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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晋墓葬出土空柱盘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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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空柱盘流行于西晋时期北方地区的墓葬中。本文通过对西晋时期洛阳地区墓葬及其他地区所见空柱盘材

料的类型学分析，对空柱盘的形态、性质、功能等有了一定的认识。空柱盘体现了魏晋时期薄葬的丧葬观念，其在

洛阳及西安地区形成了一定的埋藏习俗，为墓葬祭祀所用，符合“晋制”流行的时空范围，可能是魏晋时期丧葬制

度下诞生的用于祭祀的新器物。

KEYWORDS: Western Jin Dynasty, Luoyang, Plate with a hallow stem, Jin funeral system
ABSTRACT: This article explores a type of burial goods that were popular in tombs in the northern regions during the 

Western Jin period; namely, plate with a hallow stem. Through studying similar artifacts found in Luoyang and other areas, 
this article proposes new understanding with regard to their shape, nature, and function. The authors suggest that such type 
of artifacts was a miniature used for sacrificial rituals in funeral contexts, which may have been related to the so-called Jin 
funeral system popular during the Wei-Jin perio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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空柱盘是西晋时期北方地区墓葬中常见

的器物，因其圆形外盘、中央有中空柱形结

构的形态特征而在考古报告中常被称为“空柱

盘”[1]。空柱盘多出土于洛阳及西安地区，以洛

阳地区发现最多、类型最为丰富，张小舟将其

视为北方地区西晋中晚期墓葬的标型器之一[2]。

迄今学界关于空柱盘的讨论集中于性质、功能

等方面，如赵海燕将空柱盘视为中柱盘发展的

产物，是酒精蒸馏装置的一部分[3]；李丽娜认为

空柱盘是仿照蒸煮或温食用器制作的明器[4]；王

辉认为空柱盘是祭祀用具[5]。也有一些发掘简报

对空柱盘进行过讨论，如《河南偃师杏园村的

两座魏晋墓》的作者推断空柱盘是灯台、帐座

之类的器物[6]。由于既往研究对空柱盘形制、源

流等问题讨论尚有不足，实际考古工作中也缺

乏空柱盘出土原境分析，关于其性质、功能的

讨论有较大争议，空柱盘的类型学分析、出土

位置、摆放规律及组合关系等问题的研究也亟

待开展。本文初步整理了洛阳地区西晋墓葬出

土空柱盘资料，拟从洛阳地区出土空柱盘的分

析、洛阳以外地区出土空柱盘情况以及空柱盘

的性质与功能这三个方面进行讨论和研究。

一、洛阳地区出土空柱盘的分析

（一）洛阳地区出土空柱盘的类型学研究

洛阳地区空柱盘出土数量最多、类型最丰

富、形制最典型，因此本文选择洛阳地区出土

空柱盘作为类型学研究对象，整理空柱盘资料

共计112件（附表）。根据空柱盘外盘和空柱的

形态特征，将空柱盘分为二型。

A型 62件。空柱盘的中空柱口沿呈喇叭

形，直径不均匀，口大腹细近底变粗，腹部常

有数圈凸弦纹装饰；外盘为弧腹，外壁口沿下

方常有1～2条弦纹装饰。根据中空柱口沿及外

盘底部形态可将其分为二亚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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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底内收为平底，附假圈足。如龙门石窟北西

