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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纪50年代以来，考古调查、发掘的北魏墓数量可观，其中纪年墓为数不少，为全面、深入研究

北魏墓葬文化及其发展演变提供了大量的资料。陶俑是北魏墓葬随葬品的重要组成部分，出土数量较

多、种类丰富，时代特征和地域特征明显，常被当作典型文物加以研究，有关北魏陶俑的研究成果很

多
‹2>
。但有一类形制特别的陶俑，由于出土于20世纪50年代之前，大部分又收藏在海外博物馆，故而

没有引起研究者的足够注意。这类俑最突出的特征是身材修长，下身明显长于上身，给人比例失调之感

（本文以修长型俑称之）〔图一〕。据不完全统计，现知修长型俑有13件，分别藏于加拿大皇家安大略博

物馆、美国费城艺术博物馆和故宫博物院。现拟对修长型陶俑加以介绍，并对其出土地点和出现时间等

<1› 沈辰为本文通讯作者，电子邮箱：chens@rom.on.ca。

<2› 苏健、王绣《洛阳出土陶俑艺术概论》，《中原文物》1984年第3期，第93－98页；杨泓《北朝陶俑的源流、演变及其影响》，《中国

考古学研究——夏鼐先生考古五十年纪念论文集》，文物出版社, 1986年，第268－276页；商春芳《洛阳北魏墓女俑服饰浅论》，《华夏考

古》2000年第3期，第71－76页；张金茹《北朝陶俑冠服》，《文物春秋》2000年第4期，第58－62页；古顺芳《大同北魏乐舞俑初探》，《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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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第199－203页；郭画晓《洛阳北魏彩绘陶俑》，《文物世界》2009年第5期，第3－7页；张全民《略论关中地区北魏、西魏陶俑的演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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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3－82页；董雪迎《北朝晚期单模陶俑研究》，《文物春秋》2020年第6期，第18－28页；古顺芳、吕晓晶《北魏平城墓葬陶俑演变的阶段

性》，《古代文明》第14卷，上海古籍出版社，2020年，第94－126页；倪润安《光宅中原：拓跋至北魏的墓葬文化与社会演进》，上海古籍

出版社，2022年。硕士论文有：辛龙《陶俑制作工艺的研究》，西北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10年；高移东《北魏墓葬出土陶俑研究》，暨南

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14年；吕帆《山西地区北朝陶俑研究》，赤峰学院硕士学位论文，2019年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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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  20 世纪 50 年代之前出土了一类形制特别的北魏陶俑，其身材修长，下身明

显长于上身，给人比例失调的感觉。因为是盗掘出土且大部分流失海外，所以这种修长

型俑很久以来没有引起研究者的注意。本文收集的 13 件此类陶俑，分别藏于加拿大皇家

安大略博物馆、美国费城艺术博物馆和故宫博物院。修长型俑均为平背俑。从形制上看，

他们应属于北朝俑群四大组合中的第二组和第三组，即出行仪仗俑和侍仆俑 ；从造型风

格和衣冠服饰方面考察，修长型俑具有洛阳地区北魏陶俑的风格，其出土地区应是河南

洛阳。结合陶俑自身特征和历史文献分析，修长型俑流行于北魏孝文帝迁都洛阳之后至

宣武帝时期。修长型俑的重新发现，填补了北魏洛阳时代第一期陶俑资料的空白，为研

究北魏墓葬陶俑的发展演变提供了新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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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行初步分析。

一  存世修长型俑概览

（一）加拿大皇家安大略博物馆藏俑

加拿大皇家安大略博物馆收藏了近300件北朝陶俑，其中有9件是修长型俑，是乔治·克劳佛斯

（George Crofts）
‹1>
在1918－1920年间收集的。具体信息如下：

1. 编号918.2.12，高74.8厘米，宽17.5厘米，厚7.6厘米。面部圆润，耳朵长大，脑后有一孔洞。头

戴平巾帻，身穿交领左衽广袖褶服，腰间系带，下穿大口缚袴，足穿圆形翘头鞋。两手置于胸前，右手

压在左手上，掌心向下。后背平素〔图二〕。

<1› 乔治·克劳佛斯（1871－1925），爱尔兰裔英国商人。1896年，克劳佛斯在中国天津设立永福洋行，经营皮货商贸生意。20世

纪初期中国社会发生剧烈变革，因地缘关系，天津的古玩、艺术品市场异常活跃。克劳佛斯利用职业之便从事中国艺术品的收集买卖，

成为伦敦古董市场的主要供应商。1918年，他开始为加拿大皇家安大略博物馆收集中国文物。1918至1925年克劳佛斯为该馆收集了8千

多件中国文物。

〔图一〕 北魏修长型陶俑
加拿大皇家安大略博物馆藏  
采自皇家安大略博物馆远东部编 《Homage to Heaven, Homage 
to Earth: Chinese Treasures of the Royal Ontario Museum》， 
1992年， 第56页

