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韩建华（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

【编者按】由于突如其来的新冠疫情，2020年中国考古的田野工作在时间和环境上
都受到不小的影响。但考古人员积极复工，创造工作机会，全年的考古工作仍然亮
点频出。

除了2020年全国十大考古发现之外，还有哪些考古成果同样值得关注？澎湃新闻·
私家历史栏目特别邀请9位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学者，撰写总结性稿件，对
过去一年中国的重大考古发现做全时段、全方位梳理，以飨读者。

肆虐全球的新冠肺炎使2020年的田野考古深受影响，导致很多发掘项目滞后或缩减
。尽管这一年的重新开启甚晚，考古人克服重重困难，仍然取得可喜的考古成果。
隋唐时期，帝国在空前统一的辽阔疆域内，各族人民互相交往融合，创造了灿烂辉
煌的文明，开创了中国封建社会的鼎盛局面。手铲释盛世华章，妙笔书多元一体，
是2020年隋唐考古的主旋律。在“文化润疆”下的边疆考古为重构中华民族多元一
体提供实证依据，对国家统一、民族团结、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具有重要的价值。

文化润疆，边疆考古成果注目

唐朝墩古城遗址

唐朝墩古城遗址，位于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昌吉回族自治州奇台县县城东北，西距北
庭故城遗址约30千米，地处丝绸之路新北道之上。2013年公布为全国重点文物保
护单位。为探明唐朝墩古城遗址的整体面貌，摸清城址的规模、形制、年代序列和
文化内涵，响应丝绸之路沿线遗址文化遗产保护、展示与利用的号召，自2018年起
，经国家文物局批准，中国人民大学与新疆文物考古研究所合作，连续三年对唐朝
墩古城遗址进行了考古调查、勘探和发掘等工作。基本确认了唐朝墩古城遗址性质
为唐代庭州蒲类县县城，始建于唐贞观十四年(640)前后，沿用于高昌回鹘时期，至
公元14世纪的蒙元时期逐渐废弃。

2020年发掘古城中心的高台遗址，发掘面积600m²。遗址整体形制布局坐西朝东，
建筑平面呈长方形的特征。遗址由内外墙组成，墙体由土坯垒砌，北外墙残长约28
米，南外墙残长约25米，南、北外墙相距约12.3米，外墙于遗址西侧绕弧线形相接
，东侧北外墙向南、南外墙向北分别转折出2-3米的墙角，形成东门门道。外墙内
侧发现有青砖面及柱础。内墙靠近高台中部，与外墙平行，目前仅发现南内墙和北
内墙。北内墙两侧壁面发现连续的壁画遗迹。综合遗址的整体面貌及遗迹现象，经
初步判断，唐朝墩古城高台遗址可能为一处高昌回鹘时期前殿后塔回廊式佛寺遗址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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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外还清理出灰坑14个、房址1处、墓葬7座，出土遗物包括陶器、瓷器、铜器、铁
器、木器、骨器、动物骨骼等。此外，工作队还对南城墙进行了勘探调查，考察了
吐虎玛克城址等周边遗址。考古工作揭开了唐朝墩古城遗址的神秘面纱，古城建制
证明了中央对边疆管辖的悠久历史，中心高台遗址的新收获体现出佛教对新疆北部
产生的深刻影响。

克亚克库都克烽燧遗址

克亚克库都克烽燧遗址位于新疆巴州尉犁县境内，东距营盘古城47公里，是全国重
点文物保护单位——孔雀河烽燧群中的一座烽燧。孔雀河烽燧群由11座烽燧组成，
呈西北-东南向沿孔雀河北岸分布。克亚克库都克烽燧遗址由烽燧本体、居住房屋等
建筑构成的一处军事设施遗址。遗址位于红柳沙堆上，沙堆呈椭圆形，上小下大，
底边东西长约60米，南北最宽35米，原始高9.8米。修筑烽燧时，对沙堆顶部和周
边有意识地进行过处理。

烽燧平面方形，底边长9.4、残高约5.6米。烽燧由土坯垒砌，三层或四层土坯夹一
层芦苇草，中部夹有胡杨木。烽燧南侧护坡由土坯垒筑。烽燧以西有房址，三开间
，墙体局部残存草拌泥皮和白灰墙面，房址内发现有凉炕、灶、柱洞等遗迹。

