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隋祚短促，真正意义上的皇帝只有两位—隋文

帝、隋炀帝。他们的陵墓是研究隋代帝陵制度的基

本材料。随着对隋文帝泰陵调查与勘探的深入①，以

及炀帝墓的发现，对于深入认识隋代帝陵制度在中

国古代帝陵中的地位，奠定了重要的基础。本文以

调查勘探的隋文帝泰陵为中心，对隋代帝陵制度的

沿革以及在中国帝陵发展史上的重要地位进行分

析、总结和蠡测，不足之处，尚祈指正。

一、隋文帝泰陵

隋文帝泰陵(以下简称泰陵)位于陕西咸阳城西

75公里处的三峙原上，行政区划属于杨陵区五泉乡

双庙坡村(图一)。据《隋书·后妃列传》记载，仁寿二

年(602年)八月甲子，“(文献独孤皇)后崩于永安宫，时

年五十。葬于泰陵。”②《隋书·高祖本纪下》记载：

“(仁寿四年秋七月)丁未，崩于大宝殿。”“冬十月己

卯，合葬于泰陵，同坟而异穴。”③

1.陵址的选择

泰陵选在三峙原上，陵园和封土所在地高敞、平

坦，海拔在 523～524米，封土之所在与陵园以南、祠

庙以东之间的海拔有60米左右的高差，地势总体上

北高南低。同时，泰陵陵园之南即为渭河，隔渭河与

终南山相望。泰陵选择这种背山(原)面水、坐北向

南、北高南低的地势，总体上与西汉帝陵以及唐代帝

陵在地形的选择上相一致。这种北高南低的地势，

也与大兴城的地势自南向北逐渐增高相一致，符合

中国古代建筑逐渐增高的理念。这种地形与地势，

文献中称为“吉地”，且要经过占卜④。文献皇后崩，

宇文恺与杨素负责营建山陵之事，文帝称善⑤。何稠

也参典山陵制度，并获得文帝信任，文帝甚至还将自

己的后事托付给何稠⑥。结合这些文献记载，可知泰

陵的修建由杨素总负责，萧吉负责选择陵址，宇文

恺、何稠等人负责具体设计和修建。

2.陵园

经钻探，发现陵园周围有垣墙，平面呈南北向长

方形，南北长 628.9、东西宽 592.7 米。墙基宽 4.4
米。陵垣大部分已毁，唯北面尚有残垣存在。每面

陵垣中部和四角都发现有大量残砖断瓦，说明应当

有门庭和阙楼之类的建筑。门外有一对平面呈梯形

门阙。垣墙之外环绕围沟。

墓域环绕围沟的做法，在近年来的西晋至隋唐

墓葬的地面设施中屡有发现，与泰陵年代相距不甚

久远的北魏孝文帝长陵⑦、西魏元宝炬永陵⑧的陵垣

外即有围沟。如果再往前追溯，围沟也见于西汉帝

陵，如汉景帝阳陵帝、后各自的陵园外围，又构筑有

一个外侧有围沟内侧有墙垣的巨大共用陵园⑨。可

见，泰陵在陵垣外侧开挖围沟的做法，近者是受了北

魏长陵和西魏永陵的影响，远者则是对西汉陵园布

局样式的模仿和改变，反映了隋代帝陵在陵园建设

隋代帝陵制度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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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对西汉帝陵制度，以及迁洛后的北魏长陵与西魏

