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遵义位 于贵州 省北部地 区 ，
地处云贵行

“

改土归流
”

， 分播州 为遵义军 民府 （ 隶

高原大娄山山脉的中段 ， 境内群山连绵 ， 河四川 ） 和平越军民府 （ 隶贵州 ） 。 从杨端人

流纵横 ，
整体地势北高南低 。 历史上遵义长播到杨应龙被灭 ， 杨氏对播州 的世袭统治达

期被称作播州 ， 唐贞观九年 （ 公元 ６３ ５年 ）７２５年 ， 共传２７代３０世 。

以隋胖舸县置朗州 ，
贞 观十三年 （ 公元 ６３９遵义地区播州杨氏土司遗存的考古工作

年 ） 改朗 州为播州 ， 后播州被南诏所陷 。 乾始于２０世纪５０年代 。 １ ９５７年在皇坟嘴发掘了

符三年 （ 公元 ８７６年 ）
， 传为太原人的杨端播州杨氏第 １ ３世杨粲墓

［
１

１

。 １ ９７ ２年在高坪发

应诏收复播州
， 并开始了其家族对播州的世掘 了杨文墓 （ １ ５世 ） 、 杨升墓 （ ２ ２世 ） 、 杨

袭统治 。 元明时期 ， 播州杨氏发展成为
“

贵纲墓 （ ２４世
） 和杨爱墓 （ ２ ６世 ）

［

２
１

。 １ ９８ ８年

州 四大土司
”

（ 播 州杨 氏 、 思州 田 氏 、 水在团溪清理了第 ２５世
“

杨辉墓
”｜

３
１

，
该墓性

西安氏 、 水东宋氏 ） 之一 。 明万历二十八年质存疑 ，

２０ １ ５年的发掘有了新的认识 ， 详见

（ １ ６００年 ） 爆发了
“

平播之役
”

， 播州最后后文 。
１ ９９８年在新蒲清理了第２９世杨烈墓的

一

代土 司杨应龙被朝廷剿灭 ，
次年对播州实男墓室 １

４
１

。 ２０ １２￣２０ １ ４年 ， 对海龙囤遗址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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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了大规模的考古发掘
１＇ 从 ２０ １ ３年开始 ，涵盖现今遵义县 、 红花岗 区 、 汇川 区 、 新蒲

随着 《海龙囤与播州杨 氏土司遗存考古工作新区等范围的古代播州 核心区域进行了系统

规划 （ ２０ １ ３
￣２０

１
５） 》 获得国家文物局批准的考古调查 ， 获得大量考古新资料和研究新

立项 ， 播州杨氏土司遗存的考古工作得到 了成果 ， 取得了播州杨 氏土司遗存考古的重要

有力推进 。 除 了在海龙囤遗址继续开展全面进展 （ 图
一

） 。 以下主要对近年来播州 杨氏

的考古工作外 ，

一方面对养马城遗址 、 新蒲土司遗存考古工作取得的新发现和新认识进

杨氏土司墓地和团溪杨辉墓及其墓祠等进行行系统梳理 。 我们还尝试提 出
“

土司考古
”

了大规模调查 、 勘测和发掘 ，
另
一

方面还对课题 ， 目 的在于拓展思路 ， 力 图在今后将播
一

州杨氏土司遗存的 田野考

古 和研究工 作纳 入全 国

“

土司考古
”

的总体框架

中进行 ，
进一步推进相关

研究领域的新进展。

赚遵义地区发现

大量与播州杨氏土司相关

的遗址
， 大致可以分为 司

＇

冶遗址 、 关囤遗址 、 田庄

堰塘遗址等三类 °

卜 ） 司治遗±止

据 文献 记载 ， 杨端

入播时
“

径入 白 锦 ， 军高

融 ， 据险立寨…
…

， 为

久驻计
”［

６
】

。 到 １ ２獅

．．主播时
，
因为

“

病旧堡隘

＾

一Ｕ
）

ｉｉ坪镇陋
，
乐堡北二十里穆家川

◎＾治舰
二河 遵

３ ８？
＇

义县山 水之佳 ’ 徙治之

〇墓葬三岔镇 ？由此来看 ， 杨氏治播期间

Ｍ 关囤遗址
ｙ

ｒ ２ｇ团溪镇可能存在早晚两个政治中

＾＾
。＇ 。公里

＾：
、

， 其 中晚期 司 治穆 家

°；




■

」

 Ｉ 川
，
据考证即为现今遵义

图一 宋明时期播州杨氏土司遗存分布 图市中心城 区所在地 ， 但早
１ ． 白 锦 堡遗址 ２ ． 穆家川 遗址 ３ ． 海龙囤遗址 ４ ． 养 马城遗址 ５ ． 养鸡城遗

如 、

址 ６ ． 养鹅池遗址 ７ ． 望军囤遗址 ８ ． 龙爪 囤遗址 ９ ． 海 云囤遗址 １ ０ ． 青蛇囤 期
、

／口所 Ｈ ？鼎堡的地理位置

遗址 １
１ ？ 水牛城遗址 １

； ２ ？ 乐闽城遗址 Ｉ ３ ． 娄 山关遗址 Ｉ ４ ． 点灯山遗址 Ｉ
５ ． 至今仍不能准确认定 。

太平庄
（
大水 田 ） 遗址 １ ６ ？ 菱角堰遗址 １ ７ ． 雷水庄 （ 雷水堰 ） 遗址 １ ８ ？ 千她冰 丁々

斗 山

ｒ
ｓｒ 尸涵

工堰遗址 １ ９ ． 永安庄遗址 ２０ ． 桃溪庄遗址 ２ １ ？ 养牛庄 遗址 ２２ ？ 云台衙院遗疾

址 ２３ ． 仙岩庄遗址 ２４ ． 鸣庄遗址 ２５ ． 杨粲墓 ２６ ． 高坪杨氏土司墓地 ２７ ． 新 镇平桥村的皇坟嘴 ， 位于
蒲杨氏土司墓地 ２ ８ ． 杨 辉墓 ２９ ？ 桃溪寺墓群 ３０ ． 海龙坝官坟 ３ １

？ 四衙村石
遭 姑 丨义志的 １

〇 ／
＾
＼ 茧 々 卜

室墓 ３ ２ ． 干 田 坝大墓 ３ ３ ． 杨忠 勇墓 ３４ ． 兰家沟 杨 氏墓 ３５ ． 笔架 山杨 氏墓
胃

地 ３６ ． 杨子墓 ３ ７ ． 穆家 田 罗 氏墓地 ３ ８ ． 扬州湾 罗氏墓地湘江于此形成
一个环形半

？

８９（总１ ２ ８９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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岛 ， 杨粲墓即坐落在其上 。 墓葬后方有城墙该是末代土司杨应龙于明万历年间
“

