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唐 李 寿 墓 发 掘 简 报

侠西省博物馆
、

文管会

李寿 (字神通
,

公元 57 7一 6 30 年 ) 墓位于

陕西省三原县陵前公社焦村生产队 (图一 )
,

1 9 7 2 年墓内积水
,

天井塌陷
。

为了保护地下

文物
,

在当地贫下中农的热情支持和县文化

馆的积极协助下
,

我们于 1 9 7 3 年 3 月至 8 月

对该墓进行了发掘
,

现将发掘情况简介如下
。

一
、

蕊称形翻

地面残存的封土堆为不规则的圆锥形
,

高 .8 4
、

周长 61
.

4米
,

夯筑
。

紧靠封土由北向南

排列着石人 1件 (残
,

另一件未见 )
、

石羊 2 对

(其中三件埋在地下 )
、

石虎 1 对
、

石柱 1对
。

墓由墓道
、

过洞
、

天井
、

小完
、

雨道
、

墓室组成
,

全长 44 .4 米
,

南偏东 14 度 (图一

四
、

一五 )
。

斜坡墓道水平长 16 .8
、

宽 .2 30 米
。

过洞

4 个
,

高 2
.

4 6
、

长 1
.

8一 2
.

6
、

宽 2 米
。

天井 5

个 (一在雨道上 )
,

深 5 .5 一 9.5
、

底长 1 .1 一

2
.

2 4
、

宽 2
.

4。 米
。

过洞的隔梁收分大
,

故使

过洞的横断面呈梯形
,

天井东西壁的横断面

呈
“
U

”
形

。

埋葬时全用夯土填实
。

小完 2 个
,

位于第 四 过 洞 东 西 壁
。

土

洞
,

平面呈铲形
,

顶前高后低徽拱
。

木门已

朽
,

木门外用平砖封堵
,

部分封砖 已被盗墓

人揭掉 (图二 )
。

东小完高 1
.

6一 .2 5
、

长 1
.

30
、

宽 L 08 一 1
.

60 米
。

兔的北部放陶俑
;
南部地

面经火烤
。

地上残存 1
.

8 x 1
.

1 米的漆皮一层
,

可能是 已朽的漆盘或漆箱
。

漆皮上有灰陶雌

6 个 (图三兀 西小完高 1
.

5一 1
.

96
、

长 .1 9。
、

宽 1
.

05 一 L 90 米
。

里面的器物被盗
,

仅存男

立俑 1 件
,

四耳白瓷罐 4 件
。

雨道 以石门为界分为前后两段
。

前段长

遵
、

宽 1
.

8 6
、

高 2
.

3 0 米
,

后段长 2
.

5 0
、

宽 1
.

4 0
、

高 1
.

90 米
。

两壁用平砖叠砌
,

顶用一层立砖

起拱
。

雨道前段为斜坡土面
,

后段地面用方

砖漫铺
。

南距石门 40 厘米为砖砌 封 门墙
,

砖大部分被盗墓人拆除
。

石门的西颊柱被打

破
,

门半开
。

石门后边放龟形墓志一合
。

盗

洞两个
,

一位于 甭道前段西壁
,

一位于 雨道

南壁与四天井交接处
。

墓室长 .3 8
、

宽 3
.

9 5 米
,

顶塌
,

原 高度

不明
。

四壁用条砖平砌
,

东壁和北壁东部 的

砖墙已倒
。

拱形土洞顶
。

墓室东部用条砖铺

底
,

西部放石掉一具
。

掉由 28 块青石组成
,

通高 2
.

2
、

底长 3
.

5 5
、

宽 1
.

8 5 米
。

歇 山顶
,

面宽三间
,

进深一间
。

当心间装修可以开合

的石门两扇
。

门已被盗墓人打开
,

门扇一置

于梓顶的东南角
,

一放撑内
。

撑顶的南边一

田一 李寿鑫发拥前外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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田二 第四过润东小

兔封门正视图

石被盗墓人打成

两截
,

一在原处
,

一斜 插 于 淤 土

中
。

撑内的木棺

已朽
,

仅余棺板

残片及棺钉
。

棺

与撑之间散置石

灰块
,

当系防潮

和防腐剂
。

人骨

已被扰乱
,

葬式

不明
。

撑内的随

葬器物仅余料珠数枚
。

墓室东南角及龟形墓

志后边放置大批陶俑
,

已被扰乱并且残破
,

墓室北边的两角各有小铜镜一枚
,

当系压胜

用
。

淤土中发现铜碗
、

铜镜
、

金饰
、

料珠
、

玻璃瓶残片等 (图一四 )
。

根据甫道的两个盗洞和石掉门已开
,

掉

顶被打坏等情况分析
,

此墓经两次盗掘
:

第

一次时间较早
,

盗墓人当从 石 撑 门进 入 掉

内
;
第二次盗掘时间较晚

,

当时可能因淤土

已把石掉门堵住
,

故把掉顶打破进入撑内
。

二
、

出土文物

(一 ) 壁画

墓道
、

过洞
、

天井
、

雨道
、

墓室绘满了

壁画
,

内容丰富
。

其分布位置和内容是
:

1
.

