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四 川平武 明王玺 家族墓

四川省 文管会

绵 阳市文化局

平武县 文保所

����年�月
，
四川省平武县古城乡小 坪

山 �原名奉亲山�农民
，
在整治土地时挖出

明代王玺夫妇合葬墓�座
。

根据墓地竖 立 的

《龙阳郡节判王氏宗亲墓志 》 ① 记载
，
这里

是明代龙州宜抚司金事王玺的家族墓地 �图

一�
。

同年�月至�月
，

省文物管理委员会考

古工作队与绵阳市及平武县文物部门共同对

墓地进行了清理
、

发掘
，

共清理及发掘墓葬

��座
。
����年�月

，
又清理了王 鉴 夫 妇 墓�

座
。

两次共出土器物���件
，

石买地券
、

语

命符
、

诏书共��方
。

现将王玺家族墓的发掘

清理情况合并介绍如下
。

�
、

舀称形制

墓群位于小坪山旗缓坡姐地下
，

墓顶距

地表深�� �米
。

地表因辟为耕地
，
原有的石

刻如望柱
、

狮
、

马
、 ‘

文官
、

武将等均残破不

堪
，

位置也已变动
。

墓室结构大致可分为平

顶和券顶两种
。

墓室平面均呈长方形
，
��座由

棺室和前室组成
，

另�座仅有棺室
，

少数墓

棺室底部设腰坑
。

墓向正南
。

均为夫妇合葬

墓
。

夫妇墓室均为一次建成
，
同时或分别人

葬
。

墓室建筑系将质地较坚硬的砂岩凿成大

小不同的石条和石板
，

经加工后砌筑
。

我们

将这��座墓统一进行了编号 �图二�
。

王玺夫

妇墓
���一 ��

。

王文渊夫妇墓
� ��一 ��

，

�墓同穴
。

王祥夫妇墓
� ��� � ��

。

王枪夫妇

墓
����� ���

�

�墓同穴
。

王鉴夫妇墓
����一

���
，
�墓同穴

。
�座墓主不详

�
� ��� � ��

，
�

墓同穴
。

现依墓顶形制分类介绍如下
。

�一 �平顶墓

��座 ���一 ���
，
���一 ����

。

墓顶以

石板平铺封盖
，

棺室后壁一般有壁完
。

现以

��� ��及��� ���为例介绍如下
。

�
�

王祥夫妇墓 ���一 � ���

位于整个墓地的西侧
，
墓顶距地表�米

。

王祥墓 �� ��� 居中， 东侧为 孺 人 赵 氏 墓

�����
，
�墓相距��厘米 � 西侧为二孺人

明氏墓 ����
，
与���相距��厘米

。

墓间以

泥土填实
。

���由前室和棺室组成
，

全长�
�

弱米
。

前室设在棺室 南 面
，

长�
�

��
、

宽�
�

�
、

高 �
�

�米
。

室底嵌入石板
，
板表面与室底齐

平� 宽。 �

��
、

厚 �
�

�米
。

室底高出棺室底部

�厘米
。

东西两壁用同于室长的石条砌 成 壁

基
，

高��厘米
。

各壁基之上用 �石板交错竖

砌
，

均形成 �个壁完
，

高 �
�

��
、

宽�
�

��
、

探

图一 工玺家族墓位理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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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二 王玺家族墓分布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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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一」�皿
。

�
�

��米
。

壁完内用石条横砌
，
分成高度不等

的�层
，
自下 而 上分别高��

、
��

、
��

、
��厘

来
。

东壁完自下而上浅浮雕 �狮
、

侍从
、

文官

和 �鹤
。

西壁完除最下一层浮雕已脱落外
，

其余 �层图案同东壁完
。

壁兔之上用与壁基

同长的石条砌成顶壁
，
宽��

、

高 �厘米
。

南

壁以 �石板竖立而成
，

壁底与室底板底面平

齐
，
宽度同于底板长

。

室底紧靠南壁处横置

�石条
，
与壁同长

，
与东西壁基等高

。

石条

两端与东西壁间均立乞方形石柱
，

使 �壁相

连
，
柱上端擂入墓顶

。

室顶以 �块石板横铺封

盖
，
石板长�

、

厚�
�

��米
，
�块宽�

�

�
、

另 �块

宽�
�

�米
。

室北部置�件陶香炉和 �件锡壶
。

棺室长�
�

��
、

宽�
。
��

、

高�
�

��米
。

南面

设门
。

以 �石条竖立为门柱
，
柱上横置 �石

条为门相
，
下置石条为门槛

。

其底面与棺室

底石表面齐平
。

门柱高�
�

�
、

厚 。 �

��米
。

门相

长�
。
�

、

高�
�

��
、

厚�
�

��米
。

��槛高��
、

宽

��厘米
。

双扇石格门
，
装在前室北侧角上

，

有轴擂入顶石
，

向南启闭
，
门下立 � 顶 门

石
，
��高�

�

��
、

厚�
�

��
、

��扇宽�
�

��米
。

墓

底铺石及东西壁砌筑方式均同前室
。

壁基高

��
、

顶壁高 �厘米
。

东西壁中层各砌出 �壁

完
，
高�

�

��
、

宽�
�

�米
。

完内用�石条横置隔

为 �层
， ·

自下而上分别高��
、
��

、
��

、

��厘

米
。

兔内均有浅浮雕
，

内容有飞天
、

侍从
、

武

士
、

狮等
，
有的已脱落

。

北壁也砌有壁基和

顶壁
�，

其间用石板前后交错砌成�层
。

上 层

为壁兔
，

宽��
、

高��
、

深��厘米
，
完外两侧

壁均宽��厘米
。

兔后壁及完外两侧壁均浮堆

人物
，
完内置�件影青瓷碗

。

中
、

下层分别高

�
�

��
、
�

�

��米
，
均宽�

�

�米
。

中层浮雕 祭 台

和瓶花
， 一

下层浮雕花卉
。

棺室顶部用石板平

铺封盖
，
以石灰填缝

，
室顶中部有 �方孔

，

叠砌一方形石板
，

石板边长��
、

厚��厘米
。

石板向墓内 �面浅刻二龙戏珠藻井 �幅
，
画

面宽��厘米
。

室底中部偏后置石诏书�方 �图

三
、

五�
。

��和��形制相同
，

均无前室
，
棺室构

造方法基本同于���棺室
。

��长�
�

��
、

宽�
�

��
、

高�
�

�米
。
�壁均有

壁基和顶壁
。

东西壁壁基与顶壁间以�块石板

前后交错竖砌成 �壁完
，
完高�

�

��
、

宽�
�

��
、

深�
�

��米
，

完后壁浅浮雄侍从和舞乐
。

北壁

于顶壁和壁基间以石板砌成 �层
。

上层为壁

完
，
高��

、

宽��
、

深��厘米
，
完后壁和完外

侧壁浮雕人物
，

完内置陶爵
、

陶炉各�件
，

陶瓶�件
。

下层高��
、

宽��厘米
，

浮雕香炉和

瓶花
。

南壁顶壁 与壁基间以石板封堵
。

墓底

铺石板
，

石板表面低
一

�
�

壁基表面�厘米
。

墓



顶以石板横铺封盖
。

墓底近北壁 处 置 陶 爵

�件 、
�

图四
、

六�
。

��较��稍大
。

北壁后完内置陶瓶及泥

烛台各�件
，
室底置铁剪

、

锡壶
、

铜管
、

银耳

坠
、

陶瓶及木梳各�件
，
陶爵�件

，

铜钱��枚

�图八�
。

�墓墓室内均置红漆木棺
，

均已朽
，

人
’

骨架无存
，
葬式不详

。

�
�

王玺夫妇墓 ���一 ���

位于整个墓地的东北端
。

墓顶 题 地表�

米
。

地上当墓前洲米处有石 黛柱 �根 �
’

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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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靓面图

主
�

�式陶炉

�
�

�
，

锡壶

�� �
�

�式瓷碗

�
�

石是召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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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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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
。

王玺墓 ����居中
，
西侧为孺人 田 氏

墓 ���� 和安人贾氏墓 ����
，
东侧为安

人曹氏墓 ����和蔡氏墓 ����
。

相邻 �

墓相距�� ���厘米
，

墓 壁间以泥土填实
。
�

墓形制基本相同
，
均由前室和棺 室 组 成

，

现以��为例介绍如下
。

��前室呈方形
，
边长�

�

��
、

高�
�

�米
。

室底平铺石板
。

东西 壁 分别用�块石板交错

竖砌
，

上部横砌 �石条为顶壁
。

南壁用石板

竖砌而成
。

室顶用石板平铺封盖
。

室底原置

随葬器物
，

因被扰乱
，

位置不详
。

棺室设在前室北面
。

长�
�

��
、

宽�
�

�
、

高�
�

�米
。

南壁以 �石条砌为门柱
，
柱上 横

置 �石条为门稠
，
下置石条为门槛

。

门柱高

�
�

��
、

宽�
�

�
、

厚�
�

��米
。

门 檐高�
�

��
、

长

断 了期



图五 ���西壁剖面图

�冬�六

��西壁刘面�’�

，‘ 一‘ �如一‘ 一‘ 目 甘 ’，小

�
�

��
、

厚 �
�

��米
。

门槛长 �
�

�
、

高 。 一
、

宽

�
。

��米
。

双扇石格门
，
装在门柱南侧

，
向南

启闭
，
��高�

�

�
、

厚�
�

��
、

每扇宽�
�

��米
。

东西 �壁均砌有璧基和顶壁
，
在顶壁和壁墓

间以�块石板交错竖砌
，
使成为南

、

中
、

北 �

壁完
。

完高�
�

��
、

宽�
�

��
、

深�
�

��米
。

每完

用�石条横置分隔成�层
，

每层高�� 一��厘米

不等
。

完内各层后壁及兔外侧壁 均 浮 雌 人

物
、

飞夭
、

物品等
，

完外侧壁还彩绘瓶花
。

北壁以石板竖砌而成
，

其内侧以石条横竖交

替砌成�层
。

上层为壁完
，

高��
、

宽��
、

深

��厘米
，
盒后壁及完外两侧壁浮雌人物

，

完
�

�砌顶壁
，
与东西壁顶壁相连

。

中
、

下层均 图七 � �� ��地面石望柱

���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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铜钱

