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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　容　简　介
　　本书是关于西夏三号陵地面遗迹的发掘报告。 书中主要记载了 ２０００ ～２００１ 年间对三号
陵地面遗迹所进行的四次发掘工作， 并按照角台、 阙台、 碑亭、 月城、 陵城门、 陵城角阙、
陵城墙、 献殿、 陵塔、 墓道的顺序， 依次对各遗迹点的地面结构和出土遗物进行了客观记
录。 最后在结语部分， 就三号陵地面建筑的构筑方式、 建筑结构、 建筑材料进行了分析研
究， 并结合同时代的宋陵对三号陵的时代进行了初步判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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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节　西夏陵位置和地理环境
　　宁夏回族自治区位于我国西北部的黄河中上游地区。 地理坐标为北纬 ３５°２５′～３９°２５′，
东经 １０４°１０′～１０７°３０′。 全区南北长 ４５０余公里， 东西相距约 ２５０ 公里， 总面积 ５１ ８００
平方公里。 宁夏地形面貌复杂， 其西、 北、 东三面分别被腾格里沙漠、 巴丹吉林沙漠
和毛乌素沙漠所包围， 南面与黄土高原相连。 地形南北狭长， 西陡东缓， 南高北低。
贺兰山横亘于宁夏北部西侧， 是宁夏平原的天然屏障。 银川市位于黄河冲积平原中部
的黄河西岸， 西夏陵即位于黄河之西、 贺兰山中段的洪积扇上， 东距银川市 ３５ 公里
（图一）。

贺兰山为东北—西南走向， 系微呈弧形的条带状地垒式山地， 南北长约 ２５０ 公里，
东西宽２０ ～４０公里， 海拔高度 ２０００ ～３５５６米。 根据贺兰山地理特征， 通常将其山体分
为三段： 北段， 大武口沟以北， 海拔高度２０００米左右， 山势和缓； 南段， 三关口以南，
山地海拔渐趋低缓； 中段， 自大武口沟至三关口， 是贺兰山的主体部分， 海拔高度
２５００米左右， 贺兰山的主峰即在此段。 贺兰山自上而下分为三个不同的地貌类型， 其
中海拔 １１５０ ～２０００米的地段， 属干燥剥蚀山地， 在这一地貌单元中， 植被稀疏， 基岩
裸露， 物理风化强烈， 岩石碎屑发育。 贺兰山中段山前洪积扇属老年性堆积， 其结构
紧密， 承载力强。 西夏陵坐落在山体中段南部， 正好位于这一地段的山前洪积扇上，
海拔高度 １１００ ～１２００米之间。 四条较大的自然泄洪沟由南向北将陵区分为四个区域： １
区处于最南端， 有 ２ 座帝陵 （一、 二号陵） 和 ６５ 座陪葬墓； ２ 区有 ２ 座帝陵 （三、 四
号陵） 和 ６２座陪葬墓； ３区有 ２ 座帝陵 （五、 六号陵） 和 １０８ 座陪葬墓； ４ 区位于陵
区北端， 有 ３座帝陵 （七、 八、 九号陵）、 １８座陪葬墓和一处大型建筑遗址。 陵区东部
北端尚存有数个砖瓦窑址。

贺兰山于 １９８８年被国务院公布为国家级自然保护区， 西夏陵所处区域， 属核心保
护区。 同年， 西夏陵又被国务院公布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１９９１ 年， 宁夏回族自
治区人民政府划定了方圆 ５０平方公里的保护范围。



图一　西夏陵区位置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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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　西夏陵的文献记载和陵墓分布
有关西夏陵墓的文献记载首见于 枟宋史· 夏国传枠。 文中在详细记载继迁、 德明及

其后十帝事迹的基础上， 提及每帝均有庙号、 谥号、 陵号， 即太祖继迁裕陵、 太宗德
明嘉陵、 景宗元昊泰陵、 毅宗谅祚安陵、 惠宗秉常献陵、 崇宗乾顺显陵、 仁宗仁孝寿
陵、 桓宗纯佑庄陵、 襄宗安全康陵。 安全以后， 神宗尊顼无陵号， 献宗德旺无谥号和
陵号， 末主晛庙号、 谥号、 陵号均无。 然而文献中只记陵号并未提及具体位置。

