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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关中东汉墓葬等级的探索

关中是西汉王朝的京畿地区所在，在整个两汉

时期具有相当重要的地位，保存下来的物质文化遗

存非常丰富。关中汉墓的考古工作始于20世纪30年
代①，新中国成立后至今，随着田野考古工作的展开，

被发现、发掘的关中汉墓数量与日俱增，一系列考古

报告陆续出版②，研究成果不断涌现。但是相对而

言，这些研究更多集中于西汉时期，围绕东汉墓的讨

论较少，特别是墓葬等级、规格方面的研究非常薄

弱，往往泛称为中小型墓葬，但未进一步区分。

这种不平衡与历史原因所导致的材料本身不无

关系。西汉以长安为都，不仅皇帝、皇后葬于关中，

不少贵族、官员墓葬也分布于此，再加上大量关东豪

强地主在陵邑制度的作用下被迁移入关，使得关中

西汉墓葬的面貌十分丰富，自帝陵、列侯级别至普通

的小型墓，等级差异明显，相关的讨论也较为充

分③。而东汉迁都洛阳后，关中不再是政治、经济、文

化中心，总人口数大幅下降，高等级墓葬也变得稀

少，考古所见多为中小型墓，相互之间的等级差异不

够直观。尽管如此，墓葬等级还是需要解决的重要

问题，关键在于寻找最具等级意义的墓葬因素。

一般来说，在分析墓葬等级时参考的主要因素包

括：一是地上部分，即封土和墓上建筑；二是地下部

分，即墓室形制、尺寸和随葬品。以下分别进行考察。

(一)地上部分

与先秦至西汉时期的情况类似，东汉墓的封土

规模与墓葬等级密切相关。据《后汉书》记载，汉明

帝马皇后的母亲下葬时，封土略微高过标准，马皇后

特意命人削减④。东汉王符在《潜夫论》中提到，贵戚

与豪强们“造起大冢，广种松柏，庐舍祠堂，崇侈上

僭”⑤。这些记载说明尽管存在僭越现象，但是东汉

时期客观上仍然存在一套含封土尺寸在内的丧葬制

度。不过，今天能够看到的关中东汉墓的封土却非

常少。以《西安东汉墓》为例，该报告详细公布的 98
座新莽至东汉末期的墓葬当中仅2座残留有封土，其

余墓葬的封土已无迹可寻⑥。再如潼关吊桥东汉太

尉杨震家族墓，1959年发掘时发现7座墓中只有2座
还能看到大封土，其余的只有封土底部痕迹，甚至低

于现地表⑦。造成这种现象的原因主要是后期的自

然及人为的破坏，尤其是近几十年的大规模生产建

设，导致大量封土被夷平。

除了封土外，以帝陵为代表的东汉高等级墓葬

往往在墓侧建有墓园和附属建筑；中小型墓葬有时

也会在墓前设置祭祀所用的单体建筑，典型代表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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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东嘉祥武氏祠⑧。通过地面建筑的形制、规模可以

