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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２０１０～２０１１年，陕西省考古研究院对唐高祖李渊献陵陵园遗址和陪葬墓区展开全面考古勘探，２０１２年对陵

园南门门址、南门西侧门阙基址，以及献陵北建筑遗址Ⅰ号大殿基址、西侧Ⅱ号配殿基址进行了考古发掘，陵园遗址的

整体范围、布局和陵园建筑基址的形制得到较为全面的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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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陕西唐陵大遗址保护 项 目”是 国 家 文 物 局

２００５年首批确定的全国１００个大遗址保护项目

之一，该项目 自２００６年 正 式 开 始，至２０１２年 底

已经先后 完 成 乾 陵、顺 陵、建 陵、贞 陵、崇 陵、桥

陵、泰陵、景陵、光陵、定陵、献陵等唐代帝陵的考

古调查、勘探、测 绘 工 作。唐 献 陵 陵 园 遗 址 的 考

古调查、勘探、发掘工作是这一项目的年度项目，
意在通过大面积考古调查、勘探和小面积发掘来

全面了解陵园的范围、布局、形制、保存状况等信

息，为献陵陵园遗址保护规划的制定提供科学翔

实的依据。
唐献陵的考古工作分为三个阶段，２０１０年８

月至２０１１年１月，对陵园、神道和下宫遗址进行

全面考古调 查 和 勘 探，勘 探 面 积 共 计６０１２６３平

方米；２０１１年１月至５月，对献陵陪葬墓区进行

全面 调 查 和 考 古 勘 探，勘 探 面 积１６７２１０５平 方

米；２０１２年４月至１２月，对陵园南门门址、献陵

陵园北建 筑 群 基 址 进 行 考 古 发 掘，并 对 陵 园 四

门、神道掩埋于地下的石刻进行清理。目前献陵

陵园遗址的调 查、勘 探、发 掘 资 料 正 在 进 行 系 统

整理，着手 编 写 考 古 调 查 报 告。现 将 此 次 调 查、
勘探和发掘的主要收获简单介绍如下（图一）。

一、唐献陵概况及以往调查情况

唐代开国皇帝李渊的（５６６～６３５年）献陵位

于陕西省三原县县城东北部约２０公里处的徐木

塬上。陵园遗 址 区 东 西 横 跨 三 原、富 平 两 县，陵

园封土、南神道位于咸阳市三原县徐木乡永合村

地域内，下宫位 于 塬 下 的 徐 木 乡 唐 村；陵 园 北 门

位于渭南市富平县华庄子村，献陵陵园北建筑群

遗址和陪葬 墓 区 位 于 富 平 县 吕 村 乡 新 庄 村。西

距唐武宗 端 陵 约４公 里，西 北 距 唐 敬 宗 庄 陵 约

６．５公里，东距西汉太 上 皇（刘 邦 之 父）的 万 年 陵

约７．５公里。《新 唐 书》载：“三 原……永 康 陵 在

北十八里，献陵在东十八里，庄陵在西北五里，端

陵在东十里”［１］。
上世纪７０年 代 中 期 刘 庆 柱、李 毓 芳 对 唐 十

八陵进行了系统调查工作，并将调查成果公布于

《陕西唐陵调查报告》中。其中就有对献陵陵园、
石刻及陪葬墓调查成果的简单叙述：献陵积土为

冢，陵台高约１９米，形如覆斗，陵台底东西长１３０
米，南 北 宽 １１０ 米，顶 部 东 西 长 ３０ 米，南

北 宽１０米。献 陵 陵 园 四 神 门 外 各 有 石 虎 一 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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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一　献陵陵园平面分布图

神道有石望 柱 和 犀 牛 各 一 对。陪 葬 墓 集 中 分 布

于陵东北部，地面现存封土３０座，陪葬墓区东西

长４０００米，南北 宽１５００米，西 起 富 平 县 吕 村 公

社新庄大队道 理 村，东 至 褚 家 塬 双 宝 村，北 至 北

吕村，南 到 贺 家 塬、王 家 庄 一 带［２］。１９９５年 至

１９９７年，巩启 明 曾 三 次 到 三 原 县 对 献 陵 进 行 踏

勘，在其发表的《唐献陵踏查记》中对献陵陵园遗

址有如下介绍：现 存 封 土 呈 覆 斗 形，位 于 陵 园 内

中部偏东，为夯筑而成。顶部平坦，呈长方形，顶

部东西长约３０米，南北长约１０米，高 约１９米。

底边东 西 长１３９米，南 北 长１１０米，面 积１５２９０
平方米［３］。

二、此次调查的献陵陵园形制和遗址分布情况

献陵陵园 属 于“封 土 为 陵”，本 次 勘 探 显 示，
陵园以封土为 核 心，四 周 修 筑 夯 土 墙 垣，墙 垣 四

面正中 辟 门，门 址 外 各 有 石 虎１对、门 阙１对。
陵园南门外为向南延伸的神道，神道两侧列置石

犀牛和石柱各１对。下宫位于陵园西南约１２６０
米。陵园以北 距 北 门 址１８０米 发 现 一 处 建 筑 群

遗址，暂 名 献 陵 北 遗 址。陪 葬 墓 区 位 于 陵 园 东

北，分布区域大致呈三角形，东西长约５公里，南
北长约２公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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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二　献陵北遗址平面形制图