墓道的壁画

长近 17 米的墓道东西两壁
,

中 间 以 较

宽的红色带分为上下两层
。

下层为东西对称

的骑马出行图
, 上层为东西对称的飞天

、

狩

猎图 (图一六 )
。

东壁的骑马出行图 (图一六
,

图版贰
、

伍 )

长约 1 4
、

高 1
.

2一 1
.

7 米
,

由 4 2 匹马
、

4 8 人组

成
,

可分四组
。

一
、

二组残缺
,

三
、

四组基本完

整
。

西壁与东壁 内容相同
,

一
、

二组脱落
。

以

东壁为例
。

第一组三骑为前导
,

首列一骑为黑

斑马
、

披红障泥
, 二列为红

、

白马并列
,

马上人

物脱落
;
二

、

三组各由十九骑组成
。

每组分

四列
,

即一
、

二
、

八
、

八 (骑 )
。

骑士均头戴埃头
,

身穿圆领紧袖戎衣
,

束带
,

黑靴
。

首列一人手

持五旎羊旗
,

可能即为《唐六典》卷十六所说

的
“

吉利旗
” 。

二列的两骑士双手勒经
,

腰佩箭

囊 (第三组的两骑士持 弓 )
。

三
、

四列的十六

名骑士都左手勒组
,

右手持四旎红旗
。

第四

组由一马七人组成
。

马体形高大
,

身被鳞甲
,

黑鞍
,

垂红革带马橙
,

当是主人的坐骑
。

牵

马人大胡
、

深 目
、

高鼻
。

其余
,

一人持伞
,

二人持难尾扇
,

另有三人持物不明
。

根据前导和主卫的骑士 已跨上骏马
,

马

扬尾蹬蹄欲行
,

主人的坐骑也鞍裕齐备
,

但

主人还没有出场
,

可见是整装待发
,

准备出

行的场面
。

整个画面气势显赫
,

队伍严整
,

是死者生前耀武扬威
,

骄横跋雇的表现
。

墓道入口 东西壁的飞天已脱落
,

仅余部

分残片
。

东西壁的狩 猎 图 内容 相 似
,

长 6
、

高

1
.

1一 .2 5 米
,

残缺较甚
。

如东壁的狩 猎 图
:

在丛山峡谷之间
,

数十 名 猎 手
,

分 作 两 个

围场
,

纵马放鹰
,

张弓搭箭
,

追赶着拚命逃窜

的野猪
、

兔
、

鹿
。

一只猎犬咬住中箭的野猪
,

野

猪仍在奔驰
。

画面的左上角有一人 (残 ) 驾鹰

驻马静观
,

似乎是这场围猎的指挥者
。

狩猎题材常见于汉魏以来贵族墓葬的壁

画或石刻中
,

但在不同的历史阶段含有不同

的历史内容
。

贞观十一年 ( 6 3 7年 )
,

唐太宗

说
: “
上封事者皆言联游猎太频

。

今 天 下 无

口口口
}}}}}

门门门

图三 东小完器物分布图

1 9 7 4 年



事
,

武备不可忘
”①

。

可见在李唐政 权 初 建

时
,

狩猎不仅是统治者游乐的表现
,

也含有

为维护统治不忘鞍马之意
。

2
.

过洞
、

天井的壁画

过洞的壁画保存较 完 整
,

天 井 的 壁 画

全部脱落
。

根据残片看
,

天井下部绘的是步

行仪仗队
,

上层为有关生产
、

生活的画面
。

步行仪仗图
:

过洞及天井东西壁绘步行

仪仗队十二幅
。

每幅高 1
.

8
、

长 2 米
。

每队由

8一 10 人组成
,

内容相同
。

以第一过洞东壁为

例
,

由 9 人组成 (图四 )
。

为首一人双手持五

旎羊旗
,
接着的二人佩剑

,
其后四人均持四旎

红旗
。

上述四人
,

除第四人头戴风帽
,

外披风

衣外
,

其余的人服饰同骑马的仪卫
。

队旁另

有二人
,

头戴一梁进贤冠
,

上穿宽袖齐膝红

袍
,

外套俩档
,

腰束宽带
,

裤管上提束扎于膝

下
,

左手按剑
,

右臂屈于胸前
。

此二人当为

仪仗的领队
,

可能是典军或付典军
,

其余人

为亲事或帐内
,

当属郡王级的仪仗队②
。

列戟图 (图二一
、

二二 )
:

第四 天 井 东

西壁下部各绘一大型戟架两付
。

每架列戟七

根
。

戟架后边有房廊
,

象征门外列戟
。

戟架

旁有仪仗队三列
。

如西壁的仪仗
:

一列四人
,

其中三人持旗
,

一人按剑
; 一列五人

,

双手

持 弓 (无弦 ) ; 一列二人
,

一人头戴一梁进贤

冠
,

穿红袍
,

按剑
,

持纷 ; 一人按剑
,

握拳
。

重楼建筑图 ( 图一八 )
:

第一
、

二
、

三
、

图四 第一过洞东壁仪仗队

四过洞及雨道的南壁均绘有重楼建筑
。

第一

过洞南壁 (即墓道北壁 ) 的建筑图保存基本

完整
,

其余仅存残片
。

一过洞南壁正中绘一

重楼
,

为单檐四阿顶的全木结构
,

左右各有

附属建筑方阁 (或叫台 ) 一座③ ,

用飞廊与主

体建筑连成一组建筑群
。

因受 正 面 空 间 限

制
,

故方阁一半画在过洞上
,

一半外折绘于墓

道两壁转角的一隅
。

这组建筑的布局很象唐

含元殿的
“
夹殿两阁

” ,

阁
“

与殿 飞廊相接
” ④ ,

为建筑史的研究提供了资料
。

农耕
、

牧养
、

杂役图
:

在第三天井底部发现从天井上部落下的

壁画残片数层
,

有许多关于劳动人民生产的

画面
。

牛车
:

两幅
,

一为 栅 栏 厢
,

一 为 板 厢

(内坐一女
,

车断作两截 )
,

双辕
,

无盖
,

前

驾一牛
,

旁有御者
,

驱车作行进状
。

牛耕 (图五
、

二三 )
:

两幅
,

有二农夫各

扶一犁
,

前驾二牛耕 田
。

播种 (图五
、

二四 )
:

一农夫驾 双 脚 楼

犁
,

前驾一牛
,

且行且摇
,

播种于地
。

中耕 (残 )
:

农夫二人各握 一锄
,

弯腰耘

锄野草
。

牛栏 (残 )
:

一牧夫驱赶一群肥壮的牛正

从牛栏的门内走出
,

似前往原野上放牧
。

饲养家禽
:

庭院的一角
,

一人 (上身残

缺 ) 似在饲养一群鸡
、

鸭
。

推磨
、

担水
、

膳事 ( 图二 O )
:

庭 院 的

一角有两位女仆双手抱杠
,

吃力地推动磨石

旋转磨面
; 另一女仆肩挑两只水罐运水

;
偏

房内有三名侍女
,

有的捧盆
,

有的端碗
,

似

在忙碌膳事
, 正庭坐一抱幼婴的妇人

,

双 目

注视着院内
,

院内有一群鸡在觅食
。

上述画面是墓主人生前广 占田宅
,

役使

奴脾
、

部曲
,

为其生产
、

做杂役的世族地主庄

园的一角
,

是当时人压迫人
、

人剥削人的封

建生产关系的真实记录
,

可以有力地批判刘

少奇一类骗子所鼓吹的
“
剥削有功

”

等谬论
。

3
.

雨道内的壁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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犷
雨道 口东西壁的上部各绘着一个身披采

带
、

手捧莲花的飞天
, 下部绘二人

,

一人头

裁~ 梁进贤冠
,

身穿方领宽袖红袍
,

腰佩剑

(西璧人并持纷 )
,

另一人双手持弓 (无弦)
。

雨道中部东西壁绘对称的内侍图
、

侍女

圈
。

东壁的内侍图
,

由十一人组成
。

三人面

向墓室
,

其中一人持纷屈身作拜渴状
; 另八

人分作两列外出
。

人物的动作
、

神态各异
,

面部有正
、

侧
、

背转的变化
。

有的拱手
,

有

的以右手食指指点着左掌
,

若有盘算
。

根据

其倾骨突出
,

面颊干疼
、

清瘦的形象
,

当为

在王公贵族内廷服役的内竖一类人物
。

甫道顶部绘大型四组忍冬图案
,

东西两

边各绘三个 (西边只存二个
,

另一个残 ) 手

捧莲花的飞天
,

面向墓室方向飞翔
。

以大型

忍冬纹作装饰图案是这个墓图案画的特点
,

如小兔
、

过洞的完门边饰均是大忍冬纹样
。

币道后段
,

东壁绘一寺院 (残 )( 图二六 )
,

内绘殿堂
、

双阁
,

四周绕一围墙
,

正面辟门
,

门

为栅栏版
。

殿内外有沙弥十余人
,

有的盘坐
,

有的合十伫立
,

有的在殿旁走动
。

西壁绘一道

观 (残 )( 图二七 )
,

周有回廊
,

正面辟门
。

院

落以墙分为前后两部
,

墙上辟门
,

以便两院相

通
。

后院有殿一座
,

仅余一角
。

殿内外有道

士
、

女冠活动
。

前院有双阁
,

一阁内悬钟一 口
,

旁有道士作撞击状
; 另一阁余局部

,

道观外

有两名劳动者肩扛重物向道观大门走去
。

此

是道观奴役下的仆役或荫客 (图一九 )
。

它反

映了寺观地主庄园对人民的剥削
、

压迫关系
。

4
.

