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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东安丘北宋胡琏夫妇石棺研究

（杨 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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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故宫文化博物馆
北京大学艺术学院（

山东省安丘市石埠子镇雷家清河村西原
存有一具仿木构房屋形画像石棺。 根据棺上镌
刻的题记，墓主为胡琏与妻史氏，葬于北宋绍
圣三年（1096年）。 1993年秋，我们曾对石棺进
行了测绘、 摄影和捶拓， 刊发了简要介绍 [1]。
2009年，石棺被移至安丘市博物馆院内。 该棺
的制作年代仅比 《营造法式》（下文简称 《法
式》）颁行的崇宁二年（1103年）早七年，是了解
《法式》颁行前夕北方建筑做法的重要参考。 近
年来，我们又尝试采取针对木构建筑的测绘方
法对其进行了进一步考察和测绘，并在此基础

上对仿木建筑葬具的流变以及采用出跳斗拱
的做法予以讨论。

一 概 况

石棺原位于雷家清河（亦称西清河）村西
约 400米处，南距渠河支流小清河约 170米，北
距庵上村通往雷家清河村的石坊街约 60 米。
由石棺向西约 20米为一南北向的水渠，再西约
250米为寺后村（图一）。

石棺原埋于地下，经年既久，封土渐被夷
平，周遭地貌发生了很大变化，原墓葬形式已
无从查考。 据当地老人回忆，民国年间石棺上
部已暴露出地表；20世纪 70 年代初，由于在其
西侧修渠，从此处大量取土，石棺全部暴露于
地表。 当地俗称其为“九女坟”。 石棺东南角中
部有一直径约 40厘米的盗洞， 棺内填埋石块。
墓室建筑、随葬品和墓主尸骨均已不存。

根据我们在雷家清河村的走访，该村以东
今称“破庄子”一带，传说曾有巨大的门枕石出
土，是一庄园建筑的遗物，庄园主据传是该棺
之墓主。 村周围有 “花园”“桃行”“柿子行”“桑
行”“杏行”等地名，据说均与这处庄园有关。 寺
后村前旧有“小儿寺”，传为石棺主人为纪念其图一 石棺出土位置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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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50 厘米

图三 南壁立面图

图二 石棺与其原出土环境

夭折的小儿所建。

二 石 棺

（一）外观
石棺原坐北朝南 ，现

于安丘市博物馆院内亦坐
北朝南放置。 由上下两块
巨石雕凿、扣合而成一座房
屋形象。上面的一块刻成屋
顶和四壁上部，下面的一块
刻成台基和四壁下部 ，接
缝约在四壁正中 （封三 ；
图二~六）。 石棺内部为窄
而高的空间，顶部为拱顶。
内壁粗糙，仅有凿石痕迹，
无纹饰（图七、三五）。

（二）平面
面阔三间， 进深两间，

为通檐用三柱的殿阁型构
架（表一）。 通面阔与通进
深之比约 1.3 ∶ 1（图八）。

（三）台基
台基平面呈长方形 ，

外缘东西长 2.4、 南北宽
1.56米。无踏道。台基顶部
刻作一层很薄的台明 ；台
明边缘以下陡板石位置为
弧形斜面，刻三层覆莲，莲
瓣丰满厚实， 覆莲下缘与
檐柱外皮水平距离约 19
厘米（图九）。 覆莲下缘以
下部分之表面未经琢刻 ，
现埋入土中。

（四）柱
全棺四周 10 根檐柱，

下无柱础 、 柱礩和地栿
（表二）。

檐柱均采用八角棱
柱，上下收分明显。 八角棱
柱最早出现于汉代， 在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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朝以来石窟寺及砖石塔、 墓室中应用极多；就
木构而言，则是北宋后期、金代前期的常见柱
式 [2]。 这一时期，蒜瓣柱与梭柱通行于南方，而
北方则较少见[3]。

