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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據已出土的《豆盧恩碑》碑身銘
文記載，墓主豆盧恩，字永恩，

也稱豆盧永恩，源於慕容鮮卑氏，為
前燕文明帝慕容皝之後，至曾祖慕容
勝改姓為豆盧氏。豆盧恩與兄豆盧寧
是西魏、北周時期權傾朝野的重臣，
其中豆盧恩曾參與西魏建國、沙苑之
戰、河橋之役，北周時期多次平定周
邊兵亂，一生軍功顯赫，死後詔贈少
保，幽冀定相等五州諸軍事，幽州刺
史，謚號敬公，天和元年（公元566
年）二月葬於咸陽洪瀆原。

清代祭祀坑殘留墓碑底座
此次發掘的豆盧恩家族墓園由兆溝
和墓葬本體兩部分組成，墓園面積約
2萬平米，圍溝內葬有四位家族成員，
跨越祖孫三代。豆盧恩墓位於整個陵
園的最南端，由斜坡墓道、3個過洞、
3個天井、2個壁龕、甬道、木門及墓
室組成，同時殘存有封土跡象。考古
工作者在該墓墓道最南端略偏西3米
處，發現有一清代祭祀坑，殘留有呈
方形的墓碑底座和瓦片構築的祭台以
及香爐等，而在墓道內發現嵌於西壁
的碑首。
「現場出土失傳已久的豆盧恩碑首
碑座，呈方形，中間有榫窩，彌足珍
貴。碑首嵌於墓道西壁內，雙龍纏繞
呈圓形，中間圭首內篆書三列十二字
『周少保幽州刺史豆盧公之碑』，下
方連帶有原碑遺失的30餘字，但僅有
不足20字可以明確辨識。」經過分
析，陝西省考古研究院副研究員段毅
認為，碑首出土時放置於墓道當中，
且並未打破墓道，祭祀坑中的香爐初
步確認應為清代。「可見當時有人尚
能準確辨識豆盧恩墓的準確位置，後
隨着歲月流逝，豆盧恩墓遂不被後人
所記。」
據介紹，1920年出土的《豆盧恩

碑》，碑身高192厘米，陰刻隸書26
行共1276字，由北周著名文學家庾信
撰寫。在北碑「三絕」中，尤以《豆
盧恩碑》最為精妙，其字體隸法純
熟，敦厚有力，點畫工整，平正淳
古，刻工亦較精細，是北朝書法中少
見的隸書精品。目前，「三絕」分別
收藏於陝西咸陽博物院、陝西西安碑
林博物館和陝西藥王山博物館。

出土稀罕酒神馱囊駱駝
從豆盧恩家族墓園出土墓誌看，整
個墓園墓葬從最早的北周天和元年豆
盧恩墓，下延至隋代開皇六年豆盧整
墓，其餘大致在北周建德六年（公元
577）居多。整個墓園規劃有序，其中

最年長的豆盧恩墓位於整個墓園最南
端，隨着輩分降低墓葬位置越偏北。
出土的隨葬品頗為豐富，器形多樣，
計約395件（組），以粉彩灰陶為大
宗，可見有鼓吹騎馬俑、侍俑、陶塑
動物、牛車、銅鏡、玉組佩及生活明
器等。特別是在豆盧恩第四子豆盧整
乙弗氏夫妻合葬墓中，出土兩套風格
迥異的北周和隋代陶俑，其中包含成
系統的騎馬鼓吹俑，以及比較罕見的
酒神馱囊駱駝，且都大致保存完整。
段毅表示，馱囊駱駝以往在陝西關

中地區也曾發現過，但是這一件是最
完整的，有專家學者認為它有可能是
希臘酒神的形象。這件馱囊駱駝文物
的出土，反映了當時東西文化交流，
特別是古絲綢之路交流的持續性。