探讨墓主人的身份等级，但是在关中地区尚未见到

明确的东汉墓葬地上建筑遗迹⑨。尽管可以对封土

尚存的墓葬做一些个案研究，但在总样本量不足的

情况下，想利用封土或墓上建筑来讨论等级差异就

十分困难了。

(二)地下部分

首先从随葬品来看，关中东汉墓的随葬品以陶

器为大宗，根据功能可将其中最常见的分为4类：以

壶、罐为代表的日用陶器；以仓、灶、井为代表的模型

明器；以案、盘、耳杯为代表的祭奠用具；鸡、狗、猪等

家禽家畜俑⑩。东汉早期随葬品相对简单，数量较

少，以日用陶器和模型明器为主。到了东汉中期就

变得丰富了，4类组合俱全，数量增多，并一直持续到

东汉末，只是具体器型发生演变。

在同时期的墓葬中，陶器的种类大致相当，但部

分陶器的套数跟合葬人数存在一定对应关系，特别

是祭奠用具。祭奠用具模仿现实世界的供具和食

器，一位墓主人多对应 1件陶案及若干件盘、耳杯

等。例如《西安东汉墓》中的雁南M22合葬 3人，仅

陶罐就有20件，比一般的单人葬或两人合葬墓的要

多，该墓还出土有3件陶案，分置在3具棺木旁，据此

可判断原先应有3套随葬陶器。再如《临潼新丰》中

的M565，出土陶壶达 13件之多，该墓人骨和葬具破

坏严重，根据出土 3件陶案可推测原先至少合葬 3
人。然而这两座墓在其他方面并没有超过随葬陶

器较少的同期墓葬。由此可知，随葬陶器的数量与

墓葬时代、合葬人数密切相关，但是未表现出明确的

等级差异特征。

此外，受汉代明器作坊化生产的影响，陶器尺寸

和材质也没有明显差别。尺寸方面，即便如高级官

僚太尉杨震、司徒刘崎家族墓所出陶器，亦未比其他

墓葬的同类器物更大；材质方面，关中东汉墓陶器主

要包括泥质灰陶、泥质红陶和红胎绿釉三大类，但陶

质与墓主人身份和墓葬等级之间没有明确的对应关

系。例如在杨震家族墓中，红胎绿釉陶最多，泥质红

陶次之，泥质灰陶又次之，可是在刘崎家族墓中泥

质灰陶反而是最常见的。其余墓葬亦如此，不同陶

质的比例缺乏明确的规律性。

目前所见的关中地区东汉墓葬均为诸侯王级别

以下的，很少能发现标示墓主人身份的印章之类的材

料。因此，除了杨震和刘崎家族墓这些自古以来就有

丰富的文献记述、碑刻资料的例子之外，绝大多数不

能直接确定墓主人信息。随葬品中不占主流的金、

玉、铜器等往往更能指向墓主人的身份、财力，如杨震

家族墓出土有象牙笏板。但这类随葬品在中小型墓

中本不多见，再加上受古今盗扰的影响，这些材质的

随葬品又恰恰更容易遗失，给横向对比带来困难。

由以上的分析可知，受客观条件的制约，目前在

研究关中东汉墓葬等级时很难将墓葬的地上部分和

随葬品作为具有普遍性的参考因素。因此，我们不

得不重点关注每座墓均具备且不易被后世破坏的部

分，即墓葬形制。

二、典型墓葬形制及“模件”墓室的规模

想要讨论墓葬的等级，应寻找墓葬的形制、规模

上所体现出的差异。关中东汉墓葬形制方面已有不

少综合性研究，如呼林贵将关中东汉墓分为竖穴墓

道洞室墓、竖穴墓道砖室墓、斜坡墓道砖室墓三大

类，侯宁彬将整个陕西地区的汉墓形制分为竖穴土

圹墓和横穴洞室墓两大类，各类之下又细分型式，

《西安东汉墓》报告将这批墓葬分为竖穴墓道洞室墓

与斜坡墓道洞室墓两类，再进一步细分为四型及若

干亚型。无论怎么样具体划分，主要的参考因素均

为墓道形制、墓室的数量、布局及修建方式。

关中东汉墓大多为横穴式墓，墓道以长斜坡式

为主，竖井墓道非常少。《西安东汉墓》的 98座墓例

中，带竖井墓道的只有7座。斜坡墓道坡底角度集中

在 20～30°，宽度多为 0.8～1米，尺寸差别不大。少

数墓道在距离开口不深的位置有一级或两级窄台

阶，由于很多墓道的原始开口已被破坏，导致台阶消

失，因此台阶墓道的原始比例应当更高一些。从现

有的材料看，这种台阶的等级意味不甚突出，其设置

更可能是出自某种功能上的需求，与洛阳地区汉晋

时期高等级墓葬的多级台阶墓道有所不同。故而

仍然需要把考察墓葬等级的重点放在墓室。根据墓

室数量将其可以分为单室墓、双室墓、多室墓三类，

在墓室构筑方式上，包含土洞、砖室以及土砖结合三

种。根据研究需要，不在此详细划分形制，仅对其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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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具有代表性的列举说明。