��日枚� �
，
�

�

陶

爵 �
�

锡壶

�
、

��
�

�式陶瓶

�
�

木梳 �
�

铜替
�

�

银耳坠

��
�

尼烛台

灿�
‘

二 印厘米

宽�
�

��
、

中层高�
�

��
、

下层高�
�

�米
，
分 别

浮雄方胜和寿山福海
。

室底横铺石板
，
板底

面低于东西璧壁基底面�
�

��米
。

室顶以石板

平铺封盖
，
以石灰抹缝

，
顶石四周宽出室璧

�一 ��厘米
。

棺室顶低于前室顶��厘米
。

底板

之上设棺床
，
为一矩形石板

，
抹去两角

，
石

板两端附近下垫石条
。

棺床长�
�

�
、

宽�
�

��
、

厚�
�

��米
，
所垫石条长 �

�

��
、

宽 �
�

��
、

厚

�
�

��米
。

因被扰乱
，
故葬具

、

葬式及出上物位置

均不详
，
从棺床上残存漆皮和银 棺 环

、

铁

钉
、

铁皮推知葬具为描金红漆木棺
，
棺身还

加有两道铁箍 �图九�一二�
。

�二�券顶墓

�墓 �� ��� ����同穴
，
墓主不详

。

位
‘

于王祥夫妇墓以东
。
墓顶距地表�米

。

墓呈长

方形
，
墓扩四周以石板竖砌成墓壁

。

墓内沿
一

南北向置�列石板 �东西端 �列紧贴墓壁 �
，

将墓隔成�室
，
形制基本相同

，

从 西向东分

别编为��� 一 ���
。

每列置石板�块
，
长度不

等
，
石板间隔�

�

�一 �
�

�� 米
，
在各室之间形

成北
、

中
、

南�条通道
。

现 以���为例介绍

如下
。

棺室南面设前室
，
呈长方形

，
长�

�

��
、

一一一一一
全全

���－色色

王王 上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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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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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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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日日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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川川川川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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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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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王 主主

匕匕一一 一一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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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刁刁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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叉叉 上上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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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 �一 ，
�

� �一 �亏 �毛而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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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一� ��力亏壁刹面图

��书女室北壁削面图

宽�
、

高�
�

��米
。

室底平铺石板
。

室底 近 中

部置 �束腰长方形祭台
，
长�

�

��
、

宽�
�

��
、

高�
�

��米
。

利用南通道与其余各前室相通
。

在 南 通 道 北端沿东西向置石条
，

宽�
�

�
、

厚

�
�

�
、

高�
�

��米
，

与相交石板呈
“ �”

形
。

东

西壁高�
�

��米
，

其上及棺室东西壁南端之上

均横置石条
，

石条高 �
�

�米
，
以石条为基沿

南北向发券
，
券拱部分高�

�

��米
。

券顶与相

邻前室券顶之间以石板相隔
，
隔板两宽面凿

成凸起的圆弧形
，
以承托券拱石条

。

棺室呈长方形
，
长�

�

洲
、

宽�
�

��
、

高

�
�

��米
。

以前室�形结构的东西向部分为 门

柱
，
其上横置 飞石条

、

切
一

�拟
，

长 �
�

��
、

高

�
�

�
、

厚�
�

�米
。

从扇石格门
，
上轴插入东西

图一二 ��伦室东壁

‘，� 『事
年



图一五 �犯 一���券顶 图一六 ���棺室局部

壁南端之上横置石条内
，
下轴插 入 铺 地 石

中
，
向北启闭

。

棺室东西壁下以 石 条 作 壁

基
，
与室同长

，
高�

�

��米
。

其 上 置�块 石

板
，
板间留出通道与邻室相通

，
板厚�

�

��
、 ‘

通道宽�
�

��米 �图一三�
。

其中北端 �块石

板凿去后上角
，
呈曲尺形

。

石板 之 上 以 石

条砌出顶壁
，
高�

�

��米
，
南端与横跨东西壁

南端之上的石条相接
，
北端较中层石板北端

南去。 �

��米
，
其空缺处横置 �石条跨东西两

壁
，
与顶壁相接并等高

，
宽�

�

��米
。

北壁壁

基与东西壁壁基等高
，
顶壁系以 �石条横置

在 东 西 璧 北端石板上角缺凹处而成
。

壁基

与顶壁之间以石板和石条横竖放置
，

形成内

外两重宝
。

外完高与宽均�
�

��
、

深�
�

��米
。

内

完高与宽均�
�

�
、

深�
�

��米
。

内完后壁中部凿
一圆���

，

内嵌铜镜 �面
。

室顶用石条券拱 �

先在南北两壁土分别竖砌 �石板
，
石板内面

凿成一圆弧形凸起
，
然后从东西壁起沿着凸

圆弧处起券
，
券拱部分高 �

�

��
、

宽 �
�

�米
。

棺室 券顶与前室券顶因方向不同而呈
“ � ”

形 �图一四
、

一五�
。

室底横铺石板
，

石板表

面与壁基底面齐平
，
因地震关系大部分石板

上翘
。

底板下当尸骨头部附近设腰坑
，
为 �

不甚规则的圆形土坑
，

直径��
、

深��厘米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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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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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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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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梅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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洲洲洲洲洲洲洲洲洲洲洲洲洲洲洲洲洲洲洲洲洲洲洲洲洲洲
殊殊、 妙拐汾娜加粉欢、 砚花旅

声

�

以
户

、 、 林分
�

办
·

丁，���’ �必孔
一 ‘

” ”
」

刁刁

衬

’’ ‘

�
’’’

���������������������������������������
了了 尹�沪 工工产护�了沪�矛 石石内门门叮‘ ，，，” ，月，，”””

才

，

���
� �

�

�式银戒指

，式银替 ��
�

�式银替

� 盆�� �
、
�

�

铜投壶

�
弋金耳坠 �卫

�

金圈 ��
、

�

���
� �

�

铜钱 ��枚�

图一七 ����� ��平
、

剖面图

�
、
�

�

�式银戒指 �
、
�

�

银耳坠 �
�

�式银纽扣 �
、

� ��
、

��

从
�

�式银纽扣

�
、

�
�

�式瓷瓶

��
�

�式金替

��
�

双鱼铜镜

�式铜香炉

�
、
注�

�

铜瞥 ��

�
�

铜钱��枚�

�

金龙

�
�

玉珠

、

��
�

�式银瞥

��
�

�式陶罐

�
�

�式金纽扣

甲
�

铁棺环

�
、

��
�

�

��
、

��
�

飞式金替

�
�

神兽葡萄铜镜

浅 �
�

玉带饰

铜镜 ��
�

金龙

��
�

银粉盒 ��

��
�

�式陶罐

�

金链 ��
·

甲
�

铁棺环

�
�

玛瑙扳指

银牙签 ��
�

��
、

��
�

素面铜镜 招
�

金龙 ��
�

�式陶罐 甲
，

铁棺环

�
�

砚式金瞥 �
�

金圈 �
、

�
、
�

、
��一 ��

、

盆�
�

金压胜

银耳勺 ��
�

银钥匙 比
�

金串珠 ��
� ‘
长命富贵

“

铭

���� �
�

�式陶翅 �

�
、

�� �式银替 ��
、

盆�

�式金铀

�式金戒指

�
�

�式金锢

“
�

铜带饰

菱花形铜镜

�
、
� �式金耳坠 �

�

�式银替

甲
�

�
、
�

、
��

�

�式银警

东�
�

双鱼铜镜 比
�

金龙 铁棺环

� �� � �
�

�式陶皓 �
�

金龙 �

��� 马年



坑内置 �陶罐
，
内置金龙 �条

、

铜钱数枚
。

葬具已腐朽
。

葬式为仰身直 肢 �图 一

六�
。

随葬器物多置于尸骨头部 及 上 身 附

近
，
主要为金

、

银
、

铜
、

玉 器 等 �详 见 附

表�
。

其余�室除棺室北壁结构比��� 简单外
，

形制基本相同
。

尸骨及随葬品放置情况也基

本同于��� �图一七�
。

�

二
、

墓内浮脸及彩绘

王玺夫妇墓和王祥夫妇墓墓壁上有浅浮

雄
。

王玺夫妇墓雕后施彩
，
还有彩绘

。

王祥

夫妇墓不施彩也无彩绘
，
王祥墓棺室顶有线

刻藻井 �幅
。

浮堆部分均系先雄好后
，

再嵌

砌于墓的东西壁和棺室北壁
，
画面多数保存

完好
。

内容可分为世俗生活和吉祥福寿图案

两类
。

�一�王玺夫妇墓浮雕及彩绘

此�墓的棺室壁面有浮雕及彩绘
。

彩 绘

及浮雕所施彩为红
、

绿
、

黄
、

蓝
、

黑及褐等

色
，
在同类形象中交替使用

，
色彩谐和

、

艳

丽
。

�
�

王玺墓����棺室浮雕及彩绘

北壁壁完后壁雄墓主王玺像及男侍
，

完

外两侧壁也服男侍
，

中层雕方胜
，
下层雄寿

��一福海
。

东西壁各壁兔自上而下各层后壁分别堆

飞天
、

男侍
、

珍品
、

寿山福海
。

此外
，
北

、

中完兔外侧壁均彩绘瓶花
，

南完完外南侧壁

堆文官
。

王玺及左右男侍 位于北壁壁完后壁
。

像高��
�

�厘米
。

王玺头戴冠
，
身穿交领宽袖长

服
，
肩着被

，
足穿翘头鞋

，
双手捧易板举于

图一九

浮雕男丫李

���棺室北壁

瘫外西和呀�草本

图一八 浮雕王玺像及男侍���棺室北壁璧雍�摹本 图
��� 下黔男侍���棺室

�

�匕壁奥外东侧、 毕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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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王组家族蕊葬登记衰

