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双古堆汉墓位于安徽省阜阳市阜阳师范
大学西湖校区喷泉广场。墓地所在原是两座高
出地面二十余米的大土堆，“双古堆”因此得
名。1977年 7月至 8月间，安徽省文物工作队、
阜阳地区博物馆以及阜阳县文化局的工作人
员对该墓地进行了发掘，共清理墓葬两座，即
双古堆一号（以下简称“M1”）、二号汉墓（以下
简称“M2”）。两墓均为墓道向南的土坑木椁
墓，共出土包括铜器、铁器、漆器、竹木简、陶器
等在内的两百余件随葬品，据器物刻铭可知墓
主归属于西汉汝阴侯家族。阜阳双古堆汉墓是
安徽境内首次发现并经科学发掘的唯一一处
西汉列侯家族墓地，对于系统认知淮河流域汉
代高等级墓葬的发展演变规律以及深入探究
西汉侯国制度具有重要价值。

阜阳双古堆汉墓的部分发掘资料，曾有王
襄天与韩自强联合执笔的《阜阳双古堆西汉汝
阴侯墓发掘简报》、殷涤非撰写的《西汉汝阴侯
墓出土的占盘和天文仪器》、胡平生与韩自强
合著的《阜阳汉简〈诗经〉研究》以及韩自强编
著的《阜阳汉简〈周易〉研究：附〈儒家者言〉、

〈春秋事语〉》等见诸发表。近来，中华书局正式
出版了由阜阳市博物馆编著的《阜阳双古堆汉
墓》（以下简称《报告》）考古发掘报告，详细公
布了双古堆汉墓的墓葬结构与出土遗物（简牍
部分将由复旦大学出土文献与古文字研究中
心整理后另行出版），为研究西汉列侯家族墓
葬制度与淮河流域汉代物质文化提供了殊为
难得的定本。

阜阳双古堆汉墓的资料整理及《报告》的
编辑出版前后历经四十余年，不禁令人唏嘘。
这其中，已故的原阜阳地区博物馆馆长韩自强
先生克服多重困难，数十年如一日的专注品格
与坚守精神更是令人感佩。阜阳地区在两汉时
属汝南郡。据《汉书·地理志》记载，阜阳市境内
分布有8个县（侯国），汝阴县亦是西汉汝南郡
都尉治所。进入东汉，汝南郡为“心腹之地，位
次京师”（谢承《后汉书·韩崇传》）。因此，该地
区汉代考古的成果无疑是秦汉考古学文化分
区研究中不可或缺的关键一环。此外，尽管有
学者统计出目前发现的西汉列侯级别的墓葬
已近五十座，然而诸如湖南长沙马王堆轪侯家
族墓、沅陵虎溪山沅陵侯墓、江西莲花罗汉山
安成侯墓、南昌墎墩山海昏侯墓等，墓主身份
可与列侯名号相验证的墓例仍屈指可数。所
以，《报告》的编辑出版具有特别的学术意义。

《报告》“前言”中披露了墓葬发掘与资料
整理的若干细节，如在简报刊布数年后的1983
年 3月，阜阳地区博物馆又对M1墓道进行钻
探发掘，在外藏椁内清理了一批髹漆彩绘的陶
器，而 M2 墓道被压在砖窑之下未能发掘，留

下遗憾。值得注意的是，这类外表髹漆的仿铜
陶礼器，在安徽霍山砖瓦厂汉墓、河南南阳麒
麟岗八号墓以及湖南沅陵虎溪山吴阳墓等西
汉前期墓葬中均有发现，应是融合楚、秦文化
因素的产物。如M1随葬的一件鎏金铜质腰带
具（M1：14），浮雕数组神兽，凸显出浓郁的欧
亚草原游牧民族装饰风格。又如东边厢出土的
两枚金泡（M1：53），原本均附着于漆纚纱冠
上，此前左骏已有论及。《报告》首度公开图片，
方一窥真容。另外，头厢随葬的一件银灶（M1：
24），较为稀见。简报中未曾报道，其制作工艺
与文化寓意均有待进一步探讨。

