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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场传真

河北赞皇发现北朝赵郡李氏家族墓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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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河北省南水北调中线工程的输水渠道计划通过赞皇县西高古墓群所在地区，受河北省文物局南水北调工程文物

保护办公室的委托、国家文物局批准，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河北工作队、北京大学文博学院组合联合考古队

对这一古墓群进行了考古勘探清理工作。 

    西高北朝墓地位于太行山东麓、河北省赞皇县西高村南约2000米的岗坡地上，南水北调渠线计划自东南向西北

斜穿该墓地。经堪探，在渠线范围内共发现古墓葬9座，分东西两排，墓葬座西朝东、南北并列成一排。墓葬发掘

工作从2009年10月中旬开始，至2010年2月上旬结束，其中3座（M4、M6、M8）未被盗掘。 

    墓葬形制包括砖室墓和土洞墓两种。砖室墓由斜坡墓道、甬道和墓室三部分组成，甬道上方砖砌高大的挡土

墙，墓室平面弧方形、地面铺砖，墓室四壁和地面均抹有白灰，如M1、M51和M52。土洞墓由斜坡墓道、甬道和墓室

三部分组成，墓室平面长方形，地面铺砖，洞室顶部塌落，形制不清，如M2、M3、M4、M6、M7和M8。其中M52位于

东侧一排最南面，北距M51约80米。该墓为长斜坡墓道单室砖室墓，座西朝东，由斜坡墓道、甬道和墓室三部分组

成。墓葬总长约23米，墓道长18米，甬道长2.43米、宽1.5米，甬道内共有两道封门墙，墓室平面弧长方形，东西

4.8米，南北4.5米，西壁残高5.35米。墓室四壁和地面均抹有白灰，但大都脱落，顶部因盗掘塌落，形制不清。墓

中出土随葬品20余件，种类包括陶器、瓷器、铜器、玻璃器等。墓室内共发现两具木棺残痕。据出土墓志记载，墓

主人为北魏尚书左丞、镇远将军、光州刺史李仲胤及其夫人，永熙三年（534）合葬于此（图一）。 

 

 

（图一） 

    西高北朝墓地共清理出土随葬品五百余件，种类包括陶俑、青瓷器、陶器、铜器、铁器、玻璃器和墓志等，日

用陶瓷器器形主要包括碗、罐、壶、瓶、灯等。其中较为精美的器物如M3出土的一件镇墓按盾武士俑，形体高大，

造型威武（图二）；另有一件青瓷覆莲座烛台，釉色清亮，造型精致，是难得一见的青瓷精品。出土墓志（盖）共

计十一方，一般由盝顶形志盖和正方形志石组成，志石表面磨光、楷书，记墓主人生平事迹。其中M51出土砖墓志

一方，较为特殊，砖志长31厘米、宽15.5厘米、厚5.8厘米，砖面楷书43字，记墓主人为北魏南赵郡太守李叔胤，

北魏景明三年（502）卒葬。 

 

 



 

（图二） 

    西高北朝墓地的发掘是河北省南水北调工程考古工作中的又一项重要发现。据出土墓志可知，西高北朝墓地属

北朝赵郡李氏家族，该墓地规模大、排列有序，是目前已发现少有的北朝大型家族墓地，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和历

史意义。西高北朝墓地出土随葬品丰富、组合清晰、纪年明确，通过综合研究可以成为北朝考古研究的标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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