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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场传真

陕西西安发现北周婆罗门后裔墓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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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９月，西安市北郊南康村村民在基建工程中，发现一座北周墓，遂上报西安市文物局，西安市文物保护

考古所随后对之进行了清理。 

    该墓位于南康村村中略偏南，南距坑底寨北周康业墓约５００米，安伽墓约６５０米，东距井上村北周

史君墓约２０００米。该墓形制为长斜坡墓道穹隆顶砖室墓，平面呈“甲”字形，坐北朝南，全墓由墓道、

甬道和墓室３部分组成。 

    墓道，位于墓室南侧，因被压于民房之下未进行发掘，仅能辨其底为斜坡式，其余结构不详。 

   

    甬道，位于墓道与墓室之间，平面呈长方形，条砖砌壁券顶，甬道两壁底部３层为双排长条砖顺置错缝

平砌，之上为１层条砖横置立砌、２层双排条砖顺置错缝平砌相间砌成，即两顺一丁的砌法，条砖纵向对缝

券顶，石门将其分为内外２部分，石门外侧券顶略低于石门内侧券顶，底部条砖纵向错缝平铺。甬道长２．

６２、宽１．２米，石门外侧洞高１．６６、内侧洞高１．８６米。条砖一面饰斜向粗绳纹，长３４．５、

宽１７、厚７厘米。甬道顶部发现有少量红彩印迹，两壁上方和顶部有条带状烟熏痕，可能为燃松蜡所致。

甬道内石封门外侧紧贴石封门置墓志一合，出土时志盖和志石略有错位，墓志较小，志盖盝顶形，素面。 

    墓室，平面略呈方形，西、北、东三壁略外弧，条砖砌壁穹隆顶，四壁砌法与甬道两壁砌法相同，条砖

横向四面结顶，顶部正中略平，长条砖纵向错缝平铺底，西、北、东三面边缘较低。墓室东西长３．６２—

３．８８、南北宽３．５６—３．６５、壁高１．９４、室高３．７４、墓室底距地表深７．９４米。墓室

四壁先用泥抹一层，然后在其上涂一层较薄的红彩，红彩现多已脱落，仅存零星印迹，墓室南壁、西壁及东



壁亦有条带状烟熏痕。墓室正上方偏西有一长方形天井，南北长２．２、东西宽１．２米。 

    封门，两重，第一重位于甬道口，条砖砌成，砌法与墓室壁相同；第二重为石封门，位于甬道中部，由

门楣、门扉、门框、门槛和门砧组成，门楣、门框、门槛以榫卯相连接，门楣两端铆一铁环，石门枢穿于铁

环之中，门扉中部内侧各穿一铁环，环上锁有一铁锁。门扉之上有以沙石掺和料粘附成的乳钉，现已全部脱

落于淤土中，每面门扉上有１０个，分成３排，上下各４个，中部外侧２个，乳钉直径约５—６、高２厘

米。 

    葬具，石棺一具，东西向置于墓室中部，大端朝西，由底座、两侧帮板、两端挡板及盖板组成。两侧帮

板、两端挡板和底座以榫卯相接，底座下四角各垫一长条砖。石棺长２．４、宽０．７１—０．９７、高

０．８２—１．２、底距墓室底高０．０７米。底座呈梯形，长２．２８、宽０．７６—０．９３、厚０．

１６米；两侧帮板略呈梯形，上部各有２个圆形穿孔，南侧帮板长２．２６、宽０．５—０．６４、厚０．

０９５米，北侧帮板长２．２４、宽０．５—０．６５、厚０．０９５米；两端挡板呈拱形，前端挡板宽

０．６８、高０．８６、厚０．０８米，后端挡板宽０．５１、高０．７、厚０．０８米；盖板基本呈弧

形，上有２个圆形穿孔，下葬时已断为２截，后用燕尾卯连接起来，长２．４１、宽０．７１—０．９７、

厚约０．０８—０．１米。 

    葬式，石棺内有２具骨架，保存完好，均为仰身直肢葬，北侧人骨略压于南侧人骨左手之上，头均向