不过，《报告》亦存可商之处。如“墓葬史地
沿革及发现和发掘经过”一节有“汉为汝阴郡”

“隋改称颍州”云云。揆诸两汉史料，阜阳汉代
为汝阴县，未闻置郡之事。又检《元和郡县图
志·河南道三·颍州》知，汝阴郡置于魏晋时期，
而“改称颍州”则在北魏孝昌三年（527）。类似
的情况还见于第四代汝阴侯夏侯颇尚公主史
事的表述方面。“结语”第一节“墓葬的年代与
墓主身份”与“附录一 夏侯颇尚平阳公主的婚
姻悲剧”中均认为平阳公主先后嫁给平阳侯曹
寿、汝阴侯夏侯颇以及大将军卫青。其实，《史
记·樊郦滕灌列传》所载“颇尚平阳公主”一事
存在诸多疑点，清人钱大昕、梁玉绳、王先谦于
此均有指陈。末侯颇所尚者，必非平阳公主，

“平阳”二字当系误文，《报告》显然是对前人研
究缺乏借鉴。

最后，关于双古堆汉墓墓主问题还有必要
赘语数言。简报曾据两墓所出诸如“三年女阴
侯卮”“十一年女阴侯杯”之类的漆器刻铭以及

“女阴家丞”封泥判定墓主系某代汝阴侯，“十

一年”应指文帝前元十一年（前169），遂排除死
于文帝前元八年的始封侯夏侯婴，进而又以墓
葬形制及随葬器物均不类武帝风格为由，否定
了薨于武帝时代的恭侯赐予末侯颇，并最终将
M1墓主定为卒于文帝前元十五年的夷侯灶；
M2 的营建时代略早于 M1，墓主定为夷侯夫
人。这一意见被后来出版的多种秦汉考古学专
著采信，《报告》也大体沿袭，认为“双古堆汉墓
亦可称作西汉汝阴侯夏侯灶夫妇合葬墓”。

当然，主流意见之外，仍有部分学者持不
同的观点。如孙斌来《汝阴侯漆器的纪年和M1
主人》将“十一年”刻铭视作文侯婴之纪年，推
定M1墓主为文侯婴。传世文献与出土材料均
表明西汉王侯在本国内自有纪年行用，《史记·
高祖功臣侯者年表》即见“文侯夏侯婴元年”

“夷侯灶元年”等记述。但是，文侯婴的葬地，
《三辅故事》《水经·渭水注》等早期文献均明
确指向长安城东，故孙说不宜信从。近年，许
志刚《阜阳汉简〈诗经〉年代考辨》在肯定列侯
纪年的基础上另立新论，以 M1 所见半两钱、
铜器及漆器纪年铭文与恭侯赐行年排比，将
墓主锁定为恭侯赐。尽管这比孙说要合理很
多，但其论证逻辑依然存在着有欠严密之处，
即恭侯赐在位凡三十一年，为何墓中仅见前
十一年的器物？难道说后二十年汝阴库再未
制作过漆器铜器？

基于以上分析，双古堆M1墓主为某代汝
阴侯的可能性微乎其微。更具体地说，墓中未
见玺印（当是遭盗掘之故，《报告》也认为“双古
堆汉墓早年曾被公开破坏过”），而含“女阴侯”

“女阴家”的漆器铜器刻铭以及“女阴家丞”封
泥尚不足以形成证据链，更不能据之验证典籍
记载的某代汝阴侯。审看 M1 随葬有秦半两、
西汉八铢半两及文帝四铢半两这三种钱币，却
独不见武帝元狩五年（前118）以后铸行的五铢
钱。依此，M1的时代应当在文帝前元五年（前
175）以后的数十年间，最晚恐不会超出武帝元
狩五年，即西汉早期偏晚阶段。那么，两墓中漆
器刻铭所见的“十一年”或指恭侯赐十一年（景
帝前元三年，前154），抑或指末侯颇十一年（武
帝元朔六年，前 123），均在上文推定的时段之
内。再核诸墓葬形制及随葬器物的情况，将双
古堆汉墓墓主推定为下葬于景武年间的某代
汝阴侯嫡系家族成员较为稳妥。