关于西夏陵墓位置的明确记载， 见于明代人朱旃编纂的 枟宁夏志枠 （卷上， 二十
三）： “贺兰山之东， 数冢巍然， 传以为西夏僭窃时， 所谓嘉陵裕陵者。 其制度、 规模，
仿巩县宋陵而作。”① 根据这段记载推测， 当时的人不仅确知这些墓冢就是西夏皇家陵
墓， 甚至很可能根据当时尚残存的遗迹、 遗物 （如墓碑等） 还知道每座陵的陵主。 可
惜当时文献对此未作详细记述。 该书所云嘉、 裕二陵陵号与 枟宋史· 夏国传枠 同。

其后的一些明代和清代文献， 如 枟嘉靖宁夏新志枠 和 枟西夏书事枠 等关于西夏陵
墓的记载， 均依据以上两书。

第三节　西夏陵的考古概况
２０世纪 ７０年代， 宁夏博物馆工作人员首次到贺兰山前对西夏陵墓进行考古调查与

发掘， 工作情况如下：
１９７１年冬， 宁夏博物馆工作人员到贺兰山下进行考古调查。 当时中国人民解放军

空军某部正在墓群的北部施工， 在陵前的壕沟虚土里， 发现了很多刻有文字的残碑块。
根据碑块上的西夏文字断定这片墓应为西夏时期的墓群， 并推测出土残碑的地点可能
是陵园的碑亭遗址。

几天之后， 调查者再次来到贺兰山下， 开始为期十余天的调查， 所到之处， 陵墓
周围散落了很多各种建筑构件， 有些较完整的构件尚可辨出形制， 陵园前发现许多石
象生残块， 在石刻残件上， 有人物胸前璎珞、 莲花帽， 动物的利爪、 鳞片等， 纹饰雕
刻得非常细致精美。 这次调查把此陵确定为西夏皇帝墓， 编为 １ 号墓 （现编号为九号
陵）， 并由北向南为 ９座较大的墓编了 １５ 个号 （１５ 个编号中有 ６ 个是空号， 留给以后
调查发现的陵墓使用）。 对九号陵的碑亭遗址进行了简单的清理工作， 清理出力士碑座
４个和许多残碑。 所出土文物现藏于宁夏博物馆。

１９７２年， 宁夏博物馆就西夏陵的调查结果向国家文物局进行了汇报， 国家文物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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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枟宁夏志笺证· 二十三· 陵墓枠， 宁夏人民出版社， １９９６年。



对此非常重视， 明确指示今后要继续做好对陵区文物遗址的考证和保护工作。 为加强
对陵区的考古研究， 决定发掘一批墓葬和建筑遗址。

１９７２ ～１９７５年对八号陵 （现编为六号陵） 进行发掘①。
１９７２ ～１９７５年对 Ｍ７７、 Ｍ７８ 两座陪葬墓发掘， １９７５、 １９７７ 年对 Ｍ１８２②、 Ｍ１７７③ 两

座陪葬墓发掘。
１９７３年对七号陵碑亭发掘④。
１９７６年对缸瓷井两座砖瓦石灰窑发掘⑤。
１９７７年对五号陵碑亭发掘。
１９８６ ～１９８７年两次对陵区北端一处大型建筑遗址进行发掘⑥。
１９８７年对三号陵东碑亭发掘⑦。
先后三次对整个陵区全面系统的调查与测绘， 对发现的陵墓进行重新编号并绘制

了陵区地形图和陵墓分布图。
１９９８年对三号陵西碑亭进行了清理发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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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宁夏回族自治区博物馆： 枟西夏八号陵发掘简报枠， 枟文物枠 １９７８年 ８期。
宁夏回族自治区博物馆： 枟西夏陵区一○八号墓发掘简报枠， 枟文物枠 １９７８年 ８期。
宁夏回族自治区博物馆： 枟西夏陵区一○一号墓发掘简报枠， 枟考古与文物枠 １９７８年 ８期。
李范文： 枟西夏陵墓出土残碑粹编枠， 文物出版社， １９８４年。
宁夏回族自治区博物馆： 枟银川缸瓷井西夏窑址枠， 枟文物枠 １９７８年 ８期。
宁夏文物考古研究所： 枟西夏陵区北端建筑遗址发掘简报枠， 枟文物枠 １９８８年 ９期。
宁夏文物考古研究所： 枟银川西夏陵区三号陵园东碑亭遗址发掘简报枠， 枟考古与文物枠 １９９３年 ２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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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三号陵园概况和考古工作过程