晋墓C7M6180:5[8]，外盘为方唇，外盘口沿下饰

一周弦纹（图一，2）。

B型 48件。空柱盘的中空柱为直口，较竖

直，一般为素面；外盘腹壁较直，近底斜收角

度较大。根据外盘底部形态可分为二亚型。

Ba型 28件。空柱盘外盘底部附假圈足。如

偃师杏园M34:48[9]，外盘为方唇，弧腹，弧度较

小，近底部内收为平底，附假圈足底。空柱较

直，上部壁较薄，下部逐渐变厚（图一，3）。

Bb型 20件。外盘为平底。如洛阳厚载门

街西晋墓CM3032:7[10]，外盘为敞口，方唇，

弧腹，弧度较小，近底内收为平底。空柱为直

口，与外盘连接处有明显分界（图一，4）。

（二）洛阳地区出土空柱盘的基本特点

洛阳地区所见空柱盘都出土于墓葬中，

部分空柱盘表面有白衣，个别残存有彩绘。较

少发现空柱盘与其他器物共出的情况[11]，未发

现明显的器物组合关系；空柱盘多出土于甬道

口、墓室角落、墓室壁附近，但无明显规律可

循，无法根据空柱盘摆放位置及规律来推测空

柱盘的用途和其他信息。空柱盘的结构特征与

东汉魏晋时期流行的豆形熏炉承盘结构相似，

空柱盘可能参考了豆形熏炉承盘的形制。但熏

炉承盘与空柱盘功能并不相同，西晋墓中常有

两种器物共同出现的情况，如洛阳涧西王湾西

晋墓M2044[12]中就同时出土了熏炉承盘与空柱

盘，且西晋时期熏炉承盘一般外盘较浅、底为

平底且宽大、中柱上端封闭且远高于外盘，与

空柱盘的形态特征有明显不同。

根据笔者整理的洛阳地区西晋墓出土空柱

盘资料（附表）可知，洛阳地区西晋早期的墓

葬中仅发现Aa型空柱盘，洛阳东郊M178为年代

最早的一座，发掘者认为此墓年代为魏晋之交

或西晋早期[13]，其余三型空柱盘西晋中期起出

现于墓葬中。Aa型空柱盘弧腹，圜底，空柱口

外卷；Ab型弧腹，弧度变小，圜底变为平底，

空柱口外卷弧度变小且空柱更为竖直；B型空

柱盘腹壁竖直，底为平底或平底附假圈足，

空柱竖直，口为直口，Aa型空柱盘到B型空柱

盘的形态特征有较清晰的发展趋势。且Aa、

Ab、Ba、Bb型空柱盘的平均直径分别为21.51、

19.68、18.68与13.82厘米（Ba型空柱盘去掉异

常值直径4.6厘米，平均直径为19.27厘米），

呈逐渐减小的趋势。由于晋祚短暂、纪年墓葬

材料缺失等诸多原因，对于随葬空柱盘墓葬的

绝对年代进行判断较为困难，但根据现有材料

可知Aa型空柱盘最早出现并流行于墓葬之中，

其余类型空柱盘的形态特征在Aa型空柱盘的基

础上发展而来，且平均直径逐渐变小。目前除

西晋早期墓葬只见Aa型空柱盘外，多型空柱盘

可同时出现在墓葬中，如谷水晋墓FM38[14]、

洛阳厚载门街西晋墓CM3033[15]、洛阳吉利区

C9M2490[16]、洛阳东郊M177[17]等，在这些墓葬

中不同类型空柱盘在摆放位置和规格上并没有

明显的差异，其在功能上没有不同。

（三）空柱盘倒扣现象分析

空柱盘出土时有的呈倒扣状态，如洛阳

图一  洛阳地区出土空柱盘类型图

1.Aa型（偃师首阳山西晋帝陵陪葬墓M5:27） 

2.Ab型（洛阳龙门石窟北C7M6180:5）

3.Ba型（偃师杏园M34:48）  4.Bb型（洛阳厚载门街CM3032:7）

Aa型 57件。空柱盘的中空柱口沿外

翻为喇叭口，空柱底与外盘连接处呈弧状。

空柱盘胎体厚薄均匀；外盘弧腹，弧度较

大，近底斜收为圜底。如首阳山西晋帝陵陪

葬墓M5出土的7件空柱盘，形制相同[7]。外

盘口沿下皆饰有一周凹弦纹，空柱盘表面多

施有白衣。如M5:27（图一，1）。

Ab型 5件。空柱盘的中空柱口沿微外

弧，为喇叭口，空柱整体较直，与外盘连

接略呈直角；外盘弧度较小，略呈直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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衡山路西晋墓DM115[18]，该墓共出土四件空

柱盘，其中DM115:20为倒扣，其下有蛋壳残

片；荥阳苜蓿洼墓地西晋墓M18中出土的空柱

盘由于出土时为倒扣放置，发掘者认为其为

多枝灯座[19]；洛阳谷水西晋墓FM38[20]中，虽

简报原文中并未提及，通过发掘现场照片可

以推断该墓中至少有一件空柱盘为倒扣放置

的。其中洛阳的两座墓葬未经盗掘，随葬器

物保持下葬时状态，说明空柱盘是下葬时有

意倒扣摆放的[21]。

DM115:20倒扣的空柱盘下发现有蛋壳残

片，洛阳地区其他西晋墓中也有发现蛋壳随

葬的现象，如洛阳吉利区晋墓M2490中发现周

身涂有红衣的蛋壳，有人工钻孔取出蛋液且

基本完整[22]，用鸡蛋随葬是一种特殊的丧葬

习俗[23]，西安地区东汉曹魏墓中也有出土蛋

壳，且朱书陶文所载鸡蛋为镇墓祭祀所用[24]。

DM115:20下放置蛋壳，可能与祭祀活动有关。

西安地区所见空柱盘也有倒扣现象，如咸阳机

场二期工程M85出土空柱盘，根据出土照片可

见其为倒扣放置[25]；西安布里村西晋墓M17[26]