墓墓墓 墓 � 前 室室 棺 室室 墓主人人 性性 入葬年分分 随 葬 遗 物物

型型型 号� 长 “ 宽 “ 、、 长 �宽 � 高高 姓氏氏 别别别别

����� �米少少 �米�����������

����� �
�

��� �
�

��� �
�

��� �
�

��� �
�

�� �
�

��� 田氏氏 女女 天顺八年年 鑫鑫壤毕豁髯势藻髯驴嘿若若
石石石石石石石石浩命符

���

����� 同 上上 同 上上 贾氏氏 女女 成化十八年年 金手镯�
、

素面铜镜
、

�瓷盖罐
、

青花瓷盘盘
����������������

、

石买地券
、

石浩命符
。。

����� 同 上上 同 上上 王玺玺 男男 天顺八年年 亚金替
、

银耳勺
、

六棱银钉�
、

素面铜镜
、、

铜铜铜铜铜铜铜铜规 王
、

�铜香炉
、

�瓷盖罐
、

�瓷盖罐
、、

青青青青青青青青花瓷盘��
、

石买地券�
、

石诏书
、

石浩命命
符符符符符符符符

。。

�����

���
同 上上 曹氏氏 女女 同上上 �金替�

、

五金耳坠�
、

�金耳坠
、

�金戒指指

���������������
�

、

扮金钮扣�
、

素面铜镜
、

青花瓷盘�
、

���

陶陶陶陶陶陶陶陶罐
、

，陶罐
、

�陶炉
、

石买地 券
、

石 证证
书书书书书书书书

、

石浩命符
。。

����� 同 上上 同 上上 蔡氏氏 女女 同上上 路貂知梦
、

隽簇爬佩黑今鬓蒸
饰

、、

��������������� 十二生肖铜镜
，

玉佩饰
、

�瓷盖罐�
，

亚瓷瓶瓶
���������������

、

青花瓷洗
、

亚瓷碗
、

青花瓷盘��
、

瓷女女
俑俑俑俑俑俑俑俑�

�

五陶罐
、

�陶炉
、

�陶瓶
、

石买地券
、、

石石石石石石石石诏书
、

石浩命符
。。

�������
�

�� �
�

��� �
‘

��� 朱氏氏 女女 正德七年年 �金铂
、

�金铀
、 ，金奢

、

�金耳坠�
、、

金金金金金金金金手镯�
，

兀金戒指�
、

�金戒指�
、

金带饰
、、

互互互互互互互互银警�
、
���银替�

、

�银替�
、 “

为善最乐
““

铭铭铭铭铭铭铭铭铜镜
、

�瓷碗
、

白瓷杯�
、

�陶炉
、

陶烛烛

台台台台台台台台�
。。

������� �� �
�

��� �
�

��� 王 “ 渊…男男 同上上 金带饰
、 ‘

为善最乐
‘

铭铜镜
、

铜钱��
、

���

陶陶陶陶陶陶陶瓶
、

�陶炉
、

石买地券
、

石浩命符
���

������� ���
�

��� �
�

����� 女女女 �金细
、

�金铀
、

�金瞥�
、

�金耳坠�
、、

���������������银答�
、

银手镯�
、

亚银钮扣�
、

银带饰
、、

方方方方方方方方形铁块
���

������� �
�

��� �
�

��� �
�

��� 明氏氏 女女 宣德六年年 �陶瓶�
、

五陶炉
�

陶爵�
���

���� � �
�

��� �
�

�� �
�

��� �
�

��� �
�

��冰 �
�

���� 王祥祥 勇勇 同上 …�瓷碗�
、

�，甸沪
，

锡壶� 石诏书
。。

、、

������ �
�

��� �
�

��� �
�

���� 赵氏氏 女女 同上上 银耳坠
，

铜替
、

�陶瓶�
、

陶爵�
、

锡壶
、、

铁铁铁铁铁铁铁铁剪
、

木梳
、

泥烛台
、

铜钱�礼礼

����
’’

�
�

��� �
、

��� �
�

��� 雷氏氏 女女 正德七年
，，，

铜替�
。。

���毯毯毯 �
�

��� �
�

名�� �
�

��� 刘氏氏 女女 同上上 铜餐
。。

�������� �
�

��� �
�

��� �
�

��� 王抢抢 男男 同上上 金圈
、

�银替
、

铜瓶�
、

�铜香炉
、

皿瓷碗
、、

石石石石石石石石买地券
、

石请命符
���

���� � �
�

�� �
，

�� �
�

��� 王鉴鉴 男男 弘治十三年年 少金修
、

金带饰
、

素面铜镜�
、

青花瓷盘�
���

�������� 同上
���

朱氏氏 女女 同上上 �金替�
、

�金替�
、

�金耳坠�
、

�金效指指
���������������

、

�金钮扣�
、

互金钮扣�
、

，金钮扣�
、、

金金金金金金金金佩饰
、

金耳勺
、

金串珠
、

金粉盒
、

金压压
胜胜胜胜胜胜胜胜钱

�

亚银替�
、

银手镯�
、

素面铜镜
、

铜带带
饰饰饰饰饰饰饰饰

、

石买地券
。。

� �� �年



�
�

��� �
�

��� �
，

�� �银替�
、

银耳坠
�银戒指

、

万银
�陶灌

�

�
�

�魂入 �
�

��尺 �
�

���

� …金龙
、

�银替
、

� 。。替�
、

� ��
、

�宇仗钮扣
、

亚银钮扣
、

� �戒才�“
�

、

双鱼，同镜
、

铜瞥�
、

�金将�
、

姐金替�
、

�金耳坠�
、

�金钮扣
、

金龙
、

金圈
、

铜投壶�
、

素面铜镜�
、

�铜香
炉

、

铜钱��
、

�瓷瓶�
、

�陶罐
、

六校玉珠
�

�通长��荞�
�

��� �
�

�� �
�

�‘ � �
�

��� �
�

��

�
�

…� ��

妥几百天
�一

面

金钾
串珠

、

金压胜钱�
、

金龙
、

金链
、

金圈
、

、

银粉盒
，

银钥匙
、

银耳勺
、

银牙
长命富贵

”

、

�陶罐
、
铭铜镜

、

玉带公〕了
、
神兽葡萄铜镜

、

玛瑙扳指
�

�

，金铀
、

�金耳坠�
、

亚金戒指�
、

�银替
、

亚银替�
、

�银替�
、

双鱼铜
带饰

、

�陶罐
�

性��
�

铀
、

铜、

钱龙金
·

硕金签铜一�镜金

同上 金龙
、

菱花形铜镜
、

�陶罐
�

勺一口�
﹃‘哈﹄匕八

券顶墓

注
� ①墓均南向

�

② “

随葬遗物
”

栏中
，

罗马数字为式别
，
阿拉泊数字为件数

，
不注明件数的为单件

�

胸前
，
端坐帐中椅上

。

左右各立 �男侍
，
服

饰相同
。

头戴瓜皮帽
，
身穿交领束袖长服

，

肩 着 被
，

腰 束 带
，
足 穿 圆 头 鞋

。
�人捧

书
， �人托砚 �图一八�

。

完外两侧壁分别

雕 �男侍
，
服饰

、

动态相同
。

头戴乌纱帽
，

身着圆领束袖长服
，

肩着被
，
腰束宽带

，
足

穿圆头鞋
。

双手举 �婴扇而立
。
�左 向

， �

右向 �图一九
、

二��
。

文官 �幅
。

位于东西壁最南端
。

像 高

��
�

�厘米
，
服饰

、

动态相同
。

头戴乌纱帽
，

身穿圆领宽袖长袍
，
足着圆头鞋

，
双手捧笛

板站享
，
�左向

，
�右 向 �图二一 二二��

飞天 �幅
。

位于东西壁兔上层
。

两 壁

各�幅
，
每幅�飞天

。

像高��厘米
。

均 头 束

髻
、

系带扎花
，
颈戴项饰

，
上身裸露

，
肩围

披帛 �条
，
腹系兜肚

，
手腕戴双镯

，
下身着

长裤
，
渐成飘带

，
腰束带

。

东壁�幅有的 �手

举花 �枝
，
�手托 �花盘或花盆

，
有的双手

托花盆于胸前
。

此外中免 �飞天
，

双 肘 戴 镯

�图二三 �二五�
。

西壁�幅双手所持物基本

与东壁相似
，
此外

，
北完 �飞天双手均举花

�枝
，
头残 �图二六 �二八�

。

�

东西壁男侍 �幅
。

位于飞天的下 层
。

每壁各�幅
，

每幅�男侍
。

像高��厘米
。

均头戴

乌纱帽
，
身穿圆领束袖长服

，
肩着被

，
腰束

宽带
，
足穿圆头鞋

。

双手托物站立
。

东壁 �

幅有的双手举灯笼于左肩
，
有的双手托盘

，

盘中置灵芝
、

串珠
、

点心及花等 �图二九�

三一�
。

西壁�幅有的双手举灯 笼于右肩
，

有的双手托盘
，

盘内置珊瑚
、

杯
、

花和燃烛

�图三二
、

三三�
。

珍品 �幅
。

均系以缓带
。
�幅位于东西

壁男侍的下层
。

每壁各�幅
，
每幅�件

。

画面

高��厘米
。

东壁 �幅分别为古罗钱
、

金银锭

和玉版 �图三四 一三六�
。

西壁�幅分 别 为

犀角
、

珊瑚和玉版 �图三七�
。
�幅雕 于 北

图二一 浮雕文官

���棺室西壁�慕本

图二二 浮雕文官

���棺室东壁�摹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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壁中层
，
为方胜 �图三八�

。

瓶花 �幅
。

彩绘于东西壁中完
、

北完

笼外两侧壁
。

画面高�� 一 ���厘米
。

花 均 插

人瓶中
。

瓶小口
，
细长颈

，

附二方形竖耳
，

圆肩
，
鼓腹下收

，
平底

。

下腹部饰莲瓣纹
。

东壁 �幅
，
自北向南分别为灵芝

、

荷花 和 牡

丹 �图三九 � 四一 �
。

西壁�幅
，
白南向北分

别为芙蓉
、

芍药和灵芝 �图四二
、

四三�
。

寿山福海 �幅
。

位于北壁下层及 东 西

壁壁完底层
。

画面高�� ���厘米
。

东西壁各

�幅
，

北壁�幅
。

均雕山水
，
山上刻楷书

“
寿 ”