石棺的柱高均大大超过开间宽度，开间呈窄
而高形状，与木构建筑“柱高不越间广”的规制大
有不同[4]。 正脊有明显生起，但柱头生起的制作
有失规范， 仅南壁的角柱比平柱有 0.94%的生
起，其他三壁角柱或与平柱等高，或低于平柱
均高。 侧脚情况则更为混乱，部分檐柱向当心
间倾斜，部分却向反方向倾斜。

（五）斗拱
1. 柱头铺作
前后檐分别施柱头铺

作 2 朵， 东西两山各 1 朵，
均为四铺作单抄 （图一○、
一一）。

栌斗坐于普拍方上，但
斗欹沉入普拍方内，深浅不
一。 华拱跳头置交互斗，令
拱与耍头在交互斗口内十
字相交，耍头已残损。 令拱
上置散斗，施替木承托橑风
槫。 泥道拱与华拱在栌斗口
内十字相交，为隐刻单拱，上
置散斗承柱头枋 （其中部分
柱头枋外皮略作弧形， 前檐
东次间处尤其明显）。泥道散
斗与柱头枋交接处部分施替
木， 部分不施， 无明显规律
（表三）。宋式斗欹一般为凹

曲面，而本例均为直面（图一二~一六）。
扶壁拱形制为泥道单拱承单层素枋， 并非

《法式》刊行后在北方逐渐推广开来的泥道重拱
做法[5]，体现了自中唐以来至《法式》颁行前夕在
北方流行的做法（图一七）。

华拱拱头均无卷杀。 《法式》规定在外拽拱
件端头应做四瓣至五瓣卷杀 [6]，江南北宋实例
亦有三瓣者 [7]。 而在《法式》颁行前的北方宋构
中，拱端做卷杀瓣的仅宋初的山西高平崇明寺
中佛殿（971年）一例，余皆用弧形卷杀 [8]。 胡琏
石棺同属未被《法式》采纳的北方主流做法。

泥道拱均长于令拱。 这种情形
主要出现在唐、辽中叶、北宋初的
木构和砖石建筑上。 令拱一般呈年
代愈晚愈长的演变趋势，北方辽中
叶以降的令拱多与泥道拱同长 [9]，
至北宋中晚期《法式》所载做法已
经是泥道拱短于令拱。 胡琏石棺这
一做法是又一《法式》颁行前夕的
北方做法。

0 50 厘米

图四 北壁立面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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挑檐结构为橑风槫加替木，而
非橑檐方。 橑风槫加替木为北方唐
宋辽金通行做法，而《法式》则取江
南地区的橑檐方为官式，排斥橑风
槫 [10]。 本例表明，至少山东地区在
《法式》 颁布前仍使用橑风槫加替
木的挑檐结构。

2. 转角铺作
西南、东北、西北三处转角铺

作的正、 侧方均向外出斗口跳，华
拱跳头上直接置替木以承托橑风
槫，唯东南转角的华拱跳头有令拱
痕迹。 转角铺作 45°方向出角华拱，
残损较严重。 泥道拱隐刻，与华拱
出跳相列。 泥道散斗上承柱头枋。
前檐东次间的柱头和转角泥道拱
臂明显比其他纤弱，造成同一拱件
之两臂大小不一，形成不对称的拱
眼壁（图一八~二一）。

所有转角铺作的栌斗底部均
垫有一个与普拍方相接的圆形构件，边缘作花
瓣状，不同于通常的普拍方出头形状。 其厚度
均小于普拍方， 其水平位置随栌斗凸出于壁
面，远比普拍方外皮凸出 [11]，呈现为一单独构

件，应为栌斗与柱头间之皿板（图二二、二三）。
该构件直径大于栌斗斗欹底部和角柱柱头，但
小于斗平宽度；其下皮高度多数与普拍方下皮
平齐， 唯前檐西端和东山北端的高于普拍方、