　　现存封土 呈 覆 斗 形，位 于 陵 园 内 中 部 偏 东，
为夯筑而成。顶 部 平 坦，呈 长 方 形，顶 部 东 西 长

约３０、南北长约１２米，底边东西 长１４０、南 北 长

１１０、高约１８米。经勘探在封土南部发现２条东

西并列的墓道，方 向１８１°，长 度 均 为６１米，两 墓

道间距为１０．７米。两条墓道大部分压于现代建

筑和水泥路面 之 下，但 仍 可 探 出 墓 道 基 本 形 状。
西侧墓道略宽，４．９～５．５米，东侧墓道略窄，４～
４．８米。东侧墓道上勘探出３处天井，西侧墓道

因现代建筑覆盖，无法全面勘探。
陵园平面形状略呈方形，方向３６４°，墙垣南

北长４５１、东 西 宽４４８米。墙 垣 底 宽 约２～２．５
米，夯层厚１２～２０厘米不等。墙垣基址两侧 地

面可见大量瓦片及白灰墙皮残片，瓦片中板瓦较

多，筒瓦较少，偶 有 莲 花 瓦 当 残 块 发 现。陵 园 墙

垣四角筑有曲尺形的夯土角阙阙台基址，除东南

角阙基址保存 较 好 外，西 南 角 阙、西 北 角 阙 部 分

被破坏，东北角阙几乎破坏殆尽。
陵园墙垣四面中间原分别建有门，各门址保

存情况不同，形制和规格相同。均由门址、门阙、
门外石虎构成。西门址破坏严重，南门址被水泥

路打破，北门址被现代水渠打破。东门址相对较

完整，南北长２６、东西宽１４米，门址外有门阙１
对，门阙为夯土筑就，平面为三出阙的形制，石虎

距离门阙１２５米，两石虎间距３３米。
南门石虎与石柱之间为陵园神道，长度４０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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米，两石柱间距３７米，未探出路面遗迹。