第一节　陵 园 概 况
一、 位置和地理环境

　　三号陵 （编号： Ｌ３） 位于西夏陵区的中部偏南处 （第二陵区内）， 它坐落在贺兰山
前广阔的洪积扇滩地上， 海拔高度 １１６１ ～１１６５ 米， 地面为西高东低， 呈西穹东垂之势，
符合帝王陵所要求的风水地理环境。 营建好的三号陵， 背靠贺兰山， 面对一望无际的银
川平原， 黄河从东南面曲缓流过， 从很远的地方即可看见帝陵的雄姿 （彩版一）。

三号陵南距一、 二号陵 ３５００ 米， 西距四号陵 １８００ 米， 北距五、 六号陵 ２０００ 米。
三号陵园的东、 西和南面， 还有大小不一的 ６５ 座陪葬墓， 这些陪葬墓分布在南北长
２２００米， 东西宽 ８００ 米的窄条形范围内， 其中距三号陵最近的有 ８ 座墓， ６ 座在西侧，
２座在东侧， 其余均在陵园南面， 最远的陪葬墓距陵园 ２０００米 （图二）。

二、 地层堆积和陵园建筑保存状况
三号陵区建在砂石原生地面之上， 所有建筑均为平地起筑， 陵园地面铺垫了一层

黄土， 厚约５ ～１０ 厘米， 黄土面与现今地面基本相平。 因而陵园建筑均暴露在现今地面
之上， 如夯筑的陵塔现存高度达 ２１ 米余， 陵城墙、 城门、 角阙及献殿等， 夯筑的墩体
和台基均高出地面， 经数百年沧桑， 建筑遗迹仍保存得比较好， 只在建筑物周边有坍
塌的堆积和较厚的风积沙尘， 愈靠近建筑基部堆积愈厚， 向外堆积逐渐变薄， 形成斜
坡状的地层堆积。

陵园建筑的地层堆积， 主要是人为破坏和自然风蚀建筑时形成的， 人为破坏最严
重的一次是蒙元灭西夏时的兵火之灾， 西夏陵被毁， 墓穴被挖， 陵园从此废弃， 被破
坏的建筑构件和夯土， 均堆积在建筑物的周边， 把建筑基部掩埋。 之后经过数百年风
吹雨淋， 夯筑的建筑实体严重风化， 墙面被风蚀成一条条横向凹沟， 夯土不断坍塌，
造成墙基部位堆积逐年加厚， 形成建筑体周围的地层堆积， 这层堆积内， 出土遗物主
要是各种砖瓦等建筑材料， 称之为原生倒塌堆积。 以后又遭后人挖土取砖的破坏， 部



图二　西夏陵 ２区陵墓分布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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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原生堆积层也受到扰乱， 因而形成了二次再生堆积层， 这层中的出土遗物与原生堆
积层的出土遗物相同， 但有极少后期 （晚于西夏时期） 遗物。 在原生和再生堆积层上，
还覆盖一层风积沙， 也就是现今的地表层， 这层内有近现代牧羊人靠近墙体修建的羊
圈和生活时挖的一个个小灶坑。 最大的自然力破坏， 是山洪暴发， 把陵园建筑冲垮毁
掉， 如陵城西北角至东南角的墙体， 月城西南角至东南角的墙体， 被山洪暴发的大水
冲垮， 形成豁口， 成为历年排泄洪水的通道。

根据以上情况， 以献殿西侧和东门门道的东西向地层剖面图 （图三、 图四） 为例，
将三号陵地层堆积分为三大层：

第 １层， 表土层， 灰黄色 （即风积沙土层）， 这层黄土在各个地点分布情况不同，
以陵城四个角阙内侧拐角处堆积最厚， 厚达 ２ 米余， 因为风吹过来的沙尘， 到此被高
大的角阙阻挡而沉积， 层层堆积愈来愈厚 （彩版二）。 其次是陵城南北墙两侧， 其他地
点堆积较薄。