墓室壁画

赞

“`了几.卜

图五 牛拼 (下 )播种 (上 )

1 9 7 4 年



西壁上部绘马厩及草料库 (残 ) (图六 )
:

有五名牧夫牵着
、

赶着一群马从马厩内正向

外出
。

马厩的对面绘草料仓库
。

墙 内前后并

列两排库房
,

有数名男仆肩扛沉重的草料袋

正往房内搬运
。

北壁东部绘封建贵族 庭 院 一 座 (图 二

五 )
,

因墙倒仅存局部
。

正面辟门
,

西边一门
,

门两旁各列戟一架
,

每架插戟七根
,

左右廊房

前各立门卫二人
。

东边一门残缺
,

院内左上

角绘台阁
、

山石
、

树木
。

贵妇和侍女正在游

园
。

院内的左下角绘乐舞一组
。

五名踢坐的女

伎分别持竖签筷
、

筝
、

四弦琵琶
、

五弦琵琶
、

笙

等乐器在演奏
。

乐伎前有一舞伎
,

因残缺仅能

看到舞裙的一角飞动
。

乐伎后立四名侍女
,

一

捧杯
,

一持竹杖
,

一持 弓
,

一拱手侍立
。

根

据乐伎所持乐器看
,

当属龟兹乐
。

这是统治

阶级过着管弦歌舞的淫乐生活的一个侧面
。

南壁下部 (墓室门两 边 ) 绘 两 幅 侍 女

图
,

其它画面模糊不清
。

(二 ) 石刻

龟型墓志 (图二八 ) :

长 1
.

66
、

宽 .0 96
、

高

0
.

6理米
。

兽首
,

龟 身
,

四足趴伏于长方座上
。

从

残存的颜色看
,

全身彩绘贴金
。

龟志以龟背

甲为盖 ( 图二九 )
,

篆刻
“

大唐故司空公上柱国

淮安靖王墓志铭
”

的阳文十六字
,

边饰为龟

甲
、

联珠
、

蔓草等纹样
。

龟背甲下阴刻楷体志

文 3 1行 (图三 O )
,

行 3 7 字
,

共 1 0 7 1字
。

志不

知何以作龟型 ? 可能取
“
河图

” 、 “
龟书

”
之意

。

志文说
: “

惧溟海之为田
,

倘佳城 (即墓地 )之

见 日
,

式铭 贞石
” , “

灵龟是 考
” ,

可资佐证
。

石门 (图八
、

九 )
:

两颊柱及槛 为 减 地

阳刻的抱合式
、

波浪式蔓草纹
, 门媚为绘彩

贴金的浅浮雕大兽面
; 双扇外面为绘彩贴金

的浅浮雕朱雀
,

里面 为阴线刻天王象 ;
蹲石

上坐双狮
,

并有线 刻 忍 冬
、

动 物 纹 样
。

兽

面
、

天王
、

双狮等图象
,

用以守卫
,

是统治

阶级反动权势的象征
。

石埠外部为浅浮雕并绘彩贴金的四神
、

武卫
、

文武侍从
、

骑龙驾凤的仙人等画面 (图

七 )
。

里面为阴线刻的乐舞
、

侍女
、

内侍
、

男

女侍从
、

星相等画面
,

撑底四周 为阴线刻十

二生 肖像
。

舞伎图 (图三一 )
:

位 于撑内西壁北部
,

由六名女伎组成
,

均头梳双环髻
,

身穿窄长

袖内衣
,

外套方领宽袖孺
,

束拖地长裙
。

六

人分作三列
,

两两相 向
,

翩翩起舞
。

根据其

缓步轻移
,

腰肢微曲
,

展袖助势的柔软舞姿

看来
,

当属软舞类
。

坐部乐伎图 (图三二 )
:

位于掉内北壁
,

紧

靠舞伎图
,

当是舞伎的伴奏
,

共有女伎十二人

组成
。

均头梳低螺髻
,

着窄袖上衣
,

束长裙
,

披

巾
,

踢坐演奏
。

十二人分作三排
,

所持乐器是
:

竖夔模
、

直颈琵琶
、

曲颈琵琶
、

筝
, 笙

、

横

笛
、

排箫
、

单集
; 铜钱

、

答腊鼓 ( ? )
、

腰鼓
、

贝
。

立部乐伎图 (图三三 )
:

位于撑内东壁南

部
,

由十二名女伎组成
。

女伎服饰与上略同
,

站立演奏
。

十二人亦分作三排
,

所持乐器是
:

笙
、

排箫
、

竖笛
、

铜钱
:

横笛
、

竿集
、

!!! f lll纷)厂日 。 l
_

岁岁
lllll 彭泊 口 一一

图六 墓室西壁壁 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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石称

墓门

琴
、

筝
;

曲颈琵琶
、

直颈琵琶
、

竖夔模
。

坐部伎的茎摸未画弦
,

立部的夔模画十

六根弦
,

与引日唐书
·

音乐志》 所说
“
二十二

弦
”