以烽燧为中心，在沙堆四周发现5处灰堆遗迹，其中1、2、3、4号灰堆为各类生活
垃圾的堆积，5号灰堆为烽燧风蚀坍塌后形成的堆积。出土各类遗物1230余件（组
），质地有陶、铜、铁、木、漆、纸、皮、草、纺织品等，其中包含有珍贵的纸文
书、木牍786件。

出土的这批木牍、纸文书，主要见于1-4号灰堆中。文书内容丰富，涉及军事、政
治、经济、文学等诸多方面，许多内容尚为国内首次考古发现。其中军事文书数量
最多，内容详细记录了与克亚克库都克烽燧有关的军镇、守捉、烽铺馆驿等各级军
事设施名称，多数军事机构和防御线路均不见于任何历史文献记载。文书内容显示
各级军事机构运行正常，并通过“符帖牒状”、“计会交牌”等方式传递军情和政
令，并对该地实施着有效戍守管理。出土文书显示烽燧遗址为唐代安西四镇之一焉
耆镇下军事设施，在唐代被称为沙堆烽，同时也是一处游弈所治所，属于焉耆镇东
境军事防线——“楼兰路”上一处基层军事管理机构。

积极开展多学科合作，成果显著。铜器金相分析有青铜、黄铜两种。开展动植物考
古，灰堆中的大量动植物标本，发现34个不同的植物种类，包括粮食作物六种：水
稻、青稞、大麦、小麦、粟、黍；园艺作物九种：桃、杏、枣、核桃、沙枣、西梅
、亚麻、葱、葫芦等。动物标本初步鉴定有马鹿、野猪、黄羊、马、牛、羊、驴、
骆驼、天鹅、白鹭、鱼等，其中以野生动物为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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克亚克库都克烽燧遗址的考古发掘，实证了唐王朝对西域的有效管治，填补了历史
文献关于唐代安西四镇之一焉耆镇下军镇防御体系记载的空白，对了解大唐西域军
镇镇防体系、唐代军事制度、边塞军事生活、补缺军事文献遗漏等提供了第一手资
料。

北庭故城考古

2020年北庭故城的考古工作分别在内城西门城墙外侧、内城北门外侧和内城北门南
侧三个地点展开。

内城西门城墙外侧发现一个回鹘时期依托城门增建的建筑遗迹，平面长方形，用夯
土和土坯建造而成，出土有滑石制作的石圭形器。发掘了西门的护城壕遗迹，护城
壕距城墙约20米。不同位置的护城壕宽度不同，城门门洞附近的护城壕上口宽度为
9-10米，深度为2.9米。城门以外的护城壕加宽，上口宽度约20-30米。护城壕出土
了典型的唐代联珠纹莲花瓦当。

内城北门外侧发现有护城壕，出土莲花纹瓦当。在内城北门南侧发现铺砖地面，由
素面砖、莲花纹砖混铺而成。莲花纹方砖，四角为唐草纹，中间的花心以莲瓣为主
题纹样，外侧一圈联珠纹。

继续发掘外城南门内侧附近的6号建筑基址，为一座高台式佛殿基址，东西残长24
米，南北残宽21米，残高6.5米，由上、下两部分构成，下部为高大的夯土台基。
整个佛殿基址外围发现部分围廊遗迹。

内城北门南侧的8号建筑居址，根据叠压打破关系和瓦当等材料，大致分为三个阶
段，是一处自唐代到宋（包括辽和西辽）元时期不断重建的重要建筑所在。子城夯
墙发现两次修补遗迹。出土文物有唐宋时期的钱币、莲花联珠纹瓦当残片、地砖、
筒瓦残片、陶器和动物骨角器等。

10月24日，北庭故城考古40周年纪念活动在北京举行。北庭故城考古以实物证明
唐代中原王朝在新疆有效的治理和丝绸之路的繁荣畅通，相关考古发现和研究，对
于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是阐述中华民族多元一体和“四
个共同”的重要实物教材，对于贯彻落实“文化润疆”工程，实现新疆的社会稳定
和长治久安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伏俟城考古调查

