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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代仿木构墓葬形制及对辽金墓葬的影响 

 

赵明星 

(河南省古代建筑保护研究所，河南 郑州 450002) 

 
摘要：仿木构墓葬为模仿地上木结构建筑而建造的墓葬。依据仿木构部分的内容和所在位置，文章将宋代的仿木构墓葬分为

五种，每一种按营造方式、墓室数量及布局、墓室平面形状等差异做了细分。不同类型的墓葬分布中心及在一定区域内所占

比重并不相同，据此，将其分为六个地理区域。宋代的仿木构墓葬可分为三个历史时期，即：北宋早中期、北宋晚期及南宋

时期。二区为宋代仿木构墓葬的中心区域，对其他几个地区产生重要影响。各区之间也有文化因素交融的现象。宋代的仿木

构墓葬在第二期形成自己的特色，并对金、辽时期的仿木构墓葬产生了重要影响。 

关键词：宋代；仿木构墓葬；辽金时期  
中图分类号：K871    文献标识码：A 

 

 

一、前  言 

本文所要论述的仿木构墓葬，是指模仿地上木结构建筑而建造的墓葬。模仿的主要内容既包括木结构

建筑主体部分的柱子、斗栱，也包括属于木结构建筑装修部分的门窗等。目前已经发表的宋代的仿木构墓

葬材料已达 200 多座，从这些材料看，宋代的仿木构墓葬在时空上显现出了一定的规律性。绝对年代比较

明确的仿木构墓葬从咸平三年（1000 年）到咸淳元年（1265 年），共 40 多座，基本上贯穿整个宋代，为

探讨墓葬的类型和细部演变规律提供可能；宋代仿木构墓葬分布广泛，在宋代统治范围内的大部分地区均

已有发现，不同地区仿木构墓葬的类型及数量并不完全一致，呈现出一定的区域性特征。 

本文在尽可能全面收集已发表宋代仿木构墓葬材料的基础上，探讨了宋代仿木构墓葬的区域特征、演

变规律、区域关系及对辽金时期墓葬的影响等问题。 

二、分  类 

依据仿木构部分的内容和所在位置的不同，我们首先将宋代的仿木构墓葬分为五种，然后依次按照墓

葬的营造方式、墓室数量及布局、墓室平面形状等方面的差异，再对每一种墓葬做进一步的类型划分。 

第一种：砌有结构较完整斗栱的墓葬。这部分墓葬在墓门上部或墓室内壁砌斗栱，斗栱的主要构件如

斗、栱等齐全。斗栱之下往往砌有柱子，墓室内壁多见有雕砌的假门窗及桌椅等生活用具。 

本文收集到的此种墓葬包括有砖（石）室墓和崖洞墓。 

（一）砖（石）室墓。用砖或石材建造的带有墓门的单层墓葬，称为砖（石）室墓。 

据墓室数量及布局，砖（石）室墓又可划分为单室墓、纵列双室墓、并列双室墓、主室带侧室墓及多

室墓等五类。 

1、单室墓。只有一个墓室的墓葬。 

据墓室平面形状可将此类墓葬分为直方形、弧方形、船形、圆形及多角形等五型。 

A 型：直方形。墓室四壁近直，四角方折。包括通常所说的长方形、梯形、正方形墓葬及不太规则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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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边形墓葬，如墓室侧壁略内凹的墓葬等。如：河南三门峡 M49
[1]
和山西潞城县北关墓

[2]
。 

B 型：弧方形。墓壁外弧，四角圆转。如：湖北襄樊油坊岗 M3
[3]
。 

C 型：船形。墓室两侧壁外弧，后壁近直，前壁为墓门或甬道。如：湖北郧县 M213
[4]
。 

D 型：圆形。如：河北静海东滩头 M3
[5]
。 

E 型：多角形。包括八角形墓和六角形墓。如：河南新密下庄河墓
[6]
。 

2、纵列双室墓。墓葬建有前后两个墓室，纵轴线大致成一条直线，也即是通常所说的前后双室墓。 

依据后室平面形状的不同（前室平面形状均为直方形），可将此类墓葬分为两型。 

A 型：后室为直方形。如：陕西汉中王道池村墓
[7]
。 

B 型：后室为多角形。如：河南禹县白沙 M1
[8]
。 

3、并列双室墓。两墓室左右并列，方向相同，纵轴线基本平行。有的墓葬在双室前面还加砌一个横

向的前堂。 

据墓室平面形状可将此类墓葬分为直方形和船形两型。 

A 型：直方形。如：陕西汉中北郊石马坡 M2
[9]
。 

B 型：船形。如：湖北云梦王家山 M18
[10]

。 

4、主室带侧室墓。一般有二—四个墓室，位于墓葬纵轴线上的墓室称为主室，面向纵轴线的称为侧

室。 

据侧室位置的不同可将此类墓葬划分为四型： 

A 型：侧室位于墓道或天井外侧。据主室数量及平面形状分为三个亚型： 

Aa 型：主室为直方形单室。如：河南新安县宋村墓
[11]

。 

Ab 型：主室为多角形单室。如：河南新安县石寺李村 M2
[12]

。 

Ac 型：主室为纵列双室。如：陕西省洛川县清理一座墓
[13]

。 

B 型：侧室位于甬道外侧。如：河南巩县宋魏王赵頵墓
[14]

。 

C 型：侧室位于主室外侧。据主室和侧室的平面形状分为两个亚型： 

Ca 型：主室和侧室平面形状均为直方形。如：山西绛县下村墓
[15]

。 

Cb 型：主室和侧室平面形状均为圆形。如：山东章丘女郎山 M75
[16]

。 

D 型：墓道及主室外侧均有侧室。如：河南洛阳邙山 M235
[17]

。 

5、多室墓。墓葬至少有四个墓室，其中一个墓室位于中心位置，其他墓室围绕在其周围。 

据中心墓室的平面形状将此类墓葬分为两型： 

A 型：直方形。如：山西壶关下好牢墓
[18]

。 

B 型：多角形。如：陕西丹凤县商雒镇墓
[19]

。 

（二）崖洞墓。指利用崖洞作为墓室的墓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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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川东北发现一批崖洞墓，部分墓葬墓门处砌有仿木石雕屋檐斗栱[20]。 