重建
”

。

遗迹 ， 墓前缓坡阶地上发现建筑基址残迹 ，


“

新王宫
”

遗址位于囤顶中央偏西处 ， 是一

墓室前还曾 出土过瓦当 、 筒瓦 、
板瓦 、 陶水组四周有封闭 围墙 、 以 中央踏道为 中轴线的

管 、 石柱础等建筑构件 。 结合杨粲墓志铭文宏大建筑群 ，
总面积达 １ ．８万平方米 。 中路建

中
“

葬于本堡
”ｗ等相关记载

， 初步推测杨筑 自前而后逐级抬升 ， 依次为 中央踏道 、 大

粲墓所在地可能与 白锦堡相关 。门 、 左右转角楼 、 仪 门及左右两厢 、 庭院及

晚期司治穆家川 可能叠压在现今遵义城中央 甬道 、 月 台 、 大堂 、 两厢及庭院 ， 末端

区下
， 踪迹难寻 。 经过对残存 的遵义旧城城为二堂 ， 形成三进院落的空间格局 。

墙进行解剖 ， 其年代大体可分为三个时期 ，养马城遗址 位于海龙囤东面２ ． ５公里

最早可到明代
｜

９
１

。 但明代平播之役后 ， 播州处
，
地处数个小山头 围合而成的 山 间 盆地

司治又成为遵义府城所在 ，
目前尚不清楚残中 ，

平面呈不规则形
，
现存城墙周长约３５００

存的城垣与播州司治的关系 。米 ， 城内面积约为 ３ ５万平方米 。 发现城 门 ６

目前暂可推定的播州杨氏早 、 晚期司治座
， 多设于山 间垭 口处

， 有叠涩顶和拱券顶

所在地 ， 皆临湘江 ，
地势平缓 ， 水陆交通较两类 。 城内建筑遗址主要分布在豪高坡南部

为便利 ａ 从杨端入播 的早期治所白锦堡 ， 到的衙门 、 张家城门 内的观音殿及东门 内侧三

１ ２世杨轸向北迁治穆家川 ，
总体看政治中心个区域 。 经勘查和局部清理 ，

“

衙门
”

遗址

是由 隘陋之地 向开阔地带转移 ，
规模 由小到大致始建于宋 ，

明代扩建 。

大 ，
这是杨氏势力发展的必然结果 。 从文献养鸡城遗址 与养马城隔 白沙水相望 ，

中对播州宣慰司司治格局的记载 ［

１ ＂
］

，
可知杨相距约６ ００米 。 城址平面呈不规则形 ， 城墙

氏
“

筑龙岩新城 （ 海龙囤 ）

”

等山城时 ，
在周长８ ６０米 ，

城 内面积约 １ ０３６平方米。 城址

相当程度上参照了司治的建筑格局 ＾的西 、 南 、
北三面城墙保存较为完整 ， 残高

（二 ） 关囤遗址２ ．５￣５米 。 发现城门２座
，
砌筑为叠潘顶 ，

一座

关囤遗址主要分布在以 海龙 囤 为核心城门已坊塌 ，
另
一城门残高２ ．４

、 宽 １ ．２米 。

区域的周边山巅 。 目前除重点对海龙 囤遗址养鹅池遗址 西北距海龙囤约 ３ ．５公里 。

进行系统调查 、 勘测和大规模发掘
１

１ １

１外
，
还残存的城墙高 １ ．５

￣

３米 ， 中间有断隔 。 南北

对养马城遗址进行了详细勘查与局部保护性两侧各有一门 ，
北侧城 门宽 ２ ． １

、 残高 ２ ． ２
、

清理
１

１ ２
１

。 其他遗址则 大部分仅作过考古调查进深 １ ．３米 ， 南侧城 门 已毁 。

和测绘 ［

１ ３
］

。 海龙 囤 、 养马城皆始建于南宋晚望军 囤遗址 位于养鹅池遗址西南不

期 ， 明代万历年间播州末代土司杨应龙进行远处的
“

望金村
”

。 遗址整体上平面略呈方

过大规模扩张和重建 。 其他关囤作为海龙囤形
， 城墙周长约 ８００

、 高３ ． ５￣４米 ，
城内面积

的
“

羽翼
”

， 大多也应主要修建于杨应龙时约５００ ０平方米 。 在西侧城墙中部发现一座方

期 。 现择其重要者简略介绍 。形平顶城门 ， 城门现存高３ ． ９米 。

海龙 囤遗址 位于汇川 区高 坪镇海龙龙爪囤遗址 位于遵义县沙湾 镇沙湾

囤村 。 遗址现存城垣总长５７７ ３米 （ 含
“

新王村 ， 由 反背寨 、 马 山寨 、 寨上寨 、 羊窝寨 、

宫
”

院墙４７ ７米 ） ， 所围合的 面积近 ３ ８万平大佬山寨共五囤组成 ， 平 面分布如龙之五

方米 。 其中 ，
囤顶

“

大城
”

南 、 北城垣为南爪 。 反背寨关囤呈不规则圆形 ， 城墙周长约

宋时期遗存 ， 应即杨文为抗蒙而建的
“

龙岩３７ ５米 ， 城 内面积约 ６７０ ０平方米 ，
城墙宽约

新城
”

之
一

部分 。 东西两端现存的关隘及与２ ．３ 、 残高约 ３米
， 现存南 、 北两座城门 。

之相连的城垣
，

以及
“

新王宫
”

等遗址 ，
应青蛇囤遗址 位于新蒲新区中桥村 ，

由

．

９０（总 １ ２９０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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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蛇营 、 金狮营 、 彭家营组成 。 各营大小不此系太平
一

庄
”

等语 。 太平庄大致应毁于明

一

， 但都保存有城墙 、 城门等 。万历年间平播时期 。

乐闽城遗址 位于遵义县鸭溪镇 ，
地永安庄遗址 位于汇川 区 泗渡镇观坝

处乐闽河左岸山上 。 城址环山而建 ， 面积较村仁江东侧 。 庄宅平面呈长方形 ， 四周有围

大 ， 城墙仅北部与东部保存较好 ，
原有城门墙 ， 南 、 北 、 西三面 围墙保存较好 。 南 、

４座 、 旁门 ３座 ，
现遭破坏仅存 ２座 。北两侧墙间距 ９ ８米 ， 东 、 西两侧墙 间距 １ ４７

上述以海龙囤为代表的关囤山城 ， 皆设米 ， 现存面积约 １ ５０００平方米 。

在较为险峻的 山巅 ， 用于聚集兵力与粮草 。养牛庄遗址 位于遵义县沙湾镇连阡村

其中地势于诸囤中最为险要 、 规模最大的海衙院组 。 庄宅遗址依山坡地势共分五级 ， 有

龙囤 ， 则成为播州杨氏土司关囤防御体系的踏步相连 。 遗址东西长约 １２ ３ 、 南北宽约９ １

核心和最后的据点 ， 是
“

保固之根本
”