单室墓的墓顶结构包括拱券顶和穹窿顶两种，

以拱券顶为主，有的还带有小耳室。拱券顶单室墓

如曲春M15，斜坡墓道土洞式，墓室窄长(图一，1)；
再如电容M3，墓圹为斜坡墓道土洞式，墓室内砌砖，

左侧有一耳室 (图一，2)。穹窿顶单室墓如有色

M18，斜坡墓道土洞式，墓室平面近方形(图一，3)。
在双室墓和多室墓中，最常见的墓型为前后室

墓或前后室带侧室墓，前室大多为穹窿顶结构，后

室、侧室为拱券顶。各墓室可以全部为土洞，亦可全

部砌砖或部分砌砖。试举3例：石油M14，斜坡墓道土

洞式，前后室带一个左侧室(图一，4)；三环M46，墓圹

为斜坡墓道土洞式，由前后室组成，均砌砖(图一，

6)；邮电M3，前室为砖砌穹窿顶结构，左右各配一侧

室。各墓室砌砖，唯独左侧室为拱顶土洞(图一，5)。
从以上的材料可以看出，无论墓室内砌砖与否，

图一 典型墓例
1.曲春M15 2.电容M3 3.有色M18 4.石油M14 5.邮电M3 6.三环M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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典型的关中东汉墓都可视为以方形穹窿顶和长方形

拱券顶墓室为基本“模件”的组合。具体的墓室数

量与组合方式有所区别，但整体面貌颇为一致。此

外，分析墓室的尺寸数据(表一)后会发现，不同结构

的墓室分别遵循一定的尺寸标准。笔者对关中地区

已公布的东汉墓资料进行了全面梳理，发现“模件”