第二种：墓室斗栱不完整或只砌柱子，不见斗栱的墓葬。这部分墓葬一般只砌出承托斗栱的柱子，上

面一般不砌斗栱或只砌出栌斗。 

本文收集到的此种墓葬主要有砖（石）室墓和多层墓。 

（一）砖（石）室墓。据墓室数量及布局可分为单室墓和并列双室墓两类。 

1、单室墓。据墓室平面形状分为两型。 

A 型：直方形。如：福建建瓯县水南 M1
[21]

。 

B 型：弧方形。如：湖北襄樊刘家埂 M3
[22]

。 

2、并列双室墓。如：湖北英山县茅竹湾墓
[23]

。 

（二）多层墓。指多个墓室叠压建造，上下可分出几个层次的墓葬。如：山东嘉祥钓鱼山 M2
[24]

。 

第三种：墓室内主要将壁龛做成仿木构形式的墓葬。这种墓葬在墓室内除仿木结构壁龛外，一般不再

有其他仿木构部分。仿木构壁龛有两种做法，其一、只在壁龛两侧砌出柱子，其二、在壁龛内砌出假门、

窗等。壁龛两侧也多砌有柱子，部分墓葬柱子上还砌有斗栱。 

本文收集到的此种墓葬包括有砖（室）墓和崖洞墓。 

（一）砖（石）室墓。据墓室数量及布局分为单室墓、纵列双室墓、并列双室墓和双列四室墓四类。 

1、单室墓。如：四川荣昌县沙坝子墓
[25]

。 

2、纵列双室墓。如：四川广汉雒城镇 M1
[26]

。 

3、并列双室墓。如：福建南平大凤墓
[27]

。 

4、双列四室墓。墓葬左右并排两列，每列有前后两个墓室，整体上近似并列的两座纵列双室墓。如：

贵州遵义杨粲墓
[28]

。 

（二）崖洞墓。如：四川永川 M1
[29]

。 

第四种：墓室内壁仅砌有假门、窗的墓葬。墓室内只在墓壁上砌出假门、窗，不见其他仿木构部分。 

本文收集到的此种墓葬主要有砖（石）室墓和砖框墓。 

（一）砖（石）室墓。据墓室数量及布局可分为单室墓和并列双室墓两类。 

1、单室墓。据墓室平面形状可分为两型。    

A 型：直方形。如：江苏南京南郊 M17
[30]

。 

B 型：圆形。如：山西五台县台营乡墓
[31]

。 

2、并列双室墓。如：安徽黄山新年乡沈格夫妇墓
[32]

。 

（二）砖框墓。指用砖建造的没有墓门的墓葬。 

据墓室数量及布局可分为单室墓和并列双室墓两类。 

1、单室墓。据墓室的平面形状可分为两型。 

A 型：直方形。如：河南方城范致祥墓
[33]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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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型：船形。如：湖北沙市西郊 M1
[34]

。 

2、并列双室墓。如：安徽潜山县逆水墓[35]。 

第五种：仅墓门做成简单仿木构式样的墓葬。这部分墓葬仅在墓门处做出仿木构式样的门额、门槛或

门簪等，不砌斗栱。墓室内一般无任何仿木构部分。 

本文收集到的此种墓葬均为砖（石）室墓。据墓室数量及布局的不同可分为单室墓和并列双室墓两类。 

1、单室墓。据墓室平面形状分为两型。 

A 型：直方形。如：福建福州胭脂山墓
[36]

。 

B 型：八角形。如：山东招远县辛庄镇墓
[37]

。 

2、并列双室墓。如：福建顺昌县良坊墓
[38]

。 

三、分  区 

不同类型仿木构墓葬分布的中心地区并不相同。同时，在某一特定的区域内，不同类型的墓葬所占的

比重亦不相同。在综合这两方面情况基础上，我们将宋代仿木构墓葬分为六个地区（见图八及下页“宋代

仿木构墓葬分区统计表”）。 

 

一区：西北到北宋统治边界，南至大巴山，东抵吕梁山一线。地形以高原和山地为主。北宋时属永兴

军路、秦凤路、利州路北部和京西南路西部等行政区划范围。 

此区墓葬数量及类型均不多，共有包括三种六个类型的 20 座墓葬。其中以第一种墓葬为主，占一区

墓葬总数的 80%多。另有少量第三、四种墓葬，不见其他两种墓葬。第一种墓葬全部为砖室墓，A 型（直

方形）单室墓占多数，约占一区墓葬总数的 60%。另有少量 A 型（直方形）并列双室墓、A 型（前后室均

为直方形）纵列双室墓及 Ac 型（前后双主室墓道带侧室）墓葬。第三、四种墓葬分别有 1、2座，全部为

A 型（直方形）单室砖室墓。 

墓室内壁砌有假门、窗的墓葬有 16 座，占一区墓葬总数的 80%。一区是用假门、窗装修墓葬的盛行地

区。部分墓葬还砌有桌椅等生活用具。 

有 13 座墓葬建有墓道，占一区墓葬总数的 50%多。墓顶多为穹窿顶或攒尖顶，八角形墓顶在其他地区

少见。少数墓葬砌成藻井顶。 

墓室内壁底部砌成须弥基座形式的墓葬有 9 座，约占一区墓葬总数的 50%。带有前堂的 

宋代仿木构墓葬分区统计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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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率为某区某型墓葬数量与该区墓葬总数的百分比) 