罕見長幼排序之北周墓園
北周（公元557年—公元581年）是
中國歷史上南北朝的北朝之一，由西
魏權臣宇文泰奠定國基，後由宇文覺
在宇文護的擁立下正式建立，歷五
帝，共二十四年。北周建立後，遵照
太祖宇文泰曾頒布的「先治心，敦教
化，盡地利，擢賢良，恤獄訟，均賦
役」六條詔書，以及三十六條新制。
在經濟上積極勸課農桑，獎勵耕植，
並相應地制定採取了一些措施，經濟
逐漸發展，一度出現了一個倉廩充實
的小康局面。同時，思想、文化等方
面亦出現新繁榮和新發展。
「在中國歷史上，北周只存在了24
年，時間很短。但它卻具有承上啟下
的重要性，很多隋唐的制度就是在這
時慢慢創製的。」段毅表示，比如這
種過渡與變化，在此次發掘的豆盧恩
第四子豆盧整夫婦墓出土的陶俑上就
表現得很明顯，雖然僅僅相隔十幾
年，俑的製作形式、面貌就和前面的
俑有很大區別。
此次發現的北周豆盧恩家族墓園，

是近年北周家族墓地的重要發現，也
是首次發現的最為完整的關於北周家
族成員墓葬排列順序的墓園。段毅認
為，豆盧氏作為北朝至隋唐時期的鮮
卑望族，多與皇室通婚，政治影響可
見一斑。目前，各地不斷發現有豆盧
氏家族成員的墓碑、墓誌及造像題記
等。近年來在陝西咸陽亦發現帶有兆
溝的北周墓葬並不少，但是墓園中同
時具有如此眾多聚族而葬的家族成
員，且按照長幼有序排列、時間明確
的北周墓園實不多見。豆盧恩家族
墓園的發掘，無疑對於填補北周高
級貴族墓葬制度的研究資料具
有重要意義。

完整的北周貴族家族墓園陝西出土

《廣武將軍碑》

「墓園中同時具有如此眾

多聚族而葬的家族成員，且按照長幼有序排列、時間

明確的北周墓園為首次發現。」 陝西省考古研究院早前在對

陝西西咸新區空港新城儲備地考古發掘中，發現我國北周時期

著名歷史人物豆盧恩家族墓園，這也是迄今發現的最為完整的

北周家族墓園。而特別值得一提的是，雖然豆盧恩墓破毀嚴重，

但卻出土了失傳已久的《豆盧恩碑》碑座。據悉，百年前出土、

現藏於陝西咸陽博物院的《豆盧恩碑》，曾被書法家于右任將其

與《廣武將軍碑》和《姚伯多造像》並稱為北碑「三絕」。陝西

省考古研究院副研究員段毅表示，從1920年碑身出土， 到如今發

掘出土碑首碑座，身首異處的一代名碑再度相合，可謂百年奇

緣。 ●文：香港文匯報記者 李陽波 圖片由受訪者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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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世紀二十年代，書法家于右任在所作的《廣武將軍復
出土歌》中，將《豆盧恩碑》、《廣武將軍碑》和《姚伯
多造像碑》並稱為北碑「三絕」。

《豆盧恩碑》是北周著
名歷史人物豆盧恩的墓碑，
刻於北周天和元年（公元

566年）。碑高192

厘米、上寬103厘米、下寬112
厘米、厚28厘米。百年後碑首
碑座出土，身首異處的一代名碑
再度相合，可謂百年奇緣。

《姚伯多造像碑》又稱
《姚文遷造像碑》，是迄
今所知最早的道教造像
碑，於北魏太和二十年
（公元 496 年）造，出
土於陝西省耀縣，現藏於
陝西藥王山博物館。
《姚伯多造像碑》呈長方形，高
137厘米，寬約70厘米，厚約30
厘米。頂座均失，榫跡尚存，四面
雕刻。碑陽上方鑿一方形淺龕，內
雕三尊造像，中為老君像，頭戴道
冠，結跏趺坐。《姚伯多造像碑》
為北朝早期造像，去漢不遠，書體

