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西安自古就有“八水绕长安”之说，在这些

河流之间，分布着诸多台原、高地，如神禾原、乐

游原、少陵原等。这些台原表面较为平坦，土层

深厚。焦村 M25、焦村 M26、中兆村 M100 这三

座十六国时期高等级墓葬均位于西安市南郊浐

河西岸的少陵原上。

“十六国大墓为研究文化交流、民族融合提

供了新的、极具价值的资料，体现出中原文化强

大的辐射力及影响力，反映了中华文明由多元

到一体的历史演进过程。”西安市文物保护考古

研究院副研究馆员宁琰说。

一次次发掘

攻克考古工作难点重点

少陵原是西安市城区东南方向的一块黄土

沉积台地。“这里在汉代被称为鸿固原，又有凤

栖原之称。该原北望长安，南接秦岭，地势高

敞。”西安市文物保护考古研究院副研究馆员王

艳朋说。

2019 年，西安市文物保护考古研究院在少

陵原西北部的焦村进行考古发掘，其中编号焦

村 M25、焦村 M26 这两座坐北朝南、东西并列

的大墓，体量巨大，形制特殊，从墓葬形制和随

葬器物初步判断为十六国时期。2020 年，西安

市文物保护考古研究院在少陵原中部的中兆村

进行考古发掘，发现与焦村墓葬形制极为相似

的大型墓葬一座，编号为中兆村 M100，经过发

掘研究，该墓的时代也应为十六国时期。

十六国时期为公元 304 年至 439 年，历史时

期短暂，政权更迭频繁。

1953 年，西北工程地区文物工作队在西安

南郊草场坡清理了一座长斜坡墓道前后室土洞

墓，出土陶俑及模型明器 158 件。此后，关中地

区十六国墓葬的考古发掘工作有序展开，至今

已发现十六国墓葬近百座。

一项项发现

反映中华文明演进历程

少陵原三座大墓的发现，说明此地为十六

国时期高等级的贵族陵墓区。其中，高棺床、

土雕建筑均为十六国时期墓葬形制要素的新

发 现 ，对 于 研 究 中 国 古 代 陵 墓 制 度 具 有 重 大

价值。

“中兆村 M100 墓室所见东西两侧对称的

南北向棺床应为高棺床，到中古时期，床仍是堂

上主要的甚至是唯一的坐具，床腿增高是一个

信号，标志着我国中古时期的起居方式即将发

生重大变化。”宁琰介绍，这时跪坐方式已开始

减少，垂足坐和高脚家具正在兴起。十六国以

来大量北方民族来到中原，之后胡汉融合渐渐

形成时代新风。

在焦村 M25 墓道上方，从南向北依次有三

处土雕建筑，每一处土雕建筑中间雕门框、两侧

各雕一直棂窗并涂彩绘。“这应是模仿了当时生

活中的厅堂房屋建筑，象征三进院落。”宁琰说。

第一土雕建筑位于第一过洞上方，呈单体

房屋状，屋顶无存，面阔三间，中间雕板门，左右

两侧各雕对称直棂窗，底部台廊上有彩绘装饰；

第二土雕建筑位于第二过洞上方，其样式、高

度、大小与第一土雕建筑基本一致；第三土雕建

筑位于墓道最北端，保存状况较差，仅残存建筑

南侧部分。

与焦村 M25 类似的是，在中兆村 M100 的

墓道上方也发现三处土雕建筑，由南至北，土雕

建筑体量逐渐变大、变宽，高度逐渐升高。

这三处土雕建筑制作细致、结构完整。第

一土雕建筑位于第一过洞上方，呈三层楼阁状，

阶梯状排布；第二土雕建筑位于第二过洞上方，

呈单体房屋状，正脊东西向，面阔三间；第三土

雕建筑位于甬道上方，呈单层房屋状，顶部被现

代水渠以及水管道打破，仅见左右两侧对称直

棂窗。

“在中国古建筑年代图表中，未见十六国时

期信息。而焦村 M25 与中兆村 M100 的土雕建

筑模型共计 6 处，其中 4 处保存较好，样式有所

不同，而且中兆村 M100 的壁画、碓房（图①）、陶

仓，都为研究十六国时期建筑提供了丰富的实

物资料。”西安市文物保护考古研究院文博馆员

郭瑞介绍，“中兆村 M100 的土雕建筑是目前考

古发现的最接近中国传统古代土木建筑的原型

实例，弥足珍贵。”