并列双室墓葬有 1 座，砌壁龛的墓葬有 7 座，比重均不大。 

综上所述，一区的墓葬总体特征可以概括为以下几点： 

1、数量及类型不多，大部分为第一种墓葬，以直方形单室墓为主。 

2、墓室内壁盛行装修假门窗。 

3、均为砖室墓。建造墓道较普遍。墓顶多为穹窿顶或攒尖顶。 

4、墓室内壁底部流行砌成须弥基座形式。 

二区：北以宋辽疆域为界，南至淮河一线，西靠一区东界，东到华北平原东部。地形西部多山脉，东

部为南北狭长的平原区。按北宋行政区划主要包括河东路、河北西路西部、河北东路南部、京东西路西部、

一  区 二  区 三  区 四  区 五 区 六 区   分   区 
 

类  型 
数
量 

比
率 

数
量

比 
率 

数
量

比 
率 

数
量

比 
率 

数
量 

比 
率 

数
量 

比 
率 

A 12 60 16 14.4 － － 2 6.8 2 5.4 － － 

B － － 6 5.4 － － 4 13.7 － － － － 
C － － 1 0.9 － － 2 6.8 － － － － 
D － － 14 12.6 7 63.6 1 3.4 － － － － 

单 
 
室 
 
墓 E － － 50 45 － － 2 6.8 － － － － 

A 1 5 1 0.9 － － － － － － － － 纵 列
双室墓 B － － 2 1.8 － － 1 3.4 － － － － 

A 3 15 － － － － － － 2 5.4 － － 并 列 
双室墓 B － － － － － － 1 3.4 － － － － 

Aa － － 1 0.9 － － － － － － － － 

Ab － － 1 0.9 － － － － － － － － 

Ac 1 5 － － － － － － － － － － 

B － － 1 0.9 － － － － － － － － 

Ca － － 2 1.8 － － － － － － － － 

Cb － － － － 1 9 － － － － － － 

 
主 
室 
带 
侧 
室 
墓 

D － － 1 0.9 － － － － － － － － 

A － － 2 1.8 1 9 － － － － － － 

 
 
 
 
砖 
 
 
 

(石) 
 
 
 
室 
 
 
 
墓 

多 室 
墓 B － － 3 2.7 － － － － － － － － 

 
 
 
 
第 
 
 
 
 
一 
 
 
 
 
种 
 
 
 
 

崖   洞   墓 － － － － － － － － ? ? － － 
A － － 2 1.8 － － － － 1 2.7 4 44.4单 室

墓 B － － － － － － 4 13.7 － － － － 
砖
(石)
室墓 并列双室墓 － － － － － － 1 3.4 1 2.7 － － 

第
二 
种 

多   层   墓 － － － － 1 9 － － － － － － 

单 室 墓 1 5 － － － － － － 15 40.5 － － 

纵列双室墓 － － － － － － － － 1 2.7 － － 

A － － － － － － － － 7 18.9 2 22.2

砖 
(石) 
室 
墓 

并 列
墓 B － － － － － － － － 1 2.7 － － 

第 
 
三 
 
种 崖   洞   墓 － － － － － － － － 1 2.7 － － 

A 2 10 4 3.6 － － 1 3.4 － － － － 单 室
墓 B － － 1 0.9 － － － － － － － － 

砖
(石) 
室墓 并列双室墓 － － － － － － 2 6.8 － － － － 

A － － 1 0.9 － － － － － － － － 单 室 
墓 B － － － － － － 1 3.4 － － － － 

 
第 
 
四 
 
种 

砖 
框 
墓 并列双室墓 － － － － － － 2 6.8 － － － － 

A － － 2 1.8 － － 3 10.3 3 8.1 1 11.1单 室
墓 B － － － － 1 9 － － － － － － 

第
五
种 

砖
(石)  
室墓 并列双室墓 － － － － － － 2 6.8 3 8.1 2 22.2

总        计 20  111  11  29  37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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京西北路和京西南路东北部。 

