上 ： 女主人盘髻插簪 ， 耳垂翠环 。 身穿左衽的蒙古民族生活习俗。 因此 ， 我们认为这四座

紫色长袍 ， 外罩深蓝色开襟短衫 ， 腰系带垂墓的主人很可能是蒙古族化的汉人官吏 这

至膝下 ， 脚穿靴 ， 袖手端坐 ： 男 、 女主人身种认识是否符合历史的真实情况 ， 还有待更

后立男 、 女仆人各
一

个 ，
男仆头戴 圆顶帽 ，多考古新发现的验证

１
双手捧

一印盒 ： 女仆梳双 丫 髻 ， 双 手捧 印 （ ．

三 ） 色 目人墓葬

？

１ １ ７ （总 １ ０７７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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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确 的色 目人墓葬很少 ， 不见早期即蒙贵族常用的类椁式墓或土坑石函墓形式 ， 与

古国时期墓葬 。汉人常用的类屋式墓不同 。 其随葬品与本区

中期即元代前期墓葬主要为铁可父子墓的汉人葬俗相似 ， 没有明显的特殊性。

和斡脱赤墓 。（ 四 ） 汉人墓葬

铁可父子是乞失迷儿 （ 今 巴基斯坦和这里的汉人是蒙古统治者所统称的广义

印度的克什米尔 ） 部人 ， 姓伽乃氏 ， 笃信佛
“

汉人
”

，
即包括汉族人 、 契丹族人和女真

教
，
都是蒙元时期的重要人物 。 铁可卒于皇族人。

庆二年 （ １ ３ １ ３年 ） ， 曾官拜宣徽使 ， 领大司汉人的纪年墓葬较多 。 以早中期为主 ，

农司事
；
仁宗皇帝继位后 ， 特授太傅 ， 录军目前本区不见晚期的纪年汉人墓 。

国重事 ， 领太医院事 。 铁可之父斡脱赤于元早期 （ 即蒙古 国时期 ） 墓 以 中统二年

太祖十七年 （ １ ２２２年 ） 大军西征时 ， 与其弟（ １ ２６ １ 年 ） 崔莹李 氏墓 、 至元二年 （ １ ２ ６ ５

那摩投奔蒙古 ， 被封为万户 ，
娶汉人李氏为年 ） 冯道真墓为代表 。

妻 。 那摩 曾被蒙古国定宗尊为 国师 ，
总天下崔莖李氏墓是砖筑方形单室类屋式墓 。

释教 。 蒙元时期西域人的墓葬罕见 ， 铁可父墓室后部砌长方形砖棺床 ，

正中并列放有 ２

子墓是有关西域人在元朝为官的珍贵实物资件陶桌 ， 桌上置
一具长方形石棺 ，

内置絹裹

料 。 北京铁可墓 （ Ｍ ｌ ） 为石筑类椁式墓 ， 此骨灰和耳坠 、 戒指等 。 随葬品有４０余件 ，
主

墓平面呈长方形 ，
墓内有并列的三个椁室 ，要是 日用灰陶 明器和桌 、 椅子等生活用具模

椁室之间有石板相隔 ，
隔墙北端有券形孔相型 ， 另有铜钱和铁买地券＾ ］

。

通 ， 每个椁室内各置
一木棺 。 中室所葬为铁冯道真墓为砖筑方形单室类屋式墓 （ 见

可
， 另 外二室为女性 ， 即墓志所载的

“

夫人图
一

，

２ ） 。 墓室后部砖棺床上横放
一块大

冉氏 、 张氏
”

（ 见图一 ，
３ ） 。 铁可墓随葬青石做尸 床 ，

上置棺罩 ， 内有男尸
一具 ， 头

一组灰陶 明器 ， 具有一定的地方特色 ［

１ ６
］

。 斡戴元宝形道冠 ，
身穿道袍 ， 足着平口短鞋 。

脱赤墓 （ Ｍ ２ ） 为石筑类椁式墓 ， 单椁室 。 墓出土有玉壶春瓶 、 香炉等钧窑瓷器 １ １件
， 棺

内无木棺和人骨 ，
出土

“

神道之位碑
”