中多流露出漢人淳厚之氣。
結字拙樸自然，不事華美，
都以平正、方博取勢，字的
大小正斜隨意而成，不求劃
一。其用筆有方有圓，有藏
有露，書體楷中兼隸意，工

整處不失生動，形體結構也與一般
楷書、隸書迥然有別。此碑最為獨
特的是將當時民間流行的章草楷書
化，結合新奇，如「然、姚、因」
諸字即是。此外，此造像碑的銘文
中亦有六朝碑刻中常見的變體和假
借別字，如「遠、克、第」等字，
是北朝書法的異品和珍品。

●《廣武
將軍碑》
局部

《廣武將軍碑》刻於前秦
建元四年（公元368年），
全稱為「立界山石祠碑」，
又稱「苻秦建元四年產
碑」、「張產碑」等，無撰
書者姓名，屬隸書書法作品，現藏
於西安碑林博物館。
《廣武將軍碑》碑高1.83米，寬
0.67米，碑額書「立界山石祠」四
字，碑文內容為前秦時期渭北疆域
的劃分、部族的分布、職官的設
置、碑主所統治的吏民數目等。書
法上線條高古，書寫自由，不拘一

格，古樸稚拙，天趣渾成，上承漢
隸之平正大氣，下啟北魏之古拙生
動。根據碑陽十四行「西至石水東
齊定陽，南北七百，東西二百」等
語句來判斷，此碑可能是由廣武將
軍主持「定界」以後所立的碑石。
該碑曾被康有為譽為是「北碑近新
出土以此為古雅第一」。

《姚伯多造像碑》 ●《姚伯多造像碑》

《豆盧恩碑》

丵丵丵丵丵丵丵丵丵丵丵丵丵丵丵丵丵丵丵丵丵丵丵丵丵丵丵丵丵丵丵丵丵丵丵丵丵丵丵丵丵丵丵丵丵丵丵丵丵丵丵丵丵丵丵丵丵丵丵丵丵丵丵丵丵丵丵丵
丵丵丵丵丵丵丵丵丵丵丵丵丵丵丵丵丵丵丵丵丵丵丵丵丵丵丵丵丵丵丵丵丵丵丵丵丵丵丵丵丵丵丵丵丵丵丵丵丵丵丵丵丵丵丵丵丵丵丵丵丵丵丵丵丵丵丵丵
丵丵丵丵丵丵丵丵丵丵丵丵丵丵丵丵丵丵丵丵丵丵丵丵丵丵丵丵丵丵丵丵丵丵丵丵丵丵丵丵丵丵丵丵丵丵丵丵丵丵丵丵丵丵丵丵丵丵丵丵丵丵丵丵丵丵丵丵
丵丵丵丵丵丵丵丵丵丵丵丵丵丵丵丵丵丵丵丵丵丵丵丵丵丵丵丵丵丵丵丵丵丵丵丵丵丵丵丵丵丵丵丵丵丵丵丵丵丵丵丵丵丵丵丵丵丵丵丵丵丵丵丵丵丵丵丵
丵丵丵丵丵丵丵丵丵丵丵丵丵丵丵丵丵丵丵丵丵丵丵丵丵丵丵丵丵丵丵丵丵丵丵丵丵丵丵丵丵丵丵丵丵丵丵丵丵丵丵丵丵丵丵丵丵丵丵丵丵丵丵丵丵丵丵丵
丵丵丵丵丵丵丵丵丵丵丵丵丵丵丵丵丵丵丵丵丵丵丵丵丵丵丵丵丵丵丵丵丵丵丵丵丵丵丵丵丵丵丵丵丵丵丵丵丵丵丵丵丵丵丵丵丵丵丵丵丵丵丵丵丵丵丵丵
丵丵丵丵丵丵丵丵丵丵丵丵丵丵丵丵丵丵丵丵丵丵丵丵丵丵丵丵丵丵丵丵丵丵丵丵丵丵丵丵丵丵丵丵丵丵丵丵丵丵丵丵丵丵丵丵丵丵丵丵丵丵丵丵丵丵丵丵
丵丵丵丵丵丵丵丵丵丵丵丵丵丵丵丵丵丵丵丵丵丵丵丵丵丵丵丵丵丵丵丵丵丵丵丵丵丵丵丵丵丵丵丵丵丵丵丵丵丵丵丵丵丵丵丵丵丵丵丵丵丵丵丵丵丵丵丵
丵丵丵丵丵丵丵丵丵丵丵丵丵丵丵丵丵丵丵丵丵丵丵丵丵丵丵丵丵丵丵丵丵丵丵丵丵丵丵丵丵丵丵丵丵丵丵丵丵丵丵丵丵丵丵丵丵丵丵丵丵丵丵丵丵丵丵丵

