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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1995 年至 1996 年间，朝阳市博物馆在养路费征稽处发掘了一座北魏墓，几座唐墓。出土一批文物，

其中铭文砖较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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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95年11月，辽宁省朝阳市养路费征稽处在建办公楼施工中，发现唐代砖室墓

（95CZM1）1座。朝阳市博物馆派人进行了抢救性的发掘。是年12月朝阳县文物管理所对

该地点进行普探，在其周围发现3座古墓线索。于1996年9月我馆对该地点进行了发掘，共清

理了古墓4座，其中北魏墓（96CZM4）1座。唐代土坑墓1座（96CZM2）、砖室墓1座（96CZM5）、
石室墓（96CZM3）1座。此外，我馆还于1994年5月在朝阳一中东侧清理唐代砖室墓1座
(94CZM1)。现将有关情况一并报告如下： 

一、 地理位置及墓葬发掘概况 

    朝阳市养路费征稽处办公楼位于朝阳市老城区( 十六国时期曾先后为前燕、后燕、北燕

三个王朝的都城—龙城，北魏称营州、隋朝称柳城、唐代之营州)以南，珠江广场东约500
米的北侧。东距朝阳至锦州公路约350米。路东为大凌河西大堤，这里依山傍水，地势平坦，

土质肥沃，古墓分布较密集，是朝阳较重要的古墓保护区(图一)。 

    此次发掘95CZM1 因施工破坏，地层不清。余者均正式发掘。96CZM2及96CZM5地层

较为清晰，地层可分四层，第一层灰褐色土，约0.16米，第二层黄土层，土质较纯，约0.24
米。第三层，黑色土，内杂有砖石碎块，约0.40米，应属唐代层。第四层为较纯黄沙土，约

0.08米。应属北魏层，96CZM2，96CZM3、96CZM5均开口在第三层，96CZM3与496CZM4
存在打破关系，96CZM4开口在第四层。 

二 、 各墓的形状及出土遗物 

（一） 北魏墓葬   

96CZM4为石筑梯形石室墓。南偏西20°。由墓道、墓门、甬道、墓室四部分组成，墓

口距地表深0.90米，墓顶封石被96CZM3打破。墓圹呈前宽后窄，前宽2.7、后宽2.4、长3.70
米。墓道为长方形斜坡式，长5.60、宽0.80、深3.60米。甬道为拱形过洞式，长1.00、宽0.80、
高1.10米。墓门用乱石封堵。墓室呈梯形，南北长2.20、前宽2.00、后宽1.70、存高1.60米。

墓底用石块铺砌，墓壁自底向上约1.20米处起券至顶。墓室西侧置一前宽后窄，前高后矮的

木棺。棺框边见数枚铁棺钉。棺底铺有厚约0.02米的草木灰。棺前高0.60、后高0.5、前宽0.6、
后宽0.40、长1.80米。棺内置有人头骨2个及散乱人骨，从两个头骨特征来看为一男一女，属

夫妻合葬。在墓棺的东南角置陶壶两件（图二）。 

    陶壶（96CZM4：1）。泥质灰陶盘式口，短颈，圆肩，平底。通体磨光且有压磨竖条暗

纹。口径10.7，腹径14.2，底径7.0，高18.2（图七-1）。 



    陶壶（96CZM4：2）。 泥质黑陶。侈口，圆唇，卷沿、沿内有凹槽两道。矮颈，鼓肩，

平底。肩与颈之间有一周凸棱，肩部饰有水波纹带，上腹部有一周弦纹带。颈部饰竖条压磨

暗纹。口径11.4、腹径16.8、底径6.6高22.2厘米（图七-2）。 

    （二）唐代墓葬  5座 

    95CZM1 砖筑舟形单室墓。南偏西20°。墓口距地表约1.73，墓底深2.73米。墓顶坍塌，

墓室呈前大后小，前宽1.20、后宽0.90、长2.70  米。墓壁用单面绳纹青砖（长33、宽16、
高5.4厘米）顺砖卧砌。东西两壁自底向上成弧形内收。现存14层，高1.16米。南北两壁均为

