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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木累棺外，木头皆内向，故曰题

凑”，这是被大家普遍接受的“题凑”定义。

目前，考古发现的题凑墓共17座，皆为两汉

时期的墓葬。其中3座为石质题凑，其他均

为木质题凑。前人对于题凑墓的研究主要围

绕墓葬形制和构建方法[1]，也涉及对题凑作

用的探讨，可归纳为显示身份等级、保护梓

宫和死者、模仿生前建筑、防盗等[2]。关于

题凑墓内部结构与文献对应的问题，则集中

于回廊性质的认识和文献中“便房”对应结

构的讨论[3]。

随着题凑墓材料的不断丰富，墓葬形制

的发展演变更加清晰，为讨论墓内各结构的

性质提供了更多的证据。本文在梳理文献和

考古材料的基础上，阐明题凑墓变化的关键

点。从变化发展的角度对题凑墓的结构体系

进行总体观察，并重点关注墓葬内椁、回廊

等结构（空间）的演变过程，进而思考结构

的改变所带来的空间功能的变化。在此基础

上对文献所载“便房”和“外藏椁”以及题

凑墓所代表的竖穴墓系统向横穴墓系统转变

所带来的变化等问题提出个人看法，望求教

于方家。

一、汉代的题凑墓

（一）西汉时期的题凑墓

现已发现的西汉时期题凑墓共14座，分

属汉长沙国、燕国（广阳国）、常山国、中山

国、广陵国、江都国、六安国、定陶国，墓主

多为诸侯王或王后。以长沙国境内出土数量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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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时代序列较完整，从西汉早期至晚期均有

发现，其他地区发现的题凑墓则主要集中在西

汉中期。这些题凑墓既有地域特点，又具有较

为明显的时代特征，故以下根据时代早晚并分

地区对墓葬情况进行介绍。

为便于描述墓葬结构，本文沿用报告中

常使用的“椁”来指代题凑与棺之间的木质

结构，其中少数墓葬内、外椁的认定与报告

稍有不同；对内、外椁板紧贴的墓葬，椁内

空间统称为“椁室”；对墓葬形制进行描述

时，将“题凑”视作一个单独的结构进行介

绍，暂不将其与外椁统称。

1.西汉早期 该时期的题凑墓见于河

北和湖南两地，共5座，分别为石家庄张耳

墓、长沙望城坡渔阳墓 [4]（图一）、长沙

咸家湖曹 墓[5]、长沙象鼻嘴一号墓[6]（图

二）、长沙风盘 岭汉墓[7]。

张耳墓的形制最为简单，题凑内侧与

椁板紧密相贴，棺椁之间的区域用来放置器

物，没有隔板划分区域，与常见竖穴木椁墓

并无明显差别。长沙地区的四座墓形制较为

相似，有两个特点。其一，题凑内侧紧贴外

椁木板；其二，题凑内部的回廊（以下简称

内回廊）设有隔板进行分隔。题凑内部的回

廊实际是墓葬外椁和内椁之间的区域，用来

放置随葬品。另外，多数墓葬在墓道靠近墓

门处放置一对插有鹿角的偶人。

题凑木枋的材质有柏木和楠木两种，各

墓题凑木枋尺寸不一，如曹 墓木枋尺寸为

1.19米×0.4米×0.4米 ，望城坡渔阳墓木枋

尺寸为0.98～0.99米×0.2～0.5米×0.38～0.48

米。题凑的垒砌方式也略有不同，例如象鼻

嘴一号墓木枋层层叠垒，四角采用上下交错

重叠，而曹 墓的四角则没有交错。

2.西汉中期 该时期的题凑墓见于北

京、河北、江苏和安徽，共6座，分别为北

图一 湖南长沙望城坡西汉渔阳墓平面图
（采自长沙市文物考古研究所等：《湖南长沙望城坡西汉渔阳墓发掘简报》图四，《文物》2010年第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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京老山汉墓 [8]、定县40号墓、盱眙大云山一

号墓[9]、高邮神居山一号墓[10]、高邮神居山

二号墓、安徽六安双墩一号墓 [11]。

盱眙大云山一号墓、高邮神居山一号墓

形制相似，墓葬形制

有四个特点。一是题

凑结构与椁壁分离，

独立于椁外，为了使

题 凑 更 稳 固 ， 题 凑

使 用 外 搭 框 架 ； 二

是 外 围 出 现 了 回 廊

结构（以下简称外回

廊），题凑内部空间

变得复杂；三是内椁

出现了空间划分，脚

端划分出专门放置器

物的区域（以下简称

前 室 ） ， 头 端 则 放

置木棺（以下简称棺

室）；四是外回廊出

现 上 、 下 分 层 （ 图

三）。高邮神居山二

号墓总体特征与盱眙

大云山一号墓相似，

唯没有设置外回廊。

北 京 老 山 汉 墓

墓主为燕王后，墓葬

形制有三个特点。其

一，题凑结构没有与

椁板紧密相贴，独立

于墓葬内，内面及四

角放置立柱，形成框

架结构；其二，内、

外均有回廊，且回廊

均为整圈贯通，没有

划分隔间；其三，内

椁出现了空间划分，

情 况 与 盱 眙 大 云 山

一号墓一致。定县40

号墓墓主为中山怀王刘修，该墓形制特殊，

墓室平面呈“凸”字形，前、后室均分隔出

左、中、右三室，具体情况不详。

安徽六安双墩一号墓墓主为六安庆王，

图二 湖南长沙象鼻嘴一号墓平面图
（改绘自湖南省博物馆：《长沙象鼻嘴一号西汉墓》图三，《考古学报》1981年第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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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墓葬特点与其他西汉中期墓葬相似。

