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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经长时间考古挖掘，经过几代考

古工作者的整理、编纂与修改，《洗砚池

晋墓发掘报告》近日在山东省临沂市首

发。发掘报告的发布为研究晋代，特别

是晋代琅琊国的政治、经济、文化等社

会状况提供了珍贵资料，也是考古界众

多专家学者翘首以盼的分量之作。

随葬品昭示显赫地位

2003 年 4 月 30 日，洗砚池街王羲之

故居公园扩建工程正在施工。当建筑工

人在开挖大雄宝殿东配殿地基时，感觉

土层有些异样。随着挖掘机继续向下开

挖，一个洞口赫然显现。朝洞里望去，隐

约可见一些形状各异的器皿。就是这样

一次巧合，让洗砚池晋墓 1 号墓重见天

日。当年 6 月 7 日，2 号墓又在施工中出

现。经过有关部门批准，山东省文物考

古研究所牵头展开了抢救性发掘。

发掘报告指出，1号墓出土的随葬品

十分丰富，有铜器、瓷器、陶器等质地的随

葬品250余件（套）。在出土随葬品中，青

瓷胡人骑狮器、青铜仙人骑狮烛台、青铜

神雀负雏衔鱼熏炉等器物造型优美，保存

完整。出土的铜弩机上刻有“正始二年五

月十日左尚方造……”等30余字铭文，出

土的部分漆器底部有清晰的朱书文字，包

括“太康七年”“太康八年”和“十年”3个

年号以及“王女”“李平”“李次”等。

2 号墓为夫妻合葬墓，规模较大，建

筑讲究。虽然遭到盗掘，但墓室结构保

存完整，出土各类文物 20余件。从发现

的金钉、玛瑙珠、青铜虎子等推断，这座

墓原来应该有十分丰富珍贵的随葬品。

山东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所长郑同

修介绍，发掘组专家根据相关资料记

载，从两座墓葬的形制结构、随葬品的

组合特点和纪年资料初步判断，墓葬的

年代属西晋时期。

两座墓葬构筑方式考究、出土文物

丰富精美，尤其是 1号墓以其规模之大、

保存之好、出土随葬品之精美引起了学

术界的广泛关注。更因 3个幼小孩童葬

于同一墓葬中的特殊葬俗，引发了许多

研究者的思考，入选 2003 年“全国十大

考古新发现”。

墓主身份鉴定一波三折

发掘报告显示，起初考古人员发现

1 号墓东墓室内有两具小棺，共埋葬两

个幼儿。初步鉴定其中一个是只有两

个月大的婴儿，另一个也只有 1岁多。1

号墓西墓室内有一具较大的木棺，墓主

是一个孩子，正在换牙的年龄，乳齿已

脱掉，恒齿还没有完全长出来，年龄在

六七岁。同一墓葬中埋葬 3 个未成年

人，是考古发掘中极为罕见的现象。

参加发掘工作的专家根据西墓室的

陪葬品，推测出西墓室为主墓室，墓主为

男性，东室中则为两具女婴，3个幼儿可能

存在冥婚关系。也有专家对此持不同意

见，根据有关文献记载，推测东室两具婴

儿应是夭折的琅琊王司马焕，即东晋开国

皇帝司马睿的儿子，另外一个则是司马焕

的侄子司马安国。而西室则为一同随葬

的“小王妃”，是为司马焕所配的冥婚。

2013年央视《探索与发现》栏目也专门就

此墓葬拍摄了专题片《古墓小新娘》，“皇

室冥婚”的说法在当时盛极一时。

墓主人的身份是否真如上述如此

传奇？有专家表示，推测他们的身份及

相互关系，除了依据墓葬规模和随葬品