直砌。墓底用单层砖铺底，墓内人骨已朽，葬式不清。墓内出土陶壶2件，陶罐1件，铜带銙

2件，“开元通宝”钱10枚，银钗2根，碎银片数片（图三）。 

    96CZM2 方形土坑墓。南偏西28°。位于95CZM1的北侧约15米。墓口距地表0.96，墓底

深1.36。墓圹长2.00、宽0.60米。有墓棺，尺寸不清。人骨一具，仰身直肢，男性。在填土

中有少许布纹瓦及陶器碎片。 

    96CZM3 石筑长方形单室墓。南偏西25°。位于96CZM2东约20米处，墓口距地表约0.40，
清理到距地表约1.10米，有大石头参差不齐堆放在一起，在石块周围见许多绳纹砖，瓦头饰

有捏压纹的布纹瓦残片。墓顶封石已坍塌，墓壁用石板立砌成长方形，前宽且高，后矮且窄，

前宽0.50、后宽0.40、前高0.50、后高0.40、长2.00米。墓室内置有木棺，并见有铁棺钉数枚，

破损严重。棺内置人骨1具，面向东，侧身直肢，人骨架保存较好，男性。在其头部枕有“开
元通宝”钱1枚，腰部出有铜带饰数件。清理到墓底时发现这是两座有打破关系的墓葬（图四）。 

    96CZM5砖筑舟形单室墓。南偏西25°。墓口距地表深约0.40，墓底深2.20。由墓道、墓

门、墓室三部分构成。墓道在墓室之南，斜坡式，长4、宽1.2、深0.40-2.20米。墓门南向，

宽0.96、高1.1,采用“狼牙”砖封堵。其中一块砖上有墨书题记，墓室呈前宽后窄舟形。前宽

2.00、后宽1.40、长3.00。东西两壁自下而上逐层内收，残高0.40-0.70米。墓底用青砖铺地，

西侧设有棺床。长2.30、前宽0.84、后宽0.54、高0.10米。该墓早期被盗，葬具不清，尸骨散

乱不全，在墓底北侧见头骨，为女性，南侧见有陶器残片（图五）。 

94cym1 砖筑圆形单室。南偏西20°。墓口距地表深2.5米。由墓门、甬道、墓室三部分

组成。甬道长方形，顶部拱形，长0.9、宽0.56、高1.1米。墓室呈椭圆形，东西直径2.58、南

北径1.92米。西南侧有砖砌的冥器台，长0.86、宽0.83米。在冥器台上置陶碗，墓壁采用立

砖与卧砖相间的方法砌成，存高1.34米，从墓底自下而上1米左右叠涩起券，其顶部坍塌。

棺床置有人骨2具，头西足东，面南，仰身直肢，头部枕一块青砖。，南侧的人骨为女性，北

侧为男性，为夫妻合葬墓。在砖西侧有红陶泥塑及漆片遗迹，已不辨其形。人骨架间还见有

铁块。棺床南侧近甬道间出有双系瓷罐2件，陶碗4件，“开元通宝”钱1枚，铁镊子一把已残

（图六）。 

     随葬器物 

     陶壶 2件（95CZM1：1、2）。泥质灰陶。侈口，1件圆唇，口沿处有凸棱，束颈，溜

肩，鼓腹，平底微内凹。在肩腹部饰三组由底向上划的竖条线纹，由二周弦纹相隔。口径9、
底径12.6、高27.9厘米（图七：3）。1件矮颈，丰肩，鼓腹，平底，且有2周凸弦纹，颈部饰