墓室的规模具有如下规律：

1.方形穹窿顶结构的墓室边长大多在3米上下，

一般不超过3.2米。

2.拱券顶结构的墓室(耳室除外)，长度多为3～4
米，一般不超过5米，宽度集中在1.4～1.7米，最常见

的为1.5米左右。

墓葬形制和“模件”墓室规模的高度一致性，是

古人在建筑技术、丧葬习俗方面的相似性的体现，同

时也表明此类墓葬所代表的墓主人身份或财力水平

是接近的。

表一 典型墓例统计表

墓号

曲春M15
电容M3
有色M18
石油M14
三环M46
邮电M3

墓道形制

斜坡+2级台阶

斜坡

斜坡

斜坡

斜坡

斜坡

墓室结构

土洞

砖室，主室、右耳室

土洞

土洞，前后室、左侧室

砖室，前室、后室

土砖结合，前室、后室、左右侧室

主室/
前室结顶方式

拱券顶

拱券顶

穹窿顶

穹窿顶

穹窿顶

穹窿顶

墓室尺寸(长×宽，单位：米)
5.4×1.46
4.32×1.56
2.9×2.8

前室：2.8×2.8米后室：3.2×1.46 左侧室：3.2×1.48
前室：2.7×2.8后室：3.6×1.86
前室：2.45×2.6后室：3.1×1.55

左侧室：2.9×1.6右侧室：2.9×1.4

三、特殊墓例及修建方式

与前述的典型墓葬形制相比，有一些墓葬在形

制、规模上体现出差异来。笔者在已公布资料中找出

了13例，如下所示(表二，下页图二)。其中，有11座
墓葬的墓室尺寸明显较大，另外有油巷M1、电信M67
这2座为前、中、后三室墓，形制特殊，亦加以考虑。

表二 特殊墓例统计表

墓号

吊桥M1
吊桥M2
吊桥M3
吊桥M4
吊桥M5
吊桥M6
吊桥M7
油巷M1
油巷M2
雅城M2
华西M1

百子M1

电信M67

墓道形制

斜坡

斜坡+1级台阶

斜坡+1级台阶

斜坡+2级台阶

斜坡

斜坡+2级台阶

斜坡+2级台阶

斜坡

斜坡

斜坡+2级台阶

斜坡

斜坡+1天井

斜坡+1级台阶

墓室结构

砖室，门楼、前后室

砖室，门楼、前后室

砖室，门楼、前后室

砖室，门楼、前室、左右后室、
左右耳室

砖室，门楼、前后室

砖室，门楼、前后室

砖室，门楼、前后室、左耳室、
甬道耳室

砖室，前室、中室、后室、左右回廊、耳室

砖室，前后室、甬道侧室

砖室，前后室、左侧室、过洞

砖室，门楼、前后室、左右侧室、过洞

砖室，前后室、左右侧室

砖室，前室、前室左侧室、过洞、中室、中
室左右侧室、后室

主室/前室
结顶方式

拱券顶(横)
拱券顶

拱券顶(横)
穹窿顶

拱券顶(横)
拱券顶(横)
拱券顶

穹窿顶

券顶(横)
穹窿顶

穹窿顶

穹窿顶

穹窿顶

墓室尺寸(长×宽，单位：米)
前室：7.6×2.65后室：3.9×2.2
前室：7.4×2.7后室：6.46×2.4
前室：7.46×2后室：5.6×2

前室：3.55×3左后室：5.58×2.1
右后室：5.58×2.1左耳室：1.9×1.9 右耳室：1.9×1.9

前室：5.3×2.8后室：6.5×2.7
前室：6.1×2.67后室：5.45×2.7
前室：3.45×2.35后室：7.1×1.9

左耳室：1.75×0.9甬道耳室：2.2×1.25
前室：2.96×3.1中室：6.1×2.6 后室：3.86×2.95

前室：2.6×4.68后室：3.75×3.55 甬道侧室：4.85×1.78
前室：4.3×4.2后室：3.16×2.96 左侧室：3.08×1.38

前室：3.7×3.7后室：3.32×3.32
左侧室：2.78×2.78右侧室：2.85×2.86

前室：3.75×3.75后室：3.87×2.1
左侧室：3.85×2右侧室：3.87×2
前室：3.2×2.8前室左侧室：3×1.8

过洞：1.2×1中室：4.6×3.2 中室左侧室：2.8×1.04
中室右侧室：3×1.8后室：3.6×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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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二 特殊墓例
1.吊桥M5 2.吊桥M2 3.吊桥M4 4.雅城M2 5.华西M1 6.电信M67 7.百子M1 8.油巷M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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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体来看，吊桥M1、M3、M5、M6以及油巷M2采
用了关中地区极为少见的横前堂形制，以吊桥M5为
例(图二，1)，前、后室尺寸均超过了常见的拱券结构