一是题凑外加置一圈外回廊；二是题凑

木枋与外椁板分离，题凑与椁室之间的

空间形成内回廊，且内、外回廊均分隔

成小间。

题凑木枋的材质有柏木、楠木和梨

木，江苏地区题凑墓木枋尺寸约为0.9

米×0.4米×0.4米，老山汉墓为0.9米×

0.1米×0.1米，六安双墩一号墓为0.92

米×0.25米×0.23米。另外，江苏地区三

座墓的题凑木枋设有榫卯结构，其他墓

葬未见。题凑转角处的垒砌方式各异，

如老山汉墓题凑上下交错垒砌[12]，六安

双墩一号墓则无交错，盱眙大云山一号

墓转角则为平面呈辐射状，类似于古代

建筑中翼角椽的处理方法[13]。

3.西汉晚期 该时期题凑墓见于北

京、湖南和山东，共3座，分别为北京大

葆台一号墓 [14]、长沙风盘岭汉墓[15]、定

陶灵圣湖汉墓[16]。

北京大葆台一号墓墓主为广阳王，

墓葬形制与北京老山汉墓相似，不过题

凑没有框架结构（图四）。长沙风盘岭

汉墓墓主为长沙王，墓葬平面呈“凸”字

形，为前、中、后三室的布局。定陶灵圣湖

汉墓墓主推测为丁姬，墓葬平面呈正方形，

墓葬外围、回廊内侧和棺室皆由题凑结构构

成（图五）。外围题凑之外还包裹有一圈青

砖，椁室顶部铺两层青砖。该墓以棺室为中

心，由内而外的第一、二层题凑墙体相当于

普通木椁墓的内、外椁，内、外椁之间的区

域被划分成四个边厢，最外层题凑墙与外椁

之间的回廊被分隔成多个小室。长沙风盘岭

汉墓和定陶灵圣湖汉墓的形制均较为特殊，

尚未发现与之相似的题凑墓。

题凑木枋的材质有柏木、楠木，木枋尺

寸亦不固定，如北京大葆台一号墓木枋尺寸

为0.9米×0.1米×0.1米，定陶灵圣湖汉墓木

枋尺寸为1.15米×0.16米×0.07米。题凑木

枋垒砌方式依旧各异，长沙风盘岭汉墓题凑

木枋没有密集垒砌，而是与填土混筑而成；

北京大葆台一号墓为使木枋平稳、牢固，会

加垫薄木片、木条或木屑；定陶灵圣湖汉墓

由三个薄枋木榫卯拼合成一件，再层层独立

垒叠。

（二）东汉时期的题凑墓

东汉时期题凑墓发现较少，已知有3

座，另有个别墓葬的某些部位使用黄肠石作

为建筑构件，但并未有题凑形制，如河南偃

师永宁路M4[17]、洛阳涧滨东汉黄肠石墓[18]。

总体来看，东汉时期地区间的差异并不明

显，故选取保存较完整的墓葬举例介绍。

河北定县北庄汉墓年代在东汉早中期，

该墓葬平面形制与西汉时期的题凑墓相似，

主体呈方形，由两圈回廊、前室和主室构

外回廊

内椁

黄肠题凑

外
回
廊

图四 北京大葆台一号墓平面图
（改绘自靳宝：《关于北京大葆台汉墓墓葬布局的重新考察》图

四，《北方文物》2016年第3期）

693 



2022年第6期

· 94（总       ）·

成，墓道处多出一耳室[19]（图六）。墓葬最

外围的一圈用黄肠石围砌，内部墙体皆为砖

砌。外圈回廊将前室也包裹在内，内圈回廊

仅包围了主室即棺室。该墓的两圈回廊均未

划分隔间。近期发掘的徐州土山二号墓形制

与定县北庄汉墓较为相似，平面呈方形，由

前室、后室和回廊组成，回廊围绕后室（棺

室），墓道两侧各有一耳室[20]。

山东济宁肖王庄一号墓年代在东汉中

期，墓葬为横前室墓，主体呈“凸”字形，

靠近墓门处的墓道两侧各有一耳室[21]。黄肠

石包裹在墓葬的最外围。黄肠石内构成一圈

回廊，将前室和后室包裹在内（图七）。

（三）小结

题凑从出现至消失，一直是表明墓主

身份等级的一种墓葬结构。西汉早期，包裹

于墓葬最外围，外侧为墓圹，内侧紧贴墓葬

外椁板，实际可将题凑和外椁板看做一个整

体，共同构成墓葬的外椁。所谓题凑的内回

廊，实际是外椁（题

凑）和内椁（棺）之

