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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舒墓
,

位于华山北麓
,

华阴县城西南

五方乡杨家城之北 2
.

5华里的简易公路西侧
。

东北距王家寨 1
.

5华里
,

距华阴县城 12 华里
,

东南距陇海铁路的华山车站 10 华里 (图一 )
。

棍舒基位置图

.

棍

舟之戈之落矛
二

因该墓被盗
,

遭受破坏
,

经中央文化部
、

陕西省文物局批准
,

由省文管会和华阴县西

侨庙文管所联合组成发掘队
,

对该泌进行了

发掘清理
。

匕作由一 j L /钟则 l 七月
一

!
,

二
.

日开

始
,

到八月四 日恭本结束
。

现将发掘情况简

报如下
:

一
、

慈葬形制

杨舒墓的形制为斜坡砖室墓
,

方向为北

偏西 n 度
。

总长 2 4
.

6 米
,

宽 5
.

08 米
。

由墓

道
、

甫道和墓室 三部分组成
。

从平面图看
,

为标准的带柄铲形
。

由地表至基底深 5
.

6 米

( 图二 )
。

墓道经过详细钻探
,

由原始地面

向下挖成狭长的斜坡
,

坡度为 16 度
。

墓 道

长 1 7
.

8 4 米
,

宽 1
.

4 米
,

至甭道墓门之处宽

为 1
.

42 米
。

根据钻探得知
,

墓道 口正处于 简

易公路之下
,

既影响交通
,

又不便于发掘工

作
。

我们选择了由甫道前部至墓道北部 2
.

4米

处作为发掘地点
,

其发掘面积为 2
.

4 x 1
.

4平

方米
,

采用 了竖井式的发掘方法
。

因为在墓

道东
、

西两壁没有发现壁画
,

所以就省去了对

全部墓道的发掘
。

雨道是用青砖和契砖券砌

而成
,

前后两端与墓道和墓室相通
,

也就是

前后两道 墓门
。

雨 道 长 3
.

4 2
、

宽 1 .2 2
、

高1
.

8 3米
。

底用青砖铺成
,

其形状为人字形
。

甫道的东
、

西两壁
,

用 18 层青砖平砌而成
,

高 1
.

3米
,

之上用 33 块契砖券砌成半园 形
,

这样就建成了洞式甫道
。

契砖 长 34 厘 米
,

宽 17 厘米
,

一边厚 4
。

5一 5 厘米
,

另一边 6
。

5一
7 厘米

。

前
、

后两道墓门
,

均用单个青砖东

西向平砌成 25 层而密封
,

我们称它为前封门

墙和后封门墙
。

在前封门墙和后 封 门墙 之

间
,

也就是在甭道之中
,

又建有 一 道 南 北

向的梯形顶门墙
。

顶门墙用青 砖 东 西 向并

列而逐层建成梯形
,

南北 长 为 2
.

88 米
,

东

西宽 O
。

3 4米
,

最高 18 层高为 1
.

3米
,

最 低 4

层高 0
.

3 0米
。

顶门墙南高北低
,

与前
、

后封

门墙紧密相接
,

构成坚 固 的
“
工” 字 形 建

筑
。

在前封门墙之外
,

又建有一 道 东 西 向

的封门墙
,

我们称它为外封 门 墙
。

外封 门

墙用青砖砌成 2 9层
,

上 3 层是用 两 砖并 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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切枯合
。

在洞式墓门之上
,

建有一座用青砖

雕刻成仿木结构的门楼
,

雕刻精致
,

工艺水

平很高
,

为陕西北魏墓葬中首次发现
。

门楼

高 1
.

5 5米
,

宽 1
.

4 0米
,

屋顶正脊长 9 7
、

宽 7
、

高 7 厘米
。

正脊两端有脊兽
,

该兽似鸡尾
_

L

翘而无头咬脊
。

脊兽高2 5
、

宽 1 4
、

厚 7 厘米
。

两个垂脊东西对称
,

均长 33
.

