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蒲 城 元 墓 壁 画 琐 议

. 刘恒武 (陕西省考古研 究所 )

1 9 98 年 3 月发现的蒲城洞耳元墓
,

是陕

西境内非常少见 的保存完好的一座元代壁画

墓 (见本期 《陕西蒲城洞耳村元代壁画墓 }})
。

墓葬 自发现以来
,

引起了省内学者的广泛关

注
。

该墓年代为元世祖至元 6 年 ( 1 2 6 9 年 )
,

属蒙宋对峙时期
。

壁画绘制美仑美灸
,

布局

规整考究
,

画 面至今保存艳丽如初
。

更为可

贵的是
,

壁画作者以具细周致 的笔触
,

传输

出大量有关忽必烈蒙古时期的物质文化和社

会风习信息
。

笔者作为墓葬的考古发掘者之

一
,

抱着极大的兴趣对壁画 的各个细节逐一

推敲
,

将琐碎见解辐凑成文
。

以求引发更深

人的探讨
。

一
、

壁画中元人的服饰发冠

壁画 中共出现人物形象 2 0 个
,

其 中 4 个

童子属装饰图案内容
,

其余 16 个场景人物均

为蒙古族装束
。

壁画对每个人物的服饰发冠

都表现得非常清晰
,

为蒙宋对峙时期元人服

饰研究提供了很好的形象资料
。

全部壁画共有两个女性人物
,

均在
“
堂

中对坐图
”
中 (本期封二

,

下 ; 封三
,

上 )
。

北壁女墓主身着的长袍
,

当时汉人谓之
“
团

衫
” ①

,

是元代蒙族妇女的礼服
。

其特点是宽

大曳地
,

袖 口部位收束
,

且要另行镶边
。

东

北壁侍女身着一件半袖衫
,

亦为元时的常见

衣装
。

女性发冠最具特点的是女主人头戴的
“
姑姑冠

” ,

这种帽式名称由蒙语音译而来
,

又

名
“

故故
” 、 “

顾姑
”
等

,

是元时蒙族妇女流

行的冠式
。 “

姑姑冠
”
以桦木

、

柳条或金属作

骨
,

包 以绢帛
、

青毡制成② 。

女主人所戴之
“
姑姑冠 ” 以红布包裹

,

细颈广首
,

无珠玉装

饰
,

属于较素朴的式样
。

元代高级贵族所戴
“
姑姑冠

”
往往穿珠结玉

,

装饰繁缚
。

以墓北

壁款志可知
,

女主人姓李名云 线
,

应为汉人
,

原籍河 中府
,

但身着团衫
,

头戴
“
姑姑冠

” ,

是蒙汉通姻 中汉人女子随就蒙俗的例证
。

壁画 中 14 个男性人物身份有所差别
,

包

括官吏
、

侍仆
、

随从
、

牧人和舆夫等数种形

象
。

人物服装大都是左枉束袖样式
,

足下蹬

靴
,

属元代男子习见的装束
。

冠帽分为 3 种
,

各具特色
。

北壁墓主和东壁醉者头戴的冠帽

前有折沿
,

后有遮披
,

顶饰红缨 (本期封二
,

下
、

上 )
,

其类似样式见于内蒙古赤峰元宝 山

元墓壁画的墓主和侍者形象③ ,

或称
“
后檐

帽
” ,

唯一区别在于后者无级饰 (图一 )
。

西

壁 有 3 个人物头戴一种翻沿皮 帽 (本期封

面 )
,

具有北方边地特色
。

这种帽式边沿翻起
,

露出皮茸
,

在元代 以
“
暖帽

”
相称④ 。

还有一

种斗形笠帽
,

集 中见于东壁随从形象
。

从壁

画上看
,

这种帽式形如被斗
,

上小下大
,

一

种饰缨
,

一种则无
,

又分黑
、

白两色 (本期

封二
,

上 )
,

亦见于元刻 《事林广记 》 插图人

物 ( 图二 )
。

山西大同元代冯道真
、

王青墓出

土有这种帽式的实物⑤ ,

其 《简报 》 载冯道真

墓笠帽
“
上小

、

下大
,

顶和 口均为正方形
,

高

1 9
.

