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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安阳韩琦家族墓地(南水北调中线工程文物保护项目河南省考古发掘报告第7号)(精)》由河南省文物
局编著。

《安阳韩琦家族墓地(南水北调中线工程文物保护项目河南省考古发掘报告第7号)(精)》简介：
韩琦(1008～1075年)，相州安阳人，北宋三朝宰相，著名政治家。
韩琦及其家族墓地位于今安阳市殷都区皇甫屯村西地，2009～2010年安阳市文物考古研究所配合南水
北调工程建设对该墓地进行了考古发掘，共发掘韩琦及其子韩忠彦、韩纯彦、韩粹彦，孙韩治，夫人
普安郡太君崔氏等大型宋代砖、石室墓葬9座，照壁、拜殿等大型宋代建筑基址2处，出土了韩琦及其
子、孙、夫人墓志计8方，及瓷器、铜镜、石刻等一批器物。
韩琦及其家庭成员的墓志形体硕大，雕刻精美，内容翔实，书体优美，具有较高的文献价值、历史价
值和书法艺术价值。
韩琦家族墓地的发掘为研究宋代宰相一级的高级贵族的墓葬形制、陵园布局以及宋代的丧葬文化等提
供了科学的实物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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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   插图：   一、墓葬主人 根据出土的墓志，我们可以明确知道，M1墓主应为韩琦，并随葬安
国夫人崔氏。
M3据调查出土有韩琦长子韩忠彦夫人吕氏之墓志，墓葬位于韩琦墓的南面，距韩琦墓最近，位置显著
，且墓葬出土有石函，推知此墓应是韩忠彦与夫人吕氏的合葬墓。
从墓葬平面布局来看，发掘的5座墓葬除韩琦墓外可分为2组，M2、M3为一组，墓葬平行分布，大小
规模基本相同。
M4和M5为一组，左右相临，前后相错，大小规模也相差不大。
M4为韩琦二夫人普安郡太君崔氏之墓。
崔氏所生粹彦，是韩琦第五子。
韩粹彦字师美，任尚书吏部郎中、后出知陈州。
根据墓志记载，普安郡太君是韩琦二夫人，死后葬于忠献公之茔侧，未与韩琦合葬。
M2与M3为一组，据墓志及上面论述内容，推定M3为韩琦长子韩忠彦之墓，其西侧应是其平辈的兄弟
之墓。
按照古代长幼有序的布局，M2应是韩琦次子韩端彦之墓，韩端彦任大理寺丞。
 第二期发掘的墓葬，大多出土有相关的墓志，由墓志可以确定墓主人。
M6为韩琦长孙韩治及其夫人文氏合葬之墓，M7为韩琦第五子韩粹彦及其夫人陈氏合葬之墓，M8为韩
琦第四子韩纯彦及其夫人孙氏合葬之墓，M9未知。
但从发掘现场来看，M8和M9相距较近，二者在区域范围上应为一组墓葬，墓主人应有着一定的直系
亲属关系。
M9虽然未出土任何文字性的器物，但从其在墓地中的排列顺序来看，M8与M9南北纵向排列，当有辈
分大小之分，因此，M9在辈分上要晚于M8，推测其应是M8墓主人韩纯彦之子。
我们结合相关文献记载，特别是相州韩琦世系表，可知韩纯彦有独子韩裕，此墓葬或许就是韩裕之墓
。
 这批墓葬考古发掘中未发现完整的人骨架，甚至残损的人骨架都不多见，只在韩琦墓的后期回填土中
发现有小半截人腿骨，但由于墓葬多次被盗，是否是残存的墓葬主人骨架尚不清楚。
骨架未能保存，推测是由于墓葬多次被盗，人骨长期与空气接触，自然风化损毁所致。
 一、墓葬排列 在这批墓葬已知的墓主人中，韩琦与长子韩忠彦同为宰相，官职最高。
父子中又以韩琦在宋代影响最大，任官时间最长，且在墓地中辈分最高，所以其墓葬规模也最大，在
墓葬排列中处于最主要地位。
其他墓葬皆按顺序排列其后。
 从现场发掘的情况看，韩琦墓位于墓地西北部，其子孙墓向南分布，东西排列，但基本上以东南方向
为主。
其西部仅有一座，即韩忠彦之子韩治的墓，墓葬基本上与M2和M3在一条直线上。
由于韩治是韩忠彦之子中官职最高，影响最大的人物（曾为官相州），故其在家族中的地位也较高，
因此，其埋葬的地方与韩琦墓相距较近且基本上与其父辈埋葬的位置在东西一条直线上。
 韩琦墓正南方向，与其相距较近的是M2和M3，其中M3为其长子且同为宋代宰相的韩忠彦之墓，M2
为一座方形双室石室墓，墓主人未知，推测应为其二子端彦之墓。
 韩琦墓正东为M4和M5，其中M4为其二夫人普安郡太君崔氏之墓，墓葬与韩琦墓北端近平，且略偏北
一些，M5未知。
M4和M5紧连在一起，二者应有着一定的联系，从排列的顺序上看，M5的辈分要比M4要低，但限于
发掘资料，墓主人尚难以判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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