之外，更有效办法是对残损人体骨骼进

行鉴定。为此，发掘项目组先是邀请了

中国社科院考古研究所的专家对残损

尸骨进行鉴定，鉴定结果为西室儿童年

龄 6 岁至 7 岁，东墓室两具年龄分别为 4

至 6 个月和 2 个月之内。但由于 3 个孩

童年龄太小，保存状况也不完整，性别

特征不明显，因此这次鉴定对于墓主性

别依旧是个谜。近期，发掘项目组再次

邀 请 复 旦 大 学 的 专 家 对 尸 骨 进 行 了

DNA 鉴定，鉴定结果却出乎意料：西墓

室主人为 6 岁的女童，东墓室两个幼儿

也都是女童，年龄分别为两岁和一岁。

结论一出，排除了之前推测他们存在

“冥婚”关系的可能性，也与琅琊王司马

焕和司马安国无关。但遗憾的是，由于

东墓室两个幼儿骨骼保存现状不理想，

对于其之间有无血缘关系，目前尚不可

测定。这个鉴定结果，为我们揭开墓主

人性别真相的同时，也使得墓主之间的

关系更加扑朔迷离。

关于 2 号墓，鉴定结果则为两个成

年骨骼，一男一女，男性年龄约为 30岁，

女性为 30 岁至 35 岁之间，应为夫妻合

葬墓。发掘报告表明，根据 DNA 比对，

2 号墓两个成年人与 1 号墓的 3 个孩童

并无直系血缘关系。发掘项目组专家

认为，就 2号墓来说，可能性最大的是琅

琊武王司马伷的长子司马觐与其妃夏

侯氏。而 1 号墓的 3 个女童使用的葬制

乃是隆重的“成人之礼”，其身份之高贵

有可能属于琅琊王族成员。

发掘意义重大

《洗砚池晋墓发掘报告》汇集了历

次发掘的全部资料，并公布了多学科测

试研究的新成果，全面详实地介绍了洗

砚池晋墓的形制、发现与发掘经过、出

土器物，特别是根据墓葬所处地望、墓

葬的建筑规模、形制和出土随葬品提供

的信息，对墓葬的年代以及墓主人身份

进行了系统的探讨。

郑同修介绍，此次晋墓发掘意义

重大。

一是在山东迄今已发掘的 7000 余

座汉晋时期的墓葬中，两处墓室保存如

此完整很少见。在两晋时代最流行的

墓葬有两种：砖室墓和石室墓。1 号墓

属砖室墓，是山东迄今发掘的汉晋大中

型石墓中最完整，也是唯一一座未被盗

掘的墓葬。2 号墓为石室墓，虽然被盗

掘，但墓室结构完整，其主墓室规模之

大，为山东发现晋代墓葬中所仅见。

二是两座墓葬共出土近 300件（套）

随葬品，器物丰富精美是山东晋墓所仅

有。洗砚池晋墓出土的文物中，一级文物

7件，二级文物7件，三级文物45件。出土

瓷器主要为风格独特的青瓷，而当时盛产

瓷器的地区在江浙一带，多年来在山东发

现的这个时期的瓷器不是很多。

三是山东境内以往发现的墓室一

般都是夫妻合葬墓，而 1 号墓所葬的是

3 名幼童，这在考古发掘中极为罕见。

从奢华墓葬和大批随葬品中透露出的

信息，说明孩子夭折后得到了非同一般

的厚爱，这远非普通家庭所能操办。中

国古代，死者不满 8 岁被称为“无服之

殇”，死后只以瓦棺装敛，埋在园内了

事，极少按照成人礼仪埋葬。但 1 号墓

夭折的 3 个孩子，不但有规模如此巨大

的墓葬，而且有丰富精美的随葬品，更

证实墓主人的身份非同一般。

临沂市文广新局局长曹首娟表示，

当地文博工作者下一步将对遗址进行

保护与合理利用，统筹洗砚池晋墓遗址

与当地社会、文化资源的有效衔接。

本报讯 （驻湖北记者王永

娟）10 月 10 日，“三苗与南土——

湖北重要考古新发现解读”图片

展在湖北省博物馆开幕，同题学