不符
;
乐人把些筷竖抱于怀

,

两手用拇

指和食指相摄齐奏
,

此种奏法当是史书上所

说的
“
孽签摸

” 。

两部伎乐图上的排箫都是二

十一管
,

与《文献通考》 说的
“
燕乐箫二十一

管
,

清乐箫十七管
”
的燕乐箫相符

。

《旧唐书
·

音乐志》说
: “

案旧琵琶皆用木拨弹
,

太宗贞观

始有手弹之法
,

今所翔琵琶者是也
” 。

此图上

的琵琶仍用木拨弹
,

可见贞观时用木拨弹法

亦极盛行
。

坐部伎图上画的铜钱较大
,

当为正

钱
,

立部伎图上画的铜钱较小
,

似为和饭
。

坐

部伎图上的第一排第二人右手持一壁很薄的

圆板状鼓
,

左手持杖作击鼓状
,

此乐器罕见
。

《通典
·

乐四 》说
: “
答腊鼓制广揭鼓而短

。 ”
可

见答腊鼓的特点是鼓壁短
、

面宽
。

而此图中所

示平圆板状鼓
,

故疑为答腊鼓的一种形制
。

左

手击之以杖
,

可能是答腊鼓的另一种奏法
。

这种说法妥否
,

还需要作进一步的研究
。

根据上述两部伎乐图所示乐器性质看
,

没有悬钟
、

编磐
,

可见不是雅乐和清乐以及

由清乐演变来的法曲
,

无疑属于燕乐系统
。

引日唐书
·

音乐志 》说
,

龟兹乐的乐器有竖璧

摸一
、

琵琶一
、

五弦琵琶一
、

笙一
、

横笛一
、

箫

一
、

竿集一
、

毛员鼓一
、

都昙鼓一
、

答腊鼓

一
、

揭鼓一
、

鸡娄鼓一
、

铜拔一
、

贝一
。

而

图所示的乐器多与之契合
,

当属龟兹部乐
。

(三 ) 随葬器物

在小完和墓 室 内共 出 土 陶
、

瓷
、

金
、

铜
、

铁
、

玉
、

料
、

玻璃等质地的器物 333 件
。

大部分为彩绘肉俑及生活用具
。

彩绘肉俑
:
全系模制

,

陶质坚硬
,

呈桔

黄色或灰色
,

上涂白粉
,

然后绘彩
,

有的并

贴金
。

陶俑的种类有绘 彩 贴 金 武士 俑 (残

缺 )
,

镇墓兽
、

男侍立仪仗俑 (图一 O )
、

男

骑 甲马武士俑 (图一二 )
、

男骑马 鼓
`

吹俑
、

女侍立俑 (图一一 )
、

女舞俑
、

女骑马俑等
。

陶家畜
:

有彩绘贴金的驮马
、

马驹 (图

八七图图

,, . 1
`

户明口卜习白娜 .司 `̀

{{{{{

酬酬酬
III 几扁扁

图九 墓门石刻正视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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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三 )
、

身备鞍特马
、

驮物和没驮物的骆驼
、

猪
、

狗等
。

陶瓷器
:

有灰陶罐
、

黑瓷碗
、

四耳白瓷

雌
,

其中一件瓷堆的肩部有对称的四朵圆形

联珠纹黑花
,

还有一件深青色 瓷壶 (残 )
,

带有橙黄色窑变
。

金属类
:

有金带扣
、

金饰品
、

铜碗
、

铜镜
,

其中素面镜 2 件
,

十二生 肖镜 1 件
,

重列神兽

图一 O 男侍立仪仗俑 图一一 女侍立俑

镜 1件 (残 )
,

还有婆金铜泡钉
、

带钩
、

铁锁等
。

其它
,

还有玉珠
、

料珠
、

玻璃瓶 (残 ) 等
。

上述随葬器物中有绘彩贴金甲马俑
,

在

唐代墓葬中仅见于唐璐德太子墓⑤ ,

根据《新

唐书
·

仪卫志》载
,

它是皇帝的朔卫⑧ ,

但有

殊勋者亦可备有
,

如唐太宗战胜王世充后
,

于武德四年 ( 6 2 1年)
“
六月凯旋

,

太宗亲披

黄金 甲
,

陈铁马一万骑
,

甲士三万人
,

前后

部鼓吹… …
” ⑦

。

按李寿的官阶似不应有绘彩

贴金 甲马作为仪卫
,

可能是特殊的赏赐
,

正

如志文所说
,

太宗当了皇帝曾
“

优礼元功
” ,

李寿获得
“

车服 以庸
”

的优厚待遇
。

陶家畜类中的 马驹 (图 一 三 ) 也 较 少

见
。

此当是象征马牧的发达
。

作为作战主要

工具的马的萦衍
,

也意味着统治者实力的扩

大
,

所以世家贵族对养马特别重视
。

陶瓷类中的四耳联珠纹黑花白瓷峨
,

是

少见的新工艺
。

重列神兽镜
:
过去在西安东郊坝 桥 45 7

号汉墓和乾县六区汉墓中发现过⑧ ,

当是 东

汉镜
。

玻瑞瓶 (残)
:

一为淡黄色
,

一为翠绿色
,

半

透明
。

经土蚀
,

表面起还原变化
,

透出银 白色光

彩
,

这说明唐初玻璃手工艺 已达到一定水平
。

图一二 男骑 甲马武士俑 圈一三 马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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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

结 语

李寿墓是我省目前发掘的唐墓中时间最

早的一座墓葬
,

出土大批精 美 的 壁 画 和 石

刻
,

而龟形墓志和装修可以开合的石门的石

撑
,

在考古史上非常少见⑨ ,

是我省近年来

考古工作的重要发现之一
,

为研究唐初的历

史提供了多方面的资料
。

1
.