5厘 米
,

顶 每 边 长 1 2
、

口 每 边 长 2 3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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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圆形
,

一种为尺寸较大的方形
,

均用线绳

垂系于腰间革带 (本期封面 ; 封二
,

上
、

下 ;

封底 )
。

壁画 14 个男子中有 5 人明显系有佩

囊
,

而且人物身份不一
,

可见腰佩悬囊是元

代蒙古族的一种社会习俗
。

但类似的佩囊亦

为汉族人所用
,

汉族远 自先秦时代已经使用

随身袋囊
,

亦有方形和圆形两种
,

一般称为
“

架囊
’ ,
⑨

。

《礼
·

内则 》 : “
男架革

,

女辈丝
。 ”

可见所用材料男女不一
。

唐代墓葬壁画
、

石

刻和陶俑 中也有佩囊人物形象
。

二
、

壁画中的元代器皿和用具

图一 内获赤峰元墓壁画

少少少

图二 《事林广记 》 插 图

米
” ,

质地为藤草
,

编织而成
。

王 青帽尺寸与

前者类似
,

顶上还留有
“
料孔石

” ,

估计为帽

顶装饰
。

这种笠帽始于宋金时代
,

河南焦作

金墓一件砖俑的帽式亦与此种相近⑥
,

但帽

顶略尖
,

帽身有 6 楞
,

有的著述称之为瓦楞

帽⑦ 。

壁画 中有的人物如西北壁侍童
,

露 出
“
婆焦发式

”
(本期封二

,

下 ; 封底 )
。

其作法

是将头顶四周头发剃去
,

仅在前顶留撮发
,

两

旁头发则在耳根处给髻⑧ 。 “
婆焦发

”
是元代

蒙古男子的统一发式
。

壁画 人物佩带 物中 以腰 间佩囊较 为醒

目
。

壁画中佩囊分为两种
,

一种为尺寸较小

关于壁画中的器皿用具已经引起学者注

意
。

因为该墓时代属忽必烈蒙古时期
,

又有

明确纪年 (至元六年 )
,

壁画中所有用品形象

对于宋元之交 的文物研究具有相当的参考意

义
。

壁画中器皿包括红色盖雄 1 个
、

玉壶春

瓶 3 个
、

酒盏 5 个
、

歇 1 个
、

盘 口直颈花瓶

1 对
、

高足碗 1 只
、

盖盒 1 只
、

托盘两柄和果

盒 1 只 (本期封二
,

下 ; 封三
,

上 ; 封底 )
。

《文博 》 1 9 9 8 年第 5 期刊载的 《蒲城发现的元

墓壁画 及其对文物鉴定的意义 》 ( 以下简称
“ 《蒲 》 文 ” 一文已对壁画器皿作了分析。 ,

笔者想就器皿色彩谈些补充意见
。

壁画 以其鲜丽的色彩悦人心 目
,

一些器

皿形象亦施有彩色
。

这些颜色是否有所法本
,

是值得探究的问题
。

西北壁和东北壁图中的盘 口 花瓶和高足

碗
,

《蒲 》 文判定为瓷器
,

这两种器皿均作颜

色较正的黄色
。

宋元时代浙江哥窑有青黄釉

瓷品
,

江西吉州窑有酱黄釉瓷品
,

北方耀窑

亦有青黄釉制品@
,

与壁画 器皿的黄色均 有

一定偏差
。

不过
,

以绘画颜料准确攀写瓷器

釉色是难以做到的
,

图中器皿色彩应为一种

大略的表意
。

东北壁图中盖嫂通体施红色
。

元时已出

现釉里红器
,

但实物数量不多
,

能够确定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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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代早期 的通体为釉黑红 的大型器皿更少
。