。 海米 ，
现存面积约６７００平方米 。 地表可采集到

龙囤周 围
“

尚有龙爪 、 望军 、 海云等囤 ， 养砖 、 瓦
、 脊兽等遗物 。

马 、 养鸡等城 ， 皆海龙羽翼
”＂ ４

１

， 形成
“

以鸣庄衙院遗址 位于汇川 区 高坪镇鸣

海龙囤为老囤 ，
以四围边界扎子囤 ， 酋居中庄村 。 遗址四周原有土墙 ，

平面大致为长方

调度
”［

１ ５
］

的格局 。 散布在海龙囤及养马城周形
， 南北长约 １９ ３

、 东西宽约 １０ ２米 ， 现存面

围的关囤山城 ， 从各个不同方向对土司 的司积约 １ ９７００Ｔ方米 。

治形成拱卫之势 ，
山城与平原城配合使用 ，菱角堰遗址 位于红花岗区金鼎 山镇银

构成播州完整的城池防御体系 。江村 。 由小堰与大堰组成 ， 现存小堰 ， 大堰已

（ 三 ） 田庄堰塘遗址被开垦成农田 。 在小堰南 、 北侧均有土台遗址 ，

田 庄 ， 亦称庄 田
，
是播州杨 氏 的 经济北侧土台的西 、

北侧均发现石砲台基遗迹。

基础 。 据 《勘处播州事情疏 》 记载 ， 杨氏在千工堰遗址 位于红花 岗 区南关镇南

成化年 间计有
“

庄 田
一

百四十五处 、 茶 园山村檬庄组 的蚂蚁河上。 堰侧现存清乾隆年

二十六处 、 蜡崖二十八处 、 猎场
一十一处 、间所立

“

重修千工堰功德暨用水条规碑
”

，

鱼潭
一 十三处

”

， 庄 田 之载其名者有
“

大碑文云
“

有千工堰创修于明季 ， 迄今二百余

水 田
、 柳川 、

冉川 、 囤平
、 大足 、 黄鱼 、 永年

”

。 堰南约 ３０ ０米处发现
一处明代建筑基

安 、 先 峰 、 洪江 、 米 田
、 通平 、 毛 陂 、 石址

，
可能系庄宅遗迹 。

梁 、 雷水 、 桃溪 、 半山 、 泥川 、 海龙坝 、 干庄田是播州杨氏土司的经济命脉 ， 设于

溪 、 会川 、 朗山 、 孝义等庄
” ［

１
６

１

。 目前通过庄 田 内 的庄宅 ，
又称庄所 、 庄院或衙

［

１ ８ ］

， 应

考古调查确认与庄田相关的遗址包括庄宅 、是庄 田 的管理机构 ， 《遵义府志 》 记宣慰使

堰塘等
１

１ ７ １

， 分布在今遵义县龙坑镇 、 团溪同知罗 氏曾
“

分其庄宅为十 ， 曰
‘

十衙
’

，

镇 、 松林镇 、 沙湾镇 ，
红花岗区金鼎 山镇 、今其地犹此称

”

。

一些庄宅规模较大 ，
装

南关镇 、 海龙镇 ，
汇川 区团泽镇

、 高坪镇 、饰豪华 ，
可能也兼作其他用途 ， 如桃溪庄在

泗渡镇等广大区域。 庄宅大多应毁于明万历明代成化年间为杨辉妾贯氏所居 茅衙则

二十八年 （ １ ６００年 ） 的平播之役 ，
堰塘则很传说为杨应龙妾田雌凤所居 。

多沿用至今 。 现择其重要者介绍如下 。＿＿

太平庄遗址 位于遵义县龙坑镇 ， 应即
̄

文献所记的
“

大水 田
”

。 坝下现存有清乾隆在播州杨 氏土 司遗存 中 ，
墓葬有着举

年间所立的
“

万世永赖碑
”

，
碑文有

“

粤嵆足轻重的地位 。 迄今为止 ，
已清理发掘并确

大水 田堰 ， 肇 自 唐时 ，

…
…命修 四十八庄 ，认了 ９座杨氏土司墓葬 ，

分别是杨粲墓 （ １ ３

？

 ９ １ （
总 １２９ １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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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 ） 、 杨价墓 （ １ ４世 ） 、 杨文墓 （ １ ５世 ） 、室墓 ；
此墓与Ｍ ｉ ｌ关系密切 ， 其性质 尚待进

杨铿墓 （
２ １世 ） 、 杨升墓 （

２２世
）

、 杨纲墓一步探讨 ，
目前初步推测有可能是杨辉墓的

（ ２４世 ） 、 杨辉墓 （ ２５世 ） 、 杨爱墓 （ ２ ６
“

疑冢
”

或
“

风水冢
”

。

世 ） 、 杨烈墓 （ ２ ９世 ） 。 其中
，
近年最重要 （二 ） 疑似土司墓

的新发现是对新蒲杨氏土司墓地和 团溪杨辉在杨粲墓前方 ， 还发现有３座大型石室

墓地的全面清理发掘 。 除上述土司墓葬外 ，墓
，
墓室结构和墓 内雕刻较杨粲墓 简单 。

通过调查还新发现杨氏家族墓４座
、 播州 宣１ ９ ８ ５年在其中

一座墓旁发现墓志盖及残碑 ，

慰使司 同知罗 氏家族墓地两处 ，
以及数处疑此碑系播州杨氏第２ ７世土司杨斌为其夫人所

似土司墓的大型石室墓 。立 。 ２０００年对杨粲墓进行维修时 ，
又在其北侧

（

一

） 杨氏土司墓发现
一

龟形石盒 ，
盒内出土

一

方买地券
１
２４

１

。 从

新蒲杨氏土司墓地 位于遵义市东北约出土的残碑 、 残墓志和买地券推测 ，
上述三

２０公里的新蒲新区新蒲村官堰组 ， 地处乌江座大型石室墓 中有
一座可能是杨斌夫妇合葬

支流湘江上游 的仁江 （
旧称洪江 ）

西岸 临江墓

缓坡地带 ， 是由播州 杨氏第 １ ４世杨价夫妇合桃溪寺墓群 位于遵义市西南约 ３ ．５公里

葬墓 、 第２ １世杨铿夫妇合葬墓 、 第 ２９世杨烈处
， 共发现墓葬３座

，

１９ ８５年对其中的Ｍ２进

夫妇合葬墓共 同组成的布局较完整的
一处墓行过抢救性清理

１

２６
１

。 Ｍ ２墓室四壁雕刻有仿木

地。 杨烈墓发现较早 ，
双室并列 ，

墓室前方结构房屋建筑 、 武士 、 四神及花卉等 图案 ，

残存石翁仲 、 拜台及墓碑等遗迹 。 ２０ １２年 ，应属于宋墓 。 Ｍ３墓壁和顶部刻有
“

寿 山福

在杨烈墓东南侧约 ２ ００米处新发现一座三室海
”