二区是墓葬数量和墓葬类型最多的一个区，共有包括四种十九个类型的 111 座墓葬。除第三种外的其

它四种墓葬均有发现。其中以第一种墓葬为主，共有 101 座，约占二区墓葬总数的 90%。第一种墓葬绝大

部分为砖室墓，只有 2 座为石室墓。其中以 E 型（多角形）单室墓占多数，约占二区墓葬总数的 50%。其

次为 A 型（直方形）及 D 型（圆形）单室墓。余者还有 B 型（弧方形）、C 型（船形）单室墓，A、B 两型

的纵列双室墓、多室墓及除去 Ac（前后双主室墓道带侧室）和 Cb（圆形主室带侧室）两型的其他几个类

型的主室带侧室墓葬。其他三种墓葬数量都比较少。第二种墓葬有 2座，均为 A型（直方形）单室砖室墓。

第四种墓葬有 6 座，主要为包括 A（直方形）、B（圆形）两型的单室砖室墓和 A 型（直方形）砖框墓。第

五种墓葬有 2 座，均为 A型（直方形）的单室砖室墓。 

墓室内壁装修假门窗的墓葬有 87 座，占二区墓葬总数近 80%。同时，有 50 多座墓葬在墓室内壁雕砌

桌椅等家俱及其他一些生活用具，如剪刀、灯架等。二区是装修假门窗盛行的地区，同时也是墓室内壁雕

刻流行且内容较丰富的地区。 

二区有 92 座墓葬建有墓道，占墓葬总数 90%多，是建造墓道盛行的地区。墓顶多数为穹窿顶或攒尖顶，

有少量为藻井顶或平顶。极少数墓顶为八角形。 

墓室内壁砌须弥基座的墓葬有 15 座，绝对数量比一区多，但由于此区墓葬总数较多，故所占比重不

大。砌有壁龛的墓葬有 10 座，比重亦不大。部分墓葬在墓道部分建天井、过洞，数量很少，但在其他地

区暂时未见有此种做法的墓葬材料发表。 

综上所述，将二区的仿木构墓葬总体特征概括为以下几点： 

1、数量和类型较多，绝大部分为第一种墓葬。其中多角形单室墓占多数，其次为直方形及圆形单室

墓。 

2、墓室内壁盛行装修假门窗。桌椅等生活用具雕刻流行，内容丰富。  

3、绝大部分墓葬为砖室墓。普遍建有墓道。墓顶多为穹窿顶或攒尖顶。 

三区：北至宋辽边界，南到淮河，西至二区东界，东达海岸线。地形以平原为主。北宋时行政区划属

河北西路东部、河北东路北部、京东东路、京东西路东部、京西北路南部和淮南东路北部。 

墓葬数量及类型均较少，共发现包括三种五个类型的 11 座墓葬。其中以第一种墓葬为主，其次为第

二、五种，不见第三、四种墓葬。第一种墓葬有 9 座，约占三区墓葬总数的 80%。第一种墓葬均为砖室墓，

其中以 D 型（圆形）单室墓为最多，约占三区墓葬总数的 60%。另有少量 Cb 型（（圆形主室外带侧室）主

室带侧室墓及 A 型（中室为直方形）多室墓。第二、五种墓葬数量非常少，各有 1 座。第二种墓葬为多层

墓，第五种墓葬为 B 型（多角形）单室石室墓。 

墓室内壁砌假门窗的墓葬有 6 座，占三区墓葬总数的 50%多，也是假门窗装修流行的地区之一。部分

墓葬室内砌有桌椅等用具。 

建有墓道的墓葬有 8 座，占三区墓葬总数的 70%多。墓顶多为穹窿顶，有少量攒尖顶和平顶。 

墓室内砌壁龛的墓葬有 3 座，比重不大。 

综上可将三区的仿木构墓葬总体特征概括如下几点： 

1、数量及类型较少，大部分为第一种墓葬，其中以圆形单室墓占多数。 

2、墓室内壁流行假门窗装修。 

3、绝大部分为砖室墓。建造墓道普遍。墓顶多为穹窿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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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区：北以淮河为界、南到长江中游一线、西抵大巴山东麓，东达海岸。地形以平原为主。北宋时行

政区划属京西南路东南部、荆湖北路北部、淮南西路、淮南东路南部及江南东路北部。 

墓葬数量及类型稍多，共有包括四种十五个类型的 29 座墓葬。除第三种外的其他四种墓葬均有发现。

第一种墓葬共有 13 座，占四区墓葬总数的 40%多。与前三区相比，比重相对有所下降。第一种墓葬多为砖

室墓，少数为石室墓。单室墓的五个类型均有发现，数量也比较平均，但与其它地区比较而言，B 型（弧

方形）墓和 C 型（船形）墓占的比重较大。另外还发现有少量的 B 型（后室为多角形）纵列双室墓和 B 型

（船形）并列双室墓。在第一种墓葬比重减小的同时，其它种类的墓葬比重相对有所增加。第二种墓葬包

括有 4 座 B型（弧方形）单室砖室墓和 1 座并列双室石室墓。第四种墓葬共发现有 6 座，主要为砖室墓和

砖框墓。二者均发现有单室墓和并列双室墓两类，各类型数量或为 2座，或为 1座，不多且较平均。墓室

平面形状为直方形或者船形。第五种墓葬亦有单室墓和并列双室墓两类，分别为 3 座和 2 座。其中只有 1

座为砖室墓，余皆为石室墓。墓室平面形状均为直方形。 

墓室内壁砌假门窗的墓葬有 15 座，占四区墓葬总数的 50%，也是装修假门窗流行的地区。墓室内壁砌

有桌椅等生活用具的墓葬有 12 座，占四区墓葬总数的 40%多，属比较流行的地区。 

建造墓道的墓葬有 14 座，占四区墓葬总数近 50%。墓顶一般为券顶或拱顶，部分为平顶或藻井顶。 

部分并列双室墓在墓室前建有前堂，这种做法只在一区和四区有发现。砌壁龛的墓葬有 9 座，比重不

大。 

综上将四区的仿木构墓葬特征概括如下： 

1、墓葬数量及类型稍多，各类型数量较平衡。 

2、弧方形、船形墓室和并列双室的墓葬比重相对增加。 

3、墓室内壁流行装修假门窗和雕砌桌椅用具。  

4、砖室墓占多数，石室墓比重增大。建造墓道普遍。墓顶多为券顶或拱顶。 

五区：北至大巴山，西临川西高原，东南以大巴山东端及云贵高原一线为界。地形以山脉和盆地为主。

主要包括利州路南部、荆湖北路南部、夔州路、梓州路及成都府路等北宋时的行政区划范围。 

墓葬数量及类型稍多，共有包括四种十二个类型的 37 座墓葬，除第四种外的其他四种墓葬均有发现。

第三种墓葬占多数，共有 25 座，约为五区墓葬总数的 70%。第三种墓葬中除崖洞墓和纵列双室砖室墓各有

1 座外，余皆为石室墓。其中以直方形单室墓为多，其他均为直方形并列墓。除崖洞墓外，第一种墓葬共

有 4 座，包括单室和并列双室两类，均为直方形石室墓。第二种墓葬有 A 型（直方形）砖室墓和并列双室

石室墓各 1座。第五种墓葬包括有 A 型（直方形）单室和并列墓两类，各 3 座。其中除 1 座为砖室墓外，

余皆为石室墓。 

墓壁上直接装修假门窗及砌桌椅等生活用具的墓葬少见，但在壁龛内部，常见有砌假门窗的情况。 

建有墓道的墓葬不多，有 4 座。墓顶多为藻井顶或平顶。 

墓室内砌壁龛的墓葬有 35 座，占五区墓葬总数近 95%，是砌筑壁龛盛行的地区。墓室内壁砌须弥基座

的墓葬有 3座，所占比重不大。 

综上将五区的仿木构墓葬特征概括为以下几点： 

1、墓葬数量及类型较多，以第三种墓葬为主。并列双室墓占一定比重。 

2、墓室内壁不见仿木装修及雕刻，但在壁龛内部假门窗多见。 

3、墓葬多为直方形石室墓。流行藻井形式的墓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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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墓室内砌筑壁龛盛行。 