■ 山东安丘北宋胡琏夫妇石棺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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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五 西壁立面图 图六 东壁立面图 图七 横剖面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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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山北端的低于普拍方。 皿板至迟在公元前后
已出现，见于四川彭山汉代王家坨崖墓 [12]、郪江
崖墓 [13]、朝鲜高句丽墓葬 [14]、云冈石窟北魏洞
窟 [15]、龙门石窟古阳洞 [16]、敦煌莫高窟自北朝到
初唐的壁画 [17]等，与胡琏石棺性质接近者则有
部分北朝墓葬石椁[18]。 木构可见于日本奈良飞
鸟时代 （7世纪晚期） 的法隆寺金堂、“玉虫厨

子”、五重塔，法起寺三重塔[19]，以及山西五台南
禅寺大殿（782 年）之扶壁拱上，中唐以后在北
方中原地区基本绝迹[20]。皿板在闽南、岭南乃至
朝鲜半岛柱心包建筑和日本大佛样建筑中一
直沿用到很晚[21]。 此例于北宋中叶的山东地区
出现皿板遗意，值得特别注意。

西南转角铺作的前檐泥道拱拱头分为粗
细两瓣，似为一实拍拱上承一横拱。 这种实拍
拱亦称替木式短拱、小拱头等，10~12世纪的宋
辽木构可见遗存，但其在宋地分布的最东一例
是河北易县开元寺观音殿，华北平原的绝大部
分和山东均未发现同期木构实例[22]。

西南、东北、西北三处转角铺作使用了斗
口跳。 现存斗口跳用于转角铺作的实例见于平
顺天台庵弥陀殿 [23]及潞城原起寺大雄宝殿 [24]。
与本石棺年代、性质和形制最接近的转角斗口
跳实例，是巴林左旗辽上京东北山谷出土的柏
木小帐 [25]，其转角不施角华拱，仅向正、侧方向

0 50 厘米

图八 基座平面图

图一〇 前檐东柱头铺作正视示意图

图九 南壁西次间俯视

图一一
前檐东柱头铺作侧视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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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一二 后檐西柱头铺作正视 图一三 后檐西柱头铺作西侧视

图一四 西檐柱头铺作正视 图一五 西檐柱头铺作北侧视

图一六 前檐西柱头铺作仰视 图一七 前檐东柱西侧泥道拱

图一八 西南转角铺作南侧正视 图一九 西南转角铺作西侧正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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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斗口跳，通过替木承接橑檐方 [26]。 但是，这
些实例的柱头铺作亦均为斗口跳， 出跳高度
是均匀的。 而本石棺的柱头铺作在华拱上施
有令拱， 这样转角铺作因令拱的缺失而空出
的一段高度无构件可补齐， 在结构上是不合
理的。 石棺采取将转角铺作出跳部分整体放
大的方式填补高度， 使得华拱跳头交互斗的
高度远高于泥道散斗， 反映出在同期的砖雕
仿木构走向自身的模数体系时 [27]，石雕仿木
构或出于技术难度等原因， 在用材与模数制
度上有所调整或忽视。

石棺四壁均无补间铺作，亦无隐刻。
3. 尺度
各朵铺作的材广、材厚数据离散过大。 华

拱材广最小值为 29、最大值为 75，标准差高达
17.28，已没有讨论用材的基础。 材广折合宋营
造尺 0.9~2.4 寸，均远小于《法式》规定的八等
材。 其他铺作构件的尺度也与《法式》出入较
大，如《法式》规定与宋构实例上斗的耳、平、欹
三部分高度比为 2 ∶ 1 ∶ 2[28]，但石棺栌斗之耳、
平、欹高度比无一与此相合，多表现为斗耳过
高而斗欹过低；斗口尺寸也各不相同。 替木在
铺作各个位置的分布几无规律， 亦无对称，且
尺寸标准差过大，无从与《法式》比较[29]。