四字 ， 墓葬形制具有元墓的特点 。 结合

并列 的大型石室墓 ，

２ ０ １ ３年对该墓进行发传世文献
“

杨汉英神道碑
”

所言杨汉英
“

葬

掘 ， 确认系杨煙及其两位夫人的合葬墓 ｜

２ １

１

。于桃溪祖域之东
”［

２７
１

的记载 ，
我们怀疑Ｍ３有

根据杨铿墓志提供的线索 ，
２０ １ ４年在杨烈墓可能是播州杨氏第 １ ７世杨汉英的墓葬 ， 时代

西北侧约 １ ０米处新发现了杨价夫妇合葬墓 。偏早的Ｍ２则可能是杨轸 （
１ ２世 ） 或之前的某

与 以往发现的杨氏土司墓葬皆为大型石室墓位杨氏先祖墓 。

不同
， 杨价墓是

一座带墓道 、 双室并列的大除此之外 ，
还在遵义市红花岗 区海龙

型土坑木椁墓 ，
墓室之间有宽约 ２米的生土镇新龙村 、 四衙村以及汇川 区上海路街道办

隔梁 ； 墓葬保存基本完整 ，
出土了较多随葬事处航宇社区等地 ， 新发现数座被当地村民

品
， 包括

一

定数量的金银器 。 在整个墓地的称为
“

官坟
”

或
“

皇坟
”

的大型石室墓 ，
墓

北侧还发现有
一处明代建筑遗址 ， 推测有可葬规模与墓室结构等接近高坪明代杨氏土司

能是墓地所葬某
一

位土司的墓祠遗迹
｜

２２
１

。墓
，
也有可能属于土司墓葬 。

杨辉墓 位于遵义市南约 ５０公里的遵义对上述
“

疑似土司墓
”

性质及墓主身份

县团溪镇雷水堰 。 整个墓地布局规整 ， 围绕的确认 ， 还有待于今后进一步开展考古工作

墓葬有
一

“

凹
”

字形墓园 ，
四周有垣墙 ，

自和深入研究 。

南向北沿 中轴线依次发现墓园 门址 、 四级建（ 三 ） 杨氏家族墓

筑平台遗迹 、 Ｍ １ １ 、 墓碑和Ｍ ｌ （ｆ＼Ｍ ｉ ｌ为三杨忠勇墓 位于汇川 区高坪镇珍珠山黄

室并列 的大型石室墓 ， 从发掘结果可 以确认秧嘴 ，
为双石室墓

，
墓室规模较小 ，

墓内发

是播州杨氏第 ２５世土司杨辉及其夫人俞氏 、现
一

方镇墓券 ， 据此推测墓主可能为杨忠勇

田 氏的合葬墓 ， 在墓葬后侧立有杨辉夫妇的夫妇 ， 年代大致在元代晚期
［
２ ８

］

。

三通墓碑 。 Ｍ １０位于墓碑北面
，
是一座单石杨铿祖父和父亲墓 位于汇川 区高坪镇

．

９２ （总Ｈ９２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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笔架山 ， 西北距髙坪珍珠山杨 氏土司墓地约之墓
”

四字 。 Ｍ ｌ左室后壁雕有
一龙双鱼 图

１ ５００米 。 发现的两座墓葬均为双石室夫妻合案
，
龙在上 ，

双鱼在下跃出水面 ； 墓前约 ５

葬墓 ，
２０世纪５ ０年代已被破坏 ， 墓内出土有米处有两通残碑 ，

左侧碑中间竖 向阴刻篆书

金龙 、 银盆 、
玉牌等遗物 ，

墓前残存有墓碑铭文
“

□同知致仕靖夷罗公之墓
”

，
两侧楷

三通 。 据碑文推知此两墓的墓主可能是杨铿书题款 ， 左侧残文
“

□季冬初
一

”

， 右侧残

祖父杨如祖和父亲杨城。 杨铿的土司职位袭文
“

□州宣慰使司同知宏立
”

。

自其族侄杨元鼎 ， 其祖父杨如祖和父亲杨城扬州 湾墓地 位于遵义县三岔镇红光

均不是土司 。村寺坎组 ， 共发现墓葬７座 。 分布在李师堰

杨子墓 位于遵义县龙坑镇牌坊院子 ，（ Ｍ ｌ
、
Ｍ２ ） 、 杉树坝 （ Ｍ ３

、
Ｍ４ ） 、 玉塘

墓室早年已被破坏 。 ２０ ０２年 ５月 ， 基建施工庙 （ Ｍ５ ） 、 大林 （ Ｍ６） 、 台湾邨 （ Ｍ７） 等

挖 出残存的石棺床和腰坑 。 腰坑内放置有镇地 。 墓葬形制 、 大小等与穆家田罗 氏墓群接

墓券 、 买地券 、 四神 （ 金龙 、
银虎

、
金朱近。 部分墓室后壁雕刻团花或团花几案 ， 墓

雀
、 银玄武 ）

、
银钵 、 铜锣等 ， 据买地券可顶正 中有圆形凿孔 ， 凿孔四周雕刻卷云纹 。

知墓主为
“

大明 国四川道播州居冠带官杨公在大林发现的墓葬 （ Ｍ６ ） 出土有墓志一方 ，
墓

子
”

，
墓葬年代为明弘治十四年

［
２９

］

。主为罗友忠 ，
下葬年代为元大德十年 （ １ ３０６

杨爱女儿墓 位于汇川 区高坪镇中学后年 ） 。

侧 ，
西北距高坪杨氏土司墓地仅约 ３ ００米 。从 目前掌握的资料来看 ， 如果对前文所

墓 葬为规模较小的三石室墓 ，
墓前发现祭列

“

疑似土司墓
”

的推论可以成立 ， 则在播

台 、 残墓碑等 。 碑正中刻篆书铭文
“

明故仲女州杨氏家族的世系 中 ， 自南宋晚期的杨粲到

恭Ｗ杨氏之墓
”

， 右侧上款刻
“

大明正德元年明代后期的杨烈 ， 大多数土司的墓葬已被发

岁在丙寅七月八 日
”

，
左侧下款刻

“

孝父杨爱现或清理发掘 ，
这为全面探讨播州 杨氏土司

立石
”