六区：武夷山东部至海岸线之间的地区。地形以丘陵、山地为主。北宋时属福建路管辖范围。 

墓葬数量及类型均较少，共有包括三种四个类型的 9 座墓葬。按数量依次为第二、第五及第三种墓葬，

不见第一及第四种墓葬。三种墓葬数量相差无己，均不占主体地位。第二种墓葬稍多，也仅有 4 座。均为

A 型（直方形）单室墓，除 1 座为石室墓外均为砖室墓。第三种墓葬有 2 座，均为 A 型（直方形）并列双

室砖室墓。第五种墓葬包括有 1 座 A 型（直方形）单室墓和 2 座直方形并列双室石室墓。 

墓室内壁均不装修假门窗、砌桌椅等生活用具。少数墓葬壁龛内砌成假门楼形式。 

不见有建造墓道的墓葬。墓顶多为券顶。 

砌壁龛的墓葬有 4 座，约占六区墓葬总数的 50%。 

综上将六区的仿木构墓葬总体特征概括如下： 

1、墓葬数量及类型较少，各类型墓葬数量平均。并列双室墓比重增大。 

2、大部分为砖室墓，墓室平面形状均为直方形。墓顶多为券顶。 

3、砌筑壁龛较流行。 

可以看出，各区的划分多以大山、大河为界，与当时的行政区划并不吻合，甚至相差很远。第一种墓

葬绝大部分分布在属北方地区的前三个分区，只是类型上有所差别，而在后三个分区（基本上为南方地区）

的数量却很少。这些表明，宋代仿木构墓葬的分布，更多地受到了自然地理环境的限制，而与人为的行政

区划关系不大。 

四、分  期 

由于宋代墓葬中随葬品并不丰富，器型也较单一，而且被盗掘严重，使得依靠随葬品对墓葬进行分期

难以实现。所以，对宋代仿木构墓葬的分期，主要依靠纪年墓葬进行。 

本文收集到具体年代比较明确的墓葬共有 40 多座，遍布六个地理分区，涵盖了大部分类型的墓葬。

以这些墓葬为基础，并参照已有的一些相关研究成果
[39]

，我们将宋代的仿木构墓葬分为三个历史时期（见

图九及图十）。 

一期：北宋早中期。自宋朝建国至神宗时期，绝对年代大约为 960 年至 1085 年。  

第一种墓葬不多，共有 22 座。主要分布在第二区，第三和第四区也有发现。墓葬类型比较少，主要

为 A 型（直方形）、B 型（弧方形）、D 型（圆形）单室砖（石）室墓。斗栱整体结构比较简单，一般为一

斗三升或一斗三升四铺作形式。斗栱之上一般为替木和撩檐枋并用。墓室内装修一般做成板门和直棂窗的

样式。门簪数量多为二枚，平面形状一般呈直方形。墓室内壁雕砌桌椅等生活用具的做法出现并逐渐流行。 

二区主要为直方形墓葬，少数为弧方形；三区均为圆形；四区方形和圆形均有发现，数量相当。 

第二种墓葬在第二及第四－六区均有发现，共有 8 座。均为砖（石）室墓，主要为包括 A（直方形）、

B（弧方形）两型的单室墓及少量并列双室墓。墓室装修多为板门和直棂窗。 

二区只有直方形单室墓，部分墓葬柱子之上雕有栌斗。室内雕砌有门窗及桌椅等生活用具；四区均为

弧方形单室墓，室内雕砌内容简单，种类稀少，主要为桌椅；五区只发现有并列双室墓，砌筑壁龛，但不

做成仿木构形式；六区均为直方形单室墓。 

第四种墓葬此期分布在第二、四两区。数量较少，仅有 3座。墓室内装修有板门和假窗。门簪数量为

两枚，平面形状呈方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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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区发现有 2 座 A 型（直方形）单室砖室墓，四区仅有 1 座 B 型（船形）砖框墓。 