， 当罩 、 房屋 、 影屏 、 木 巾架 、 盆架等木器 １ ３

为衣冠冢。件 ， 还有铜器 、 漆器 、 丝织品 、 石砚和铁器

晚期 （ 即元代后期 ） 墓葬主要有耿完者等 。 墓室壁面有彩色壁画 ［

２°
］

。 冯道真是蒙古

秃墓。时期著名 的道官 ，
为西京创建龙翔万寿宫宗

元天历二年 （
１ ３２ ９年 ） 的耿完者秃墓主 ， 被封为清虚德政助 国真人 。

为土坑石 函墓 。 石函系一整块岩石凿成 ， 平中期 （ 即元代前期 ） 墓以至元二十二年

面近方形 ， 长 ０ ． ８３ 、 宽０ ． ８
、 深 ０ ．４ ８米

，
壁厚 （ １ ２８５年 ） 耶律铸墓 、 大德元年 （ １ ２９７年 ） 王

０ ． １ ３
？０ ． １ ７米 。 石函内置骨灰木匣和

一组陶明青墓和大德五年 （ １ ３０ １年 ） 张弘纲墓为代表。

器
，
用石板封盖 。 石函南侧有

一

方石墓志 ，耶律铸是耶律楚材次子 ， 元初名 臣 ， 契

志文简单 ，
为

“

大元故亚中大夫宣政院判官丹人后裔 。 卒于至元二十二年 （ １ ２ ８５年 ）
，

耿完者秃五十八岁唐兀氏天历二年四月 十九曾被授光禄大夫 ， 任监修 国史 、 中书左丞

曰卒葬大都通路县青安乡窦家庄祖茔
”

１

１ ７
１

。相。 耶律铸夫妇合葬墓位于北京颐和园 内 ，

墓主人耿完者秃出身于唐兀氏 ，
为色 目人 ，紧邻耶律楚材祠 。 此墓为砖筑类屋式墓 ，

正

有蒙古化倾 向
ｔ

ｌ Ｓ
１

， 曾任宣政院判官 ，
为从一南向 ，

由墓道 、 前室和左右耳室 、 后室和左

品高官。侧二耳室组成 。 前 、 后室之间无甬道相通
，

铁可墓和耿完者秃墓采用的是前朝女真形制十分特殊。 前后室穹隆顶外部有相对的

．

１ １ ８（总 １０７８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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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面砖砌护墙 ， 为元代墓葬形制研究增添了表两种不同的风格 ，
即 以

“

二十四孝故事
”

新资料 。 随葬品有银器 、 铜器 、 石器 、 瓷器 、为特色的汉式风格壁画和以游牧习俗 、 蒙古

陶器等 ， 多达 １ ８０余件 ， 其中不乏精品
［
２ １

］

。服饰为特征的蒙古风格壁画
［
２７

］

。 二是流行随

王青墓是砖筑方形单室类屋式墓 。 墓室葬灰陶 明器 。 从色 目人铁可墓到汉族高官张

后部砖棺床上存两具木棺 ， 葬夫妇二人 。 随弘纲墓 ，
再到汉族平民王青墓 ， 早期和中期

葬品 以灰陶明器为主 ，
还有陶桌 、 椅等 ， 以（ 即蒙古国和元代前期 ） 各个阶层 的墓葬都

及铜器、 丝织品 、 木器和一方墓记碑
ｐ２

］

。 大德流行随葬灰陶明器 ， 代表了
一

个区域性的时

二年 （ １２９８年 ） 毛氏墓是砖筑方形单室类屋式代特征 。

墓
，
墓室后部砖棺床上有骨灰 。 随葬品有钧窑从葬俗看 ，

“

梳妆楼
”