。 墓室棺床下发现有石质腰坑 ，
坑内的丧葬观念和埋葬制度等提供 了相对完整的

放置 １件荷叶盖银钵 ， 内放 四神 ， 钵 口沿刻资料 。 而其他杨氏家族成员墓 、
土司属吏如

有八卦符号
［

３ （ ＞

１

。罗 氏家族墓地等的相继发现 ，
也为探讨播州

（ 四 ） 罗氏家族墓地杨氏土司 的政权体系 、 治下不 同层级的人员

据相关资料 ， 罗 氏家族长期世袭播州组成和社会结构等 ， 提供了重要的线索 。

宣慰使司同知
一

职 ， 作为播州 杨氏土司 的副^

手 ， 与播州杨氏的兴衰相始终 ，
在播州历史

二

上 占据着相当重要的地位 。 目前在遵义地区依据上述资料 ， 尤其是近年来
一

系列重

发现的罗氏家族墓地有两处
Ｐ １

）

。要的考古新发现 ， 我们对播州杨氏土司遗存

穆家 田墓地 位于遵义县龙坪镇 中心的研究有较大进展 ， 取得了不少新的认识。

村穆家田北侧的 罗家坟山 ，
共发现４座墓葬第

一

，
国 内其他地区 发现 的 土司 司 治

（ 编号Ｍ ｌ￣ ４ ） 。 各墓的建筑结构和墓室雕遗址 中 ， 湖南永顺老司城 １

３２
１

、 湖北咸丰唐崖

刻图案等与高坪杨氏土司墓大体相同 ， 但墓土司城 １

３ ３
１等开展过较大规模的发掘 ， 其司治

葬规模缩小了 近
一半 。 Ｍ ３前发现残墓碑

一的总体布局和衙署建筑等基本清楚 。 对于播

通
，
可见篆书残铭

“

荆 □ （ 此两字横向并州杨氏土司而言 ， 其早期司治 白锦堡 ，
根据

列 ） 氏之墓
”

， 结合文献 ， 推测可能为明初文献记载和实地调查勘探 ， 推测可能就在杨

播州宣慰使司同知罗琛之墓 。 Ｍ ２前约５米处粲墓所在地 ， 但因还未正式发掘 ，
城墙与建

立有青石墓碑一通
，
上部已残

，
仅见

“

罗公筑等遗迹的关系 尚不能确定 ；
而晚期司治穆

．

９３ （总１ ２９３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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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川 ， 几乎全被现今遵义城区所叠压或遭破与南宋晚期抗蒙战争以及明代中晚期杨氏土

坏。 不过从 目前的发现来看 ， 播州 杨氏土司司同 中央王朝矛盾激化的背景有关 。 从考古

除在地势低缓之处建有
“

平原衙署
”

外 ，
还资料 的层面可以比较清楚地表明 ，

海龙囤 、

在周边地势险峻的山巅修筑了 以海龙囤为核养马城等防御性山城 的城墙和城内布局的变

心的山城防御体系 。 对海龙 囤
“

新王宫
”

遗迁 ， 与宋元明时期的许多重大历史事件息息

址大规模发掘以及养马城
“

衙门
”

遗址清理相关 。

的情况表明 ，
这些山城内也都有衙署性质的第四

，
播州杨氏土司墓地不仅远离当时

大型建筑群 。 这些体现土司政权的建筑群都的司治衙署 ，
而且并不是集中分布 。 尽管第

具有我国古代传统的大型官署的建筑特征 ，１ ３世杨粲墓 （ 可能还包括第 ２７世杨斌墓等 ）

如中轴线对称 、 大堂居中 、 前堂后室的布局所在 的皇坟嘴 ， 据推测或许是播州早期司治

等 。 从养马城到海龙囤衙署建筑的形制变迁白锦堡所在地 ， 但它应该是司治衙署等被废

来看 ，
这些特点越往后表现得越发明显 ， 这弃后再作为土司墓地使用 。 相反

， 在 已发现

对今后勘探和发掘 白 锦堡或穆家川 等平原司的播州杨氏土司墓葬中 ，
皇坟嘴杨粲墓 、 新

治遗址提供了重要参照 。蒲杨 氏墓群 、 高坪杨氏墓群 、 雷水堰杨辉墓

第二 ， 完善的关囤山城防御体系和 田庄等 ，
均选择在杨氏庄田近旁的山麓上 ， 反映

庄宅 ， 是播州杨氏土司遗存 比较具有地域文出墓葬与 田庄具有相当密切的关联 ， 这可能

化特征的类别 。 杨氏人播之初 ，
即

“

径人白体现出土司与 田庄之间 的所有权关系 。 这种

锦 ， 军高遥山 ， 据险立寨
”Ｐ４

１

，
选择的便是情况 ， 与湖南永顺老司城 、 湖北咸丰唐崖土

山城 。 此后 ，
随着势力的逐步拓展 ， 开始在司城 的土司墓地集中分布在衙署附近 ， 墓葬

平原地带营建城池 ， 但并未放弃对山城的经同衙署关系异常密切的布局方式不同 。

营 。 １ ３世纪中叶 ， 随着蒙军逼近 ， 播州杨氏土司 墓葬与 田 庄的直接关联 ， 可能还

第 １ ５世杨文曾 向四川制置使余轨条陈
“

保蜀与当时的墓葬祭扫制度有关 。 在已发掘的杨

三策
”

， 余玢取其中策 ， 即
“

择诸路要险 ，氏土司墓葬中 ， 第２ ５世杨辉墓附近有规模宏

建城壕以为根柢
” ［

３

＼ 不久
，
杨文又与两府大的墓祠 ， 杨烈墓旁可能也有墓祠或家庙之

御使吕文德议定
“

置一城以为播州根本
”

，
类建筑 。 在杨粲墓前方 ， 经勘探发现有建筑

“

于是筑龙岩新城
”
１

３ ６
］

， 此即为海龙囤建城基址和两尊圆雕石人坐像 ， 还出土瓦 当 、 筒

的开始 。 根据播州杨氏
“

寓兵于农
”

的经营瓦 、 地漏等建筑构件 ， 以及 圆雕石人和马

策 略 ，
活动在 囤上 的兵卒平时可能也要到的残件 １

３ ７
１

， 这些都表明存在墓前建筑的可能

山下的庄 田耕作 ，
这也深刻体现了土司制度性 ， 或许与杨氏家庙有关 。 杨价墓正前方的

“

世有其土 ，
世有其兵

”