永陵的沿袭，某种程度上而言则更多的是对西汉制

度的恢复，甚至可以说整个这一时期的帝陵都在追

求对西汉帝陵制度的恢复。

3.封土

泰陵采取封土为陵的埋葬方式。封土现高25.1
米，位于陵园中部略偏东南，呈长方形覆斗状，夯筑

而成，顶部平坦，底部基础部分呈“凸”字形。顶部东

西长 42、南北宽 33米；底部现残存东西长 153、南北

宽153米。从考古发掘的北周武帝孝陵来看，地面无

封土，基本上执行了武帝生前遗令，不封不树⑩。而

泰陵之前的东汉帝陵、北魏孝文帝长陵及西魏元宝

炬永陵等的封土呈圆丘形或者圆锥形，与泰陵的封

土完全不同。泰陵的覆斗形封土，显然是对秦汉帝

陵封土呈覆斗形旧制的恢复，并为此后的唐高祖献

陵所继承，又显示了唐承隋制的一面。

4.合葬方式

经钻探，在泰陵封土南部发现两条南北向墓道，

均为 7个天井、7个过洞，两条墓道间距 23.8米。其

中西侧墓道南北长 78.7、宽 3.5～5.6米，东侧墓道略

短稍窄。两条墓道的探出，证实了文献记载的泰陵

采用“同坟而异穴”是确实的，也说明泰陵的墓室坐

北向南，为南北向。所谓“同坟而异穴”即在同一座

覆斗形封土之下，开挖两座长斜坡墓道、多天井、多

过洞的墓室。与北周武帝孝陵相比较，至少泰陵的

墓道至墓室部分与孝陵相似，可见泰陵的墓葬形制

有继承和发展了北周帝陵的一面，不过比孝陵多出2
个天井、2个过洞，规模也大于武帝孝陵。

考古发掘的炀帝墓采取“同坟而异穴”的合葬方

式(下页图二)与泰陵相一致，这说明唐贞观年间埋

图一 隋文帝太陵陵园平面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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葬隋炀帝时，是依据隋代帝陵制度而葬的。结合炀