下宫遗址 位 于 乳 阙 以 南１２１０米，偏 西３７０
米，现为三原 县 长 城 长 食 品 工 业 有 限 公 司 厂 址，

仅在四周发现少量夯土基址和大量砖瓦堆积，遗

址整体面貌不清楚。

献陵北遗址位于献陵陵园东北，其西侧围沟

恰好位于北司马道中轴线，遗址南垣墙与陵园北

门石虎间距４６米（图二）。

三、献陵北遗址

２０１２年６月，考 古 队 在 对 献 陵 陵 园 北 部 区

域进行调查时在乡村路边发现大量砖瓦堆积，其

中包括与献陵南门 门 址 相 同 的 戳 印 文 字 绳 纹 条

砖，经向当地群 众 了 解，得 知 砖 瓦 出 土 位 置 大 致

位于献陵陵园以北约２００米处，分布范围约２００
平方米。并在 该 区 域 发 现 了 群 众 平 整 土 地 时 推

出来的８块柱础方石，结合这些情况可以推断这

是一处与献陵有密切关系的大型建筑遗址区。７
月即对该区域进行了详细的考古勘探，在区域内

发现围沟、墙 垣 和 大 型 建 筑 基 址 等 多 种 遗 迹 现

象。由于对该遗址的性质还不明晰，因此暂名为

献陵北建筑 遗 址。勘 探 结 束 后 选 择 了 遗 址 内 的

中心大型建筑 基 址Ｆ１和 一 处 小 型 建 筑 遗 址Ｆ５
进行发掘，以验 证 勘 探 工 作 的 准 确 性，并 试 图 了

解遗址的性质（封三，１）。

通过全面勘探和局部发掘，得知遗址平面形

状为方形，垣墙为夯土结构，南北长２２３米、东西

宽２２１米，垣 墙 外 围 有 一 圈 围 沟，距 离 垣 墙３０
米，围沟上口宽２米，遗 址 的 西 侧 围 沟 与 北 司 马

道中线重合。南垣墙中部偏西辟门，门址距离西

南角８８米，距 离 东 南 角１０８米。门 址 仅 发 现 两

道东西向夯土基槽，东西２６、南北６米，其中南侧

基槽凸出垣墙，北侧基槽与垣墙连为一线。北部

现存一扰坑，未发现基槽，推测此门址形制不全，

北部还应有一道基槽被扰坑破坏。

遗址中部偏北有１座大型建筑基址，编号为

Ｆ１。平面形 制 略 呈“回”字 形，东 西３７米、南 北

２３米，南北向、东西向均有四道夯土基槽。遗址

破坏较严重，柱 网 和 地 面 结 构 完 全 破 坏，仅 北 部

有大量砖瓦堆 积，东 西 两 侧 和 南 部 地 层 极 浅，没

有堆积层，耕 土 层 下 即 为 基 槽。Ｆ１四 周 围 绕 一

圈回廊状夯土基址，北部与Ｆ１间隔仅８米，南部

与Ｆ１南缘相距６９米。四周回廊状 基 址 均 由 数

个条状基槽构成，基槽宽１．５米左右。

北部 回 廊 状 基 址 编 号 为Ｆ２，由 四 道 夯 土 基

槽构 成，西 端 封 闭，东 端 被 扰 坑 损 毁，南 北 宽 约

１２、东西长约８０米。东西两侧回廊状基址分 别

由３道夯土基槽构成，宽约１１、南北长１００．５米，

南端与南部回廊相连，只有外侧一道夯土基槽继

续向南延伸 与 南 垣 墙 相 连。南 部 回 廊 状 基 址 由

两道夯土基槽 构 成，宽６．３米，东 西 两 端 越 过 东

西两侧回廊继续向两侧延伸，西侧延伸出１２米，

东侧延伸出２６米。

Ｆ２以北还有一处建筑基址，编号Ｆ３。２０１２
年平整土地时推出来的８块柱础石就出自该处，

还推出过条 砖 垒 砌 的 台 基 等 遗 迹。该 建 筑 基 址

破坏严重，外轮 廓 不 清 楚，仅 勘 探 出３排８块 柱

础石，两道夯土 基 槽，柱 础 间 距 东 西３．７、南 北２
米，且柱础石置于基槽上。建筑基址的大致范围

东西约３８、南北约２０米。

在回廊状基址东西两侧分布有３对长方 形

小型建筑基址，西侧为建筑基址Ｆ４、Ｆ５、Ｆ６，东侧

为建筑基址Ｆ７、Ｆ８、Ｆ９。西侧３座建筑基址均南

北长１８、东西 宽８米，破 坏 较 严 重，仅 存 夯 土 基

槽。东侧的Ｆ８、Ｆ９形制与基址Ｆ４、Ｆ５、Ｆ６相同，

只有Ｆ７形制有所不同，向北延伸至建筑基址Ｆ２
一线，南北长５７米、东西宽８米，而且东北另 伸

出一条基 槽 继 续 向 北 延 伸，但 因 为 该 处 地 层 较

浅，遗迹破坏严重，无法探出更多细节。

献陵北遗址 内 还 探 明８４座 灰 坑，其 中 大 部

分形状不规则，为各个时期形成的扰坑，还有１０
余座坑为形制规整的长方形或方形活土坑，其性

质、用途暂不明 晰，勘 探 结 束 后 选 择 了 一 处 活 土

坑Ｋ２９进行发掘。

四、献陵陪葬墓

２０１１年１月至５月，唐陵考古队对唐高祖献

陵陪葬墓区进行考古勘探，共计探出各类古墓葬

２８９座。探明 了 献 陵 陪 葬 墓 的 分 布 范 围 和 详 细

数量，发现了多处有规律排列的集中墓园和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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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三

图四

类型分散排列的陪葬墓墓园。
献陵陪葬墓 分 布 于 献 陵 北 部 和 东 北 部 的 富

平县吕村乡一带，该地旧称荆山原，地势高敞、开

阔，土层深厚，旧 时 墓 冢 成 群。陪 葬 墓 区 东 西 长

约５０００、南北宽约２０００米，西起渭南市富平县吕

村乡的新庄和 道 理 村，东 至 褚 家 塬 双 堡 村，北 至

北吕村，南到贺家塬、王家庄一带。
献陵陪葬墓区范围内共勘探出２８９座墓葬，

依据其墓园结构和墓葬形制、规格，其中９３座墓

葬可以确定 为 献 陵 陪 葬 墓。这 些 墓 葬 的 特 征 是

规模较大，外围有围沟，墓葬有长斜坡

墓道和 数 量 不 等 的 天 井、过 洞，其 中

２８座保 留 有 封 土。其 余１９６座 墓 葬

规模小，墓葬结构简单，或墓向为东西

向，均不符合献陵陪葬墓规格，甚或不

是唐代墓葬，因此排除在外。
陪葬墓墓园外围基本都以围沟为

界，围沟 平 面 分 为 长 方 形、方 形 和 倒

“凸”字形三 类，部 分 陪 葬 墓 的 围 沟 被

破坏，形制不详。其中长方形围沟４２
座、正方形围沟２座、倒“凸”字形围沟

４０座，另有围沟被破坏和未发现围沟

的有９座。绝大多数墓园围沟内只有

１座墓葬，也 发 现 个 别 墓 园 内 有２座

或３座葬墓的现象。
围沟 内 有１座 墓 葬 的 占 绝 大 多

数，共计７８座，围沟内有２座 墓 葬 的

有３座，围沟内有３座墓葬仅有２座。
墓室分为 单 室 墓 和 双 室 墓 两 种，

构筑方式也分为土洞和砖室两种。有

２６座墓葬因地表封土太厚无法勘探，
已探明的６７座墓葬中单室 墓５９座、
双室墓８座，其中土洞墓２４座、砖 室

墓４３座。
陪葬墓的大小、规模有所不同，相

应天井数量也不尽相同。陪葬墓中有

１４座墓 葬 因 地 表 有 建 筑 物 或 是 墓 道

被破坏而 导 致 无 法 完 整 统 计，其 他 陪

葬墓统计结 果 为：７天 井８座、６天 井

２座、５天井３９座、４天井５座、３天井

１８座、２天井２座、１天井５座。
总体来看，墓葬规模的大小、过洞

天井数量的多少、等级的高低与距离献陵的远近

没有直接关系。以下以几座典型的墓园为例，介

绍献陵陪葬墓的三种围沟类型，以及墓园内不同

数目墓葬的分布方式。

１．长方形 或 倒“凸”字 形 墓 园，墓 园 内 有２
到３座墓葬。

ＰＭ２和ＰＭ３墓园围沟平面呈长方形，南北长

约１３５、东西宽约１０１米，墓园中并列两座墓葬，钻
探未发现封土，墓葬规模相近，ＰＭ２长４３米，有５
天井、５过洞、２对壁龛；ＰＭ３长４５米，只发现２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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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五

