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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宝100，件件精彩！ 

012辽代 陈国公主金面具 

开篇 

1985年的夏天，在内蒙古的奈曼旗，这名字有点

儿怪，它是怎么来的呢？最初可能来自于突厥语。

史书上说这是当年一个操突厥语部落的名字。有

时候在古汉语中也翻译成“乃蛮”，此乃是个“蛮

子”。 

墓葬的发现及挖掘 

在这个地方的青龙山镇当时正在修水库，开挖时，

人们撞到了一块青砖上。这么一好事儿，有人就

跑过来问这什么砖啊？什么砖啊？有人告诉他这

不是你们家用的砖，这砖叫“墓砖”！这时候，

发现的人就跑去报信儿了。跑哪儿报告呢？跑到

了当时的奈曼旗博物馆。馆长去瞧完以后呢，这

馆长也拿不定主意，就又上报到内蒙古考古研究

所。内蒙古考古研究所都是专业人士，经过实地

勘察，说这墓葬啊，等级很高，咱一定得慎重。

这事儿折腾来折腾去，就到了秋天。到了秋天就

不挖了。内蒙古地区，甭管是国家发掘这墓葬，

还是坏人盗墓，一定都得夏天。夏天有诸多好处，

好处不能跟你们说得太清楚，跟你们说得太清楚

就有人跑去了。所以得等到第二年开春，才开始

开挖大墓。 

墓葬一般都有几个部分呢？第一，它首先要有一

墓道，你现在是得挖进去，过去的人都得走进去；

一般会按照墓葬的布局设有前室、后室、耳室等

等各种室，这就看你的墓葬是啥规格了。 

 

（陈国公主墓葬结构图） 

这个墓葬就是由墓道、天井、前室、东耳室、西

耳室以及主室六个部分组成，天井是在建造墓葬

过程中往下挖土形成的竖井，当时是为了提土方

便，多出现于大型墓葬的墓道和甬道的位置。是

联通地上与地下的窗口。这墓道全长有16米多，

跟汉代诸侯王大墓实在是没法比，比如徐州狮子

山汉墓，这墓道全长117米！游牧民族的丧葬无论

多么重视，都跟汉族对丧葬的重视程度不一样，

但从这个墓葬可以看出，辽国虽然是游牧民族，

但它有意向汉文化学习和靠拢。这个墓葬的前室

是呈长方形的，东、西耳室和主室平面是呈圆形

的。主室的内壁还有木头的护围墙，这个很重要，

这是辽代王室贵族墓的一个重要特点。 

墓葬主人身份及文物的发掘 

墓葬的主室呢，有砖砌形成的长方尸床。什么叫

尸床呢？就是人死了之后尸体躺在床上。这二人

是同年离世，相差不到几个月，哪年离世的呢？

公元1018年，他们穿的是：银丝网衣，头戴金冠，

脸覆金面具，脚穿鎏金银靴，还系着腰带。周围

的壁画上全是生前的日常场景。墓葬品有三千多

件。它大多都是用金、银、玉石以及玛瑙、琥珀、

珍珠等名贵材料制作的用品，瓷器不多，只占百

分之一，只有30件。那这两位墓主人到底是谁啊？

这是所有墓葬考古最重要的一个问题。要证明这

里是谁，最好的证据就是墓志铭。墓志铭基本上

是从汉代慢慢形成的，之前多用图章证明，魏晋

以后逐渐形成，到隋唐成熟，隋唐墓葬如未盗掘，

开棺就看到墓志铭。这个墓中就出土了《故陈国

公主墓志铭》，通过这方墓志，知道了这是一座

公主与驸马合葬的砖室墓。 

 

（陈国公主墓志铭） 

这很有意思，我们社会中的墓葬基本上都是以男

人为主，女人为辅的。但这墓葬不是以男的为主，

是以女子为主。历史上只知道她姓耶律。她只有

封号，最初的封号是什么呢？叫“太平公主”。

这位辽代的太平公主，后来又被封为“越国公

主”，之后又被追封为“陈国公主”。 

陈国公主和萧太后的生平历史 

这位公主16岁的时候，嫁给了年长自己十多岁的

驸马都尉，叫萧绍矩。陈国公主与驸马其实是侄

女与表叔伯的关系。墓志中关于驸马的介绍并不

多，但查阅《辽史》可知，萧绍矩死时年仅35岁。

岁数不大，官职也不大，驸马都尉，但他们呢，

都跟萧太后有关系。萧绍矩，是萧太后的侄子，

那陈国公主呢？是萧太后的孙女，差一代人。辽

代皇族规矩很严格，婚姻只能在耶律氏和萧氏两

族之间进行，为了保证血统纯正，但人的质量就

可能不断地下滑。 

 