术讲座在华中师范大学同时举

办，作为全国考古工作会议的组

成部分，本次活动全面回顾并揭

示了湖北省近年来的重大考古

成就及湖北在长江文明乃至中

华文明进程中的重要作用。

“十二五”期间，湖北省主动

性考古工作成就显著。随州叶

家山墓地、随州文峰塔墓地、枣

阳 郭 家 庙 墓 地 、铜 绿 山 古 矿 冶

遗 址 四 方 塘 墓 地 入 选 2011、

2013、2014、2015 年 度“ 全 国 十

大考古新发现”，唐崖土司城址

在第二届“世界考古论坛”作为

“中国土司遗址”之一入选 2013

年 至 2015 年 的“ 世 界 十 大 重 大

田 野 考 古 发 现 ”。 以 石 家 河 古

城为中心的江汉平原史前聚落

考 古 ，其 2011 年 度 考 古 工 作 被

列 入 中 华 文 明 探 源 工 程 项 目 。

距 今 4000 多 年 的 石 家 河 遗 址 ，

是长江中游的特大型城址和区

域政治中心。去年考古工作者

在 该 遗 址 发 现 一 大 批 玉 器 ，其

琢玉工艺代表了史前中国玉器

加工工艺的最高水平。

湖北省博物馆馆长、湖北省

文物考古研究所所长方勤表示，

这些发现为长江中游文明化程

度 提 供 了 新 视 角 。 他 认 为 ，这

一时期文化认同的共识达到了

前所未有的高度。比如这批玉

器大量出现精美的凤凰、虎、神

秘 人 物 图 案 ，并 在 其 后 的 商 周

器 物 中 多 有 体 现 ，可 见 其 被 后

来的文明所接受、传承，成为中

华文明的文化符号或者文化认

知共同体。“这不能不说是以石

家河为代表的长江中游地区对

中 华 文 明 形 成 的 巨 大 贡 献 。”

方勤说。

日前，由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会产业

委员会中国文化传播中心主办的“文化传播

与城市创新研讨会”在上海市召开，相关领

导、企业家、文化学者等约 40人与会，就文化

传播与城市发展创新等话题展开深入研讨。

研讨会前，主办方向部分与会嘉宾展示

一幅苏绣巨作《沁园春·海》，引起大家强烈

的关注。据了解，该幅作品长 3.1 米、宽 2.3

米。“太像一幅画了！”与会嘉宾纷纷表示，第

一次见到巨幅苏绣，都难以相信，眼前如画

般的《沁园春·海》竟是一针一线绣出来的。

大家竖起大拇指：“彩线如画，可谓神针！”

据悉，一幅苏绣精品要用上百种甚至上

千种颜色的丝线。作者依据技巧和感觉，灵

巧处理远与近、动与静、虚与实的关系后，苏

绣便独具折光性、立体感与光感，这种美感，

是其他画种、艺术门类无法替代的。

据了解，该幅作品《沁园春·海》独特创

意来源于一位爱国侨领——美国孙中山思

想研究会会长肖松林。据肖松林介绍，2013

年，为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 64 周年，他

仿照毛泽东的名篇《沁园春·雪》，创作了词

曲《沁园春·海》：“南国风光，千里碧波，万里

银涛。望大洋内外，惟余茫茫；千流百川，顿

失滔滔。沧海桑田，翻天覆地，欲探银河九

天翱。须晴日，观海天交汇，磅礴浩淼。疆

海如此多娇，令六亿神州竞折腰。颂秦皇汉

武，一统天下；唐宗宋祖，五洋风骚。一代天

骄，成吉思汗，天马神弓欧亚飙。俱往矣，实

现中国梦，就在今朝。”

