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焦作元代墓葬及其所反映的社会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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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0—  70年代，焦作相继发现了一批古代墓葬，其中有老万庄壁画墓群、新李封古墓、西冯封雕 

砖墓等。 由于种种原因，这批墓葬均被定为金代墓報目前，随着研究的深入，我们认识到这批墓葬 

均为元代墓葬，但许多材料仍误以金代墓葬加以引用，以讹传讹，给金元墓葬的考古分期及其整体研 

究造成了不应有的混乱。有鉴于此，本文拟在更正这批墓葬时代的基础上，对焦作地区元代墓葬反映 

的社会情况作进一步的探讨，以期有益于元代历史与文化的研究

一、老万庄壁画墓群是元代纪年墓

老万庄壁画墓位于焦作市西北8公里的小山坡上，东距老万庄村约500米 墓 地 无 封 土 ，地表仅 

存一只石羊和一个碑座1973年 和 1978年 ，在此先后发现三座墓葬，分别编号为 I 2 3号墓，1号 

墓居中，2 3号分居西东两侧。河南省博物馆和焦作市博物馆联合对其进行了发掘，并发表了发掘简 

报 ，将三座墓定为金代墓葬m。我们通过对3号墓出土的铜质“合同契券”的研究，认为契文为该墓地 

的断代提供了准确的时代依据契文共290个字，现摘录其主要部分如下：

維南赡部州怀盂州

长官冯汝辑伏为，殁故曾祖冯三翁，奄逝于浅土，未卜茔坟，自心忧思，不遑所厝，遂于本州河内县旧 

居冯封村正北偏西，旧祖茔坟西南方，龟筮协从，择此高原，相地袭吉，堪为宅兆，立 契 卷 ……急急如玉 

帝使者女青律令。

戊午年十月二十二日安葬大吉利。

《元史◊ 地理志》怀庆路条载：“太宗四年（1232年 ）行怀孟州事，宪宗六年（1256年 ）世祖在 

潜邸，以怀孟二州为汤沐邑，七年，改怀孟路总管庥至元元年（1264年 ）以怀孟路隶彰德府，二年 

夏 ，以怀孟自为一路延六年以仁宗潜邸改怀庆路”据此可知，“怀孟州”是蒙元时期对今天焦作 

地区的称谓。《金史。地理志》只 有 “南怀州”和 “孟州”两个各自独立的行政单位，根本没有“怀盂 

州”这样的名称的行政区。蒙古族南下灭金时，把 “南怀州”和 “孟州”并在一起“行怀孟州事”，自 

此之后，始有怀孟州之称怀孟州从元太宗四年始，迄于元宪宗七年，仅存在25年的时间，故只有蒙 

元时期的人和元朝人才会有这样的称谓据近年修武县发现的元代《赵显墓铭》记载，有称刘侯者，曾 

于 1241年由修武县长官“迁授怀孟州长官”，正好在这个时限之内12!而刘侯所迁授的怀孟州长官和冯 

汝辑所任官职一样，说明刘侯和冯汝辑是我们目前知道的当过怀孟州长官的两任地方大员。契文中的 

“戊午年”在这个时限内与此对应的只有元宪宗八年。那时，蒙古政权已建立很久，但尚未建元立国， 

这大概是如此纪年的原S  “戊午年”时，怀孟州改称怀孟路总管府已一年，其长官改称总管，冯汝辑 

仍自称“怀孟州长官”，说明他极可能是怀孟州最后一任长官。据此契文可知，3号墓是冯汝辑曾祖冯 

三翁之墓（原报告定为冯汝辑之墓），应是蒙元时期戊午年（ 1258年 ）的纪年墓

2号墓位于3号墓的两侧，简报上称“墓室中央停放一具带棺床的彩绘木棺……棺盖前部的背面 

有墨书‘父亲’二字。……从骨架的散乱情况看，这座墓葬应为迁葬墓”。除 2号墓有门楼外，它 与 3 

号墓的平面布局一致以上的情况表明，冯汝辑这次迁墓，连其父亲之墓也同时迁移此地棺盖板上 

“父亲”二字，只是为了不致混乱，冯汝辑亲自写上的。所 以 2号墓应为冯汝辑父亲的墓葬，是 和 3号 

墓同时迁于此地的元代纪年墓