的特点 。墓园垣墙处保存有方形门址 、 杨辉墓的墓园

第三 ， 通过对杨价墓 、 杨烈墓等墓 园中轴线上也发现建筑基址 ， 也都可能存在墓

建筑遗迹和所出瓦当 、 滴水等建筑构件的对外的祭祀性建筑 。 这些祭祀设施平时应该有

比分析 ， 可以看 出杨价墓的墓园建筑特征与人看守 ， 并在岁时祭扫 ，
所需费用可能即是

海龙囤 、 养马城内保存的南宋晚期建筑遗存由庄田供给
１

３ ８
１

。

接近 ， 体现出 比较鲜明 的同时代特征 ； 而杨第五 ， 通过对杨 氏土司 墓葬 的发掘与

烈墓的墓园建筑特征与海龙囤 、 养马城发现研究
，
尤其是对墓葬 、 墓园

、
墓祠加 以整体

的 明代中晚期建筑遗存接近 ， 也具有明显 的考察 ，
可以看出播州杨 氏土司在墓地的选择

共时关系 。 海龙 囤 、 养马城等兴建于南宋晚和布局上有一定规律 ， 而且颇具独特性 ，

期
，
明代 中晚期又进行过较大规模的扩建 ，主要表现在 以下几个方面。 （ １）土司专地

．

９４ （总 １２９４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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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葬 。 目前发现并确认的 ９座土司墓葬 ， 分安葬在先祖墓园内 。 同葬于高坪墓地的杨升

布在远离司治的四处墓地 中 。 这四处土司墓（ ２２世 ）
、 杨纲 （ ２４世 ） 虽系父子 ， 但按照

地中 ， 除高坪墓地在杨文墓前有
一

座明代小拊祖而葬的原则 ，
也就被分隔在两个不同的

墓外 ， 其余皆没有发现其他墓葬 。 （ ２ ） 墓墓园内 。

地应该有完整的规划 。 墓园 内包括垣墙 、 园第六 ， 杨 氏土司墓葬及其家族成员墓 、

门 、 祭祀性建筑 、 墓碑 、 墓室和高大的封土属吏墓 ， 在墓室结构 、 墓 内雕刻和随葬器物

等 ， 有的墓室前方还有神道 、 石翁仲等 。 除等方面 ， 与川渝地 区的宋明时期石室墓基本

墓园外 ， 附近可能还有墓柯 。 （ ３ ） 墓葬形相同 ， 同其他地区的宋明时期土司墓也具有

制大多数为大型土坑石室墓 ，
此外还发现了较多的相似性 ， 可 以纳入一个较大的时空范

一座大型土坑木椁墓 （ 杨价墓 ）
。 但无论石围 内加以 比较研究 。 至于使用土坑木椁的杨

室墓还是木椁墓 ， 男女墓室均各 自独立 ， 大价墓 ， 是出于某种原因出现的偶然现象 ， 还

小及结构则基本相 同 ， 有并列的两室 、
三室是表明杨氏土司可能采用过另外

一

种墓葬形

或四室之分。 两墓室者按男左女右排列 ，

三制 ， 尚需通过更多土司墓葬的发现和深人研

墓室者按男墓室居中 、 女墓室分列两侧 的方究加以判断。 从已清理的大型石室墓的情况

式排列 ， 左侧或中间墓室位置略高或略显宽看 ，
土司墓葬基本上采用前堂后室的布局 ，

大
，
突 出其主体或核心地位 。 （ ４ ） 每个墓总的变化趋势是由仿照房屋建筑形式向箱框

地一般分布有数座土司墓葬 ， 例如新蒲墓地式发展 ， 前室逐渐变小甚至消失 ，
墓室 内雕

有杨价墓 、 杨铿墓 、 杨烈墓 ； 高坪墓地分布刻也逐渐简化直至消失 。 但从早到晚 ， 墓底

在相邻两个小土梁上 ，

一

个土梁上为杨文使用腰坑的葬俗
一

直保留 ，
腰坑内放置的器

墓 、 杨纲墓 ，
另一个土梁上为杨升墓 、 杨物除杨粲墓为铜鼓外 ， 大多数以四神和买地

爱墓 ；
皇坟嘴杨粲墓地 的墓 园 、 墓前建筑券为主 ， 体现出 比较浓厚的道教文化色彩 。

遗迹等 因遭到破坏已不清楚 ， 但墓旁发现播 州杨 氏土 司遗存考古虽 已取得若干

有杨斌夫人墓碑和其他三座 明代大型石室重要进展
，
但还存在不少问题 。 例如 ，

早 、

墓
， 表明该墓地至少存在两座以上的土司墓晚期司治 的准确位置 、 关囤山城防御体系和

葬 。 （ ５ ） 分布在 同
一墓地 的土司墓葬 ，

墓田庄之间 的相互关系等 ，
目前都还不是非常

主之间大多不是父子等特别亲近的关系 ，
甚清楚 。 土 司墓葬虽已发掘 了 ９座

， 但大多集

至一个墓园 内 的墓葬也不是父子关系 。 例中在南宋晚期至明代 ，
南宋晚期之前的墓葬

如新蒲墓地中杨价墓 （
１４世 ） 和杨烈墓 （ ２９至今还没有发现 。 其他杨氏家族成员墓 、 属

世
）
的墓园基本重叠 ， 高坪墓地则是杨文墓吏墓等也有发现 ， 但开展的具体考古工作不

（ １ ５世 ） 、 杨纲墓 （ ２４世 ） 共有
一个墓园

，
多

， 杨氏土司治下的社会层级关系还不甚明

杨升墓
（
２ ２世

）
、 杨爱墓 （

２ ６世 ） 也共有一个了 。 今后播州杨氏土司遗存的考古发掘和研

墓园 。 以上共用同
一墓 园的几组土司墓 ，

墓究工作 ，
不仅要逐步解决上述问题 ， 还需要

主都相隔数代 。 出土的杨铿墓志明确记载 ，与贵州其他土司遗存以及邻近省区 的相关遗

杨铿死后第二年其子杨升
“

拊葬先人于洪江存进行对 比 ， 在更大的 时空范围 内加 以考

原左
，
威灵英烈侯墓之右

”

，
可知杨 氏土司察 ，

以揭示宋元明时期中央王朝对贵州等边

的确有拊祖而葬的情况 。 但拊葬于杨价墓旁疆民族地区实行土司管理制度的历史 。

的杨铿墓 ， 并没有安排在杨价墓园内 ， 杨铿

墓本身也没有发现墓园遗迹 。 而多数拊葬于Ｋ

先祖 的土司 ，
如杨纲 、 杨爱 、 杨烈等就直接随着各地土司遗存考古工作 的深入开

＿

９５（总 １ ２９５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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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
， 特别是贵州遵义海龙囤 、 湖南永顺老司度的产物 ， 既体现出一定的趋同性 ，

也表现

城 、 湖北咸丰唐崖土司城三处土司遗址联合出鲜明的地域性和 民族文化个性 。 第二 ， 遗

申 报世界文化遗产并获成功 ，
对土司遗存的存普遍埋藏较浅 ， 有的直接暴露在地表 ， 部

考古调查 、 发掘和研究工作得到了学术界的分地面建筑及雕刻等遗迹保存尚好 ，
工作易

广泛关注 。 在考古新材料不断涌现和研究不于开展 ， 并能从整体上辨识或把握不同类别

断深人的背景下 ， 提出
“

土司考古
”