帝与萧后的合葬情况来看，炀帝墓居西，萧后墓居

东，那么，泰陵西侧似应为文帝的墓葬，东侧应为独

孤皇后的墓葬。另外，还可以骨架保存较好的开皇

七年(587年)宋忻夫妇合葬墓为例。宋忻夫妇合葬

墓属于迁葬，二人合葬之时，在尸骨位置的安排上应

该遵循当时习俗或者习惯，刻意地进行了安排，而不

是任意而为，对于了解隋代合葬之时墓主人尸骨位

置的安置有重要参考价值。从宋忻夫妇合葬墓的骨

架位置来看，宋忻居西，其妻韦胡磨居东。这与笔者

前面所推测的文帝墓居西，独狐皇后墓居东相一

致。总之，隋代帝后采用“同坟而异穴”合葬，而且墓

葬位置则为帝西后东，是当时丧葬习俗的反映。

又从西汉十一座帝陵来看，除个别帝陵之外，大

多数帝陵合葬之时，不管其陵园状况如何，在帝、后

陵位置的安排上都遵循帝西后东的方式。新近发现

的海昏侯墓，也采取海昏侯居西，其妃居东的同茔异

穴合葬方式。这种方位的安排似乎可以看作是泰

陵合葬时遵循的原则，所不同者仅在于泰陵是同坟

异穴而已。

作为重要的参考对象，特别值得注意的是唐高

祖献陵的陵园布局。通过对唐高祖李渊献陵封土南

部进行勘探，也发现有两条墓道，其中西侧墓道较

宽，宽度在4.9～5.5米；东侧墓道略窄，宽度在4～4.8
米。东侧墓道勘探出三个天井。这一勘探结果具

有重要意义，说明唐初帝陵在丧葬制度上继承了泰

陵的“同坟而异穴”的合葬方式，其中墓道较宽的西

侧墓葬的墓主人似乎是高祖本人，而墓道略短略窄

的东侧墓葬的墓主人似乎是一起合葬的后妃，这与

考古发现的炀帝墓的合葬方式完全一致。从这一重

要的结果来看，唐陵的合葬方式似乎也经历了由同

坟异穴到同坟同穴的发展过程，而高祖献陵明显延

续了隋文帝泰陵的合葬方式。

这里还需提及的是西魏元宝炬永陵。在永陵陵

园之内，现存两座墓葬，封土一大一小，西侧大者目

前认为是元宝炬的永陵，而关于永陵东侧墓葬的墓

主人诸说不同，这里主要依据《北史》的记载并结合

现存地面封土进行简单的论述和辨析。元宝炬永陵

东侧墓葬距离永陵仅24米，而且处于同一陵园(围沟

之内)，一般而言，与帝陵处于同一陵园之内的同一

时期的墓葬，其墓主人只能是皇妃身份人物，也就是

说永陵东侧的墓葬应该是皇妃身份。奇妙的是文帝

泰陵封土南部探出的两条墓道间距为 23.5米，唐高

祖献陵的两条墓道间距则较近一些，为 10.7米。元

宝炬永陵陵园之内的两墓间距离如此之近，似乎暗

示了其东侧墓葬埋葬的只能是后妃身份的人物。据

《北史》记载，元宝炬的两位皇后乙弗氏和悼皇后郁

久闾氏在合葬永陵时有明确的先后顺序。悼皇后在

大统六年死亡，十七年迁葬，与元宝炬同时合葬于永

陵，应该在当时采取了同穴合葬。而乙弗氏先是凿

麦积崖龛葬，号寂陵，在永陵山陵之事完成以后，其

子废帝先是将乙弗氏神主袝太庙，后来才合葬永

陵。也就是说，由于悼皇后郁久闾氏已经事先与元

宝炬同穴合葬了，而乙弗氏从麦积崖迁葬也需要时

间，所以，废帝采取了先将其母的神主袝太庙，然后

进行迁葬的办法。但迁葬乙弗氏之时元宝炬山陵

之事已经结束，那么文献中记载的乙弗氏合葬永

陵，只能是同茔异穴合葬了。如此，则元宝炬永陵

东侧 24米的埋葬者可能就是文献记载的皇后乙弗

氏。这样一来，则西魏永陵采取了两种合葬方式，

即同坟同穴和同茔异穴，而且其周围绕以围沟。但

值得注意的是，笔者所推测的乙弗氏皇后墓位于元

宝炬永陵东侧，这一点与后来的泰陵、唐高祖献陵、

唐李弘恭陵在合葬问题上采取尊者在西，祔葬者在

图二 隋炀帝墓平面布局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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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相一致。

关于尸骨的头向，就目前已发掘的隋代墓葬来

看，主要有三种方式：一种是开皇至仁寿时期的大型

墓葬一般采用头南足北的仰身直肢葬，如开皇二年

(582年)李和墓(石棺大头向南)、开皇九年宋忻夫妇

墓、先后于开皇十一年和仁寿元年下葬的元威夫妇

墓、先后于开皇九年和大业三年(607年)下葬的张綝

夫妇合葬墓等。这种葬式大约一直延续到大业初

年，如大业元年李裕墓、大业四年李静训墓等都是

如此。在一些小型墓葬中，也以头南足北为多，如

2013年在西安枣园西路三民村发掘的 30座小型隋

墓，葬式清楚者均为头南足北的仰身直肢葬，该墓地

被推断为隋代的宫人葬区；1966年至 1975年在安

阳殷墟发掘的29座隋墓中，18座墓葬为头南足北的

仰身直肢葬。第二种为头北足南的仰身直肢葬。

大约在大业时期，尸骨安置方式开始变为头北足南，

目前明确的如大业四年(608年)苏统师墓等。第三

种为头西足东的仰身直肢葬，如潼关税村隋墓即是

如此，石棺大头向西。一些小型墓葬的葬式，也采用

头西足东的仰身直肢葬，安阳殷墟 29座隋墓，其中

10座墓的葬式为头西足东的仰身直肢葬。依据目

前所知的京畿地区的高等级隋墓来看，以上第一种

葬式占据绝对地位，第二种较罕见，而第三种则仅见

于潼关税村隋墓，显然第一种属于京畿地区大型隋

墓的主要葬式。据此可以推测，泰陵大概也采用了

头南足北的仰身直肢葬。

5.祠庙

文帝祠庙遗址位于泰陵东南原下约 0.5公里的

陵角和陵东两村之间的高地上，当地群众叫“祭祀

坛”，《扶风县志》称“隋文帝祠”，宋代碑文称“隋文

帝庙”。

从隋文帝祠庙与陵垣的关系来看，祠庙位于泰

陵东南，四周有垣墙，平面为南北向长方形。垣墙东

西宽 354、南北长 384米。除北墙破坏较甚外，其余

三面都有残存。残高 1.8～3米左右，夯层厚 0.12～
0.15厘米，夯窝直径 0.06～0.08米。墙基宽度：西墙

宽 14、北墙宽 10、东墙宽 16.4、南墙宽 10.1米。据调

查与勘探，在南墙和北墙上发现了马面，其中南墙 4
处，北墙2处。从四角有土阙和大量砖瓦残片看，当

年建有角阙及阙楼。南墙中部保存有门址。笔者曾

经认为这处建筑遗址是祠庙与佛教寺院合二为一的

产物，但问题似乎还有商讨的余地。值得注意的

是，在西汉初期，帝陵的寝殿位于陵园之内，大约自

汉文帝霸陵开始，寝殿从陵园中移出，并建成寝园，

一般位于帝陵陵园东南部。如在汉宣帝杜陵紧靠

陵园的东南部，发现一处平面呈正方形的建筑基址，

东西长 174、南北宽 120米，周围有夯土筑成的围墙

被认为是寝园建筑遗址(图三)。西汉宣帝杜陵陵

园，虽然不一定是泰陵绝对的模仿对象，但其影响是

显而易见的。如此一来，泰陵东南部的建筑，似可以

上溯到汉代帝陵陵庙、寝园和帝陵以外的墓葬的祠

堂，可能是受西汉帝陵的影响，并结合了佛教因素，

从而将祠庙、寝园及寺院合三为一了。如果再进一

步将泰陵陵园及东南部的祠庙建筑结合起来看，其

布局与汉宣帝杜陵极为相似。由此可见，杜陵陵园

的布局可能对泰陵产生了重要影响，这一点通过考

古发掘在布局上表现得极为明显。

另从对泰陵陵园东南祠庙遗址的调查结果来

看，知祠庙遗址仅在南面辟一门。同时，调查者在南

墙垣及北墙垣发现了六个阙楼的基础部分(原来称

为马面)，未见于东西墙体，而且数目不等。笔者以

图三 汉宣帝杜陵陵园平面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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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南墙垣中部门道两侧凸出的基础部分，其性质应