5
、

宽 7
、

高 9 厘

米
。

屋而用两排子母砖东西向并列铺成
,

前

图四 墓门正立面图

排中间用 3 块子母砖
,

两边用半砖 , 后排用

4 块子母砖
,

西边用半砖
。

屋面南北长 38 厘

米
,

东西宽 140 厘米 ( 图三 )
。

屋面之下为

撩檐仿
,

撩榆仿高 7 厘米
,

长 1
.

4 米
。

撩檐

仿之下为 n 个律头
,

各椽头之间 间距 7 厘

米
,

稼头长 7 厘米
,

直径 7 厘米
。

椽头之下

为格攘
,

格攘长 .1 4
,

高 7 厘米
。

檐擦之下

为替木
,

替木长 1
.

4米
,

高 7 厘米
。

替木 之

下
,

在高为 17 厘米
,

宽 l
。

4米中间
,

建有两组

斗拱
,

J琴排列是 中间为人字斗拱
,

东
、

西 两

侧为一斗三升
,

再两侧为人字斗拱
,

两边为

半砖
。

人字斗拱高17 厘米
,

上面一斗高 4
.

3
、

宽 9
.

5厘米
。

一斗三升的斗拱高 17 厘米
,

下面

坐斗高 4
、

宽 9
.

5厘米 ;上面三个小斗高 4
、

宽 9 厘米
。

人字斗拱是用多半块青砖雕刻成

的
。

一斗三升斗拱是用一块青砖雕刻成的
。

两组斗拱之下为柱头仿
,

高 7 厘米
,

宽 1
.

4

米
。

在柱头枕之下
,

均用青砖雕刻成 4 个排

列均称的檐柱
、

2 个 门柱 及 门窗
。

4 个桔

柱均高 4 3厘米
,

下宽 9
、

上宽 6 厘米
。

糖柱

为六棱形状
,

其上顶一斗为柱头斗
,

高 6
、

宽 9
.

5厘米
。

2 个门柱高 3 4厘米
,

上宽 5
、

下

宽 6 厘米
, _

L部之内有刻槽和门眉相交
。

门

楼而阔三间
,

中间为门
,

两 边 为 窗
。

门 高

1 9
、

宽 2 5厘米
。

窗高 2 2
、

宽 2 4 厘米
。

搪柱

之下为门楼地平而
,

地平而高 7
、

宽 140 厘

米
。

地平面之下一层
,

是利用青砖刻成 14 个

三角牙子作为装饰
。

再下一层为门楼地基
。

地平而之下两层
,

高
、

宽和地平而相同
。

门

楼地基之下是洞式墓门的顶部
。

门楼和洞式

墓门上下连成一体
,

更显得其建筑的雄伟壮

观 ( 图四 ,图版壹
, 1 )

。

墓室方形
,

以 4
.

4米

见方
,

底面用青砖铺成人字形
,

室内四角留

有用青砖砌成的角柱
,

角柱长 34 厘米
,

宽 17 厘

米
,

高 1
.

87 米
。

洞式墓门向南
,

居南边正中

位置
。

棺床在墓室西部
、

南北向建置
。

墓志

放在棺床南边正中
。

随葬器物大部分放在墓

室 的东北部
。

墓室 四壁是用青砖并列层层砌

成 26 层高 1
.

87 米
。

墓顶是采用 了其底极小的

覆斗形的拱券
,

四边用青砖层层收缩砌成近

似园形 ( 图二剖而图 )
。

墓室四壁和室内四

个角柱等高
,

四个角柱是当时砌建墓顶作搭

拱券用的
,

墓顶建成之后
,

取掉拱券
,

留下

角柱
。

由墓室底面至墓顶的内顶高4
.