宋金时代北方钧窑烧制红色高温色釉瓷
,

湖

南长沙窑亦发现通体高温红釉制品气 分析

来看
,

图中红色盖罐更有可能是红釉瓷的摹

写
。

东北壁图中条案上的圆形盖盒
,

涂敷有

不均匀的淡蓝色块
,

还画有条瓣形纹饰
。

瓷

盒在唐代 出现
,

南宋时各窑普遍烧造
,

宋代

瓷盒精品多为影青瓷@
。

图中盒子近似宋式

菊瓣盒
,

盒面颜色淡蓝间白
,

应为影青瓷的

仿写
。

其它用具还有蒜首长杖和 四弦乐器
“
火

不思
” 。

长杖绘在西北壁 图中
,

为侍童抱持
,

杖

首为蒜头形
,

杖底装置尖形有股套管 (本期

封二
,

下 ; 封底 )
。

侍仆持杖之俗在元时较为

普遍
,

元刻 《事林广记 》 插图也有这类形象

( 图二 )
,

但杖首多为一短小的横杆
。

类似形

象亦见于金墓壁画
,

如山西长治李村沟壁画

墓中东壁 图男侍
“

双手持黄长棍
,

左臂搭 白

长 巾
” ,

西壁图男侍
”
双手握竹节长杆

,

上端

弯曲
’ ,L 。

蒲城元墓壁画侍童在抱杖之外
,

也

于臂上搭有 白色长巾
,

两者所代表的习俗应

有承继关系
。

“

火不思
”
见于东壁图中

。

其形制为圆腹
,

四弦
,

双连弧形长颈
,

无品
,

四个弦转并列

一侧 (本期封二
,

上 )
。 “

火不思
”
是译名

,

又

称
“
浑不似

” 、 “
虎不思

” ,

为流行于中国古代

北部和西部的少数 民族弹拨乐器
。

1 9 0 5 年新

疆吐鲁番招哈和屯出现的高昌古画中即有它

的图像L
。

元代将之列人 国乐
,

《元史
·

礼乐

志 》 : “
火不思

,

制如琵琶
,

直颈
、

无品
、

有

小槽
。

圆腹如半瓶植
,

以皮为面
,

四 弦皮绣
,

同一孤柱
。 ”
图中

“
火不思

”
颈部削作连弧

,

是一种特殊的制式
。

最费人思索的是东北
、

西北壁图中条案

下的束腰形物和条形物
。

束腰形物中间收束
,

两端作弧边 ; 条形物呈长方条状
,

均不施色

(本期封二
,

下 ; 封三
,

上 ; 封底 )
。

两者应

是元代银锭
、

银挺的绘写
。

历来 著述对 于
“
挺

”
和

“

锭
”
没有严格区分

,

一般认为条形

为
“

挺
” ,

块状为
“
锭

” ,

长条形的金挺
、

银

挺俗谓
“

金条
” 、 “

银条
” ,

自唐以后传沿不断
。

束腰形金
、

银锭 (或谓挺 )
,

则有一个形制变

化过程
,

北宋时期的束腰锭两端平直
,

背面

窄于上表面
,

侧视呈船形
,

内蒙巴林左旗出

土有北宋束腰银锭实物
,

为大观和政和年间

铸造 。 。

南宋时期束腰锭两端变为弧形
,

而且

表面和底面尺寸基本一致
,

湖北黄石西塞山

发现南宋淳佑年间实物L ,

黑龙江阿城县白

城 (金上京会宁府 ) 出有金章宗承安年间实

物L 。

元代束腰锭沿袭南宋和金代形制
,

或称
“
元宝

” 。 ,

背面多蜂窝状气孔
。

壁画中银锭两

端施黑点
,

可能表示蜂窝状气孔
。

壁画中出现的家具形象集中于
“
堂中对

坐图
” ,

包括座屏
、

圈背交椅和条案 3 种 (本

期封二
,

下 )
。

座屏屏身以横撑分出三区段
,

上方两区

段分别饰以水墨 画和花叶图案
,

最大的底部

区段素面无纹
,

屏框底部还有如意纹站牙
。

山

西大同元代冯道真墓出土一件本质座屏
,

由

底座和屏身组成
,

底座为云 头座
,

方形屏身

以横撑分作四 区段
,

上部第二段为小方格样

式
,

底部区段较大
,

不饰图案
,

作法与壁画

中座屏类似
,

表现 出素朴 的作风 。
。

“
堂中对坐图

”
中墓主坐下之椅

,

带有圈

背
,

底部大多被遮掩
,

但露出一段椅足的横

撑
,

