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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7年在西安玉详门外发掘的隋大业四

年（607年）李静训墓，是一座保存完好的隋

代贵族少女墓，丰富而精美的随葬品彰显了

这位贵族小孩（墓主李静训字“小孩”）的

显赫身世。墓葬被发掘以来，研究者对出土

的来自西方的金银器最为关注，就其反映的

中外文化交流等问题展开了很多讨论。同样

值得关注的还有其特殊的埋葬方式，以往的

研究对此都有所涉及［1］，但言之未尽。此墓

保存完好，遗存堆积状况明晰，为我们了解

其葬仪的特殊性提供了极为理想的条件，虽

然发掘已经过去了六十余年，但还有再次审

读的价值。本文拟根据遗存状况对当时的葬

仪情况做一个简单复原，并对墓主的身世和

周、隋之际的丧葬礼仪与文化变迁作一个粗

浅的解读。

一、墓葬遗存所见葬仪

李静训墓是一座带斜坡墓道的长方形竖

穴土坑墓，口小底大，方向正南北。墓道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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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李静训墓是一座体现了特殊葬仪的隋代贵族墓，本文从遗存堆积状态、墓志、墓主身世等方面对考古遗存

进行了重新解读。首先根据考古遗存复原了葬仪的过程，认为下葬时没有举行通行的墓内祭祀礼仪，因此墓室空间形态

极为特殊，呈封闭式的椁墓结构；其次，根据墓志信息和墓上建筑遗存，认为有意模拟了佛教舍利瘗埋之法，此与墓主

的特殊身世和隋代的舍利瘗埋活动有关。此外，李静训的石棺形制和画像内容也较为特殊，源自于北朝的房形石椁，又

是唐代殿堂式石椁的前身，呈现出北朝和唐代之间高等级葬具的过渡形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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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ashed and buried. In addition, the stone sarcophagus, with its peculiar shape and exceptional carvings, reveals how high-grade 

burial equipment transformed during the transitional period from Northern Dynasties to Tang Dynasty since it derived from the 

house-shaped stone outer coffin of Northern Dynasties and was also the predecessor of the palace-shaped stone outer coffin of 

Tang Dynas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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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85米，墓室口部长6.05米，宽5.10米，深

2.90米。这种结构不同于关中地区十六国、

北周以来流行的土洞墓，也不同于隋代新出

现的砖室墓，而是一种早已被淘汰的西汉中

期以前贵族的竖穴土坑墓。在墓室中央放置

一具石椁，石椁内还有一具石棺，（图一）

棺盖上放置陶俑及井、灶、房屋模型，棺前

放置镇墓武士和镇墓兽各一对，棺的四周摆

放陶俑群、家禽家畜模型及青瓷壶。棺内除

了包裹遗体的丝麻织物外，还有大量金银首

饰、梳妆物、金银和

玻璃器皿等［2］。

墓葬遗存是丧葬

礼仪活动的结果，遗

存的堆积状况正是墓

室封闭前丧葬仪式的

“定格”和物化，此

墓发掘前未经扰乱，

棺椁、陈设及随葬品

的位置基本保持了下

葬时的原貌，因此，

我们可以根据考古报

告记录的遗存状态，

对当时的下葬礼仪程

序作一个大致复原：

（图二）

a.将殿堂式的画

像石棺摆放在长方形

的竖穴土坑内，在棺

内陈设金银、陶瓷、

青铜、玻璃容器、铜

镜、钱币和玉器等，

九脊屋形棺盖的筒瓦

上刻有“开者即死”

文字，陈设好石棺后

在棺盖上陈设一组陶

质明器（灶、房、

井、牛马俑和陶罐等）；b.用素面青石板拼

装成石椁，围护石棺，形成内棺、外椁的结

构，在棺、椁之间的空间进行陈设，摆放着

象征来世生活的陶俑群和明器，棺的前后端

各放置2件作为祭器的青瓷罐，在南端放置

高大的镇墓兽和镇墓武士各一对，再以4块

石板作为盖板封闭石椁，盖板上刻“开者即

死”，在椁前近墓道口陈设墓志；c.用夯土填

实整个墓室，夯层厚8～15厘米。

这个下葬过程是一个逐步封闭墓室的过

图一… 隋李静训墓石棺
（《唐长安城郊隋唐墓》，9页、图版一）

图二… 隋李静训墓平面及遗存堆积状况
（《唐长安城郊隋唐墓》，3页、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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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与西汉中期以前贵族的竖穴木椁墓相