中出土的两组四件空柱盘均为倒扣（图二）。

且M17出土的四件空柱盘中的两件空柱高度都

要高于外盘的高度，说明空柱盘倒扣并不是正

常的放置状态，而是出于特定目的进行的，结

合DM115:20下发现蛋壳的情况，倒扣放置空柱

盘可能与祭祀活动有关，空柱盘作为这种活动

使用的器物，其功能可能与墓祭密切相关。

综上，洛阳地区出土的空柱盘于西晋时期

出现并流行；Aa型空柱盘于西晋早期最早见于

墓葬，其余类型空柱盘由Aa型发展而来，不同

类型的空柱盘功能相同。空柱盘能够承担丧葬

活动，可能与墓葬祭祀活动有关。

二、洛阳以外地区出土空柱盘情况

空柱盘主要出土于洛阳地区，洛阳以外地

区所发现的空柱盘则多集中于西安地区，北方

其他地区也有零星发现。

（一）西安地区

西安地区新近出土了一批空柱盘，如西安

咸阳机场二期工程M85、M298所出土的空柱

盘，均为陶质。M85为西晋墓葬，空柱盘M85:6

外盘为敞口，方圆唇，弧腹，圜底，空柱口沿

外翻为喇叭口，喇叭口上端较平，为Aa型空柱

盘[27]（图三，1）。M298可能为十六国前秦墓

葬，出土了三件空柱盘，其中M298:107外盘为

敞口，方圆唇，斜壁，底部情况不明，空柱口

沿外卷[28]（图三，2）；咸阳机场三期扩建工程

中也发现有随葬空柱盘的西晋十六国墓，空柱

盘大小不一，形制相近[29]。西安地区目前所见

的空柱盘都属于Aa型空柱盘，但空柱盘外盘外

壁不见弦纹装饰，空柱口沿外卷部分更宽平，

有些空柱的口沿有类似子母口的结构，有一定

的本地特征。

空柱盘在西安地区十六国时期的墓葬中仍

有发现，比洛阳地区持续到更晚时期，这一现

象可能与西安地区十六国墓葬对西晋丧葬习俗

的继承与发展有关，同时也有待更多十六国时

期的考古发现。洛阳与西安地区发现的空柱盘

最早同为西晋早期，且西安流行的空柱盘有明

显的地域特色，空柱盘在两地应是同一时期出

现并流行。此外西安地区目前仅在汉晋长安城

以北地区发现有空柱盘，咸阳机场附近的西晋

墓中所见最多，其余地区暂未见空柱盘随葬，

这一现象可能与汉晋时期西安地区不同区域所

埋葬的人群不同有关，咸阳机场地区为汉晋时

期的洪渎原地区，是汉晋长安城附近重要的墓图二  咸阳布里村西晋墓M17中倒扣的空柱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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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为魏晋时期。空柱盘内外表面都有烟炱，且

出土于遗址之中，是目前所见唯一一例。③层

发现有大量木炭红烧土等，空柱盘表面烟炱

痕迹应为建筑废弃焚毁被火烧灼而产生的，

放置空柱盘的房屋遭遇破坏，使得空柱盘在

进入墓葬前被留存在了遗址中。新疆奇台县

石城子遗址所见的这两件空柱盘距洛阳、西

安地区距离较远，可能与石城子遗址军镇的

特殊性质有关[32]，军镇军事色彩浓厚，流行

器物更容易受到政治中心的直接影响而非本

土文化因素，空柱盘可能是由洛阳地区直接

输送到石城子遗址。

（三）河南卫辉

河南卫辉大司马墓地西晋墓M21中出土了

一件空柱盘，为陶质，敞口，宽平唇，弧腹，

圜底，内里有一中空柱，空柱口部不存。空柱

盘外盘口沿下部有一周凹弦纹，底部有两两

相对的三对小圆孔分布于盘底裂痕的两侧，

简报作者推测其为修补陶器所留下的痕迹[33]

（ 图 五 ） ， 这 一 现 象 在 其 他 空 柱 盘 上 未 发

现。该墓位于河南卫辉，是墓群中规模最大、

形制最复杂的一座，其余墓中未出土空柱盘。

西晋时期墓葬较少出现经修补的陶器，空柱盘

在损坏后经修补继续随葬，或说明其在卫辉地

区较为稀缺，也说明空柱盘破损对空柱盘功能

没有较大影响。

（四）山东地区

山东东阿县曹植墓曾出土了一大一小两件

空柱盘：K:70、K:101，大者外盘直径16.6厘米，

小者外盘直径8.7厘米[34]。原文中描述其中空柱

上部已损毁，认为其为陶熏，但根据器物线图

可判断这两件器物为Aa型空柱盘（图六，1）。

曹植墓自河南淮阳县迁葬而来，且墓中刻铭砖

及文献记载其迁葬年代为曹魏太和七年，墓主

人身份明确，下葬年代明确，是目前出土空柱

盘的墓葬中年代最早、等级最高的一座，说明

曹魏时期空柱盘就已在高等级墓葬中出现。但

目前所见其余曹魏墓中暂未发现空柱盘，且由

于魏晋时期北方地区墓葬面貌相似，纪年材料

缺失，不排除一部分西晋早期的墓葬实为曹魏

墓葬，还有待更多材料的发现与确认。

山东临沂洗砚池晋墓M1西出土的M1西:6[35]