该是门阙，而门两侧与角阙之间的凸出部分，则是为

了增加建筑的宏伟而设置的阙楼的基础部分，北墙

垣上的两个阙楼是为了与前面门两侧的阙楼相对称

而设置的。从目前发掘的唐长安城及洛阳城城门遗

址来看，仅在洛阳定鼎门遗址两侧发现阙楼遗迹。

在敦煌莫高窟晚唐时期第 138窟壁画中正门为五个

门道的城池图中，其城门两侧即带有阙楼(图四)，但
这可能是唐长安城郭城明德门、大明宫丹凤门的五

门道与洛阳城定鼎门两侧的阙楼在敦煌的交汇，是

敦煌当地艺术家对长安和洛阳城门样式同时吸收和

融合的结果，而不是单纯的对城门及阙楼的真实描

绘。这些考古发现以及图像资料，反映了泰陵陵园

东南建筑遗址墙体上凸出部分是阙楼下部的基础

(墩台)，所以，称为阙楼的基础(墩台)似乎更合适一

些。结合前文论述，设计大兴城的宇文恺曾参与泰

陵的山陵修建，那么，山陵的建筑样式应该出自宇文

恺之手，他设计出祠庙南门两侧带阙楼的样式也不

足为奇，在他后来设计的洛阳城定鼎门两侧即是如

此。如此，则泰陵祠庙南门两侧的阙楼建筑，可以视

为洛阳城定鼎门两侧阙楼的预演也未为可知。

通过对唐高祖献陵的勘探和发掘，在其陵园北

部发现了一处建筑遗址，而且规模巨大，发掘者根据

在陵园东北发现的石佛殿上的“陵寝”二字，认为是

陵寝建筑。但笔者以为这里的“陵寝”似乎是一种

泛称，而不是专指陵园北部的建筑而言，况且在献陵

陵园西南部发现了下宫也即寝宫遗址(俗称皇城)，不
可能再修建一座寝宫。再者，如果献陵陵园的北部

建筑是寝宫，而将佛教造像供奉在寝宫里似乎显得

不可思议，这样做要么有别的原因，要么恰恰反映了

其建筑具有祭祀性质。联系到泰陵的祠庙，结合献

陵陵园北部的建筑遗址及在陵园东北发现的石佛殿

来看，这里可能是献陵的祠庙遗址。诚如此，那么献

陵的祠庙与泰陵位置不同，从东南部移到了陵园北

部，这似乎是一个重要变化，而且也继承了泰陵将祠

庙与寺院置于陵园的做法。另外，在献陵陵园北部

发现的这组建筑遗址外围有一周围沟，这与泰陵陵

园垣墙外围的围沟相似，但献陵陵园垣墙外围未见

围沟，可见泰陵陵园垣墙外围的围沟被献陵祠庙所

继承，两者正好相反，这种相反表面看似没有关联，

实际上也是一种制度在形成过程中的嬗变。如果再

往前推，在汉景帝阳陵陵园东南300米处也发现一处

遗址，整个遗址呈圆丘状，中部高，周围低，平面呈正

方形，边长约260米，由围墙及外侧围沟(壕沟)、四面

门址以及中心建筑等组成，整个遗址呈“回”字形布

局，推测是阳陵陵庙德阳宫遗址或象征汉长安城中

的礼制建筑。从汉景帝阳陵陵庙(德阳宫)周围绕有

围沟(壕沟)这一点来看，泰陵陵园东南部的建筑则是

图四 敦煌莫高窟第138窟五门道城池壁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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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西汉制度的恢复，而高祖献陵的祠庙则移到陵园

