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辽宁大学院内辽墓的发掘 

沈阳市文物考古研究所 

（沈阳市文物考古研究所，沈阳，110033） 

 

摘要：2004 年初，沈阳市文物考古研究所对辽宁大学院内发现的一座辽墓进行了发掘。墓葬为砖砌圆形，

墓壁有仿木的窗、柱等结构，墓室内有砖砌的骨灰坛，出土陶罐、酱釉瓜棱罐、白瓷碗等器物 9 件。从墓

葬形制及出土物分析，该墓葬的主人可能为汉人中的一般平民，墓葬年代大致为辽代中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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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2 年 10 月底，为配合辽宁大学“国际交流大楼”工程建设，沈阳市文物考古研究

所勘探队对工程用地进行了为期一个多月的文物勘探工作，于勘探过程中发现该工程用地范

围内存在四处辽代墓葬遗存。后因季节及施工等原因，该墓群的发掘工作一直未能得以进行。

2004 年初，市考古所对该辽墓群进行了发掘，由于工程施工破坏等原因，发现的辽墓仅发

掘一座，出土陶、瓷等器物 9 件。参加发掘人员有赵晓刚、付永平等。现将该墓葬的发掘

情况介绍如下： 

一、地理位置及地层情况 

“国际交流大楼”工程位于沈阳市皇姑区崇山中路 66 号的辽宁大学院内东北部（图一），

北、西面为沈阳高等电力专科学校，东面是辽大浴池，南面为辽大操场，占地 14520 平方

米。该工程位于沈阳市划定的“辽大、百鸟公园遗存”文物勘探范围之内。此地区以前曾发

现过新乐上层文化遗址及墓葬。 

辽墓所在位置的地层堆积如下： 

第一层：建筑残土层，厚 20—40 厘米。 

第二层：路土及回填层：厚 20—40 厘米，土质非常坚硬，含大量的炉渣。辽墓即开口

于此层下，并打破第三层。 

第三层：黄褐土层，厚 60—80 厘米，质较软，土呈瓣状，在此层中出土有新乐上层文

化夹砂红陶片。 



 

 

此层下为纯净黄沙，沙中含较多石粒。 

此次发掘出土新乐上层文化遗物较少，在此不作赘述。 

二、墓室结构 

该墓葬用青灰色或红黄色长方形沟纹砖砌筑，方向 220º（图二）。墓道未发掘，形制不

明。墓门为长方形，用单砖平砌封堵。甬道长 1.25 米，宽 0.6 米，高 1.14 米，券顶。甬道

内仅在靠近墓室一侧竖铺两行长方形砖。墓室平面为圆形，内径 3.35~3.40 米，顶部无存。

墓壁由单砖错缝平砌而成，残存高度 0.52~1.24 米。墓壁上装饰有左右对称的影作木结构立

柱 6 根。立柱由 3 排单砖竖砌而成，砖与砖之间有的有错缝，有的则没错缝。柱身稍凸出

于墓壁平面约 2~3 厘米，残存高度不一而齐。 

 
墓室后半壁上有 3 个仿木结构窗户，中间一个与墓门相对，左右两个窗户不对称。其

中以左窗户保存较好，左、右边窗框由 2 排竖砖平砌而成，上、下边窗框由 1 排单砖横砌

而成。窗框皆稍凸出墓壁平面 2~3 厘米。窗扇由 2 排 4 行单砖横砌而成。右窗现存 2 行窗

格。窗格由 3 层单砖组成。正中的后窗现存 2 行窗格，其上有塌落的上层窗格。 

墓室内后部偏西设有骨灰坛。骨灰坛保存不完整，西部已残损。它与四壁皆不相连，平

面呈长方形，长 1.70、宽 1.00、高 0.5 米。在朝向墓门方向的一面有 4 个亚腰形立砖做的

壸门。骨灰坛是在铺好底砖后砌成的，外侧砌整砖，内填碎砖，最底一层为整砖铺砌。骨灰



 

 