大墓用类椁式

瓷器和铜镜等 。 墓室四壁有彩色壁画 １

２３
１

。 此二墓
， 葬具用独木棺 ， 棺外饰三道金箍 ， 随葬

墓墓主人为平民 。质孙服等 ；

一

棵树墓地多数木棺外有三道铁

张弘纲墓为砖筑 ， 由 主室和侧室组成 。箍 ， 随葬游牧特色的器物 ，
凸显了蒙古族丧

墓顶被破坏。 主室内有二石函 ， 火葬 。 侧室葬礼俗的特殊性。 北京铁可墓 （ Ｍ ｌ） 为石筑

内有木棺 ， 尸骨一次葬 ， 较为特殊 。 随葬品类椁式墓 ， 耿完者秃墓为土坑石函墓等 ， 似

以灰陶 明器为主 ， 还有瓷器 、 铜器以及
一

合乎也反映 出本区色 目人的丧葬观念与汉人以

墓志
［

２４
］

。 张弘纲是忽必烈的重臣 ， 曾任昭勇砖筑类屋式墓为主的葬俗有所不同 。

大将军 ， 被授万户 。蒙元时期的葬具形式多样 。 除了有些贫

内蒙古凉城后德胜Ｍ３为土洞墓 。 洞室平民墓没有葬具 ， 通常在尸床上放置石棺 、 木

面呈长方形 ， 洞 口 已被破坏 ， 墓底和四壁均棺 、 瓮棺 ， 有的为双重套棺 。 大同齿轮厂墓

不平整 ， 残长２ ．３ 、 宽０ ．９６￣ １ 、 高 ０．６ ５
￣０ ．９５米无棺 ， 而是用榻作为葬具 ， 将墓主人骨灰用

（ 见图一 ，
４ ） 。 墓室 内有木棺残痕 。 出土织物裹成人形 ， 身下铺苇席一领 １

２ ８
］

， 较为

有白釉罐 、
黑釉盏和铁犁铧等 ［

２５
］

。特殊 。

汉人墓主要是 以类屋式墓为主 ， 也见土本文尝试将北方地区的蒙元墓葬分为四

洞墓。 火葬和尸骨
一

次葬并行 。 墓室 内流行组
， 其墓主人分为三类不同族群 ，

即蒙古族

装饰壁 画 ，
随葬品 多见灰陶明器 。 张弘纲墓人 、 色 目人和汉人 （

“

蒙古族化
”

人墓主人

采用前朝常见的
“

类椁式墓
”

， 使用石 函为应为汉人 ） 。 但是因为考古资料较少 ， 有些

葬具 ， 与平民墓不同 。认识 尚显单薄 ，
所以对不同族群丧葬礼俗特

＿

＿征的认识 ， 还有待更多考古新资料的补充和
二
验证。

根据上述考古资料可知 ， 本区确认的纪

年墓多属于早期和中期 ，
主要是汉人墓

，
而

＿＿
！

晚期纪年墓仅见天历二年 （ １ ３２９年 ） 色 目人［
１

］
《元史 》卷七十七 《志第二十七下 ？ 祭祀六 》 ，

耿完者秃墓 。 考古发现还存在着一定的局限１ ９７９￥ ＝

［
２

］ 徐苹芳 ： 《金元墓葬的发掘 》 ，
见 《新中国的考

性 。 ＃区墓葬以方神室
，
默墓为最王要古发繊研究 》 ， 文物出版社 ， 順年 。

形制 ，
还有

－

定数量 的类棒式墓 、 土議和
［
３

］
秦大树 ： 《宋元明考古 》 ，

文物出版社 ，
２０ ０４

土坑竖穴墓 。年 。

本区墓葬有两个鲜明的 区域特征 。

一是［
４

］ ［清 ］
赵翼著 、

王树民校证 ： 《廿二史札记校证》

汉人墓室内流行装饰壁画 ， 如北京斋堂壁画（订补本 ） 第６３硕 ， 中华书局
，
２００ １年 。

墓 ［

２６
］和赤峰三眼井Ｍ２等 。 此二墓壁画分别代［ ５］ 谭其骧 ： 《 中国历史地图集 》 （ 元 ？ 明时期 ） 第

．

１ １９ （
总１０７９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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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册
， 中国地图出版社 ，