间的区域，先秦时期

一直是放置随葬品的

区域。西汉时期的墓

葬并不例外，只是在

这一区域用隔板进行

了 划 分 ， 或 设 置 门

户 结 构 ， 更 似 地 上

建 筑 的 结 构 ， 属 于

一种“第宅化”的表

现[22]。这种做法在楚

墓中已经出现，而西

汉时期最早进行回廊

分隔的题凑墓也是位

于楚文化影响下的长

沙地区。

西 汉 中 期 是 题

凑 墓 发 展 的 重 要 节

点 ， 主 要 有 三 个 变

化。一是西汉中期以后长沙地区以外的题凑

墓开始流行外回廊，使整个墓葬有更多的储

物空间，大部分墓葬外回廊不划分隔间；二

是题凑木枋与外椁板分离，题凑结构不再依

附于椁板而独立存在；三是多数墓葬内椁内

部出现分隔，形成前室与棺室。此时期无论

外回廊还是内回廊，皆用来放置陪葬品。西

汉晚期的题凑墓发现较少，除北京大葆台一

号墓继续延续本地传统以外，另外两座墓则

在形制上突破了以往的平面呈长方形、单室

结构等特点，且出现了砖木混筑的现象。

根据已知题凑木枋的材质看，多数如

文献所言采用柏木，也有使用楠木、梨木的

情况。部分题凑墓选用楠木来做木枋可能是

因为取材更为方便，且楠木切削容易，性耐

腐[23]，可以满足构筑墓葬的需要。文献记载

“黄肠”的尺寸为一尺见方，相当于23厘米

左右。实际情况则相差较大，木枋尺寸从10

厘米到50厘米不等。西汉时期的题凑还具有

图五 山东定陶灵圣湖汉墓平面图
（改绘自山东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等：《山东定陶县灵圣湖汉墓》图六，《考古》2012年

第7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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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定的地域特点。比如，湖南地区的题凑墓

自始至终都未出现外回廊；江苏地区三座墓

的题凑木枋尺寸一致，且皆为楠木；北京地

区的两座墓虽然时代有差距，但内部结构相

似，木枋尺寸一致。

东汉时期的题凑与西汉相比出现较大

变化，首先是建筑材质上的变化，由木材变

为石材；其次是墓葬平面形制的变化，前室

成为一个独立的空间并变为横长方形，墓室

整体呈“凸”字形；再次，题凑位于墓葬最

外围，用来构建墓葬外部轮廓；最后，位于

墓道一侧的耳室开始流行。题凑墓也因而完

图六 河北定县北庄汉墓平面图
（采自河北省文化局文物工作队：《河北定县北庄汉墓发掘报告》图二，《考古学报》1964年第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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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七 山东济宁肖王庄一号墓平面图
（采自济宁市文物管理局：《山东济宁肖王庄一号汉墓》图2-2，见《考古学集刊》第12集，中国大百科全书

出版社，1999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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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了由竖穴墓向横向室墓的转变。相较于西