文献记载吐谷浑“夸吕立，始自号为可汗，居伏俟城，在青海西十五里”。伏俟城
遗址位于青海省海南藏族自治州共和县石乃亥乡铁卡加村。伏俟城东连西平（今青

                                   3 / 18



智行理财网
三协会严整虚拟货币2app

海西宁）、金城（今甘肃兰州），南下可达益州（今四川成都），西通鄯善（今新
疆婼羌），是古代连接东西交通的重镇。“伏俟”为鲜卑语，汉意“王者之城”。
2019年公布为第八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2018、2019年，西北大学文化遗产
学院和青海省文物考古研究所联合对伏俟城进行了大规模的考古调查，取得了极为
丰硕的成果，是吐谷浑王城多年未有的突破性新发现。

厘清了内城的建筑布局，发现并确定了外城北墙和城门，在外城南部发现房址和灰
坑，并在外城以外的东、北、西三面发现城址4座，夯土高台5座，人工堆筑高台1
座，居住址1处。

城址分内外两城，外城大致呈南北向长方形，东西1442-1600米，南北1960-2200
米，总面积3.29平方公里。外城东面有南北向平行并列的两道墙体，间距363-454
米，墙上发现有门址。墙宽3-4米，墙外有宽3米的壕沟。外城东墙中部内侧发现夯
土台1座，其上绳纹瓦片堆积丰富。外城内发现数处房址和灰坑。外城以外区域发
现11处遗迹，包括城址4座，夯土台5座，居址区1处，人工堆筑高台1座。

东部南城四面墙体地面略有存留，边长110-138米，东墙中部开一门，门宽13米；
城内中部有一夯土台，夯土台上及周围发现大量绳纹瓦片，城外壕沟宽7-8米，深2
-2.5米。东部北城边长207-254米，东、西、南三面城墙基本完好，东、西墙各开
一门，东门宽11.5、西门宽10米，墙内两侧有曲尺形夯土建筑，探孔内发现大量木
炭、烧土及动物骨骼残骸。东墙中部也有一门，门宽11.5米。城内中部偏西有一长
40、宽18米的夯台，现存高度2.6米，断面夯层清晰。城墙外壕沟宽18米，深2.6米
，壕沟内有多层淤土，包含木炭、动物骨骼及折线纹陶片。

东北小城边长52-54米，城内中心有一边长10-14米的夯台；东墙中部开一门，门
宽4米。西北部小城边长70米，城内有一边长5-6米的夯土建筑，地面采集到大量陶
片和宽扁形器耳残块，陶片纹饰有绳纹、折线纹、水波纹等。

采集的木炭和动物骨骼标本经测年为426-657年，属北朝至隋唐时期，可知伏俟城
外围遗迹点属于吐谷浑伏俟城周围的附属建筑。

内城位于外城南部，规模较小而城墙高大，东向开一门。在内城西北角发现大量瓦
片，分板瓦和筒瓦两种。瓦大多有纹饰，板瓦外面纹饰有绳纹、折线（叶脉）纹、
四叶纹、麻点纹等，瓦内面多饰麻点纹；筒瓦外多饰绳纹和折线纹，内面饰麻点纹
。个别板瓦、筒瓦外面有模印或刻写的“兲”字，可能是“天王”二字的合体。首
次发现和辨认出来北朝隋唐时期的吐谷浑遗物。在内城东门内采集的木炭标本测年
为公元973-1049年，可知北宋对伏俟城进行了重新利用和改建。

伏俟城结构完整、形制独特，内涵丰富，对于我们重新认识吐谷浑的国家形态、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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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建制、物质文化打开了一个全新的窗口，也为认识北方地区其他少数民族政权都
城形态提供了一个范例。

云南大理五指山遗址南诏时期官家寺庙建筑群

云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联合大理州文物管理所等对五指山遗址进行发掘，发掘面积
6000平方米。五指山遗址位于大理市太和街道阳南村西，北距太和城仅600米。遗
址发现春秋战国、汉晋、南诏、元明等不同时期遗存，主体遗存为南诏时期，发现
建筑基址14座、夯土台基2处、磉墩155座、石墙63道、踏道3道、沟23道、砖瓦
窑2座，出土瓦片40多吨，瓦当、滴水、鸱吻、有字瓦、陶器、釉陶器等8100多件
，支钉、垫片9200多件。