北部，同样沿袭西汉制度，在周围绕以围沟。

6.陵寺

据唐法琳《辩证论》卷三记载，炀帝曾“于泰(太)
陵、庄陵二所并各造寺”。据调查，在陵园西南约

750米的西赵村曾经发现古代寺院遗址，其中发现隋

唐时期的砖瓦、观音菩萨像等，被推测是炀帝在泰陵

所修建的寺院遗址。如此，在泰陵陵园东南和西南

分别为祠庙和寺院，寺院作为祈冥福之地，祠庙则作

为祭祀之地，外来的佛教文化与祭祀祖先的传统完

美地结合在了一起。

7.石刻

目前，泰陵陵园原来是否有石刻还不大清楚。

根据目前发掘的隋代京畿大兴地区高等级的隋墓来

看，墓前多置石刻。据《扶风县志》云：“隋文帝泰陵

(《隋书》《资治通鉴》均作“太”)，在县东南四十五里三

峙原上，(占)地九顷余，城垣遗址尚存，殿、庭、门、库

久废，历代碑碣碚折，镌诸朝绅像犹有存者，今并亡

矣!”据《隋书·礼仪三》记载：“三品已上立碑，螭首龟

趺。趺上高不得过九尺。七品已上立碣，高四尺。圭

首方趺。”文献中虽然没有明言于墓前立其他石刻，

但考古发现证明还存在石柱、石羊等石刻。如潼关税

村隋墓前发现一对石柱础石，三原双盛村隋李和墓

前残留1对石羊，北周至隋的尉迟运和贺拔氏墓前

发现3个石人、1对石羊、1对石虎等，这些发现说明

其墓前原来安置有石碑及其他石刻。唐贞观五年

(631年)淮安王李寿墓前有石人1对、石羊2对、石虎1
对、石望柱1对。通过对西魏元宝炬永陵的勘探和

调查，得知其陵前神道两侧原来有石人、翼兽等，现仅

存翼兽(图五)。参考这一点，可知泰陵前有石刻存在

的可能性，其石刻样式似乎介于永陵和唐高祖献陵之

间，也就是说《扶风县志》所载者并非虚言。

8.陪葬墓

关于泰陵的陪葬墓问题，调查资料和文献资料

均未见有描述。但从西汉、东汉帝陵以及后来的唐

代帝陵来看，都有数量不等的陪葬墓存在。而杂糅

了西汉帝陵制度的泰陵却未见相关的考古发现，这

是一个值得注意的问题。不过《隋书·礼仪三》的一

段记载值得注意，“在京师葬者，去城七里外。”这一

规定不仅是针对平民而言的，也是对贵族和官吏而

言的，即允许当时的贵族和高级官吏葬在大兴城七

里之外的地方，而不是去陪葬泰陵，省去了长途奔葬

泰陵的麻烦。目前关中地区发现的 40余座大型隋

墓，大都葬于大兴城周围，这似乎暗示了泰陵可能不

存在陪葬问题。再者，隋唐帝陵恢复陪葬并得到朝

廷认可，大约始于唐太宗贞观十八年间，据《唐会要》

卷二十记载：“汉氏将相陪陵，又给东园秘器，笃终之

义，恩意深厚。自今以后，功臣密戚及德业佐时者，

如有薨亡，宜赐茔地一所，以及秘器，使窀穸之时，丧

事无阙。”在唐高祖献陵的山陵制度问题上，一开始

也是“令依汉长陵故事”，虽然最终有所省减，但其

制度的渊源还是清楚的。从文献记载来看，在山陵

制度上，唐太宗艳羡和恢复的也是西汉帝陵制度，并

以将相陪葬。至此，大体上可以推断泰陵不存在唐

陵那样数量巨大的陪葬墓，但这仍然需要考古钻探

及发掘来证明。

9.泰陵与大兴城的关系

关于隋唐墓葬与大兴城(唐长安城)的关系，宿白

在评论李寿墓壁画题材时指出：“(李寿墓)甬道后部

(石门之内)东壁画寺院，西壁绘道观，大约也和隋文

帝建大兴，于皇城之南中轴大街(朱雀大街)东侧置大

兴善寺，西侧置玄都观的设计有关”。宿白的意见

高屋建瓴，对探讨隋代帝陵制度与大兴城的关系具

有指导性意义。

既然西汉帝陵及陵园的修建模仿了汉长安城，

而泰陵的陵园垣墙、围沟、封土等又模仿西汉帝陵陵

园，那么，宇文恺在设计、修建泰陵时按照大兴城的

图五 西魏永陵石翼兽(刘呆运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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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计理念来营建是完全有可能的。被称为“阳陵模

式”的景帝阳陵，其设计理念是模拟汉长安城的，陵

园及垣墙、帝后陵、罗经石、诸侯王墓、陪葬坑等，都

分别象征汉长安城外城、未央宫、长乐宫、礼制建筑、

诸侯王王国辖地、政府机构及设施等，也即景帝阳陵

是模仿现实中的西汉帝国修建而成的。参考这一

点，宇文恺在设计泰陵的山陵制度时，不仅在逐步恢

复西汉制度，也模拟了大兴城的某些因素，如陵园垣

墙外围的围沟象征护城河，南北向长方形墙垣模拟

大兴城郭城，大体居中的封土及墓室象征宫城，祠庙

象征礼制性建筑及大兴城的寺院等等。而这种对大

兴城(唐长安城)的模拟，在后来的唐乾陵等帝陵陵园

表现得尤为明显，或者说日臻完善和成熟，这一点也

充分显示了泰陵具有明显的过渡性，但隋代帝陵恢

复汉制之功不可抹杀。

二、隋炀帝墓

《旧唐书》卷一记载，武德元年九月辛未，“追谥隋

太上皇为炀帝。”武德五年八月，“葬炀帝于扬州。”