坛上散放骨灰及未烧尽的残碎骨殖。在骨灰坛上出土一枚残断的铜簪。在骨灰坛西侧与墓壁

之间出土有陶盖罐 1 个、白瓷大碗 2 个、酱釉瓜棱罐 1 个、陶盆 1 个、小口陶罐 1 个。 

铺底砖自墓门至后壁共 21 行，皆横向错缝平砌。铺底转下有 1.5～2 厘米厚的夯土。

在铺底砖上有 5 厘米左右厚的淤土，淤土色呈黑灰色漆皮状，有层理结构。在墓室东部出

土釉陶碗 1 个、陶灯盏 1 个。 

该墓墓室内未发现盗洞，但因其距地表较浅，不排除有早期被破坏的可能性。 

三、出土遗物 

该墓葬共出土随葬器物 9 件。 

铜簪  出土于墓葬骨灰坛上东部，铜质，器物全身锈蚀严重，且残断为三截，推测可能

为头簪。直径 0.3，通长 11.5 厘米。 

釉陶碗  出土于墓室东部，红黄胎，内外满施青釉，釉层剥落严重，开片，有流泪痕，

积釉处釉色闪绿。圆唇，敞口，深腹，小圈足。口径 14.2、高 6.5、底径 5 厘米。 

陶灯盏  出土于墓室东部，与釉陶碗相距约 20 厘米。泥质灰黑陶，圆唇，口微敛，斜

壁，下腹部有一道凹槽，底为磨成的斜底，盏内残留有烟熏油浸痕迹。口径 9、底径 4.4、
高 3.6 厘米。 

白瓷碗  2 件，均出土于墓室西部，骨灰坛下，破裂为数块。圆唇外撇，敞口，口作五

花式，斜直壁，圈足，有刀削痕，足微外撇。碗内底见三支钉痕。瓷胎，露胎外呈白色，施

白釉，圈足无釉。口径 21.2、底径 7.6、高 7.4 厘米。 

盖罐  出于墓室西部，骨灰坛下，出土时器盖与罐已分离，而且残破成细小的碎块。泥

质红褐陶，轮制，器盖为覆釜形，口沿用刀削出三个缺口，方圆唇。罐圆唇，直口，短颈，

折肩，折腹，素面，平底。器盖口径 13.5、高 6.5 厘米。罐口径 11、腹径 14、底径 7、高

8.6 厘米。盖罐通高 11 厘米。 

陶盆  出于墓室西部，骨灰坛下，圆唇，束颈，溜肩，素面，器物表皮剥落严重，小平

底。口径 7、最大腹径 13、底径 8、高 16.5 厘米。 

陶罐  出于墓室西部，骨灰坛下，方唇，折沿，口沿上饰一道凹旋纹，短颈，斜腹，素

面，平底。口径 18、底径 10、高 6 厘米。 

酱釉瓜棱罐  出于墓室西部，骨灰坛下，圆唇，口微敞，颈部饰一道凹弦纹，溜肩，鼓

腹，十一瓣瓜棱状，凹底，假圈足，底部有同心圆螺纹。胎为砖红色，通体施酱釉。口径 8、
最大腹径 11.6、底径 5.6、高 10.4 厘米。 

四、结语 

1、砖砌圆形辽墓在沈阳地区曾发现过多座，如李进石棺墓、十七中胡化墓、新乐遗址

辽墓、方型广场辽墓、北陵农场辽墓
①
等，这类墓葬的形制基本相同，墓室内均有砖砌的棺

床或骨灰坛，出土器物不丰，且均以陶瓷器为主，墓主人大多为汉人，身份为低级官吏或一

般平民。这座墓葬亦不例外，从墓葬形制及出土的几件器物来看，应为辽代汉人中一般平民

的墓葬。 

2、墓葬年代。该墓葬未出土明确纪年的实物，无法确定其绝对年代。墓室内砖砌的骨

灰坛与 1982 年发掘的沈阳市北陵农场辽墓中骨灰坛的形制基本相同。骨灰坛正面所设 4 个

亚腰形立砖做的壸门与锦州市张扛村一号辽墓
②
的棺床下所设石榴状壸门有相似之处。墓内



 

 

出土的酱釉瓜棱罐与抚顺市光明街辽墓
③
出土的白瓷瓜棱罐形制相近。盖罐与阜新海力板辽

墓
④
中所出白瓷奁盒形制相似，用途可能亦相同。综上所述，该墓葬的年代大致在辽代中期。 

3、火葬的习俗在辽代较为普遍。该墓葬骨灰坛上放置的骨殖较为零散，无法收集进行

鉴定。通过出土的铜簪和可用作奁盒的盖罐来推测，该墓葬的墓主人应为女性。 

该墓葬的发掘得到了辽宁大学校方的大力支持，在此表示感谢！ 

 
执笔：赵晓刚  付永平 
绘图：韩玉岩  孟仲凡 
照片：赵晓刚  付永平 

 

 
参考文献 

①这几座辽墓资料均见《沈阳市文物志》第三章第三节“辽金元墓葬”。 

②刘谦：《辽宁锦州市张扛村辽墓发掘报告》，《考古》1984 年 11 期。 

③辽宁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等：《阜新海力板辽墓》，《辽海文物学刊》1991 年 1 期。 

④抚顺市博物馆：《抚顺市光明街辽墓发掘简报》，《辽海文物学刊》1987 年 2 期。 

 

 

A Brief Report of a Liao Tomb in Liaoning Universtiy 

(Shenyang Institute of Cultural Relics and Archaeology; Shenyang, 110033) 

Abstract: In the early 2004,Shenyang Relic Archaeological Research Center excavatell a Liao Dynasty 

tomb which was found in Liaoning University.The tomb is round and made of bricks.There are imitatively 

wovden window,pillars and some other structures.Inside the tomb,there are bone ash jar,pottery pat,the 

glazed pat with sauce colour,white porcelain pat and other 9implements.According to the function and 

the relics,it can be supposed that the owner of this tomb might be a Han common people,and the tomb 

was buit in about middle Liao Dynas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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