汉，题凑墓的形制和构筑方式较为统一，各

区域间差别不大。题凑墓的改变则是整个墓

葬形制变革的缩影。

二、题凑墓内部结构的演变
与功能探讨

题凑墓出现之初，其实是一种复杂化的

竖穴木椁墓。《礼记·檀弓上》记载：“是故

衣足以饰身，棺周于衣，椁周于棺，土周于

椁”[24]。《汉仪注》曰：“天子陵中高丈二尺

四寸，周二丈，内梓宫，次楩椁，柏黄肠题

凑”。宋人刘敞认为：“以次言之，先亲身者

衣被，次梓宫，次便房，次题凑，次外藏，

则当以如说为是也”[25]。王先谦为《汉书》

补注时认为此说出自汉仪注，宜以为信[26]。

可见，对于竖穴木椁墓来说，棺椁乃至墓室

结构之间应是一种层层相套的关系。又《汉

书·霍光传》：“璧珠玑玉衣，梓宫、便房、

黄肠题凑各一具，枞木外臧椁十五具”[27]。

《汉书·佞幸传》：“又令将作为（董）贤起

冢茔义陵旁，内为便房，刚柏题凑，外为徼

道，周垣数里，门阙罘罳甚盛”[28]。显然，

文献中对于题凑墓结构的描述依然是按照由

内而外的逻辑行文。题凑墓只不过是在外椁

（题凑）与棺之间加装了一圈或数圈隔板，

题凑之外加装回廊，从而形成了一个层层包

含的多重结构。虽然内部结构越来越复杂，

但竖穴式的题凑墓始终是在这一葬具层层套

叠的体系下发展。对于西汉时期题凑墓内部

结构的研究，应当遵循这一体系并以发展的

眼光看待问题。

（一）西汉题凑墓内部结构演变及功能

西汉时期题凑墓的形制演变主要围绕内

椁、回廊、题凑三个结构（空间）进行。其

中的核心问题可归纳为三点，一是题凑与椁

板的关系；二是内椁结构的变化，即祭奠空

间的出现；三是储物空间的演变。

1.题凑与椁板的关系 题凑的变化主要

体现在与外椁板的关系，其他诸如木枋形

制、叠垒方式等因墓而异，对墓葬内部空间

的塑造影响较小。西汉早期题凑结构均与外

椁板紧贴，就实际情况而言，题凑与外椁板

共同构成了墓葬的“外椁”。这也符合椁的

定义“是故衣足以饰身，棺周于衣，椁周于

棺，土周于椁”。二者基本作用是一致的，

即“开廓辟土，无令进棺也”，保护墓葬结构

的稳定进而保护死者的亲身之棺。而“内回

廊”其实就是外椁与内椁之间的一个空间，

并非一个实有结构（这一时期尚未出现外回

廊）。此时期，长沙地区题凑墓的内回廊多

数已出现划分隔间、设置门扉的情况。再看

内椁，此结构一般为三面用木板垒砌，一面

开门，以往的报告多称之为“ ”形结构。

长沙象鼻嘴一号墓稍显特殊，独立的“ ”

形结构以外还有两圈椁板，划分出两重内回

廊（见图二）。此时期，也非所有题凑墓皆

有此结构，如时代最早的“张耳”墓，题凑

之内只有棺柩，并无其他结构。

西汉中期之后，题凑墓的结构愈发复

杂。首先是题凑与外椁板的分离，二者不再

紧贴共同构成外椁。如此，题凑内部的圈层

增多，如盱眙大云山一号墓、高邮神居山一

号墓，题凑内的多重回廊实则是题凑、外椁

板、内椁板两两之间的空间。当然，也有墓

葬依然呈现出只有一圈内回廊的简单情况。

即“题凑”自身相当于墓葬的一层“外椁”，

原本的外椁板或与内椁板紧贴构成椁室，如

六安双墩一号墓；或单独构成椁室，如北京

大葆台一号墓。

关于题凑内回廊结构，已有自命名的

情况。高邮神居山一号墓内回廊的门板上刻

有“中府第×内户”“食官第×内户南壁”

等文字，内回廊放置有漆耳杯、陶瓿、沐浴

用具等。“中府”与“食官”为王国职官，

内回廊中的小隔间似在象征王国官署。《汉

书·田叔传》云：“鲁王闻之，大惭，发中

府钱，使相偿之”。颜师古注曰：“中府，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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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财物藏也”[29]。可见，中府乃诸侯王财物

所藏之处，与该墓内回廊的功能有一定程度

上的对应。长沙望城坡渔阳墓内回廊主要放

置漆器、竹笥、木俑、乐器等，门板上刻有

“ 户一”“ 户二”字样。“ ”通“刑”，

有学者认为“刑”又可作“正”解，“刑户”