在焦村 M25 的甬道东西两侧小龛内，出土

的武士俑为站立状，双腿略弯，体型较大，推测

应为镇墓类陶俑。在过道中出土的绿釉陶器，

具有明显的南方因素，应受到东晋的影响。陶

井的顶部样式为庑殿顶，正脊两端有上翘鸱吻，

在井口边发现有穿孔的井轱辘。

“三个墓葬以南北向为轴线，以东西对称为

布局，所呈列的许多物品均反映了这一时期的

民族融合与文化交流，见证了中华文明多元一

体的历史演进过程。”西安市文物保护考古研究

院副研究馆员辛龙说。

一件件器物

展示民族融合文化交流

十六国时期的前赵、前秦、后秦都曾以汉长

安城为都，这三座十六国大墓距汉长安城约 20
公里。其中焦村 M25、焦村 M26 为东西并列，

相距 32 米。

焦村 M25 为长斜坡墓道前、中、后三室土

洞墓。坐北朝南，由斜坡墓道、过洞、天井、甬

道、前室、中室、后室组成，总长 80.7 米，深 18

米。在墓道的东西两侧各置三层生土台阶，每

层 台 面 宽 约 1 米 。 墓 室 由 南 向 北 依 次 为 前 、

中、后三室，墓室平面均呈长方形，四角均有生

土雕成的柱础和方形角柱。墓室四壁均有壁

画装饰，保存较差，可见仪仗图、翼兽图及部分

题记。本次发掘共清理随葬器物 68 件，包括

武士俑、釉陶马（图②）、陶罐、陶井、石器、铁

钩等。

焦村 M26 位于 M25 以西 32 米处，为长斜坡

墓道土洞墓，坐北朝南，由墓道、甬道、前室、东侧

室、后室组成，总长 66.7 米，深 13.5 米。该墓墓

道东西两侧各置三层生土台阶，每层台面宽约

0.8 米。出土随葬器物 12 件，包括陶九盘连枝灯

（图③）、陶罐、青砖帐座、铜帐钩、铁帐钩等。

中兆村 M100 坐北朝南，形制特殊，为斜坡

墓道土洞墓，由斜坡墓道、过洞、天井、壁龛、封

门、前室、东侧室、后室组成，总平面呈甲字形，

总长 80.74 米，深 11.86 米。

该墓墓道位于墓室南端，开口总长 68米。墓

道东西两侧置三层生土台阶，台阶宽度 0.68 米。

在该墓的第一天井下，东西两侧见壁龛，土洞结

构，未被盗扰，壁龛内随葬器物保存完好，摆放位

置未被移动。其中西壁龛以陶罐、陶仓、牛车等

为主，东壁龛以武士俑、鼓吹仪仗俑、陶马为主。

第二天井下，东西两侧也见壁龛，砖封门，土洞结

构，被盗严重，顶部为穹隆顶，直壁，平底，顶部均

涂有白灰，在四角绘红色彩条，并交会于顶部，模

拟少数民族帐的样式。该墓出土随葬器物共计

198 件，器物包含牛车（图④）、鼓吹仪仗俑、武士

俑、碓房、陶仓、陶九盘连枝灯等。

在中兆村 M100 第一天井下的西侧壁龛

中，陶井、牛车里包含丰富植物颗粒遗存。

由此推测，水井、碓房、陶仓、牛车应该是

一组用来表达整套粮食加工流程的随

葬器物组合：水井取水，碓房对粮食

进行去壳、舂米，陶仓用来存储，牛

车负责运输。而第一天井东西

两侧的壁龛，封门完好，未被

盗扰，其摆放位置的信息也

尤 其 关 键 ，特 别 是 东 壁 龛

内 的 陶 俑 ，这 为 研 究 十 六 国 时 期 埋 葬 习 俗中

仪仗出行的组合、排列都提供了重要信息。

“魏晋时期是中国古代历史上的第二个民

族大融合时期。少陵原十六国大墓的营建思

想，包括选址、三进式院落的规划、南北向为轴

对称的布局，都展示出这一时期文化的交

流与融合，充分反映了中华五千年文

明不中断的特色。”宁琰说。