〔图二〕 1号陶俑
1. 1号陶俑正面  2. 1号陶俑背面
加拿大皇家安大略博物馆藏
加拿大皇家安大略博物馆藏品图片均由该馆授权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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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编号920.1.49，高59.7厘米，宽11.8厘米，厚8.4厘米。

头戴笼冠，身穿交领右衽窄袖襦，下穿长裙，腰系宽带，腰带

打结后垂于腹部，足穿圆首鞋。右手抬起贴于胸部，左手置于

腹部，双手均呈握拳状，拳心上部有孔但不贯通。后背刻出腰

带纹〔图三〕。

3. 编号920.1.50, 高63.7厘米，宽12.6厘米，厚8.7厘米。头

戴笼冠，身穿红色交领右衽广袖襦，下穿长裙，细长的腰带在胸前打结后垂至膝部。双臂垂于身侧，右

手掩于袖中，左手露出。后背刻出腰带和裙褶纹饰。腹部鼓起，腹部以下为空心〔图四〕。

4. 编号920.1.51, 高63.7厘米。形制与3号俑相同，唯腰带部分略有差异〔图五〕，腹部以下为空心。

5. 编号920.1.52，高62.5厘米。头戴平巾帻，着广袖褶服，外罩裲裆甲，下穿大口袴。双手相叠置

于胸前，掌心向下。腹部以下为空心。后背平素〔图六〕。

6. 编号920.1.46.A，高27.6厘米，宽6.7厘米，厚3.7厘米。局部残留红彩。头戴笼冠，身穿交领右衽

广袖褶服，腰系带，下穿大口缚袴。双手抬置左肩处作托物状，物已失。后背刻划出上衣、腰带、缚裤纹

饰〔图七〕。

〔图三〕 2号陶俑
1. 2号陶俑正面  2. 2号陶俑背面
加拿大皇家安大略博物馆藏 

1 1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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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图四〕 3号陶俑
1. 3号陶俑正面  2. 3号陶俑背面  3. 3号陶俑底部
加拿大皇家安大略博物馆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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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编号920.1.46.B，高28.1厘米，宽7.7厘米，厚4.2厘

米。形制与6号俑相似，但衣袖较小。

8. 编号920.1.47.A，高23.6厘米，宽6.6厘米，厚4.5厘

米。局部残留红彩。头戴小圆顶风帽，身穿交领右衽广袖

褶服，腰系带，下穿大口缚袴。双手置于胸前，右手托左

手，左手微握，掌心有孔。后背刻划出上衣、腰带、缚裤纹饰

〔图八〕。

9. 编号920.1.47.B，高23.5厘米，宽6.6厘米，厚3.4厘

米。形制与8号俑相同，但衣纹简单。

9件陶俑中3号、4号和5号是空心，其余为实心。典藏记

录中来源信息显示，1号和2号陶俑来自河南洛阳，其他仅

显示来自中国。

（二）美国费城艺术博物馆藏俑

2件。1923年入藏，亦为克劳佛斯收集。

〔图五〕 4号陶俑
1. 4号陶俑正面  2. 4号陶俑背面
加拿大皇家安大略博物馆藏

〔图六〕 5号陶俑
1. 5号陶俑正面  2.  5号陶俑背面
加拿大皇家安大略博物馆藏 

〔图七〕 6号陶俑
1. 6号陶俑正面  2. 6号陶俑背面
加拿大皇家安大略博物馆藏

1 12 2

1 2



洛阳出土北魏修长型陶俑初探 125

10. 编号1923.21.179，高63.4厘米
‹1>

 。形制

与5号俑相同（后背平素），惟下部有一个椭圆

形底座〔图九〕。

11. 编号1923.21.178，高63.4厘米，宽13.6

厘米
‹2>
。除头戴平巾帻、立于椭圆形底座上之

外，衣着服饰和双手姿态与3号俑相同。

（三）故宫博物院藏俑

2件。

12. 编号新144075，高30厘米，宽8厘米，

厚3.5厘米。1954年以前征集。头戴平巾帻，

上身内穿广袖褶服，外罩裲裆甲，下穿大口缚

袴。右手抬至胸前，左手置于腹部。实心，后

背平素〔图十〕。

13. 编号新138920，高33厘米，宽8厘米，

厚4厘米。1962年征集。形制与12号俑相同〔图

十一〕。

此外，另见一私人藏修长型北魏彩绘陶文

官俑，高60.2厘米
‹3>
，形制与3号俑相同。 

二  修长型俑分类和出土地区

关于北朝陶俑的分类，有学者将其大致分为四组：第一组是镇墓俑；第二组是出行仪仗俑；第三组

是侍仆舞乐俑；第四组是庖厨操作俑
‹4>
。 镇墓俑包括镇墓兽和镇墓武士俑；出行仪仗俑包括文武官俑、

文武吏俑、军卒俑、鼓吹俑、侍从俑和牛车、鞍马、骆驼等；侍仆舞乐俑包括男女侍仆俑、伎乐俑等；庖厨操

作俑包括劳作俑和灶、碓、井、磨及狗、猪、羊、鸡等。其中人物俑因种类不同在高度上存在差别，通常镇墓

武士俑最高大，其次是文武官吏俑和军卒俑，再次是侍从俑，侍仆俑最低。从形制上看，上述修长型俑

<1› 吕章申主编《海外藏中国古代文物精粹·美国费城艺术博物馆卷》，安徽美术出版社，2017年，第17页。

<2› 陶俑信息系自美国费城艺术博物馆官网。https://philamuseum.org/collection/object/142184，查阅时间：2024年7月16日。