图六　献陵陵园南门门址

洞、１天井、２对壁龛。

ＰＭ４、ＰＭ５和ＰＭ６墓园围沟平面为倒“凸”
字形，南北长约１３５、东西宽约１０１、围 沟 截 面 宽

２．５～３．５米。墓 园 内 有３座 墓 葬，中 部 大 型 墓

葬为ＰＭ４（据 墓 前 标 志 碑 为 李 神 符 墓），南 北 总

长６０米，发现２天井、３过 洞。ＰＭ５和ＰＭ６葬

墓位于墓园内 东 北 部，从 钻 探 情 况 看，地 下 部 分

封土基础是连为一体的，地面上封土则只覆盖在

ＰＭ５墓上。ＰＭ５墓长４７米，ＰＭ６墓长５３米。

ＰＭ７墓园围 沟 平 面 为 倒“凸”字 形，南 北 长

约９１、东西宽约７１、围沟截面宽１．３～２米。墓

园内只有１座 陪 葬 墓，且 位 于 园 内 西 南 角，墓 葬

全长１８米，地面未见封土，有３个天井（图三）。

２．方形墓园，内有墓葬１座。

ＰＭ８２墓园围沟平面接近正方形，南北长约

１４２、东西宽约１３２、围沟截面宽１．３～１．５、沟 底

距现地表深１．８～２．１米。填 土 为 松 散 的 花 土，
含零星灰烬颗粒。墓葬位于墓园中部偏东，长斜

坡墓道、５过 洞、５天 井、３对 壁 龛、甬 道 和 墓 室，
探明部分南北长约６６．５米。在墓道北部发现盗

洞３处。地面残存小范围封土（图四）。

３．倒“凸”字形墓园，内有１座墓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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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七　献陵陵园南门址Ｔ２东侧漫道