第五种墓葬在第二和第四两区各发现有 2 座。墓葬类型均为 A 型（直方形）单室墓。 

二期：北宋晚期。自哲宗时期至北宋灭亡，绝对年代大约从 1086 年至 1126 年。 

第一种墓葬在除六区以外的其他五区均有发现。砖（石）室墓数量较一期大大增加，初步统计有 116

座。墓葬类型较一期更多，墓室结构更复杂。除一期已有的三种类型墓葬继续存在外，所有其他类型的墓

葬在此期均有发现。斗栱整体结构较一期复杂，开始流行五铺作、六铺作等形式。部分墓葬斗栱之上不砌

替木，直接承托撩檐枋。墓室内装修出现了格扇门和格子窗，开始流行破子棂窗。门簪依然为两枚直方形

的样式占多数，圆形和四枚形式的有增加趋势。同时，出现有三枚和八角形样式的门簪。四枚门簪通常做

成方形和圆形各二枚结合，或是方形和多角形各二枚结合的形式。墓室内雕砌桌椅等生活用具盛行。 

一区在盛行直方形单室墓的同时，出现了主室带侧室墓及并列双室墓。八角形墓顶也在此期出现。墓

室内壁底部砌成须弥基座形式的墓葬开始出现并流行；二区虽继续发现有一期的三种类型墓葬，但此时已

是多角形单室墓占主体地位的时期。同时，第一种墓葬在二区的其他几种类型在此期均已有发现；三区除

圆形单室墓继续存在外，还出现了主室带侧室墓及多室墓；四区主要为弧方形单室墓，同时也出现了船形

和多角形单室墓以及并列双室墓；五区墓葬类型比较简单，主要为并列双室墓。墓室后龛做成仿木构形式。 

第二种墓葬在二区未继续发现，三区则开始出现，在四－六区仍有发现。数量不多，总计有 6 座。 

新出现了多层墓，这也是三区唯一一座第二种墓葬；四区继续发现有弧方形单室砖室墓，新发现并列

双室石室墓。单室墓中仿木构装修出现破子棂窗。室内雕砌生活用具种类增加，除桌椅外还有灶、剪刀等；

五区发现有直方形单室墓，壁龛做成仿木构形式；六区仍为直方形单室墓，部分墓葬砌有壁龛，柱子上砌

有栌斗。 

第三种墓葬在此期开始出现，分布在第一和第五区。数量较少，每区仅有 1 座，均为砖室墓。仿木构

形式较简单，一般只在壁龛两侧砌出柱子。 

一区为 A 型（直方形）单室墓，五区为纵列双室墓。 

第四种墓葬除在第二、第四两区继续存在外，第一区也开始出现。数量较一期有所增加，共有 8 座。

墓葬类型有包括 A、B 两型的单室砖室墓和并列双室砖室墓以及 A 型（直方形）砖框墓。墓室装修出现格

扇门和格子窗。部分墓葬门簪做成圆形。 

一区均为直方形单室砖室墓。墓室内壁底部流行砌成须弥基座形式；二区除继续发现有直方形单室砖

室墓外，又出现了 B 型（圆形）单室砖室墓和直方形砖框墓；四区均为并列双室砖室墓。 

第五种墓葬分布范围扩大，除第一、第二两区外均有发现。数量较一期增多，共有 11 座。除继续发

现有直方形单室墓外，并列双室墓多在此期出现。 

B 型（多角形）单室墓在三区出现，这也是三区唯一一座第五种墓葬；四区除继续存在直方形单室墓

外，新出现并列双室墓并略占多数；五区多为直方形单室墓，发现有并列双室墓葬；六区直方形并列双室

墓略多于直方形单室墓。 

三期：南宋时期。绝对年代从 1127 年到 1279 年。 

第一种墓葬在各方面都呈衰退趋势。砖（石）室墓分布范围减小，只在第一、五区有发现。数量显著

减少，仅有 6 座。墓葬类型也较单一，主要为 A型（直方形）单室墓，另有少量纵列双室墓和并列双室墓。

斗栱继续盛行复杂的铺作形式。流行装修格扇门。门簪发现有四枚方形的形式。墓室内雕砌桌椅等生活用

具的做法虽仍有发现，但已不似前两期流行。 

一区发现有直方形单室墓、纵列双室墓和并列双室墓，数量相当；五区仅发现有直方形单室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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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种墓葬在此期数量激增，共发现有 26 座。主要分布于第五区，第六区有少量发现。墓葬类型大

部分为直方形单室和并列双室的石室墓，部分为并列双室砖室墓和崖洞墓。壁龛砌筑复杂化，分级建造、

筑砌斗栱等做法流行。龛内壁多砌有格扇假门。 

五区多数为单室和并列双室的石室墓。崖洞墓在此期出现；六区均为并列双室砖室墓，龛内砌成楼阁

样式。 

第四种墓葬分布范围较二期缩小，仅在四区有发现。数量亦减少，共有 3 座。墓葬类型主要为并列双

室的砖框墓和直方形单室砖室墓。单室墓内壁装修有直棂窗。并列双室砖框墓多在两室的隔墙上砌直棂窗。 

第五种墓葬分布范围显著减小，仅在五区有发现。数量亦明显减少，只有 2 座。其中，并列双室和并

列三室的石室墓各有 1座。  

综上，第一期墓葬无论是在类型、分布范围、数量上，还是在仿木构内容的成熟和复杂程度上，较之

第二期均有不如。但同时，除第三种外，其他几种墓葬在第一期均有发现，并已略具规模，这为下一期仿

木构墓葬的发展打下了基础。所以，将第一期视为宋代仿木构墓葬的出现及初步发展时期。 

第二期五种仿木构墓葬均有发现，数量和类型增多，分布范围扩大。墓室整体结构及仿木构内容变得

更加成熟和复杂。所以，可将第二期看作是宋代仿木构墓葬的繁荣时期。 

第三期除第三种墓葬异军突起，占据了主导地位外，其他几种墓葬在数量、类型以及分布范围等诸多

方面与二期相比，均呈现衰退趋势，较之一期亦有不如。故此，第三期应为宋代仿木构墓葬的衰落时期。 

兴建仿木构墓葬，尤其是较为复杂的第一种墓葬需有一定的财力和物力支持。第一期属北宋早中期，

刚刚结束五代十国混乱的局面，社会经济处在复苏阶段，有能力修建复杂仿木构墓葬的人数量不多。从纪

年最早的元德李后陵（1000 年）
[40]

来看，最初的仿木构墓葬可能多为皇家或高级官员使用，而随着经济的

逐步发展，有能力建造仿木构墓葬的人随之增多，仿木构墓葬也得到了初步的发展。 

到了第二期，随着社会经济的逐步繁荣，有能力修造仿木构墓葬的人不断增多。相应地，仿木构墓葬

的数量大大增加，分布范围逐步扩大，复杂程度也逐渐加深，使得第二期成为宋代仿木构墓葬最繁荣的时

期。 

经过北宋末年的政治动荡，人们的经济能力减弱，无力再营造仿木构墓葬。同时，南宋的统治范围大

部分属本文中的后三个地区，在前两期时仿木构墓葬就不是很发达，根基较浅，这样就导致了宋代的仿木

构墓葬在第三期整体呈现出衰落趋势。此时第四区仍流行有第三种墓葬，可能与其处地偏僻，受战争影响

较小，社会经济相对比较稳定有关。但即使是这样，第三种墓葬的复杂程度也逊于第一种墓葬。 

五、区 域 关 系 分 析 

上文依据宋代仿木构墓葬在空间分布上的差异，将其分为六个地区。但是，这六个地区并不是完全孤

立的，而是存在着或多或少的联系。 

（一）第二区为仿木构墓葬分布的中心地区，其他几个地区均受到了它的影响。 

仿木构墓葬在二区出现较早，明确纪年最早的元德李后陵墓即在此区发现。同时，二区的第一种墓葬

数量最多，为 101 座，约占第一种墓葬的 70%。而且，第一至第二期总体特征变化明显。与二区相比，其

他几个地区或者没有第一种墓葬发现，如第六区；或者出现较晚、数量较少，总体特征变化亦不如二区突

出，如第一区及第三－第五区。所以，我们将二区作为第一种墓葬分布的中心区域。而其他几个地区的同

种仿木构墓葬应是受其影响而出现，其中以第一种墓葬占主体的第一和第三两区受这种影响最为明显。 

四区虽多有第一种墓葬发现，但比重并不像前三区那样大，这应是其未完全接受第一种墓葬的主要因

素所致。我们已经知道，第二和第四种墓葬在此区多有发现，占有一定比重。而这两种墓葬与二区所盛行

的第一种墓葬关系非常密切，第二种墓葬可视为第一种墓葬的简化形式。第四种墓葬不雕斗栱，但所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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假门窗则为第一种墓葬中常见的做法，故也应是第一种墓葬的简化式样。而这两种第一种墓葬的简化形式