第 ２层， 倒塌堆积层， 黄灰土 （图三）。 局部地点堆积可分 ２ａ层和 ２ｂ层 （图四）。
２ａ层即上文提到的再生倒塌堆积层， 土质较松， 内含较多炭粒、 烧土粒， 厚约 ０畅５ ～１
米。 包含物以残砖碎瓦为主。 ２ｂ层土质较硬， 土色浅黄， 厚 ０畅１５ ～０畅７５ 米。 包含物有
大量长方砖、 木炭和墙皮脱落后形成的赭红色颜料颗粒， 均暴露在陵园黄土地面上。
这层出土有大量瓦片、 瓦当、 滴水、 嫔伽、 套兽、 铁钉等， 是此次考古发掘出土遗物
最多的地层。

第 ３层， 陵园建筑遗迹， 有夯土建筑实体、 墩体、 台基和墙体等， 是这次考古清
理的重点对象。

在此之下， 为贺兰山洪积扇的原生砂石地层， 无任何出土遗物。

第二节　工作情况与探方分布
西夏陵的考古调查和发掘工作， 自 ２０ 世纪 ７０ 年代开始， 就开展了断断续续的工

作。 随着文化事业和旅游经济的发展， 宁夏回族自治区、 银川市政府， 对西夏陵保护
开发工作十分重视， 并按国家文物局关于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制定总体保护规划
的要求， 制定出 枟西夏陵区总体保护规划方案枠， 此方案于 ２０００ 年 ７ 月经国家文物局
批准形成 枟西夏陵文物保护总体规划枠， 使西夏陵区的文物保护、 考古发掘研究、 旅游
开发利用工作， 步入了更加全面系统和科学规范的轨道。 １９９９ 年 １０ 月下旬， 朱镕基总
理视察西夏陵， 对开放的三号陵园文物保护和旅游设施建设表示了特别关注①， 由国家
计委拨出 １０００万元专项经费， 用于三号陵园的抢救保护和环境整治。 为贯彻朱镕基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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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枟朱镕基总理视察银川西夏陵枠， 枟宁夏文物枠 １９９９年 ８期。



理的指示精神， 落实国家文物局批准的 枟西夏陵文物保护总体规划枠， ２０００年 ７ 月， 应
自治区政府邀请， 在国家文物局副局长张柏、 文物保护司司长杨志军率领下， 宿白、
谢辰生、 徐苹芳、 黄景略、 张忠培、 蒋忠义、 吴加安、 傅清远一行１０人组成的专家组，
来银川审议西夏 枟３号陵园建筑遗存加固维修设计方案枠 和 枟３ 号陵园建筑遗存清理发
掘计划枠， 国家文物局委托敦煌研究院负责实施加固维修工程， 宁夏文物考古研究所负
责发掘清理工作， 并组成加固维修队伍和考古队伍， 签订工作协议， 由自治区与银川
市文物管理部门主持进行施工， 国家文物局专家组委派蒋忠义到现场指导考古发掘工
作、 傅清远指导加固维修工程。 拟于 ２０００年 ８月， 两项工程同时开工， 力争 ２００１年底
完成这两项工作任务， 之后撰写成考古发掘报告和加固维修工程报告， 并以此作为示
范， 在取得成功经验的基础上， 再计划安排其他陵墓的考古清理和加固维修等保护工
作， 落实 枟西夏陵文物保护总体规划枠 中确定的近期抢救保护任务， 达到规划中的理
想目标。 本考古发掘报告， 就是规划中的一项工作成果。

三号陵的考古清理发掘队伍， 由宁夏文物考古研究所和西夏陵区管理处人员组成，
考古所副所长杜玉冰任队长， 考古所参加工作的人员有余军、 王惠民、 陈晓桦、 张莉、
周赟、 陈安位和王建斌； 西夏陵区管理处参加工作的人员有王昌丰、 布加、 杨弋、 温
涛、 杨月红、 高义文、 袁伟、 马升林、 孙国海。 应自治区文物局邀请， 国家文物局委
派蒋忠义、 徐殿魁、 杨国忠三位专家到现场指导考古发掘工作。 后勤工作由西夏陵区
管理处办公室承担， 由于他们的努力工作， 才保证了考古工作的顺利进行。