1号墓位于3号墓的西侧，2 3号墓的年代确定，为推知 1号墓的时代提供了充足的参考依据。简 

报中称，“2号墓的门楼式墓门与1号墓的墓门基本相同3号墓中的壁画从线描、用色人物形象及 

服 饰 都 与 墓 相 同 3号墓东南隅持巾侍女的形象服饰与1号墓东壁拿靴侍女非常相似，这有可能



出于同一画师之手”。因此，1号墓与2 3号墓的年代相距较近，应为元代冯氏家族墓，有可能为冯汝 

辑祖父或其本人之墓

二、 新李封古墓是元代许墓

此墓位于焦作市西郊7公里的新李封村，1964年发现，当时清理出彩绘陶俑、陶马、陶车等器物， 

其中男女侍俑十余人保存较好。由于种种原因，此墓未清理彻底1978年 ，再次对此墓进行了清理，出 

土墓志一合后，因地下水太大，又未能清理完毕1979年 ，陶俑材料发表时，其墓志未能一并发表当 

时简报称， “这批彩绘陶俑，虽无绝对年代，但从其形象、服饰看，它们的时代应为金元之间”。这样 

把墓志和陶俑实物资料割裂幵来分析问题，所得到的结果是片面的现根据该墓出土的墓志即《有元 

故潜斋先生许仲和墓志》，可知其绝对年代为元代“致和元年”（1328)墓|3i 墓 主 许 ，字仲和，元代 

著名理学大师许衡之弟。许家是“礼貌若朝廷”的官僚大族，所以许墓的形制特点应是代表元代汉 

族贵族墓葬的典型。

三、 西冯封雕砖墓是元代墓葬

西冯封雕砖墓，位于焦作市西北4公里处的西冯封村。 1965年发现，1973年发掘，1978年第 8期 

《文物》发表的简报中， 定为金代墓報后有许多专家学者对其时代进行重新探讨，特别是孙传贤先生 

通过综合考证，认为该墓中出土的“这组砖俑表现的是元代民间流行的街头游行舞队进行文艺表演的 

生动形象”，“它们中间不少是把顶发当额下垂一小绺，如桃式，余发分两辫于耳后这种发型恰好正 

是古代蒙古男人的习惯发型，具有明显的元代发髻特征……吹笛俑和舞蹈俑所戴的多角四楞尖帽，也 

是元人特有的打扮尤其值得注意的是前室出土的弹三弦俑，……但 ‘三弦’的出现，却是在元代 

这个论断十分精辟，应作为该墓断代的最后定语

四、  焦作元代墓葬所反映的社会情况

焦作地区位于河南省的西北角，北连晋东南，地理位置独特。这里是蒙古民族最早进入中原的地 

方 ，并踞其为心腹要地，政治统治比较长久因此，相对稳定的社会秩序，积淀了充裕的物质财富，为 

文化艺术的发展奠定了物质基5 1 同时，也为官僚贵族的享乐及厚葬等提供了物质基础

焦作地区的元代墓葬从其形制上看，基本上继承了宋金时期墓葬的形制，如多数平面呈多边形，穹 

窿顶，内部用砖砌出角柱、柏枋、头桃等仿木结构建筑，少数的为前堂后室，总体风格仍近似于宋金 

墓 報 但 在 壁 画 ，雕砖及随葬内容方面仍体现出了新的特点。

1.雕 砖

焦作宋金元时期的墓葬，墓壁上除绘有壁画之外，很多有镶嵌雕砖的砖雕的内容有杂剧散乐、疱 

厨、侍女、孝子及各种花卉等其中最富时代特征的当是杂剧散乐砖雕，突出地反映了当时杂剧艺术 

的发展情况河南温县西关宋墓15丨前东南王村宋墓修武大位村金墓1”、沁阳宋寨村金墓|8i 和武 

陟小董金墓19噂均镶嵌有杂剧雕砖但从雕砖内容和雕砖技法上看，元代和宋金时期有着十分明显的区 

别。宋金时期，在墓室墙壁上有砌门窗的习惯，元代承袭之，而砌桌椅，雕刻剪刀、熨斗的特点则消 

失了。焦作王庄金墓1， 修武史平陵村金墓111在石棺上线刻出成组的散乐图，这种表现形式在元代尚 

未发现但宋代流行的镶嵌杂剧雕砖的葬俗，则被元代继承了K来并发扬光大西冯封元代雕砖墓的 

雕砖是十分典型和富有特点的焦作和晋东南是宋金杂剧散乐流行的地区之一，杂剧表演人物共有五 

人 ，而元代杂剧表演人物从西冯封元墓雕砖内容看，其表演人物则明显增多，新增加了持伞童俑^打 

牌俑^僧俑 > 吹口哨俑等，表明其表演形式和规模大大超过前代，并更加民俗化了。 这说明焦作地区 

从宋代开始一直到金代，杂剧艺术在民间很有影响，元代则发展成为广大群众喜爱的艺术形式，是我 