１ ９８ ９年 。 以至顺元年墓 》 ， 《考古学报 》 １ ９８６年第 １期 。

（ １３３０年 ） 的区划为准 。［
１７

］
北京 市文物研 究所 ： 《北 京地区发现两座

［
６

］ 《河北沽源
“

梳妆楼
”

元代墓地 》 ，
见 《 ２００２中元代墓葬 》 ，

见 《北京文物与考古》 第三辑 ，

国重要考古发现 》 ， 文物出版社 ，
２００３年。１ ９９２年。

［
７

］ 同 ［
１

］
。［

１ ８
］ 张沛之 ： 《 元代色 目人家族及其文化倾向研

［
８ ］ 叶子奇 ： 《草木子 》 ， 中华书局 ，

１ ９９７年 。 《草究 》 ，
天津古籍出版社 ，

２００９年 。

木子》 卷三下 《历代送终之礼 》条载 ：

“

元朝官［
１ ９］ 大同市文化局文物科 ： 《 山西大同东郊元代崔

里
，
用梡木二片 ， 凿空其中

，
类人形大小 ， 合为堂李氏墓 》 ， 《文物 》 １ ９８７年第６期 。

棺 ，
置遗体其中 。 加髹漆毕 ， 则以黄金为圈 ，

三［
２０

］ 大同市文物陈列馆 、 山西云冈文物管理所 ：

圈定 。 送至其直北园寝之地深埋之 ， 则用万马《山西省大同市元代冯道真 、
王青墓清理简

蹴平。 俟草青方解严 ，
则 已浸同平坡 ，

无复考志报 》
，
《文物》 １ ９６２年第 １ ０期 。

遗迹
”

。［
２１

］ａ ．北京市文物研究所 ： 《北京元耶律铸夫妇合

［ ９
］
墓主人身份尚存争议 。葬墓 》

，
见 《 １ ９９ ８中国重要考古发现 》

，
文物出

ａ ．赵琦 ： 《河北省沽源县
“

梳妆楼
”