（图六，2），由铜质空柱盘及铜盘形器组成，

空柱盘为敞口，弧腹，圜底，中心有一中空

柱，空柱口沿外卷，属于Aa型空柱盘；铜盘

形制特殊，内底上凸，且中心开有一小孔。发

掘者认为其是作为铜灯使用，其中空柱盘为承

盘，铜盏为灯盘。韩茗在《六朝铜灯具类型及

其相关问题》中也将该组器物看作北方地区流

行使用的竖柄灯的一种[36]。

关于这组器物的性质还需进一步讨论。首

先在洗砚池晋墓M1东中出土了一件漆盘形器

图三  西安地区出土空柱盘

1.咸阳机场二期M85:6  2.咸阳机场二期M298:107

图四  空柱盘（新疆奇台石城子T111③:9） 图五  空柱盘（河南卫辉大司马M21:20）

葬区[30]，空柱盘集中出现在这里可

以说明其性质较为特殊。

（二）新疆地区

在 新 疆 奇 台 县 石 城 子 遗 址 出

土了两件空柱盘，均为陶质。其

中T111③:9外盘为敛口，方唇，弧

腹，近底内收，似为平底；空柱

口微外卷，上下端较粗，腰部较

细。外盘口沿下有弦纹一周，空

柱盘外表面有烟炱 [31]（图四）。

T111③:9为Ab型空柱盘，出土于③

层建筑坍塌堆积中，年代晚于被

③层叠压的最晚期房址F1，年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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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1东:51[37]（图六，3），其形制与M1西:6的铜

