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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國威爾斯南部小鎮塔巴特港（Port Tal-
bot）一間車庫牆上，日前出現英國塗鴉大
師班克西（Banksy）的作品，最終以超過
10萬英鎊的價格售出。
據悉，這幅塗鴉由轉角兩面牆壁構成，
充滿班克西慣有的諷刺意味。從一面牆看
去，頭戴毛線帽的男孩張着嘴、雙臂敞
開，似乎在迎接天上飄落的雪花；轉角另
一幅畫是燃燒的鐵桶，原本以為的雪花竟
是飄落的灰燼。班克西之後在社群網站Ins-
tagram發文證實是他的手筆，並標註「佳
節祝福」（Season's greetings），也成為這
幅作品的名字。
雖然塗鴉才出現一個月，但已吸引約兩

萬人到場觀賞。55歲的車庫主人路易斯
（Ian Lewis）受不了要保護作品的責任，
壓力大到快要崩潰。
路易斯先前受訪表示，他需要幫助，希

望找到能長期解決問題的辦法。他說：
「我感覺壓力非常、非常大，也很超乎現
實。這對我來說太過了，基本上我是自己
在營運這個藝術觀光景點。」英國廣播公
司（BBC）報道，艾塞克斯（Essex）的藝
廊老闆布蘭德勒（John Brandler）確定以六
位數的高價買下「佳節祝福」。他沒透露
具體價格，但表示超過10萬英鎊。他也表
示，會把塗鴉繼續留在小鎮上。
布蘭德勒的藝廊先前就擁有班克西多幅

作品，他表示，「佳節祝福」會繼續留在
塔巴特港「起碼2、3年」。「這是它的歸
屬地。這可以成為這個小鎮的磁鐵，替其
他觀光景點帶來商機。」布蘭德勒表示：
「我還有其他班克西的作品，雖然還需要
和當地議會和威爾斯政府討論，但我想我
應該可以在鎮上展出大約6幅班克西作品。
讓我們把這些作品放在小鎮的中心，讓大
眾都可欣賞。」
布蘭德勒稱讚以一己之力保護作品的路

易斯，他表示：「路易斯很了不起，他沒
有選擇最高出價，而是要讓作品留在這
裡。我想有很多人會拿了錢，然後走人，
但他並不自私，這一點值得敬佩。」

路易斯表示，這幅作品的出現改變了他
的人生。他說：「我認為小鎮已愛上這幅
作品，大家都愛上它，如果要把它移走，
會非常可惜。有很多人出價，他們都有不
同的想法，有收藏家、藝術商，但基本上

都是要把作品帶走。」他說，這幅塗鴉會
從他的車庫上移走，他會重建車庫。他也
表示，很多塗鴉藝術家可能會來這裡試試
身手，雖然他認為班克西不會重回現場。

文：中央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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車庫牆上的班克西畫作車庫牆上的班克西畫作
逾逾1010萬英鎊售出萬英鎊售出 畫留小鎮畫留小鎮

在五座唐墓中，有一座標號為M6
的三天井雙壁龕磚券前、後雙

室壁畫墓非常罕見。該墓墓底距地表
深約7.8米，墓道長15.3米，東、西
兩壁在修整平滑的白灰漿牆皮壁面
上，分別繪有雲氣繚繞的青龍、白虎
奔行圖，北段壁面對稱繪製儀衛圖。
此墓天井寬大，呈南北向梯形，口
大底小，前、後室修築方式為先在地
表開挖近方形「斗」狀墓壙，再在墓
壙底砌築磚室，由磚砌過道連通。
經過現場勘查，該墓前、後室均不
見墓主遺骸，後室磚棺床盜毀無存。
出土隨葬品127件組，其中泥質紅陶
俑類119件組，以人物立俑、騎馬俑
為主，禽畜俑極少，後室填土內出土
兩件青瓷四繫罐。
據悉，在唐代，一般品官即使是正
一品，只要沒有皇帝的特許，也是不
能興建使用雙室磚墓的。高宗、中
宗、睿宗時期墓葬等級制度嚴格，陝
西關中地區出現雙室墓葬，有其特殊
的政治背景。據考古工作者推斷，該
墓全長超過40米，墓葬規模較大，
但與太子、親王、公主及二品以上勳
官等葬制相差甚大，應為出身望族的
有識之士，或者是三、四品左右的職
官，可能因懋績功勳受到皇室嘉獎，
得到了皇帝的敕許才敢使用雙室磚
墓。否則在天子腳下、有司監管中公
然越制營墓，那在當時是要株連九族
受到嚴厲制裁的。
據了解，該墓是自2003年發掘唐