即“正户”，即“正藏之户”[30]。

南阳唐河“天凤五年”郁平大尹画像

石墓虽非题凑墓，但依然有内回廊，与题凑

墓形制十分相似。在回廊南侧的门楣上刻有

“郁平大尹冯君孺人藏阁”字样，显然将回

廊自命名为“藏阁”。“阁”字有夹室的意

思，用以储藏食物。《礼记·内则》：“大

夫无秩膳，大夫七十而有阁，天子之阁左达

五，右达五。公、侯、伯于房中五，大夫于

阁三，士于坫一”。郑玄注：“阁以板为之，

庋食物也。达，夹室”[31]。又《檀弓上》：

“曾子曰：‘始死之奠，其余阁也与’”。郑

玄注曰：“阁，庋藏食物”[32]。《汉书·霍光

传》：“发长安厨三太牢具祠阁室中，祀已，

与从官饮啗”[33]。可见，“阁”可以视作用来

放置祭奠用品或食物的库藏，阁室的数量还

与身份等级相关。“藏阁”或许与此含义相

似，即墓中放置供死者使用的器物或食物的

房间。虽然此墓多次被盗，随葬品原始位置

已不明，但根据类似回廊墓的情况来看，回

廊确实多放置陶器，其中不乏盛放粮食的陶

容器。

因此，无论从题凑墓本身结构出发，还

是通过回廊自命名进行分析，题凑墓的内回

廊其实只是在层层套叠的墓葬结构体系下出

现的储物区域，并非一个独立的空间结构。

另需注意的是，无论题凑与椁板的关系如何

变化，题凑内部的圈层如何增加，题凑与棺

之间的“ ”形结构是一直存在的，也就是

本文所称的内椁。

2.内椁的结构变化 此阶段最重要的变

化，就是内椁出现了空间划分。以北京大葆

台墓和老山汉墓为例，“ ”形结构被门板

分成前、后两部分，前部放置器具，后部安

放棺柩——即以往所称的前室和棺室（见

图四）。从前室放置的器物多为案、盘类，

且老山汉墓此区域左、中、右呈“品”字

形放置了三个漆案来看，这一区域放置的器

物多为祭奠、供奉之用[34]。对于盱眙大云山

一号墓和高邮神居山一、二号墓来说，虽然

内部结构更为复杂，但题凑以内，棺以外，

依然存在“ ”形结构（发掘者称为“内

椁”），同样也是被门板分成前、后两部

分。且大云山一号墓和神居山一号墓的内椁

内壁、盖板及底板通体涂朱，似在有意突出

此结构。虽然细节处理上与北京地区的两座

汉墓有些差别，但内部放置的器物与功能是

类似的。文献中虽然没有涉及西汉时期题凑

墓内空间功能的记载，但根据墓葬的实际情

况看，此时题凑墓中的“ ”形结构已然分

化出了专门用来祭奠的空间，所谓棺前设奠

早已有之[35]。

3.储物空间的演变 题凑墓外回廊的出

现，拓展了墓葬内部的储物空间。由考古

材料可知，西汉早期诸侯王墓外往往另置外

藏坑，陪葬车马、兵器、陶俑等。例如长

沙望城坡渔阳墓在主墓周围发现了3座外藏

坑，山东章丘危山汉墓有外藏坑3座。西汉

中期题凑墓出现了外回廊，与此同时诸侯王

墓的外藏坑开始明显减少[36]。根据六安双墩

一号墓、北京大葆台汉墓和老山汉墓、高邮

神居山一号墓外回廊出土的器物看，主要为

陶容器、人俑、车马器、乐器等。仅就这一

点看，题凑墓中的外回廊与外藏坑在作用上

确有相似之处。加之西汉中期之后，帝陵外

藏坑的数量也开始减少。成帝在安葬元帝时

提出，“有司言：‘乘舆车、牛、马、禽兽皆

非礼，不宜以葬’。奏可”[37]。由此所带来

的结果势必是外藏坑进一步减少，甚至被取

消[38]。既然帝陵的外藏坑大幅度减少，“同制

京师”的诸侯王们在修建自己的墓园时多少

会有所顾忌，实际情况也确实如此。如若没

697 



2022年第6期

· 98（总       ）·

有足够的外藏坑用来埋藏器物，则只能缩减

陪葬品数量或是在墓葬内部寻求解决方案，

而外回廊作为墓内较大的储物空间，恰好可

以满足因陪葬坑缩减所带来的随葬品放置问

题。因此，就题凑墓而言，西汉中期外回廊

的出现可能与陵墓外藏坑减少的大趋势有

关。就功能而言，外回廊可能逐渐代替了外

藏坑的作用。

（二）东汉题凑墓内部结构演变及功能

进入东汉，题凑墓从木椁墓体系发展到

室墓体系，从木制结构演变为砖石结构。这

也是继西汉中期之后，题凑墓发展演变过程

中又一重要节点。前文已论，西汉题凑墓其

实是在葬具层层套叠的体系下发展，而东汉

题凑墓已经完成了横穴室墓的转变，形成了

较为固定的前、后室格局，不再适用于之前

的体系。此阶段题凑墓内部结构的变化主要

体现在前室、耳室的出现和外回廊的消失。

1.祭奠空间的独立存在 东汉题凑墓的

前室为横长方形，占据整个墓葬的前半部

分。与西汉中期在内椁划分出的前室不同，

东汉题凑墓的前室是一个完整独立的空间，

而不是简单的隔间。从徐州土山二号墓的前

室出土器物来看，西侧摆放有玉石祭奠用

品[39]，说明前室应当是墓葬中的祭奠场所。

后室即棺室，放置有两具套棺，即夫妻合

葬。东汉题凑墓前室的独立，意味着“祭祀

空间和埋葬空间在构造上达到完全分离状

态，确立了祭祀前堂和后棺室的相对独立空

