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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左凯文、王志高，南京师范大学文物与博物馆学系。

考 古 研 究

江苏扬州邗江蔡庄五代墓墓主新考

摘要：江苏扬州邗江蔡庄墓的墓主身份，学界一般依据早年出土的《吴寻阳公主墓志铭》与《吴王仁遇
墓志》中的相关记载，推定为杨吴寻阳长公主。本文在梳理相关文献的基础上，对当时公主、驸马葬制
以及杨吴、南唐高等级墓葬形制展开分析和探讨，认为扬州邗江蔡庄墓的墓主不是寻阳长公主，而可
能是寻阳长公主的生母———皇太后王氏。
关键词：扬州；蔡庄五代墓；杨吴；寻阳长公主；皇太后王氏

中图分类号：K871.43 文献识别号：A 文章编号：1001-0327（2022）01-0083-06

左凯文 王志高
（江苏 南京 210024）

1975年4月，扬州考古工作者在邗江县杨
庙公社殷湖大队蔡庄（今扬州明月湖西北）发
掘了一座五代时期的墓葬。该墓规模宏大、结
构复杂，是目前发现的规模仅次于南唐二陵
的杨吴、南唐时期大型墓葬。关于邗江蔡庄五
代墓墓主的身份，不论是当时的考古发掘者，
还是后来的研究者都推定墓主为杨吴太祖杨
行密之女———寻阳长公主[1]，学界对此未见有
异议。然而笔者梳理相关资料发现，将扬州邗
江蔡庄墓墓主推定为杨吴寻阳公主，并无可
靠的证据，疑点颇多。本文就此问题展开讨
论，希望给出更令人信服的结论。

一、扬州邗江蔡庄墓墓主不可能
是杨吴寻阳长公主

扬州邗江蔡庄五代墓为砖、石结构，全长
14.2米，宽10.68米（图一）。由封门墙、甬道、前
室和后室组成，前室和后室两侧各有一个耳
室。前室与后室、前后室与两侧耳室之间有过
道连接。此墓虽遭盗扰，但仍出土了木雕动物
俑、神怪俑、人物俑、陶瓷器及木制乐器等遗
物，未见墓志铭。这些器物做工精细，显示出

墓主极高的身份地位。其后室中部有一具底
部为须弥座的木棺，棺身涂深红色和黑色漆，
棺墙呈弧形，棺盖被劈成碎片。木棺中发现有
人骨，经鉴定为一中年以上的女性。

根据邗江蔡庄五代墓的墓葬形制，发掘
者和相关研究者均认为该墓时代早于南唐，
属杨吴时期墓葬，并进一步推测该墓墓主为
杨吴寻阳长公主。寻阳长公主为杨行密和王
太后之女，是杨吴睿皇帝杨溥的胞姐，十六岁
嫁舒州刺史彭城刘公，顺义七年（927年）薨于
临川郡（今江西抚州），年仅38岁，其事迹详载
于清代被发现的《杨吴寻阳公主墓志铭》[2]。那
么，邗江蔡庄五代墓是否与这位杨吴宗室女
性有关呢？

首先从寻阳长公主的葬地位置进行分
析。寻阳长公主墓志的出土地点虽已不可考，
不过志文明确记载长公主“窆于都城江都县
兴宁乡东袁墅村建义里庄西北源”[3]。部分研
究者依据“邗江县杨庙乡出土”、记载墓主葬
于“江都县兴宁乡马坊村山之阳”的《吴王仁
遇墓志》，推定邗江蔡庄墓所在的杨庙镇蔡庄
正是杨吴扬州之兴宁乡东袁墅村[4]，进而认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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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二 相关墓 位置示意图

图一 扬州邗江蔡庄五代墓平面图

该墓就是寻阳长公主墓。但笔者查验发现《吴
王仁遇墓志》一文最早见载于《（民国）江都县
续志》之中，该书称这方墓志“出土年月地址
不可知，现石藏江都王荔荪碑肆，恐得价即他
售也”[5]。故相关研究者据此来佐证邗江蔡庄
五代墓是寻阳长公主墓并不可信。

事实上，通过近年发表的相关考古发掘
资料来看，寻阳长公主墓很可能并不在杨庙
镇境内。2001年，扬州考古工作人员在西湖镇
经圩村桑蚕砖瓦厂（今西湖镇经圩村桑蚕组）
发现了南唐吕德柔墓，该墓出土墓志一合。墓
志载南唐升元六年（942年），墓主吕德柔葬于
“东都江都县兴宁乡袁墅村”[6]，这正与《吴寻