62 米
,

至墓顶的外顶则高4
。

96 米
。

因为该墓的甫道

和墓顶采用了拱券的建筑方法
,

所以用青砖

砌成的洞式甫道和墓顶
,

其结构更显得严密

1 9 8 肠年



整齐
,

美观坚固
。

棺床由青砖和木炭建成
,

先用青砖 27 块砌成和棺撑底部相似而略大的

砖框
,

砖框用三层青砖平砌而成
。

在砌好的

砖框内填实木炭
,

就建成了棺床
。

棺床南北

长 3
。

4 0 米
,

南边东西宽 1
.

71 米
,

北边东西

宽 1
.

4 5米
,

高2 1)J 在米
。

该墓本来有完好而讲究的棺荐葬具
,

但

被盗墓者破坏成为一堆朽木
,

散乱墓室
,

无

法辨认
。

从在棺床上遗留下的痕迹来看
,

木

停长2
。

6米
,

大头宽。
。

90 米
,

小头宽 0
.

7 0米
,

撑厚 10 厘米
,

高度不详
。

木棺较小
,

才能套

放在木撑之内
。

在清理墓室时
,

没有发现死

者的遗骨和牙齿
,

只是在棺床上发现少的骨

沫
。

从棺床的建置和木掉的痕迹来看
,

其葬

法是头部向南
,

脚部向北
。

从地理位置 仁来

分析
,

该墓其南是著名的华山
,

其 北 是 渭

水
。

在古代人们的思想意识中
,

都喜欢把头

部放在高处的位置
。

该墓的葬法
,

是取头枕

华山
,

脚蹬渭水之意
。

这种葬法
,

一直流传

到现代
。

二
、

出土磅物

1
、

瓷器 两件
。

1 件为黑釉冰裂纹盘

口瓷瓶
。

该瓶为盘 口短颈
,

大腹小底
,

造型

匀 称 :美 观
。

口径 7
、

高 1厘米
。

底径 6 厘

米
,

通高 1 4
.

5厘米
。

表面为冰裂纹
,

肩部施

两道阴刻双线纹 ( 图版壹
: 2 )

。

1 件 为 豆

青釉冰裂纹盘 口瓷唾壶
。

该壶口径 7
.

6
、

高

l
。

2厘米
,

底径 8
、

高 0
.

6厘米
,

通高 8
.

3厘

米
。

通 休 为 冰 裂纹
,

造型精致美观 ( 图版

壹
, 3 )

。

2
、

陶器
:
己

一

l
一

二件
。

陶盘 2 件
。

一大一小
,

均为素地
,

泥

.f)t 灰陶
,

轮制
,

为饮食器
。

大陶盘 口径 38
、

底径 29
、

高 6
.

2厘米
。

该盘出土时
,

内放大

小陶碗 8 件
,

盘内由园心向外刻有阴线纹三

圈 (照片四右 )
。

小陶盘 口径 27
.

3
、

底径22
、

高 5 厘米
。

由盘心向外刻有阴线纹三圈 ( 图

版壹
: 4左 )

。

盘内有动物骨块
。

第 , 期

陶碗 9 件
。

均为素地灰 陶
、

轮制
,

直

门
、

深腹
、

平底
。

口径为 7
、

1 1
、

1 1
.

2
、

1 1
.

7
、

1 3 、 1 3
.

2
、

14厘米
,

底径为 4
.

6
、

3
。

7
、

5
。

4
、

5
.

5
、

6
。

4
、

6
。

6
、

7
.

8厘米
,

高为4
。

1 、
3

.

2
、

5
。

4
、

5
.

8
、

6
。

3
、

7
。

6 厘米
。

有 7 件 陶 碗 完

好
,

2 件残坏 ( 图版壹
: 5右 )

。

带柄陶碗 1 件
。

直 口深 腹 平 底
,

和

上述陶碗相同
,

碗柄是粘 补
_

L的
。

碗 口 径

4]
。

5
、

底径 7
.

4
、

高 8 厘米
。

碗柄为 曲柄
,

柄端为 菱 形
,

长 5
.

5
、

宽 2
.