似，属“葬毕即藏”的墓葬，即《礼记·檀

弓上》所谓“葬也者，藏也。藏也者，欲人

之弗得见也”［3］。这是一种以“藏”为主

的埋葬方式，葬完后要填实墓穴，墓葬仅是

埋葬遗体的空间，封闭性极强，不但墓室被

棺椁和各类随葬品填满，而且墓穴在葬礼结

束即完全封闭。考古发现的商周至西汉前期

井椁式墓皆是这样的埋葬模式，但从西汉开

始，这种封闭性极强的竖穴式墓逐渐被模拟

宅第的横穴式墓所取代，这是因下葬时的墓

内祭祀所需而出现的变化，墓内祭祀是葬仪

的一个重要环节，墓主身份越尊贵，墓内祭

祀礼仪的规模就越大，而李静训墓显然没有

这样的祭祀空间，表明下葬时没有在墓室举

行盛大的祭祀活动，这与当时的葬仪格格不

入。

唐初《开元礼纂》记三品以上大臣的墓

内葬仪，“入墓：施席于圹户内之西。……

遂下柩于圹户内席上，北首，覆以夷衾”；

“墓中置器序：……遂以下帐张于柩东，南

向。米、酒、脯陈于帐东北，食盘设于下帐

前，苞牲置于四隅，酰醢陈于食盘之南，籍

以版，明器设于圹内之左右”；“掩圹：掌事

者以玄纁授主人，主人授祝，祝奉以入，奠于

灵座，主人拜稽颡。施铭旌志石于圹门之内，

置设讫，掩护，设关钥，遂复土三”［4］。

这套墓内葬仪的程序是：将棺柩送入墓室，

安放到位于墓室西侧的棺床上，而在墓室的

东面设帷帐以安放灵座，灵座前摆放祭器与

饮食，这样墓室就围绕着西侧的棺床和东侧

的帷帐被分为东西两个功能区——西部的埋

葬空间和东部的祭祀空间，有些地区（如太

原）则将棺床横置于墓室北侧，那么就是南

北分区。一切陈设妥当后，主人在掌事者的

带领下到灵座前举行最后的墓内祭祀，然后

主人退出，掌事者安放墓志等铭旌之物，关

闭墓门，封闭墓室。这套下葬礼仪与晋贺循

所记的葬仪大致相同［5］，是汉以后宅第式横

穴墓内的通行葬法，虽然根据墓主身份高低

有繁略之差别，但基本程序是相同的。李静

训墓没有执行这样的下葬程序，因此也就没

有独立而宽敞的祭祀空间，而是将棺椁置于

墓室中央，占据墓内大部分空间，而不是陈

设于墓室一侧。此外，棺椁装饰上的差异也

显示出旧式的做法，竖穴木椁墓的多重棺椁

中一般只对棺进行重点装饰，椁没有装饰，

此墓的椁是由素面的石板拼装而成的，仅起

围护作用，而内棺是丧礼和葬礼的视觉中

心，是需要精心装饰的，因此这种内棺、外

椁的做法也有旧式木椁墓的多重棺椁意味。

与李静训墓年代、身份最接近的隋代

贵族墓是潼关税村墓，墓主可能是隋文帝长

子、废太子、死后被追封为房陵王的杨勇，

卒于仁寿四年（604年）［6］。该墓是一座由

6个天井、7个过洞、4个壁龛组成的长斜坡

墓道单室砖墓，全长63.80米，墓室四壁皆外

弧，平面呈圆形，上承双层穹窿顶，墓室空

间宽敞高大，四壁边长4.50～4.90米，顶部最

高8.40米，后部陈设一具画像石棺，显然墓室

被明确区分为埋葬空间和祭祀空间，这是隋

代高等级墓的通行葬法。刘呆运将关中隋墓

分为砖室墓、土洞墓和竖穴土坑墓三类，潼

关税村墓这样的砖室墓埋葬等级最高，但数

量较少，土洞墓是关中隋墓的主流，基本是

关中北周墓的延续，有双室和单室之分，墓

道有多个天井和过洞，墓室形状不规则。竖

穴土坑墓的等级一般较低，只有李静训墓是

个例外［7］。

那么，为什么李静训墓一反常态采取

了这种“葬毕即藏”的封闭性极强的埋葬方

式呢？当然不是为了复古消失了七八百年的

竖穴式椁墓传统。按照前述开元礼的记载，

葬仪的最后一个环节是丧家主人（一般是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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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在掌事者的率领下在棺柩的东侧对灵座