<3› 该修长型俑具体信息，详见：https://www.sohu.com/a/305432716_528935，查阅时间：2024年1月6日。

<4› 前揭杨泓《北朝陶俑的源流、演变及其影响》，第268页。

〔图八〕 8号陶俑
1. 8号陶俑正面 
2. 8号陶俑现状背面
加拿大皇家安大略博物馆藏

〔图九〕 10号陶俑
美国费城艺术博物馆藏
采自吕章申主编 《海外藏中国古代
文物精粹·美国费城艺术博物馆卷》， 
安徽美术出版社， 2017年， 第1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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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除了8号和9号两俑之外，其余陶俑应属于出行仪仗俑。

那么，修长型俑出自哪里呢？

就制作工艺而言，北魏陶俑通常为模制而成，模制方式有单模和合模（也称双模）之分，ª……双

模，即俑模为前后两个半片，先利用半模制出俑的前后单片，再拼接粘合成一体。一是仅用单模，即只

有俑的前半片模，不用后半片，单模制出的俑只具前半面的形象，背后则抹成扁平状了事º
‹1>
。单模制作

的俑一般为平背，称为平背俑〔图十二：1〕。合模制作的俑通常是空心、圆背，称圆背俑〔图十二：2〕。

上述修长型俑皆为平背俑
‹2>
。由考古资料可知，平背俑是北朝后期陶俑中常见的一种形制，在关东

和关陇地区均有发现，但两地的平背俑在造型和风格上有显著的差异。修长型俑明显是关东地区的风

格，据此推断他们应出自关东地区。

<1›  曹者祉、孙秉根编《中国古代俑》，上海文化出版社，1996年，第148页。

<2›  通过观察加拿大皇家安大略博物馆藏俑，发现除1号、5号俑外，其余陶俑的躯干和双臂不是一次成型的，双臂和衣袖部分均

单独制作然后与躯干粘接，躯干部分仍是平背，与手臂部分粘接后又进行细部雕刻（刻出腰带、衣纹等）。这种情形在形制相同的6号、7

号陶俑上表现最明显，两俑的衣袖大小和后背衣纹差别显著。故据其制作工艺而言，均为平背俑。关于修长型俑的制作工艺问题将另

文讨论。

〔图十〕 12号陶俑
1. 12号陶俑正面  2. 12号陶俑背面
故宫博物院藏

〔图十一〕 13号陶俑
1. 13号陶俑正面  2. 13号陶俑背面
故宫博物院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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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长型俑在江苏徐州有发现
‹1>
。1985年在徐州

市东郊狮子山北齐墓出土4件形制相似的陶俑
‹2>
，

陶俑现藏徐州博物馆。其中1件高61厘米，宽15厘

米，头戴平巾帻，上身内穿广袖褶服，外罩裲裆

甲，下穿大口缚袴，双手置于腹前，按在环首仪刀

上〔图十三〕。从徐州博物馆研究人员那里得知，该

俑后背的上半部分扁平，下半部分鼓起且内部空

心。可知徐州出土的修长型俑与上面列举的十余件

完全是平背的修长型俑不同，更主要的是二者在服

饰和风格方面差异较大。鉴于上述修长型俑与洛阳

地区的北魏陶俑风格更接近这一事实，笔者推断其

出土地区应是洛阳地区，流行时间是北魏洛阳时代

（494－534）。

三  修长型俑的年代及其流传溯源

修长型俑出自洛阳，其年代为北魏洛阳时代。

有学者将北魏洛阳时代墓葬的随葬品分为三期：

第一期，相当于孝文帝迁洛至宣武帝时期（494－

515）；第二期，相当于孝明帝熙平年间至正光年间

（516－525）；第三期，相当于孝明帝孝昌年间至

孝武帝时期（525－534）
‹3>
。那么，修长型俑流行于

哪一时期呢？

截止目前，洛阳调查发掘的北魏墓有近200

<1› 上文未将徐州出土修长型俑列入统计之列，一方面，

二者出土时间有别，徐州修长型俑集中出土于20世纪五十年代之

后；更重要的是，徐州出土修长型俑的制作工艺、服饰特征与前

者明显有别，二者呈现的地域特征差异明显，当产自不同地区，

故作区分。

<2› 前揭曹者祉、孙秉根编《中国古代俑》，第231页。

<3› 前揭倪润安《光宅中原：拓跋至北魏的墓葬文化与社会

演进》，第236页。

〔图十三〕 徐州地区出土修长型俑
1. 修长型俑正面  2. 修长型俑背面
徐州博物馆藏  徐州博物馆供图

〔图十二〕 平背俑与圆背俑示意线描图
1. 平背俑
采自洛阳市第二文物工作队 《洛阳纱厂西路北魏HM555发掘简报》， 
《文物》 2002年第9期， 第13页
2. 圆背俑
采自偃师商城博物馆 《河南偃师两座北魏墓发掘简报》， 《考古》 1993年第5期， 第41页