字
，
水面刻楷书

“
福

”
字

。

东西壁�幅 均 雕

�山�图四四�
。

北壁�幅雕�山 �图四五�
。

�
。

蔡氏墓 ����棺室浮雕及彩绘

整个棺室的浅浮雄和彩绘
，
与王玺墓中

所 见 布 局
、

大小
、

色彩均相同
，
但墓主 人

像
、

侍从为女性
，
手托物品不尽相同

，

准文

官处改雕侍女
，
瓶花数量少�幅

。

蔡氏及左右侍女 雌于棺室北壁壁危后

壁
。

蔡氏像高��
�

�厘米
，
头束髻

，
替花

，
饰

“
山

”
字形铀

，
戴耳坠

，
身穿圆 领 宽 袖 长

服
，
腰束宽带

，
足穿翘头鞋

。

双 手 拢 于 腹

前
，
端坐帐中椅上

。

左右及完外两侧璧均雄

�侍女
，
像高 ��

�

�厘米
，
均头束 双 髻

、

系

带
、

替花
，

场穿圆领紧袖长服
，
腰束宽带

，

足穿圆头鞋
。

双手分别 捧 巾
、

托 奋
、

举 罢

扇
，
侧身而立 �图四六 � 四八�

。

飞天 �幅
、
像高��厘米

。

位置
、

服饰
、

图二五 浮雕飞天���棺主东枯之北完�纂本 图二八 浮雕飞天���愉室西壁北竟�摹本

一 。 � �年





图三八 浮雕珍品���棺室北壁中层�幕本

双手持物及形态均与��飞天相似
。

东西壁侍女 �幅
。

均为立姿
。

�幅位于飞天之 下
，
每幅�人

。

像高��
�

�

厘米
口

侍女均 发 后 系 结
，

饰 花 �朵
。

身 穿

圆领宽袖长服
，

肩着短被
。

东壁侍女除 �人

双手拢于胸前外
，
余均托物

，
有的托盘

，

盘

内置珊瑚
、

蛋
、

果品
，
有的托执壶

、

燃烛等

�图四九 一五一�
。

西壁侍女除 �人双手拢

于胸前外
，
其余均双手托盘

，

盘中置花
、

串

珠
、

蛋
、

点心等 �图五二 �五四�
。

�幅位于东西壁近棺室门 处
。

像高��
�

�

厘米
。

头束双髻
、

替花
，
额前系带

。

身穿圆

领束袖长服
，

腰束宽带
，
足穿圆头鞋

。

均侧

身而立
。
�人托方盘

，
盘中置 �小杯

，
杯中

放 �小勺 �图五五夕
。
�人双手举壶于胸前

〔图五六�
。

珍品 �幅
。

均系以缓带
。

东西壁各�幅
。

画面高��厘米
。

除均有古罗钱
、

金银锭外
，

东壁另有犀角
，
西壁另有珊瑚

。
�幅 位于北

壁中层
，

为方胜
。

瓶花 �幅
。

绘于东西壁
。

画面高 �� 厘

米
。

东壁为牡丹和荷花� 西壁 �幅剥落
，
另

�幅为菊花 �图五七�
。

寿山福海 �幅
。

与��相同
。

画面高��

厘米
。

图三九 彩绘瓶花

���棺室东壁�摹本

图四� 彩绘丫叫乞

���棺室东壁�摹本

图四一 彩绘瓶花

���棺室东壁�摹琦

�� ���



图四二 彩绘瓶花

���棺室西壁�摹本

图四三 彩绘瓶花

���棺室西壁�摹本

图四四 浮雕寿山福海 ���棺室东壁南竟�幕本

其余�座女性墓 �� �
、
�

、

钓 的浅浮雕

及后绘基本与��相同
。

不同的为墓主像
，
侍

女 手 中 托 盘内所置物品为灵芝
、

珍 珠
、

蟠桃
、

奋
、

盖碗 �茶托�
，
方盘中放置�杯

、

峨杯
、
�杯

，

有的还执斧
。

�二�王祥夫妇墓雕刻
‘

此�墓棺室及王祥墓前室均有雄刻
。

�
�

王祥墓 �����服刻

除棺室顶部藻井图案为线刻外
，

其余均

为浅浮雕
。

棺室北壁上层雕碑记及左右侍女
，
中层

雄祭台及瓶花
，
下层雌花卉 �图五八�

。

棺室东西壁壁兔自上而下各层分别堆飞

天
、

侍女及乐舞
、

武士
、

狮和麒麟
。

前室东西壁壁完内自上而下 分 别 雕 仙

鹤
、

文官
、

男侍
、

狮
。

碑记及左右侍女 棺室北壁壁完后壁雕

碑记
。

碑呈长方形
，
宽��

、

高��厘米
。

上下

刻莲瓣
，
左右饰缠枝花

。

碑正中 阴 刻 楷 书
“ 大明宜授从仕郎龙州判官王公讳洋神主之

墓 ” ��字
。

碑两侧及完外两侧壁均雕�寺女 �

人
，
像高�� � ��厘米

。

均头束髻
、

系带
，
上

·

身着交领服
，
下身穿长裙

，

脚踩莲座
。

手中

托盘或举执壶
，

盘中分 别 置 食 物
、
�或 �

杯
，
侧身而立 �图五九 一六一�

。

祭台及瓶花 棺室北壁中层雕祭台和瓶

花
。

画面长�
�

��
、

高�
�

��米
。

台上置香炉和

蜡烛
。
�瓶花分置于台两侧

。

瓶侈 口
，
短颈

，

球腹
，

圈足
。

花为牡丹和绣球花 �图六二�
。

花卉 棺室北壁下层雕牡丹及绣球花各

�株 �图六三�
。

飞天 �幅
。

位于棺室东西壁壁完上层
。

每壁各�幅
，
每幅�飞夭

。

像高��厘米
。

均头

束双髻
，
身着圆领束袖长服

，
下端 渐 成 飘

图四五

浮雕寿山福海

���棺室北壁
‘

攀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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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四六 浮雕蔡氏像及�子女���室北壁壁宛�幕本

带
，

肩有被
。

置身于飞云之中
。

东壁飞天除

�位手中举花外
，
其余均双手托盘

，
盘中置

龟
、

食物和物吕 �图六四
、

六五�
。

西壁飞

天或
一

不托盘
、

举花或双手托盘
，

盘中置果

品 和 物 品 �图 六六
、

六七�
。

东西壁侍女 �幅
。

服于棺室 �壁之北

完
、

飞天以下一层
。

每幅 �侍女
。

像高约��厘

米
。
�人头束高髻

，
其余头后系结

，
上身穿

交领束袖短衣
，
下身着长裙

。

东璧各侍女双

手分别捧镜
、

奋和圆盒
，
侧身而

立 �图六八�
。

酋壁侍女 �人双

手托物
，
�人握双手于身前

，
�

人手持 �系绳圆扁壶
，
均侧身而

立 �图六九�
。

乐舞 �幅
。

浮雕于棺室西璧

南完
、

飞天以下一层
。

共 �人
，

像高 �� 厘米
。

居中者为 � 男 乐

工
，
立姿

。

头戴瓜皮帽
，
身着交领

束袖长服
，
腰束带

，

左手抱七弦

琴
，
右手作弹拨状

。

其右为 �舞

女
，
头束双髻

，
身着圆领长服

，

束袖较长
，

腰束带
，

举左手
、

提

左足作起舞状
。

男乐工以左为 �

女性
，
头束高髻

，
上身着交领短衣

，
下身着

长裙
，
双手拢于胸前

，
面向舞乐者而立 �图

七��
。

东壁南兔与西壁乐舞位置相对处画

面已剥蚀不辨
，
或许原来也浮雌乐舞

。

武士 �幅
。

雕于侍女及乐舞的下 层
。

每壁�幅
，
每幅�人

。

像高��厘米
。

均头戴乌

纱帽
，

身着圆领束袖长服
，
腰束 带

，
足 穿

靴
。

东壁武士分别举锤
、

俄等 �图七 一
、

七

二�
。

西壁�幅均残缺
‘

图四八

浮雕侍女���

棺室北壁宛

外东侧�摹本

， � �介





狮和麒麟 �幅
。

雕于东壁武士的下层
。

画面高��厘米
。

内容相同
，
为 �狮 �麒麟

，

狮居中 �图七三�
。

西壁 �完相对处浮雁已

剥落
，
原似也雕同类图案

。

仙鹤 �幅
。

雕于前室东西壁完上 层
。

每幅�鹤
。
画面高��厘米

。

鹤作飞翔状
，
置

身于飞云之中 �图七四�
。

文官 渔幅
。

服于仙鹤下层
。

东西壁各 �

图五七

彩绘瓶花

���棺室西

壁�攀本

图五五 浮雕侍女

��匕棺室西壁�攀本

图五六 浮雌侍女

���棺宜东遥�攀长

图五八 ���棺室北壁剖面图 图五九 俘雕碑记及侍女����棺室北壁壁兔�拓片

� �� �年



图六二 浮雕祭台及瓶花����棺室北壁�拓片

幅
，
每幅�人

。

像高约��厘米
。

均 为立 姿
，

头戴乌纱帽
，
身着圆领束袖长服

，
腰 束 宽

带
。

东壁�人中
，

右�人执物
，

其余�人 手拢

于身前 �图七五�
。

西壁�人手均拢于身前
。

男侍 �幅
。

位于文官的下层
。

东 西 壁

各�幅
，
每幅�人

，
�人一组

。

像高�� 厘 米
。

均 为立姿
。

每幅中北侧一组均头 戴 巾
、

系

带
，

身着圆领束袖长服
，
腰束带

，
足穿短筒

靴
。

其中东壁�人中�人手拢于身

前
，
左肘下夹 �长方形物 扩 另 �

人右手抚胸
，

左手举于胸俞
。

西

壁�人中�人左手秉烛
，
右手扶腰

带 � �人拢手于身前挤其中�人右

腋下夹一长圆筒形物
。

南侧 �组

�人均头戴瓜皮帽
，

上身着交领

束袖短衣
，
腰束带

，
下身穿裙

，

足穿靴
。

东壁�人中�人双手均拢

于身前
，
�人已残缺 �图七六�

。

西壁 �人中 �人双手拢于身前 �

图六一
’

�人左手平举胸前
，
右手扶腰带

，

黑撬
头上似擂

迪饰
�

卿专���
�

�

北壁完外 狮 �幅
。

雕于前室东壁壁

东侧�拓片 兔最下层
。

画面高��厘米
。

为 �

狮相对 �图七八�
。

西壁壁完相

对处已剥落
，
估计原来也雕同类

图案
。

藻井 �幅
。

位于棺室顶中

部
。

方形
，
边长��厘米

。

线刻二

龙戏珠
�

，
四周布满云气纹 �图七

九�
。

�
�

明氏墓 ��的 浮堆

北壁壁完后壁浮雕碑记及侍

女
，
下层雕祭台 及 瓶 花 �图 八

��
。

东西壁壁完上层均雕男女侍
，
两壁北兔

下层也雕男女侍
，
南兔下层则雕乐舞

。

碑记及左右侍女 北壁壁完后壁正中堆

碑记
。

碑形及四周纹饰与���相似
，
高��

�

宽��厘米
。

阴刻楷书
“
龙阳郡明氏二孺人之

墓
”
��字

。
碑左右及兔外两 侧 壁 均 堆 �侍

女
。

均头束髻
、

系带
，
上身着交领短衣

，

下

身穿长裙
，

脚踩莲座
。
�人双手执壶

，
�人

图六三 浮雕

花卉����棺

室北壁�拓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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双手托盘
，

盘电聋
、

专高足杯
。
均侧身而立�图

八神
。

其中皋外东侧壁侍女已剥落
。

络冶及瓶花
’