阳公主墓志铭》所载葬地的县、乡、
村名称完全相同。隋唐五代时期，
乡的范围一般较广，但受制于生活
生产的需要，乡下所辖具体村落的
范围则应该是具体而有限的。邗江
蔡庄五代墓与南唐吕德柔墓之间
仅直线距离就达4公里之遥，在交
通条件并不发达的当时，为了实现
有效管理，两地不太可能同属兴宁
乡袁墅村。这亦为考古发现所证
实。2009年和2013年，扬州考古人
员就在吕德柔墓东部与南部1公里
范围内（图二），先后发现了“安厝
于江都县兴宁乡赵墅村”的杨吴清
河郡太君张氏墓和南唐王节墓 [7]，
以及葬于“江都县兴宁乡乌坂村桂
家庄”的三座南唐、宋初墓葬（四季
金辉M1-3）[8]。由此可见，杨吴、南
唐时“兴宁乡袁墅村”的范围很可
能仅限于桑蚕砖瓦厂及其周围一
带。换言之，寻阳长公主的墓葬应
在桑蚕砖瓦厂一带，而不可能是明
月湖西北的邗江蔡庄墓。

再从杨吴葬制来分析邗江蔡
庄墓为寻阳公主墓的可能性。杨吴
以唐为正朔，唐亡后仍长期使用唐
“天祐”年号，尊奉唐王朝所制定的

各项制度。虽然文献中并未有关于当时公主
与驸马葬制的明确记载，但通过考古发现和
文献中的线索，可以一窥究竟。

如考古发掘的唐永泰公主墓后室石槨
内，除存留有一件头骨外，还有另外一件下颌
骨，从而可以认定该墓为夫妻同穴合葬 [9]。墓
中出土的《唐永泰公主墓志铭》亦记载神龙二
年（702年）唐中宗复位后，将永泰公主与驸马
武延基合葬，以陪葬乾陵[10]；陕西富平发现的
唐淮南大长公主墓中出土了公主与驸马的两
块墓志，也可证实两人为同穴合葬[11]；此外，唐
代驸马《王大礼墓志》有载“嗟夕帐之眇然，留
遗心于同穴”[12]，则王大礼与公主同穴合葬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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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推定。《通典》卷八十六《葬仪》载，定安公主
薨后，她和前夫王同皎所生之子王繇希望让定
安公主与其父合葬，但给事中夏侯铦认为定
安公主已与王同皎离婚，应该与后夫合葬[13]。
王繇和夏侯铦的观点虽不尽相同，但他们都
主张定安公主应与驸马合葬。综上所述，唐代
公主与驸马的葬制一般为同穴合葬[14]。但扬州
邗江蔡庄墓的后室中央仅发现一具保存较好
的木棺，可确证该墓是一座单人葬墓；且该墓
后室空间仅能容纳一具棺木，可见邗江蔡庄
墓在设计之初，就仅计划安葬墓主一人。这与
唐代公主与驸马一般同室合葬的葬制不符，
故不可能是寻阳长公主墓。

要之，邗江蔡庄墓所在的地点与寻阳长
公主墓志中记载的葬地位置不合，墓葬的形
制亦不符合当时公主驸马的葬制，故扬州邗
江蔡庄墓墓主不可能是杨吴寻阳长公主。

二、从杨吴、南唐高等级墓葬形
制看邗江蔡庄墓墓主身份

目前公开发表的杨吴、南唐时期墓葬有
近五十座，但高等级墓葬（即带有一对以上耳
室的墓葬）却屈指可数。通过对这些高等级墓
葬进行梳理，不仅可以总结杨吴、南唐高等级
墓葬的形制、规模及与墓主身份等级的对应
关系，亦可观察扬州邗江蔡庄墓在杨吴、南唐
高等级墓葬中的位置，从而最终推定邗江蔡
庄墓墓主的身份。

依据墓葬形制结构的差异，可以把目前
发现确定及推定为杨吴、南唐的高等级墓葬
分为三个类型：

A型 多室墓，墓葬两侧带有六个以上耳
室。这一类型墓葬目前发现有两例，为南唐先
主李昪的钦陵和南唐中主李璟的顺陵。

钦陵为砖石结构墓，由封门墙、甬道、前
室、中室、后室等部分组成。前室、中室的东西
两侧各附有一个耳室，后室两侧各附有三个
耳室[15]。顺陵的墓葬形制与钦陵大致相似，只
是规模略小。由封门墙、甬道、前室、中室、后
室等部分组成。前室、中室的东西两侧各附有