1

1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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座，公布资料的有60余座。由于墓葬被盗严重，仅有25座墓出土陶俑，其中纪年墓有14座[附表一]。[附

表一]反映的信息主要有两点：一是出土有人物俑的墓葬年代均为洛阳时代第二、三期，第一期资料缺

如；二是陶俑有平背俑和圆背俑两种，以孝昌二年（526）为界线，之前以平背俑为主，之后以圆背俑为

主，建义元年（528）之后平背俑消失，即平背俑的流行时间是熙平元年至建义元年（516－528）。关于洛

阳时代第一期墓中是否随葬陶俑的问题，学界有不同看法，有的认为有
‹1>
，有的认为没有

‹2>
。通过对陶

俑资料与文献资料的梳理、研究，本文认为，在北魏洛阳时代第一期墓中流行随葬陶俑，修长型俑便是

其中的一种类型。理由如下。

首先，北魏墓中随葬陶俑的做法早在平城时代中期（太武帝时期）已经开始，到平城时代后期（孝文

帝太和年间）ª随葬俑群及相关器物已形成固定的四大组合º
‹3>
。北魏洛阳时代的墓葬文化是对平城时代

后期确立的以ª晋制º墓葬特征为框架的墓葬制度的继承与丰富
‹4>
。所以，北魏洛阳时代第一期墓葬随葬

陶俑顺理成章。目前，洛阳考古材料中不见第一期的陶俑，主要原因是缺乏保存完整的墓葬材料。ª瀍

河两侧的北邙山域，是北魏统治集团的一个大墓区。这个大墓区，既包括了帝陵，又包括了元氏皇室、

‘九姓帝族’‘勋旧八姓’和其他内入的‘余部诸姓’以及此外的一些重要降臣的墓葬。º
‹5>
而ª自民国初元至民国

二十五六年的近30年内，邙山的北魏墓葬几乎全部被盗掘了º
‹6>
。因此，不能因为考古材料中没有发现洛

阳时代第一期的陶俑就否定其存在。

其次，《洛阳出土石刻时地记》（下文简称《时地记》）的记录证明，洛阳时代第一期墓中有随葬陶

俑
‹7>
。《时地记》记录了洛阳古墓葬在清末民初至1946年间被盗掘出土的墓志碑刻情况，书中收录247件

北魏墓志（出自225座墓，有22对夫妇墓志同出一墓），每件墓志条目记录内容包括墓志题目、年号年月、

出土时间、地点、有无墓冢等，有些条目还有墓主信息、出售价格、伴出文物流散情况等。其中有50多个

条目中提到出土的陶器，虽然只有孝昌二年江阳王元乂墓志条目中明确提到ª文、武陶俑和陶马º，但笔

<1›  如白炳权认为：ª从元睿墓中成熟的俑具模型来看，此前应当经过一段时间的积累与改造。因此，文吏俑的制作可以追溯到

北魏迁洛之初。º白炳权《班剑仪卫：北魏洛阳时代墓葬门卫图像研究》，《形象史学》总第二十一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22年，第

210页。

<2›  如古顺芳、吕晓晶认为：ª在北魏晚期都城洛阳地区，迄今未有发现孝文帝迁洛后至宣武帝时期的陶俑。可见平城时代与洛阳

时代的衔接阶段是墓葬陶俑完全衰落的过程。º前揭古顺芳、吕晓晶《北魏平城墓葬陶俑演变的阶段性》，第125页。倪润安亦认为：ª第一

期基本没有发现陶俑及模型明器，是平城旧式陶俑遭废、洛阳新式陶俑尚未确立之间的空档期。º前揭倪润安《光宅中原：拓跋至北魏的墓

葬文化与社会演进》，第238页。

<3› 前揭古顺芳、吕晓晶《北魏平城墓葬陶俑演变的阶段性》，第126页。

<4› 倪润安《北朝至隋代墓葬文化的演变》，《社会科学战线》2022年第2期，第88页。

<5› 宿白《北魏洛阳城和北邙陵墓——鲜卑遗迹辑录之三》，《文物》1978年第7期，第48页。

<6› 洛阳市文物考古研究院编《邙山陵墓群考古调查与勘测第一阶段考古报告》（上册），文物出版社，2018年，第374页。

<7› 郭培育、郭培智主编《洛阳出土石刻时地记》，大象出版社，2005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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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推测，除了时间较早的几座墓之外，其余条目所说的陶器当中一定包括陶俑，尤其是那些特别指出陶