西，面向内侧。南侧骨架外裹有３层布，其中最里边一层为白布，北侧人骨也裹有数层布。另外，北侧人骨

口内含有一枚东罗马金币。 

    石棺线刻，线刻图案分布在帮板、挡板和盖板上，内容主要为伏羲女娲和四灵，局部贴金。镌刻线条优

美，自然流畅。 

    左侧帮板，中间线刻一龙，龙身修长，张嘴，露齿，瞪目，肩生翼，四肢腾空，作腾飞状，长尾后扬，

末端上卷。龙身饰菱形鳞片，上方饰３团火焰纹，周围布满祥云纹，帮板边缘饰一周忍冬纹。龙身轮廓、鳞

片内及火焰纹贴金，多已脱落。 

    右侧帮板，中间线刻一虎，虎身修长，张嘴露齿，双目圆瞪，肩生翼，足、尾与龙相同，作飞腾状。虎

身饰条状斑纹，上方有４团火焰纹，颈部一团最大，至尾部越来越小，周围布满祥云纹，部分云纹线条旁有

红色线条，可能为初线稿，帮板边缘饰一周忍冬纹。虎身轮廓、斑纹内及火焰纹贴金，多已脱落。 

    前端挡板，中部刻一门，门框涂红彩，门上有３排乳钉，每扇门上下２排各６个，中间１排４个乳钉，

内侧浅浮雕一门环，乳钉贴金，仅下方２排保存较好。门楣上饰３朵团状莲花，间以折枝忍冬纹，两侧各一

朵祥云纹。门楣上方为拱形尖顶类似龛楣的门额，门额内饰忍冬纹。门额正上方为一朵折枝忍冬纹，两侧各

一相向飞翔的朱雀，周围布满祥云纹，左侧朱雀口衔一珠。门额两末端之下、紧靠门两侧各有一门柱，两端

均呈覆莲状。门柱两侧各为一守护神相对立于覆莲座上，面均略向内侧，脑后有圆形头光，卷发，顶部头发

略向后束起，脑后长发外卷几近垂肩，深目，高鼻，耳轮较大，戴有耳坠，上唇有外撇八字须，颈部均戴宽

带项圈，上身袒露，肩后帔帛缠绕于双臂，末端下垂至覆莲座，腰穿短裙，赤足。右侧守护神颌部有长胡

须，项圈下坠有璎珞，右手叉腰，右臂戴有钏，左侧立一长戟，左手上举头顶，手握戟头，左腿直立，右腿

略上曲，脚尖点地；左侧守护神颌部有短胡须，项圈下坠有锁，锁下有璎珞，左手叉腰，右侧立一长戟，右

手上举头顶，手握戟头，右腿直立，左腿略上曲，脚尖点地。门下方正中为一亚腰形火坛，火坛分３层，中

间为一层台面，台面周围饰云纹，之下悬挂有铃形饰物，火坛上火苗升腾，火坛两侧向上伸出２枝抱枝莲，

底座周围亦饰云纹。火坛周壁饰三角纹，之内贴金。 

    后端挡板，线刻一玄武，龟作行走状，双目圆睁，张嘴吐舌，蛇缠绕龟身从其尾部跃起，首尾缠绕形成

一大圆圈，蛇双耳后逆，张嘴吐芯，直对龟背前部。玄武之后立一天神，有圆形头光，以带束发，结成花

状，深目、高鼻、阔嘴，耳轮较大，上身袒露，腰穿短裙，肌肉发达，形象威猛，右手握长柄环首刀，举于

头上方，左手略弯曲，手掌撑开，肩后帔帛缠绕于双臂，下垂于身两侧至龟足部。玄武下方及四周布满祥云

纹。玄武蛇身贴金，多已脱落。 

    盖板，线刻伏羲女娲图案。右侧为伏羲，左侧为女娲，均作人首蛇身，身着敞口交领宽袖衣，蛇尾均内

卷，未相交，身饰鳞片。伏羲戴小冠，双手捧月（月牙形）于头上方，女娲盘髻，腕戴手镯，双手捧日于头

上方。中间为浮云，周围为星宿图和太阳，盖两侧边缘为忍冬纹。 

    墓志记载，墓主姓李，名诞，字 娑，婆罗门种，赵国平棘人，其先伯阳之后，北魏正光（５２０—５

２５）年间自罽宾归到中土，保定四年（５６４）薨于万年里，春秋５９，死后被授为邯州刺史，葬中乡

里。志文中仅提及其长子为 提，余未加记载。 

    该墓的发现是目前国内第一座有明确记载的婆罗门后裔墓葬，也是第一座记载有罽宾国的在华外国人墓

葬，它的出土为研究中西文化或中印文化的交流乃至丝绸之路的研究提供了珍贵的实物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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