（六）梁架
北壁各开间及南壁两次间的柱间均施阑

额，唯南壁明间无阑额；西壁前、后进及东壁前
进柱间施阑额，唯东壁后进无阑额。 阑额在平
柱及角柱处均不出头。 四壁平柱柱头上均施普
拍方，与阑额断面呈 T形。

（七）举折
屋盖举折之坡度适中。 由于石棺仅雕出外

部形象，无法确定脊槫位置，本文采用推算方

图二〇 东南转角铺作南侧立面示意图

图二一 西北转角南侧泥道拱

图二二 东南转角铺作仰视

图二三 西北转角铺作仰视

■ 山东安丘北宋胡琏夫妇石棺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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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二四 正脊南侧东脊兽 图二五 东北垂脊兽北侧

图二六 南壁西次间侍女 图二七 南壁东次间侍女

图二八
北壁人物浮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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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计算其举折（表五）。
（八）屋顶
屋顶为单檐庑殿顶，台基莲瓣

下缘至正脊两端通高 2.27 米。正脊
有明显生起，两端无鸱尾 ，约略刻
出朝向外侧的兽首形象（图二四）；
四条戗脊亦微翘 ， 末端皆刻兽首
（图二五）。 戗脊与正脊相交处的垂
直位置在两平柱以外、角柱以内。屋
顶四坡雕刻瓦垄， 其中前坡 20 垄、
后坡 18垄、东坡 15垄、西坡 13 垄。
瓦垄末端刻圆形瓦当。 檐下铺作层
上方刻出扁方椽， 椽身呈水平或略
倾斜（内低外高），其中前檐 21 根、
后檐 23根、东檐 13 根、西檐 17 根，
不用飞椽。 翼角椽约从角柱柱心上
方开始放射排布。 橑风槫内侧敷设
倾斜（内低外高）的遮椽板，下端与
柱头枋上皮相交。

该石棺为古代建筑遗存补充了
一例宋代庑殿顶形象。 木构庑殿顶
虽常见于辽金建筑， 在宋地遗构中
却极少见， 实例只有山西万荣稷王
庙大殿（1023 年）一座 [30]，其余只在
《瑞鹤图》《清明上河图》等绘画中出
现。在墓葬葬具系统中，东汉四川房
形石棺使用庑殿顶 [31]；北朝到隋代
基本为悬山、歇山；而到唐代，房形
椁之大部分又都用了庑殿顶。 与本
石棺时代相近的辽代房形木质小
帐 ， 就已发表资料来看多数为歇
山顶， 仅前述辽上京出土一例为庑
殿顶。

（九）墙
石棺四壁下部刻有男女侍从人

物 9个，身高均约 80厘米。 南壁东
西两次间各刻一名女子，皆梳高髻，
上着交领短袍，下着长裙，裙下露出
脚尖。 居西者手捧托盏（图二六），居
东者手持瓜棱壶（图二七），隔门相 图三一 南壁明间“升仙图”

图二九 西壁武士

图三〇 东壁武士

■ 山东安丘北宋胡琏夫妇石棺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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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而立，应是向主人奉茶的侍女形象。北壁刻二
男一女（图二八）。 东西两山均刻两名武士，皆
手持骨朵（金瓜），面南而立（图二九、三○）。

南壁明间上部有一幅浅浮雕的“升仙图”。
画面上部有二老者立于祥云之上，表示墓主夫
妇升天的形象。 右下部有 5人，前面 3人跪伏，
后面 2 人站立（图三一）。 左下一榜，阴刻铭文
“此是儿女忽见父母尊灵乘云而去瞻仰礼敬之

处”（图三二）。 此处的孝子图像与同时期主要
在河南、 山西重新兴盛的墓葬孝子图有所区
别———其图像与铭文均未联系到任何传说中
的孝行故事人物，而是由墓主的子女们本人直
接出现。 他们直面父母的“尊灵”，并且参与到
墓主升仙的叙事程序中[32]。

南壁东次间直棂窗上方还有一篇幅较长
的铭文，共 25行，满行 11字，计 260字。其内容
记载了大宋密州安化军诸城县来西坊保西清
河村胡琏与妻史氏生前的功德，胡荣兄弟为其
父母建造石棺及殓葬的过程（图三三）。 据题记
可知，墓主葬于宋绍圣三年（1096 年）六月二十
八日，至今 900余年。 录文如下：