一个耳室，后室两侧各附有两个耳室[16]。已经
发现的两座A型墓的墓主为南唐最高统治者
李昪和李璟，故A型墓葬当是杨吴、南唐的帝
陵无疑。

B型 双室墓，墓葬两侧带有耳室。按照耳
室的数量，可将这一类型墓葬进一步分为两
个亚型：

Ba型 带有四个耳室。这一类型仅见本文
讨论的扬州邗江蔡庄五代墓一例。该墓由封
门墙、甬道、前室和后室组成，前室和后室两
侧各有一个耳室。

Bb型 带有两个耳室。这一类型墓葬目前
亦仅发现南京尧化门五代墓一例。该墓为砖
室结构，由前、后两个墓室组成，后室两侧对
称分布有一对耳室。发掘者依据墓葬形制和
出土遗物，推断墓主可能是南唐的一位重要
功臣贵族[17]。

Ba型墓葬的规模与A型较为接近，与同为
双室墓的Bb型差别较大。因此，可以推测Ba型
墓葬为次帝陵级别，墓主身份当十分崇高。Bb
型墓葬规模远小于Ba型，但较C型墓葬略大一
些，故推测Bb型墓葬墓主的地位当低于Ba型
墓，为高级宗室贵族。

C型 单室墓，带有两个耳室。这一类型墓
葬目前发现有两例，即南京祖堂山南唐三号
墓和南京铁心桥杨吴宣懿皇后墓。

南京祖堂山南唐三号墓为砖石结构，平
面呈“中”字形，由甬道、墓室及墓室两侧对称
分布的耳室构成。发掘者推断该墓为南唐后
主李煜昭惠国后周氏的懿陵[18]。南京铁心桥杨
吴宣懿皇后墓，为平面呈“中”字形的砖室墓，
由甬道、墓室和耳室等部分构成。发掘者依据
出土的墓志，推断墓主为杨吴宣皇帝杨隆演
的夫人“宣懿皇后”[19]。

从墓葬规模和结构来看，C型墓小于Bb型
墓，但相较于吕德柔墓等目前发现的南唐品
官墓，却比它们多一对耳室，故C型墓墓主身
份可能高于一般品官，为普通宗室贵族。目前
发现的两座C型墓葬，一座被确定为杨吴宣懿
皇后墓，另一座被推定为大周后的墓葬。杨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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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一

宣懿皇后卒于南唐建隆年间（960—962年），
作为生前备受南唐统治者打压的前朝宗室，
死后使用普通贵族等级墓已属礼遇；而据文
献记载，大周后临终前曾上表南唐后主李煜
“自为书请薄葬”[20]，另据发掘者推测，南京祖
堂山三号墓很可能只是李煜为大周后建造的
临时墓葬[21]。

综上所析，A、B、C三型墓葬均属杨吴、南
唐的宗室贵族墓葬。根据墓室和耳室的数量，
可将此类高等级墓葬分为帝陵、次帝陵级墓
葬、高级宗室贵族墓葬及普通宗室贵族墓葬
这四个级别。邗江蔡庄五代墓从形制结构来
看，当属次帝陵级别墓葬，以寻阳长公主在杨
吴宗室中的地位，逝世后若使用此等高规格
的墓葬则难免让人感到困惑。简言之，就扬州
邗江蔡庄五代墓等级仅次于帝陵看，其墓主
人或应是比长公主地位更高的宗室。

三、扬州邗江蔡庄墓墓主有可能
是杨吴皇太后王氏

笔者赞同发掘者将邗江蔡庄墓推定为杨
吴时期墓葬。再结合上文对杨吴、南唐高等级
墓葬形制与墓主身份的分析，笔者认为邗江
蔡庄五代墓墓主可能是杨吴某位皇帝（王）的
妻室。由于一般皇后在逝世后依礼当与皇帝
合葬，故邗江蔡庄五代墓墓主很可能是皇帝
（王）的侧室。在杨吴的两代四帝中，由于杨
渥、杨隆演在世时并未称帝，名义上仍只是唐
王朝所册封的吴王，故他们的侧室地位相对
会更低，不应当使用邗江蔡庄墓这种次帝陵
级的墓葬；杨溥虽称帝，但在禅位之后，杨吴
宗室被李昪先后迁往润州（今江苏镇江）、海
陵（今江苏泰州）软禁[22]，在这过程中即便有杨
吴高等级女性宗室死亡，南唐统治者也一定