皇室貴胄隴西郡王李博乂夫婦三室合
葬墓以來，高陽原墓地發現的第二座
規模較大、葬制較高的唐代勳貴墓
葬，目前關中地區發掘此類前、後雙
室墓葬不超過30座，是李唐皇室成
員或勳臣貴戚使用的一種特殊的墓葬

形制。專家告訴香港文匯報記者，唐
代雙室墓葬主要流行於李唐王朝與武
周政權前後轉換的特殊時期，有着深
刻而複雜的社會政治背景，是專政者
們為穩固其統治地位相互鬥爭而採取
的一種籠絡仕宦人心的政治手段。最
初的雙室磚墓由單室磚墓改建而來，
可能是禮制創新的結果，在唐高宗、
武周時期得到迅猛發展，到中宗時期
雙室磚墓反而成為平反昭雪的工具，
而隨着李唐政權趨於穩固，雙室墓在
開元末年前後逐漸退出唐墓形制序
列。

李承嘉墓誌
載述隴西望族顯赫地位
唐中宗朝戶部尚書、襄武郡公李承

嘉墓是此次發掘的五座唐墓中，唯一
身份清晰的墓葬。該墓為四天井四壁
龕磚券單室壁畫墓，全長30.4米，第
二、三過洞東、西壁設置龕室，四個
壁龕均被盜掘，殘存隨葬品 60件
組，以畜禽俑為主，人物俑、騎馬俑
與明器等極少。除甬道口磚、石兩道
封門皆被破壞外，墓室亦被毀嚴重，
四隅殘存有山石風景圖壁畫，墓室西
部磚棺床磚立沿多被揭毀，殘存寥
寥。
該墓雖然損毀嚴重，但是卻殘留下

了一方墓誌銘。根據墓誌銘信息同時
檢閱兩唐書等史籍，考古工作者確認
墓主係唐中宗朝戶部尚書、襄武郡公
李承嘉。其先祖在唐高祖時因功被賜
姓李氏成為隴西望族，隨後長盛不
衰，祖父李寬在唐高宗時官拜太常
卿、上柱國、隴西公。
雖然家族顯赫，但李承嘉的一生卻

跌宕起伏充滿戲劇性。據悉，李承嘉
一生主要活動於高宗和武周時期，他

備受武則天恩寵，得賜
「恕十死」的榮寵。及
至中宗朝，李承嘉又
因鎮撫朝野、安定
時局之功，官至御
史台大夫、戶部尚
書等職，再度受到
「賜鐵券、恕十
死」的殊榮，成為中
宗時期一位重要政治人
物。然而，在擔任御史大
夫期間，李承嘉黨附女皇武
則天的侄子、時任兵部和禮
部尚書武三思，荼毒忠良，製造「五
王」冤案。唐中宗駕崩之後，臨淄王
李隆基和太平公主發動政變，幫助唐
睿宗李旦恢復李唐，睿宗隨即「以三
思父子俱有逆節，制令斫棺暴屍，平
其墳墓」。作為武三思黨羽的李承嘉
在謀殺「五王」冤案中干係重大，雖
然已死，但依然難辭其咎，被李唐王
朝官方合法的「摧骨毀墓」。

「官方毀墓」
揭秘名門之後生死劫
經過對五座唐墓進一步的發掘和研

究，考古工作者發現，此次發掘的標
號為M4、M5和M6的三座墓葬雖然
都遭到嚴重盜掘破壞，但卻有着共有
的特點：石門毀壞僅存零散殘件、磚
室幾乎被毀不存、鋪地磚及棺床砌磚
被揭、完全不見墓主遺骸，這些都與
唐昭容上官婉兒墓被毀如出一轍。其
破壞程度不似單純的盜墓攫物所能
及，因此判斷這幾座墓葬應是當時
「官方毀墓」所致。據悉，所謂「官
方毀墓」，是指皇帝親自命令和有司
衙門按慣例處理的毀墓行為，是一種
政治行為。那麼，這三座墓葬究竟是

何時被毀，又因何被毀的呢？遺憾的
是，只有李承嘉存有墓誌，可窺探出
其墓被毀的時間和緣由，其餘兩座墓
葬因為沒有墓誌佐證，所以其被毀的
時間和原因已無從考究。
專家表示，這些被毀唐墓年代正值