大宋密州安化军诸城县来」西坊保西
清河村孤子胡荣」 伏为先考讳琏少年崇
释」常持慈悲抄讼金经莫知其」数年五十
有七而终身矣」 先妣史氏生子五人长男
荣」次男温三男琼四男增寿仁」遂于住宅
西建立万佛堂」 一所永为供养男五郎早
亡」女大娘适事朱真慈母在」日尚修功德
特舍财镌石像」 佛九尊迎□于李仗镇东
西」二僧院并只漆村僧院安置」讫请僧转
妙法莲华经一藏」所修功德不可量数洎年
八」十有三令荣造棺命工于山」选石为室
至来岁正月末旬」八日忽大限至而乃巫焉
敛」葬于内以为棺椁荣尚难报」劬劳之苦
酬□养育之恩心」中思之何日忘□聊录此

图三三 南壁东次间直棂窗上方铭文拓片（约 1/4）

图三二 南壁明间上部“升仙图”左下榜题拓片（约 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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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三七 大同云波路石椁图三六 史君墓石椁

图三四 南壁明间下部版门 图三五 石棺内部空间（由东向西摄）

功」德伏愿尊灵早上天界」题于棺之侧永
记之

大宋绍圣三年六月」二十八日胡荣等建
自北朝以来，对彼岸世界的描绘与想象多

体现在佛教仪轨中，而墓葬空间往往止步于表
现现世生活的图像程式[33]。从本题记内容来看，

墓主夫妇均信奉佛教， 生前均赞助佛堂及佛
像。 然而石棺上却没有任何佛教题材装饰，全
部为传统的世俗生活与升仙母题，也呈现出丧
葬活动中宗教与世俗题材的某种分离[34]。

（一○）门、窗
南壁明间中部刻有关闭的两扇版门， 每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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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 74、 宽 26厘米； 门扉上各刻有纵横 5 排门
钉， 在第三行门钉靠里处刻铺首衔环式的门环。
门框下槛前正中有一级踏步， 两端刻出门枕；上
槛刻有 2 枚长方形门簪，分别位于每扇门扉的
中线（图三四）。两次间上部各刻破子棂窗 1扇，
高 29、宽 49 厘米，窗棂的横断面呈三角形，平
面向里。

三 讨 论

这种仿房屋形式的宋代石棺并不多见，其
纪年与墓主明确，具有重要的研究价值。 在此
将其分别置于地下葬具和地上建筑两个语境
中略作讨论。

（一）石质仿木建筑葬具流变
自东汉起，使用石材来模拟木构建筑的做

法便出现在墓葬中。 东汉四川地区将房形石棺
的棺盖刻作庑殿顶的形象是较早的实例 [35]。 至
5~6 世纪的北魏平城时期， 仿木构建筑的石质
葬具重新兴起，其中一些仍呈普通棺形或函匣
形，但壁面影作或浮雕木构房屋状[36]；而另一些
则直接制成立体房屋形状，其形式可能参考东
汉陵园地面祭祀所用的石殿或石祠 [37]，学界曾
称作“石室”“石椁”或“石堂”等。

截至目前，具有立体坡屋顶的北朝房屋形
石葬具中，已知或可推定纪年的有北魏平城时
期之尉迟定州墓（457 年） [38]、毛祖德妻张智朗
石椁（460年）[39]、邢合姜石椁（469年）[40]、宋绍祖
墓（477 年） [41]、智家堡墓（约 484~489 年） [42]、北
魏洛阳时期之宁想石室（527 年） [43]，及西安北
周史君墓（580 年） [44]；纪年不明的则有出土于
大同云波路 [45]，以及大同北朝艺术研究院 [46]和
中国国家博物馆[47]等处收藏的实例。隋代资料则
见于太原虞弘墓 （592 年）[48] 和西安李静训墓
（608年）[49]。至唐代，房形葬具主要为石椁，已发
现的资料超过 30 例 [50]， 可视为这一传统的延
续。 唐以后，仿木构砖雕墓室开始发达，房屋形
石棺（椁）式微。 安丘胡琏夫妇葬具是目前所知
十分罕见的一例北宋的房形葬具， 根据其题
记，可知当时自名作“棺”。