图八　献陵南门西侧门阙

ＰＭ７２墓园的围沟平面呈倒“凸”字形，南北长约

１２２、东西宽约１１５、沟截面宽约１．３～１．５、沟 底

距现地表深约１．８～２米，围 沟 南 段 中 部 向 南 凸

出８米，东西宽约４６米。墓葬位于墓园中部 偏

东，南北总长６７米，墓道北部被活土坑Ｋ１和盗

洞所打破，其 过 洞、天 井 数 量 不 详。地 面 现 存 留

残缺的小范围封土（图五）。
排除在献陵 陪 葬 墓 范 围 之 外 的１９６座 墓 葬

大致以汉墓和小型唐墓为主，汉墓多为竖穴墓道

洞室墓，墓向不 固 定，小 型 唐 墓 多 为 斜 坡 墓 道 洞

室墓，平面多 呈 刀 把 形，墓 向 以 南 向 为 主。如 在

李神符墓 以 东 发 现 约６０座 集 中 分 布 的 小 型 唐

墓，这些墓葬多 呈 刀 把 形，相 互 之 间 没 有 叠 压 打

破关系，墓地明 显 经 过 事 先 规 划，墓 地 性 质 尚 待

进一步的考古发掘证实。

五、考古发掘

本年度考古发掘工作主要为两处，一处为献

陵南门遗址，另一处为献陵北遗址建

筑基址Ｆ１、Ｆ５和 活 土 坑 Ｋ２９。发 掘

的主要目的一是为了验证钻探结果，
二是了解遗址的保存情况，三是了解

初唐时期 陵 园 重 要 建 筑 遗 址 的 结 构

等情况。
献陵南门遗址选择南门门址、南

门西侧门阙进行考古发掘，南门遗址

由门址、双阙、１对石虎构成，因门址

东侧修水泥路，门址东半部分和东侧

门阙已经损毁。门址仅存夯土基础，
东西残 长１９、南 北 宽１２米，夯 土 基

础上 的 踩 踏 面、墙 基 均 已 不 存，仅 在

北侧中部发现方形柱础石１件，也已

偏离原位。夯土基础南缘破坏严重，
西侧和北侧保存较好，尚保留部分砖

铺散水外侧 的 侧 立 挡 砖（图 六；图 版

四，１）。门址北部清理出两处台阶或

漫道 迹 象，西 侧 一 处 仅 剩 东 侧 边 缘，
东侧一处仅剩西半部分，东侧边缘被

损毁，宽 度 不 详，从 残 留 的 台 阶 修 砌

方法可以 推 测 复 原 门 址 台 基 的 原 始

高度和位置（图七）。
南门西侧门阙目前仅剩基础部分，地面以上

阙体已经完 全 被 破 坏。基 础 为 夯 土 结 构“三 出

阙”，由东 向 西 分 三 段 渐 次 收 窄。东 西 长１４．５、
阙体东侧宽７、西侧宽５．６米（图八）。

六、石刻清理

献陵四门 现 存６件 石 虎，南 门 现 存 东 侧 石

虎，该石虎也是 陵 园 内 现 存 最 为 完 整 的１件；西

门两只石虎被永和村十组的农家宅院分隔南北，
石虎均置立于 石 座 旁 边，腿 均 已 断；北 门 现 存 西

侧石虎，置于石座北部，腿已断；东门地面可见北

侧石虎，仅露出背部，南侧石虎完全掩埋于地下。
南神道地面现存石 刻 为 东 侧 石 柱 和 西 侧 石 柱 底

座，本次清理 出 土 西 侧 石 犀 牛 和 西 侧 石 柱 柱 身。
献陵还有２件石刻现存于碑林博物馆，１件为神

道东侧犀牛，１件为南门西侧石虎。
现以保存较 好 的 南 门 东 侧 石 虎 为 例 介 绍 献

陵石虎的形 制 特 征。石 虎 位 于 陵 园 南 门 外 麦 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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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九　献陵陵园南门东侧石虎

图一〇　献陵南神道西侧犀牛

中，为石灰岩 质 地，头 朝 西。虎 身 与 踏 座 为 一 整

块石料雕成，踏座下还有一块长方形基座。石刻

通高（含 两 层 踏 座）２．６４米，石 虎 身 长２．７、宽

１．０６、高１．７２米。两 耳、腮 须、尾 以 及 踏 座 后 部

残损，右侧面部自上而下有一道较为严重的纵向

裂痕，四 肢 中 部 皆 存 在 横 向 裂 痕。石 虎 头 部 浑

圆，闭口露犬齿。腹部凿透，四肢连于踏座，左侧

前、后两肢 前 迈，呈 行 走 状。前 胸 刻 画 有“Ｖ”字

形线条表现胸 肌，尾 部 呈 扁 圆 柱 状 垂 下，现 已 残

断，末端原应连于踏座之上。尻尾下不表现生殖

器。石刻上有两处刻铭，一处在左侧后腿下方的

上层踏座立面 上，可 辨 为 楷 体 字，惜 字 迹 漫 漶 不

清；另一处在前 胸 左 侧，自 上 而 下 刻 有 一 行 文 字

“武德拾年石匠小汤二記”，字体为行楷（图九；图
版四，２）。

石犀牛现存神道西侧１件，埋于地下。头向

东，右 侧 前 后 肢 较 左 侧 靠 前，故 原 应 呈 行 走 状。

现存躯干部分，四 肢 均 从 上 部 残 断，尾 部 中 段 以

下残。体长３８７．６、体侧宽１３７．５、残高１５４．８厘

米。形态与西安碑林存的东侧石犀基本相同（图

一〇）。永合村五组一农户院中存有两块犀牛腿

部残段，其中一块上甲片较清晰。
神道东侧石柱现立于地面，石柱保存基本完

整，盘龙石座有 所 残 损，柱 端 石 兽 前 腿 和 脸 部 残

损，柱身风化严 重，现 在 已 经 基 本 看 不 到 花 纹 图

案（图一一）。西侧石柱翻倒埋于地下，柱身上有

三个面还残留有清晰的花纹图案。
在陵园东北部还有１座石刻佛殿，现存庑殿

形制的石佛 殿 和 底 座 残 部。石 刻 底 座 上 的 刻 文

有“贞观 十 三 季……右 监 门 中 郎 将 延 陵 子 齐 士

员”等字，还有香炉、菩萨的图案。石佛殿正面开

深龛，龛内高浮 雕 一 坐 佛 和 二 侍 立 菩 萨，龛 内 壁

两侧线刻佛 弟 子、菩 萨、飞 天 等 内 容。佛 殿 两 侧

还有供养人和侍从，右侧明显为女性供养人和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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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一一　献陵南神道东侧石柱

女，左侧破坏 严 重，应 为 男 性 供 养 人。该 件 石 刻

造型精美、形制 复 杂，是 初 唐 时 期 少 见 的 单 体 石

佛殿及造像形式，拟另撰专文详述。

七、出土遗物

本次考古发 掘 出 土 遗 物 以 各 类 建 筑 材 料 为

主，包括条砖、方砖、筒瓦、瓦当、板瓦、滴水、鸱尾

等，条砖多数有戳印文字，部分板瓦也戳印文字，
但是筒瓦上 尚 未 发 现 文 字。瓦 当 以 莲 花 纹 瓦 当

为主，且花纹样式较多。

１．瓦当　均为泥质灰陶，圆形，部 分 瓦 当 表

面有青掍处理，背 面 为 素 面，现 存 瓦 当 大 部 分 均

和筒瓦分离，和筒瓦的结合部有刻划痕迹。唐代

瓦当纹饰题材以莲花纹为主，草叶纹和兽面纹瓦

当为宋代或更晚时期。
（１）莲 花 纹 瓦 当　莲 花 纹 一 般 分 为 内 外 三

层，中心为莲蓬造型的当心，饰数量不等的莲籽。
第二层的莲瓣造型分为以椭圆形莲瓣、凸棱线构

成的复式莲瓣和只 有 椭 圆 形 莲 瓣 不 饰 凸 棱 线 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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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一二　瓦当、滴水