雕王目比下层
。

画 面 高

约��厘米
。
合上置 �香炉

，
两侧分别雕 �瓶

牡丹和绣球专
· �

�图八二�
。

男女侍 �幅
。

�福位于东西 壁 壁 兔 上层
。

炼壁�幅
。

像高��厘米
。

其中南鬼上层均刻男女侍各 �

人
。

女侍头束双髻
、

系带
。

上身着交领束袖

短衣
， 一

卜身穿长裙
，

手中分别托 �圆盒和 �

图六六 汗触代沃�� �。棺室西欲南宛�拓片

� ���年



叮
一

了

套盒
。

男侍均头戴瓜皮帽
，
身着圆领束袖长

服
，
腰束带

。

东壁 �人双手拢于身前
，
西壁

�人双手捧方盒
，
均立于云海之中

。

此 �幅

男女 侍 中 间有芍药或牡丹 �株 �图八 三
�

卜
�

‘

八四
��

上�
。

北盒 上层均刻 了男侍和�女

侍
。

其中东壁男侍位置居中
，
西壁男侍位于画

面最右
。

女侍头束髻
，

均着束袖长服
，
�人交

领
，
余皆圆领

，

腰均束带
。
�人托奋

，
�人执壶

，

其余�人双手托盘
，

盘中置食品
。

东壁男侍头

戴 瓜皮帽
，

身着圆领束袖民服
、

腰束带
，
双

竿 了期





图七三 浮雕狮和麒麟 ����棺室东壁南兔�拓片

手执瓶举于胸前
。

西壁男侍头戴乌纱帽
，
衣

饰同东壁男侍
，
双手托方盘

，
盘中置�杯

。

均

立于云海之中 �图八五
�

上 � 八六
�
上�

。

�幅位于东西壁北戛下层
。

每幅�男侍�

女侍
。

像高��厘米左右
。

东壁男侍居�人中
，

头戴瓜皮帽
，
身着圆领长服

，
双手托盘

，

盘

中有 �龟
。

西壁男侍头戴乌纱帽
，
服饰同东

壁下层男侍
，
双手拢于身前

。 �

女 侍 均 头 束

髻
、

系带
，
均着长服

， �人圆领
，
�人交领

，

腰均束带
。
�人双手举双板 � �人托盘

，
盘电

置 �杯 � �人双手拢于身前
。

均立于雕花围栏

之内 �图八五
‘
下笋八六

，
下�

。

乐舞 �幅
。

雕于东西壁南完下层
。

每

幅 �人
。

像高��厘米
。

皆女性
，
均为舞者居

中
，
奏乐者分立两侧

。

头均束髻
。

东壁�女乐着短衣长裙
，
左�人衣交领

，

吸手持板作拍击状
� 右�人侧身

，

举双 相 击

一扁圆鼓
。

中间�人头束双髻
，
身着圆 领 长

服
，
束袖较长

，
腰束带

。

头斜向击鼓者
，
右

手举起作起舞状 �图八三
�
下�

。

西壁�人均着短衣长裙
。

右侧乐 者 衣对

襟
，
头侧向舞者

，
怀抱五弦琴作弹拨状

。

左

侧乐者衣交领
，
头左侧

。

双手持长笛作吹奏

状
。

舞者戴耳饰
，
衣对襟

，
长袖

，
头侧向弹

琴者
，
右手擂腰

，
左手斜举作起舞状 �图八

四
�

下�
。

�
�

赵氏墓 ����� 浮雕

布局
、

内容等基本同于��
。

碑记 阴 刻

楷书
“
救封龙阳 郡 赵氏孺人之墓

” ��字
。
�

幅 乐舞中乐器的组合与 ��略有不同
，
�幅

图七五

浮雕文官

�� ��前

室 东壁完�

拓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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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笛
，�鼓的组合

，
�幅 为手击乐器与五弦琴

组合
。

三
、 �

随葬遗物

各墓出土遗物多少不等
，

最少的�件
，

最多的��件
。

有金器
、

银器
、

铜器
、

瓷器
、

陶器
、

玉器
、

锡器
、

铁器
、

木 器及 泥 器 等

�详见附表�
。

�一�金器

���件
。

有发饰
、

耳坠
、

手饰
、

带 饰
、

服饰
、 �

胸佩饰
、

龙等
。 � ，

质地分纯金和金包银

两种
。

钡 �件
，
可分�式

。

采用模压
、

钻刻
、



焊接
、

缠绕等方法制成
。

其纹饰 呈 半 立 体

状
，
内容有人物

、

神像
、

鸟兽
、

楼阁及花边

等
。

依其用途又可分成前后韧两种
。

工式�件
。

呈山峰形
，
峰尖居中

，
正

、

背面均有纹饰
。

均为后铀
。

�

�� � �正面以建筑为背景
。

顶上有缠枝

葡萄
，
下以栏板相围

，
栏板下有云纹

，
周边

均环绕连珠纹
。 ‘

中部�人骑在马上
，
身后两侧

各有 �男侍举婴扇相随
，

马前两侧各有 �人

提灯开道
，
马头前有�人吹笙

，
�人起舞

。

两

侧有乐 队 和 侍 者
，

或吹笛
，

或击鼓
，
或操

琴
，
或弹琵琶

，
或托物品相随

。

人物共有近��

人
。
人物后方隐约可见瓦顶

。

背面以金箔模

压出瓦房�组及�个横置的管状穿孔
。

此铀制

作精细
，
人物造型生动

。

长��
�

�
、

高�
�

�厘

米
。

重��
�

�克 �彩色擂页壹 ， 图八七�
。

图八四 ��西壁南完浮雕拓片

上
�

男女侍 下
�

乐舞

图八三 � �东壁南宛浮雕拓片

上
�

男女侍 下
�

乐舞
·

另�件 ���
� ��

、
������ 图案相向

。

正面周边环绕连珠纹
。

中间为 �坐佛
，
左右

各 �侍童
，
身后均有叶片

，
佛下有双凤及莲

花
，
莲花四周有缠枝花环绕

。

背面有�个 横

置的管状穿孔
。
���

� �长��
�

�
、

高�
�

�厘米

�图版壹
� �� 图八八�

。
��� ��稍大

。

��式�件 ���
� ���

。

呈叶片形
。

也为

后铀
。 ’

正面饰园林建筑
�

前有围栏
，

栏下有

流水及 �龟� 后有瓦房
，
顶上覆盖缠绕的枝

叶
。

围栏与瓦房间有��余人组成生动的上马

出行场面
。

中间 �人头戴乌纱帽
，
蓄长须

，

身着圆领长服
，
正骑在马上 � 其后 �女性头

束高髻
，

身着交领服
，
正由 �人扶着上马

�

其余各人或举物相随
，

或作送行状
。

背面以

金箔模压成楼阁和管状穿孔
。

长�
�

�
、

高�
�

�

艇米
。

是铀中最小的 �件 �图 版 壹
� �� 图

八九�
。



菩萨乘狮
，
左右各 �侍者

，
�双手捧物

， �双

手合十
。

长��
�

�
、

高�
�

�厘米 �图版壹
� ��

图九一�
。

���
� �形制与��

� �相类
。

正中为 �菩

萨坐于莲台上
，

左右各 �侍者
，

下有 �朵莲

花
。

替 ��件
，
可分�式

�式�件
。

均出于��
。

替头呈长条形
，

正面为半立体双重楼阁
，
每重均 有栏杆

，
歇

山顶或卷棚顶
，
顶上有葡萄枝叶环绕

。

圆形

擂针
。

�� �

��替头上层阁顶 为 卷 棚 顶
，
下层

为歇山顶
。

上层阁内对坐 �人
。

下层阁中部

坐�人
，
面前 �物

，

上有方格形图案
，
似为�

棋盘
，

坐者右手置此物上
。

左右分立 �人
。

图八五 浮雕男女侍 ���东壁北完�拓片

，���式�件 。

呈
“
山 ” 字形

，
均为前 铀

。 ‘

�� � �正面饰围栏
，
栏后人物分 �排

。

后排居中处聪坐 �老史
，
长须

，

左手扶杖
，

右手置腿上
。

左侧立 �男侍
，
双 手 捧 果 盘

面向老曳
。

男侍身后 �鹿
，
正回首向老曳张

望
。

右侧立 �女侍
，
双手捧盘面向老史

，

盘中

置�杯
。

女侍身后立 �鹤
，

引颈向老雯
。

后排

左右两端均立 �男�女
，
女性持物

，

男性双手

拢于身前
。

前排 �人
，
均侧身向老者

，
左右

侧各 �人
，
有男有女

，

或持物
，

或洪手
。

顶

部有火焰状纹饰
。

正面上下原均嵌宝石
，

已

脱落
。

在
“
山

”
字形 �竖处及纹饰栏杆下方

、

均有三角形镂孔
。

长�
�

�
、

高 �厘米 �图版

壹
� �� 图九��

。

�� � �正面中部饰围栏
，

栏下有 �朵莲

花
。

顶部有火焰状纹饰
。

栏杆内中部为文殊
图八六 浮雕男女待 ���西壁北充�拓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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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件
。

替头呈尖瓣菊花形
，

红色宝石 �颗
。

插针上段呈管状
，

针
。
��� � ��替头径�

。
�

、

米 �图一�一�
。
��� �

花心嵌淡

下段接银

管状擂针长�
�

�厘

��宝石已脱落
。

��式�件���理
�

花 心 嵌 淡 黄色宝石

上有螺状纹
，
颈下，�

��
。

替头为 �朵小花
，

�颖
。

花下为细圆颐
，

段呈六棱形
，
渐成圆推

错在甲交仲冬。。次也八勇到乞引利

图九五

卫式金替

�������

�原大�

了印‘矛未。日本么奎舌里一币东口介次古

图九三 立式金咨�� ���幻 �原大�

一一一�‘ �������曰���

图九四 �式金替 �������

上
�

正面 下
�

背面 图九六 亚式金替���
����



形
。

替头径�
�

�
、

通长�
�

�厘米�图一�二�
。

珊式�件 �� ��
� ��

、
���

。

替头 为 圆

盘状
，
盘内嵌螺铀

，
盘下近底部饰连珠 �周

和绳纹 �，周
。

管状插针
，
下接银针

。

替头径

�
�

�
、

深�
�

�厘米
。

耳坠 ��件
，
可分�式

。

工式�件
。

葫芦形
。

表面满布细丝
。
�件

���
� �

、

���叶 和蒂 上嵌宝石�颗
，

瓜心

为古罗钱形
，

瓜长�
�

�厘米 �图 一�三�
。

其余�件 ���
� ��

、
��

，
���’ ��

、
��� 叶

和蒂上无宝石
，
瓜心为�朵小花

，
其中���

��瓜长�
�

�厘米 �图一�四�
。

�式�件
。

葫芦形
，
瓜面分瓣外凸

。
�件

����
� �

、
��瓜面分为 �瓣

，

有蒂和 �片

图九九

血式金替

������

�����

图一�� �式金替 ���� ���

图九七

皿式金替

�������

�����

图一�一 ��
义金件�� ��� 卜�

图九八 皿式金瞥 ������� 图一�二 �式金譬��卜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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叶
，