器的ª精ºª大º和售价几百上千元的条目[附表二]。《时地记》中有4个条目记录了墓志的售价，这也为陶器

中包括陶俑的推测提供了间接证据。记录墓志售价的条目是：太和二十三年（499）元弼墓志，石长、宽

均60厘米，售价350元；景明四年（503）献文帝第一品嫔侯夫人墓志，石长、宽40厘米，售价30元；熙平

元年（516）元广墓志，石长57厘米，宽49厘米，售价350元；正光二年（521）冯迎男墓志，石长、宽34厘

米，售价80元
‹1>
。当中最有参考价值的是冯迎男墓志条目，不仅记录了墓志售价，同时还记录了墓中陶

器的情况和售价——ª出土陶器甚精，售价数百元º，正光二年的冯迎男墓中肯定随葬有陶俑，正是因为

有了精致的陶俑，陶器才能卖出远远高于墓志的ª数百元º的高价。[附表二]列出的25座墓，年代属于第

一期的有11座，前4座墓不能确定是否有陶俑，但李蕤、元绪、元诠、元珍4座墓（单人葬墓）
‹2>
出土ª精ºª大º

的陶器中一定有陶俑，其中李蕤墓时间最早，为正始二年（505），比现有的考古资料要早11年。因此，

洛阳时代第一期墓中至迟在宣武帝正始二年时陶俑已经出现。

第三，修长型俑的形制和服饰风格表明他们是洛阳时代第一期的俑型。孝文帝迁都洛阳后强制推

行一系列汉化改革，改革政策中有ª禁胡服º一条。孝文、宣武两朝是禁令执行最严格的时期。太和二十

年（496）和二十三年孝文帝发现洛阳街头仍有妇女穿着胡服，对执法不力的大臣给予严厉斥责。宣武帝

多次重申先帝迁都改制的国策不可逆转。胡服禁令在当时不仅影响了人们的现实生活，也在墓葬陶俑上

打下深刻的时代烙印。平城时代和洛阳时代的陶俑最大的差别是服饰变化，这种变化不是后者对前者

的全盘否定，而是既有创新又有融合，创新是主流。13件修长型俑中有8件是头戴笼冠或平巾帻，身穿

宽袖襦裙或裲裆甲的俑，笼冠、平巾帻、宽袖襦裙和裲裆甲是典型的汉式衣冠，有2件是头戴风帽，身穿

袴褶的俑，但风帽和袴褶均经过改造（风帽由平城时期的高屋长垂裙变成圆顶小风帽，窄袖褶服变成广

袖，窄袴腿变成大口袴）。有9件陶俑露出衣领或衣襟，其中有8件是右衽。说明修长型俑处在一个胡服

禁令得到严格执行的时期。

第四，修长型俑已经形成了俑群组合，具备俑群的基本功能。陶俑具有标识等级和身份的功能，

陶俑种类配置、体量大小和数量多少直接与等级相关。目前发现的修长型俑虽然不多，但种类不少——

有文官俑、文吏俑、武士俑、武吏俑和侍从俑等，俑的体量大而且分出层次：70厘米以上（1件，文官俑）、

60－70厘米（5件，文吏俑3件，武吏俑2件）、50－60厘米（1件，文吏俑）、30－40厘米（2件，武吏俑）、

20－30厘米（4件，侍从俑），表明修长型俑的俑群组合已经形成。

另一个值得关注的是，修长型俑中高度超过50厘米的ª大体量º俑有7件，占总数的一半多。大体量

<1›   4方志石尺寸均采自北京图书馆金石组编《北京图书馆藏中国历代石刻拓本汇编》，中州古籍出版社，1989年。其中元弼、侯夫

人墓志见第三册第41页、第60页，元广、冯迎男墓志见第四册第39页、第104页。

<2›   元融、元悦是夫妻合葬墓，夫妻下葬时间不同，陶器归属无法确定。元融妃穆氏葬于永平二年，元融葬于孝昌三年，墓中以

ª一千一百元售º出的陶器、铜器或许大多数是元融下葬时放入的。元悦葬于永平四年，其妃冯氏葬于正光五年，精美的陶器有一部分应是

元悦下葬时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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陶俑在平城时代后期墓葬中已经出现
‹1>
，修长型俑沿袭并发展了这种做法，但在洛阳时代第二、三期却