１．２０１２献陵北建筑遗址Ｆ１Ｔ２②：１　２．２０１２献陵北建筑遗址Ｆ１Ｔ３②：３ａ ３．２０１２献陵南门门址Ｔ１③：４６ａ ４．２０１２献陵北建筑遗

址Ｆ１Ｔ２②：１１　５．２０１２献陵北建筑遗址Ｆ１西探沟１填土：９　６．２０１２献陵北建筑遗址Ｆ１Ｔ２②：２　７．２０１２献陵北建筑遗址Ｆ１Ｔ５：１

８．２０１２献陵北建筑遗址Ｆ１Ｔ２②：４　９．２０１２献陵南门门址Ｔ１③：４８ｂ １０．２０１２献陵北建筑遗址Ｆ１Ｔ４②：６ｂ １１．２０１２献陵南门门

址Ｔ２②：１０　１２．２０１２献陵南门西阙Ｔ１④：５　１３．２０１２献陵南门门址Ｔ２②：２３　１４．２０１２献陵南门门址Ｔ１③：６０

单式莲瓣两类。第三层为一圈联珠纹，亦有部分

瓦当没有这 一 层 纹 饰。以 下 将 莲 花 纹 瓦 当 按 照

复式瓣和单式瓣两类进行介绍：

复式瓣　４件。２０１２献陵北建筑遗址Ｆ１Ｔ２
②：１，带筒瓦，直径１４、厚１．１厘米。当心为凸台

状７籽 莲 蓬。莲 瓣 为７对 复 式 瓣，花 瓣 顶 端 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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尖，呈卷叶状，莲 瓣 外 周 饰 一 圈 凸 棱。最 外 围 饰

联珠纹（图 一 二，１；封 三，２）。２０１２献 陵 北 建 筑

遗址Ｆ１Ｔ３②：３ａ，直径１５、厚１．２厘米。当心为

６籽莲蓬，周 饰 一 圈 凸 棱。莲 瓣 为６对 复 式 瓣，
两对花瓣 之 间 外 侧 饰 一 枚“Ｔ”形 凸 钉。外 周 饰

一圈联 珠 纹（图 一 二，２）。２０１２献 陵 南 门 门 址

Ｔ１③：４６ａ，直径１４．５、厚１．１．厘米。当心为７籽

莲蓬，外周饰一圈圆形凸棱。莲瓣为１４枚复 式

瓣，花瓣顶端 翻 起，花 瓣 外 饰 一 圈 凸 棱。外 周 为

一圈联珠纹（图一二，３）。２０１２献陵北建筑遗址

Ｆ１Ｔ２②：１１，带筒瓦，直径１４、厚１．１厘米。当心

为１２籽莲蓬，周饰一圈圆形凸棱。莲瓣为６对

复式瓣，花瓣以两道凸棱线勾勒，顶端呈卷叶状，
每两枚花瓣 之 间 外 侧 饰 三 角 形 凸 钉。外 周 未 饰

联珠纹（图一二，４；封三，４）。
单式瓣　６件。２０１２献陵北建筑遗址Ｆ１西

探沟１填土：９，直径１３、厚１厘米。当心为一圆

形宝珠，四周围绕一圈１０枚联珠纹。莲蓬外 为

１０枚莲瓣，两枚莲瓣之间以长凸棱分隔，莲瓣外

有一圈凸棱。最 外 为 一 圈 联 珠 纹（图 一 二，５）。

２０１２献陵 北 建 筑 遗 址Ｆ１Ｔ２②：２带 筒 瓦，直 径

１２．５、厚１厘米。当心为圆形７籽莲蓬，四周 饰

一圈凸棱。莲蓬外侧为８枚莲瓣，每两枚莲瓣之

间以“Ｔ”形 凸 棱 分 隔，外 周 无 联 珠 纹，只 有 一 圈

凸棱（图一 二，６；封 三，３）。２０１２献 陵 北 建 筑 遗

址Ｆ１Ｔ５：１，带筒瓦，直径１０、厚１厘米。当心为

凸台状７籽莲蓬。莲蓬外为６对椭圆形莲瓣，每

两对莲瓣之间饰一枚凸钉。外周一圈联珠纹（图

一二，７；封 三，５）。２０１２献 陵 北 建 筑 遗 址Ｆ１Ｔ２
②：４，带筒瓦，直径１３、厚１．１厘米。当心为７籽

莲蓬。莲蓬外有８对莲瓣，四周饰一圈凸棱。外

周为一圈联珠纹（图一二，８）。２０１２献陵南门门

址Ｔ１③：４８ｂ莲花纹瓦当，直径１４、厚１．２厘米。
当心为８籽 莲 蓬，周 饰 一 圈 凸 棱。莲 蓬 外 为１７
枚莲瓣。外 周 为 一 圈 联 珠 纹（图 一 二，９）。２０１２
献陵北建 筑 遗 址Ｆ１Ｔ４②：６ｂ，瓦 当 仅 剩 一 半 残