杨吴、南唐高等级墓葬形制结构简表

墓葬类型 墓葬名称 平面简图
砖室规模
（单位：米） 墓室 耳室 时代 墓主身份
总长 总宽

A型

钦陵 21.48 10.48

3

10 保大元年（943年） 李昪及皇后宋氏

顺陵 21.9 10.12 8 建隆二年（961年） 李璟及皇后钟氏

B型

Ba型
扬州邗江蔡庄
五代墓

14.20 10.68

2

4 推定为杨吴
推定为杨吴高级宗

室女性

Bb型 南京尧化门
五代墓

7.4 5.63 2 推定为南唐 推定为南唐重要功
臣贵族

C型

杨吴宣懿
皇后墓

5.32 2.46

1

2
建隆年间

（960—962年）
杨吴宣懿皇后

南京祖堂山
三号墓

6.84 5.51 2
推定为乾德二年
（964年）

推定为南唐大周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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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会为其在扬州修建大墓。因此扬州邗江蔡
庄墓墓主只有可能是杨行密的配偶。检索相
关史料可知，杨行密的妻室共有三人，即史
氏、朱氏和王氏。

史氏，据《十国春秋》记载，她为杨行密的
正妻，亦是杨吴烈祖杨渥和高祖杨隆演的生
母[23]。史氏先被封为武昌郡君，杨渥继承王位
后尊其为太夫人，至武义元年（919年）又被杨
隆演尊为太妃，并在此之后不长时间内去世[24]。
史氏身份地位之高不言而喻，但从南唐二陵
皆为帝后合葬墓来看，她逝世后很可能与杨
行密合葬。故史氏不会是扬州邗江蔡庄五代
墓的墓主。

朱氏，据相关史料，她是杨行密的部将、
奉国节度使朱延寿之姐。杨行密曾封朱氏为
燕国夫人。天复三年（903年）九月，朱延寿密
谋叛乱为杨行密所知，被其诛杀，朱氏亦遭废
黜[25]。因此，朱氏绝无可能使用墓葬等级较高
的扬州邗江蔡庄墓。

那么，邗江蔡庄墓墓主最大的可能性就
剩下王氏了。据《十国春秋》记载，王氏为杨吴
睿帝杨溥的生母。乾贞元年（927年）杨溥称帝
后，尊王氏为皇太后[26]，乾贞二年（928年）王氏
去世[27]。杨吴立国四十余年，在世时被尊为皇
太后者仅王氏一人，其地位之尊贵、身份之崇
高可见一斑。由于杨行密很可能已与史太妃合
葬，故杨溥为其生母择吉地新建一座符合皇
太后身份等级的大墓也在情理之中了。而这
座大墓，很有可能就是扬州邗江蔡庄五代墓。

而从出土器物视之，邗江蔡庄五代墓虽
遭严重盗扰，但残存的遗物仍然显示了墓主
非同一般的身份地位。发掘报告称墓中所出
木棺底部为长3.81米之木质须弥座。据《大汉
原陵秘葬经》所载“天子造棺椁之法”云：“（天
子之椁）外用沉香木作御床，上雕龙凤，长一
丈二尺，象十二宫神也”[28]。所谓“御床”即为
棺座。按宋代一尺约31厘米左右计[29]，则一丈
二尺约3.72米左右，与木棺座长度相近。考古
人员还在墓葬后室南部发现了木龙雕板一
对、木凤雕板两对，其中一对木凤雕板还残存

贴金痕迹，发掘者认为这些雕花板可能是附
属于墓室木结构和其它器物上的装饰品。由
于木棺曾遭到了巨大的破坏以至于“棺盖被
劈成碎片”，故这些木龙和木凤雕板或许原是
木棺或木棺座上的装饰构件，因遭破坏而散
落于地。由此可见，邗江蔡庄五代墓中使用的
应当是帝陵等级的葬具，亦证明该墓等级之
高。而以皇太后王氏的身份地位，在逝世后使
用这一等级的葬具是完全符合情理的。

综上所述，杨吴皇太后王氏的身份地位
与扬州邗江蔡庄墓中发现的遗迹现象十分吻
合。故扬州邗江蔡庄五代墓的墓主不可能是
杨吴寻阳长公主，而有可能是杨行密的侧室、
杨吴睿皇帝的生母、皇太后王氏。对邗江蔡庄
五代墓墓主的重新考证，不但推定了该墓墓
主的身份，对于今后研究杨吴陵区的位置，也
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附记： 感谢审稿专家对本文进一步修改
所提出的中肯意见，他们的建议使得本文的
研究更为完善。扬州市文物考古研究所朱超
龙先生提供了相关墓葬的位置信息，在此一
并致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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