（萧太后画像） 

萧太后大家都知道，跟杨家将的故事都比较清楚。

萧太后是辽景宗的皇后，辽景宗时，因支持北汉

割据，与北宋常年交战。辽景宗982年去世后，他

的儿子辽圣宗耶律隆绪12岁继位，其母掌政，他

的母亲就是萧太后。景德元年（1004）的秋天，

萧太后与辽圣宗率领辽国大军南下，连下数城后，

兵锋直达澶州，就是今天的河南濮阳。告急文书

像雪片一般地飞入宋廷，参知政事王钦若建议从

迁都金陵，就是南京；枢密副使陈尧叟则主张逃

避去成都。在这危急时刻，寇准再三劝谏宋真宗

一定要御驾亲征，宋真宗就在寇准的极力劝谏下，

心惊胆战地到达了澶州。宋军看见皇上都上来了，

大受鼓舞，反败为胜。这时候，萧太后马上派使

者谈判。宋真宗本来就惧战，也派出和谈代表曹

利用，临行前允许他可以付给对方银绢100万。曹

利用作为特使，利用自己的三寸不烂之舌完成了

任务，宋辽划白沟河为界，每年给辽岁币银10万

两、绢20万匹，并开市通商，以此条件签订了停

战协议，这就是著名的“澶渊之盟”。宋真宗闻

讯，喜出望外，心花怒放。宋辽之间从此延续和

平一百多年，直到辽亡。不打仗了，人民安居乐

业，当然就要开始贸易。宋辽在今天河北开辟了

霸州、雄州、安肃军、广信军四个榷场。宋这边

就用陶瓷、茶叶、布帛、谷米等商品换取辽国的

金银、马匹、牲畜、药材等等。宋廷通过贸易每

年可以获利100多万两，一点儿也没吃亏。这里边

的雄州，就是今天河北保定地区的雄县，与安新

县合称为“雄安地区”。 

陈国公主墓葬藏品揭秘 

我们一开始说了，陈国公主墓里头的3000件藏品

里头只有百分之一的瓷器，你别看它少，少是有

道理的。辽是游牧民族，比较喜欢耐摔的，比如

皮质的、金属制的器皿，但之后慢慢有了定居思

想，也有了榷场了嘛，就可以买卖了，所以也就

慢慢喜欢这类瓷的器皿。你别看这个墓葬里瓷器

少，但它的类型还是很丰富的。有辽白瓷、有河

北的定窑白瓷、越窑青瓷、绿釉瓷器。当时的越

窑盘子非常漂亮，北宋初年的越窑隐约还带有唐

风呢。这3000多件文物中最重要的就是金面具。

我们都知道人死了以后都希望自己死后如生，就

像睡熟了一样的平静，但由于疾病或者外力的影

响，始终保持平静的美观很难的，所以做一个面

具盖住它。面具可不是中国独有的，全世界丧葬

文化中面具很重要，比如埃及。但很多材料不同。

此外，契丹有种独特的丧葬习俗叫树葬。我们比

较熟悉的有土葬、火葬、水葬、天葬、悬棺葬，

契丹的独特习惯叫树葬。树葬是人死了以后不马

上埋葬，而是把尸体放在树上，任其自然风化，

等尸体风干了以后再把尸骨埋葬。冬天、秋天还

好，夏天容易烂，为了防止面部腐烂，为了美观，

就做个面具盖住。在辽代贵族墓葬中发现的金属

面具、银丝网络等，主要的功能就是为了把尸体

笼络住，让尸体保持完整，而不会因为停尸时间

过长导致尸身散乱，有损主人的生前形象。那么，

陈国公主墓中出土的这两具黄金面具和银丝网络

不仅是最完整的，也是等级最高的。契丹建国之

后，受到中原文化的影响，丧葬习俗也逐渐融合

了中原的元素。除了单纯的树葬之外，还产生了

墓室尸床等丧葬方式。此时距辽建国已经超过100

年，许多文化都在逐渐向汉文化靠拢。正因为如

此，我们今天才得以一睹契丹公主的奢华陪葬。

这件金面具今藏在内蒙古自治区的科尔沁博物馆。

这件金面具跟真人脸差不多大小，它上头是睁着

眼的，但也有闭着眼的。金面具厚有0.05厘米，

就是半毫米厚，是依据公主的脸型用薄金片捶击

成形，它是半浮雕状。脸型圆润，双眼圆睁，鼻

梁狭长，鼻翼略宽，抿唇，呈现安详、平静、端

庄之态。面具周全有33个小孔，作为连 网络之

用。公主死时候不大，年仅18岁，这件面具尽可

能地表现她的年轻。眉、眼局部捶錾，制作精细，

将她那面庞丰圆、上额舒展的特点表现无遗。过

去辽墓中曾发现过银面具、铜面具、鎏金铜面具，

都不如这件纯金面具珍贵。有种金属工艺，今天

叫捶揲，过去老古玩行都叫它锤揲，这锤揲是没

有模子的，手艺人看见你长什么样，直接照着就

锤出来了。 

 

（锤揲工艺图） 

马爷说 

你们就想，当时这样一位工匠，没名儿，看着陈

国公主年轻的面容不断地捶打，捶打出如此精致

的金面具，我们真的要发自内心地感谢这位不知

名的工匠，正是因为他的手艺，才让我们目睹了

年轻美貌的陈国公主。 

国宝情未了，下集听分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