（作者单位：复旦大学历史地理研究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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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月12日，由河南大学历史文化学院讲座教
授、古代玉器检测研究中心副主任张友来和南阳
文物保护研究院研究员乔保同主编，河南大学出
版社出版发行的中国古玉科学研究丛书《玉见月
河》正式出版发行。据不完全统计，该书发行一个
月的时间，网上就有50余万阅读量，在社会上引
起了广泛关注和好评。该书采用高清照片与超景
深显微视频相结合的表现方式，利用现代科技手
段，将视频与图书相结合，通过扫描二维码，让读
者可以在手机上欣赏到动态的显微视频，从微观
角度感受古人治玉工艺的神奇与魅力，读者还能
够在评论区发表意见和见解，在读者之间进行互
动，应该说是中国首部“活”起来的出土玉器视频
图书。

20世纪 60年代以来，河南南阳桐柏县月河
镇左庄村及附近，先后出土了一批与“羕”（养）
有关的铭文铜器。90 年代初，经国家文物局批
准，南阳市文物考古研究所等文物单位发掘了
春秋末期“羕子受”墓，出土了一批重要的青铜
礼器和玉器，其中玉器数量多达七百多件。“羕
子受”墓玉器背景清楚、品类齐全、造型精致、纹
饰精美、工艺考究，是一批珍贵难得的玉器考古
资料。

这处墓地处于南阳盆地的东部边缘，位于淮
河上游和黄河与长江文明交汇地带，其玉器风格
兼具中原文化、楚文化和东南文化特征。另外，墓
葬中还出土有多达 30余件早期遗玉，其时代包
括新石器时代、二里头文化、商周时期以及春秋
早期玉器。其中一部分保存完好的玉器是被直接
拿来使用的，另一部分则是经过加工改制。墓中
还出土了大量的带有边缘钻孔的片状玉器，如玉
虎、玉龙、兽面纹牌饰、蝉形饰以及各种不规则的
玉片等，专家认为，这些出土玉片可能是缝缀在
殓服上的，应当是流行于两汉时期玉衣的早期萌
芽阶段。

2012年，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创新
工程”首席研究员杜金鹏先生主持的中国社会科
学院“创新工程”项目“中国文化遗产科学体系创
新研究”之课题“出土玉器科学研究”展开实施，
先后选取了十余个具有代表性遗址的出土玉器
作为研究对象，集合历史、考古、地质、工艺和美
术等学科的专家组成课题组，在利用现代先进科
学仪器进行科技检测和综合分析的基础上，就历
史背景、文物价值、玉料特征、艺术风格、治玉技
术、社会功能等问题展开深入的探讨研究。2014
年，课题组选定河南省南阳市桐柏县月河春秋墓
出土玉器作为研究对象，2018年出版了研究报告

《桐柏月河春秋墓出土玉器研究》，这次出版发行
的《玉见月河》应该是其姊妹篇。

在与《玉见月河》主编张友来教授谈话中了

解到，他作为课题组的重要成员和科技检测研
究的负责人，与南阳市文物考古研究所合作，
用了近十年时间，使用红外光谱仪、微光拉曼
光谱仪、X 射线荧光光谱分析仪、超景深显微
镜、扫描电镜等现代科学仪器，对月河墓出土
玉器采集了超十万组数据，拍摄了数万张高清
照片。《玉见月河》是从中精选出来的，可谓十年
磨一剑。

可以看出，该书是在各类专家组成的课题
组综合研究基础上形成的。该书广泛地使用现
代科学仪器进行了全方位的科技检测，采用多
种表现手段，可以清晰和立体地看到器物的局
部或全貌；引入了现代流行的网络技术，实现了
图片、视频与网络的有机结合，适合各个阶层人
士的研究、阅读和鉴赏需求。正因如此，《玉见月
河》被称为中国首部“活”起来的出土玉器视频
图书。