间时，标志着室墓的成熟”[40]。

2.耳室的出现及回廊功能的变化 耳室

的出现可追溯至西汉时期的崖墓。东汉题凑

墓中新出现的耳室往往放置车马明器、日用

类陶器、陶家畜等，如土山二号墓东耳室为

庖厨间，西耳室为车马室。就放置的器物类

型看，与西汉时期题凑墓的外藏坑、外回廊

作用相似。随着外藏坑与外回廊的消失，耳

室逐渐承担起了二者的作用，用来放置 “厨

厩”一类的器物。此时，依然保留下来的内

回廊整圈贯通不再做隔断，其功能性较之西

汉有所降低。如济宁肖王庄一号墓的回廊宽

度仅有0.8米，且回廊两端入口被甬道壁堵

住，显然该墓回廊无法通行，亦无法放置随

葬品。土山二号墓回廊处的券砖上写有“徼

道”字样，“徼道”一词本指代地上道路，

《汉书·佞幸传》：“内为便房，刚柏题凑，

外为徼道，周垣数里，门阙罘罳甚盛”。班固

《西都赋》云：“周庐千列，徼道绮错。辇路

经营，修除飞阁”[41]。该墓回廊除放置有成

组陶器外，还葬有一人，又自称“徼道”，功

能定位略显模糊。

综上，题凑墓内部空间的发展演变，是

两汉时期墓葬形制由竖穴墓体系向横穴墓体

系转变的缩影。虽然题凑墓内部结构愈发复

杂，但演变过程主要围绕祭奠空间的出现和

储物空间的转变而展开，大致可以归纳为以

下三方面。（1）从西汉中期开始分隔出较

为明确的祭奠空间，发展到东汉时期作为祭

奠场所的前室完全独立；（2）外藏坑开始

减少的同时，外回廊开始出现，至东汉外藏

坑、外回廊完全消失，与此同时出现了功能

相似的耳室；（3）西汉时期作为重要储物空

间的内回廊，在东汉时期其性质和作用也变

得模糊，有些题凑墓的内回廊甚至毫无实际

作用。

三、“便房”与“外藏椁”再思

学界关于题凑墓内部结构的讨论已是百

家争鸣，争论的焦点集中在墓葬结构与文献

描述对应的问题上，即文献中的“便房”“外

藏椁”究竟与题凑墓中哪种结构相似。在此

问题基础上，又引发了关于题凑墓中回廊结

构性质的讨论。根据现有考古资料看，将题

凑墓的结构与文献对应大体是可行的，思路

也基本正确。之所以存有争议，是由于文献

记载较为简略，加之题凑墓的形制较为复杂

多样，从而对文献产生了不同的理解。之所

以对文献存在多种解读，是因为忽略了题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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墓在不断变化和成熟，其内部结构也不会是

一成不变。因此，对于题凑墓内部结构的研

究，应当从其自身的结构体系、功能以及发

展来看它们的性质问题。

1.便房 前引《霍光传》：“璧珠玑玉

衣，梓宫、便房、黄肠题凑各一具，枞木外

臧椁十五具”。从“梓”“枞木”皆为木制名

称来看，此处“便”字或也是如此。如淳引

《汉仪注》：“内梓宫，次楩椁，柏黄肠题

凑”。或可推测“便房”与“楩椁”应当指

代同一墓葬结构，因而“便”与“楩”当互

通[42]，作“楩木”解是可信的。

另外，“便房”后所用量词为“一具”，

且是由天子赐予的葬具之一，由此来看当为

一个实有结构，而非仅仅是一个由其他结构

形成的空间。加之，“便房”与“楩椁”或可

互通，根据文献的行文逻辑，可以确定“便

房”应位于棺与题凑之间。

西汉早期题凑墓结构较为简单，前文已

述早期题凑墙与外椁板相贴，实际构成墓葬

的“外椁”。因此，符合既在棺以外、又在

题凑以内条件的结构，对于多数墓葬而言只

能是“ ”形结构（见图一、图二）。从文

献看，“便房”一词仅在霍光、董贤和陈汤三

人的传记中出现，三者均为西汉中、晚期人

物。因此，题凑刚出现之时“便房”的概念

可能并没有产生，即便在稍晚时候产生，最

可能就是题凑与棺之间的“ ”形结构。

西汉中期之后，题凑墓的结构愈发复

杂，题凑以内、棺以外的结构常常不只一

个，此时文献记载中也出现了“便房”。虽

然题凑内部的圈层增多，但题凑与棺之间

的“ ”形结构却是从早期至晚期一直存在

的。此时“ ”形结构出现前、后分隔，前

室具有了祭奠的功能，后室用来放置棺柩，

但二者的主体框架始终是同一个木制结构

（见图三、图四）。“便房”在稍晚文献中

被描述为设置祭奠、拜谒的场所，在此阶段

已然初现端倪。至于题凑墓的内回廊，并非

一个实有的独立结构，主要功能为储物，与

“便房”的位置、结构相差甚远。

至东汉，题凑墓完全转变为横穴室墓，

用来描述西汉时期竖穴墓葬棺、便房、题

凑层层相套的体系不再适用。根据《续汉

书·礼仪志》：“方石治黄肠题凑、便房如

礼”。另有“合葬：羡道开通，皇帝谒便房，

太常导至羡道，去杖，中常侍受，至柩前，

谒，伏哭止如仪。……诸郊庙祭服皆下便

房”[43]。“羨道”即墓道，皇帝通过墓道继而

进入便房进行拜谒。此时的“便房”应当是

供生人拜谒之处，因而东汉时期的“便房”