扬州曹庄隋炀帝墓的发现为了解隋代的丧葬制度提

供了非常重要的资料，张学锋的论文回答了诸多

的疑问，确证了扬州曹庄隋墓即炀帝墓无疑。炀

帝墓对于认识隋代帝陵制度有重要参考价值。

除张学锋总结的内容之外，还应该注意及强调

的是，炀帝墓由于埋葬在扬州，其地理位置决定了炀

帝陵的构筑方式只能是南方地区流行的墓葬构筑样

式，东晋南朝帝陵也是如此。主要表现为：修筑墓室

时首先开挖大型的方形竖穴土坑，然后在坑内修筑

墓室。由于土质的原因，未见过洞、天井等，但却修

筑出略微倾斜的长斜坡墓道，这显然是对京畿地区

大型墓葬多采取长斜坡墓道样式的模仿。与同地区

同时代的其他墓葬相比，炀帝墓的规模是巨大的，也

就是按照当地所能达到的帝陵标准修建的。

类似的墓葬在唐代南方地区也发现过，湖北郧

县发现的濮王李泰家族墓就是如此。如永淳二年

(683年)薨嗣圣元年(684年)三月迁葬的唐濮王李泰

次子李徽墓、天授元年(690年)唐濮王李泰妃阎婉

墓、开元十二年(724年)李泰长子嗣濮王李欣墓等，

与同时期的京畿地区大墓相比较，其规模都是比较

小的。尽管无法完全与京畿地区同一级别墓葬的规

模相比，但在墓葬修建过程中，也竭力表现出京畿地

区流行的长斜坡墓道和天井、砖室、绘制壁画等因

素，其基本样式则完全是京畿地区流行的墓葬样式，

也能够反映出墓主人高等级的身份。如果单纯地从

规模角度与京畿地区同时期同等身份的墓葬相比

较，其规模显然较小，但如果与其葬地同一时期的墓

葬相比，规模却是最大的，也充分体现了墓主人高等

级的身份。所以，对于这些墓葬等级的判断，不能绝

对化地比较其规模，而要将其放在一个特定的区域

内去比较其相对规模。边长达48米的方坑说明其封

土边长不小于48米，这在南方地区同一时期墓葬中

是没有的。由此可知，所谓炀帝墓实际上就是炀帝

陵，唐王朝在埋葬炀帝之时给予了其帝陵的待遇。

从炀帝与萧后的合葬来看，炀帝墓室居中偏南，

萧后墓位于炀帝陵东侧。排除掉其他因素，就炀帝

墓墓室周围的空间客观而言，萧后与炀帝合葬之时

有四种可能的选择，一是同室合葬，二是选择在其西

侧合葬，三是选择在其东侧合葬，四是选择葬于其北

部合葬。但发掘结果却最终葬于炀帝墓室东侧，采

取了与泰陵完全一致的“同坟而异穴”的合葬方式。

这显然是当时帝西后东的“同坟而异穴”的合葬方式

所决定的，它应该是隋代帝陵的基本合葬方式。

随葬品中既有隋唐墓葬中常见者，也有一些标

志墓主人身份者，如十三环玉带、玉璋、钟磬等。

关于十三环玉带，据《旧唐书》卷四十五记载：

“隋代帝王贵臣，多服黄文绫袍，乌纱帽，九环带，乌

皮六合靴。百官常服，同于匹庶，皆著黄袍，出入殿

省。天子朝服亦如之，惟带加十三环以为差异，盖取

于便事。”

萧后亡时，是以皇后礼埋葬的。据《资治通鉴》

卷一百九十八记载，贞观二十二年(648年)三月，“庚

子，隋萧后卒，诏复其位号，谥曰愍；使三品护葬，备

卤簿仪卫，送至江都，与炀帝合葬”。萧后墓出土的

16件编钟、20件编磬以及玉璋，都是其身份的标志

物。编钟、编磬是隋唐时期的宫廷雅乐乐器。据《隋

书·音乐志下》：“二曰编钟，小钟也，各应律吕，大小

以次，编而悬之，上下皆八，合十六钟，悬于一簨簴。”