瓜心为古罗钱形
，

瓜长 �厘米 �图一�

五�
。

其余�件 �血‘
� ��

、
��

、
��

，
����

�
、
�

，
���

� �
、

�� 瓜心为小花辫形
。

���式�件 ���
�

�

���
。 ，

油芦形
，
瓜

，

面光

素
，
瓜心为花瓣形

。

瓜长 �娅米 �图 一 �

六�
。

��式�件 ����
� �

、
���

。

为 �瓣小花

形
。

花径�
�

�厘米 �图一�七�
。

戒指 ��件
，
可分�式

。

�式�件
。

嵌宝石
，
宝石多已脱落

，
托

有长方形
、

桃形
、

椭圆形
、

圆形
、

六边形及

方形几种
。

其中���
� �椭圆形

，

托底饰连珠

纹和绳纹
，
内嵌紫红宝石

，

指环饰云气纹
，

托径�厘米 �图二�八�
。

�式�件
。

面为 �立体睡狮
。

托 周饰 连

珠纹
。

其中 �件 价��
� �

、

�� 托 底 部 镂刻

古罗钱
，

长 �
�

�厘米 �图一�九�
。

另 �件

�� ��
� ��

、
���

、

托底为 �小圆孔
。

班式�件 ���
� �

、
��

。

面为 �立体伏

地鸳鸯
，
托周边饰连珠纹

。

长�
�

�厘米 �图

�一��
。

手镯 �件
。

均系连珠形
。 、

有开 口
，
口

两端各有 �段为六面体
。
�件 ���

�一�
、
���

为纯金质
，

开 口处�面中有�面刻饰斜方格纹

等、 其中��
�
��六面体内边分别阴 刻 楷 书

“
能造

” 、 “
赤金

” 。

径�倾米
，
重乞润克 �图

一一一�
。

另�件 ���
� �

、
��为金包银质

，

开 口处�面刻饰花瓣
。

带饰 �组
。

��
� ����铐��枚

，
前��

，
后了

，
与 明 制

相符
。

每枚表面楼刻缠枝莲
，
并嵌色泽

、

大

小不�司的宝石
，

最少�枚嵌�颗
，
最多 �枚嵌

��颗
，

共嵌宝石���颗
。

通长�
�

��
、

宽�
�

��米

�图版贰
� ��

。

��� � �已残
，
现存铐招枚

。

每 枚上 镂

刻缠枝花作为地纹
，
中部突出 �麒麟

，
姿态

各异
，

有的奔跑
，
有的下伏

，

有的站立
，

有

的踞地
。

其余 �组中
，
�����残存��枚

，
铐为莲

花瓣形
，

中心均为 �花
，
各铐中心饰花种类

均不同
。
� ���残存��枚

，
原均嵌物

，

出土

��
·

�
·

已��兑落
，
�
吧

斤��又物不明
。

夕住��� 为 �件二，�’分 �式
、

�

�式 �件
。 “

绳托月形
。

纽为 �朵云形
。

扣为圆月形
。
入���

� �通
一

长�厘米 �图 一 一

二�
。

另�们钧出自���
。 ‘

�式�件
。

均出自���
。

蝶 采花形
。

纽

为双蝶
，

扣为�朵菊花
。
���

�
��扣径�

�

�厘

米 �图
�

一三�
。

���式�件
。

均出自 ���
。

无 纽
，
珠 形

扣
。

��式 ��件
。

出自��和��
。

无纽
，

铁形寸�一
。

泣
��祝、

图一�三 �式金
丁
一

��坠

������
�一�四 �式几金

，
�坠

�� �����

�一�五 兀式金

�� �����
图

一
�六 ���丘

�人�����

图一�七 �式金耳坠

�� ������

图一�八 �式金戒指

�������

图一�九 五�
之金戒拓

������

� 皿�
几金戒指

������

� �� �



图一
‘

一 一

金手娜

�������

图一一二

��戈全料扣

�卜下工�����

其中 � �� �

�� 颈部有 双翼
，

身披鳞
，

似飞

状
，

长��乏嚷米 �图版贰
�

的
。
���

�

� ��无

翼
。

压胜钱 �枚
。
���出�枚

，
另 �枚出自

���
。
以金箔压制而成

。

方形穿
，
宽沿

，

肉

有双弧纹及 �个小圆孔
。

钱径�
�

�厘米 �图

一一六�
。 �

其他 ��件
。

耳勺 �件 ����出土�
，

长�厘米
。

链条�件 �� ��
� ���

，

长��
�

几�住〔

米
。

小圆圈�件 �� ��
、

� ��
、
� ��出土�

，

径�
�

�一 �
�

�厘米
。

空心串珠�串����
、
入丁��

出土�
，

各有�透
、

��颗
，

径�
�

�厘米
。

云形

饰�件 ����出土�
。

花形饰 �件���
����

。

桃形饰�件 ����出王�
，

为金镶玉质
。

圈 一三
���让金纽扣

��������

佩饰 �件
。

�� � ��套链 的 �端拴 �圆环
。

另 �端

拴�镂孔古罗钱形圆球
，
球 四 周悬吊 �朵喇

’

叭形龙乡
、
球下鑫威

�

帷孔长圆筒
，
筒身均

镂刻缠枝花
�古罗钱和仙鹤 �对

。

筒径飞
�

�
、

高�
、

通长��厘米 �图版贰
，
��

。

��� � �球形链的��端倒吊 �朵莲花
，

花

上 �对鸳鸯
，

嘴各含 �套链
。

链分 �段
�

上

�段急吊 �朵云
，
云两端吊喇叭 花 朵 � 中间

�段吊�古罗钱
，

钱两侧吊 �圆铃 � 最下 �段

吊�锭
，
锭两端吊花 �朵

，
中部悬鱼�条

。

通

长��厘米 �图一一四�

粉盒 �件 ����
� ��

。

圆形
。

盖面凸

起
。

盒身子口
，

平底
。

盒与盖的�侧均有�方
�

形横耳
，
耳孔中套�链

。

盒径�
、

带盖通高�
、

雏长��厘米 �图一 一五�

一 ， 龙
」

�条
。

出于� �� 一 ���腰坑所置 陶罐

内
。
为金箔模压制成

。
�条 �� �� ��

、
��� ���

、

��反���
、
������有双翼

，

长�一 ��厘米
。

几� �入�止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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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银器
’

一

�勺件
。

有钟
、

耳坠
、

手镯
、

戒指
、

纽扣
、

带饰
，

共中以馋最多
。

另有耳勺
、

牙签
、

小

圆粉盒
。

，

替 ��件
一，
可分�式

。

�式�件 ����
���

、
� �����

。 �

形 制 基

本同于 ��式金管
。

瓜状替头
，

有蒂和叶
，
瓜

心为 �朵小花
。
�����替头长�

、

宽�
�

�
、

通长��

厘米 �图
�
一

一七�
。

��式功件
。

形制与��式金将相似
，
但花瓣

层次或多或少孟且分粗细两种
。
�补���� ��

、

���瞥头细花瓣
，

答头径�
�

�
、

通 长比厘
�

米

�图�

一八�
。

其余 �件 出 自从 ��
、
� ��

、

���
、

���
，

答头均 为条形圆角粗花瓣
，

其中

�����管头径�
�

�
、

通长��厘米�图一一九�
。

纸式�件
。

出 自��
、

��
、 ·

� ��
、
����

替头花形
，
瓣呈尖状

，

径�
�

�一 �厘米
，
圆形

播 针
。
���

��巷头为 �层大尖瓣菊花
，

臀头

径�
、

通 长 �牙译厘米 �图一止��
。

抖式�件
。

均出自��
。

替头为�小花
，
花

心上凸
。

细圆 颈有螺纹
，
颈下六棱 下收

，
圆

形 插针
�

����答 头径 。 ，
�

、

通长��
�

�厘米
。

�式�付
“
����

���
。

方形小科头
，

插针

与�式相似
。

瞥头宽 �
、

通长�
�

�厘米
。

戒指 �件�可分�式
。

图一一七 �式银赞
卜

�������

图
�

一八 亚式银锡 ���公的

图一一九 兀式银誉 ����� ，�

图一二� ���式银瞥 �������

叫一一五 金粉盒

�������

金压胜浅

���������

�式�件 �� ��
�
��

。

面呈葫芦形
，
托周

饰连珠纹和绳纹
。

葫 芦长�
�

�厘米 �图一二

一�
。

�式�件 �� ��
��二��

。

面呈瓜形
，
瓜分

�瓣
，
托周边饰连珠纹 和 绳纹

。

瓜 长�
�

�厘

米
。

纽扣 �件
，
可分�式

。

�式�件 �� ��
�
���

。

双鱼戏 月 形
。

圆

扣
，

两 侧 双纽各为 �条鱼
。

鱼长�
�

�
、

扣径

�
�

�厘米 �图 一二二�
。 、 ‘

一
� � �年



图一二一

�式银戒指�� �����

�式�件 ����
��， �����

、
���

。

与 �

式金纽扣相似
。

其他 ��件
。

连珠形手镯�件���出�件
，

���出�件�
，
与金手镯相似

。

葫芦形耳坠 �件

����
��

，
���

��
、
��

。

耳勺�件���
���

、

��� ����
，
均与金质同种物相同

。

带饰 �件

�������
，

与金带饰相同
。

小圆形粉盒�件��

������
，
径�

�

�厘米
。

牙签�件 ����
����

。

钥

匙 �件 ����
����

。

六棱窄�
’

�件 ������一 ���
。

�三�铜器

��件
。

有镜
、

炉
、

瓤
、

瓶
、

投壶
、

替
、

带饰
、

钱币等
。

镜 ��件
。

双鱼镜�面
。

圆形
，
质薄

，
凸缘

。

半球形

纽
，
内区纹饰有双鱼及水藻

，
其外有凸弦纹

一周
。
� ����吞径��

�

�厘米 �图一二三 �
。

其

余�件 ����
���

、
������略小

。

有为善最乐
”
铭镜�面

。

形制同于双鱼镜
。

内区铸裕书铭文
‘

“
为善最乐

” �字
，

其外有凸

弦纹 �周
。
�����径�

。
�厘来 �图一二四�

。

另 �件���
���略小

。

‘

吸命富贵
” 铭 镜 �面 ����

��仍
。

形制

同于双鱼镜
。

内区铸楷书铭文
“
长命富贵

” �

字
，
其外有凸弦纹 �周

。

径��厘米 �图一二

五�
。

菱花镜�面 ����沼�
。

镜面 铸 有
“
潮

州念二炼铜照子
” �字

。

径��
，
�厘 米

。

当 系

宋镜
。

仿唐神兽葡萄镜�面���
���

、
� �����

。

其中���
��夔金

，

质厚重
。

径��
�

�厘米
。

仿唐十二生 肖镜�面 ���
�

��之
。

镜面有

铭文
“
水银是阴精

，
百炼得此镜

。

八卦气象

福
，
卫神永保 命

”
��字

。

径��厘 米
。

素面镜�面 ���
���，

� ����
，� �����

、

��
，
���

��
，
���

�

���
。

圆形
。

径住 川
�

�盯

米
。

香炉 �件
，
可分�式

。

�式�件
。

直 口
，

内翻沿
，

深直腹
，
平

底
，
�矮柱足

。
���

��腹设对称 的 铺 首 衔

环
，
口径��

、

高�
�

�厘米 �图一 二 六�
。
�

����腹部无铺首衔环
。

�式�件 ���
�

���
。

鼎形
。

宽 折 沦
，

口沿上立�方形耳
，
直腹

，
平底

�

�圆柱伏足
。

腹饰�个乳钉纹
。
��径 ��

、

通高��厘米
。

投壶 �件 ��招 ��
、
��

。

形制
、

大小

相同
。

小直口
，
细长颈

，

颈近口部有 �竖形

贯耳
，

斜肩
，

鼓腹
，
喇叭形圈足

。

高��
�

�厘

米 �图一二七�
。

瓶 �件 ���� ��
、
��

。

形制
、

大小相

图一二二

�式银纽扣

�� 奄弓�了��

图一二三 双鱼铜镜�� �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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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
。