这些石棺、石椁的造型，或与当时也广泛

使用的木质房形葬具有关，早期实物有晋中北
齐库狄迴洛墓（562年）出土的木质房形椁结构
构件[51]。 与本石棺年代十分接近的一批木质材
料是北方辽代约 10 世纪前期至 11 世纪前期
契丹贵族墓葬中的一种木质葬具———“小
帐”，其中前述巴林左旗辽上京出土之小帐形
制与胡琏石棺最为相似， 亦为面阔三间的庑
殿顶殿堂 [52]。

（二）石质仿木构与出跳斗拱
不同时代和文化背景下， 以石材表现木质

形象采取了不同方式[53]。 一个在以往研究中被
忽视的现象是，绝大多数仿木构石葬具（包括
在造型上可能与墓室葬具有关联的一些地上
石祠，如孝堂山石祠、嘉祥武氏祠、“朱鲔石室”
等），在檐下都没有雕刻纵向出跳的斗拱。 在仿
木构作品中，倾向于制作出跳斗拱的主要是陶
制和砖制作品，前者包括汉代建筑明器 [54]及北
朝的陶屋[55]。唐末五代以来，砖制仿木构的出跳
斗拱开始见于砖雕墓室的内壁铺作，如陕西宝
鸡后晋李茂贞夫人墓（945年）端门[56]、彬县后周
冯晖墓（958 年）门楼 [57]；北宋实例则有河南巩
义宋太宗元德李后陵（1000 年）[58]、禹州白沙宋
墓（1099年）[59]等。

相比于陶塑与砖雕，“减法成形”的石雕要
制作凸出于形体表面之出跳斗拱的难度更高，
早期仅见于石塔、 经幢或石窟壁龛等小尺度作
品。开凿于北齐的河北邯郸南响堂石窟第 1、2窟
（565 年） 铺作是少见的大型石雕出跳斗拱 [60]。
而在墓葬房形葬具中，绝大多数仅做了房屋形
象，未做斗拱[61]。 真正制作出立体铺作形象的，
只有宋绍祖墓、史君墓、李静训墓和大同云波
路石椁四例。 其中，前三者柱头上均为栌斗、阑
额、一斗三升、替木、人字拱和橑风槫等顺身方
向构件，没有纵向出跳。 史君墓石椁的斗拱相
对比较复杂，柱头使用了两层一斗三升，即正
心瓜拱与万拱，但同样没有出跳（图三六）。 四
例中唯大同云波路石椁具有出跳， 但它是将
梁头直接伸出柱头作为华拱， 缺乏扶壁构件
（图三七）[62]，类似汉代建筑明器的插拱，属原始
出跳方式[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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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丘胡琏夫妇石棺是目前所见唯一拥有
层叠出跳铺作层的石质葬具。 对于以石材“减
法成形”表现木构建筑而言，是一种更加积极
的探索。

四 结 语

胡琏夫妇石棺虽为石雕葬具，且雕凿质量
逊于早期作品，却因在木与石两种材质之间的
对话而显示出许多独特因素。 作为一例北宋京
畿地区之外的地方作品，它的木构形象反映出
很多 11 世纪及更早的建筑做法， 并显示了与
《法式》收录做法之间或同或异的关系，为在时
空背景中理解技术流变提供了新资料。 同时，
该棺在尺度规律、用材制度、铺作次序等方面
缺少基于木结构法度的考虑；其部分构件的尺
寸缺乏标准化把控， 仅大略模仿木构形貌雕
凿，没有遵循“以材为祖”的设计原则。 这些现
象体现了法式与实际做法、不同地域以及不同
表现材质之间变异的复杂性。