虽然没有说铜编磬之事，但却有对石编磬的记载。

“石之属一：曰磬，用玉若石为之，悬如编钟之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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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能是以铜编磬代替了石编磬。编钟、编磬与其他

乐舞图中仅有箜篌、笙、拍笳等完全不同，属于雅乐，

是帝王身份的象征。这些标志性的随葬品，同样也

显示了炀帝墓的帝陵身份。可以推测，在泰陵甚至

唐代帝陵中，当然也会随葬这些标志身份的随葬品。

炀帝墓作为一座帝陵，其主要特征表现为：一是

长斜坡墓道单室砖构墓室，类似于京畿地区高等级

的隋墓；二是随葬品中有绝对的象征身份的器物；

三是合葬方式与泰陵完全相同——帝西后东的同

坟而异穴。

三、潼关税村隋墓等墓葬与隋代帝陵制度

潼关税村隋墓规模巨大，是一座长斜坡墓道、6
个天井、7个过洞的单室砖筑墓葬，水平总长度达63.8
米，墓主人被推测为太子杨勇，其规模和墓道部分的

结构与泰陵非常接近，说明其接近帝陵制度。类似

的 7个天井、7个过洞的墓葬还见于西安郭家滩大业

六年(610年)隋姬威墓，但墓道长46.75、宽2.05米，规

模略小。税村隋墓的壁画题材包括出行、仪仗、列

戟、阙楼(门楼)、天象等，葬具采用雕刻华丽的石棺。

不论从壁画还是葬具来看，这座墓葬的墓主人身份

是比较高的，是隋代京畿地区最高等级墓葬的代表。

目前发现的京畿地区其他等级较高的隋墓，大

都表现出一个共性：长斜坡墓道，多天井、多过洞，单

室砖筑或者土洞，石质葬具有石门、石棺床及石棺，

绘制壁画，其题材包括仪仗、列戟、阙楼等。其中的

列戟，在隋代三品以上的宅第门前已经广为列置。

据《隋书·柳彧传》记载：“时制三品已上，门皆列

戟。”说明隋墓壁画中的列戟与唐墓壁画中的列戟

一样，是现实生活中墓主人身份等级象征的翻版。

参考潼关税村隋墓、开皇二年(582年)李和墓、有皇

家血统的大业四年(604年)李静训墓等，可以推测泰

陵似乎也采用了此类石质葬具，其墓道中也应该绘

制有与税村等隋墓相类似的壁画。

在隋代等级较高的墓葬中，还出土了各类玉器，

如半圆形玉饰、瑗形玉饰、玉璜、串饰等各类玉佩的

发现，说明这些墓主人死后采取了朝服葬。据《隋

书·礼仪三》记载：“官人在职丧，听敛以朝服，有封

者，敛以冕服，未有官者，白帢单衣。妇人有官品者，

亦以其服敛。”炀帝墓中十三环玉带的发现已经证

明了这一点，对认识泰陵的丧葬制度有重要的参考

价值。

潼关税村隋墓等高等级隋墓的发掘，无疑为深

入认识隋代帝陵的丧葬制度提供了重要参考。从这

些高等级墓葬的结构可以推测，泰陵的墓室也是砖

筑，且采用了石门、石棺床及石棺等，墓道及墓室中

绘制的壁画题材有出行、仪仗、列戟、阙楼(门楼)、天
象等。特别是其中象征墓主人身份的仪仗和列戟，

非常值得重视，是泰陵丧葬制度的重要参考。

四、结语

通过对隋代帝陵制度的探讨，可以看出其制度

具有明显的过渡性，即处于从西汉、北魏孝文帝长

陵、西魏永陵、北周武帝孝陵等向唐代帝陵制度的过

渡阶段。

在地形地势的选择上，遵从背山(原)面水的基本

原则。构筑陵园，陵园四面辟门并设门阙，四角设置

角阙。陵园开挖围沟的做法显然是对西汉帝陵、北

魏孝文帝长陵、西魏元宝炬永陵的继承和发展。采

取封土为陵，墓室居于陵园中部偏南，坐北向南。封

土呈覆斗形，也是对秦、西汉帝陵覆斗形封土的恢

复。在陵园东南部构筑寝园、祠庙与寺院三合一的

建筑，用于祭祀，祠庙南门两侧设置阙楼，四角设置

角阙。种种迹象表明，泰陵乃至于唐初的献陵都杂

糅有西汉帝陵制度的某些因素，或者部分地模仿了

西汉帝陵制度，可视为对汉制的恢复。同时，在整个

陵园的布局与建设中，模拟了大兴城的某些因素。

从文献皇后崩才开始营建山陵这一点来看，隋代没

有像汉代那样预筑寿陵。同时，按照当时的规定，贵