的课题土司遗存的特征及相互之间的关联 。 第三 ，

应该是顺理成章 ，
对于进一步推进相关领域作为较晚历史时期的考古研究 ， 有大量的历

的 田野考 占和研究工作具有重要的意义 。史文献甚至 口碑传说可供参考 ， 能够与 田野

顾名思义 ， 土司考古所指应该是主要以考古资料互为印证。 第 四 ， 土司遗存是多 民

土司及同时期相关遗存为对象进行的考古学族活动的遗留 ， 反映了所属 民族各 自 的风俗

研究 ， 即用考古学的基本理论和方法 ，
通过习惯和文化传统 ， 体现出文化的多元性 ， 可

对与土司相关的遗迹 、 遗物的揭露和研究 ，与 民族学 、 民俗学等诸多学科相结合开展研

阐 明土司遗存独特的文化 内涵及其发展演变究 。 第五 ， 土司遗存在文化形态上有着与中

的历史轨迹 。原文化的趋同性 ， 体现出边疆民族地区对于

土司考古的时间范围不仅包括广泛推行中原文化的逐步认同 ， 以及我国古代多民族

土司制度的元明时期 ，
往前可追溯至唐宋实统一国家逐步形成的过程 。

行羁縻统治的 时期 ， 向后则可延续到清至民提出
“

土司考古
”

的课题 ， 其意义在于

国时期土司制度的残留阶段。 因为土司通常既强调文化的共性特征 ，
又体现各地域土司

实行世袭家族统治 ， 其历史往往并不是随着遗存的个性 。 因为土司制度的核心是
“

齐政

朝代的更迭而结束。修教 ，
因俗而治

”

， 推进土司考古的相关工

土司考古的核心范 围主要是在曾经较作 ，
可以为 阐释中华民族多元

一

体文化格局

广泛推行土司制度的我国西南及邻近的鄂西的形成过程提供重要的实物资料 。

＿ 、 湘西 、麵 匕等地区 ’
往北还可酬ａ＃

西北乃至东北
＾
实行过土司 制度的广大 Ｅ

⑴ 贵州省博物馆 ： 《遵义杨粲墓发掘报告 》 （ 初

域 。 据相关研究统计 ，
明朝在全国Ｍ个边疆稿 ）

，
１９６５年油印本。 本文涉及杨粲墓的资料 ，

民族省区共设置土司 （土官 ） ３ １ ０８家共 ２万未经注明者均来源于此 。

余人’
， 他们的活动所留下的各类遗存都应［

２
］
贵州省博物馆 ： 《遵义高坪

“

播州土司
”

杨文等

该属于土司考古的重要对象 。四座墓葬发掘记 》 ， 《文物》 １９ ７４年第 １期 。

土司制度盛行的元明清时期 ，
相关的历［

３
］
刘恩元 ： 《遵义团溪明播州土司杨辉墓 》 ， 《文

史文献 、 地方志书等资料较为丰富 ， 而且相物》 Ｉ＂５年第７期 。

当多的土司遗存就直接暴露于地表 。 因此 ，

［
４

］ 赵小帆 ： 《遵义杨烈墓清理简报 》 ， 《贵州文物

土司 考古既离不开地层学和类型学等考古学
工作》 ２〇〇２￥Ｓ３ 、 ４期合Ｗ 。

基本

，
和方法

’
也离不开对文

，
料的

⑴ 古

＝第４
韻遵义市海龙

梳理 ’ 只有通过田野考古与文献？ 相Ｍｂ． 贵州省文物考古研究所 、 遵义海龙囤文化遗
证

， 才能逐步将土司遗存独特 的文化内涵揭产管理局 ： 《贵州遵义市海龙囤遗址城垣 、 关

示出来 。隘的调查与清理 》 ， 见本刊本期 。

概括起来 ， 我们认为土 司考古有以 下［
６

］ ［明 ］
宋濂 ： 《杨氏家传》 ， 见 《宋濂全集 ． 翰苑别

特点 。 第
一

， 土司遗存是元明清时期中央政集》 卷一第９６２页
，
浙江古籍出版社 ，

１９９９年 。

府对边疆民族地区
“

依俗而治
”

这种管理制［
７

］
同

［
６

］
。

■

％
（总 １２９６

）

■



周 必素等 ： 贵州遵义播州杨 氏土司遗存的发现与研究

［
８

］
同ｎ］ 。《杨粲墓发现买地券》 ， 见 《古播遗踪 》 （

一

） ，

［
９

 ］ 贵州省文物考古研究所２０ １４年田野考古资料。黔新出 （ 图 ） 内资字第８ ７４号， ２００２年 。

［
１ ０

］ ［
明

］
何乔新 ： 《勘处播州事情疏 》 第９４页 ， 中华［

２５
］ 周必素 、 白彬 ： 《贵州遵义杨粲墓附近 出土买地

书局 ， １９ ８５年 。 以下涉及本书 ， 版本均同 。券的年代与性质》 ， 《江汉考古》 ２０ １５年第２期 。

［
１ １

］
同

［
５ ］

。 ［
２６

］
张定福 、 万光云 ： 《遵义桃溪寺宋墓 》 ， 《贵州

［
１２

］ 贵州 省文物考古研究所 、 重庆市文化遗产研省博物馆馆刊》 １ ９８ ６年第２期 。

究院 ： 《 贵州遵义市养马城遗址调查与试掘简［
２７

］ ［
元

］袁桷 ： 《播州安抚使杨忠宣公神道碑铭 》 ，

报 》 ， 见本刊本期 。见 《清容居士集 》 （ 四库全书本 ） 卷二十六 ， 商

［
１ ３

］ 本文所涉及关囤遗址的资料未经注明者 ， 均系贵务印书馆 ，
１９ ３６年 。

州省文物考古研究所２０ １＃度考古调查成果。［２８］
贵州省文物考古研究所２０ １４年考古调查资料 。

［
１４

］ ［明 ］李化龙 ： 《平播全书 》第 １４０页 ， 大众文艺出 ［
２９

］ 贵州省文物考古研究所 ： 《古播遗踪 ： 播州 杨

版社
，
２００８年。氏的历史遗迹与口碑传说》第 ９２ ￣ ９７页 ， 贵州

［
１习 ［

明
］杨寅秋 ： 《 临皋文集 》 卷四第５ ８页 ， 见 《四人民出版社 ，

２〇 丨 ５年 。

库全书 ？ 集部 》
，
台湾商务印书馆 ， １ ９ ８６年 。［

３０
］
贵州省文物考古研究所考古发掘资料。

［ １
６

］
《勘处播州事情疏 》第２ １ 、 ３ ６ 、 ４ １ 、 ５９ 、 ６６ 、 ７５［

３ １
］
罗氏墓地是２０ １４年考古调查的新发现 ， 资料现

页 。存贵州省文物考古研究所。

［
１７

］ 本文涉及田庄堰塘遗址的资料 ， 均系贵州省文［
３ ２］ 湖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 ： 《湖南永顺县老司城