视频图书《玉见月河》的出版，探索了让出
土文物在图书上活起来的路子，践行了新时代
文物工作方针，是一部极具时代性和创新性的
新媒体技术与传统形式相结合的图书。该书主
题鲜明、内容丰富、形式新颖、制作精良、传播
广泛，充分发挥考古资源优势，融合新媒体形
式，对推动文物出版全媒体传播具有示范引领
效应。

《玉见月河》
编：张友来 乔保同
出版社：河南大学出版社
出版时间：2022年12月
定价：398元

淮河流域汉代考古研究的重要成果
——《阜阳双古堆汉墓》读后

常泽宇

让文物图书活起来
——评视频图书《玉见月河》

孙英民

西朱村曹魏墓的考古价值

曹魏一朝虽然国祚短促，但是从墓葬制度上
讲，却处在由“汉制”到“晋制”转变的关键性过渡
阶段。在过去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受考古资料
的局限，学界对曹魏墓葬制度的认识一直是不明
晰的。近年来，随着曹操墓、曹休墓以及洛阳西朱
村曹魏墓的发现，我们对这一时期高等级墓葬的
葬制有了更清晰的认识。从墓葬形制看，曹魏时
期高等级墓葬多为东西朝向，修建有宽大的长斜
坡墓道，墓道两侧留有多级台阶，墓室多为前后
室结构，前室平面形状趋方是与东汉时期横置的
前堂差异明显。与曹操墓和曹休墓相比，西朱村
一号墓的墓室结构更为简化，没有设置侧室，亦
未见耳室。发掘者认为一号墓为曹魏平原懿公主
曹淑与甄黄的合葬墓。两人均为早夭，魏明帝曹
叡为其举行冥婚并合葬。从石楬所记随葬品所反
映的等级，以及女性用物远超男性的情况来看，
发掘者的推断是有道理的。因此不设侧室或与两
位早殇的墓主合葬于后室有关，但是从墓葬不设
耳室的做法，依然能看出曹魏墓葬结构简化的趋
势，并逐渐向西晋时期的单室墓过渡。从东周时
期开始，墓葬形制对于地上建筑的模仿已经初露
端倪，至秦汉时期则更为兴盛，地上地下建筑并
起，这一现象可称为“陵墓宅第化”的总趋势。这
一表征在魏晋时期“薄葬”的背景下呈现一定的
衰落，墓室逐渐由多室向单室演变。但是墓葬使
用的长斜坡墓道、多重封门，以及前室壁画中所
表现的宴饮场景等，都可以看作地下“宅第化”的
另一种表现。

该墓葬出土的陶器可分为以下四类：第一类
为灶、釜、甑、罐、盆、碗、盘、勺、井、磨等庖厨饮食
类器具，第二类为厕、灯、熏炉、香炉等生活类器
具，第三类为站姿侍俑，第四类为鸡、狗、猪等家
禽模型。其中碗、盘、勺类盛食器应该有相当一部
分为墓内设奠所用。礼器包括石圭一件和石璧三
件。从墓中石楬所记内容，可以看出墓中还有涉
及衣食住行的各类随葬品，多已腐朽或被盗无
存。随葬品的总体特点，仍然延续了汉代以来的