三号陵园是用探方法进行考古发掘， 月城和陵城采取统一布方， 第一个探方坐标
点设定在月城的东南角， 探方号采用四位数， 其前两位为探方的纵坐标 （从南向北），
后两位数为探方的横坐标 （从东向西）， 如 Ｔ０１０１即设定东南角的第一个探方， 从东向
西的第 １６号探方， 编为 Ｔ０１１６； 从南向北的第 ２５ 号探方， 编 Ｔ２５０１ （图五）。 每个探
方面积为 １０米×１０ 米， 方向为 １５０°， 与陵园方向一致， 探方边与陵城墙走向基本一
致， 这样发掘的范围和遗迹都很方整一致。 另外对分散的单体建筑， 如四个角台、 两
个阙台、 两个碑亭， 由于离月城和陵城的探方网较远， 只好按遗址单独布方编号， 其
中东西碑亭是以前发掘的， 探方号仍沿用以前的编号， 即 Ｔ１ ～Ｔ１０。

三号陵的考古发掘工作， 自 ２０００年开始， 历时两年， 发掘探方 ２３８０个， 实际发掘
面积约 ２万平方米， 分四次进行发掘。

第一次　２０００年 ５月为钻探和试掘阶段。 敦煌研究院保护研究所为制定三号陵园
维修加固设计方案， 对三号陵园建筑的保存情况做了近一个月的现状调查勘测。 宁夏
文物考古研究所为配合敦煌研究院保护研究所的勘察工作， 对调查的相关部位进行了
试掘、 钻探。 此阶段历时 ２０天， 发掘探方 ４个、 探沟 ７条， 试掘面积总计 １９４ 平方米。

在陵城东南角阙外侧 （墩体南部） 及月城东北角发掘４米×４米探方４个 （探方东
西成一排， 后统一编号为 Ｔ１）。

·９·第二章　三号陵园概况和考古工作过程



图五　三号陵园布探方平面图
（图中数字均为探方号）



在陵城东南角阙内侧各发掘２米×１０米东西向与南北向探沟两条 （后统一编号为 Ｔ２）。
在陵城东墙南段外侧发掘 ２米×１０米南北向探沟一条 （编号 Ｔ３）。
在陵城东门门址内侧发掘 ２米×１０米南北向探沟一条 （编号 Ｔ４）。
在陵城北墙东段墙体开挖 ２米×１０米南北向探沟一条 （编号 Ｔ５）、 北墙东段外侧试

掘 ２米×５米南北向探沟一条 （编号 Ｔ６）。
在陵城北门门址的西侧门阙与陵塔之间开 ２米×１０ 米东西向探沟一条 （编号 Ｔ７）。

试掘面积合计 １９４ 平方米。
第二次　２０００年 １０月～２０００ 年 １１ 月， 即对月城、 陵城统一布方， 进行大规模发

掘， 历时 ３６天 （１０月 １１日～１１月 １６ 日）， 发掘面积共计 ３４００ 平方米， 具体探方为：
月城东墙及月城南墙东段 ８ 个探方， 即 Ｔ０１０３、 Ｔ０２０３、 Ｔ０３０３、 Ｔ０４０３、 Ｔ０５０３、

Ｔ０６０３、 Ｔ０１０４、 Ｔ０２０４。
陵城东南角阙 ８ 个探方， 即 Ｔ０６０１、 Ｔ０７０１、 Ｔ０８０１、 Ｔ０６０２、 Ｔ０７０２、 Ｔ０７０３、 Ｔ０８０２、

Ｔ０８０３。
陵城东门遗址和陵城东墙 １７ 个探方， 它们是 Ｔ１３０１、 Ｔ１４０１、 Ｔ１５０１、 Ｔ１６０１、

Ｔ１７０１、 Ｔ１８０１、 Ｔ１４０２、 Ｔ１５０２、 Ｔ１６０２、 Ｔ１７０２、 Ｔ１８０２、 Ｔ１３０３、 Ｔ１４０３、 Ｔ１５０３、 Ｔ１６０３、
Ｔ１７０３、 Ｔ１８０３。

这一阶段发掘工作的收获是： 搞清了月城墙垣结构； 全面揭示出陵城东南角阙和
陵城东门的门阙墩体下部的构筑情况； 摸清了陵城东门屋形制， 以及门道下台基建筑
结构的情况。

