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韩琦家族墓地二期考古取得重大收获

作者： 韩咏梅  发布时间： 2010-12-08  文章出处：安阳日报 点击率：[206]

    为了配合南水北调建设工程，全面了解宋代韩琦家族墓地的布局及性质，安阳市文物考古研究所从11月初开

始，到12月3日止，对韩琦墓地二期进行了考古发掘。此次共清理宋代大型石室和砖室墓葬4座，大型宋代建筑基址

1处。 

    此次发掘区位于安阳市殷都区皇甫屯村西地，总发掘面积1000余平方米。4座韩琦家族墓葬位于现南水北调干

渠两侧，其中西侧1座墓葬，东侧3座墓葬，整体位于2009年发掘的5座韩琦家族墓及建筑基址的南部，分散布局，

东西相距数百米。墓室分两种，一种为方形石室墓，一种为砖室墓，其中3座为方形石室墓，1座为圆形砖室墓。就

墓葬形制看，北方地区特别是中原地区流行小型土洞墓和砖室墓，石室墓少见。而此次清理的3座石室墓形制巨

大，建筑精良，其中3座墓室方向为东西向，而墓道朝南，且不见甬道和墓门，迎风墙后有一砖制的台状附属物

（疑似祭台），西侧安放三个石涵，石涵表面雕刻牡丹及凤鸟等图案，纹饰极其精美，为宋代石雕精品。3座石室

墓规模宏大，形制独特，构筑精美，布局严谨，是北宋晚期北方石室墓的代表作，具有较高的考古价值。 

    从现场发掘的情况看，这4座墓葬和建筑基址在历史上都遭受过不同程度的盗掘和破坏，但仍出土了四方墓

志、铁牛和铁猪各2件、少量的宋代定窑白瓷和黑瓷片、石像残块以及大量的宋代建筑琉璃构件等。值得注意的

是，在发掘中共发现了“宋故令人孙氏”墓志一件、韩琦五子韩粹彦及夫人陈氏墓志各一件及韩琦长孙韩治墓志一

件。根据墓志，可证实这三座墓葬的主人分别是韩琦之子纯彦、粹彦和韩琦长孙韩治。其中韩粹彦及韩治的墓志长

宽均为1.56米，2000余字，均为当时著名的官员书写，极其精美，墓志形制比韩琦墓志还略大，这在宋代考古中非

常罕见，具有非常高的历史价值、文献价值和书法价值。 

    通过一期、二期考古发掘，基本上搞清了韩琦家族墓地的时代、布局、数量、规模、性质等，为研究宋代宰相

一级高级贵族墓葬的陵园制度提供了科学的实物资料。特别是今年3座方形石室墓及墓志的发现为研究宋代墓葬形

制的演变、宋代品官墓形制与其祖籍埋葬习俗的关系、品官政治背景的关系、社会政治背景间的关系提供了新的资

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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