5 厘 米 ( 图 版

壹
:

6右 )
。

小陶勺 1 件
。

勺 头 为 椭 园 形
,

长

4
、

宽 3
。

5
、

高 2
.

2厘米
。

勺 柄 为 曲柄
、

柄

端呈菱形
,

和带柄陶碗的 碗 柄 相 似 ( 图版

壹
:

6左 )
。

陶盆 1 件
。

盘 IJ
、

直腹
、

平底
。
口径

27
、

底径 17
.

5
、

高 8
.

3厘米 ( 图版壹
: 7 )

陶豆 l 件
。

口径 1 1
.

7
、

底径 1 2
、

高 15

厘米 ( 图版壹
:

8 左 )
。

陶仓 1 件
。

腹部呈园 筒 形
,
口 部 略

小
。

IJ 径 1 1
.

5
、

)戊径 1 2
、

高1 9
.

5厘米 ( 图版

壹
: 8右 )

。

陶灶 1件
。

前有 火门
,

后 有 烟 筒
。

火门宽 3
。

5
、

高 4 厘米
。

火门墙宽 13
、

高 13

厘米
,

上部呈对称的齿轮形状
。

烟筒为小园

孔
,

孔径 1
.

2厘米
,

烟筒墙宽 11
.

7
、

高 11
。

6

厘米
,

上部呈半园形状
。

锅台上安放一个小

平底锅
,

其形状和小陶碗基本相 同 ( 图版

贰
: l )

。

陶长颈瓶 1件
。

喇 叭 口
、

长 颈
、

深

腹
、

环底
。

口径 6
.

5
、

颈长 8
、

底径 8
、

通

高 2 6厘米 ( 图版贰
, 2右 )

。

陶盘 口壶 l 件
。

盘口粗颈
、

大腹
、

平

底
。

口径 8
.

5
、

粗颈长 4
.

5
、

底径 7
.

5
、

通

高 12
.

5厘米 ( 图版贰
: 2左 )

。

小陶罐 l 件
。

敛 口
,

鼓腹
、

平底
。

肩

上有两道线纹
。

口径 6
、

底径 5
、

高4
。

5厘

米
。



小陶盆 l件
。

侈 口
、

直 腹
、

平底
。

口径 7
。

4
、

底径 6
、

高 4
。

2厘米
。

陶灯座 1件
。

灯座下部 似 园盘
,

平

底
。

园盘 口径 27
、

底径 22
.

5
、

高3
。

8厘 米
。

由园盘中心向外刘有阴线纹两圈
。

盘内中间

有园柱
,

柱心空
,

柱身下大上小
。

口 径 3
、

柱身高 17
。

2厘米
。

柱身上下两侧各有园形耳

二
,

柱身还刻有线纹三圈
。

从 该器的形状来

看
,

为插烛使用的灯座 ( 图版贰
, 3 )

。

陶磨 2 件
。

一大一小
。

大陶磨下扇直

径 1 2
。

5
、

厚 1 厘米
。

上扇直径 1 3
、

厚 1厘

米
,

边沿为宽边
,

边宽 0
。

5厘米
。

在上 扇 的

上面中间
,

又作为小园
,

内直径 6
。

5厘 米
,

由内径将小园隔成两半
,

内径两边有两个对

称的磨眼
,

孔径 0
.

6厘米
。

小陶磨下扇 直 径

1 1
。

9
、

厚 1 厘米
。

上扇直径 12
.

4
、

厚 1
。

1厘

米
,

其上也作成小园
,

内直径为 5 厘米
,

内

径两边也有两个对称钩磨眼
,

孔径 O
。

5 厘 米

( 图版贰
: 1 )

。

陶雄 1 件
。

难 汗 长 15
。

5
、

宽 2
.

3
、

厚 1
.