第三次　２００１年 ４月 ２７日～６ 月 ２日， 发掘面积 １３０００平方米， 主要清理发掘的区
域是：

月城： 全面发掘了月城内的东半部地面， 同时对月城南墙垣基址、 西墙垣基址、
月城南门 （含门道东、 西两侧门阙基址） 及月城内西半部的局部地表进行了清理。 月
城内东半部布方 １５ 个， 它们是 Ｔ０３０４、 Ｔ０４０４、 Ｔ０５０４、 Ｔ０３０５、 Ｔ０４０５、 Ｔ０５０５、 Ｔ０３０６、
Ｔ０４０６、 Ｔ０５０６、 Ｔ０３０７、 Ｔ０４０７、 Ｔ０５０７、 Ｔ０３０８、 Ｔ０４０８、 Ｔ０５０８； 月城南墙探方 １２ 个， 即
Ｔ０１０５、 Ｔ０１０６、 Ｔ０２０５、 Ｔ０２０６、 Ｔ０２０７、 Ｔ０１１３、 Ｔ０１１４、 Ｔ０１１５、 Ｔ０１１６、 Ｔ０２１３、 Ｔ０２１４、
Ｔ０２１５； 月城西墙探方 ５ 个， 即 Ｔ０２１６、 Ｔ０３１６、 Ｔ０４１６、 Ｔ０５１６、 Ｔ０６１６； 月城南门探方 ８
个， 即 Ｔ０１０８、 Ｔ０１０９、 Ｔ０１１０、 Ｔ０１１１、 Ｔ０２０８、 Ｔ０２０９、 Ｔ０２１０、 Ｔ０２１１； 月城内西半部
探方 ２个， 即 Ｔ０５１４、 Ｔ０５１６。

陵城四面墙体： 对陵城东墙、 北墙东段 （含陵城北门遗址、 门道台基东侧的门阙
基址）、 西墙 （含陵城西门遗址、 门道台基南、 北两侧的门阙基址）、 南墙 （含陵城南
门遗址、 门道台基东侧的门阙基址） 的发掘清理。 发掘陵城东墙探方 １６ 个， 即 Ｔ０９０２、
Ｔ１００２、 Ｔ１１０２、 Ｔ１２０２、 Ｔ０９０３、 Ｔ１００３、 Ｔ１１０３、 Ｔ１２０３、 Ｔ１９０２、 Ｔ２００２、 Ｔ２１０２、 Ｔ２２０２、
Ｔ１９０３、 Ｔ２００３、 Ｔ２１０３、 Ｔ２２０３； 陵城北墙东段探方 ８ 个， 即 Ｔ２４０５、 Ｔ２４０６、 Ｔ２４０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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Ｔ２５０５、 Ｔ２５０６、 Ｔ２５０７、 Ｔ２５０８、 Ｔ２５０９； 陵城西墙探方 ２６ 个， 即 Ｔ０８１７、 Ｔ０９１７、
Ｔ１０１７、 Ｔ１１１７、 Ｔ１２１７、 Ｔ１３１７、 Ｔ１４１７、 Ｔ１７１７、 Ｔ１８１７、 Ｔ１９１７、 Ｔ２０１７、 Ｔ２１１７、
Ｔ２２１７、 Ｔ０８１８、 Ｔ０９１８、 Ｔ１０１８、 Ｔ１１１８、 Ｔ１２１８、 Ｔ１３１８、 Ｔ１４１８、 Ｔ１７１８、 Ｔ１８１８、
Ｔ１９１８、 Ｔ２０１８、 Ｔ２１１８、 Ｔ２２１８； 陵城南墙探方 １９ 个， 即 Ｔ０６０４、 Ｔ０６０５、 Ｔ０６０６、
Ｔ０６０７、 Ｔ０６０８、 Ｔ０６０９ （仅发掘东半方）、 Ｔ０６１３、 Ｔ０６１４、 Ｔ０６１５、 Ｔ０７０４、 Ｔ０７０５、
Ｔ０７０６、 Ｔ０７０７、 Ｔ０７０８、 Ｔ０７０９ （仅发掘东半方）、 Ｔ０７１３、 Ｔ０７１４、 Ｔ０７１５、 Ｔ０７１６。