墓室；吊桥M2、M7为前后室墓，但与典型的方形穹

窿顶前室不同，其前室亦为纵向拱券顶，以吊桥M2
为例，前后室尺寸很大，仅前室的长度就达到了 7.4
米(图二，2)；吊桥M4形制特别，前室为穹窿顶，后接

并列的拱券顶双后室，墓室尺寸大，前室跨度达到

3.55米(图二，3)；雅城M2的墓室采用了前、后室配

侧室的结构，前、后室均为砖砌穹窿顶，之间用过洞

连接(图二，4)，这一点与华西M1(图二，5)相似，雅城

M2的前室边长达到 4.3米，是目前所见的关中地区

砖砌穹窿顶结构墓室中最大的，华西M1前室边长

亦达到 3.7米；电信M67与油巷M1在纵向上都具有

前、中、后三室，电信M67结构更为复杂一些，其前

室、中室还各自配有侧室(图二，6)；油巷M1的前室

两侧分别带有砖砌的曲尺形回廊(图二，8)，其复杂

程度是这批墓葬中最高的；百子M1形制相对简单，

但其前室边长 3.75米，超过同类型墓葬的尺寸(图
二，7)。

可以看出，以上墓葬不仅结构普遍复杂，墓室尺

寸也更大，方形穹窿顶结构墓室边长大多在3.5米以

上，还有超过4米者。拱券顶结构墓室宽度多超过2
米，长度可达到6、7米。若将前述的以“模件”墓室组

合而成的典型墓葬归入小型墓，那么这13座自然属

于中型墓。

此外，中型墓在修建方式上也存在自身的特点。

关中东汉墓多为“横穴式”，其中小型墓的土圹系在

生土中水平掏挖出墓室而成，基本修造流程如下：

1.挖出墓道。

2.在墓道底端修造甬道，少数墓葬无甬道。

3.根据需要从甬道向内掏挖出主室或前室、后

室、侧室等墓室。

小型砖室墓还需要在横穴式土圹中以条砖修砌

墓室，比土洞墓多一个步骤。砌砖的施工过程是在

“隔绝天日”的地下洞穴中完成的，这种结构一般被

称为称为“暗券”式。

中型墓则普遍采用另一种修墓方式—不掏挖

横穴墓圹，而是先从地表向下开挖出竖穴墓圹，然

后在墓圹中用砖砌筑墓室，最后回填夯打。由于修

砌的行为是在露天的竖穴墓圹中进行的，因此这种

结构的砖室墓被称为“明券”式。根据简报和报告

中公布的信息，在这 13座中型墓中确定采用了明

券结构的有 10座，分别为吊桥M1～M7、油巷M1、
油巷M2、雅城M2，其余 3座情况不明，但很可能也

属于明券。

从修墓所需劳动量上来看，相同规格的墓室若

采用明券式，在开挖墓圹时的土方量要比用暗券式

墓更多，后期还需要回填夯打，因此其消耗的劳动量

更大，成本更高。一般来说，暗券或明券的选择与所

处地区的土壤条件有密切的关系。暗券适用于北方

黄土地带，南方地区则主要采用明券。在陕北局部

地区，明券结构的汉墓同样比较常见。有研究者指

出原因在于自然环境的限制，即墓地周围“全为沙质

土，不宜掏洞”。关中地区的土壤条件非常适合修

建土洞或暗券式砖室墓，实际情况也与此相合。那

么，中型墓为何还要采用明券结构呢?笔者认为有两

方面因素。第一，采用明券虽然更费工，但是通过开

挖竖穴墓圹可以更好地规划各墓室的位置、大小，避

免在地下掏洞时出现偏斜或变形；第二，墓室尺寸及

施工安全很可能也是一个考虑因素。若墓室尺寸不

大，采用暗券式墓自然无妨；但中型墓追求更大的墓

室，若采用暗券式，土圹存在坍塌风险，而采用明券

式可以有效避免。在这个问题上，当代黄土地区的

窑洞可以作为一个参考。有研究者通过调研以及建

模分析后指出，窑洞最常见的跨度是3米左右，很少

超过4米，这是最有利于结构稳定的尺寸。这一情

况恰好与小型墓、中型墓的尺寸差异相吻合。在实

际操作中，或许是出于经济、便捷的考虑，有时也会

采用“局部明券”的做法。如雅城M2的前、后墓室尺

寸较大，均为明券式，但过洞及甬道的横向跨度并不

大，为暗券式砖砌结构(图二，4)。
四、中型墓墓主人身份推断

以上13座墓的随葬品中缺少记录墓主人信息的

文字材料，因而难以确认每一座的墓主人身份。在

这里首先对能够判断身份的墓葬进行讨论。

吊桥M1～M7均来自潼关吊桥的东汉杨震家族

墓。据考证吊桥M2即太尉杨震之墓。吊桥M4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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墓主人，意见也较为一致，为汉魏之际的杨彪。杨