很少见到这样的大体量陶俑。目前洛阳时代第二、三期墓中出土的体量最大的俑是正光三年（522）郭定

兴墓中的高42.3厘米文吏俑，其余墓中出土的最高陶俑为30－37厘米
‹2>
。虽然显贵当时的清河王元怿墓

因被盗扰陶俑情况不详，但是同样受到胡太后亲待并与元怿同年同月同日追封、迁葬的中山王元熙墓

中出土的镇墓武士俑，其高度只有38.3厘米
‹3>
，说明北魏洛阳时代的陶俑在体量方面存在由大变小的趋

势，即北魏洛阳时代第二、三期基本没有大体量陶俑存在的环境了。此外，10号和11号俑足下均有椭圆

形底座，这种做法亦见于平城时代晚期，不见于洛阳时代第二、三期。

以上种种现象表明，修长型俑是介于平城时代后期与洛阳时代第二、三期之间陶俑类型。任何一种

事物一般不会突然出现或者消失，修长型俑被比例正常的陶俑取代应该经历了一个过程，即修长型俑的

使用年代可能下延至孝明帝熙平、神龟年间。

四  重新发现修长型俑的意义

ª北朝是中国古代陶俑发展变化的重要历史时期，上承西晋十六国形成的规范，下启隋唐陶俑发展

之高潮。º
‹4>
考古发现显示，北魏洛阳时代是北朝陶俑发生巨大变化的一个时期。孝文帝迁都洛阳和实行

汉化改革对北魏社会产生的影响是巨大、深刻和全方位的，反映在墓葬陶俑上，是陶俑的面貌发生了由

平城时代的鲜卑式到洛阳时代的汉式的巨大改变。这种变化首先发生在洛阳，随后影响到周边地区和后

来的东魏、北齐乃至隋唐。由于缺少考古资料，汉式陶俑的出现时间一直悬而未决。虽然修长型陶俑早

在20世纪二三十年代即已面世，但因是盗掘出土且多远藏海外而少为人识。修长型俑的重新发现对研

究北魏时期墓葬陶俑的发展、演变具有一定的意义，具体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第一，丰富了北魏墓葬陶俑资料，填补了北魏洛阳时代第一期陶俑资料的空白。

第二，为进一步了解孝文帝迁都洛阳后实行的服饰改革情况提供了新材料。

<1› 如ª太和元年（477）宋绍祖墓出土2件镇墓武士俑，其中标本1，高47.5厘米，手、下肢失落。º山西省考古研究所、大同市考古研

究所《大同市北魏宋绍祖墓发掘简报》，《文物》2001年第7期。另如ª太和八年（484）司马金龙墓出土2件大俑，残高54.5厘米。º山西省大同

市博物馆、山西省文物工作委员会《山西大同石家寨北魏司马金龙墓》，《文物》1972年第3期。年代与宋绍祖和司马金龙墓接近的大同雁北

师院北魏M2出土2件镇墓武士俑，其中1件（M2:83）保存完好，高68厘米。大同市考古研究所编《大同雁北师院北魏墓群》，文物出版社，

第44、165页。

<2› 正光五年（524）侯掌墓2件镇墓武士俑高35厘米；正光五年吕达墓文吏俑高36.4厘米，武士俑高35.5厘米；建义元年（528）元邵

墓3件镇墓武士俑高30厘米；永安三年（530）元祉墓1件镇墓武士俑高32.1厘米；太昌元年（532）王温墓2件镇墓武士俑高30厘米；永熙二年

（533）杨机墓2件镇墓武士俑高32.2厘米。

<3› 徐婵菲、沈辰《洛阳出土北魏元熙元纂墓陶俑（上）》，《洛阳考古》2019年第2期，中州古籍出版社，2019年，第46－53页；徐婵

菲、沈辰《洛阳出土北魏元熙元纂墓陶俑（下）》，《洛阳考古》2020年第1期，中州古籍出版社，2020年，第70－77页。

<4› 前揭张全民《略论关中地区北魏、西魏陶俑的演变》，第6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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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论及孝文帝迁都洛阳后实行的服饰改革及其成效时，学者会引用洛阳龙门石窟宾阳中洞里的《孝