进行最后的献祭，这是墓室封闭前的必备葬

仪。李静训去世时年幼，没有子嗣，这个

仪式自然可以省略，葬毕即藏即可。除此之

外，这种特殊的下葬方式必定还另有原因。

二、佛舍利瘗埋法与丧葬形式的结合

李静训葬仪的另一个特殊之处在于浓厚

的佛教意味，林伟正称其为塔葬墓，是有违

当时礼制的，这些有违正是皇室对早夭的李

小孩的情感表达［8］。这是很有见地的看法，

从上述葬仪、墓上建筑遗迹和墓主的身世

看，李静训墓应是有意模仿了当时佛教舍利

的瘗埋之法，反映了隋代皇室的佛教信仰背

景。

李静训出身望族，周、隋之际家族显

赫，曾祖是骠骑大将军李贤，父亲李敏是

周宣帝皇后杨丽华的独女之夫，任左光禄大

夫，外祖母杨丽华是隋文帝杨坚长女，入隋

后被封乐平公主。李静训深受杨丽华宠爱，

9岁时随炀帝和外祖母出巡时夭折于汾源宫

（今山西宁武县）［9］，之后归葬京城，给与

厚葬。她的墓志透露了此次埋葬的一些重要

信息［10］：自幼为外祖母杨丽华所养，深受宫

中佛教气氛侵染，“于是摄心八解，归依六

度。戒珠共明珰并曜，意花与香佩俱芬”。

“八解”与“六度”指佛教的修炼方式与境

界，“戒珠”指戒律如珠般洁净，“意花”

是佛教供养的吉花。唯一的外孙女卒于离宫

后，杨丽华必是十分悲痛的，“礼送还京，

赗赙有加”，埋于长安县休祥里的万善尼寺

内。万善尼寺是周宣帝时所建，是长安城内

一处重要的皇家尼寺，据唐韦述《两京新

记》，入隋后万善尼寺成为安置周氏后宫女

子的场所，“开皇二年，度周氏皇后嫔御以

下千余人为尼，以处之也”［11］。将李静训安

葬于万善尼寺应是杨丽华的意图，一来符合

宫中佛教氛围，二来逝者年幼，安置在她常

光顾的尼寺内也有难舍骨肉之意。

墓志还记载，“于坟上构造重阁，遥追

宝塔，欲髣髴于花童；永藏金地，庶留连于

法子”，“魂归祇阁”，也就是说在墓上建

造了一座宏伟的楼阁式佛塔。考古发掘时，

在墓上发现了一座长50米、宽22米的大型夯

土台基，可能就是墓上佛塔的基址。这种在

竖穴墓内置内棺和外椁，又在墓上立佛塔的

方式可能模仿了当时的佛舍利瘗埋方式。

隋文帝笃信佛教，在位期间大力推广

佛教，最大规模的佛教推广活动当属仁寿年

间的三次全国性瘗埋舍利仪式，分别在仁寿

元年十月十五日（601年）、二年四月八日

（602年）、四年四月八日（604年），在全

国110余州于同日午时将舍利石函瘗埋于佛塔

基座之下，并刻石记之，仁寿年间瘗埋舍利

的“塔下铭”已发现了十余例［12］。当时的舍

利瘗埋方式已与北朝时期不同，不是直接将

石函埋入塔基内，而是在石函周围以石墙围

护，在石函内安置多重舍利容器，石函也开

始模拟盝顶盖墓志形制，石函内的铜净瓶和

七宝等物也有模拟随葬品之意［13］。炀帝统

治时期同样大崇佛教，当时也有建塔、埋舍

利的活动，瘗埋方式也同样以石椁围护，如

大业四年（607年）在吴郡横山顶上所立舍利

塔，据吴郡人严德盛所撰《吴郡横山顶舍利

灵塔铭》：“在郡城之西山顶上，营造七层

之宝塔，以九舍利置其中。金瓶外重，石椁

周护。”［14］

与隋文帝和炀帝都关系密切的杨丽华一

生笃信佛教，对舍利瘗埋方式必是十分熟悉

的，她很可能亲自主导了外孙女李静训的安

葬，采取佛教舍利瘗埋法与传统丧葬结合的

埋葬方式。李静训去世时年仅9岁，自然谈不

上什么佛教信仰，这种特殊的葬仪体现的应

是杨丽华的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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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石棺的形制与画像