盘相同，都为内底凸起且中心有一圆形小孔，

但其为漆器，内里为红色，外为黑色，形制特

殊。M1东与M1西都保存完好，且埋藏年代相

近，M1东:51漆盘形器与M1西:6铜盘形器两者

形制相同且特殊，两者使用功能应当相近，若

M1西:6为铜灯，则M1东:51的漆盘形器可能也

为灯具，但自汉至西晋时期目前并没有发现使

用漆灯的情况[38]，且M1东中未出土空柱盘等可

与该器物相组合使用的器物。从铜灯的功能结

构上来说，中国古代自汉代以来使用的灯具燃

料主要分为固体燃料与液体燃料两种，配合不

同燃料而出现的灯盘结构目前仅发现烛钎、流

口、马鞍形支撑三种[39]，M1西:6铜盘形器的内

底凸起且开一小孔的形制此前未在灯具中发现

原型；此种形制并不适合作为灯盘来使用，中

间的小孔不适合液体燃料以及灯芯的放置，而

内底凸起却无灯钎，无法固定住灯蜡。综上可

知这组器物的功能应当不是灯具。前文提及空

柱盘的结构特点与熏炉相似，熏炉与盘形器的

组合符合熏炉的形制特点，这套器物组合与熏

炉之间的关系也值得讨论。在洗砚池晋墓M1西

中出土了两件铜熏炉，两件熏炉皆有承盘，承

盘腹部较浅，与空柱盘不同，而与豆形熏炉承

盘形制相似。其中M1西:10铜凤形熏炉承盘为圆

盘带有三足，中有空柱（图六，4），这种形制

的承盘在曹操墓中也有所见[40]（图六，5），这

件熏炉中空柱并未起到承托炉体的作用，说明

中空柱与外盘组合在一定程度上成为了熏炉承

盘的固有形式。那么M1西:6的组合可能就是受

此影响。由于洗砚池晋墓M1西位处临沂而距洛

阳较远，本地也没有随葬空柱盘的习俗，随葬

空柱盘可能是受洛阳地区的直接影响，但空柱

盘与熏炉承盘相似的结构特点影响了其在洗砚

池M1的使用，产生了M1西:6这一特殊的器物组

合，即仿照熏炉的使用在空柱之上放置盘体，

但关于这一现象的解释有待更多的考古发现。

洗砚池晋墓保存完整、出土器物丰富，墓

主人身份虽暂无定论，但应当是西晋时期的高

等级贵族[41]，铜质空柱盘为目前仅见，特殊的

材质或与墓主人等级有关，用于彰显墓主的身

份，但由于材料不足尚无法对空柱盘的材质是

否与明确的丧葬等级制度有关做出判断。

洛阳以外地区所见空柱盘数量较少，说

明其在魏晋时期墓葬中并未大范围流行。曹植

墓中所见空柱盘说明其在曹魏时期已经出现。

且除西安地区出土的空柱盘有一定的本地特征

外，其余地区所见空柱盘形制与洛阳地区保持

一致，可能是由洛阳地区直接输入的。西安地

区发现的西晋十六国时期空柱盘、山东临沂洗

砚池晋墓所见青铜材质空柱盘、新疆奇台石城

子遗址中出土的空柱盘以及河南卫辉大司马墓

地所见经修补的空柱盘，在年代、材质、出土

情境等方面皆为洛阳地区目前所不见，为讨论

空柱盘的性质、功能补充了材料。

三、空柱盘的性质与功能

空柱盘在曹魏时期高等级墓葬中出现，

洛阳、西安地区西晋墓中大量出现，探讨其功

能需和这一时期的丧葬情况相结合。曹植墓随

葬品较为简单，发现空柱盘的西晋墓随葬器

图六  山东地区出土空柱盘及相关器物

1.东阿县曹植墓K:70  2.临沂洗砚池M1西:6

3.临沂洗砚池M1东:51  4.临沂洗砚池M1西:10

5.安阳曹操高陵M2:371

4cm0

1

2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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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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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也较为简单，多为灰陶质地，与魏晋时期