墓葬形制和出土文物 多承 袭 前 代风

格
。

列宁说
: “
在分析任何一个社会问题时

,

马克思主义理论 的绝对要求
,

就是要把问题

提到一定的历史范围之内
” L

。

唐代初年有关

经济
、

政治的重要设施多沿袭隋制
,

但是也

有兴革
,

以适应 当时统治的需要
。

李寿墓的

形制与文物也是如此
。

例如
:

(一 ) 李寿墓

为单室
、

多天井 (五个 )
、

斜坡墓道
,

石门位

于甫道中部
,

棺置于墓室西部
,

俑置于墓室

东南角和小完内等都与开皇二年 ( 5 8 2 年 ) 李

和墓
、

开皇二十年 ( 6 0 0 年 ) 独 孤 罗 墓
、

大

业七年 ( 6 1 1 年 ) 姬威墓等L相似
。

而 墓 道

的隔梁收分大
,

致使过洞的横断面呈梯形
,

天井东西壁横断面呈
“
U

”
形

,

门墩石上雕石

狮等和李和墓完全相同
。

(二 ) 陶俑的组合

因被扰乱
,

情况不明
。

但就造型艺术而言
,

如模制
、

敷粉绘彩
; 男俑脸形方圆

,

女俑清

瘦
;
马体肥硕等等

,

都和李和等隋墓乃至北

齐
、

北周墓葬中出土陶俑的风格相近
。

而和

盛唐的男女俑面颊丰满
,

马劲健有力不同L
。

(三 ) 从壁画的题材看
,

出行图
、

狩猎图
、

世族地主庄园图以及反映佛 道 思 想 的 画 面

等
,

都是汉魏
、

南北朝墓葬的壁画和石刻中

常见的题材
。

壁画和石刻中人物的服饰和敦

煌石窟中的隋代供养人的服饰基本 相 似函
。

装饰图案中的大型忍冬纹样
,

和敦煌北魏时

代宠门纹样相近
。

(四 ) 石撑外部刻四 神
、

十二生肖
、

武卫等
,

以及雕刻技法都与隋李

和墓相近
。

象浅浮雕的画面
,

人物的外廓为

减地阳刻
,

细部用阴线刻或用笔描画
,

显然

.

7 8
.

是承袭了东汉以来的墓葬石刻作风
,

而为盛

唐所少见
。

盛唐的 墓 葬 象 章怀
、

鳃 德
、

永

泰
、

韦洞等墓的石掉画面都是线刻
。

李寿墓

的墓葬形制和出土文物反映的艺术风格在承

袭前代的基础上也有创新
,

如装修石门的石

停
、

壁画题材中的列戟图
、

内侍图
、

大幅巨

制的构图法等都为前代少见或未见
。

有些则

为盛唐所沿用
。

总之
,

李寿墓的壁画
、

石刻

等作风和墓葬形制在唐代具有承上启下的地

位
。

当然继承是有阶级性的
。

李寿墓之所以

多沿袭前代
,

最根本的原因
,

是由剥削阶级

的共同本质决定的
。

2
.

对几件文物和几幅画的分析

(l ) 墓前石刻
。

《封氏闻见记》 卷六说
: “
秦汉以来

,

帝

王陵前有石麒 麟
、

石 辟 邪
、

石 象
、

石 柱 之

属
,

人臣墓前有石羊
、

石虎
、

石人
、

石柱之

属
,

皆所以表饰坟垄如生前之象仪卫耳
” 。

李

寿墓前的石刻与封氏所记完全契合
。

初唐的

一些大臣墓如显庆三年 ( 6 5 8 年 ) 的尉 迟 敬

德墓
、

龙朔三年 ( 6 6 3年 ) 的郑仁 泰 墓
、

总

章二年 ( 6 6 9年 ) 李劫墓等都有石 羊
、

石虎
。

可见封氏所记是有所本 的
。

至 于 贞 观 九年

( 6 3 5年 ) 的李渊献陵的四门有石 虎
,

可 能

是唐初皇帝陵园建制未固定
,

到高宗死时建

造乾陵后
,

皇帝陵前的石刻基本与乾陵同
,

再无石虎
。

所以石虎
、

石羊可以看作是人臣

墓的标识
。

值得注意的是这些 石 刻
, “
皆所

以表饰坟垄如生前之象仪卫耳
” ,

就 是 说 它

是统治阶级反动势力的象征
,

也是剥削阶级

虚弱的表现
。

妄图死后仍能 享 寄 生 的奢 华

生活
,

祈求于石刻神灵的保护
,

实乃荒涎无

稽
。

( 2 ) 门前列戟
。

列戟最早见于 《隋书
·

柳或传》
。

李寿墓

的列戟图是目前已知的最早的形象记录
。

吠店

六典》卷四说
: “ … … 开府仪同三司

、

嗣王
、

郡

王
、

若上柱国
、

柱国带职事三品以上
,

京兆
、

河南
、

太原府
、

大都督
、

大都护门十四戟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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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寿为淮安郡王
,

从一品
,

应列戟十四根
,

与图所示正符
。

陕西发掘的唐墓壁画中常见

列戟图
,

`
少

但戟架旁都无廊房
; 而李寿墓天井

的列戟图带有廊房
,

尤其墓室北壁画的戟架

放在门两旁廊房的前边
,

此 当是门旁列戟的

真实记录
。

元棋诗说
: “

步廊回合戟门深
” ,

似即指此
。 “

唐制
,

侍御亲兵及殿前两司
,

号日

三衙
,

三衙番上分为五仗
, … …皆带刀捉仗

,

列坐于东西廊下
”⑧

。

可见廊房是门前仪卫列

坐的地方
。

唐代不仅公府门前列戟
,

而且私

第门前也列戟
,

李寿墓的列戟图可作证明
。

( 3) 坐
、

立部伎
。

唐代的乐舞分为坐
、

立二部起于何时 ?