李静训墓揭开后最引人注目的是一座

面阔三间的九脊大殿式石棺，长1.92米，宽

0.89米，高1.22米，竖置于素面石椁内，面

朝东方，南立面朝向墓道口。虽然是被当作

内棺来使用的，但采取了北朝以来的房形石

椁形制，不过比房形石椁要讲究得多，较真

实地模拟了木构大殿的结构。在石棺正立面

刻出大门，两侧是直棂窗，门扉上刻有门钉

和铺首，在门框柱和屋柱之间刻相对而立的

侍女，门框、门额、门槛、直棂窗上都刻有

卷草纹、莲花、宝瓶等图案，这些装饰性图

案可能就是当时木构大殿上的装饰图案。此

外，在石棺的南立面（即朝向墓道一侧）也

刻大门一所，门侧刻男侍二人，不符合真实

大殿的实际情况，这是由于大殿侧置的原

因，大殿正门朝向东边，侧面朝向墓道，而

墓道是棺柩入圹前设帷帐、列队哭送的地

方，因此为了葬礼中的展示需要而特意刻上

了一所大门及侍者。

以房形石椁为葬具兴起于5世纪中期的

北魏平城时期，可能是对东汉地面祠堂的

复古［15］，石椁的使用者身份较为普通，形

制较为简略，仅以石板简单拼成模拟房屋的

结构，有石柱、斗拱、出檐、屋顶等构件，

有的只是彩绘梁柱、斗拱等结构。一般在椁

门和内壁彩绘，彩绘内容与当时的墓室壁画

相似，大致是以正壁的墓主宴饮图为中心，

两侧配置牛车、鞍马出行场景，如太安四年

（458年）解兴石堂［16］、和平元年（460年）

毛祖德妻张智朗石椁［17］、皇兴三年（469

年）邢合姜石椁［18］、太和元年（477年）宋绍

祖墓石椁［19］、太和年间智家堡壁画墓石椁［20］

等。也有不作装饰的房形石椁，如太安三年

（457年）尉迟定州石椁［21］。迁洛后的北魏房

形石椁仅有孝昌三年（527年）宁懋石室［22］，

形制依然较为简略，开始以线刻画像为装

饰，内外壁都有线刻画像，延续了平城石椁

彩绘的牛车、鞍马出行等部分内容，但已不

见墓主人形象，增加了孝子故事等内容。

北朝后期至隋代的房形石椁也发现了多

具，如大象二年（580年）凉州萨保史君石

椁［23］、开皇年间胡族后裔虞弘石椁［24］、国

博藏房形石椁［25］等，这几具石椁的形制已比

北魏时期的复杂得多，做出了单檐歇山顶的

结构，瓦垅、瓦当、鸱尾、斗拱、叉手、大

门和直棂窗等建筑构件十分逼真，一般在椁

门和内壁以浮雕、线刻、施彩和贴金等方式

加以装饰，画像多为粟特或波斯人的生活场

景和祆教祭祀场景。石椁的主人——史君、

虞弘等都是中亚移民的后裔，国博石椁的主

人身份不明，但从画像中的墓主夫妇、鞍马

牛车出行等内容与祆教仪式场景共存情况来

看，墓主可能也是一位来华粟特人的后裔。

虽然使用房形石椁是北魏平城时期复古东汉

祠堂的结果，但从北朝后期开始改变了石椁

的装饰方法，以浮雕和线刻等方法装饰带有

异域风情的图案，墓主都有粟特或波斯文化

背景，这种情况也见于北齐、北周时期的围

屏石棺床和石棺，反映了胡风影响下北朝文

化的变迁。

李静训石棺的形制与史君、虞弘和国

博石椁较为接近，具有明显的承续关系，但

内壁的装饰采用了一种新的图式，以花草树

木为背景，彩绘侍女、房屋等内容，这是对

当时墓室壁画图式的借鉴。关中本地自北周

以来，墓室壁画与北齐出现了分野，不再以

墓主像为中心来配置壁画，而以影作木构的

方式描绘宅第内外的生活场景，墓主像的缺

失反映了墓室空间塑造的理念不是强调生者

与死者的互动，而是强调死者的来世生活。

可能属隋文帝长子杨勇的潼关税村墓的壁画

以墓道北端的庑殿顶楼阁图为界分为前后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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段，分别象征宅第的外部与内部，前段的墓

道内绘仪仗出行图，后段的墓室内绘影作木

构，在两柱之间绘持物忙碌的侍女像，完全

是一幅世俗的内宅生活场景。

综上，李静训石棺是在北朝后期房形石

椁的基础上产生的，画像内容主要延续了关

中本地的壁画传统，同时又是唐代殿堂式石

椁的前身，其模拟大殿的形制和内壁的画像

在初唐和盛唐时期进一步定型，成为皇室成

员和官员的埋葬殊礼，这具石棺代表了北朝

和唐代之间高等级葬具的过渡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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