块，直径８．５、厚０．８厘米。当心为７籽莲蓬，外

周饰一圈凸棱。莲蓬外为花瓣，残见８枚，外 周

饰一圈凸棱。最外为一圈联珠纹（图一二，１０）。
（２）兽面纹瓦当

２０１２献 陵 南 门 门 址 Ｔ２②：１０，瓦 轮 边 缘 残

损，复原直径１１、厚２．２厘米。瓦面隆起，中心为

兽面纹饰，兽面未刻画边缘轮廓，表现出眼、鼻、
口、眉、额，围绕兽面布满圆形凸起，凸起上有 戳

点（图一二，１１）。
（３）草叶纹瓦当

２０１２献陵南门西阙Ｔ１④：５，边缘残损，直径１０
厘米，厚度１厘米。当心为７籽莲蓬，外周饰一圈凸

棱。莲蓬外环绕四组勾连草叶纹饰，外周饰一圈凸

棱。最外为一圈联珠纹（图一二，１２）。

２．滴水　出土数量较少，有兽面纹及草叶纹

两种题材，时代应在宋代以后。
（１）草叶纹 滴 水　滴 水 顶 部 为 上 弧 形，显 示

连接板瓦为拱面向上。边缘轮廓为波浪状，底端

为水 滴 尖，滴 水 表 面 模 印 草 叶 纹 饰。２０１２献 陵

南门门址Ｔ２②：２３，残块拼接修复。滴水四周饰

两道凸棱。宽１８、高１４、厚３厘米（图一二，１３）。
（２）兽面纹 滴 水　滴 水 顶 部 为 下 弧 形，显 示

连接的板瓦为内凹部向上。边缘轮廓呈波浪状，
滴水表面中间模印兽面纹饰。２０１２献陵南门门

址Ｔ１③：６０，一 角 残 损。残 宽１６、高１２、厚２厘

米（图一二，１４）。

３．筒瓦　表面光素，内衬细布 纹，部 分 表 面

做青掍 处 理。２０１２献 陵 南 门 门 址 Ｔ１②４０ｂ，一

角残损。瓦唇为圆拱形，向下倾斜。表面有刮削

痕迹，青掍处理。长４１、宽１４、厚２．５厘米（图一

三，１）。２０１２献陵南门址Ｔ２②：２７，残断。背部

前端有１枚方形钉孔。残长３２、宽１４、厚１．８厘

米（图一三，２）。

４．板瓦　表面光素，内衬细布 纹，部 分 表 面

做青掍处理。部分板瓦表面戳印文字，文字１到

３个字不 等，字 有 正 反 印，内 容 主 要 是 人 名，如

“官某某”，“匠某 某”等，有 的 则 只 有 姓。还 有 一

类板瓦较宽的一端加工为波浪状花口沿，为花口

板瓦，应该是用于屋面前檐处。
（１）普 通 板 瓦　２０１２献 陵 南 门 门 址 Ｔ１③：

３４，复 原。内 侧 可 见４个 支 点 痕 迹。长３１、宽

１８、厚２厘米（图一三，３）。
（２）戳 印 文 字 板 瓦　２０１２献 陵 南 门 址 Ｔ１

②：３８ａ，残。表面反印 “官赵春”３字。残长１２、
残宽９、厚１．６厘米（图一三，４）。２０１２献陵南门

址Ｔ１③：２０，残。表 面 反 印 文 字 “官 王 容”。残

长１２．５、残宽６、厚１．５厘米（图一三，５）。２０１２
献陵南门址 Ｔ１②：３８ｄ，残。表 面 戳 印 “郑 人”。

１４　唐高祖献陵陵园遗址考古勘探与发掘简报



图一三　筒瓦、板瓦

１．２０１２献陵南门门址Ｔ１②４０ｂ ２．２０１２献陵南门址Ｔ２②：２７　３．２０１２献陵南门门址Ｔ１③：３４　４．２０１２献陵南

门址Ｔ１②：３８ａ ５．２０１２献陵南门址Ｔ１③：２０　６．２０１２献陵南门址Ｔ１②：３８ｄ ７．２０１２献陵南门址Ｔ１②：３８ｃ

８．２０１２献陵北建筑遗址Ｆ１Ｔ４②：５　９．２０１２献陵南门址Ｔ１③：５５　１０．２０１２献陵南门址Ｔ２②：３６

残长２７、残宽１５、厚１．８厘米（图一三，６）。２０１２
献陵南门址Ｔ１②：３８ｃ，残。表面戳印 “匠□志”，

中间一字辨认不清。残长１８、残 宽２０、厚２．２厘

米（图一三，７）。
（３）花 口 板 瓦　均 残。２０１２献 陵 北 建 筑 遗

址Ｆ１Ｔ４②：５，残长２１、残 宽１８、厚２．８厘 米（图

一三，８）。２０１２献 陵 南 门 址 Ｔ１③：５５，残 长１４、

残宽１８．８、厚２．８厘米（图一三，９）。２０１２献 陵

南门址Ｔ２②：３６，残长１１、残宽２０、厚３厘米（图

一三，１０）。

５．砖　分为方砖和条砖两种。
（１）方砖　出 土 数 量 较 少，主 要 包 括 素 面 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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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一四　砖