五指山遗址发现南诏早期的塔基、高低错台及移柱造的建筑，同时还发现佛像、经
幢、善业泥印模、塔模、香炉及字瓦等佛教遗物。从建筑结构及出土遗物来看，五
指山遗址是南诏都城太和城的重要寺庙功能区。一号建筑基址，东西长41.5、南北
宽20.6米，由大殿、南北廊道、天井、门廊、南北阙台、院内平台、大门等部分组
成独立院落。大殿为长方形，面阔三间9.9米、进深三间11.6米，地面铺绿釉方砖。
大殿分为高低错落的两台，高差1.3米，为形制独特的内外堂式建筑。大殿东侧以碎
瓦叠砌为月台，西侧有排水沟环绕。大殿东向洱海，正对洱海东侧独立山体（红山
）。

二号建筑基址为塔基，由内外两道方形石墙组成，总体平面形状呈“回”字形。内
层石墙以石块及红粘土垒砌，围合为方形塔身，塔身南北长4.6、东西宽4.1米。外
层石墙为基座，基座南北长8.6、东西宽8.8米。

三号建筑基址座西向东，东西长33.5米、南北宽28米，由大殿、朵殿、南北廊道、
天井、门廊等部分组成独立院落。大殿居中，平面略呈“凸”字形，面阔12、进深
11.7米。大殿正中有台阶，殿内磉墩排列不规则，地面斜铺方形青砖，。大殿南北
两侧有方形朵殿，朵殿边长4.8米，北朵殿正铺绿釉方砖。三号建筑基址下叠压有两
座南诏早期砖瓦窑，窑室平面为梯形，较宽的一端留有烟道。釉陶经幢为空心八面
体，直径15厘米，表面施黄釉，幢顶有“唵阿羅般石（若）那□尼”大字，幢身写
有佛顶尊胜陀罗尼神咒及含有“嵯耶”字样的经文。出土釉陶香薰盖为八瓣莲花形
，有排烟孔，表面及内壁均可有梵文。遗址东部是南诏时期生产砖瓦建材及釉陶器
的窑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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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年航拍全景

墓葬为木石结构多室墓。由地上和地下两部分组成。地上为墓园建筑，平面呈方形
，由茔墙、祭祀建筑，以及封土和回廊组成。

地下部分由墓圹、墓道、殉马坑、照墙、殉牲坑、甬道、墓门、墓室组成。2020年
对地下部分进行全面发掘，发掘表明墓圹与封土不完全重合，墓圹西壁和南壁各有
一施工通道，四壁有内收的二、三、四层生土台，在墓室上部平铺有厚0.4-1米的砾
石防盗层，墓圹东南部发现一平面呈长方形的殉牲坑，殉牲坑顶部铺有成排棚木，
棚木下有横梁和立柱，四壁由土坯块垒砌而成，东端有台阶状通道和木门，底部发
现大量被肢解的动物骨骼，主要以牛、羊、鹿为主，还发现马骡、骆驼等。墓圹填
土还发现有殉人和卜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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墓室全景

主墓室木构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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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容器及装饰品

印章

黑龙江渤海遗迹专题调查

按照2020年度工作计划，黑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与市县文博单位组成联合考古队
，对牡丹江市辖区、海林市以及林口县进行了田野考古调查工作。此次考古工作共
调查了87处遗迹，牡丹江市辖区41处，海林市25处，林口县21处。有城址、聚落
址、墓葬、岩画和长城遗迹五类。遗迹包括城址11座，其中平原城6座、山城5座；

                                   8 / 18



智行理财网
三协会严整虚拟货币2app

聚落址67处，多分布于牡丹江流域；墓葬7处，多处墓葬保存状况一般；岩画1处，
为群力岩画，岩画绘制在峭壁中的一块岩石壁面上，其上有一块伸出的石板遮挡风
雨，岩画距江面约30米；长城遗迹1处，为牡丹江边墙之牡丹江市辖区段，牡丹江
边墙为顺山势就地取材修筑，墙体分为土墙、石墙、山险墙、山险四种类型。

辽宁城子山山城遗址

城子山山城位于辽宁省铁岭市西丰县凉泉镇城子沟内，坐东向西，平面呈“∞”形
，由石筑城、土筑城两部分组成，城墙总长7197.9米。本年度按计划发掘了城子山
山城1、2号门址。1号门址为山城东门；2号门址山城南门。发掘面积500平方米。
1号门址清理出完整的门道、两侧墩台和墙体、门内侧护坡、门内东侧马道等遗迹
现象，出土了大量高句丽时期板瓦、筒瓦和瓦当残块、铜器、铁器等。2号门址，
仅清理出门道西侧墙体和门外护坡局部，出土大量高句丽时期建筑构件。经过发掘
搞清了门道的结构和两侧墙体的垒砌工艺，为南墙墙体和门道的维修、修缮工程提
供了考古依据。