国杂剧艺术史上十分辉煌的地区之一。

宋金时期散乐中的乐器种类有蹙藥节板、横笛、腰鼓、大鼓，而西冯封元墓出现的三弦，丰富 

了我国的乐器种类，为散乐增添了新品种，反映出原北方少数民族的乐器，到了元代也成为中原地区 

人民喜闻乐见的乐器

从雕砖的雕刻手法上看，宋代多为阴线刻和半圆雕，杂剧散乐人物大部分身着宽袖长袍，均为道 

具服装，整体造形透出一种严肃中不泛滑稽的气势，显得庄重而元代的雕砖则在半圆雕作上不断创 

新和发展，技法臻于成熟，造型趋于完美，人物的动感更加强烈鲜明，人物装束为民间服饰，大有变 

化 ，整个画面显得轻松活泼，儿童俑顽皮、天真，画面的生活气息浓郁。西冯封元墓的雕砖，这方面



的特点颇显明。是元代雕塑艺术的杰出代表 

2 墓室的壁画

焦作地区发现宋金时期墓葬的壁画，其内容主要有角柱、斗 桃 云 纹 、花草和孝子图等。元代时 

期 ，这部分内容已比较少见，特别是孝子图，其表现的位置大多出现在不显著的桃眼壁内，并且数惫 

较 少 焦 作 老 万 庄 H  3号墓内出现的大型彩绘人物画，表现手法新颖，是元墓中新的表现形式曾身 

为怀孟州长官的冯汝辑，其所请的画师应是水平较蘇造诣较深、有一定声誉和影响的画家，所以这 

批人物画是该地绘画艺术的上乘佳作，对研究元代绘画艺术有着重要的参考价值。

在人物画内，我们对其中的侍从图仔细观察发现，女子穿长裙，男子多外套长袍，围护腰，束带。 

长袍左右开衩至腰部（原报告定为女侍），这种长袍在辽代墓葬壁画中已有所反映，金元承乞说明它 

是我国古代北方少数民族男子的一种传统服装，直到清代仍然沿用，并发展成为我国的民族服装之一。 

另外，老万庄 1号墓西壁左侧和东壁右侧的两个男侍人物，其头额上戴的鸡心形饰件，非常特殊这  

在元代以前的壁画中尚未见到，但在清代满族人中极其盛行，文学名著《红楼梦》中描写的贾府人物， 

许多都有与此相类似的佩物。这种佩饰也应是我国北方少数民族中流行的装饰品从老万庄1号墓看， 

在元代只有男子佩戴，至清代则适用贵族男女。老 万 庄 1号墓这两例鸡心佩饰图形，证明这种额饰在 

元代富庶之家的侍从中已十分盛行 

3.回复古制的元墓

焦作地区蒙元时期的墓葬，其随葬品同宋金时期的情况基本一样，随葬器物较少，仅为儿件瓷器。 

老 万 庄 1号墓清理出3件瓷器，2号墓有 1件作长明灯用的粗瓷小钵，3号墓除“合同契券”之外，别 

无他物。西冯封元墓除了墓壁上的雕砖外，亦别无他物。这种情况可能与纸做明器的出现有关但新 

李封元墓即许墓中，则出土了一批陶质彩绘侍女、车、马等俑，随葬的陶质明器骤然增多，显示了 

与众不同的特点，形成了新的文化内涵它与陕西户县发现的贺仁杰、贺胜墓中的随葬器物种类极其 

相 似 贺 仁 杰 为 贺 胜 之 父 ，与许衡是知心朋友，皆为元代官僚大族且关系密切许衡是元代著名的 

理学大师，他在元朝极力倡行理学，推行汉法，在丧葬方面主张“依仿古制”113!许 、贺两家墓葬关山 

阻 隔 相 距 遥 远 ，但其埋葬特点的一致性，极大程度地遵循和继承了汉民族从汉代至隋唐长盛不衰的 

随葬陶俑的风俗我们从这些墓葬中的陶俑造型、服饰等方面仍可清晰地窥见元代现实社会的影子。它 

反映了理学在元代上层汉族贵族阶层中影响深远，是许衡“依仿古制”思想的具体表现

总之，焦作地区发现的这儿座元代墓葬，从豪华的墓室结构和墓志上，可以推定其均为富有的官 

僚地主家族，是元代官僚地主这一阶层人物生前生活的真实写照。这些元代墓葬反映了元代各民族文 

化交流融合的历史趋势，为元代墓葬的判定树立了一个较为准确的标尺，同时为元代文化艺术史的研 

究增添了新的实物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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