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叶茂台萧氏家族墓群出土了两幅绢画，
这是我国辽代考古发掘中第一次出土的画
作。省博物馆研究员刘宁说：“从墓葬规模、
随葬墓器物看，墓的主人是一位契丹贵族老
年妇女，但是无论是以画殉葬的现象，还是画
作本身所采用的艺术手法，都反映了当时汉
文化与契丹文化的密切交流。”

这两幅绢画分别名为《深山棋会图》《竹
雀双兔图》。我国著名书画鉴赏家杨仁恺经
过研究，破解了更多的历史文化信息。

杨仁恺敏锐地注意到，《深山棋会图》所绘
楼阁为唐朝建筑。另外作者采用仰视的角度
描绘飞檐。根据有关文献记载，他分析，仰画
法是北宋初年以前画作的特征，稍后即摒弃不
用。此外，根据画作中落叶松的绘制手法，画
作所表现出来的汉族士大夫的“山林隐逸”情
趣，杨仁恺分析，如果不是对汉族士大夫的思
想境界十分熟悉，对汉族绘画传统有长期实践
经验的画师，笔下很难有这样的艺术效果。所
以，这幅画比较大的可能是汉族画师的作品。

对于《竹雀双兔图》，杨仁恺仔细研究了
画作中竹丛下生长的三棵野花，左为蒲公英，
中为地黄，右为白头翁，画得相当鲜艳肥大。
他指出，在汉族的花鸟画中很少这样的题
材。此外，在构图上画作左右对称，装饰气味
还未洗净；麻雀与小兔写生，体态和比例都略
有出入等，综合这些因素，杨仁恺推测，这一
画作定为契丹画师的作品。

汉族与契丹族画师的作品成为契丹贵族的
爱物，并随葬于身后，这一现象为我们展现了
1000多年前契丹文化和汉文化之间的相互交融。

从绢画破解出的
历史文化信息

本报记者 郭 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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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辽史》记载，耶律氏与萧氏家族共同
掌握国家大权，这在我国封建王朝中是独
有的。”辽宁省博物馆党委书记、副馆长、研
究员刘宁说。

上个世纪50年代以来，考古人员在我
省共发现了 3 处萧氏家族墓群，人们自然
会联想到墓主人与萧太后之间的关系。

沈阳市法库县叶茂台辽墓群发现较
早，至今考古工作者已经发掘了 26 座墓
葬，出土大量珍贵文物。其中，1976年春，
在 16 号墓出土一方墓志，墓主人是卒于
辽天庆二年（1112 年）的北府宰相萧义。
然而，研究人员翻遍《辽史》也没有找到有
关萧义的记载。

萧义墓志楷书 43 行，全文 1745 字，为
人们提供了大量可供研读的人物信息。正
是据此，人们注意到了萧义的身世与《辽
史》中《萧常哥传》所记内容高度一致，研究

者判断，常哥应该是他的契丹名，其汉名为
义，字子常。

萧义的志文中有：“其先迪烈宁，太祖
姑表弟、应天皇后之长兄也”。这句话的意
思是说，萧义的先祖叫迪烈宁，是辽太祖耶
律阿保机的表弟，是应天皇后的哥哥。据
学者考证，这位迪烈宁便是追随阿保机东
征西讨的萧敌鲁，《辽史》中有《萧敌鲁
传》。应天皇后则是耶律阿保机的皇后述
律平，萧敌鲁是她的同母异父之兄。

关于这位辽太后述律平，是一位既有
谋略又能征战的契丹女性。

《辽史》载：“……黄头、臭泊二室韦乘
虚袭之；后知，勒兵以待，奋击，大破之，名
震诸夷。”讲的是，有一次述律平留守营寨，
这时黄头、臭泊两个室韦部落乘虚偷袭，述
律平整顿人马严阵以待，痛击二部，由此在
周边部落中名声大振。

关于这个辽太后，还有一个断腕故
事。《辽史》载：“太祖崩，后称制，摄军国
事。及葬，欲以身殉，亲戚百官力谏，因断
右腕纳于柩。”耶律阿保机死后，述律平代行
皇权，开始不遗余力地铲除异己，以“为我达
语于先帝”为借口，杀死曾经跟随辽太祖出生
入死的文武重臣去殉葬，人数达数百。轮到
汉臣赵思温即将被杀时，赵思温向述律平发
问：“先帝亲近之人莫过于太后，您去殉葬，我
就殉葬！”述律平说：“我不是不想去地下追随
先帝，可是诸子幼弱，国家无主，我不能去
啊！”随后挥刀砍下自己的右手，镇定自若地
命人将这只手送到辽太祖棺内代自己“从
殉”。至此，契丹朝野称她为“断腕太后”。

述律平废掉太子耶律倍，让二儿子耶
律德光继承皇位，从此，辽朝皇位在长房人
皇王系（耶律倍）与太宗系（耶律德光）间来
回摇摆。

法库叶茂台辽墓群：第一位辽太后族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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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宁告诉记者：“研究表明，契丹贵
族中的萧姓与中原地区的汉族萧姓家族
没有直接的渊源，契丹族用‘萧’作汉姓，
更多是表达了对中原文化的心理认同。”