丝路研究

文化交流，总是渗透在诸多细节之处，通过对一些细小的文化现象的分析揭示东西
方文化的交流，从2016年开始，以“不起眼的交流，不经意的发现”为副标题的东
西文化交流著作《丝路豹斑》出版，从一些显而易见但是少有人关注的细节来研究
诸多文化交流的痕迹。2020年《丝路豹斑（续集）》重磅推出，该书以“丝绸之路
”为线索，将诸多文化交流现象串联在一起，论述了古代中国与希腊、罗马、中亚
、西亚及古印度之间存在的文化交流。

与该书风格相同的还有《胡汉中国与外来文明》丛书，围绕唐风胡俗与丝路艺术，
考察新近出土的丝路文物，解读人类瑰宝的视觉心态与图像模式，复活外来文化的
细节。《黑石号上的“宫廷瓷器”——中古沉船背后的政治经济史》以“丝绸之路
文化研究”为题，从沉船发现的宫廷瓷器中的东方文化因素，探讨了丝绸之路开拓
的地理图景及东西政治、经济、文化等多方面的影响与交融，其中许多信息是传世
文献中未见的。

政策引导，石窟寺考古顺势而为

宗教考古专委会成立

2020年11月27日，中国考古学会宗教考古专业委员会在重庆市大足区举行成立大
会。宗教考古是以有关宗教遗迹和遗物为研究对象的考古学分支，属于历史考古学
领域。是运用考古学方法研究宗教有关遗迹和遗物的人文社会科学。成立中国考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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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会宗教考古专业委员会，以期整合全国各地以佛教考古为主的宗教考古研究力量
，充分发挥考古学调查、发掘、归纳、整理、分析和研究实物资料的优势，为从事
历史考古和历史时期宗教考古及相关领域的学者搭建学术合作平台，以推动和促进
宗教考古学科的建设与发展。

在国家文物局统筹与协调下，以中国考古学会宗教考古专业委员会为核心学术组织
，以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和北京大学等高校为重要学术指导单位，与各地石
窟寺的管理和研究单位紧密合作，共同推进石窟寺考古工作和石窟寺考古人才的培
养与轮训。

云冈学与敦煌学并蒂莲生

2020年6月24日，“云冈学”建设座谈会在山西省太原召开，这标志着云冈学从19
84年提出，终于迈出关键一步。专家学者从云冈学的学科定位、研究的内容和对象
、理论方法云、课题规划与经费等方面建言献策。云冈石窟石窟院多年来依托大同
云冈石窟，深挖云冈文化内涵，在文物、宗教、考古及维修保护和生态保护等多方
面做了很多工作，为云冈学的学术研究体系的建立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已有一百多年历史的“敦煌学”，是陈寅恪先生1930年在《敦煌劫余录》序言中正
式提出，是以敦煌藏经洞发现的大量写本文献而渐次形成。敦煌学是以敦煌遗书、
敦煌石窟艺术、敦煌史迹和敦煌学理论等为主要研究对象，包含上述研究对象所涉
及的历史、地理、社会、民族、哲学、宗教、考古、语言、文学、音乐、舞蹈、建
筑、科技等等诸多学科的交叉学科。云冈学以云冈石窟为核心建立学术体系，研究
内容要包括石窟考古、石窟艺术、佛教历史、文化交流、遗产保护、大同地区的区
域历史、地理、水文等方面，以及北魏时期的城市及寺院建筑等。把云冈学建设成
为开放的学科，吸收和借鉴敦煌学、龙门学的建设经验，建立云冈学的学理体系，
开创自身的理论与方法。

龙门石窟申遗成功20年纪念活动

去年是龙门石窟申遗成功20周年。2020年10月19日的“龙门石窟保护研究成果发
布暨龙门石窟列入《世界遗产名录》二十周年学术交流大会”召开，龙门石窟研究
院院长史家珍发布了龙门石窟列入《世界遗产名录》二十年取得的六大重要考古新
成果。作为龙门石窟申遗成功20周年系列活动之一的“丝路华光——敦煌、云冈、
龙门石窟艺术联展”也在洛阳博物馆对外展出。这是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三大石
窟首次举办的大型艺术联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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隋王韶家族墓园分布图