１．２０１２献陵北建筑遗址Ｆ１Ｔ３②：２３　２．２０１２献陵南门门址Ｔ１③：５０ａ　３．２０１２献陵南门门址Ｔ２③：２９ａ

４．２０１２献陵南门门址Ｔ２②：１６ａ　５．２０１２献陵南门门址Ｔ１③：５０ｂ　６．２０１２献陵南门门址Ｔ２③：２９ｂ

７．２０１２献陵北建筑遗址Ｆ１：１

砖、青掍方砖、莲花纹方砖等，背面有各种绳纹或

方格 纹，莲 花 方 砖 仅 出 土 少 量 残 块。２０１２献 陵

北建筑遗址Ｆ１Ｔ３②：２３，基 本 完 整。素 面，背 面

有粗绳纹，砖一侧边有砍削加工处理痕迹。边长

３２、厚７厘米（图一四，１）。

（２）条砖　一 般 一 面 素 面 一 面 拍 印 绳 纹，部

分条砖上戳印 有 文 字，文 字 以 姓 名 为 主，有 单 字

有多字，部分文字后有编号，未见“官”或“匠”字。

２０１２献陵南门门址Ｔ１③：５０ａ，戳印３字，第１个

字不清楚，余２字 为“六 七”。长３４、宽１６、厚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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厘米（图 一 四，２）。２０１２献 陵 南 门 门 址 Ｔ２③：

２９ａ，戳印 两 字，一 字 似 为“ ”，另 一 字 为“八”。
长３５、１６、厚７厘米（图一四，３）。２０１２献陵南门

门址Ｔ２②：１６ａ，戳印 “郃十三”。长３５、宽１５、厚

８．５厘 米（图 一 四，４）。２０１２献 陵 南 门 门 址 Ｔ１
③：５０ｂ，戳印 “郃十五”。长３５、宽１５、厚７厘米

（图一四，５）。２０１２献陵南门门址Ｔ２③：２９ｂ，戳

印 “郃 九”。长３３、宽１５、厚７．５厘 米（图 一 四，

６）。２０１２献 陵 北 建 筑 遗 址Ｆ１：１，略 残 损，戳 印

“郃十二”。长３３、宽１５、厚７厘米（图一四，７）。

八、几点收获

１．通过对献陵陵园的全面调查和考古勘探，
陵园的范围和 布 局 已 经 大 体 清 楚，对 南 门 门 址、
门阙的发掘发现，殿堂式的陵园大门以及门外三

出阙的设置从献陵起即基本定型，直到晚唐变化

不大。遗址出 土 的 一 批 建 筑 材 料 为 初 唐 建 筑 材

料断代提供了依据。

２．献陵陵园由于四周地势较为平坦，农业生

产活动较 为 发 达，陵 园 建 筑 损 毁 和 破 坏 较 为 严

重，这次发掘了 解 了 文 物 保 存 的 现 状，为 今 后 文

物保护方案的制定提供了依据。

３．陵园北部的大型建筑遗址在唐陵中是 第

一次发现，从献陵北遗址和南门门址出土砖瓦等

建筑材料来看，其 规 格 形 制 完 全 相 同，特 别 是 在

南门门址和北遗址均出土“郃十三”和“郃 十 七”
字样的条砖，说明献陵北建筑应为献陵陵园同时

期建筑。据石 佛 殿 基 座 上 香 炉 菩 萨 线 刻 图 右 侧

（东侧）题刻中“陵寝二所 宿／”及“□赐 以 终 身 供

奉　陵寝许生死…／”等文字，推测献陵北建筑遗

址似应为唐代献陵寝宫遗址。

４．搞清楚了 献 陵 陪 葬 墓 的 数 量、形 制、分 布

规律等问题。
经过此次考古调查和钻探，可以确定的献陵

陪葬墓９３座，其中地表保存有封土的２８座。根

据《长安志》、《唐会要》等 文 献 记 载，献 陵 有 明 确

墓主的陪葬墓最多 为２５座，在《新 唐 书》中 又 发

现了１座明确记载为献陵陪葬墓的墓葬，墓主为

武则天伯父武士棱，故文献中记载的献陵陪葬墓

准确数字应 为２６座。关 于 陪 葬 墓 的 实 际 数 量，
据巩启明等 人 之 前 的 调 查，献 陵 陪 葬 墓 共 计５２
座，其中封土尚存者２６座，封土已经夷为平地者

２０座，已发掘清理者６座（可以明确墓主的有淮

南大长公主、虢王李凤、房龄大长公主、嗣虢王李

邕 ）。
通过对勘探资料的分析，发现了献陵陪葬墓

的分布特征以及墓葬形制和墓园结构，其主要特

征是陵园外围有围沟，墓葬有长斜坡墓道和数量

不等 的 天 井、过 洞，多 数 还 有 封 土，等 级 普 遍 较

高，规模比较 大。以 此 为 依 据，最 终 确 定 了 其 中

９３座墓为陪葬墓。
对勘探资料 的 分 析 还 发 现 献 陵 陪 葬 墓 由 南

向北大致排为６排，受地形影响，南排数量较多，
向北渐次减少。但是陪葬墓位置的远近和地位、
等级没有直接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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