文帝礼佛图》
‹1>
，通过图中人物的衣冠发式和伞盖、羽葆等物品来说明汉化政策取得的显著效果。较之石

窟中的《礼佛图》，墓葬陶俑无疑更贴近现实生活，能够更多更好地反映当时流行的冠服样式。现知修长

型俑的冠服及搭配样式已有六种，为了解北魏迁都初期服饰情况提供新材料。

第三，为确定徐州狮子山北朝墓的年代提供了证据。

出土4件修长型俑的徐州狮子山北朝墓的年代有北齐
‹2>
和北魏

‹3>
两种看法，修长型俑的重新发现从一

个侧面证明该墓应为北魏墓。南北朝时期，徐州地处南北交界之地，其重要性在不同时期有着很大的

差异。太和十九年（495）ª四月庚子，（孝文帝）车驾幸彭城º
‹4>
。ª北魏迁洛以后，徐州地区的地位迅速窜

升。……派驻徐州的官员身份都很高，不是尉元、薛野䐗等重臣，就是宗室或亲王，如元法僧、元祐、元

嘉、元澄、元英、元孚、元昞、北海王元颢、安丰王元延明、京兆王元愉等。º
‹5>
北魏洛阳时期，徐州与洛阳的

联系十分密切，在官府强势推行和人口频繁流动下，汉化之风势必影响到徐州，京师流行的修长型俑出

现在徐州地区的墓中当在情理之中。尽管文化传播存在着滞后性，但流行时间不长的修长型俑不会到北

齐时才传到徐州并被使用，因此可以确定徐州狮子山墓的年代应是北魏时期。

总之，修长型陶俑出自洛阳地区，流行时间约在孝文帝迁都洛阳之后至宣武帝时期。

附记：本文承蒙加拿大皇家安大略博物馆马凯芳女士、故宫博物院达微佳女士、徐州博物馆宗时珍

女士和中国国家博物馆霍宏伟先生提供陶俑图片及信息，谨致谢忱。

［附表一］ 洛阳北魏纪年墓与出土陶俑情况一览

编号 墓葬 埋葬时间
墓葬情况和

陶俑数量
人物俑数量及形制 出处

1 宣武帝景陵
延昌四年（515）
四月

盗扰，1件 -
《洛阳北魏宣武帝景陵发掘报告》，《考古》

1994年第9期

2 洛州刺史元睿
熙平元年（516）
三月

盗扰，25件
14件，平背10，圆背3
（劳作坐俑），不明1

《河南偃师县杏园村的四座北魏墓》，《考古》
1991年第9期

3 建威将军邴勖墓
正光元年（520）
十二月

盗扰，3件 1件，圆背1（劳作坐俑）
《洛阳偃师两座北魏墓发掘简报》，《中原文
物》2019年第6期

<1›  宾阳中洞开凿于宣武帝景明元年，是宣武帝为父母孝文帝和文昭太后祈福所建，完工于孝明帝正光四年。宫大中《龙门石窟艺

术》，人民美术出版社，2002年，第202－204页。

<2›  前揭曹者祉、孙秉根编《中国古代俑》，第231页；徐州博物馆编《古彭遗珍：徐州博物馆馆藏文物精选》，国家图书馆出版社，

2011年，第12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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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号 墓葬 埋葬时间
墓葬情况和

陶俑数量
人物俑数量及形制 出处

4 河间太守郭定兴墓
正光三年（522）
四月

盗扰，26件
13件，平背10，圆背3
（劳作坐俑）

《洛阳纱厂西路北魏HM555发掘简报》，《文
物》2002年第9期

5
燕州治中从事史侯
掌墓

正光五年（524）
四月

盗扰，23件 12件，平背12
《洛阳孟津晋墓、北魏墓发掘简报》，《文物》

1991年第8期

6 博陵太守吕达墓 正光五年十一月 盗扰，30件
24件，平背22，圆背2
（劳作坐俑）

《河南洛阳市吉利区两座北魏墓的发掘》，
《考古》2011年第9期

7 清河王元怿墓
孝昌元年（525）
十一月

盗扰，1件俑
头

不明
徐婵菲《洛阳北魏元怿墓壁画》，《文物》2002
年第2期

8 淮南王元遵墓 孝昌元年十一月 盗扰，19件 13件，平背13
《北魏淮南王元遵墓发掘简报》，《洛阳考古》

2013年第2期

9 射声校尉染华墓
孝昌二年（526）
十一月

盗扰，42件
31件，平背16，圆背15
（4件劳作坐俑）

《河南偃师两座北魏墓发掘简报》，《考古》
1993年第5期

10 常山王元邵墓
建义元年（528）
七月

盗扰，115
1 1 5件，平背4，圆背
111

《洛阳北魏元邵墓》，《考古》1973年第4期

11 平原王元祉墓
永安三年（530）
二月

盗扰，235 221件，皆为圆背
《洛阳北魏元祉墓发掘简报》，《洛阳考古》

2017年第3期；洛阳市文物考古研究院《洛阳
北魏元祉墓》，中州古籍出版社，2018年

12 宁远将军吕仁墓
普泰二年（532）
正月

完好，35件 23件，皆为圆背
《河南洛阳市吉利区两座北魏墓的发掘》，
《考古》2011年第9期

13
长水校尉后军将军
王温墓

太昌元年（532）
十一月

盗掘，67件 62件，皆为圆背
《洛阳孟津北陈村北魏壁画墓》，《文物》1995
年第8期

14 度支尚书杨机墓

卒于永熙二年
（ 5 3 3）八月，

天平二年（536）
三月迁葬

盗扰，97件 84件，皆为圆背
《洛阳北魏杨机墓出土文物》，《文物》2007年
第11期

［附表二］  《时地记》 中提及随葬陶器墓志条目一览

编号 墓志 埋葬时间 出土时间地点 备注

1 太保齐郡王元简 太和二十三年（499） 1926年高沟村 出土陶器数十件

2 汾州刺史元彬 太和二十三年（499） 1925年老仓凹村 出土陶器卅件

3 前河间王元定 景明元年（500） 1922年高沟村 出土陶器不精

4 恒州刺史元龙 正始元年（504） 1929年平乐村北 所出陶器不精

5
假节龙骧将军豫州
刺史李蕤

正始二年（505） 1931年省庄村
出土陶器极精。北平古物商以六百元
市归，转售得二千元

6 乐安王元绪 正始四年（507） 1919年安驾沟 出土陶器大而精美

7
章武王元融妃穆氏
章武王元融

永平二年（509）；
孝昌三年

1935年郑凹村
出 土 陶 器 数 十 件 ， 铜 器 二 件 ，

一千一百元售之北平

8
乐安王元悦
乐安王妃冯季华

永平四年（511）；
正光五年（524）

1920年徐家沟 出土陶器最精

9 安乐王元诠 延昌元年（512） 1917年伯乐凹 并出陶器甚大

10 冀州刺史元珍 延昌三年（514） 1920年北陈村 所出陶器以千元售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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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号 墓志 埋葬时间 出土时间地点 备注

