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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oes the Han/Wei Dynasty Anyang Tomb belong 
to General XIAHOU Dun? 
KANG Dongdong 
Shanghai Pudong Road & Bridge Construction Co., Ltd, Shanghai 200122 China 

ABSTRACT: A Han/Wei dynasty tomb was excavated recently in Xigaoxue Village, Anfeng Township, Anyang 

County, Henan Province. While some researchers believe the tomb to be the Gaoling mausoleum of Emperor CAO 

Cao, others disagree with this conclusion. One opponent, LIU Xinchang, argues that the tomb belongs to General 

XIAHOU Dun, a favorite of Emperor CAO Cao. We discuss this theory herein, analyzing tomb size, funerary objects, 

and human remai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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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阳汉魏大墓是夏侯惇墓吗？ 
康栋东 

上海浦东路桥建设股份有限公司，上海 200122 

摘要：在河南省安阳县安丰乡西高穴村出土的汉魏大墓被确定为“曹操高陵”后，质疑之声不断。刘心长先

生提出如果此墓不能证实为曹操墓，而是一个陪葬墓，那么墓室主人有可能为曹操的亲信大将夏侯惇。本文

从安阳大墓的形制规模、出土文物、遗骨等详细解读这一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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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夏侯惇 
夏侯惇（?－220），字元让，沛国谯（今

安徽亳州）人。三国时魏国名将，曹操部下

重要将领，汉朝开国功臣之一夏侯婴的后代。

自曹操陈留起兵起，便跟随征伐，历任东郡、

陈留、济阴太守、河南尹等职；在曹操出兵

征讨之时，夏侯惇总是负责防守后方，曾亲

自搬运泥土修太寿陂，鼓励将士种田，发展

农业，多有功劳。濡须口之战后，夏侯惇留

守居巢，统领 26 支军队，为魏国东线主帅。

曹操对夏侯惇格外亲近，经常邀请他一起乘

车外出，并允许他自由出入自己的卧室，其

他将领都得不到这种待遇。公元 220 年，曹

丕即位，于二月已卯日封夏侯惇为大将军，

可是在四月庚午日夏侯惇去世，谥号忠侯。

曹丕穿上素服到邺城东城门发丧。[1] 
 

二、曹操墓六大证据 
河南文物局确定安阳汉魏大墓为曹操墓

的六大证据： 
首先，墓葬规模巨大及未发现封土，与

文献记载曹操寿陵“因高为基，不封不树”的

情况相符合。 
  其次，墓葬出土的器物、画像石等遗物

具有汉魏特征，年代相符。 
  第三，墓葬位置与文献记载、出土鲁潜

墓志等材料记载完全一致。  
  第四，文献还明确记载，曹操主张薄葬，

他临终前留下《遗令》：“殓以时服”、“无藏

金玉珍宝”，也在这座墓葬中得到了印证：墓

葬虽规模不小，但墓内装饰简单，未见壁画，

尽显朴实。 
  第五，最为确切的证据就是刻有“魏武

王”铭文的石牌和石枕，证明墓主就是魏武王

曹操。据文献记载，曹操生前先封为“魏公”，
后进爵为“魏王”，死后谥号为“武王”，其子

曹丕称帝后追尊为“武皇帝”，史称“魏武帝”。
出土石牌、石枕刻铭称“魏武王”，正是曹操

下葬时的称谓。 
第六，墓室中发现的男性遗骨，专家鉴

定年龄在 60 岁左右，与曹操终年 66 岁吻合，

应为曹操遗骨。[2] 
 

三、为夏侯惇墓的可能性分析 
安阳汉魏大墓的所有的指向曹操的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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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我们以同时期的墓葬做标尺。2010
年 5 月，河南省文物局在洛阳召开新闻发布