侈「�，
细长须

，
溜肩

，

阿腹
，

最大径在

下部
，
圈足

。

高��
�

�厘米 �图一二八�
。

瓤 �件
。
��出土

。

通高��厘米
。

带饰 �件
。

出自� ��
、
���

。

有铐��枚
。

铐中部镶嵌之物已脱落
。

替 �件
。

出 自� ��
、

���
、
� ��

、
� ��

�

形制与 ���式银替相同
。

钱币 ��枚
。

其中
“
货泉

” 、

东汉
“ 丘

株
” 、

剪轮
“
五株

”
共��枚

。

唐
“
开元通宝

”

�枚
。

北宋
“
咸平元宝

” 、 “
景 德 元宝

” 、

“ 至和元宝
” 、 “

治平元宝
” 、 “
熙宁元宝

” 、 ·

“
元丰通宝

” 、 “
元裕通宝

” 、 “
政和通宝

”

共��枚
。

金
“
正隆元宝

” �枚
。

明
“
洪 武 通

宝
” �枚

。

另有�枚锈蚀太甚
，
钱文不辨

。

图一二六 �式铜香炉 �� �� ���

图一二四
“

为香
�
�

七示
’�

洛锐
�范 �� �� �亏��

图一二五
“

长命富贵
”

铭祠镜 �� “ ��。�

�四�瓷器

��件
。

器种有盖罐
、

瓶
、

碗
、

洗
、

盘
、

杯及女俑等
。

以釉论则有青花
、

影青
、

蓝釉
、

�

，
卜彩

。

盖罐 �件
，
可分�式

。

工式�件 ���
�

��
。

盖呈覆盘形
，
有

纽已残
。

身直口
，

短颈
，
溜肩

，
鼓腹下收

，

平底
。

盖面饰莲瓣纹及缠枝花
，
器身颈部饰

斜方格纹
，
肩和底部 饰 莲 瓣 纹

，

腹部饰莲

花和牡丹
。

均为釉上彩绘
，
釉色为 黄

、

绿�

种
。
口径 ��

、

底径 ��
、

通高 �� 厘米 �图版

鑫
� ��

。

��式 �件 ���
�

��
。

盖呈覆钵 形
，

盖

口呈荷叶形
，
顶有桃形纽

。

器身形制与 工式

相近
。

盖饰莲瓣
、

云气及花草纹
，

器身肩部

饰锯齿纹
，

腹部饰花卉�朵和人物�组
，
近底

部饰波浪纹
。

黄釉
，

黑色花纹
。
口径��

�

�、

底径��
�

�
、

通高��厘米 �图版叁
� ��

。

�式�件
。

器形与 �式相似
。

影青釉
，
素

面
。
��， �口径��

、

底径��
、

通高��厘米 �图

版叁
� ��

。

另 �件 ���
� ��底略小

。

�式�件 ���
�
�

、

��
。

铃形盖
，
桃形

纽
。

身小口
，
溜肩

，
深鼓腹下收

，
平底

。

盖

饰莲瓣和缠枝花纹
，

肩饰莲瓣纹
，
腹部饰菊

花
、

牡丹
、

芙蓉和荷花
，

近底部饰山水纹
。

为白釉地绘黄
、

绿纹饰
。
�� � �口径�

、

底径

��
、

通高��厘米 �图版叁
� ��

。

� � � �年



瓶 �件
，
可分�式

。

�式�件 �� ��
��

、
��

。

大 小 相 同
。

敞

口
，

短颈
，
溜肩

，

深鼓腹下收
，

平底
。

深蓝

色釉
。 �

���
��口径�

、

底径�
、 ，

高��厘 米 �图
、

版贰
���

。

��式�件 ���
���

、
�一�

。

大小 相同
。

盘

式方口
，

细长束颈
，

附双兽形环耳
，
溜肩

，

鼓腹下收又外撇
，

圈足
。

影青釉
。
�����口

径�
、

高��厘米 �图版贰
���

碗 �件
，
可分�式

。

�式�件 ���
����

。

侈口
，
斜弧壁

，

圈

足
。

饰青花
，

内底莲瓣纹
，

外壁水藻和蕉叶

纹
。
口径�么 高�厘米 �图版肆

�

��
。

�式�件 ��示
��仔�

。

侈 口
，

翻 沿
，
弧

壁
，
圈足

。

���彩
，
外壁饰缠枝花

，
系黄色点

彩
，

近底部饰莲瓣纹
。
口径��

、

高�厘米�图

版肆
���

。

，

���式�件 ��一�
���

。

侈 口
，
斜弧壁

，
圈

足
。

施蓝釉
，

外壁饰暗缠枝花
。
口径��

、

高

�
�

�厘米 �图版肆
���

。

��式�件 ����
��� ��

。

形制
、

大 小与

�式相近
，
影青素面

，
通体施釉

。

盘 ��件 �出自��一 ��
、

����
。

浅腹
，

圈足
。

均通体施栋 腹部均饰青花缠枝花
，

个别的内底饰怪兽和
“
寿

”
字

。
口径�� 一 ��

厘米
。 ， �

� � ·

杯 �件
。
��出土

。

形制
、

大小相同
。

侈 口
，
斜直腹

，
圈足

。

均施白釉
。
�件外底楷

书
“
止 ” 字

，
另 �件外底楷书

“
福

” 字
。
口

径�
�

�
、

高�厘米
。

洗 �件 ���
����

，
直口

，
宽沿

，

方唇

较厚
，

直腹
，

圈足
。

腹饰青花云水纹
，
有凸

棱 �周
。 �

口径��
、

高��厘米 �图版肆
���

。

女俑 �件 ���
���

、
���

。

形态 相同
。

头束双髻
，

身着圆领束袖长裙
，
腰束带

。

双

手托香炉置于胸前
，
立于六边形座上

。

施年
青釉

，
发及腰带为黑色

。
入��

�

��俑高��
、

带

座通高��
�

�座来 �图一二九�
。

�五�陶器

��件
。

有罐
、

瓶
、

爵
、

炉
、

烛台等
。

釉

色以绿釉为主
，

酱黄釉次之
。

罐 �件
，
可分�式

。

·

图一二
一

七 铜投企
， �� ���一�

图一二八 绷 伙

�� 走�二�己�

日一二九 资女涌

�卜叹几����

�
‘
十飞



�式�件 ���
���

。

直口
，
鼓肩

，
鼓 腹

下收
，
小平底

。

施绿釉
。
口径��

、

底径��
、

高��厘米 �图版肆
�

��
。 拓

� 式�件 ���
���

。

直 口
，
宽 沿

，
圆

唇
，
短颈

，
溜肩

，
深弧腹下收

，
平底

。

腹部

饰凸起的八卦符号
。

施绿釉
，
底部未施釉

。

口径��
、

底径�
�

�
、

高��厘米 �图版伍
���

。

���式�件 ���
���

。

侈口
，
宽 沿

，
短细

颈
，
鼓肩

，
深圆腹下收

，

平底
。

施绿釉
。
口

径�
�

�
、

底径�
、

高��厘米 �图一三��
。

��式�件 ����
���

、
����一�

、
� �����

、 �

�����
、
� �����

。

分别置于���� � ��棺室
’

腰坑内
。

直口
，
卷沿

，

斜肩
，
鼓腹

，
平底

。

灰

陶
。

大小不等
。
口径�

�

�一��
�

�
、

底径�
�

�一

�
、

高��一 ��厘米
。

瓶 �件
，
可分�式

。

�式�件 ���
����

。

侈口
，

宽沿
，
细长

束颈
，
颈部有对称兽形耳

，
溜肩

，
圆鼓 腹下

收
，
喇叭形圈足

。

灰陶
。

器身贴金 �大多已

剥落�
，
双耳涂朱

。
口径�

�

�
、

高��厘米 �图

版伍
���

。

��式�件 ����
��

、
���

。

侈口
，

长束颈
， ·

颈部有对称长方形耳
，
直腹

，

喇 叭 形 高 圈

足
。

腹部饰凸起的八卦符号
。

施绿釉
。
���，��

口径�
�

与
、

高��厘米 �图版伍
�

��
。

班式�件 ���
��

，
����刁�

。

小口
，

长

直颈
，
颈近 口洽处附对称宽 长方形耳

，
溜肩

，

鼓腹
，
喇叭形圈足

。

肩饰凸 莲 瓣 纹
。

施 绿

釉
。
����口残

，
口径�

、
高��厘米 �图版伍

�

��
。

炉 �件
，
可分�式

。

�式�件
。

鼎形
，
侈 口

，

直颈
，
溜肩

，
肩

设对称长方形耳
，

鼓 腹
，

圈 底
，
�兽足

。
�

��
��颈部饰 �周连珠纹

，

耳上各 �坐狮
， ·

腹

部饰 �兽头
，

施酱釉
。
口径��

�

�
、

通高��厘

米 �图版伍
�

力
。
����口部饰回纹

，
两耳间

饰划纹
。

施绿釉
。
口径功

、

通高��厘米
。

另

�件分别出自��及��
，

稍小
。

万戎�件 ��，�

功
。

大盘口
�

细颈
，
鼓

腹
，
平底

， �矮足
。

施酱釉
。
口径 ��

�

�
、

通

高��厘米
。

��式�件 ���
�

���
。

炉身似斗形
。

长方

形侈口
，

宽沿
，
斜直腹

，

束腰形座
，
座下 �短

足
。

腹饰水波纹
。

施黄绿釉
。
口长��

、

宽��
、

高�厘米 �图版肆
�

��
。

烛台 �件 ���
���

、
���

。

大小相同
。

台身系 �狮立于方座之上
。

狮背上立 �柱状

物以承烛
，

束腰
，

饰莲瓣及竹节纹
。

施琉璃

釉
。

通高��
�

�厘米 �图版伍
�

��
。

爵 �件
。
��

、
� ��出上

。

施酱釉 和 黑

釉
。

通高�� �厘米
。

�六�玉
、

石器

玉带饰 �件 �� ��
���

。

用铐��枚
。

通

长 �
。
��米

。

玉佩饰 �件���
����

。

圆形
，

金包玉
，

玉中心 �朵金花
，

花周阴刻 篆 书
“
永 保平

安
” �字

。

径�
�

�厘米
。

’

