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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80年，俞伟超先生发表《汉代诸侯王与列侯墓葬形制分析——兼论 “周制 ”、 “汉制 ”与 “晋制 ”的三阶段性》

（《中国考古学会第一次年会论文集》，文物出版社，1980年）一文，提出了 “晋制 ”的概念，但未作任何论述，其

后亦无人做专门研究。本课题继承这一提法，并相应提出 “唐制 ”的概念，来对魏晋南北朝隋唐时期丧葬观念和制度

的演变做具体而综合的研究。  

    数千年的中国历史，经历了多次从分裂到统一的发展过程，从魏晋到隋唐是其中最为动荡的时期之一。不仅有

汉人为主导的、从三国到西晋的小分小合，也有胡汉交错、从东晋十六国南北朝到隋唐的大分大合。在小分小合之

中，基于对繁复冗杂的 “汉制 ”的省思，形成了倾向简约的 “晋制 ”；在大分大合之中，又以 “晋制 ”为基础，反复融汇南

北新风，终形成与 “汉制 ”比肩、且规整有序的 “唐制 ”。  

    晋、唐文献历经战火灾变，存世者有限，对当时制度的深入探讨，越来越依赖考古学材料所提供的具象分析。

近几十年来，大批经过科学发掘和整理的墓葬资料发表，为我们研究从 “晋制 ”到 “唐制 ”的变化过程提供了丰富的材料

和观察问题的新视角。  

    从魏晋南北朝隋唐墓葬目前的研究现状看，除了西安唐墓已进行了较多的研究，其他时代和重点区域的研究都

还比较薄弱，仍多是对资料的初步整理和分析，深入探讨其文化源流、丧葬理念的论文还不多。已有的论述往往局

限于以某个区域或个别器物为对象的单一分析，所论难以扩展，选题基本上处于分散性、偶发性的状态，研究成果

缺乏系统性，主体框架的空白亟待充实和完善。本课题试图通过集合众人之力，通盘考虑，整体布局，全面落实同

一时期若干个重要区域的墓葬研究，使它们的研究层次达到同步，有助于纠正长期以来墓葬区域研究不均衡所导致

的研究者认识偏差问题。  

    同时，本课题宏观把握魏晋南北朝隋唐墓葬的重要现象和主要问题，把研究层次从资料性整理提升到 “晋制 ”、

“唐制 ”的高度，有助于研究者抓住这一时期墓葬的主要特点，明晰各区域墓葬的文化联系，理清复杂的演变脉络，

澄清对这一时期各个阶段墓葬现象尚存的一些混沌认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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