《 旧唐书
·

音乐志》 说
: “

高祖登极之后
,

享

宴因隋之旧
,

用九部乐
,

其后分 为二 部
” ,

又说
: “

武后称制
,

毁唐太庙… … 安 乐 等 八

舞声乐皆立奏之
,

乐府谓之立部伎
,

其余总谓

之坐部伎
” 。

前者说
“

其后分为二部
” ,

时间

含混不清
; 后者似说武后时分乐为坐

、

立二

部
。

而 《文献通考》 (卷一
、

4 6) 则说
“
元宗时

分乐为二部
,

堂下立奏谓之立部伎
,

堂上坐

奏谓之坐部伎
” 。

总之
,

文献记载歧异甚多
。

李寿墓石刻画的坐
、

立二部乐图的发现
,

证

明贞观四年 已有坐
、

立二部乐
。

这对 引日唐

书》所说的
“

其后
”
二字作了限制

:

不是在贞

观 四年以后
,

而是在武德元年至贞观四年之

间
。

引日唐书》 列传十记载
:

武德七年 ( 6 2 4

年 ) 李渊赠河间王孝恭
“
甲第一区

,

女乐二

部
” 。

此处疑指坐
、

立二部
。

如此点不误
,

那

么在武德七年乐 已有坐
、

立二部之分
。

确切

始于何年
,

尚待新的考古资料的发现
。

隋和唐初的音乐有雅
、

俗之分
。

雅乐是

儒家复古派所尊崇之乐
,

随着奴隶制的消灭

已变成死的音乐
。

唐初祖孝孙
“

斟酌南北
,

考

以古音
,

作为大唐雅乐
”
L

,

但仍无法挽救雅

乐的衰亡
。

俗乐主要是指燕乐而言
,

尤以属

于燕乐系统的龟兹乐流行最广
,

影响最深
,

享宴皆用之
。

李寿墓中的三幅伎乐图均为龟

兹乐
,

就是明证
。

白居易说
: “
太常选 坐 部

伎无性识者退入立部伎
,

又选立部伎绝无性

识者退入雅乐部
,

则雅乐可知也
”L

。

反映腐

朽没落阶级利益的雅乐之被淘汰
,

是历史发

展的必然
。

春秋末年
,

面临着
“

礼崩乐坏
”

局

面的孔老二
,

为了恢复奴隶制
,

把奴隶主之

乐

—
韶乐

,

吹捧为
“
尽善

” 、 “

尽美
” ,

把反

映新兴地主阶级意识的
“

郑声
” 、 “

卫声
” ,

诬

为
“
淫邪

” 。

林彪和孔老二一样
,

为了复辟的

需要
,

宣扬旧文化
,

攻击反映无产阶级工农

兵的艺术
。

可是新事物战胜旧事物是不以人

们意志为转移的客观规律
。 “
凡属倒退行为

,

结果都和主持者的旅来的耳翅相反
” ,

都以可

耻的失败而告终
。

( 4 ) 墓志
。

《封氏闻见记》 卷六说
: “

(王 ) 俭所著

丧礼云
:

施石志于扩 里… …欲 后 人 有所 闻

知
。

其人若无殊才 异德 者
,

但 记 姓 名
,

历

官
,

祖父
,

姻靖而 已
;
若有德业则为铭文

” 。

按此
,

似乎说写志文要
“
文与人符

” 。

看了李

寿墓志
,

知道事实并非如此
。

李寿于武德二

年同窦建德领导的农民军作战时
,

明明被打

得
“
全军陷没

” ,

且当了俘虏@ ; 而志文却吹

嘘为
“

禁令肃清
,

仁惠孚洽
,

扶老携幼
,

动

色相趋
。 ”

武德四年
,

李寿同刘黑阔作战时
,

“
望风皆破

” , “
皆为 (刘黑 阔 ) 所败

”L , 而

志文则说
“

累致克捷
” ,

真是弥 天 大 谎
,

极

尽歪曲历史事实之能事
。

这是孔老二的
“
为

尊者讳
” 、 “

为亲者讳
” 、 “

为贤者讳
”
的活标

本
。

它无情地揭露了孔老二的
“
三讳

”

笔法的

虚伪性
、

反动性
,

是混淆是非
、

颠倒黑白的

大骗术
。

《资治通鉴》 唐纪十一
,

卷19 50

参见本期《唐李寿墓壁画初探》 一文
。

梁思成
:
《敦煌壁 画中所见的中国古代建筑》一文

把此种木平坐的建筑叫台
, 《文物参考资料》 第二

卷五期
。

《唐六典》卷七
。

《唐璐德太子墓发掘简报》 , 《文物 》 1 9 7 2年七期
。

《新唐书
·

仪卫志 》载
: “
左右晓卫郎将各一人

,

各

(下转第 61 页 )