玉六棱珠 �件����
���

。

中有 �小穿油

径�
�

�厘米
。

石买地券 �方
。

分别出于王玺夫妇墓
、

王文渊墓 ����
、

王抡墓 �� ���
、

王鉴夫

妇墓中朱氏墓 �����
，

均置于棺室 南 端
，

形制
、

大小相同
。

方形
， �端抹 去 �角

。

长

图一三�

�式陶罐

��盛�之�

����年



��
、

宽��
、

厚�厘米
。
�方 �出 自��

、

����卜

面刻死者官职
、

姓氏和八卦
，
其余各方仅在

�面 刻券文
，

刻后均填朱
。

券文排列格式有

直读和环读 �类
。

直读 �类又分 �种
� �种

为正读与反读逐行相间
� 另�种为各行均正

读
。

环读 �种系从内向外顺时针排列
。

王玺买地券������ �
，
正面刻楷书

“
右

券给付残故昭信校尉金事王玺收执谁此
’，’
��

字
，
左右分别刻楷书

“
阴精交嶙

”
和

“
阳气

旋环 ” ，
四边刻八卦 �图一三一�

。

背面刻

楷书券文��行
，

满行��字
，

共���字
。

券文 �‘〔

列
，
正读与反读相间 �图“ 三二�

。

王玺
、

曹氏
、

蔡氏
、

田氏理人合券 ����

���
，

券文环列
，

中心刻�圆圈
，
以线相连

，

券文四周也刻圈及连线 �图一三三�
。

王文渊买地券 ������
，

券文直列
，
正

读 �图一三四�
。

石诏书 �方
。

出千王祥墓及王玺 夫 妇

墓中王玺
、

田氏
、

蔡氏
、

曹氏墓
。

行文格式

基本相同
。

除王祥墓石诏书诏文为楷书直读

外
，
其余�方诏文从内向外环读

。

王 玺墓石诏书 �����的
，
长方形

，
�

端抹去 �角
。

姆��
，
�

、

宽��
�

�
、

厚�厘米
。

正
‘

面 刻楷书瀚元亨利贞
” �字

，
四周及中心刻

圆圈和连线 �图一三五�
。

背面刻诏文
，
从

内向外环读
，

共刻楷书��字 �图一三六�
。

蔡氏墓石诏书 �������
，
形制

、

大小

基本同上
。

诏文在
“
女青

”
与

“
律令

”
几字

间有
“
诏书 ” �字 �图一三七�

。

石浩命符 �方
。

出于王玺夫 妇 墓
、

王

文渊墓
，
王铅墓

。

均置于 棺 室 南 部
。

长方

形
，
一端抹 �角

。

大小不等
，
长 ��一��

、

宽

��� ��厘来
。

王玺墓石浩命符 �������
，
长��

、

宽

��
、

厚�厘米
。

正面刻符�道 �图一三八�
。

背面刻楷书�行
，

直读
，
满行��字

，
共���字

�图一三九�
。

此外
，
还有玛瑙扳指�件 ����，��

、

铁

剪�件 ���
���

、

残锡 壶�件 �� ��
��

、
�
，

第 �期

入������

计�
二

又勺

残 木恢�件 �� ��沂�
、

泥 烛 台

州 �
〔

四
、

结语

据买地 券等文字
�

叮知
�

王玺夫妇月
，， �

获玺

生于明永乐 �’�年 �����年�
�

卒于明扮泰三

年 �����年�
，

尘前为龙州宜抚司金事
。

曹

氏生于永乐 二乍 �’ �洲年�
�

卒于正统十一

年 ��理��年�
。

蔡氏生于永乐 忿年
，
卒于正

统 六年 �����年�
。

田氏生于永 乐 十 七 年

������年�
，
卒于天顺三年 �����年�

。

此

�人 生 前均住
“
抚安乡曲水里

” ，

于天顺八

年 ��场�年�四月初三日同时入葬古城本亲

二 以
，
几地芳

‘
�抓 ��、 背面拓片



山
。

贾氏生于永乐十年 �����年�
，
卒于成

化十五年 �一遵��年�
，

成化
一

�
一

八年�����年�

三月初十 日入葬
。

王祥夫妇葬于 宣 德 六 年

���扒年�二二月
。

王文渊及朱氏
、

王论夫妇

均葬千正徐七年 �����年�
。

王鉴夫妇葬于

弘洽
一

�
一

兰年 �����年�三月
。 一

有关王氏幕主世系
，

据 《龙阳郡节判王

氏宗亲墓志 》 载
� “

�王艇�高祖王坤厚任
‘

龙州 长官
，
�长

’

心
。

坤厚传 �
几

竹祖父王文质
，

文质传于祖父王祥
，
升龙州元帅府副使

，
至

正二十三年既龙州宣抚司使
。

洪惟圣朝洪武

四年大军伐蜀
，
率众归附

。

洪武七年改龙州

衙门
，

授从仕郎判官职
。

洪武十四年传于父

王思民
，

永乐三年传于兄王真
，
永乐二十一

年传于侄王忠政
，

宜德三年玺乃荣奉口兄袭

父职
。 ”

另据 《龙安府志》 � “
宣德八年

，

松
、

茂
、

叠溪等处番裸作犯
，
�王玺�率兵

征剿
，
歼灭渠魁

，

升授宣抚司金事
。 ” 又据

《报恩寺继葺碑铭》②
� “
景泰三年

，
其子王轮

继承父位
。 ”
此碑署名为

� “
龙州宣抚司土官

金卞王鉴
，
叔王璧

，

弟王钱
、

王铃
，

男王瀚
。 ”

据此可知
，
出土买地券等文字中所记墓主

，

自羊系王玺祖父
，
王鉴和王铃

，
系王玺长子和

三 子
，

王瀚�王文渊 �系王玺之孙
。

王玺是世

袭上官
，

从其高祖王坤厚到其孙王文渊统治

平武地区达百数
一

�
·

年之久
，
跨元

、

明两代
。

墓地中无文字资料 的 �座 墓 ���� 一�

���
，
从其位置及规模分析

，
可能是王玺父

王思民夫妇塔
。 ·

这批徽作从入葬年代看
，

最早的是宣德

六年 �����年�
，

最晚的为 �眨德七年 �����

年�
，
前后相距��余年

，

且大多有明确纪年
，

材料比较完整
。

墓葬建筑结构有独特之处
，

其中建藻井
、

筑券拱
、

设腰坑
，

在四川明墓

中实不多见
。

四川明墓一 般 多 用 俑 �陶
、

瓷
、

铜
、

石质�随葬
。
这批墓葬在墓室内雕造

大量浅浮雕石刻飞天
、

侍从
、

乐舞
、

文官
、

武吏及彩绘花卉等
，
而不见随葬俑

。

同样情

况见于平武薛济贤家族墓⑧ 中
。

这说明明代

早中期平武一带的官僚阶层流行这种葬俗
，

为研究明代墓葬制度
，

提供了重要的实物资

料
。

王玺等墓的浅浮服有刻及彩绘图像
，

造

型比例匀称
，
形态生动多样

‘ 。 �

���女性人物及

飞天发式有单髻
、

双氰 队后系结或粉
、

结

同用
，
有的髻上擂褚

，
有的饰花

，

有的管
、

花并用
。

男性头上所戴有乌纱帽
、

瓜皮帽
、

巾
、

冠等
。

服饰有圆领
、

交 领 长 服
，

有 对

，� ，介



�周一三五

工
省泛墓石

气召�乡��

�����正

西丁乎了了��
‘

厂
一

�
一

三六

王 勺乏墓石

诏书 ��

�����背

�沂义�片

图一三七

蔡氏墓石

�月�亏 ��

�����背

图一三八

王玺墓石

浩 命 符
�����。

了
〔 面拓片

襟
、

交领短衣
，

有裙等
。

动 作 ��’ 奏 乐
、

起

舞
、

侍立等
。

侍立者手巾 所持 有 珍 珠
、

珊

瑚
、

灵芝
、

龟
、

鱼
、

蛋
、

果品
、

镜
、

奋
、

圆

盒
、

壶
、

瓶
、

婴扇
、

书
、

砚及兵器等
。

这些

都为研究明代生活
，

特别是服饰 提 供 了 资

料
。

这批墓葬所出器物及浮雕
、

彩绘所表现

出的艺术水平相当高超
。

如浮雕人物及飞天

竿 子少泪



示的场��’�’ 多姿多彩 ，
有 出行

、

游 乐
、

祝寿

等
，

也反映了佛教
、

道教的内容
。

在细小的

人物身上
，
从不同的衣着

、 ‘

动态
，
可以看出

身分
、

年龄
、

情感不同
，

取活气息非常浓厚
。

这为研究明代的民间艺术
，

提供了珍贵的资

料
。

发掘清理
�

张才俊

王积厚

巩发明

龚学渊

代堂才

刘
·

瑛

江 聪

张才俊

王代升

郑长鹏

黄子华

洲
一 下
几九

王篮墓石

诸 命 符

�������

子了亏�万�子�片

�庙摹
�

拓片
�

绘图
�

摄影
�

执笔
�

形象准确
，

描黑眉
，
涂红唇

，

衣纹线条流畅

大方
，
服饰

，

所用红
、

绿
、

蓝色彩颇为谐调
。

几件镂雕图像的金发饰
，

制作工艺精湛
，
展

此墓 占竖立亡单地
�
知侧悬崖边

，

镌志文一面向南
，

部分志 文已蚀初
，

准以拍照或拓片
，

故发掘时只作

录 二乏
。

少匕碑阴天顺四年立
，

现在平武县报恩寺内
。

此墓系洲年代发掘
，

材料未发表
。

有关石刻资料现

存四 川了穿�尊物价

②③

�上接第��页�
�⑧ 李学勤 《 西周 巾期青拭��异伪里要标尺 》 ， 《 中国

历史博物谊馆
一

几 户 �勺为年草川月
。

⑨ 杨深富 《 山东日照幽河谈出土一批青器器 》
， 《 考

古 》 ����年第了期
。

⑩ 王献唐 《 黄县妊器 》 ，
山东 人 民 出版社���。年

版
。

如 工国维 《 观堂金文考释 》 。

� 陕�断省考古研究听汉水队 《 陕西安康专区考古调
立简 报 》 ， 《 考 古 》 ” ��年第�期 �

’

秦岭
、

张铭

惠 《 安康 范国拍树林新石器时代遗址 调 查 试 掘

记 》 ， 《 考古
，
�牡物》���。年第�期 �

李启良 《 陕
西安康地区祈石器时代遗 址 调 查 》 ， 《 考 古 》
����年第�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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