提倡“薄葬”的历史背景相关。东汉末年曹操

临终前颁布的薄葬终令：“天下尚未安定，

未得遵古也。葬毕，皆除服……敛以时服，

无藏金玉珍宝。”[42]西晋时期也有对于薄葬的

规定：“作《顾命》三篇，敛以时服，不设明

器，后终者不得合葬。”[43]“按汉魏故事，将

葬，设吉凶卤簿，皆有鼓吹。新礼无吉驾导从

之文。”[44]西晋时期墓葬随葬器物以模型明器

为主，如陶灶、陶杓、多子槅、陶俑等，多为

灰陶质地，“郑玄注既夕曰：‘陈明器，以西

行南端为上’”[45]。但由于曹魏、西晋时期墓

葬形制简化，丧葬空间相较于两汉时期发生了

改变，且空柱盘的放置并无特定的规律，无法

通过摆放规律推测其使用功能。空柱盘主要

流行于西晋时期，若为日常生活用具并不太

可能突然出现与消失，且其主要出现在墓葬

中，更有可能是专为丧葬活动而制作的器物。

《通典》中载：“夫明器，鬼器也；祭器，人

器也。”[46]空柱盘在下葬时有人为倒扣随葬情

况，可能与祭祀活动相关。部分空柱盘保存有

仰莲纹彩绘，西晋时期下葬时“白练深衣，器

用皆素”[47]，西晋墓葬出土器物多无彩绘，加

之仰莲纹彩绘本身就较为特殊，独有的彩绘说

明了空柱盘相较于一般的明器更为特殊。

洛阳地区出土空柱盘有绘制仰莲纹彩绘

的情况，即伊川槐庄西晋墓M6中出土的3件空

柱盘[48]（图七），且洛阳地区所见空柱盘许多

都带有白衣，可能有仰莲纹彩绘脱落的情况。

在空港新城西晋墓M8、M122[49]中也各出土一

件带仰莲纹彩绘的空柱盘，咸阳机场二期M85

出土的空柱盘表面有红褐色彩绘，根据出土

照片推测也为仰莲纹彩绘[50]。西晋时期墓葬随

葬器物多不带有复杂的彩绘，带有相似仰莲

纹彩绘的空柱盘在西安与洛阳地区出现，说明

以仰莲纹为空柱盘的装饰不是偶然现象，两

者可能是固定搭配。带有仰莲纹的空柱盘，是

较早出现的带有莲花图案的陶瓷器。仰莲纹图

像与佛教密切相关，空柱盘上绘制的仰莲纹莲

瓣上有一条由莲心向外延伸至瓣尖将莲瓣一分

为二的实线，有些学者将这种莲瓣称为“叶茎

式”莲纹，东汉魏晋时期在中国的佛教用具上

流行[51]。带有仰莲纹彩绘的空柱盘可能与佛教

用具有关，亦或是佛教因素在器物上的体现，

并不能直接将空柱盘视为佛教类器物。带仰莲

纹的空柱盘与南北朝时期所发现的青瓷莲花尊

在较多方面具有相似特点，两者的器型都较为

特殊，流行时间不长，莲花尊上出现莲花纹、

忍冬纹、飞天、佛像等纹饰，同样具有佛教意

义，但青瓷莲花尊是否为佛教礼仪用器同样仍

需讨论，有学者推测其功能与墓葬祭祀活动有

关[52]，与空柱盘在墓葬中的功能相似。且西晋

时期“其明器：凭几一，酒壶二……瓦炉一，

瓦盥盘一”[53]。与实际考古发现中西晋墓出土

明器组合接近，不见与空柱盘功能类似者，与

空柱盘祭器的性质相符。在两晋时期由于薄葬

的丧葬观念及丧葬制度影响，瓦器可以作为祭

祀用器使用，《通典》载“按蔡谟说，以二瓦

器盛始死之祭”[54]。空柱盘可能即为墓葬祭祀

所用。

有关空柱盘的功能，学界存在“酿酒蒸

馏器”[55]“模型明器”[56]“帐座”[57]“灯具承

盘”[58]等说法，笔者认为诸家的说法都可商

榷。首先空柱盘在墓葬中随葬最多可达12件，

大量酿酒蒸馏器具出现在墓葬之中并不符合实

际，空柱盘表面有彩绘的存在也说明其并不适

合进行酿酒活动，且空柱盘出土时大多没有和

其他器物共出，无法形成酿酒组合。空柱盘作

图七  空柱盘（洛阳伊川槐庄M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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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帐座的说法也有待商榷，Aa、Ab两型空柱盘

的空柱整体粗细不均，壁面较薄，并不能很好

地固定帐杆，最早出现的Aa型空柱盘为圜底，

若插有帷帐、旌幡等使其重心较高，并不能稳

定地放置，与西晋时期流行的帐座的形制与功

能特点有明显的不同[59]，且空柱盘与帐座同出

的墓葬并不少见，两者在摆放位置和摆放规律

上存在一定差异。至于是否作为灯具的承盘使

用，前文已有讨论，不再赘述。

空柱盘在洛阳与西安地区发现最多，这

两地是西晋北方地区最重要的两座城市，出现

空柱盘有着一定的政治意义，出土空柱盘最多

的洛阳地区为西晋的首都，西安地区空柱盘则

集中出土于重要的墓葬区洪渎原上。其他地区

的类似发现同样别具深意，如曹植为魏武王曹

操之子，其墓葬为曹魏时期的高等级墓葬，其

下葬必然依曹魏丧葬制度进行；山东临沂洗砚

池晋墓的墓主人可能与司马氏的关系密切[60]；

新疆石城子遗址为军镇遗址，更容易受中央政

权的直接影响；河南卫辉大司马墓地距离洛阳

地区较近。目前所见空柱盘与当时政治中心洛

阳都有一定的联系，北方其他地区及南方地区

的西晋墓葬都暂时没有发现空柱盘，且墓葬中

随葬空柱盘的习俗维持时间较短，于魏晋时期

出现，主要流行于西晋这一时期，两汉、东晋

不见，十六国少见。空柱盘的性质与流行的地

区、时期，与魏晋时期的墓葬制度“晋制”相

吻合[61]。

反之，“晋制”的不完善与影响的有限也

可在空柱盘上得以体现，空柱盘的发现仅限于

洛阳、西安及一些与政治中心有联系的地区，

在南方地区暂无发现，体现了魏晋时期中央政

权影响力的局限性，新的丧葬制度不足以在全

国范围内更广泛地传播。再者空柱盘的随葬数

量并不固定，可能与西晋南北朝时期铭旌制度

相似，西晋时期铭旌“王之上公八命……建九

斿。按上公之上服……宜与三公同建八斿。诸

位从公者、三公八命，应建旂八斿。侯伯同七

命，建旂七斿……卿建旃，六斿……王之卿六

命，建旃六斿……王之上大夫五命，建物五

斿”[62]。虽有一定制度要求但并不完善，对于

上大夫以下铭旌的数量并没有说明，与考古发

现的情况基本相符[63]，而到了北齐时期“制，

旌一品九斿，二品、三品七斿，四品、五品五

斿，六品、七品三斿；八品以下，达于庶人，

唯旐而已”[64]，才形成了较为完善的等级制

度。空柱盘随葬可能与铭旌一样，曹魏时期在

高等级墓葬之中进行使用，西晋时期有一定随

葬制度要求，但并没有形成完整的制度规范，

在西晋之后又逐渐退出丧葬制度。司马氏退居

江左之后，朝廷在丧葬制度有了新的变化，使

得空柱盘在东晋时期与西晋时期一样并未在南

方推行，因此空柱盘在东晋时期消失不见，而

是在十六国时期于北方地区小范围的出现。

空柱盘体现了魏晋时期薄葬的丧葬观念，

其在洛阳及西安地区形成了一定的埋藏习俗，

为墓葬祭祀所用，符合“晋制”流行的时空范

围，可能是魏晋时期丧葬制度下诞生的用于祭

祀的新器物。

四、结语

魏晋时期墓葬由于“薄葬”的丧葬观念

与新丧葬制度，其墓葬形制与随葬器物相较于

汉代有了较大的变化[65]，而空柱盘符合魏晋时

期薄葬的丧葬观念，在墓葬中承担着一定的祭

祀功能，流行的时空分布范围及特点符合西晋

时期丧葬制度“晋制”，其出现与消亡可能与

“晋制”有着密切联系。但是一方面文献中对

于“晋制”，尤其是丧葬礼制的实施情况记载

颇少；另一方面，空柱盘这类器物的时空分布

范围较为有限，有关空柱盘所代表的丧葬文化

背景及其影响仍有待于未来更多的考古发现。

附记：本文写作所使用的布里村西晋墓

M17，空港新城西晋墓M8、M85、M122等发掘材

料得到了陕西省考古研究院刘呆运、李明、赵占

锐的支持，谨致谢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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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号