应当是指墓内的横前室，位于棺室的前方，

用来放置祭奠器具。

总体来看，题凑墓中“便房”结构的

变化是逐渐适应墓葬由竖穴向横穴转变的过

程，是墓葬逐渐“第宅化”的产物。虽然

“便房”作为祭奠空间而存的记载最早仅见

于《续汉书》，但其滥觞似可追溯至西汉中

期开始划分前、后室之时。也正是因为题凑

墓经历了竖穴和横穴两种墓葬形制，从而使

得后人对于“便房”的理解出现了差异。

2.外藏椁 “外藏椁”一词始见于《汉

书·霍光传》，按照文中记述的逻辑顺序，

其位置当位于题凑之外。加之文献中明确指

出霍光被赐予十五具枞木外藏椁，则外藏椁

应当是个可以量化的结构，而非一个空间概

念。前文已论，两汉时期题凑之外的储物空

间，有一个从外藏坑到外回廊再到耳室的演

变过程。从帝陵及诸侯王墓的情况看，外藏

坑在位置和形制方面均符合“外藏椁”的定

义。不过帝陵外藏坑的内涵较之诸侯王墓更

为丰富，除却“婢妾”“厨厩”之属，还代

表或象征“宫观及百官位次”[44]。

又据《汉旧仪》云：“天子即位明年，

将作大匠营陵地，用地七顷，方中用地一

顷……其设四通羡门，容大车六马，皆藏

之内方，外陟车石。外方立，先闭剑户，

户设夜龙、莫邪剑、伏弩，设伏火”[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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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皇览》亦云：“汉家之葬，方中百步，已

穿筑为方城。其中开四门，四通，足放六

马……”[46]。“方中”“内方”将羡道包含其

中，应当指代整个地下墓葬[47]。由此看来，

“内方”“外方”与“正藏”“外藏”在墓葬

语境下，含义应当是相近的。“外藏椁”中的

“外”，最初应当也指墓葬（墓圹）以外。就

外回廊而言，虽然放置的器物依然属于“婢

妾”“厨厩”之属，但其所处位置依然是在

墓圹以内；且外回廊并非一个可以量化的椁

室，即使回廊可以层计数，理论上也无法修

筑十几圈之多。

如此，若将“外藏椁”概念套之以所有

的题凑墓，恐难以一概全。就题凑墓而言，

外回廊可能逐渐代替了外藏椁的作用，但将

其直接与外藏椁划等号则有些不妥。至东

汉，题凑墓的外回廊消失，外藏坑也不再使

用，耳室成为集中放置车马、陶器的空间。

墓葬也已经脱离了竖穴木椁墓棺椁层层相套

的体系，内、外藏的概念已经不适用于横穴

室墓。正如段清波所言，东汉时期外藏系统

最终消失[48]。

四、结  语

“题凑”是两汉时期高等级墓葬所采用

的一种构筑墓室的方式。西汉时期的题凑墓

属于竖穴木椁墓，墓葬结构体系表现为棺、

椁、题凑等葬具内外套叠的方式。题凑墓主

要的变化体现在三个方面，一是西汉中期以

后长沙以外地区开始在题凑外围加筑回廊；

二是西汉早期题凑结构与外椁板紧密相连，

共同构成墓葬的外椁，至西汉中期，题凑结

构与椁板分离，题凑作为单独的结构存在于

墓室之内；三是内椁进行前后空间的划分，

出现了祭奠区域。

整体来看，题凑墓的结构越来越复杂，

分隔出的空间也越来越多。西汉晚期的定陶

灵圣湖汉墓在题凑结构的外围加筑了一圈青

砖，墓顶部也有青砖覆盖，实际是一座砖木

混筑的墓葬，体现出西汉晚期整个墓葬形制

和建筑用材上正在发生转变。从题凑的营建

方式和建筑材料看，同一王国的题凑墓之间

较为相似。木材多数如文献所言为柏木，亦

有楠木、梨木，可能与原料获取有关。至于

为何总是选用黄肠柏木作为题凑木枋，尚难

有定论。就文献记载来看，柏木常作为地上

建筑的原料，如齐桓公做柏寝台，汉长安城

有柏梁台。另《汉书·东方朔传》云：“柏

者，鬼之廷也”[49]，意以松柏之树为鬼神廷

府。柏木有较为丰富的内在含义，“黄心柏

木”的选用可能需从多个方面考虑。

东汉时期题凑墓属于横穴砖石墓体系，

题凑墙位于墓葬最外围，内部结构则用砖来

砌筑。墓葬主要由题凑墙、前室和棺室组

成，前室为横长方形，是一个独立的祭奠空

间。部分墓葬内回廊已无实际作用，外回廊

消失，墓道两侧流行耳室。此时期，各诸侯

国题凑墓的形制与构筑方式也较西汉更为稳

定和一致，两汉之间题凑墓的变化符合墓葬

结构演变的大趋势。

题凑墓有一套自身完整的发展体系，

西汉时期的题凑墓其实是一种棺椁层层套叠

的多重结构，其发展演变并没有脱离竖穴木

椁墓的本质。东汉时期，题凑墓的墓葬结构

从竖穴墓的内外套叠式演变成横穴墓的前、

后室形式。因此，关于题凑墓内“便房”和

“外藏椁”之类结构的讨论，应当是在这一

体系下进行历时性的观察，二者均不是一成

不变的。“便房”的出现可能要晚于题凑，

早期并非所有题凑墓都有这一结构。西汉中

期便房内部出现了空间划分，前室的祭奠功

能也已显现。东汉时期便房则转变为墓葬的

横前室，从而完成了祭奠空间的完全独立。

外藏坑与文献中的“外藏椁”最为接近，而

外回廊与耳室则是与外藏坑功能相近的替代

品，各自流行的时代也不相同。

两汉时期，题凑墓从竖穴木椁墓逐步

演变为横穴砖石墓，从而突破了由内而外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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层套叠的墓葬结构，而这种变化的先声应该