5厘米
。

雄窝为碾槽形
,

长10
、

宽 4
、

高 1
。

7厘米
。

槽内两边 高 而 中 间 低 ( 图 版

贰
, 5 )

。

陶鸡 1件 ( 图版贰
, 6右 )

。

陶狗 1件
。

手捏 制
。

il)j’ :l1I 下垂拖尾
。

身 长 13
、

宽 3
.

5
、

高 4
.

8 厘米 ( 图版贰
: 6

左 )
。

陶马 3 件
。

皆为鞍马
、

造型相同
。

曲

颈俯首
,

两耳垂直
。

身长21
、

宽 8
、

高 14 厘

米 ( 图版贰
. 7 )

。

陶车 1件
。

为卷 棚 顶 双l辕车
。

车箱

为长方形
,

长 1 1
。

5
、

宽 9
.

5
、

高 7 厘米
。

车

箱两侧各有两个长方形车窗
。

窗长 3
、

高 2

厘米
。

车箱有前后门
,

门为长方形
、

宽 4
.

5
、

高6
。

8厘米
。

后 门之外有围栏
,

围栏长 9
0

2
、

宽 2
。

4
、

高 1厘米
。

车箱底较大
,

长 15
.

5
、

宽 n
.

5厘米
。

两辕很短
,

长 1
.

5
、

宽 1
、

高

1厘米
。

两轮直径为 1 1
.

5厘米
。

整个陶车的

造型
,

精致美观
。

从出土的陶片中
,
发现有

陶牛的残足
,

说 明 该 车 为 牛 车 ( 图 版

贰
: 8 )

。

陶车支座 1 件
。

该器为弧形三足
,

弧

长 1 5
。

5
、

宽 1
。

5
.

高 1厘米
。

三足等高3
。

5厘

米
。 ’

场车停放不用时
,

或在行进 暂 作 停 留

时
,

就用支座支撑车辕 〔 图版贰
: 9 )

。

以」: 器物
,

除瓷瓶 出土 于棺床 东 南 角

外
,

其他器物
,

均出土于墓室的东北部
。

该

慕出土的陶勺
、

陶鸡
、

陶车和西安南郊草厂

坡北魏墓出上的陶勺
、

陶鸡和陶车有相似之

处公
。

该墓出土的大小陶盘
。

陶 灯 座
、

陶

碗
、

陶磨和西安任家口北魏邵真 墓 所 出 也

有相近之处④ 。

该墓出土的瓷唾壶和南京老

虎山晋墓中及山西大同石家寨北魏司马金龙

墓 出土的青瓷唾壶
、

造型相同③
。

3
、

铁器 九件
。

铁镜 1 件
。

园形有纽
,

径 9
.

:
、

厚 0
.

3

厘米 ( 图 {凌贰 : 10 左 )
。

铁棺环 3 f
,

}
“ 。

径 9
、

)几￡工!
` l班米 ( 图版

贰
: 工O

一

台 )
。

铁棺钉 4 件
。

残 长15
、

残宽 1
。

2
、

厚

1 厘米
。

有两件为环首 残 断
,

首 径 4
。

5
、

残 长9
.

n
、

残宽 1
.

5
、

厚 l 厘米 ( 图版贰
: 11

左 )
。

残铁器 1 件
。

该器残断为两块
,

一块

残 长 9
、

宽 5 厘米 , 另一块残长 10
、

宽 5 厘

米
。

将两块对起来看
,

形似铁桦的桦冠 ( 图

版贰
:

1 1右 )
。

4
、

砖石和其他器物 五件
。

石枕 1件
。

长方形
,

长 1 2
。

5
、

宽 i 。
、

厚 5
。

2厘米
。

一 边弯 下 略成 弧 形 ( 图版

贰
: 12 )

。

木炭 2 块
。

出土于棺床之内为了防潮

湿保护棺撑
,

所以就在砖砌的棺床之内坡实

了木炭
。

刻字砖 2 件
。

该墓所有的条形青砖
,

均刻有楷书
“
杨” 字

,
选择的两块砖

,

知么

不 9 8 肠年



图五 杨舒墓志 ( 拓片 )

宽1 6
、

厚 6
.