出土单位
有无
彩绘

样本尺寸(单位：cm）
出土位置

出土
数量

墓葬
形制

是否
盗扰

形制 墓葬年代
口径 外盘高 空柱高

1
洛阳六和饲料

厂M5[66]
部分有

白彩

27 9.6 9.1 3件于墓室中部，4
件于墓室甬道口附

近
7件

单室土洞
墓

否 Aa型 西晋
17.2 5.7 5.2

2
洛阳谷水晋墓

FM4[67]
外壁有

白彩
26.5 10 8.3 后室东壁 3件

前后室砖
室墓

是 Aa型 西晋

3
洛阳谷水晋墓

FM38[68] 施粉底
22 8.7 7.1 1件于墓室中部，1

件于墓室东部
2件

带耳室的
单室砖室

墓
否

1件Aa型，
1件Bb型

西晋晚期
20.5 8 5.7

4
洛阳衡山路西
晋墓DM115[69]

外壁有
白彩

19 6.5 4.6
3件于墓室西壁，1

件于墓室中部
4件

带耳室的
单室土洞

墓
否 Aa型 西晋早期

5
洛阳太原
路西晋墓
CM2360[70]

无 19 6.3 5.7
1件于甬道内，1件

于墓室西北角，2件
于耳室东壁附近

4件
带耳室的
单室土洞

墓
不明 Aa型

西晋
早中期

6
洛阳道北二

路西晋墓
HM1545[71]

无 18.6 6.2 4.7 侧室西北角 1件
多室砖室

墓
是 Aa型

西晋
中晚期

7
洛阳厚载门

街西晋墓
CM3032[72]

无
20 7 4

墓室北壁 2件
单室土洞

墓
是

1件Ba型，
1件Bb型

西晋中期
19 7 5

8
洛阳厚载门

街西晋墓
CM3034[73]

无 18.7 9.6 4
墓室西南角和东北

角
3件

单室土洞
墓

是 Ba型 西晋中期

9
洛阳厚载门

街西晋墓
CM3033[74]

无
18 6 5 1件于墓室西壁，2

件于棺东侧，1件于
墓室东壁

4件
单室砖室

墓
否

1件Aa型，
3件Bb型

西晋晚期
18 7 4.5

10
洛阳龙门石
窟北西晋墓
C7M6180[75]

无 19.6 7.2 4.8 墓室东壁附近 1件
单室土洞

墓
是 Ab型

西晋
中晚期

11
洛阳关林皂
角树西晋墓
C7M1874[76]

无 24 7.8 残
1件于甬道口东侧，

1件于墓室西南角
2件

单室砖室
墓

否 Aa型
西晋

中晚期

12
洛阳王湾西晋

墓M2044[77] 无 4.6 2.5 1 不明 1件
多室砖室

墓
是 Ba型

西晋
中晚期

13
洛阳王湾西晋

墓M2042[78] 无 19.8 7.1 5.8 墓室东北角 1件
单室砖室

墓
是 Aa型

西晋
中晚期

14
洛阳瀍河
利民南街
C3M723[79]

无 19.6 6.7 4.6
1件于墓室甬道口，

1件于墓室中部
2件

带耳室的
单室土洞

墓
否 Aa型

西晋
中晚期

15
洛阳瀍河小李
村C3M1661[80] 无 24.6 8.6 8.3 后室西壁附近 1件

前后室土
洞墓

是 Aa型
西晋

中晚期

16
洛阳吉利区
C9M2490[81]

2件外
壁有白

彩
25.6 9.6 9.2

1件于前室甬道口，
1件于前室东北角，

4件于前室南壁
6件

前室砖
室、后室

土洞墓
否

CM2490出
土2件Aa

型，三座
墓共出的
其余13件

为Bb型

西晋
中晚期

附表  洛阳及周边地区墓葬出土空柱盘信息统计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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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号