武周政權回轉李唐王朝的特殊時期，
前有「神龍革命」，後有「唐隆政
變」。最高統治者出於威懾政治對手
的動機，自武則天至唐代宗時期的一
百餘年間裡，「官方毀墓」的現象最
為集中和突出，其被毀者多為當朝重
要的政治人物。縱觀李承嘉一生，
「公始為員外，中為郎中，終為尚
書」，曾經顯赫一時，兩獲皇家賜贈
免死鐵券、采物瑞錦的殊榮。但暮年
遭貶外放，卻也飽受顛沛流離的淒
苦，終落得個「霧露成疾」客死他鄉
的下場。死後雖然一度還官歸葬故
里，但身處李唐王朝特殊的政治環境
中，終究還是擺脫不掉墓毀骨摧的悲
切結局，這種命運既是他身陷政治泥
潭的無奈之舉，更是對其趨炎附勢殘
害忠良的懲戒。

神龍政變，是唐神龍元年（公元705年）以宰相張柬
之、崔玄暐等大臣為首發動的兵變事件。當時諸大臣誅
殺張易之、張宗昌兄弟，逼迫女皇武則天退位，擁立唐
中宗復唐。李顯即位後，復國號為唐，武周終結，因為
有改朝換代的因素，所以神龍政變亦稱「神龍革命」。
事後，唐中宗為表彰張柬之、崔玄暐、敬暉、桓彥範和
袁恕己等五位功臣，分別冊封為漢陽郡王、博陵郡王、
平陽郡王、扶陽郡王和南陽郡王。然而唐中宗才能平
庸，自他登基後，朝政中「五王」與韋、武勢力一直水
火不容。特別是女皇武則天的侄子武三思恃權專政，忌
憚五王威望，欲設計陰謀除掉「五王」，時任御史大夫
的李承嘉附會武三思，按照武三思安排向皇帝進獻讒
言，致使「五王」滅族，李承嘉因此進封襄武郡公。中
宗駕崩後，睿宗李旦為「五王」昭雪平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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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安發現高等級唐代勳貴墓葬群西安發現高等級唐代勳貴墓葬群（（下下））

位於隋唐長安城遺址西南位於隋唐長安城遺址西南88公里的高陽原公里的高陽原，，地勢地勢

高亢軒敞高亢軒敞，，南枕秦嶺南枕秦嶺、、北望長安北望長安，，是隋唐時期京畿是隋唐時期京畿

民眾一處理想的身後之所民眾一處理想的身後之所。。2121世紀以來世紀以來，，陝西考古陝西考古

工作者已在高陽原上發掘了千餘座隋唐墓葬工作者已在高陽原上發掘了千餘座隋唐墓葬，，取得取得

了豐碩的考古成果了豐碩的考古成果。。日前為配合西安城市建設日前為配合西安城市建設，，陝陝

西省考古研究院在高陽原大居安村西側又發掘唐墓西省考古研究院在高陽原大居安村西側又發掘唐墓

55座座，，這些唐墓中部分墓葬規模較大這些唐墓中部分墓葬規模較大、、葬制較高葬制較高，，

是李唐皇室成員或勳臣貴戚使用的一種特殊墓葬形是李唐皇室成員或勳臣貴戚使用的一種特殊墓葬形

制制，，其中尤以唐中宗時期戶部尚書其中尤以唐中宗時期戶部尚書、、襄武郡公李承襄武郡公李承

嘉墓最為引人關注嘉墓最為引人關注。。 文文：：香港文匯報記者 李陽波香港文匯報記者 李陽波

權貴專屬葬制折射歷史變遷歷史變遷

話你知：
神龍政變和五王冤案

記者
手記

■發掘的唐單天井土洞墓M3，或為低
級官吏墓。

■唐雙天井雙壁龕磚券單室墓M4
墓室裡用於封門的石板與磚石。

▼極為少見的
唐三天井雙壁
龕磚券前、後
雙 室 壁 畫 墓
M6 全景俯瞰
圖。

■M6墓道出土的東壁四人執
戟儀衛圖壁畫殘片。

▲ M6 墓
道西壁龕
及 隨 葬
品。

■M6唐墓出土的籠冠騎馬俑。

■M6唐墓出土的青瓷四繫罐。

■李承嘉墓出土的陶製駱駝與牛。

■李承嘉墓出土的石
門扉線刻人物像。

■■唐三天井雙壁龕磚券前唐三天井雙壁龕磚券前、、後雙室壁畫墓後雙室壁畫墓MM66前室前室。。

■■車庫牆上的班克斯畫作車庫牆上的班克斯畫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