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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关中地区唐代墓葬的考古发掘与研究是20世纪50年代以来中国考古学取得的重要成果。
在这一地区，到目前为止已发掘唐代墓葬3000余座。
这些墓葬等级高，壁画绘制精良，出土文物丰富，有纪年者较多，为更进一步研究该地区唐墓乃至全
国唐代墓葬提供了坚实的资料基础。
本文力图对该地区唐墓做一比较全面的分析与研究。
　　唐代关中墓葬的地面设施包括垣墙、阙楼、封土、墓碑、石刻、祭祀场所和墓树。
唐代墓葬的地下结构分为双室砖墓、双室土洞墓、单室砖墓、单室土洞墓四个大类。
双室砖墓和双室土洞墓出现的时间大约在高宗执政以后，消失时间在惠陵下葬以前。
单室砖墓是唐代延续时间最长的墓葬形制，其墓主身份基本固定在五品以上官员之中。
安史之乱后，墓葬的地下部分开始简化，竖井墓道基本取代了长斜坡多天井墓道。
小龛也由墓道向甬道、墓室转移，最终固定为十二个，以安置十二生肖。
墓葬地下结构的变化可以分为.五期：唐初高祖至高宗前期、高宗后期至中宗时期、睿宗玄宗开元时期
、天宝至德宗末、宪宗至唐末。
　　唐代葬具包括石棺椁和木棺两大类。
早期没有庑殿型石椁，使用者均为陪陵或皇室成员；后期石椁均为庑殿顶，使用者身份差距较大。
木棺是唐代最常见的葬具，有两种形制：梯形和长方形箱式木棺。
唐代墓葬的棺床以砖棺床最为常见，普通人多为土棺床，或不设棺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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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唐墓壁画的基本配置是：墓道口绘制青龙白虎，接着绘仪仗出行图，过洞上方为门阙，在甬道里
的墓门附近为门吏，接着是侍女，墓室四壁多绘制伎乐，墓顶绘制天象图。
较晚的墓葬，如高力士墓的壁画里新增加了十二生肖图，有的还有树下老人图。
石墓门或石椁上的壁画相对较为固定。
石门上有实际意义的图像包括墓门门扉上的门吏、门额上的双龙、门楣上的朱雀（李寿墓门楣上为兽
面，后文另有讨论），其余均为一些纯装饰性图案。
石椁图案分为内外两侧，李寿墓石椁内侧为伎乐、侍女、星象等，外侧为四神、武卫、文武侍从、骑
龙仙人等。
韦洞石椁也是内侧为女像，外侧为男像。
其他几具石椁的情形大致和韦洞石椁相似。
　　根据壁画的分布区域，通常把壁画分为墓道壁画和墓室壁画。
但两者的分界点并没有一个具体的说明。
尤其是甬道壁画，问题更加明显。
通行的做法是以墓门或封门为界限，这比较接近现实，也具有较强的说服力。
在这里，我仍然沿用这一划分办法。
　　墓道壁画和墓室壁画除了场景的不同外，更为明显的差别在于墓道壁画的人面向墓道口，给人的
感觉是一群将要或正在出行的人，人物与人物之间以动作或行为互相联系，人物多绘为侧面。
墓室壁画则恰恰相反，人物都是面向一个固定的方向——棺材。
如果有前室的话，前室壁画的人物都是朝后室走去，这部分壁画可以看作后室壁画的延伸。
　　在整个埋葬过程里只有两类人参与了仪式：送葬者——活者，墓主——死者。
送葬者只是暂时来到墓地，等到墓门封闭，墓道回填，他们就必须离开，只有墓主被永远留在墓室里
。
因此，送葬者是暂时的、瞬间的，墓主是持续的、永恒的，壁画也是同样的命运。
墓道壁画无论绘制得多么精美，宏大，最终要被填埋，而墓室壁画则要和墓主永久性共存。
所以，墓道壁画的观者应当是通过墓道送葬的人，而墓室壁画则没有观者，而只有享用者。
墓室壁画通常绘制伎乐、执物侍女等，其目的就是为了永久地侍奉死者或死者的灵魂。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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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这本《关中地区唐代墓葬研究》由程义著：西安及其周边地区(以下简称西安地区或关中地区)是唐代
都城所在地，上自皇亲国戚，下至布衣平民都想在这里一展宏图，死后也愿意埋葬在附近。
加上统治者为了笼络人心，倡导大臣陪葬帝陵，大臣也以此为荣，因而在渭北唐陵区里形成了为数众
多的陪葬墓。
这些数量众多、级别丰富的各类墓葬遗存是中国隋唐考古学研究的重点内容之一。
本文所指的墓葬包括“号墓为陵”的太子墓和公主墓在内。

Page 6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关中地区唐代墓葬研究>>

版权说明

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请支持正版图书。

更多资源请访问:http://www.tushu007.com

Page 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