元蒙古贵族版社 ，
２０００年 。

墓墓主考》 ， 《中国史研究》 ２００３年第２期 。ｂ ．宋大川 ： 《北京考古发现与研究 》 ， 科学出版

ｂ ．周良宵： 《沽源南沟村元墓与阔里吉思考》
，社 ， ２００９年 。

《考古与文物》 ２０ １ １年第４期 。［
２２

］ 同 ［
２０

］ 。

［
１０

］
内蒙古 自治区文物考古研究所 、 中国人民大学［

２３］ 大同市博物馆 ： 《大同元代壁画墓 》 ， 《文物季

北方民族考古研究所 ： 《元上都》
， 中国大百科刊 》 １９９３年第２期 。

全书出版社 ，
２００８年 。［

２４
］ 同 ［

１６
］ 。

［
１ １

］
项春松 ： 《内蒙古赤峰市元宝山元代壁画墓 》

，［２５ ］
同

［
１ ２］ 。

《文物》 １ ９８３年第 ４期 。［
２６

］
北京市文物事业管理局 、 门头沟区文化办公室

［
１ ２

］
内蒙古 自 治区文化厅文物处 、 乌兰察布盟文发掘小组 ： 《北京市斋堂辽壁画墓发掘简报》 ，

物工作站 ： 《 内蒙古凉城县后德胜元墓清理简《文物 》 １ ９８０年第７期 。 此墓以往多被误认为

报 》 ， 《文物 》 １９９４年第１ ０期 。辽墓。

［
１ ３

］
辽宁省博物馆 、 凌源县文化馆 ： 《凌源富家屯

［
２７

］ 董新林 ： 《蒙元时期墓葬壁画题材及其相关

元墓 》 ， 《文物》 １９８５年第６期 。问题 》 ，
见 《二十

一世纪的 中国考古学 ■—庆

［
１４

］
项春松、 王建国 ： 《 内蒙昭盟赤峰三眼井元代祝佟柱臣先生８ ５岁华诞学术文集 》 ，

文物出版

壁画墓》
，
《文物》 １ ９ ８２年第１期 。社 ，

２００６年。

［
１ ５

］ 袁泉 ： 《政治动因下的
“

蒙古衣冠
”
一－赤峰［

２８
］
王银 田 、 李树云 ： 《大同 市西郊元墓发掘简

周边蒙元壁画墓的再思 》
，
见 《边疆考古研报 》

，
《文物季刊 》 １９９５年第２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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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 东 日 照市尧王城遗址２０ １ ２年的调查与 发掘 ２０ １ ２年 ， 中 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山东 队等对

山东省 日 照市尧王城遗址进行了调查和发掘 ，
确定了城墙的存在及其范围 、 结构等 ， 发现的遗

迹有器物坑 、 灰坑 、 灰沟 、 房址和墓葬 ， 出土 的大汶 口 文化和龙山文化遗物均主要为陶器 。 城

墙的始建年代为大汶 口文化晚期 ，
主要使用年代为龙山文化早 、 中期 。

河南洛阳市关林路南西晋墓 ２００８年 ， 洛阳市文物工作队在洛 阳市洛龙区关林路南发掘了
一座

西晋时期墓葬 。 该墓为双室砖券墓 ，
由长方形竖井斜坡墓道 、 封门 、

甬道 、 前室 、 过道和后室

组成 。 随葬品有陶器和钱币等 。 从墓葬形制和随葬品推断该墓的时代为西晋 中晚期 。 该墓的发

掘 ， 为研究洛 阳地区西晋时期的丧葬文化和晋墓的分布等提供了重要资料 。

福建建瓯市东峰村六朝墓 ２０ １ ０年 ，
厦 门大学历史系考古专业等对福建省建瓯市东峰村春坑

口 、 牛头山 、 九郎柯等墓地进行发掘 ， 清理西晋 、 南朝时期墓葬 ２４座
，
墓葬有土坑墓和砖室

墓
，
出土遗物有青瓷器 、 釉陶器 、 铁器 、 陶器 、 铜镜和滑石器 。 这些墓葬的发掘 ， 为研究闽北

地区古代历史 、 尤其是建溪流域六朝时期南迁福建的汉人移民史提供了重要的资料 。

西周青铜器铭文制作方法释疑 商周时期青铜器铭文铸造方法主要为
“

嵌入法
”

。 带方格的长

篇铭文的铸造要使用
一组假范 ，

在假内范上刻方格后翻制假外范 。 在假外范上刻字后翻制真内

范 ，
内范上就会有阴线的方格和阳线的铭文 ，

而浇铸后得到的青铜器上也就形成了 阳线的方格

和阴线 的铭文 。 不带方格的长篇铭文也用这种方法制成 。 阴文铭中有 阳文字体是补刻所致 。

北方地 区蒙 元墓葬初探 北方地区蒙元时期墓葬可识别为蒙古族人墓葬 、

“

蒙古族化
”

人墓

葬 、 色 目人墓葬和汉人墓葬等四类 。 能确认的纪年墓多属于蒙古 国时期和元代早期 ，
主要是汉

人墓。 这些墓葬以方形单室类屋式墓为最主要形制 ， 有一定数量的类椁式墓 、
土洞墓和土坑竖

穴墓 。 其 中的汉人墓葬墓室流行装饰壁画和随葬灰陶明器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