应为圈背交椅无疑
。

这种椅子前后两腿

交叉
,

交叉部位有轴
,

可 以折叠
,

而且左右

腿杆以横撑相连
。

这种椅子在宋代已经流行
,

又名
“

太师椅
” ,

元代多为权势阶层使用
,

一

般陈于厅堂 @
。

元刻 《事林广记 》 图中常见

(图二 )
。

东 北壁和西北壁 图中条案案 面作长方

形
,

四退不在案面 四角
,

而在两头靠后一些

的位置
,

称之为
“
案

”
较为准确

。

两件案的

腿上端有较大的如意云牙板
,

四腿上端均有

横帐相连
,

与明代条案仅在前后腿间置帐杆



的作法不同
,

但样式简洁素雅
,

落落大方
,

已

显出明式家具风格 的端倪
。

三
、

壁画内容和布局特色

蒙宋对峙时期
,

蒙古统治者在接受原金

统治区大量土地
、

人民的同时
,

也吸收了当

地 固有的汉人和女真族文化
。

蒲城元墓是这

时期少见的蒙古人墓葬
,

壁画内容中蒙汉文

化因素交融
,

反映了当时的历史实况
。

蒲城元墓形如一个蒙古毡帐
,

周壁绘以

帘慢
,

顶上留有
“
天窗

” 。

壁画内容中饮酒场

面 占了重头
,

图中乐者
、

舞者洒脱不羁
,

骏

马傍伫
,

猎狗奔窜
,

牧人扬鞭
,

牛驼相偎
,

表

现出极为强烈的草原生活气息
。

人物服饰也

具有蒙古人特色
,

所 以
,

壁画内容里蒙古文

化 因素占有优势比重
。

但是壁画中各种器皿
、

家具均为汉式用具
,

东
、

西壁图中宋式栏杆
、

太湖石 以及芭蕉
、

兰花植物之属都是宋代园

林常见 的铺陈之物
,

条案上牡丹
、

荷花瓶插

之赏亦为汉族士大夫 的雅僻
,

顶壁装饰图案

中
“
童子戏花

”
图案常见于宋代各种器皿

,

梁

杭 彩 画 图案则 见于宋 式建 筑 (本 期封 三
,

下 )
。

可见
,

忽必烈蒙古时期蒙古族一方面接

受 了汉人物质生活中的建筑庭园
、

家什器皿
,

也同时吸收了汉族士人生活中精神层面的一

些东西
。

壁画布局最大特色是对称规整
。

绘者依

据墓室形制作出严谨的叉排布置
。

周壁壁画

内容上是两两对应的
,

东北
、

西北壁各绘一

侍
,

侍者身后皆陈条案
,

互相对应
。

西南
、

东

南壁则对称绘有马 匹
、

枯树
。

东
、

西两壁一

为饮酒场面
,

一为醉酒场面
,

也达到了一种

互相照应
。

顶壁图案 中梁杭彩画一宽一窄交

替
,

童子图案与火焰珠图案穿插
,

而且分别

与周壁各壁面一一对应
。

北侧与南侧童子手

执牡丹
,

东侧与西侧童子手执荷花
,

亦求对

应一致
。

此外
,

帘幢
、

如意云头纹都布施一

圈
,

使顶壁 图案显得圆满周致
。

笔者仅就 以上 3 个方面作 了初步探讨
,

无庸置疑
,

蒲城元墓壁画中的形象资料将为

各方面研究者利用
,

而且会有更多的问题将

从个别专题研究中提出来
。

此外
,

壁画的绘

画特色及其所代表的时代艺术特点
,

也应是

值得深人考察的问题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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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⑤⑧大同市文物陈列馆
、

山西云冈文物管理所
: 《山西省大

同市元代冯道真
、

王青墓清理简报 》 , 《文物 》 1 9 6 2 年 10

期
。

⑥河南省博物馆
、

焦作 市博物馆
: 《河南焦作 金墓 发拥简

报 )
,

( 文物 ) 1 9 7 9 年 8 期
。

⑦周讯
、

高春明
: 《中国衣冠服饰 大辞典

·

冠 中 》 ,

上海辞书

出版社
,

19 9 6 年
.