“生活化”特征，只是汉代的一些体型较大的明
器，包括瓮、筒形仓等均已消失，西晋墓葬典型的
器物——四系罐大量出现，体现了由“汉制”到

“晋制”的过渡性特点。很多模型明器制作的小且
粗糙，则是“薄葬”思想的体现。

简言之，西朱村一号墓地表未见封土，周边

亦没有墓园建筑，从墓葬形制到随葬品，都反映
出“不封不树”薄葬思想导引下“汉制”向“晋制”
转变的新理念，具有承上启下的葬埋特征和重要

的学术价值。
此次考古发现的另外一个重要意义在于，基

本确认了魏明帝曹叡高平陵的地望，填补了中国
古代帝陵研究的一个重要缺环。在西朱村一号墓
东侧勘探发现的二号墓，墓道宽度达到了 10米
以上。根据洛阳地区汉晋帝陵以往的考古资料来
看，这种规模已达帝陵级别。结合文献记载，发掘
者推断二号墓为魏明帝曹叡之高平陵。这一结论
大致无误。这是洛阳地区首次找到了曹魏帝陵较
为明确的线索，可以说是曹魏帝陵考古工作的
重要突破。因为曹魏帝陵取消了包括封土在内
的所有地面标识，使得考古学者对曹魏帝陵的
寻找和确认异常困难。洛阳地区各时期帝陵的
研究，魏晋帝陵是薄弱环节。截至目前，仍有曹
魏时期一陵、西晋时期三陵地望成谜。此次西朱
村曹魏墓的发现也属偶然，因此对于魏晋帝陵
的探索有必要设立专项，对重点区域进行大面
积的踏查和勘探，才能取得更大突破。

另外一个值得注意的问题，是曹魏似有意延
续东汉分置南北陵区的做法。北部陵区以曹丕首
阳陵为中心，南部陵区以曹叡高平陵为中心进行
布局。但是曹叡去世之后发生高平陵之变，司马
氏夺权，曹魏政权很快被西晋取代，南北陵区各
存一陵。笔者在讨论东汉诸帝陵在南北陵区之
间频繁切换选址的问题时曾指出，可能是因为
皇帝早夭、继任者外立，出现了继任者与前任皇
帝平辈而无法聚葬的情况，于是无法从属聚葬
而改葬另外一个陵区。而关于东汉洛南陵区的
初创，有学者认为是汉明帝为了树立光武帝刘
秀的尊崇地位，进而实现巩固统治的目的才另
择葬地。汉明帝刘庄与魏明帝曹叡均非嫡长子。
刘庄为光武帝刘秀第四子，曹叡虽为长子，却是
庶出，且其母甄皇后被废赐死。这种有悖宗法制
度的皇位继承是否会对陵区选择产生影响，有待
进一步深入研究。

2019年西朱村曹魏墓被国务院列入第八批
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名单。故此次发现除却考
古学上的研究价值之外，对于古代帝陵的文物保
护工作，也是一次重要的推动。

出土“石楬”的史料价值

《广韵》曰：“楬櫫，有所表识也。”通俗地讲，
“楬”是物品的说明标签。关于该类物品的定名，
赵超和刘瑞先生都有专文论述。同一性质的物

品，在战国时期墓葬中就已经出现，如曾侯乙墓、
包山2号墓等。西汉时期墓葬中使用楬的现象则
更为多见，如马王堆汉墓、海昏侯墓葬中均有发
现。只不过战国至汉代墓葬中的楬均为竹木材
质，以青石为材质的石楬，仅见于曹操墓和洛阳
西朱村一号墓，但是其功能与木楬一样，都是作
为随葬物品的说明牌出现。

2009年岁末，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院公布了
曹操高陵的发掘信息，一时间关于曹操墓的真伪
之争成为社会关注的焦点，“曹操墓事件”也被评
为“2010 年十大文化事件”。其中争论的焦点之
一，就是墓中所出石楬的真伪问题。当时一些别
有用心的人发声因为这类物品在以前考古材料
中从未出土过，一定是作假放在墓室中，现在看
来实属荒谬之论。此次西朱村一号墓出土石楬
327件，其形制、尺寸以及内容均与曹操墓所出石
楬高度相似，无论是年代、形式和意义都和曹操
高陵成为互印的考古铁证。

石楬为青石磨制而成，表面光滑，制作考究，
上部正中的圆形穿孔应该是穿系绳索，推测是将
其与对应的随葬品系在一起。曹操墓出土的“圭”
形石楬穿孔内，有的还残存有铜链就是佐证。石
楬一面有隶书镌刻的文字，对墓葬中的随葬品名
称、材质、数量、工艺等信息进行了详细记录，具
有极高的史料价值。