7座墓葬均为斜坡墓道多天井的土洞墓，坐北朝南。编号M1的王韶墓规模最大、等
级最高，系地面有封土的7天井双室土洞墓，全长60米，深13.6米。墓室内共出土
各类随葬品67件（组），散乱分布在墓室和壁龛内，器形可辨有武士俑、镇墓兽，
骑马俑、立俑及陶猪、陶鸡等。编号M3的王仕通墓与M2、M6墓葬形制一致，为
斜坡墓道2天井的前后室土洞墓，水平总长22.12米，墓室底距地表深7.6米。墓道
略呈口小底大状，东、西两壁底部隐约可见红色底栏。墓室内共出土各类陶罐、铜
钱和墓志等随葬品4件（组），据志文知墓主为北周原州刺史、冠军侯王楷长孙王
仕通，终于北周保定年间，隋开皇九年迁葬祖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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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韶墓出土侍女俑、陶鸡

编号M6的王显墓共出土66件（组），主要分布在前室，以骑马俑和立俑为主。王
显为王楷长子（应为王仕通之父），终于北周，与王仕通同日迁葬。编号M7的墓
葬规模仅次于M1，且位于兆域正中，为斜坡墓道3天井的前后室土洞墓，水平总长
25.2米，墓底距现存地表深7.84米。墓室内共出土各类随葬品59件（组），有武士
俑、骑马俑、立俑，陶罐、陶瓶，铜钗、铜镜、铜饰等。编号M4的王弘墓与M5形
制相近，为单室土洞墓，水平总长23.68米，墓室底距地表深7.32米，墓室呈北宽
南窄的梯形。墓室内共出土陶罐、铜镜、带钩和墓志等随葬品7件（组）。王弘系
王韶世孙，宇文恺外孙，11岁夭亡，开皇十五年与早夭的北周广城公段永（尔绵永
）孙女段娘娘冥婚合葬祖茔，并与王韶同日下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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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7出土的陶瓶

隋王韶家族墓园内的7座墓共出土文物200余件、墓志4合。墓葬分布规律，形制统
一，是目前所见的保存最为完整的，也是唯一有围沟兆域的隋代家族墓园。该家族
墓墓主身份明确，出土物较为丰富，是北周至隋代考古的重要发现，为了解北周至
隋家族墓地的特征、成员的埋葬规律提供了重要的实物资料。

两座唐代纪年墓，相距200米，其中一座为唐代马政康善达墓（M13）；另一座夫
妇合葬墓（M67），墓主夫妇均为皇室姻亲。

唐代马政康善达墓（M13）：
编号M13是带有围沟和封土的5天井单室砖券墓。围沟平面呈南北向长方形，南部
中间一段向南凸出，模拟墓园出口。墓葬南北水平总长42.5米，由斜坡墓道、5个
过洞、5个天井、4个壁龛、甬道和墓室组成。该墓封土仅存底部，近圆形，底径19
米。墓室为明圹砖券，穹隆顶已坍塌，四壁也已被破坏。底部近方形，不见铺地砖
，南北4.5米、东西4.7米，未见人骨。共出土各类随葬遗物102件（组），多为放
置在壁龛内的骑马俑和立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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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康善达墓出土陶俑

这座墓葬内发现多组保存较好的墓葬壁画，保存情况较好。墓道东、西二壁绘青龙
、白虎引导的出行队列。以墓道东西两壁的胡人驯马图和胡人牵驼图最为生动。胡
人深目高鼻，身体后倾，左手牵缰，右手挥鞭，正在驯服一匹低头挣扎的白马。出
行队伍内可见华盖、诞马及持弓箭的侍从，队伍下方有数条灵蹄猎犬，或趴卧、或
昂首张望、或奔跑。考古人员根据墓志发现，这座墓葬的墓主人叫康善达，曾任左
骁卫亲卫、咸阳监等职，是初唐时代的马政官员（为朝廷养马的官员），据墓志记
载，康善达之父亦任牧监，很可能是原州（今宁夏固原）粟特人。墓道壁画所绘的
驯马、牵驼者皆为胡人形象，或许与墓主人的族属和生前生活有关。M13围沟区域
还有一座墓，为5天井单室土洞墓，墓主身份不明。两座墓葬东西并列，间距5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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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康善达墓墓道东壁壁画胡人牵驼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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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杨知什夫妇墓全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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