物考古研究所 ２０ １４年度考古调查成果 。遗址 》 ， 《考古》 ２０ １ １年第７期 。

［
１ ８］ 据 《平播 全书 ？ 攻克娄山崖门等关四报捷音［

３３
］ 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等 ： 《湖北咸丰唐崖土司

疏 》 ：

“

复视其大水田庄宅制度 ，
台沼亭榭 ，

僭城遗址调查简报》 ， 《江汉考古 》 ２０１４年第 １期 。

越非常
”

，

“

大水 田 、 永安庄 、 桃溪衙 ， 皆贼所［
３４

］
同

［
６


］ 。

为世修庄院
”

， 即使用了
“

庄宅
”

、

“

庄院
”

或［
３ ５

］ 参见注释 ［
２

］

“

附录
”

所引
“

杨文神道碑
”

。

“

衙
”

等名称 。 而 《勘处播州事情疏 》 则提到［
３ ６

］
同

［
３５

］
。

“

干溪庄所
”

、

“

会川庄所
”

， 用的是
“

庄所
”

这［
３ ７

］ 相关资料现存于遵义市杨粲墓博物馆。

一

名称 。［
３８

］ 播州杨氏墓葬中 尚未发现涉及守墓制度的材

［
１ ９

］ ［清 ］郑珍 、 莫友芝编纂 ： 《遵义府志》 卷三十
一

料 。 但在遵 义高坪发现的万历十年 （
１ ５ ８ ２年 ）

《土官 》第６０ＳＴ
，
巴蜀书社 ，

２０ １ ３年 。
“

张氏祭田记
”

碑 ，
记载了杨应龙之母为随其

［
２０

］
《勘处播州事情疏》第５ ２页 。出嫁的何氏购买水田 ， 以其所收之租供岁时

［
２ １

］ 贵州省文物考古研究所、 遵义市文物局 ： 《贵祭扫之事 。 碑文记载 ，

“

吾□母请命于先君镇

州遵义市新蒲明代播州土司杨铿墓 》 ， 见本刊国公 ， 遂将竹垭庄抵六赎券 ， 太夫人□以庄所

本期 。人之租不足以充祭扫□费 ， 又自 出价银置买任

［
２２

］ａ．贵州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等 ： 《贵州遵义市新蒲村七跳水 田 ， 二□□ 口成礼 田 ， 去高平二
＝
里

播州杨氏土司墓地 》 ， 《考古 》 ２０ １５年第７期 。许 ， 通计田二□余耢地 ， 于是岁时祭扫□□ ， 告

ｂ ．周必素 、 彭万 ： 《遵义新蒲村杨氏
“

土司
”

墓贾之三庄共□口□石玖斗柒升叁
”

云云 。 此碑

地 》 ， 《南方文物》 ２０ １ ５年第 １期 。现藏于遵义县文物管理所 。

［
２３

］ 贵州省文物考古研究所 、 遵义县文物管理所 ： ［
３ ９

］
龚荫 ： 《 关于土司制度研究的十个问题 》 ，

见

《贵州遵义市团溪明代播州土司杨辉墓 》 ， 见《土司制度与边疆社会》 第 ５ １页 ， 岳麓书社 ，

本刊本期 。２０ １４年 。

［
２４

］
资料现存于杨粲墓博物馆 。 可参见周必素 ：（ 责任编辑 杨 晖 ）

．

９７ （总 １２９ ７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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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 １期

本期要览

贵州 遵义市海龙囤 遗址城垣 、 关隘的调查与清理 ２０ １ ３
￣

２ ０ １４年 ， 对海龙囤 遗址的城垣 及关隘

进行了全面的调查 、 测绘与试掘 ， 基本厘清了遗址的整体布局及时代变迁 囤顶
“

大城
”

南北

城垣 、

“

土城墙
”

及其门址应属南宋时期遗存 ， ： 现存的铜柱关 、 铁柱关 、 飞龙关 、 飞虎关 、 朝

天关 、 飞凤关 、 万安关 、 西关 、 后关及与它们相连的城垣主要为明代万历时期遗存

贵州 遵义市养马城遗址调查与试掘简报 ２０ １４年 ，
对养马城遗址进行了全面的调查 、 测绘和试

掘 。 城址平面呈不规则形 ， 现存面积约３ ５万平方米 ， 保存的石砌城垣长约 ３ ５０ ０米 ， 发现城 门 ６

座 。 在城址南部的
“

衙门
”

遗址发现长方形 院落及相关建筑遗迹 ， 其西北面还有 １处采石场 。

养马城主要应为播州杨氏土司营建 ， 其兴废过程与宋蒙战争及 明代平播之役关系密切 、

贵州 遵义市新蒲明代播州 土司杨铿墓 ２０ １ ３年 ， 对明代播州杨氏第 ２
１世土 司杨铿夫妇合葬墓进

行了抢救性发掘 。 该墓为三室并列 的长方形石室墓 ，
墓室结构基本清楚 ， 残存的骑马俑形象生

动 该墓的发现
， 丰富和完善了播州杨氏土司墓葬 的序列 ． 为认识 当时的丧葬制度提供了新材

料 。 出土墓志为研究播州杨氏的历史及与周边土司 的相互关系等提供了新线索 ：

贵 州 遵义 市团 溪明代播 州土 司杨辉墓 ２０
丨
５年 ，

对明 代播州杨 氏第 ２５世土 司杨辉墓进行了发

掘 。 根据出 土墓志 ，
确认三室并列 的长方形石室墓 Ｍ ｉ ｌ是杨辉及其夫人俞氏 、

田 氏 的合葬墓 。

墓中残存大量陶俑残片 ， 腰坑 中发现保存完整的 四神及买地券 ： 此次发掘厘清了整个墓园的布

局及遗迹 间的相互关系 ， 为探讨播州杨氏丧葬习俗的特征及发展演变提供了详实资料 ：

贵 州 遵义播州杨 氏 土司 遗存 的 发现与研 究 近年来 ， 播 州杨氏土司 遗存的考古工作在土司墓

葬 、 关囤 防御体系和 田庄遗迹等诸多方面都取得许多新进展 ， 突显出土司遗存在宋元明时期考

古 中所具有的特殊性与重要性 ： 提出
“

土司 考古
”

的课题 ，
对于阐 明土司遗存独特的文化内涵

及其发展演变规律 、 全面系统地推进播州 和其他地区土司遗存的考古研究具有重要意义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