7厘米
。

一砖刻一个
“
杨

”
字 , 另 7 厘米

。

四边向下 凹刻成边棱
,

边被宽 .1 6

一砖刻两个
“
杨

”
字 ( 拓片从略 )

。

厘米
。

志文 28 行
,

满行 28 字
,

空24 字
,

金文

墓志 一合
。

墓志盖略呈 方锥 体
:

形
,

共 761 字 ( 图五 )
。

长5 4
、

宽“
、

厚 6厘米
。

正而为 32 厘 米 见 三
、

几点收获

方
。

正中竖刻
“
魏故镇远将军华州刺史杨君 华阴杨家

,

北魏望族
,

为北魏王朝支往

之墓志盖
”
两行十六个大字

,

字体为北魏楷 之一
。

杨舒为北魏王朝官吏
,

但在 《 书魏 》

书
。

四边斜坡到边沿
。

背面由四边向中部凿 上没有单独列传
。

杨氏家族
,
均记载于 《 魏

刻成凹下的方形
,

四边突出有边棱
,

边棱宽 书
·

杨播传 》 里
,
可从其兄杨播传里查对杨

1厘米
。

志盖上十六个大字
,

书写恭整
,

字 家的家世系统
:

体结构严谨有力
。

志石长 50
。

8
、

宽 49
,

5
、

厚 高祖杨结
,

仕慕容氏一一曾祖杨珍
,
太

第 a 期
,

护
,



祖 (拓拔圭 )时归国
,

卒于上谷太守一一祖

杨真
,
为河内

、

清河二郡太守一一父杨璐
,

在魏孝文帝延兴末年为 )
’ `

平太守
,

有称绩
。

后为安南将军
,

洛州刺史
,

死溢弘农简公
。

杨璐子孙倡盛
,

有七子诸孙
:

厂杨师冲
厂杨播一一杨侃一一 谧
l
{
}
}
!
!

杨璐 考
}
!
{
!
}
!
!
1
}
1

又

丈杨纯陀

杨椿一一杨星一一杨孝琶

杨颖一一杨叔 良

厂杨辩

杨仲宣一一杨玄就

杨测

七杨稚卿

厂杨盾

杨逸

杨谧
仁杨遵彦

杨舒一一有子
,

名不详
。

杨玮一一杨元让

杨家仕魏以来
,

高祖以下乃 有 七 郡 太

守
,

三十二州刺史
。

杨舒墓志记载
,

舒为恒

农华阴渔乡习仙里人
。

恒农
,

郡名
,

又名弘

农
,

管辖华阴和河南的灵宝
、

卢氏等县
。

撞

乡
,

即今陕西渔关县吊桥
。

杨家远祖东汉太

尉杨属是渔乡人
,

死后葬于吊桥
。

习仙里
,

即今华阴县五方乡的杨家城
。

墓志记载杨舒

为杨姑第六子
, 《 魏书 》 上也有 记 载

“ 显

( 杨椿子 ) 第六叔舒妻
,

武昌王和之妹
, …

… 舒早丧
,

有
,

一
男六女

,

及终丧而元氏频请

别居
” ④

。

这段记载
,

很简单地介绍了杨舒

的情况
,

说明杨舒排行为六
,

娶皇族之女为

妻
,

死后留有儿女
。

排行为六
,

和墓志记载

为杨姚第六子相符
。

因杨舒家是有一定权势

的望族
,

其母王氏是文明太后的外姑
,

所以

可和皇族结亲
。

杨舒在北魏王朝中的职务
,

史书无载
,

但墓志中记载很清楚
。

在太和中

为散骑郎
,

散骑郎是没有一定职务的散官
。

世宗魏宣武帝元洛在公元 4 99 年即位时
,

杨

舒在寿春 ( 今安徽寿县 ) 送款
,

支持世宗政

权
,

得官为扬武长史
,

长史在军中和府中掌

有实权
。

后为大鸿护垂
。

义阳 ( 今 河 南 信

阳 ) 之役
,

世宗宣武帝景明四年 ( 公 元 5 03

年 )八月庚子
,

以吏部尚书 元 英假镇南 将

军
,

攻 肖衍义阳
。

正始元年 ( 公元 504 年 )