11 显祖嫔成氏 延昌四年（515） 1926年南石山村 出土陶器仅售二、三元

12
赵郡王元谧妃冯会苌
赵郡王元谧

熙平元年（516）
正光五年

1930年李家凹村 所出陶器值千元

13 饶阳男元遥 熙平二年（517） 1919年后海资村 并出陶器甚多，售价数千元

14 平阳王元成新妃李氏 熙平二年 1920年张杨村
出土陶器数百件，经吴文道运北平出
售

15 文宪公元晖 神龟三年（520） 1926年陈凹村 出陶器十余件，售价百元

16 颍川太守穆纂 正光二年（521） 1926年水泉村 出土陶器甚多

17 女尚书冯迎男 正光二年 1925年南石山村 出土陶器甚精，售价数百元

18
元谭夫人司马氏
城安县开国侯元谭

正光四年（523）
建义元年

1927年安驾沟村 出陶器极精

19 广川王元焕 孝昌元年（525） 1926年姚凹村 出土陶器数百件

20
雍州刺史元诱及
后妻薛伯徽

孝昌元年 1923年安驾沟 所出陶器极精，售价千元

21 江阳王元乂 孝昌二年（526） 1925年前海资村

出土陶器数百件，文武陶俑和陶马最
大，其他北魏墓葬所出陶器以此为最
多……出一千八百元购得。1935年复
于圹中掘得陶俑六十件

22 世宗皇帝嫔李氏 孝昌二年 1926年南石山村 出土胸陶器数十件，售价百元

23
豫州刺史元珽
夫人穆玉容

孝昌二年
神龟二年（519）

1922年南陈庄村 所出陶器称为上品

24 东夏州刺史公孙猗 孝昌二年 1926年小梁村 土出陶器售六百元

25 孝明帝胡昭仪（明相） 孝昌三年（527） 1919年杨凹村 出土陶器数十件极精

［作者单位：徐婵菲，洛阳市考古研究院；

沈辰，山东大学历史文化学院、

加拿大皇家安大略博物馆］

（责任编辑：谭浩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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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 Analysis of the Epitaphs of Prime Minister Han Huang and His 
Son Han Qun‘s Couple of the Middle Tang Dynasty  

Zhao Haiyan 

ABsTRAcT: ■is thesis focuses on the epitaphs of on the tomb tablets of Han Huang, his 
son Han Qun with his wife née Li, which bear the messages to be added to the literature 
concerning the genealogy of the Han Xiu family as well as the life and career of Han Xiu 
and his offspring. Han Huang is a renowned minister with the power in politics, military 
and finance, with the Jiedushi( 节 度 使 ), governors of provinces in charge of both civil 
and military affairs under his leadership as Prime Minster of the Tang Dynasty. Han Qun, 
Han Huang’s eldest son, well learning from his forefathers, is good at calligraphy, painting 
and art, while his wife, née Li was born from a prestigious clan in Longxi area. As a result 
of the analysis of the tomb inscriptions, some puzzled messages in the text are properly 
interpreted, and the turbulence of the Middle Tang Dynasty is well reflected by the changes 
of Han Huang’s official ranks.

KEywoRDs: Han Huang; Han Qun; Mrs. née Li; epitaph; analysis

 
A Study of the Northern-Wei Slender-shaped Pottery figurines 
Unearthed in Luoyang

Xu Chanfei    Shen Chen [Canada]

ABsTRAcT: ■ere are tombs’ pottery figurines in unique style excavated in the Northern-
Wei tombs before 1950s, slender-shaped, flat-back with shorter-upper but longer-lower 
body, most of which are now housed overseas, so get less studied by academia. ■e thesis 
focuses on the selected 13 pieces of figures from the Royal Ontario Museum in Canada, the 
Philadelphia Museum of Art in the United States and the Palace Museum of China, reaching 
the following: By feature, they are categorized into the 2nd and the 3rd of the four groups of 
the Northern-Dynasty figurines, who play as honor warriors and servants in ceremonial 
procession; By design and costume, the slender-shaped figurines featured by the Northern-
Wei style probably originated from Luoyang, Henan Province. It is showed by the self-
features and historical documents that the slender-shaped pottery figurines prevail during 
the period from after Emperor Xiaowen ( 孝 文 帝 ) moving the capital to Luoyang and 
Emperor Xuanwu (宣武帝 ) of the Northern-Wei dynasty. ■e rediscovery fills the absence 
of the materials relating to the first-phrase pottery figurines in Luoyang era, which is 
significantly useful for the study of their evolution through the Northern-Wei Dynasty.

KEywoRDs: slender-shaped pottery figurine; Luoyang area; the Luoyang period of 
Northern-Wei Dynasty

■e article Chinese appears 

from page 121 to 133.

■e article Chinese appears 

from page 102 to 12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