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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娄睿墓于1979年4月至1981年1月发掘，历时近两年，墓主人政治地位之高，墓室规模之大，壁画
之精美，以及墓内出土遗物之丰富，都是前所未见的，可以说是继河清元年（562）寿阳厍狄迥洛墓和
武平七年（577）磁县高润墓之后发现的最重要的北齐高级贵族墓，引起了考古学界的关注，并在《文
物》1983年10期上举行笔谈。
宿白先生的那篇《太原北齐娄睿墓参观记》最为重要，从墓葬形制，墓室壁画的内容题材和布局，黄
釉陶器的烧造和摹仿金银器装饰纹样等方面，都作了详尽的论述。
　　二十二年以来，又陆续发现了更多的北齐贵族墓葬，其中最为重要的有两座墓，一座是约乾明元
年（560）的河北磁县湾漳大墓，发掘者认为可能是北齐文宣帝高洋的陵墓，全长52米，墓室7.56×7.4
米，长37米的斜坡墓道壁满画出行仪仗壁画，场面宏大，画法精良；出土各类仪仗、仆侍和镇墓
俑1805件，模雕彩绘，制作之精可与洛阳北魏永宁寺塔基影塑像相媲美，为北朝人物造型艺术中之精
品。
另一座墓为太原武平二年（571）徐显秀墓，其规模小于湾漳墓，但墓室内墓主人宴饮等生活场面的壁
画，保存完好，绚丽如新，可补湾漳墓墓室壁画之缺。
目前已发现的北齐贵族墓，包括娄睿墓在内，其壁画和仪仗侍俑之情况，大体上可见其概貌。
考古学的发现和北朝石窟造像的研究，揭示出北朝造型艺术中人物形象变化的规律。
宿白先生从上个世纪70年代便注意这个问题，他在1989年发表的《北朝造型艺术中人物形象的变化》
一文中便明确指出：　　“公元5世纪末和6世纪中叶，中原北方地区在造型艺术中有两次变化，表现
在人物形象上尤其明显。
这两次变化和中原北方统治集团锐意汉化，摹拟南朝制度风尚有直接关系，因此，变化的源头要追踪
到东晋（319～420）、刘宋（420～479）和萧梁（502～557）。
”（见《中国石窟寺研究》349～354页，文物出版社1996年8月出版。
以下所引皆据此文，不另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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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首先概述了娄睿墓的地理位置与历史沿革、发现与发掘经过，介绍了墓葬形制与葬具、壁画，对
随葬器物(陶器、陶俑、陶镇墓兽、陶塑动物、釉陶器、玉器、石雕、铁器)等作了详尽的论述。
附《北齐东安王娄睿墓志铭注释》、《娄睿墓壁画人物与陶俑的服饰研究》、等及《北齐东安王娄睿
墓墓道东壁壁画通景》、《北齐东安王娄睿墓墓道西壁壁画通景》图2幅。
插图164幅，图版160幅。
 　　公元5世纪的北齐东安王娄睿墓位于太原市南郊王郭村西南1公里。
该墓于1979年4月初开始正式发掘1981年1月结束，工作日达五百五余天。
出土遗物达848件（组），其中各类陶俑即达到608件，极为珍贵，而墓道、墓室壁画尤为壮观。
壁画完全反映娄睿生前戎马生涯与显赫官宦生活。
大量壁画的发现引起了历史、考古、美术界的广泛重视。
本报告全面报道了这些珍贵壁画和遗物。
为了让读者对壁画有全面了解，特制作了两大幅墓道壁画通景图，别有创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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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第一章概述　　第一节地理位置与历史沿革　　公元5世纪的北齐东安王娄睿墓位于太原市南郊
区王郭村西南1公里，汾河以西，吕梁山余脉悬瓮山东侧，也即位于北齐别都（或称下都）晋阳古城
址南7.5公里，天龙山石窟东侧，龙山石窟和晋祠之南的娄氏家族墓地上。
中西合璧的隋代虞弘墓则位于娄睿墓的东北600米处。
　　太原市是山西省的省会，是全省政治、经济、文化的中心。
全市总面积约’7000平方公里。
太原市东临太行山，与盂县、寿阳为界；南与榆次、交城相临；西依吕梁山，和吕梁地区的离石、方
山、岚县相邻；北与太行山余脉系舟山和忻州地区相连接。
东、西、北三面环山，南面为河谷平原，是著名的太原盆地的北端。
山西最大又古老的河流汾河由静乐入境后，自西向东到上兰村后南折，纵贯全市。
往南经晋中、临汾等地区，到运城地区的河津县禹门口流人黄河。
　　太原市历史悠久，依山傍水，平川地带地势平坦，土地肥沃，农牧业发达，周围有太行山、吕梁
山为屏障，自古以来适宜人们在这里繁衍生息，古交山区有几十万年前旧石器时代晚期人们的居住遗
址和亚洲地区最大的制造打制石器的作坊遗址。
在义井有7000～8000年前新石器时代仰韶文化遗址，4000～5000年前的光社、东太堡、许坦、金胜村等
地，都有相当于夏代人们的居住址和古墓葬区。
也由于太原位置险要，自古以来又是兵家必争的军政要地。
春秋晚期赵卿赵鞅的封邑晋阳，战国赵邑，北齐的陪都，唐的北都，北汉都城址均在此。
历史上曾有晋阳、并州、太原郡、太原府之称。
晋阳之名始于春秋，北齐陪都并州，它们的故城址在今太原南郊晋源镇附近，古城址和北齐晋阳宫遗
址至今犹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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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记

　　娄睿墓从发掘到编写报告的全过程，始终贯穿着集体劳动、共同研究的精神，所以我们说本报告
是集体劳动和智慧的结晶，是几个单位和多学科协作来完成的。
也是在领导、专家的共同努力合作的成果。
　　在墓葬发掘和本报告编写工作中多次得到了宿白、徐苹芳和汤池先生的指导，宿白先生还特为本
书题签，徐苹芳先生作序，汤池先生最后审读全书，为本报告增添了光彩，我们表示衷心的感谢。
　　本报告的编写经过共同讨论拟定提纲，分工编写。
第一章概述、第二章墓葬形制与葬具、结语，由陶正刚、周健、阎跃进、陶建平同志共同编写。
第三章墓葬壁画由陶正刚、王天庥同志共同编写。
第四章随葬器物、附表由邓林秀、陶正刚和陶建平同志共同写就初稿。
全书最后由陶正刚同志改定。
　　本报告的绘图工作，出土文物陶俑、陶塑动物、陶生活用具、石狮、石基座等由李夏庭同志担任
，墓室壁画临摹主要由龚森浩、邬国庭、商彤流、曹美、范金鳌等负担。
白描图由李夏庭、邬国庭、龚森浩三位同志作了五分之一和部分十分之一的图。
由于出版报告的需要，2006年春李夏庭同志又将壁画十分之一白描图重新绘制。
墓室出土物平剖面图由李夏庭、张红旗、畅红霞画制，拍摄电影片有李秉宽等同志。
摄影壁画、发掘现场和部分出土物主要有高礼双、梁子明担任。
后来李建生、王传勋二同志又补充拍摄出土物的照片。
　　在墓葬的发掘和整理编写报告工作中，始终得到国家文物局领导、山西省委省政府和太原市政府
的关心和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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