后来，肖松林决定将《沁园春·海》这首

诗词通过刺绣形式进行立体展现，“《沁园

春·海》只是单纯地写出来，刺绣是中国的国

粹之一，将中华诗词与苏绣这两种举世无双

的艺术形式结合，希望能够更充分地展现我

们的民族艺术。”此幅刺绣的背景图案为珠

穆朗玛峰、玉龙冰川、万里长城、神舟飞船、

三沙市、三亚湾等代表着民族精神的大好河

山和骄傲成就。

作为爱国华侨，肖松林对于祖国有特殊

的情感，他表示，唯有这样精美大气的作品

才能展现出中华民族的面貌，同时也寄托自

己为实现“中国梦”、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做出应有贡献的强烈愿望。肖松林介绍，此

幅作品整整花了 4 个月时间，出自中国最具

影响力的苏绣品牌企业之一——苏州娇古

苏绣艺术品有限公司中的工美大师和 15 位

绣娘之手，其工艺之精湛、品质之优良给人

震撼。

娇古苏绣负责人张奇伟表示，苏绣绣娘

在绣制过程中还不断相互研讨刺绣的工艺

和绣法，把握好一针一线，展现出苏绣自古

“绣工精细，针法活泼，图案秀丽”的特点。

此外，肖松林还多次到娇古苏绣沟通，讲解

作品的创意构思以及具体要求，以确保作品

达到行业最高水平。

张奇伟表示，这幅绣品造型上也力求推

陈出新，以更符合现代人审美的图案形式寻

求作品的创新，改变了过去苏绣大幅作品复

杂而不精致、缺少艺术味的状态，让古老苏

绣融入现代艺术的魅力。

“传播苏绣文化也是我们的责任。”中产

委中国文化传播中心学术交流部主任汪梅

认为，中国刺绣是中国优秀的民族传统工艺

之一，其中苏绣、湘绣、蜀绣、粤绣作为传统

“四大名绣”，源远流长。我们要通过多渠道

多形式的传播，让更多优秀的苏绣作品进入

公众视野。

“当时在肖松林先生的艺术展厅看到巨

幅刺绣《沁园春·海》，深受震撼。”汪梅说，

随着近年来国家不断重视弘扬中国传统文

化艺术，中产委中国文化传播中心也正在

通过一系列活动推进中国传统文化艺术的

传播。

汪梅表示，亦画亦绣的苏州刺绣至今已

有 2000 余年的历史，其有图案秀丽、构思巧

妙、绣工细致、针法活泼、色彩清雅的独特风

格 ，是 中 国 传 统 艺 术 文 化 的 瑰 宝 ，驰 名 中

外。而且《沁园春·海》的内容具有一定重要

意义，因此，我们有责任将这样的作品进行

传播。

苏绣是中国的传统文化。2015 年，南京

的云锦在米兰世博会的亮相让人惊艳。不

管是传承文化还是传承企业，都需要改革创

新，与时代同步发展，要让苏绣“走出去”，发

挥好其文化价值、艺术价值、交流价值、学术

价值。

揭秘山东临沂洗砚池晋墓
本报驻山东记者 苏 锐

文化遗产·专题

湖北重要考古新发现
解读学术讲座举办

刺绣作为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是我国古代重要的发明创造之一，曾极大地推动中国社会的文明和进步，也对世界文明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在历
史的迁延与变革中，中国刺绣逐渐演绎为苏绣、蜀绣、湘绣、粤绣四大艺术流派。在新时期，继承、传扬、研究、开发刺绣这一优秀的民族艺术，意义深远。

2006年，苏绣被列为第一批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为了让优秀的苏绣作品得以更广泛传播，日前，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会产业委员会中国文化传播中心（简
称中产委中国文化传播中心）提出，将为《沁园春·海》等巨幅苏绣作品提供更多展览展示的机会，为延续弘扬传播中国独特的“指尖下的传奇”作出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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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号墓全景 出土的青铜神雀负雏衔鱼熏炉 出土的金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