⑨周汛
、

高春 明
: 《中国衣冠服饰大辞典

·

层佩 》
。

L陕西省文物管理委员会
: 《唐水泰公主墓发掘简报 》 , 《文

物 ) 19 6 4 年 1 期
。

0 呼林贵
、

刘合心
、

徐涛
: 《蒲城发现的元墓壁 百及其对文

物鉴定的盘义 》 , 《文博 》 19 9 8 年 5 期
。

L0 今见冯先铭 《中国肉瓷 》第四
、

五编
,

上海古籍出版社
,

1 99 4 年
。

@ 参见江西省文化厅文物处 《中国古代瓷器墓础知识
·

器

型 )
,

1 9 8 4
。

0 王秀生
: 《山西长治李村沟璧西墓清理 》 ,

( 考古 》 1 96 5 年

7 月
。

L参见赵 汉 《中国乐器 》第二部分之四
,

现代 出版社
, 1 99 1

年
。

L李逸友
: 《内浪古巴 林左旗出土北宋银艇 》 , 《考古 》 1 9 6 5

年 1 2 期
.

L程欣人 : 《湖北 黄石市西塞 山发现大批宋代银锭 》 , 《文物

参考资料 ) 19 5 5 年 9 期
.

L参见李侠
、

晓峰 《中国北方民族贷币史 》第五章第 三节
,

黑龙江人 民出版社
,

1 9 8 , 年
.

L今见郑绍宗 《河北省发现西汉金饼和元代银锭 》 , 《文物 》

1 9 8 1 年 4 期 , 倪振边 《元 宝 )
, 《文物 ) 1 9 5 7 年 5 期

.

@ 参见胡德生 《中国古代家具
、

掩凳类 》 ,

上海文化出版社
,

19 9 2 年
.

(责任编样 王 小蒙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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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 Ds e us s in o ont he M r ua ls oft he Pe uhe ng Y un a一 Dy ns at y T om b

( A加t r act )

i L uHe ng w u

T he m ur a ls oft he Y uant om bof Pe uhe nge ont a in ap le nt y oft he hist or ie a linf or mat in o

e r lat ingt ot he mat e r ia le ult ure an ds e oia le ust oms ofM ong o lia of Ya un age
.

T his art ie le

p r imr a i ly p r o bs e int ot he images ofe lot hing
,

h e a d g e a r , a n d d a il y 一 u s e a r t ie l e s o f Y u a n

d r a w n i n t h e m u r a l s
.

In a d d i t i o n ,

i t a n a ly s e s t h e e u l t u r a l f a e t o r i n v o l v e d i n t h e e o n t e n t o f t h e

m u r a l s a n d s t u d i e s t h e f e a t u r e o f t h e m u r a l l a y o u t
.

“ 阳泉熏护
” 瀚 字考

. 徐正考 ( 吉林大学文学院 副教授 )

容庚 (( 汉金文录 》 卷 四收有
“
阳泉 熏

炉
”
拓本

,

铭文为
“
阳泉使者舍熏炉一

,

有

般及盖
,

并重四斤一口
。

口口五年
,

六安十

三年正月 乙未
,

内史属贤造
,

洛阳付守长则
、

垂善
、

缘胜
、

传舍音夫兑
。 ”

(标点为笔者所

加 ) 铭 文中有 3 个字己渝去
。 “
一

”
后应是

“
两

”
字

,

当无疑义
。 “
五

”
前种去的两个字

是什么呢 ?

王耗 《金石萃编
·

汉一 》 有
“
五风二年

鲁姗四年刻石
” ,

据此可知汉代纪年方式中有

并用汉廷纪年与王国纪年者
。

由此可以推断
,

“
五 ” 前所渝二字乃汉某帝的年号

。

这个年号

应是
“
元康

” 。

因为据 《汉书
·

诸侯王表 》 记

载
,

六安 国先后共五王
,

享国均超过 13 年

(恭王庆 38 年
,

夷王禄 18 年
,

缪王定 23 年
,

顷王光 27 年
,

王育 33 年 )
,

与汉诸帝年号纪

年相对照
,

缪王定十三年恰好是宜帝元康五

年
,

而与其余四王之十三年相对应的汉帝年

号纪年均非五年 ; 又据方诗铭
、

方小芬 《中

国史历 日和中西历 日对照表 》 所记
,

元康五

年正月十一 日为癸已
,

则正月十三 日当是乙

未
,

与铭文正合
。

补上
“
元康

”
二字

,

不但确定了该钢器

的具体制作时间
,

还提高了其铭文的史料价

值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