在四区的流行直接导致了四区第一种墓葬比重的减小。当然，这种简化形式也可能是受本区的第一种墓葬

影响而出现，但四区的第一种墓葬也是在二区影响下出现的，所以即使真是这样，也可理解为是二区对四

区的一种间接影响。由此还可以认定，第二种墓葬比重较大的六区，也多包含了来自二区的文化因素。 

第五区流行的第三种墓葬有两种做法，一种是只在龛两侧砌柱子，另一种主要在龛内砌假门窗，龛两

侧也多砌有柱子，部分龛上砌斗栱。我们已经知道，第一种墓葬的一个重要特点是多有假门窗装修。那么，

第三种墓葬也就有可能是受其影响而出现。部分第三种墓葬壁龛两侧砌柱子、上砌斗栱也证明了这一点。

第三种墓葬的仿木结构不直接砌筑在墓壁上，而是砌在壁龛内部或两侧，可视为第一种墓葬的一种变形样

式。这说明，除了直接接收二区所盛行的第一种墓葬外，五区还存在有第一种墓葬的变体，而以后者更为

流行。 

第一、第三至第六区虽然都受到了第二区的影响，但可以看出，各区所受影响的程度并不一致。与二

区同处北方地区（淮河以北）且相临的第一、三两区均为第一种墓葬所占比重最高，而且这个比重比后三

区中第一种墓葬所占的比重高出很多，所以这两个地区受二区影响程度最强；地处南方地区且距二区稍远

的第四、第五区，第一种墓葬比重下降，同时其简化形式或变形式样的墓葬比重上升，受二区的影响程度

减弱；而在更远的六区则不见有第一种墓葬，仿木构墓葬的种类和数量也较少，受二区影响程度更弱。据

此，我们认为这种影响的强弱程度与两方面有关，一方面是与二区自然地理环境差异性的大小，差异较大

的地区受到的影响较弱，反之较强；另一方面是与二区距离的远近，距离较远的地区受到的影响较弱，反

之较强。 

（二）宋代的政治中心区域位于二区之内，这可能是二区成为仿木构墓葬分布中心地区的一个重要原

因。第二区的地理范围内包括了北宋时期地位显赫的四京－东京开封府（今河南开封）、西京河南府（今

河南洛阳）、北京大名府（今河北大名）和南京应天府（今河南商丘）。京师既是全国的政治中心，同时也

是全国的文化中心，中心地区的文化辐射功能和主导作用又极为突出，所出现的任何新事物都为其他地区

所关注并很快就模仿起来。地方对京师文明的学习追求，实质是京师地区政治核心地位在文化上的表现
[41]

。

宋代的仿木构墓葬在二区出现较早，而且元德李后陵位于河南巩县，离东京开封不远，距西京洛阳更近，

政治中心地区较早出现的文化因素很快向其他地区传播。同时，京师地区人才济济，为文化的发展创造了

条件，从而使得文化不断地得到创新。就本文而言，二区在第二期时涌现出多个新的墓葬类型，也即应与

此有关。 

（三）两区相临地域多属文化因素交融的地带，相临地区多有文化因素交融的现象。前者如第二区为

圆形墓室的墓葬多集中于与三区临近的东部，而三区正是圆形墓室流行的地区；二区方形墓室的墓葬和带

有须弥基座的墓葬多发现于西部，正靠近这两方面盛行的一区。再如四区墓室为多角形的墓葬多发现于四

区西部，正与多角形墓葬流行的二区临近。后者如在后三区发现较多的并列双室墓，在一区亦有发现，应

该是受到了四、五区的影响而出现。带有前堂的并列双室墓只在一、四两区存在，也可作为佐证。 

综上，第二、三、四种墓葬均可能为受第一种墓葬影响所出现，或为其简化形式，或为其变形样式。

包含北宋京师地区的第二区为宋代仿木构墓葬文化的中心地区，对其他地区产生重要影响。如果按照这种

影响的强弱来区分的话，一、三区应属受影响程度最强的区域，四、五区其次，六区再次。同时，各区之

间也多有文化因素的交融。 

六、对辽金墓葬的影响 

宋代文强武弱，是中国封建文化发展的又一个高峰，汉王朝先进的文化对周边的少数民族政权—辽代

和接踵的封建王朝—灭掉北宋的金朝均产生了重要的影响，这种影响多因相互之间的战争、经贸等关系而

实现并在今天的考古学文化中反映出来，作为考古学研究中一项重要内容的墓葬则是这种反映中一个较具

代表性的例子。 

1、对辽代墓葬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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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宋建国后，随着宋辽之间交往的迅速发展，对辽王朝的影响逐渐加深和扩大，在墓室营造方面的表

现就是辽中期以后契丹族人仿木建筑结构的墓葬大量增加，其中较有代表性的是辽中期的陈国公主墓
[42]

和晚期的库伦 1 号墓
[43]

。 

陈国公主墓的年代为辽开泰七年（公元 1018 年），墓葬由墓道、天井、前室、东西耳室和后室 6 部分

组成。前后室及 2 个耳室均安有木门槛、门框、门扇和门楣。前室墓门门额上用雕砖建造仿木结构的屋檐。

墓道两壁靠近墓道口画有廊檐和明柱，明柱上承斗栱，再上为檐椽和滴水。墓门雕砌花边形门簪 2 个。墓

门两侧有砖砌凸出的倚柱，上承柱头铺作。门额影作阑额、普柏枋之上、柱头斗栱之间雕有单抄四铺作补

间铺作斗栱 1 朵，其上为断面呈圆形的檐椽和方形的飞檐椽。门洞两侧装有木门框，上装木门楣，下装木

门槛，内安双扇木门，在墓门门楣上镶嵌半圆形墓门额。前室墓门内侧两边角各有 1 个长方形木门枢。两

个耳室门洞两侧安门框，并有门板，单扇门，门的券门均有半圆形木门楣，门框下有木槛。后室门形制同

前室，木门槛、楣、框和双门扇。 

库伦一号墓墓门砖砌，呈圆拱形，上筑四阿顶门楼，门楼正面筑仿木结构的斗栱，其部件有的系砖雕，

有的系影作。墓门影作普柏枋上雕绘斗栱三朵，即柱头铺作二朵，补间铺作一朵。三朵斗栱形制相同，均

作单抄四铺作。斗栱上托撩檐槫。槫上砌断面为圆形的檐椽和断面为方形的飞檐。主室平面近正八角形，

在两相邻墙壁相接处有砖筑三角形倚柱，南、北耳室两相邻墙壁相接处有砖筑三角形倚柱，和主室的倚柱

一样，同是仿木结构的建筑。将库伦一号墓的墓门和白沙一号宋墓墓门相比较，可以看出二者是十分相似

的，应该具有同一文化传统。 

辽代早期，契丹人营造仿木结构的墓葬比较少见，但自中期以后却大量出现，无疑是受到了与其接壤

的宋代二、三区墓葬建筑风习的影响，辽代仿木构墓葬是契丹文化吸收汉族文化的又一有力证明。 

2、对金代墓葬的影响 

金代的疆土相当大的部分都是北宋王朝的旧地，金代的文化也就不可避免地受到当地原有文化的强烈

影响和冲击，所以金代的文化自其建国之初就与宋王朝有着无法割舍的联系，表现在仿木构墓葬方面，就

是金前期开始就有仿木结构的墓葬，且其形制基本上是继承宋代二、三区仿木构墓葬而来。 

金代前期的仿木构墓葬较多，如山西长治市北郊安昌村金代墓葬
[44]