《辽史·后妃传序》中有：“太祖慕汉
高皇帝，故耶律兼称刘氏，以乙室、拔里
比萧相国，遂为萧氏。”这段文字解释了
萧氏的来历。耶律阿保机仰慕汉高祖刘
邦，就把耶律氏汉姓定为刘，同时他把皇
后族人比作萧何，赐汉姓为萧。到了辽
太宗时期，辽太宗耶律德光将他的母族
述律氏赐姓为萧。从这一点来说，有学
者称述律平为第一位萧太后。

1981 年，阜新蒙古族自治县八家子
乡发现一座辽代砖室墓。考古人员立即
对古墓进行清理，出土墓志一合，知道墓
主人是卒于辽圣宗太平九年（1029年）的
萧仅。

1996 年，距离萧仅墓北约 500 米，又
发现一座古墓。根据墓志，证明墓主人是
卒于辽道宗清宁四年（1058年）的萧旻。

考古人员在萧仅、萧旻墓周边地区

展开调查，相继发现十余处辽代墓葬，地
表尚残存石像。有研究者认为，这一带是
辽代萧氏家族墓群，属于萧思温家族。

关于萧思温，《辽史》中有传，而他的
子女，最为人们熟知的便是辽朝的那位
女性政治家、军事家和改革家，也是最为
著名的一位萧太后——萧绰。

《辽史》记载，萧绰小时候在萧思温
的儿女中有非同寻常的表现。关于她的
政绩，《辽史》这样记载：“后明达治道，闻
善必从，故群臣咸竭其忠。习知军政，澶
渊之役，亲御戎车，指麾三军，赏罚信明，
将士用命。圣宗称辽盛主，后教训为多。”

辽圣宗是辽朝第六位皇帝，其母是
皇太后萧绰。在萧太后摄政期间，辽朝多
次大败宋军，统和二十二年（1004年），辽
与北宋订立“澶渊之盟”，结束了多年不息
的征战，进入了长达百年的相对和平时
期，辽朝在她主政期间进入全盛时期。

统和二十七年（1009 年），辽圣宗亲
政，整治吏弊，大胆任用汉臣，国力强大。
同年，萧太后病逝，葬于医巫闾山乾陵。

阜新辽墓群：最著名的萧太后亲族

刘宁说：“在我省发现的 3 处萧氏家
族墓群中，阜新关山萧氏墓出土墓志最
多，所记录的家族成员关系也更为清晰。”

关山是医巫闾山最北端一片丘陵区
的总称，特产丰富。考古工作者在此地先
后发掘了 9 座大型辽墓，其中除编号 M6
墓以外，都绘有壁画。此次考古发掘共出
土了 4 合墓志，包括萧谐领墓志、萧德恭
墓志、萧知行墓志、萧知徽墓志。萧谐领，
也就是萧和，他是辽圣宗钦哀皇后的父
亲。研究人员根据墓志和《辽史》的相关
记载，绘制了萧和家族世系表——“一门出
五后，四世出十王”。这是辽代中后期最强
大、最有势力的家族。萧和死后一共被追
封了4个王：魏王、齐王、晋王、吴越王。萧
和的5个儿子全都被封王。萧和家族的人
有30位，19人被封王，12人娶了公主。

萧和的女儿辽圣宗钦哀皇后萧耨斤
是个玩弄阴谋诡计、祸乱朝政的萧太后。

《辽史》载，她本是以侍女身份进宫服侍萧

绰。辽开泰五年（1016年），她生下一子，
这便是后来的辽兴宗耶律宗真。

辽圣宗死后，萧耨斤先是指使亲信诬
陷在位的皇太后萧菩萨哥同她的两个弟
弟谋反，将他们押往上京处死。随后她便
自立为皇太后。此后，她不断铲除异己，
大肆封赏自己的亲族，还暗中谋划废掉辽
兴宗，另立自己的小儿子耶律重元，事情
败露后被幽禁庆州。辽道宗即位，封其为
太皇太后，萧耨斤死后葬于庆陵。

阜新关山萧氏家族墓群奢华的建筑，
精美的壁画为这段历史做了很好的注释，
辽王朝正是在这位萧太后主政之后，一步
步走向灭亡。

辽道宗为辽国第八位皇帝，因听信谗
言，赐死皇后萧观音，册立萧坦思为皇后，
后又将萧坦思贬为庶人，幽禁于义县奉国
寺。天庆六年（1116 年），萧坦思被辽末
帝天祚帝召还，封太皇太妃，两年后去世。

（本版图片由辽博提供）

关山辽墓群：祸乱朝政的萧太后

玉石透雕飞天耳饰
白玉质，喀左

辽墓出土，契丹贵
族妇女佩戴。

以驾云飞翔的
飞天形象作耳饰极
为罕见，无论是设
计还是工艺都巧夺
天工，摄人心魄。

青瓷盖罐。（阜新辽墓出土）

玻璃方盘。（法库叶茂台辽墓出土）

《竹雀双兔图》。（法库叶茂台辽墓出土）

鎏金银对凤纹冠饰。（凌源辽墓出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