图⑤：焦村 M25 三维扫描

建模图。

图⑥：中 兆 村 M100
墓 道 上 方 土 雕 建 筑

全景。

图 ⑦ ：中 兆 村

M100 发 掘 现 场

全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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颜料分析、紫外光拍摄以及三维模型打印等

技术的应用，为陕西西安少陵原十六国大墓在考

古发掘过程、现场保护、后续研究等方面提供了

坚实的技术支撑。

颜料分析和制作工艺分析

针对土雕建筑和壁画，我们主要采取颜料分

析和制作工艺分析，现场进行清理取样、加固保

护、颜料分析、制作工艺分析。如中兆村 M100
的土雕建筑，我们选了两个点，分别于第二土雕

建筑的顶部和左侧椽头位置，经过分析，中兆村

M100 第二土雕建筑的颜料成分中，顶部的黑色

是炭黑、白色是碳酸钙、红色是土红。对该土雕

建筑的制作工艺进行分析，结果是土雕建筑顶部

的黑色颜料，直接涂抹于土雕主体之上，屋顶为

黑色瓦。第二土雕建筑的椽头构件并非与土雕

建筑整体制作，而是分别制作，各自上色之后，再

粘接在一起。

我们也对墓葬中的壁画进行了紫外光、红外

光拍摄。紫外光拍摄后，壁画未见荧光反应，说

明壁画表面没有有机染料或有机图层。红外光

拍摄后，屋檐部分黑线、斗拱部分红线与可见光

照片对比，无明显差异，仅为单层线条，未见起稿

线。但是局部范围可见笔直黑线，说明在壁画绘

制之前，在整体墙面绘有布局线。

地理信息系统应用

西安市文物保护考古研究院搭建的地理信

息系统平台，利用 GIS 功能模块，为综合多方面

信息研究墓葬选址、分布提供了便利。除了地理

信息系统的应用，三维扫描、虚拟现实、三维模型

打印等一系列数字化技术也应用到本次考古发

掘中。比如对焦村 M25、中兆村 M100 整体进行

三维扫描，以求全面、客观、准确地记录墓葬信

息；运用虚拟现实技术，将中兆村 M100 的考古

发掘现场全景呈现，从而给研究者以环境沉浸

感，提供全面、便利的观察条件；利用三维扫描所

获取的数据，对墓葬本体等进行三维模型打印。

科技在考古中的应用不止于此。目前，我们

计 划 对 墓 葬 中 出 土 的 人 骨 进 行 碳 、 氮 同 位 素

分析，了解墓主人生前食谱；进行锶同位素分析，

试图探索墓主人生前的迁徙、活动范围。

（作者为西安市文物保护考古研究院副研究

馆员，本报记者张丹华采访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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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技助力，考古更精细
宁 琰

陕西省西安市少陵原发现的十六国大

墓 ，包 括 焦 村 M25、焦 村 M26、中 兆 村

M100 这三座规模巨大、形制特殊、结构完

整的墓葬，是我国迄今发现的规模最大的

十六国时期高等级墓葬，入选“2020 年度

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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