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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3年，在内蒙古通辽市吐尔基山的山麓上出土

过一座未被盗取的辽墓，这座大墓经历了 1000 多年

的岁月仍然保存完整。该考古发掘项目曾被评为

“2003 年度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2003 年度中国六

大考古新发现”，并获得“2003 至 2004 年度田野考古

奖三等奖”等。这座古墓发现于矿石堆中，大量的陪葬

品表明墓主人的贵族身份。但因在墓葬内未发现只言

片语，因此有关墓主人的身份之谜成为大家谈论的焦

点。作为内蒙古博物院的馆藏之一——这位墓主人的

彩绘木棺具，其无论是结构还是造型都极具研究价值。

颇具神秘色彩的的
彩绘木棺具彩绘木棺具

□文/图 呼和浩特晚报记者 李蒙

2003年通辽市科左后旗吐尔基辽代墓葬出土的该
彩绘木棺具属辽早期，木质，棺体最长处2.31米，最宽处
1.31米，最高处 0.9米，棺椁相套，下有棺床，共计 8层，
棺、床均施彩绘。如此完整的辽墓彩绘木棺具在内蒙古
地区尚属首次发现，具有极高的考古研究价值。

考古发掘时，专家发现该彩色木棺具位于墓室的北
部，以红、黑两色为主色，上面雕刻有仙鹤、凤、缠枝牡丹和
祥云等图案，其中仙鹤、凤及牡丹花叶为贴金，四周悬有铃
铛。在中国古代，龙、凤等图案系皇家专用，寻常百姓不得
染指，因彩棺上有贴金之凤，暗示着墓主人显赫的社会地
位。而仙鹤、祥云在传统文化中也十分常见，寓意死后升
天，进入一个极乐世界，并有祈求“死后安宁”的意味。

在棺首的中间部位开有一小门，外带铜锁。门两侧
各站立一个门卫彩绘，均手持骨朵（注：一种兵器），面向
门而立，所着长袍上的团花纹饰、骨朵头、靴子均贴金
箔。两个门卫彩绘都是浓眉大眼，长发披肩，身着契丹
传统圆领长袍，袍上绣有团花，腰系丝帛
带，打结于腰部，脚尖均朝向小门。在小
门与地面之间有一个拱桥将二者连接起
来，拱桥桥面上有彩绘的花卉图案，桥面
两侧有栏杆。

据内蒙古博物院的工作人员介绍，
彩棺外支有一个小帐，现仅存支架，上面
有丝织品痕迹，根据辽庆陵、辽宁法库叶
茂台辽墓、赤峰大营子驸马墓等辽代贵
族墓葬的形制推测，这些丝织品应为帷
幔，当时定为优美华丽之物。彩绘木棺
具内还有内棺，内棺的棺盖正面有三团动物纹图案，在
两侧各有一对金凤展翅飞翔，其中前面一只在飞翔过
程中还回首望向另一只，神态比较生动。

彩棺置于须弥座状的彩绘棺床之上。长 2.56米、
宽 1.48米、通高 1.07米，共 8层组成。上部有镂空的栏
杆，栏杆上共有 6只鎏金铜狮子，棺首 4只，棺尾 2只，
栏杆下悬有上下两排铜铃，中间部位有 4只两两相对
的贴金凤，2只贴金凤之间饰有火焰宝珠纹，周边雕刻
有波浪纹饰。须弥座，又名金刚座、须弥坛，源自印
度，系安置佛、菩萨像的台座。须弥即指须弥山，在印
度古代传说中，须弥山是世界的中心。以须弥山做
底，是为了显示佛的神圣伟大。随着时代的发展，须
弥座已从神圣尊贵之物发展成为很多建筑基座的装
饰形式，通常用于尊贵的建筑物基座。

该工作人员告诉呼和浩特晚
报记者，由于受野外条件的限制，
彩绘木棺具当时并没有被打开。
彩绘木棺具运回呼和浩特市后，
在由中国国家博物馆、中国文物
研究所 5名人员组成的专家组的
指导下开棺。在打开彩绘木棺具
的棺盖之后，发现里面还有一层
内棺，保存较好，内外棺棺身与棺
盖均由桦卯结构连接。内棺内平
躺着一具尸体，身上有大量的丝
织品，但由于棺内多次进水，丝织

品保存状况极差，尤其是身体下部
的丝织品已完全失去韧性，并与淤泥

混合在一起。尸体头部戴有一个金属
箍，头两侧各有一个形制相似的婆金银牌

饰，颈部缠绕着一长串由玛瑙、黑水晶、镂空
金球串成的项链，脚和膝盖处有铜铃，左脚边

有缠绕得非常规整的绳子。
研究人员采用C形臂X光机对棺内进行了整体

探测，清楚地了解了丝织品覆盖下的骨骼走向，以及头、
颈、胸、手腕、手掌、脚掌部位存在的金属物质的位置和
数量。另外，在清理骨骼的同时，研究人员还发现了大
量的水银。

在挖掘工作结束后，研究人员将吐尔基山辽墓出土
的人骨标本送到吉林大学边疆考古研究中心人类学研
究室，对人种、性别和年龄进行了鉴定，并进行了头部容
貌的复原。人种成分分析的结果表明，该例个体的种系
归属应为北亚蒙古人种。根据骨盆的形状判断为女性，
根据骨盆、牙齿及椎骨的综合分析判断，其年龄应为30
至 35岁。复原像采取了胸像的方式，墓主的发式、服
饰、装饰品按照出土时的样式进行了复原。复原像很好
地体现出北亚蒙古人种的特征：额部较短，眼睛小而细
长，为明显的单眼皮，鼻根低矮，颧骨比较突出，脸颊较
长，薄嘴唇。

根据这些研究结果可以推测，墓主人在 30多岁时
去世，身体中的水银有可能代表墓主人服用过有毒的水
银导致死亡。墓主人身份尊贵却未留下墓志铭等相关
文字，足以引人遐想，并展开研究。

辽代统治者也十分推崇厚葬，随葬之物精益求精，
以显示其国力昌盛、人民富足，这一点在诸多的辽代墓
葬随葬品中体现得尤为突出。吐尔基山辽墓中出土随
葬品近千件，可谓极尽奢华，这也从另一个侧面显示了
墓主人显赫的社会地位，反映了辽代契丹贵族奢靡的
生活状态。

那么，这位神秘的墓主人到底是什么身份呢？
《辽史·礼志》中有着明确的记载，契丹人同中国

北方的大多数少数民族一样信奉萨满教。萨满教中
的神职人员被称为萨满，是人与神灵沟通的媒介，而
且在古时，萨满多数是由女性来担任的。在吐尔基
山辽墓出土的文物中，除了大量的凤凰纹饰外，铃铛
出现的频率最高。除了彩棺的四周悬有铃铛外，墓
葬中的随葬品多有铃状物出土，就连墓主人的脚部
也挂满了铃铛。根据吐尔基山辽墓内随葬的铜铃、银
号角以及墓主人头部所戴的与传世所见的萨满法师
头箍一样的金箍，还有在其肩部发现的日月金银牌等
分析，可以认定墓主人应当是一位地位崇高的女萨满
法师。

由于墓主人的身份特殊，再加上这件出土的彩绘
木棺具十分精美，彩绘内容和木棺结构特殊，不仅极具
研究价值，还颇具神秘色彩。因此，这件彩绘木棺具也
多次被影视剧或小说引用，成为了一件艺术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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