恒
雅
藏
珍●作者：香港中華文化藝術推廣基金主席李秀恒

中國人對紅色的喜愛其來有自，這在中國陶
瓷史上的具體例子就是「銅紅釉」，宋鈞窯的
「鈞紅」及明宣德的「祭紅」（又稱「寶石
紅」），都是極為珍貴的品種；明中期銅紅釉
曾一度失傳，改燒礬紅；及至清代康熙恢復燒
造，又創出新的「郎窯紅」，其名貴程度，從
耿寶昌老先生所著的《明清瓷器鑑定》一書中
將郎紅釉與祭紅釉並列比較就可見一斑。
清康熙朝，時督陶官朗廷極在景德鎮監督燒

製仿明代祭紅的寶石釉，然而，因釉料的配方
及燒製控制不當，形成了一種流動性更大、具

有大片裂紋、色調更為鮮艷、具有玻璃光澤的
紅釉，備受皇家喜愛及推崇，並大量生產，成
為清代祭器中的珍貴寶物。郎窯紅因此而得
名，並且成為絕無僅有的以工匠或督陶官之姓
氏命名的釉色。連後來的乾隆帝亦對郎紅器十
分喜愛，曾賦詩讚美道：「暈如雨後霽霞紅，
出火帶加微炙工。世上硃砂非所擬，西方寶石
致難同。插花應使花羞色，比盡翻嗤畫是空。」
郎窯紅以含銅物質為着色劑，經1,300℃高
溫燒製而成的，因對溫度及窯內位置要求嚴苛
而燒製成功率較低，成品釉質凝厚、色澤鮮

艷，呈現強烈的鏡光，傳世品以瓶較多，常見
的有觀音瓶、棒棰瓶、直頸扁腹瓶等。其厚釉
在高溫之下流動性較強，因此部分成品於口沿
露出白胎，呈現出俗稱「燈草邊」的旋狀白
線，越往底部釉汁凝聚導致顏色越深，近乎黑
紅色。詳情可參照2013年香港蘇富比秋拍中
的清康熙郎窰紅釉長頸膽瓶。而為了流釉不會
沒過底足，工匠常常用刮刀在圈足外側刮出二
層胎，成為郎窯紅瓷器獨有的「脫口垂足郎不
流」技法。筆者收藏的一件清康熙郎紅釉觀音
瓶的底足部就有此特徵，釉內的細碎片紋讓濃
艷奔放、雍容華貴的郎窯紅增加了一絲不俗的
氣度。

清康熙郎紅釉 明如鏡赤如血

●清康熙郎紅釉觀音瓶 ●清康熙郎窰紅釉長頸膽瓶
圖片來源：香港蘇富比

▲北碑「三絕」之一
《豆盧恩碑》碑首出土現場。

●●碑首碑首

●《豆盧恩
碑》碑座

●豆盧整墓出
土的罕見酒神
馱囊駱駝。

●豆盧雋墓出
土的擊鼓俑。

●豆盧雋墓出土的籠冠俑。

●豆盧整
夫婦合葬
墓出土的
持盾武士
俑。

●豆盧整墓出土的武士俑。

●豆盧
整墓出
土籠冠
俑。

●出土陶製牛車。

●●豆盧恩家族墓豆盧恩家族墓
園正投影圖園正投影圖

●豆盧恩碑碑身高近2米，圖為
部分碑文。 網絡圖片

失傳百年《豆盧恩碑》終終合合體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