和山西长子县石哲金代墓葬
[45]

。山

西长治市北郊安昌村发现的 ZAM8 年代为金皇统三年（1143），主墓室四壁下部砌大石基座，各竖立三根抹

角立柱，其上横置具有阑额功能的横额条石一道。每壁的柱间有石刻直棂窗。各壁上再垒筑一道高浮雕条

石，分别雕刻两组一斗三升五铺作斗栱，皆覆盖一周凿出椽头、瓦垄的条石。该墓大石砌作，结构简约，

也是摹仿木结构建筑功能的“阴宅”。此墓犹存宋墓形制之遗风。山西长子县石哲金代墓葬年代为金正隆

三年（1159），墓室为砖筑仿木结构，平面方形。墓室四隅用砖砌仿木立柱，柱下有础，柱上承托斗栱，

斗栱为单抄单下昂五铺作，无耍头。墓室内共有斗栱八朵，斗栱之上雕刻飞檐板瓦。墓室北壁用砖雕和绘

画分为三间。明间两侧各设一根明柱，柱上设栌斗，承托普柏枋和插板。两次间上设通间雀替，内侧与明

间的明柱相连，外侧插在角柱上。两次间各设一门。墓室东西两壁相同，均设双扇半起门，门楣上设门簪

四个。门两侧各设一直棂窗。墓室砖砌仿木建筑结构，反映了宋代建筑的特征，如斗栱有琴面昂，直接放

在柱头上，侧角升起显著等。 

金代中期以后的仿木结构墓葬在前期的基础上继续发展，并逐渐形成了自己的特点，如建造于金大定

二十九年（公元 1189 年）的山西长治故漳金墓[45]，墓中柱头铺作出现斜栱以及普柏枋较厚等特点，均为

宋代仿木构墓葬少见之特征。 

七、结  语 

宋代的仿木构墓葬可分为五种，根据墓葬营造方法、墓室数量及布局、墓室平面形状等几方面的不同，

每种墓葬又可划分出若干类型。第一种墓葬砌有结构较完整的斗栱，盛行假门窗装修。第二种墓葬墓室内

所砌斗栱不完整，一般只砌出承托斗栱的柱子，而第四种墓葬墓室内壁则只砌有假门窗。第三种墓葬墓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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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仿木构部分主要为仿木构形式的壁龛。第五种墓葬墓室内不见任何仿木结构，只墓门做成仿木构式样。

斗栱形制较为完备的第一种墓葬是宋代仿木构墓葬的主要形式，第二、第三及第四种墓葬是在第一种墓葬

的基础上发展出来的。 

宋代的仿木构墓葬前三区均以第一种墓葬为主，分别为直方形、多角形及圆形单室墓占多数。四区发

现的各类型墓葬数量较平均，船形及弧方形墓室的墓葬比重增大。五区以第三种墓葬为主。六区墓葬数量

不多，不见第一种墓葬。前四区流行在墓室内壁雕砌假门窗及桌椅等生活用具，后两区少见。这些区域上

的差异与自然环境的关系较为密切，而与行政区划关系不大。二区应是宋代仿木构墓葬的中心地区，对其

他几个地区产生了重要影响。这种影响的强弱程度受到了地理环境和相互距离的制约，与二区自然地理环

境差异较大、距离较远的地区受到的影响较弱，反之较强。 

依据宋代仿木构墓葬随时间而在各方面呈现出来的阶段性，分为北宋早中期、北宋晚期及南宋时期三

个历史阶段。这种变化与宋代社会经济文化的发展及其统治范围密切相关。 

受宋代二、三区墓葬建造习俗的影响，中期以后辽代契丹族仿木构墓葬数量逐渐增多，辽代仿木构墓

葬是契丹文化吸收汉族文化的一个有力证明；因所辖地区多为北宋旧地，受当地固有文化传统的影响，金

代自始即有仿木结构墓葬存在，且基本上是继承了宋代仿木构墓葬的形制，中期以后则有所发展。 

附记：本文是在笔者硕士毕业论文的基础上修改而成，在论文的写作和本文的修改过程中得到导师冯

恩学教授的悉心指导，在些深表谢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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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ructure of Sung Dynasty Imitation Wood Tombs and  

the Influence upon the Liao and Jin Dynasty 

 
Zhao Ming－xing 

 (Henan Provincial Institution of Ancient Construction Protecting，Henan  ZhenZhou  450002) 

 

Abstract: The tombs of wood imitation structure (仿木构墓葬) means that the tombs are constructed in the way of 

imitating the wood structure architecture above ground, and those of the Sung dynasty can be classified into five groups 

based on the differences among parts of the wood imitated structure, and then, this article displays the demarcation of the 

types of these five groups one by one according to the differences of the constructing fashions, the number and layout of 

the chamber, the shape of the chamber. The central region of the tombs of different types is different from one another, 

and in a certain region the number of the tombs of different types is different either, so the article divides the tombs of 

wood imitation structure of the Sung dynasty into six regions. The article divides the tombs of wood imitation structure of 

the Sung dynasty into three stages; it is the early and middle phase of North Sung dynasty, the later period of North Sung 

dynasty and the South Sung period. According to the conclusions of the last two sections, I venture to say that the second 

region is the central region of the culture of the tombs of wood imitation structure of Sung dynasty, and it has an effect on 

the other regions. The first kind of tombs osculates with the other kinds of tombs. The different tombs in these six regions 

blend into one another. Comparing with the tombs of the Liao and Jin dynasty, this article concludes that the features of 

the tombs of wood imitation structure of the Sung dynasty came into being in the second stage, and have a strong effect 

on the tombs of wood imitation structure of Jin dynasty and Liao dynas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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