附记：安丘市博物馆为石棺的调查与测绘
提供了支持，浙江大学城市学院周淼副教授为
本文部分讨论惠赐意见，谨致谢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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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Study of the Sarcophagus of Hu Lian Couple of the Northern
Song Dynasty in Anqiu, Shandong

Yang Xu
Zheng Yan

The sarcophagus of Hu Lian and his wife preserved in the Anqiu Museum in Shandong Province is
known so far as a relatively rare house-shaped burial receptacle of the Northern Song Dynasty. The tomb
age and owners are confirmed, and the production time of the sarcophagus is seven years earlier than the
Yingzao Fashi that was published in 1103 CE. In this paper, the authors try to apply the wooden
architecture surveying methods to fine measure and survey the sarcophagus; based on it, analyze the
sarcophagus under the contexts of both above-ground architecture and underground burial receptacle. The
imitation wood structures of the sarcophagus such as the four -tiered bracket sets on columns, corner
doukoutiao ( single projection at the cap block) , round minban ( bearing pad) -like component, and
fubigong (bracket-arms and joists piled up within the wall plane) reflect many architectural practices in
the 11th century and earlier. However, there is a lack of consideration of the modular system and scale
standards following the wooden architecture principles. In addition, figures and inscriptions carved on the
surface of the sarcophagus also embody significant academic valu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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辽宁法库叶茂台北山3号辽墓发掘简报

2017 年 9 月，沈阳市文物考古研究所对辽宁省法库县叶茂台镇施工

过程中发现的一座辽墓进行了抢救性发掘。墓葬为石筑八角形单室墓，

墓道已遭破坏，石板砌筑的墓门、墓室保存完好；墓室后半部贴筑梯形

石棺床，石板叠涩券顶，结构完整；室内葬人骨 1 具，已位移至棺床下；

在墓室前部及棺床上的淤积土中出土白釉花口盏、黄釉瓷盘、绿釉执壶

等。初步判断墓葬年代为辽中期之后至道宗初年。墓葬未遭盗掘，整体

结构较为完整，出土器物精美，对于研究法库叶茂台辽墓群的分布范围、

契丹贵族墓葬形制、辽代陶瓷器等具有重要价值。

山东省安丘市博物馆藏胡琏夫妇石棺是目前所知较为罕见的北宋时

期房屋形葬具，墓主与纪年明确，制作年代比 1103 年颁行的《营造法

式》早 7 年。作者尝试采取针对木构建筑的测绘方法对石棺进行了精细

测绘和调查，在此基础上将其置于地上建筑和地下葬具两个语境中予以

讨论，其仿木构的柱头四铺作、转角斗口跳、圆形皿板状构件、扶壁拱

等反映出很多 11 世纪及更早的建筑做法，而在尺度规律、用材制度等

方面缺少基于木构法度的考虑。此外，石棺表面雕刻的人物和铭文亦具

有重要研究价值。

前贺庄画像石墓（编号 M1）位于山东省巨野县大谢集镇前贺庄村，

西南距汉代昌邑故城 1.1 公里。2005 年 6 月，村民挖河时发现该墓，巨

野县文物管理所（现主体为巨野县博物馆）随即对其进行了清理。M1墓

室由石构件垒砌而成，分为前、中、后三室，前室两侧各有一龛室。除

中室北壁圆柱外，所有墓门与墓内可视石面均刻画像或平行凿纹，雕刻

技法多为阴线刻。画像石分为两组，一组为东汉晚期画像，另一组为铲

磨原有画像后改刻，属于西晋时期。铲磨石面之后新刻画像的做法，目

前尚属孤例。根据陶器、石构件与画像特征推测，墓葬年代为西晋晚期，

墓主应为中上层官吏或豪强地主。

山东巨野前贺庄西晋画像石墓清理简报

山东安丘北宋胡琏夫妇石棺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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