族和高级官僚可以葬在大兴城七里之外，再加上隋

祚短促，帝陵尚未形成陪葬制度，泰陵可能不存在陪

葬墓，而最终恢复西汉这一旧制的是在唐太宗时期。

在葬俗上采取同坟而异穴，是向同坟同穴合葬

的过渡阶段，也即处于西汉前期的同茔异葬—景帝

阳陵开始分置陵园合葬并绕一更大的共用陵园，形

成双重陵园——北魏时期的同茔异葬——隋、唐初

的同坟异穴——形成制度后的乾陵的同坟同穴——

这样一个过渡阶段。高祖献陵采取同坟异穴的合葬

方式，太宗昭陵则采取同坟同穴，而乾陵之前的恭陵

则采取同茔异穴，并且是李弘陵位于陵园西部偏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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妃子陵位于其东北部，排除是否同茔、同穴这一问

题，尊者居西从者居东这一点与泰陵、献陵以及炀帝

墓基本一致。可见，乾陵同坟同穴的合葬方式固定

下来之前，同坟异穴、同茔异葬、同坟同穴并存，尚未

形成定制。这从另外一个角度反映了隋与唐初在丧

葬制度上的相似性，也说明隋、唐初帝陵的合葬方式

尚处于向乾陵模式的过渡阶段。泰陵至乾陵之间的

帝陵丧葬制度，正好处于西汉帝陵同茔异穴与同坟

同穴合葬之间，过渡性明显。这一特征也与隋墓、唐

初墓葬往往特征相一致的现象相吻合。

泰陵的墓葬形制，钻探结果表明其墓道部分为

长斜坡墓道、7个天井、7个过洞，笔者结合前面的论

述，推测其墓室为辅以石门等单室砖构样式，墓葬之

内绘制出行、仪仗、列戟、天象等壁画。在葬式上，可

能采用京畿地区高等级隋墓在开皇至仁寿以及大业

初常用的头南足北的仰身直肢葬。

炀帝是亡国皇帝，即使在对其改葬时采取帝陵

之制埋葬，但由于政治和地域上的限制等原因，在制

度上有所减损这一点是毫无疑问的。尽管如此，仍

然有一些明显的显示其帝王身份的随葬品，这应该

是不争的事实。所以，炀帝墓虽然不能完整地代表

隋代的帝陵制度，但其中的十三环玉带反映了炀帝

埋葬之时也采用了“朝服葬”。唐僖宗靖陵出土的作

为佩饰的玻璃璧，也是皇帝采取“朝服葬”的重要例

证。那么，泰陵也应该存在诸如十三环玉带及编钟、

编磬等随葬品。

从葬具而言，已经发掘的炀帝和萧后墓均采用

了木棺。虽然目前发掘的高等级隋墓不都采用石

棺，但使用石棺等葬具者都是高等级隋墓。从考古

发现的采用石门、石棺床、石棺等高等级隋墓来看，

泰陵的葬具似乎也应该这样。又从潼关税村隋墓的

石棺纹饰来看，题材有四神及反映升仙思想的内容，

继承了北朝洛阳地区石棺纹饰中流行的题材，泰陵

似乎也不会例外。

最后，值得一提的是，隋文帝生前崇信佛教，在

其陵墓中应该有与佛教相关的随葬品或者绘画题

材。前面所论述的陵寺已经体现出了这一点。在文

献独孤皇后去世时，“著作郎王劭上言：‘佛说：人应

生天上及生无量寿国之时，天佛放大光明，以香花妓

乐来迎。伏惟大行皇后福善祯符，备诸秘记，皆云是

妙善菩萨。臣谨按八月二十二日，仁寿宫内再雨金

银花；二十三日，大宝殿后夜有神光；二十四日卯时，

永安宫北有自然种种音乐，震满虚空；至夜五更，奄

然如寐，遂即升遐，与经文所说，事皆符验。’上览之

悲喜。”此外，还进行过了一系列的佛事活动，如修

建禅定寺为文献独孤皇后祈冥福等。文帝死后，隋

炀帝又在泰陵造寺等。凡此种种，都反映了在隋代

帝后的丧葬过程中，不论是葬仪还是具体的山陵制

度，都与佛教有密切关系。

总而言之，因为隋祚短促，不大为人注意的隋代

帝陵，在中国古代帝陵发展史上具有重要地位，具有

明显的过渡性特征。泰陵的一些基本特征是对西汉

帝陵的恢复，或者称之为杂糅西汉帝陵制度，后来又

被唐高祖献陵所继承，这也与诸多唐初墓葬与隋墓

相似较为一致，充分反映了唐初在文化面貌上对隋

的继承与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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