①②③

④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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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阎王殿的反
。

当时
,

我父亲带头控诉
“
亚

圣府
”

的滔天罪行
,

佃农们的发言一个接一

个
,

俺这些
“
野人

” ,

造 了
“
孟府

” “

君子
”
们的

反
。 “
二月初七那一天

,

锣鼓家什打得欢
。

呼

呼隆隆进
`

孟府
’ ,

野人敢造
`

圣人
,

反
。

减租减

息开大会
,

分粮分布又分盐
。

毛主席共产党来

领导
,

千年奴隶把身翻
。 ”
这就是俺

“
孟府

”
的

佃户为纪念这难忘的一天而编的一首战歌
。

自从邹县第一次解放
, “
孟府

”
的反革命

活动一天也没有停止
。

1 9 4 6 年 8 月 16 日
,

“
孟府

”
派人和峰 山上的国民党政治土匪李老

八 勾结
, 9 月 8 日夜突然窜进我村

,

拉走我

父亲
,

这些暴徒完全撕掉了伪善的假面具
,

把我父亲绑在树上
,

用枪托砸
、

皮鞭抽
,

我

父亲的衣服被抽碎
,

浑身血肉模糊
,

几次昏

了过去
。

但当他一醒来
,

就迎着钢枪
、

皮鞭

痛骂
“
孟府

”
里的老财

,

他们见我父亲宁死

不屈
,

就狠毒地杀害了我父亲
。

当时
,

我父

亲身上被刺了七刀
,

肚子被划开
,

脸上被划

成
“

十字
” 。 “

孟府
”
的豺狼们杀害我父亲后并

没甘休
,

19 4 7年 2 月
,

我军奉命转移离开邹

县以后
,

他们又向我县革命群众大肆进行反

攻倒算活动
。

2 月 17 日
, “
孟府

”

户头党 昭群

带领还乡团扑进俺村
,

见革命干部就抓
,

见

贫下中农的东西就抢
。

党昭群站在我家门口

的碾盘上
,

手挥盒子枪
,

恶狠狠地狂叫
: “
郑

同林死了
,

还有两个男孩子
,

打死不值两粒

子弹钱
,

逮住劈了算了 ! ”

在他们阴谋进一步

迫害俺家时
,

贫下中农 冒着生命危险
,

掩护

我们逃出虎口
。

孟柯说什么
“

行一不义
,

杀

一不孤
,

… …皆不为也
” 。

事实证 明
,

这 完

全是骗人的鬼话
。

乌云遮不住太阳的光辉
。

1 9 4 8年邹县第

二次解放
。

俺这些
“
野人

”

又重新见到光明
。

在毛主席
、

共产党的领 导 下
,

我 们 推 翻 了
“
亚圣府

”
阎王殿

,

打碎了千年铁锁链
,

镇压

了
“
孟府

”

里的豺狼
,

专了一小撮阶级敌人的

政
,

扬眉吐气
,

斗志昂扬
,

走上了社会主义

的幸福路
。

解放二十多 年 来
,

俺 这 个穷 山

村
,

人变
、

地变
、

产量变
,

粮食年年丰收
,

贫下中农的生活水平不断提高
。

在文 化 上
,

也得到了翻身
。

解放前
,

俺村劳动人民一个

识字的也没有
,

如今俺贫下中农管理学校
,

适龄儿童全部入学
,

有初中生一百零五人
,

高中生二十五人
。

历史事实证明
,

只有我们

劳动人民
,

才是世界的真正主人
。

一切企图

开历史倒车
,

搞复辟倒退的人
,

结果都只能

是 自取灭亡
。

(
.

上接第 88 页 )

领栩卫二十八 人
,

甲骑具装
,

执副仗矛 肖
,

居散

手卫外
” 。

⑦ 引日唐书》本纪第二
。

⑧ 《映西出土锅镜图录》图版76
、

77
。

⑥ 洛阳 曾出土过北魏建昌二年的元显 倪龟形墓志一

合
。

见赵万里 《汉魏南北朝墓志集释》 一册
。

⑧ 《列宁选集》二卷 5 12 页
。

⑧ 《陕西省三原县双盛村李和墓清理简报》
, 《文物》

19 66年 1 期
,

《西安郭家滩隋姬威墓清理简报》
,
《文物参 考 资

料 》 19 5 9 年 8 期
。

独孤罗墓 是 1 9 5 3年陕西文物 清 理 队 在成 阳 发

掘
,

材料未发表
。

L 参见《陶俑》
、

《陕西 出上 的唐代陶俑 》等书
。

L 参见 《教煌壁画服饰资料 》
、

《教煌壁画 》 。

@ 《纲鉴易知录》 卷 4 5a

L 《 旧唐书》 音乐志上
。

L 《白氏长庆集》卷 3
,

乐府
、

立部伎
。

@ 引日唐书》 本纪第二
,

列传十
。

@ 引日唐书》本纪第二
,

列传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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