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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场传真

北周鲜卑族贵妇墓现长安（7月30日）

作者：   发布时间： 2006-08-01  文章出处：长江网讯

7月29日，记者从省考古研究所获悉，西安南郊一座距今1400多年的北周墓葬目前已露出全貌，线条流

畅、技法纯熟的墓室石门线刻，做工精致、光滑柔腻的青绿釉陶器令人惊叹不已。考古专家认为，这些典型

陪葬物的出土对研究北周到隋代的墓葬制度、社会习俗等提供了宝贵的实物资料。 

  石门线刻堪称艺术精品 

  该墓葬位于西安市长安区郭杜陕西师范大学新校区内，中等规模，全长近30米，深约9米，带有3个天

井，墓室四周土壁残存，有房子等壁画痕迹。 

  墓葬出土的两扇石质墓门，被专家视为独特的艺术品。两扇石门分别高1．5米，宽52厘米，每扇门上有

仿木门装饰而琢就的20个石泡钉。石门连接处有铺首、套环，现已锈迹斑驳。石门在墓室时，完好安装于门

楣、门框、门槛之内，门墩石则矗立于旁。右扇石门上的武士像，右手紧按环首刀，左手持长幡，身穿明光

铠甲，铠甲为半甲、披膊，头戴半盔，战服“彪悍”之风洋溢。武士面部颧骨突出，眼睛深陷，颊肉凹凸，

三撇小胡子劲翘嘴唇上下。武士脚下，分别有兔子、老虎、豹子、熊等动物跃腾。两扇石门上游牧民族风格

的武士刻像“暴露”了墓主的身份。考古专家综合时代、遗物、刻像等判定，墓主人应是一位鲜卑族人。 

  出土44件高等级青绿釉陶器 

  墓葬中发现的44件陶器引人注目，它们一律青绿釉，釉色匀称，光滑柔腻。其中，三系罐表面上有两棱

上下圈箍，一条土棱，一条柳叶棱。一对执手壶，其壶嘴即壶口，鼓腹，高24厘米。一个细颈瓶，表面光

亮，高15厘米，细颈处直径不及2厘米，腹颈直径则达9厘米。另有四系罐一对，两系罐一个，无系罐一对，

灯台一对，大、小陶碗11个。釉色陶器皆是隋物。墓葬的北周俑同样精彩纷呈，粉彩笼冠俑、骑马武士俑、

风帽俑件件形象逼真，颜色鲜艳。 

  墓主可能是北周高官夫人 

  这座墓葬中有墓志盖，却无墓志石，应是盗墓者所为。墓志盖上阳刻篆书“大隋氏岐夫人墓志”。墓葬

中还发现了北周的粉彩俑。考古队队长刘呆运说，从墓葬形制、陪葬器物的等级、年代推测，墓主岐夫人有

可能是一位北周高官的夫人，岐夫人随夫外地做官，客死异乡后葬于外地，大隋时期，岐夫人儿子回到大兴

城做官，就把母亲的墓葬迁移回来；也有可能是岐夫人丈夫死于大隋时期，埋葬于大兴城南，岐夫人就被从

外地迁葬回来合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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