会称洛阳邙山大墓主人为三国名将曹休。据

文献记载，曹休是三国时期魏国名将，为曹

操族子，被曹操称为“吾家千里驹也”。其

生年不详，公元 228 年病逝于洛阳，此时，

距魏文帝曹丕驾崩仅２年，距魏武帝曹操驾

崩仅８年。曹休后期因功累迁征东将军、征

东大将军、大司马[3]。曹休墓墓葬形制为东

西向、长斜坡墓道、砖券多室墓，由墓道、

甬道、耳室、前室、后室、北侧室、南双侧

室等部分组成。墓葬东西长 50.6 米，南北宽

21.1 米，深 10.5 米，墓道长 35 米，最宽处 9
米，构筑方法为明券。安阳汉魏大墓墓葬平

面略呈梯形，东边宽 22 米，西边宽 19.5 米，

东西长 18 米。斜坡墓道长 39.5 米，宽 9.8 米，

最深处距地表约 15 米；大墓占地面积约

740.78 平方米。安阳汉魏大墓形制与洛阳曹

休墓形制、规格相似相当，夏侯惇是大将军，

曹休是大司马，级别相当，夏侯惇具备享有

这种形制、规格墓葬的条件。 
其次，安阳汉魏大墓出土的文物的信息。

器物、画像石等遗物具有汉魏特征，年代相

符，此点同样适合于夏侯惇。从大墓出土的

铁甲、铁镞等兵器来看，其很像是一个武将

的陪葬品，似乎更符合夏侯惇的身份。有一

幅汉像石，据说为伯夷叔齐采薇首阳。此二

人以忠孝之礼传名，武王灭商，他们觉得吃

周粟可耻，采薇而食，最后饿死在首阳山上。

夏侯惇谥曰忠侯。倒也与此相符。汉魏大墓

编号为 2 号墓，距其 40 多米的 1 号陪葬墓由

于被盗十分严重，目前仅发掘出一把铁剑，

没有出土其它文物，但这还是透漏出了墓主

人为武将的信息。 
第三，安阳汉魏大墓位于邺城遗址以西

十四公里。《三国志·魏书·文帝纪》记载：“王

素服幸邺城东城门发哀。”[4]曹丕亲自到邺

城东门为夏侯惇送殡发丧，说明夏侯惇也可

能葬在邺城此处区域。出东城门发丧而葬在

西部，其实这是一种发丧出门的形式，棺椁

也可能葬在西部，就好比是武将出东城门不

一定就是去东部打仗，武将的思想往往是“以
正合以奇胜，打破常规”。 

第四，《三国志·魏书·夏侯惇传》明确记

载夏侯惇“性清俭，有馀财辄以分施，不足

资之于官，不治产业” [1]。这座墓葬虽规模

不小，但墓内装饰简单，未见壁画，尽显朴

实，也与夏侯惇性格相称。如果夏侯敦的族

人往墓里放一些贵重物品似乎也在情理之

中。 
第五，石牌和石枕上刻有的“魏武王”三

个字透漏出的是矛盾的信息，显示出使用“魏
武王”这三个字的决策人的心态也是矛盾的，

或许只有临死之前的夏侯敦才可能有此矛盾

心态。 
曹操生前称“魏王”，死后谥“武王”，如

果当时是曹丕拍板决定，则铭文可能应该是

“武王”。在曹丕称帝追尊曹操为“武皇帝”后，

他也可能开墓更换铭文为“武帝”。或者在卞

夫人死后合葬开墓时，增加铭文为“武帝”的
物品，然而墓葬中没有出现这样的信息。在

决定使用什么样的铭文上面，曹丕不会有矛

盾的心态。 
夏侯惇会命人刻魏武王吗？为什么？魏

书曰： 惇时诸将皆受魏官号， 独汉官，乃上

疏自陈不当不臣之礼。太祖曰：“吾闻太上师

臣，其次友臣。夫臣者，贵德之人也，区区

之魏，而臣足以屈君乎？”[3]那些大将都受

了魏国的官号了，唯独夏侯惇还是用的汉官

名衔。后来夏侯惇“固请，乃拜为前将军”。
曹操生前的命令是与夏侯敦同为汉臣，曹丕

知道这个命令，也可能会尊重这个命令，在

夏侯敦死后，可能会允许他使用“魏武王”的