许多学者认为石楬所记录的物品应该是真
实放置在墓葬中的。不过，因为墓葬随葬品大部
被盗，难以确认。另外，结合曹魏时期的薄葬背
景，也不排除部分随葬品（明器）虚拟化的可能
性，即一些随葬品“有名无实”，如同今天土葬中
的“大额存单”。比较言之，石楬的制作，相比于西
汉时期的木楬，更加费时费力，甚至一些制作石
楬本身的花费，已经超越了其记录的部分随葬品
本身的价值，明显是哀礼意义大于实际。还有，石
楬在同时代的曹休墓中并未出土，可见其使用范
围不会低于诸侯王的身份，具有较明显的身份象
征意义，或仅限于皇室的成员。但是不管石楬中
记录的随葬品是否一一放置在墓葬中，我们都能
通过石楬较为直观地了解当时曹魏时期皇室成
员的随葬制度和丧葬观念。

《流眄洛川》出版的社会价值

相较于考古发掘来说，发掘资料的整理是一
个极其耗时费力的工作，因此考古界有“挖一年、

整三年”的说法。由于大多数考古工作者在繁忙
的田野发掘工作中难有分身之术，考古资料的整
理往往滞后于发掘工作。洛阳西朱村曹魏墓发掘
结束后，洛阳市文物考古研究院能够迅速完成该
批珍贵材料的整理，并予以公布，对于学术界来
讲实为幸事，既体现了发掘者严谨的治学态度，
也体现出对社会开放的学术心态，当然也是最好
的公共考古成果形式之一。

书中曹锦炎先生运用名物训诂的方法，将传
世文献与出土文献结合，对石楬进行了系统全面
的释读和分类考证，大部分的考证结论应当是准
确的。石楬不仅是对随葬品的记录，也是曹魏时
期社会生活面貌的生动映射，涉及服饰、器用、娱
乐等方方面面，可以说是管窥曹魏社会生活的一
面镜子。资料刊布以后，引起了学术界的广泛关
注，相信会有很多的学术成果会陆续涌现出来。

另外，《流眄洛川》的出版对于研究和推介
这一时期的书法和碑刻艺术都具有重要的文化
认知作用。从书法角度看，曹魏时期处于由隶书
向楷书、行书演变的特殊时期。仔细端详，西朱
村石楬所用书体为汉隶八分体，书法精美，刻工
技艺显示出高超水平。见物思情，参悟每一款文
字的提笔收尾，都可以窥视到曹操高陵石楬的
书写者和西朱村曹魏墓石楬的书写者保持着共
同的书写传统和记忆，既有丧葬气氛中最严穆
思想的礼法表达，也有那种“急急如律令”准宗教
化精神的情绪宣泄。

综上，该书的出版为研究曹魏时期丧葬制度
和社会生活提供了很好契机。遗憾的是由于墓
葬的严重被盗，使得传统文献、石楬与随葬品之
间无法进行详尽的“三合一”比对研究，石楬记
录文字中仍然存在有部分难以理解的“历史名
物”。因此，希望更多的同仁通过著作的发表对
这批石楬资料进行深入探索，共同解析曹魏一朝
历史的真相。

（作者单位：郑州大学历史文化遗产保护研
究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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曹魏丧葬礼俗与社会生活的一面镜子
——读《流眄洛川——洛阳曹魏大墓出土石楬》

韩国河

洛阳西朱村曹魏墓是继曹操墓、曹休墓

发掘之后，曹魏时期墓葬考古的又一次重要

发现，是与曹操墓具有姊妹学术意义的曹魏

时期大型墓葬。该发现被评为中国社科院

2016年度六大考古新发现，在学术界引起

了广泛关注。墓葬出土文物中最具历史价值

的当属327件石楬。“楬”是较为特殊的一类

出土文献资料，与遣策和衣物疏虽然同为墓

葬内随葬品的记录，但是在性质上有其明显

的差异。河南安阳曹操墓中曾出土有66件

石楬，洛阳西朱村曹魏墓中出土数量更多，

为我们提供的历史、文字、文化、艺术、社会

等信息也更加丰富。洛阳市文物考古研究院

与中国美术学院汉字文化研究所联合编著

的《流眄洛川——洛阳曹魏大墓出土石楬》

（上海书画出版社，2021年）一书，公布了石

楬的高清照片和拓本，并由曹锦炎先生对石

楬进行释文和分类考证。笔者一直较为关注

秦汉魏晋时期的墓葬考古，现结合该书内容

谈三点的看法，供批评指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