彪曾位至三公，卒于魏文帝黄初六年 (225年)。其

余诸墓的墓主人虽有具体争论，但均为杨震后裔。

弘农杨氏在汉代属于典型“四世三公”式家族，高官

屡出。因此杨氏家族成员在修墓时能够使用高于

普通人的墓葬规格。杨震虽于汉安帝时遭受迫害，

服毒自尽，且棺柩行至弘农陕县时，又被“露棺道

侧”。但紧接着，汉顺帝即位，他就被“赠钱百万，以

礼改葬于华阴潼亭”。因此我们看到即便如吊桥

M2这样结构简单的(图二，2)，其前、后墓室的尺寸

也非常大，且顶部均为双层砖券结构，仍体现出高等

级的特征。

油巷M1、M2来自华阴县东汉司徒刘崎的家族

墓。油巷M1中出土“刘崎之印”和“司徒之印章”，可

以确认墓主人就是司徒刘崎。油巷M2与M1邻近，

墓主人也为刘氏家族成员。

百子M1，位于陕西旬邑百子村，墓葬形制不算

复杂，但是墓室尺寸大，在甬道、前后室的侧壁以及

前室顶部还绘制有内容丰富的壁画，这是关中地区

东汉时期保存最好的、也是目前仅见的一座壁画

墓，壁画旁的题记有“邠王”。关于具体时代和墓主

人身份还存在一些争议。“邠王”不见于东汉史书，

发掘者及部分学者认为百子M1的时代为东汉末

期，墓主人是自立为王的地方豪强或高级官员，也

有学者根据墓葬形制、画像布局、人物服饰等因素

将其时代推断为三国曹魏。笔者认为，前后室配

侧室的形制更符合东汉时期的典型特征，再加上目

前尚未公布全部随葬品信息，因此暂从前一种说

法，将其时代判断为东汉末，墓主人地位应与杨、刘

二家接近。

从以上的分析可知，中型墓里能够确认身份的

墓主人多为东汉时期的高级官员及其家族成员，剩

余的华西M1、雅城M2、电信M67三座虽未出土能够

指明墓主人身份的材料，但是考虑到墓室的复杂程

度和尺寸规模等因素，推测墓主人很可能也属于这

一级别。其中华西M1位于华阴，原简报认为其时代

为东晋中晚期，有研究者将其时代更改为曹魏至西

晋早期，并根据墓葬位置及形制特征，推测墓主人亦

属弘农杨氏家族。从该墓出土陶器的组合、型式来

看，似更符合东汉晚期至末期的特征。至于墓主人

是否为杨氏家族成员，在缺乏可靠文字证据的前提

下，恐亦难遽断，但其身份也不会低。电信M67的

前、中、后三室的基本结构，在关中东汉墓葬里极为

少见。东汉时期，这种墓葬形制主要为诸侯王、列侯

及高级官员所采用，如刘崎之墓，再如和林格尔新店

子壁画墓(图三)，时代为东汉晚期，墓主人为“护乌桓

校尉”，系二千石的高官。

当然，俞伟超早已指出在东汉后期随着大土地

所有制的膨胀，墓葬的僭越现象愈加严重，一些地方

豪右的墓葬都可与诸侯王、列侯相比。这几座中型

墓的墓主人具体究竟是杨震、刘崎家族成员那样的

高级官员，还是经济实力强大的地方豪强，难以做出

更准确的判断了。

五、结语

通过前文对墓葬形制的梳理和分析，可以看出

关中地区东汉墓葬是存在等级差异的，受古今各种

因素的影响，目前这种差异更多地体现在墓葬形制

方面。要而言之，常见的小型墓无论砌砖与否，多

采用土洞式的墓圹，出于结构安全等方面的考虑，

穹窿顶或拱券顶的“模件”墓室分别遵循一定的尺

寸标准；而中型墓普遍形制复杂，墓室尺寸更大，并

采用更费工的明券结构，这是二者最显著的区别。

从现有的材料来判断，中型墓的墓主人多为高级官

员或豪强地主阶层。不过，目前所见的关中东汉中

型墓总数还是过少，更多的具体问题有待新材料来

图三 和林格尔壁画墓形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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帮助解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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