出土单位
有无
彩绘

样本尺寸(单位：cm）
出土位置

出土
数量

墓葬
形制

是否
盗扰

形制 墓葬年代
口径 外盘高 空柱高

17
洛阳吉利区
C9M2491[82] 无 10.8 7.2 4

3件于前室，1件于
甬道，2件于后室

棺前
6件

带耳室的
前后室土

洞墓

否，
被水
扰动

CM2490出
土2件Aa

型，三座
墓共出的
其余13件

为Bb型

西晋
中晚期

18
洛阳吉利区
C9M2492[83] 无 不明 不明 不明

1件于北壁附近，2
件于棺南侧

3件
单室土洞

墓
否

西晋
中晚期

19
洛阳孟津三十

里铺西晋墓
M117[84]

无 17 5 残 墓室西壁附近 1件
单室砖

室墓
是 不明

西晋
中晚期

20
洛阳孟津三十

里铺西晋墓
M118[85]

无 18 7 残 墓室东壁附近 1件
单室砖

室墓
是 不明

西晋
中晚期

21
洛阳孟津玻璃
厂C10M20[86] 无 24.8 9.5 8.1 墓室南壁 2件

单室土洞
墓

否 Aa型 西晋

22
洛阳北郊西晋
墓C8M868[87]

外壁有
白彩

20.9 8.2 5.7
2件于墓室北壁，1

件于东壁
3件

单室砖
室墓

不明 Ba型 西晋

23
洛阳东郊
M178[88] 有 23 8.5 7.1 墓室中部 2件

单室土洞
墓

是 Aa型 西晋早期

24
洛阳东郊
M177[89] 1件有

20.2 7.6 5.4

不明 5件
前后室砖

室墓
是

3件Aa型，
1件Ba型，

1件Bb型

西晋
中晚期

19 6.5 4.9

18 6.8 5.7

25 洛阳BM123[90] 无 26.6 9.1 7.8 棺南侧 2件
单室砖

室墓
否 Aa型

西晋
中晚期

26
偃师杏园

M34[91] 无 17.8 7 4.1
4件于后室棺前，1

件于前室甬道口
5件

前后室砖
室墓

是 Ba型 西晋

27
偃师西晋支伯

姬墓M37[92] 无 22.3 7.7 残
1件于墓室东北角，
1件于墓室东壁附近

2件
单室土洞

墓
是

推测为
Aa型

永康元年
西晋

中晚期

28
偃师华润电厂

M37[93] 无
21.8 8 残 1件于墓室东北角，

1件于墓室东壁附近
2件

单室土洞
墓

是 Aa型 西晋
22.3 8.3 残

29
偃师华润电厂

M38[94] 有白彩

19.4 6.6 4.1

2件于甬道内，1件
于前室中部，其余

于前室南部
7件

前后室土
洞墓

是
1件Aa型，
4件Ab型，

2件Ba型
西晋

19.6 7.2 5.5

19.4 7.4 5.76

19.4 7.4 5.5

18.2 6.3 4.9

20.4 7.4 4.9

17.8 7 5.7

30
偃师华润电厂

M68[95] 有白彩 18 6.3 2.8 墓室西壁附近 2件
单室土洞

墓
否 Ba型 西晋

31
偃师华润电厂

M69[96] 有白彩 20.8 8.1 不明 前室西壁附近 1件
前后室土

洞墓
是 Aa型 西晋

32
偃师华润电厂

M72[97] 有白彩

19.5～20.9 6.2～6.6 4.3～4.9 2件于前室西侧甬道
口附近，4件于前室
南壁附近，6件于前

室北壁附近

12件
前后室土

洞墓
是

8件Ba型，
4件Aa形

西晋

19.4～20.8 6.6～7.4 4.9～5

续附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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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号

出土单位
有无
彩绘

样本尺寸(单位：cm）
出土位置

出土
数量

墓葬
形制

是否
盗扰

形制 墓葬年代
口径 外盘高 空柱高

33
偃师华润电厂

M106[98]
外壁有

白彩

21.6 9 6.8
2件于墓室东南角，
2件于墓室西北角，

1件于墓室甬道口
附近

5件
带耳室的
单室土洞

墓
是 Aa型 西晋

22.5 7.8 5.7
21.6 8.1 6.8
21.6 7.8 5.8
21.9 8.7 6.7

34
偃师华润电厂

M116[99]
外壁有

白彩
18.5 6.8 5.3 前室甬道内 2件

多室土洞
墓

是 Aa型 西晋

35
偃师华润电厂

M119[100] 无 22 7 6.2 前室西北角 1件
双室土洞

墓
是 Aa型 西晋

36
伊川县槐庄墓

地M6[101]

白彩上
绘有莲

瓣纹

19.5 7 5.8
前室东壁附近及

甬道口
3件

前后室土
洞墓

不明
1件Aa型，

2件Ba型
西晋

中晚期
20.2 6.5 6

19.2 6.5 残

37
巩义芝田晋墓

M64[102] 无 24.4 10 不明 不明 1件
单室土洞

墓
不明 Bb型

西晋
中晚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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