角阙： 对陵城东北角阙、 西南角阙、 西北角阙的基址的发掘。 陵城东北角阙发掘
探方 ８ 个， 即 Ｔ２３０２、 Ｔ２４０２、 Ｔ２３０３、 Ｔ２４０３、 Ｔ２４０４、 Ｔ２５０２、 Ｔ２５０３、 Ｔ２５０４； 西南角
阙探方 ４ 个， 即 Ｔ０６１７、 Ｔ０６１８、 Ｔ０７１７、 Ｔ０７１８； 西北角阙探方 ６ 个， 即 Ｔ２３１７、
Ｔ２３１８、 Ｔ２４１７、 Ｔ２４１８、 Ｔ２５１７、 Ｔ２５１８。

这一阶段发掘工作主要成果是： 在月城内发现了四排石象生台基座的夯土基址；
全面了解了陵城墙体构筑状况； 认识了陵城各角阙不同的建筑形制。

第四次　２００１年 ９月 ４日～１０ 月 ２７ 日， 发掘清理面积 ７４００ 平方米， 探方分布情
况是：

门址： 在陵城北门遗址 （含其门道台基西侧的门阙基址） 发掘 ８ 个探方， 即
Ｔ２４０８、 Ｔ２４０９ （此 ２ 个探方在第三阶段随陵城北墙东段发掘）、 Ｔ２４１０、 Ｔ２４１１、 Ｔ２４１２、
Ｔ２５１０、 Ｔ２５１１、 Ｔ２５１２ （前三个探方向北扩方 ３ 米， 后三个探方未做全部发掘）； 在陵
城西门的门道遗址发掘 ４ 个探方， 即 Ｔ１５１７、 Ｔ１５１８、 Ｔ１６１７、 Ｔ１６１８； 在陵城南门遗址
（含其门道台基两侧的门阙基址） 发掘 ６ 个探方， 即 Ｔ０６１０、 Ｔ０６１１、 Ｔ０６１２、 Ｔ０７１０、
Ｔ０７１１、 Ｔ０７１２， 同时补做了 Ｔ０６０９、 Ｔ０７０９两个探方前一阶段剩余的西半方。

陵塔： 陵塔基址及其周围发掘探方 ２１ 个， 即 Ｔ２００９、 Ｔ２１０９、 Ｔ２２０９、 Ｔ２３０９、
Ｔ２０１０、 Ｔ２１１０、 Ｔ２２１０、 Ｔ２３１０、 Ｔ１９１１、 Ｔ２０１１、 Ｔ２１１１、 Ｔ２２１１、 Ｔ２３１１、 Ｔ２０１２、
Ｔ２１１２、 Ｔ２２１２、 Ｔ２３１２、 Ｔ２０１３、 Ｔ２１１３、 Ｔ２２１３、 Ｔ２３１３。 其中， Ｔ２１１０、 Ｔ２２１０、 Ｔ２１１１、
Ｔ２２１１、 Ｔ２１１２、 Ｔ２２１２这 ６个探方完全由陵塔占据， 实际发掘陵塔基址周围的面积约
１０００平方米。

献殿： 献殿遗址共发掘 １２ 个探方， 即 Ｔ０９１０、 Ｔ０９１１、 Ｔ０９１２、 Ｔ１０１０、 Ｔ１０１１、
Ｔ１０１２、 Ｔ１１１０、 Ｔ１１１１、 Ｔ１１１２、 Ｔ１２１０、 Ｔ１２１１、 Ｔ１２１２。

墓道： 对墓道封土南北两端进行的局部试掘， 在封土南端清理出水平长度为 １０ 米
的一段墓道， 这段墓道处在探方 Ｔ１２１０、 Ｔ１２１１、 Ｔ１３１０、 Ｔ１３１１ 之间。 墓道封土北端顺
着墓室盗坑南坡作阶梯式剖面， 试掘的阶梯式剖面主要处在探方 Ｔ１６１０、 Ｔ１６１１、
Ｔ１７１０、 Ｔ１７１１中。 墓道封土南北两端试掘面积合约 ２６０平方米。

阙台： 对陵园南端东西两个阙台基址的清理发堀， 每个阙台基址布 １０ 米×１０ 米探
方 ４ 个， 计 ８个探方 （单独编号）。

角台： 对陵园的东南、 西南、 东北、 西北四个角台基址的清理发掘， 每个角台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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