有竖条压磨暗纹，肩腹部饰三条菱形纹带。口径6.8、底径9.5、腹径15.4、高21厘米（图七：

4）。 

    陶罐（95CZM1：3）。泥质夹沙灰陶。敛口，小平底内斜，尖唇，唇外有一凹槽。圆肩，

鼓腹，平底。肩腹部饰压印的菱形网格纹。口径16、腹径27.6、底径13、高28.2厘米（图七：

5）。 



    陶罐 2件（96CZM3：1、2）。1件泥质夹沙灰陶。侈口，折沿，圆唇，弧腹微内收，底

内凹并有方形戳记，已漫患不清。底径10、口径16、高21.3厘米（图七：8）。1件泥质灰陶。

直口，平沿，方唇，丰肩，腹部内收，平底，通体素面。口径14.7、底径10.8、高14.4厘米

（图七：9）。 

    陶罐（96CZM5：1）。夹沙灰陶。敛口，平沿，圆唇，沿内侧有 一凸棱，在肩腹部饰

两组捺压回纹带，鼓腹，平底，器底有方形戳记，已漫患不清。口径14，底径13.6，高20.2
厘米（图 七-13）。 

    陶碗 2件（94cym-1、2）。泥质灰陶。形制相同，敞口，圆唇，弧腹，平底内凹，底有

拉坏纹。口径9.4、底径5.4、高4.6厘米（图七：14）。 

    陶碗 2件（94cym：3、4）。形制相同。敞口，圆唇，弧腹，圈足。口径10，底径4.8，
高4.6厘米（图七-15）。 

    青釉瓷罐 2件（94cym1：5、6）。1件直口，平沿，圆唇，折肩，鼓腹，圈足，器底有

一周弦纹。肩上双系已残，器外施青色釉，下腹露胎泛红。口径5.0、底径8、高18厘米（图

七:16）。1件侈口，圆唇，折肩，鼓腹，圈足，器表施青釉不到底，肩部双系已残，口径7.5、
底径7、高18厘米（图七：17）。                                                                     

     铜带銙 6件，分3式。 

    I式（96CZM3：3）。 呈前圆后方形，中间有矩形孔，由两片铜片铆合而成。长2.4、宽

1.5、厚0.5厘米（图七：12）。 

    II式 2件(96CZM3:4)。长方形，形制相同，中间有矩孔，两片铜片铆合而成。长2.5、宽

2.2、厚0.7厘米(图七：10)。 

    III式 2件(95 CZM1:4)。形制相同，由两片不等的前圆后方铜片铆合而成带跨，两件跨

较长铜片的一端用穿钉对穿成折页。长3、宽1.9厘米(图七：7)。 

   “开元通宝”钱 12枚，其中出自（96CZM3）1枚，（94CZM1）1枚，余皆出自（95CZM1），
形制大小一致，宽廓，直径2.4、厚0.2厘米。 

    银簪 2件（95CZM1:5、6）。形制相同，一件已残，一件完整。呈“U”形，中间断面为

菱形，两翼为圆柱形。完整者长8.2厘米（图七：6）。 

    铁棺钉 20枚。大部分锈残，主要出自(96CZM3),(96CZM4 )。锻制，长方形帽钉，也有

无帽的，尺寸大小不一。其中较大的长9厘米（图七：11）。 

墨书题记砖 1块（95CZM5:2）。砖四面均磨光，墨书右起4 行52字。其内容是：“大
唐开元十六年四月十九日平盧军副使昌州刺史李辅翊弟二妹尼大光明殡于此营州城南四里