铭文，这就意味着夏侯惇决定以汉臣的身份

去见曹操的亡灵。夏侯惇可能有这个地位和

勇气来决定使用“魏武王”的铭文，按照道理

他应该使用“武帝”的铭文，也许他害怕曹操

的亡灵会因此不高兴吧？“魏武王”是“魏”与
“武王”的矛盾组合。“武王”两个字透出来的

信息是：夏侯惇患病感觉死期将至，权衡之

后，决定还是以同为汉臣的身份去见曹操的

亡灵，是对逝者曹操的一种交代。“魏”字透

出来的信息是：怕单独使用“武王”两个字会

引起曹丕的怀疑和不满，亦是对生者曹丕的

一种交代，表示自己实为魏臣。 
夏侯惇与曹操的感情深厚，对于曹操的

家用物品，他是最有条件索取并能够获得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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像刀、戟、慰项石等他都会视如珍宝，也是

作为感情寄托的。在曹操主政期间，夏侯惇

曾加建武将军，封高安乡侯，迁伏波将军，

拜前将军等，曹操“ 惇召 常与同载，特见亲

重，出入卧内，诸将莫得比也”，与他情同

兄弟，可以说，曹操与夏侯敦是“孖位关系”。
据传，曹操病危时，夏侯惇前来晋见，在宫

门处遇“鬼”惊倒，自此染病。曹操去世一年

时间，魏国去世的大将只有夏侯惇，可能曹

操的去世对他的打击非常大。从出示的铭文

来看，行文过于粗劣，或许也说明正是武将

夏侯敦的作为，并不计较这些，或许随便找

人私刻了事。 
第六，关于遗骨的信息。按照正确的古

葬法，墓主的遗体应该安放在后室的中部，

并且头部朝向与墓室朝向一致。但是由于被

盗墓多次，二号墓中的男性遗骨已经被破坏，

头骨被移到了前室内，而其他骸骨则呈松散

状态。墓室中发现的男性遗骨头盖骨，专家

鉴定年龄在 60 岁左右，与夏侯惇终年 60 余

岁吻合。且头盖骨显示其人生前较高，按文

献记载曹操是中等身材，似乎不符合。而夏

侯惇曾经向曹操申请过追杀关羽，可以推测

他是使用长兵器的大个子。两副女性骸骨其

中一副为 20 多岁的年轻女性，另一副推断年

龄在 40 多岁。年长那名女性的骸骨是在后室

的南边耳室中发掘的，发现时其遗体附近有

很多散落的铜钉物件，应该是铠甲上的钉子。

推断这副骸骨可能是夏侯惇身边的一个好武

的夫人。相对年轻的那一副女性骸骨是在后

室的北边耳室中被发掘，推断可能为妾或侍

女。曹操死后只有他的夫人卞氏与其合葬，

并且卞氏去世时早已是 70 岁高龄，墓葬中卞

夫人身边应该会有“魏王、武帝”所用物品的

信息。所以该墓中的女性遗骨肯定不是卞夫

人的。 
最后关于鲁潜墓志，如果其为假，则不

必解释；如果其为真，则可能是鲁潜或其后

代听说或掌握了墓中的“魏王”或“武王”的信

息，推断其为曹操墓，因为墓中的男性遗骨

有人为破坏的迹象，不排除在魏晋时期或其

后有盗墓分子或仇家进入墓中，毁坏了遗骨，

并带出了其中的信息承载物品，例如铭牌等，

流露出去为人所知。 
 

参考文献 

1. 陈寿(西晋)三国志.卷九魏书.夏侯惇传. 
2. 刘庆柱（2010）曹操墓的考古学证明.中国社会科学报. 1 月

19 日 第 4 版. 
3. 陈寿(西晋)三国志.卷九魏书.诸夏侯曹传. 
4. 陈寿(西晋)三国志.卷九魏书.文帝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