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洛阳惊现两座唐代壁画墓  

    

 

  两座唐代大型壁画墓惊现洛阳新区！昨日，记者从洛阳市文物二队新区考古工地

获悉，两座墓的主人都是唐睿宗李旦即位前任安国相王时的孺人（夫人），专家称，

这两座墓葬的发掘，将为研究武周时期的唐代历史提供新史料。 

  两座大墓壁画粲然 

  这两座古墓位于洛阳新区关林市场西侧的田野中。 

  从今年３月开始，洛阳市文物工作者对这里分布的自秦至唐、宋时期的约２００

０座古墓进行抢救性发掘，发现了两座并行排列的唐代大型墓葬。记者在现场看到，

在长长的墓道立壁上，绘有彩色巨幅壁画，左青龙、右白虎，各长５米左右，龙、虎

姿态灵动，气势贲张。绘画采用天然矿物颜料，其色调古雅，虽历经千年依然明艳。

除了青龙、白虎之外，墓道两侧还绘有人马出游图。 

  据文物二队史家珍队长介绍，在河洛地区的壁画墓，汉代、宋代的较多，唐代壁

画墓极少。从目前清理出来的部分壁画看，当时的绘画技法非常老到。 

  两位孺人死因待解 

  在考古发掘过程中，专家认定两个墓葬均被严重盗掘，目前除了出土的两件残破

的瓷器和２０余件破坏严重的彩绘陶俑外，就是两个真人大小的石翁仲和能显示墓主

身份的一块墓志铭、两个墓志盖。 

  出土的墓志盖显示，墓主均为“安国相王”的孺人，一位是“晋昌唐氏”，一位

是“清河崔氏”。据文物专家考证，“安国相王”就是唐睿宗李旦，他是女皇武则天

的儿子，唐玄宗李隆基的父亲。 

  唐氏墓志铭显示，其祖辈、父辈均竭力辅佐李唐王朝，地位显赫。唐氏１５岁入

宫，卒于武则天改国号为“周”（公元６９０年）之后的长寿二年（即公元６９３

年）的正月初二，当时年仅３１岁，对其死因却未着一字；唐氏是在死后第１３年即

唐中宗李显恢复国号为“唐”的第二年（即神龙二年，公元７０６年）被安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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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据洛阳市文物二队副队长乔栋介绍，因崔氏墓志铭缺失，其卒日不可考，但从两

个墓中分别出土的墓志盖的相同字体、相同造型等方面可见，二人应是在同一年安

葬。乔栋说，唐氏卒时，李旦任武周时期的洛州牧；唐氏在此墓安葬时，李旦已被封

安国相王。 

  乔栋强调说：查阅史书发现，在唐氏死亡的当月，武则天杀死了皇嗣妃刘氏和窦

氏。究竟是时间上的偶然巧合，还是唐氏、崔氏像两位皇嗣妃一样，充当了武氏王朝

和李氏王朝的权力斗争的牺牲品，这为文物工作者提出了一个待解之谜。 

  古墓存毁命运待定 

  据介绍，根据新区规划，一条东西走向的“翠云路”将从这两座大墓上通过，究

竟该如何对待这两座古墓成了人们的热门话题。□首席记者任双玲文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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