官道西壹佰参拾步兄辅翊记”。砖长32、宽15、高4.5厘米（照片）。                                      

三 、几点认识 

(1)北魏墓 (96CZM4)未出有纪年文物，只能依据出土文物及墓葬形制特征判定其年代。

墓内出陶器（96CZM4:1）肩部与颈部间饰有一道凸棱，颈部饰竖条压磨暗纹，肩腹部饰弦

纹和水波纹（96CZM4:2）通体磨光且饰压磨暗纹则分别与朝阳（西m2:1）[1],朝阳工程机械

厂(m4、m5、m9) [2]及内蒙古呼和浩特美岱美岱墓[3]及山西大同石家塞司马金龙墓等[4]所出的

同类遗物的形制、风格都大体相同。因此它们应属同时代的遗物。从墓室形制看，石筑梯形

单室，甬道过洞式，墓道斜坡式，墓室的砌筑和木棺均呈前大后小等特征，与近年来在朝阳

市周围发现的北魏墓形制大体相同。前大后小的木棺在辽西三燕文化遗存比较常见。如前燕



奉车都尉墓[5]、后燕崔遹墓[6]北燕冯素弗墓[7]、均为石椁木棺墓，木棺呈前大后小。M4与上

述几座墓形制虽然有不同，但木棺形制是一致，从中不难看出它们之间的承袭关系。依当时

历史情况看，公元436年，北魏大军攻占北燕首都龙城（今朝阳市老城区），这里的大批人口

被迁居平城等地，公元444年置营州，营州人口当时有很大一部分是北燕遗民，北魏上层人

物又将灭西北大夏，北凉俘获的人口迁到营州地区从事生产、戍守，从而出现多民族杂居的

局面。朝阳北魏出现的石筑梯形墓，继承了当地特有的前大后小木棺形制。因此将其定为北

魏墓葬与当时历史情况是相符的。 

（2）唐代墓葬 此次发掘的4座唐墓，（96CZM2）未出可参照的遗物，（96CZM5）的铭

文砖记载了它的确切年代，即开元十六年四月十九日。这为我们今后研究唐代墓葬提供了较

准确的标尺。从遗物上看与近年朝阳境内发现唐代墓葬的遗物极相似。如（95CZM1:1、2）
陶壶则分别与师（M2:2）[8]及双（M2:1）[9]及纺织厂（M4:2）[10]形制相同。（96CZM3:1、2）
陶罐则分别与师（M2:3）[11]1式陶罐及纺织厂（M2:1）[12]陶罐相同。因此，它们应为同时代

的遗物，墓葬应为唐代中期墓葬。（94cym1）双系瓷罐分别与朝阳师范墓（M2:6）[13]，韩贞

墓同类遗物相同[14]。 所出泥碗与师（M2:7）[15]形制相同。因此，它们属于同时代的文化遗

存。属唐代中期墓葬。 

    此次发掘的4座唐墓的形制各不相同，95CZM1和96CZM5同属舟形砖室墓 ，但95CZM5
的结构比较复杂。有墓门、墓道、而且墓内还砌有棺床，这可能与身份地位有关。96CZM3
为石椁木棺墓，它与96CZM4存在着打破关系，不但为我们断定年代提供依据，而且为我们

认识墓地性质提供了可靠资料。 

   （3）此次发掘的重要收获是96CZM5中的墨书铭纹砖。它为我们研究朝阳地区墓葬和朝

阳历史增添重要资料。现就铭文砖及所涉及的有关问题谈点认识： 

    首先，铭文称：“大唐开元十六年四月十九日平盧军副使，昌州刺史李辅翊”。李辅翊之

人史书无载。但从砖记内容可知，此人为平盧军副使，昌州剌史。据《旧唐书》[16]记载：“平
盧军节度使，镇室韋、靺鞨，统平卢、卢龙二军，---平卢军使治在营州，平卢军在营州城内”。
另据铭文称：“弟二妹尼大光明殡於此营州城南四里官道西壹佰叁拾步”，营州即今朝阳市老

城区，墓地位置距今朝阳老城区位置与铭文记载相符。进一步证明朝阳市老城区就是唐代营

州。关于铭文砖提到昌州，《旧唐书》[17]载：“贞观二年置于营州东北废静番戍，领契丹松

漠部落，隶营州都督府管。据考隋玄州治静番，与唐昌州侨治的营州东北静番戍当是一地。

而青山州地乃析玄州置，当在营州东北无疑。而青山州地即为辽代川州城址[18]。那么昌州

址即后来的辽代川州城址。今北票市南八家子乡四家板村古城址。 

其次，由铭文砖知在墓葬东有官道。从朝阳境内连接外部的官道有三条，其中傍海道[19]

应为此道。曹操平定乌桓后，从柳城（朝阳县南约13公里的袁台子村）回师时走的就是这条

路线。从柳城至碣石宫沿途，曾发掘出多处汉代城址及燕秦货币。1982年，在今绥中县万家

乡还发现约14平方公里的大型宫殿遗址群。晋穆帝永和七年（公元351年），前燕慕容儁伐中

原后赵、冉魏，分兵东，西、中三路，其东路走的辽西傍海道，经临渝（今山海关西）入关

向西南与无终道相接。在唐代文献中关于此道记载甚少，铭文砖记载 ：“官道西壹佰叁拾步”，
印证了古之官道的存在。今之墓地东约350米处是朝阳至锦州公路。二者是否为一条路，有

待考证。但古之官道应向南经朝阳南约13公里的袁台子柳城遗址，至绥中，入山海关，达河

北省卢龙。由此可见，辽西朝阳，自古以来就是北方各族人民与中原人民联系的交通枢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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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orthern Wei Tomb and Tang Tomb at yanglufei zhengjichu of Chaoyang 

 
Kou Yu－feng ，Yu Jun－yu 

（the museum of Chaoyang city，Liaoning，Chaoyang，122000） 
 

Abstract：From the year 1995 to 1996,chaoyang Museum excavated a Northern Wei Tomb and a few of 

Tang Tombs at the Yanglufei Zhengjichu. A few of the cultural relics are cleared up. All of these The brick 

of inscribed are very importa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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