八月丙子
,

元英破肖衍马仙碑赞 义 阳
。

乙

酉
,

元英攻义阳
,

拔之
,

擒肖衍冠军将军蔡

灵恩等十余将
。

辛卯
,

英又大破衍将
,

仍清

三关
。

丁酉封元英为中山王
。

杨舒以参军身

份参加了义阳战役
,

参军位次于统帅将军
,

职掌垒和
,

任属防御
。

墓志中的又监别将仔!

益宗军事
,

破钧城而还句
,

可与史 书 相 印

证
。

田益宗是光城蛮人
, 《 魏书 》 说他身长

八尺
,

雄果有将略
。

太和十七年 ( 公元 4 93

年 )
,

遗使张超奉表归款
,

太和十九年 ( 公

元 49 5年 ) 拜员外散骑常侍
、

都督光城
、 一

七

阳
、

汝南
、

新蔡
、

朱安五郡诸军事
、

冠军将

军
、

东像州刺史
。

钧城 (今河南禹县 )战役
,

《 魏书 》 有记载 日 : “
世 宗 纳 之

,

遗镇南

元英攻义阳
,

益宗遗其息鲁生领步骑八千
,

断贼粮运
,

并焚其钧城积聚
。

衍戌主赵文举

率众拒战
,

鲁生破之
,

获文举及 小 将 胡建

兴
、

古皓
、

壮元仲等
。

斩五千余级
,

溺死千

五百人
,

仓米运舟焚烧荡尽
。 ⑤ ” 杨舒墓志

中也谈到钧城战役取得了胜利
,

俘虏二千
,

枚甲万计
。

杨舒以 田益宗军事监军的身份参

加了这次战争
。

监军和主将平等
,

共 掌 军

权
。

钧城战役之后
,

杨舒以功迁升为司空府

中兵参军
。

关于梁城 ( 在今安徽 颖 上 县 境

内 ) 战役
,

史书有记载
,

魏宣武帝正始三年

( 公元 5 06 年五 月 ) 乙亥
,

衍 将 肖 容 陷 梁

城
。

肖容即肖宏
,

此避元宏
,

故写 肖容
。

肖

宏在南朝梁武帝时封为临川王
,

因是敌方
,

故杨舒墓志称伪临川王 肖宏敢率蚁徒歼我梁

城
。

《 梁书卷二武帝纪 》 记载
“
天监五年五

月 乙亥
,

临川王宏前军克梁城
” 。

正始三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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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月已丑
, ,
和山工英大破衍军龄淮南

,

衍中

军大将军临川王 肖宏
、

尚书右仆射柳于炎
、

徐

州刺史昌义之等弃梁城沿淮东走
。

杨舒以征

南军事杆都中山王英参军的身份
,

参加 了梁

城战役
,

因作战英勇
,

深得中山王元英的器

重
。

永平初年
,

望府选择僚佐
,

杨舒被选为

伏波将军参太尉高阳
一

王府事
。 }佰阴王元雍

,

是 喂室贵族
,

有奴仆六 手
,

使女五百
。

墓志
I
一

卜提到遭新昌君艰句
,

根据有关史料考证
,

指世宗舅高肇陷害杨舒之兄杨播事件
。

新昌

君指高维
,

高肇在世宗延昌元年 ( 公 元 5 12

年 ) 为司徒
,

专权横行
。

史书 有记 载 日
:

,’) 准既无亲族
,

颇结明党
。

附之 者旬 月 超

升
,

背之者陷以大罪
。

… …本无学识
,

动违礼

度
,

好改先朝旧制
,

出情妄作
,

减削封秩
,

抑翔勋人
。

由是怨声盈路矣
。
⑥ ” 延 昌四年

( 公元 51 5年 ) 春正月丁已世宗崩
,

太 尉 高

阳王处死高肇
,

人心大快
。

杨播 某 志 记 载

日
: “ 君以直方居性

,

权臣所忌
,

帝舅司徒

公高肇语而罪之
,

遂除名为民
。

… … 延昌四年

高肇伏辜
,

怨屈斯理
,

以熙平元 年 有
一

语 巾

雪
,

追复爵位
” 。

杨播被害
,

削官为民
,

在

家闭门不 出
,

忧愤成疾
,

于延昌二年 ( 公元

51 3年 ) 十一月十六 日病卒
。

杨 播 含 冤 病

死
,

杨舒悲痛成疾
。

因高肇被杀在前
,

杨舒

病亡在后
,

故杨舒墓志铭中还有
“
新 昌损

世
,

膺甚而卒” 之句
。

从史书和杨播墓志记

载来看
,

新昌君指高肇无疑
。

墓志中记载杨

舒以延昌四年 ( 公元 51 5年 ) 九月九 日放 洛

阳县之依仁里第瘩甚而卒
,

时年四十六岁
。

以熙平二年 ( 公元 51 7年 ) 九 月二 日葬 于 本

县旧莹
。

魏孝明帝悼惜
,

沼遣渴者持节册赠

个真远将军华州刺史
。

因为北魏王朝建都平城
,

后迁都洛阳
,

所 以河南洛阳地区和 山西大同地 区北魏时期

的古墓葬就比较多
,

以洛阳地区为最多
。

洛

阳地区的魏墓
,

在解放前多被盗掘而遭到破

坏
,

出土的文物和墓志最多
,

但多被商人倒

卖而流散四方
,

有些还流掉到国外
。

陕西地

区
,

北魏时期的墓葬比较少
,

自解 放 到 现

在
,

在西安地区仅清理了两座
。

根据调查所

知
,

陕西地区北魏时期的慕葬
,

重点在华阴

县五方地区
,

也就是杨舒的故乡
。

这次杨舒墓的发掘和清理
,

取得如下收

获
。

一
、

仿木结构的砖雕 门楼
,

为陕西北魏

墓首次发现
。

从古代建筑上来讲
,

人们把人

字斗拱
、

柱头斗拱和一斗三升的使用
,

大致

定在隋唐时代
,

这次发现
,

把它们的使用时

间提前到北魏
。

门楼结构的完整
,

提供了不

可多得的实物资料
。

二
、

该墓时代明显
,

盘 日冰裂纹瓷器和

众多完整陶器的出土
,

铁镜的发现
,

不但提

高了我们对北魏时代文物的识别能力
,

而且

为我们研究北魏陶瓷的工艺制作提供了实物

资料
。

三
、

墓志中记载了北魏王朝后期与南朝

肖梁作战的事件
,

具有史料价值
。

墓志上的

书体和墓砖上的刻字
,

均为较规范的魏体楷

书
,

字体结构严谨有力
,

为我们研究北魏的

书法艺术提供了十分有价值的实物资料
。

① 映西 省文物管理委员会
: 《西安南郊草厂坡村北

朝墓的发掘 》
,

《考古 》 1日69年 6期2 8肠页
。

② 陕西 省文物甘理委员会
:

t 西安班家口 M 22 . 号

北魏墓 清理简报 》
,

《 文物参考资料 》 19 66年任

期 5 9页
。

⑧ 山西省大 同市博物馆
: 《山西大同石家弃北曲司

马金龙墓 》
,

《 文物 》 1它7 2年 8期 2 0页
。

④ 《魏书
·

杨播传 》
。

⑥ 《 魏书
·

田益宗传 》
。

⑥ 《魏书
·

高华传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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