是西汉时期一些诸侯王的大型崖墓。对于

苏北、豫东地区诸侯王常使用的大型崖墓而

言，多数墓葬更加适合以横穴室墓的体系

来看待，与此同时亦有少数墓葬保留了部分

竖穴墓葬的结构。如河南永城保安山M1、

M2[50]，主室外围开凿有回廊，回廊开凿工整

且墙壁处保留有加装隔板的凹槽，当具有放

置器物的实际功能。另外，M2还凿建了东、

西两条墓道通向墓室，这一结构在崖墓中并

不常见。可见，保安山汉墓虽属于横穴崖

墓，但似在有意模仿竖穴墓的形制。除此以

外，徐州地区发现的大型崖墓则要比上述三

座墓葬更加“第宅化”，部分墓葬脱离了轴对

称的布局，营建了厕所、浴室等附属墓室，

明显与题凑墓系统不同。由此可见，部分西

汉时期的大型崖墓显示出从竖穴木椁墓体系

向横穴室墓体系的过渡，可以看作是高等级

墓葬形制转变过程中的一个特殊变体。

另外，根据帝陵外藏坑多代表政府机

构和军队系统来看，汉代诸侯王墓葬除“第

宅化”的特征之外，部分墓葬内部结构可能

也具有王国官府的象征。如高邮神居山一

号墓内回廊的门板上刻有“中府”“食官”

等文字；徐州北洞山楚王墓，墓道壁龛处

放置陶俑，部分绶带所系半通印上写有“中

郎”“郎中”[51]字样。从山东章丘洛庄汉墓

外藏坑中出土的封泥和铭文来看，这些陪葬

坑也代表官府机构[52]。虽然帝陵内部的结构

不得而知，但根据诸侯王墓情况，可以想见

帝陵内部的结构可能有较为系统的规划。总

之，帝王陵墓与一般墓葬不同，不仅是安葬

死者的方寸之地，同时还是政治集权和礼仪

规范的重要载体[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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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期要览

湖南华容县七星墩遗址2019~2020年发掘简报　2019~2020年，湖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对七星

墩遗址进行发掘，揭露出城垣、池塘、窑址、房址、瓮棺葬、灰坑、灰沟等，出土陶器、石

器、木器和漆木器。七星墩城址始建于屈家岭文化时期，兴盛于石家河文化时期，其“外圆内

方”的布局结构在长江中游地区属首次发现，是长江中游文明进程研究的重要个案。

河南洛阳市偃师商城遗址2018~2020年墓葬发掘简报　2018~2020年，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

究所在偃师商城小城北部发掘了22座二里岗文化墓葬。这批墓葬均为中小型竖穴土坑墓，11座

无随葬品，部分规模较大的墓随葬有铜器、陶器、玉器、石器、蚌器和卜骨等。这批墓葬在葬

俗方面存在较多共性，为研究二里岗文化的丧葬习俗和埋葬制度提供了较为重要的资料。

河南洛阳市朱仓村M683东汉墓园　2012年3月至2013年12月，洛阳市文物考古研究院等对

M683墓园进行发掘，发现院落、夯土台基、道路、排水渠等，出土日用陶器、建筑材料、模

型明器及铁器、铜器、石器、玉器和玉衣片等。M683的墓主可能为东汉早期的城阳王刘祉，

此次发掘对研究两汉之际墓葬形制的发展演变及墓园的布局结构具有重要意义。

从蒲城店遗址探讨西周应国的社会文化格局　蒲城店遗址西周遗存具有东方地区殷遗民文化遗

存的一般特征，但陶鬲缺乏太行山东麓常见的肥袋足无实足跟的器形，鬲的风格也呈现出多样

性，故其应属于西周应国境内的殷遗民文化遗存。姬姓周人集团为统领，殷遗民贵族参与社会中

间阶层，蒲城店西周遗存代表社会下层，如此构成了西周应国的社会文化格局。

汉代题凑墓结构体系及空间功能的演变　题凑是汉代高等级墓葬所采用的一种构筑墓室的方

式。西汉时期的题凑墓其实是一种类似棺椁层层套叠的多重结构；东汉时期题凑墓的结构从竖

穴墓的内、外套叠式演变成横穴墓的前、后室，前室作为独立的祭奠空间而存在。关于题凑墓

内类似于“便房”和“外藏椁”结构的讨论，应当是在这一体系下进行的历时性观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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