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近日，陕西省考古研究院的考古人员惊奇地发

现，该省西安市高陵县的泾河工业园区内竟然埋藏着

一座地下“庭院”般的家族墓。该墓葬群不仅有三层

结构的墓室，漆棺上还发现了巨幅描金漆画。如此大

面积且保存完整的随葬漆画，不仅在陕西是首次发

现，在国内亦属罕见。

如此豪华墓葬的主人究竟是谁？拥有怎样的高

官厚禄方能享受如此厚葬礼遇？记者带着种种疑问

开始寻访。

墓主为秦藩王府知印

据陕西省考古研究院专家介绍，主人的墓现在还

没有打开，发掘过程中也没有发现盗洞。墓室前边的

填土里边有很多明代瓷片，精细一点的属于青花瓷，

估计墓室里还有更惊人的发现。

在对古墓的挖掘过程中，考古人员发现了一块共

计 292 字的墓志。根据墓志记载，墓主人可基本确认

是明朝万历年间秦藩王府知印张栋，别号三槐。张

栋，世代居住在陕西省高陵县，生于嘉靖 1535 年，卒于

万历 1585 年，有夫人马氏、亢氏、李氏，共有三个儿子

张 应 祯、张 应 祥、张 应 龙（一 出 生 便 过 继 给 二 伯 张

检）。陕西省考古研究院副院长王小蒙解释说：“知印

即秦藩王府管印章的大管家，七品以下官吏。知印官

衔相当于如今省一级办公厅的负责人。”

1368 年，朱元璋推翻元朝，建立明王朝。为了巩固

政权，朱元璋将太子之外的24个儿子和一个孙子，分封

在各地为王。其中二儿子朱樉（shǎng） 被封为秦王，

位列诸王之首，藩王府设于西安府城东北部。秦王世代

承袭，在王府城中居住了 260 余年。秦王当时被称为

“天下第一藩”，其后代陵墓被称为小“明十三陵”。

陕西的古墓多为周秦汉唐，明代墓非常少，精美

又保存较好的更加罕见。“这可以说是陕西发现最完

好的明代家族墓。”王小蒙告诉记者：“张氏家族墓群

分为东、西二区，墓四周围有夯土茔墙，大体呈长方

形。东区 3 座墓葬为张栋及其两个儿子的墓葬。迄今

已发掘 19 座古墓，可确认属于张氏家族的墓葬 11 座，

能够与墓志对应的 8 座古墓分别为张栋兄弟 4 人和其

叔父以及 3 位子嗣的墓葬。”

张氏家族缘何会埋葬于此，从墓志铭的署名来

看，是其二儿子应祥所写。考古人员由此推测，张栋

1585 年去世时很有可能茔地还没选好，暂时埋在别

地，明万历三十六年（公元 1608 年），应祥才将其墓冢

迁来此处，并立券于墓地。

2米长棺盖上的描金彩绘

在这处明代家族墓葬群中，考古人员还发现了 3

座彩绘漆棺。这 3 座彩绘棺椁保存完好，分别由石室、

木椁、彩棺组成，令人惊奇的是棺椁之间采用隼卯结

构，不用钉子而严丝合缝，工艺高超。在张麟趾（张栋

的长子，麟趾可能为其别号）墓的漆黑棺盖上发现了

巨幅描金漆画。长达 2 米多的棺盖上绘满出水荷花，

充分表达出“鱼戏彩莲间，莲叶何田田”的美丽意境，

色彩鲜明、做工讲究、栩栩如生。棺木的另一侧则绘

着牡丹花的图案。陕西省考古研究院副研究员王望

生说：“这朵描金的盛开荷花十分饱满，笔法罕见。作

为漆木棺上保存下来的珍贵漆画之一，荷花与牡丹等

花卉一起，共同构筑了普通中国人的生活理念，希望

人的一生富贵吉祥。”

据介绍，目前已清理出的 9 座墓室，8 具棺木中有 3

具彩棺，干燥的墓室及未遭盗掘是漆画保存下来的重

要条件。为避免这些漆面受温度和湿度的影响而卷

曲开裂，考古工作者将清理出的部分包上了塑料薄

膜，以保持出土时的湿度。

同时，考古人员还发现了20多件保存完好的器物，

大多是冥器。其中出土了包括有锡灯、锡盒、锡酒壶的

锡器 16 件，还有明代最流行的青花瓷 11 件，有瓷罐、瓷

盒等，以及银戒指1枚、铜钱10枚以及买地券1方。

在保存如此完好的明代官员墓中，到底会有哪些

精美的瓷器呈现？棺椁内还有哪些宝贝？随着古墓

的进一步发掘，其神秘面纱有望进一步揭开。

该墓成奢靡生活的见证

与以往不少古墓只有一个墓室的情形不同，张氏

家族墓建得十分讲究。3 座古墓呈“品”字形分布，均

由墓道、前厅、墓门楼和墓室组成，周围有完整的近似

长方形的墓园，墓门上部有仿木构的砖雕或石雕门

楼。站在地面往下看，深约 10 米的墓葬坑整体犹如一

个个小庭院。

王小蒙介绍说：“在陕西，明代中晚期墓葬一般多

为土洞或砖券，包括明秦藩郡王、县主墓葬也为砖券，而

张氏家族墓虽然规模不大，却是陕西地区少见的明代石

室墓，并全带有仿木构雕刻的门楼，这是迄今为止首次

公布的带有仿木构石雕刻门楼的石券墓（据说 1990 年

在院张村周围还发现过石券墓，估计也是张氏成员的

墓葬，但资料一直未公布）。此外，在已发掘的张栋兄

长张检的夫妻合葬墓中，出土了重达一两的纯金镂

孔凤凰牡丹葫芦耳环和镶宝石金簪，及其他（金）银

簪等遗物，这是家族墓区迄今出土的最为贵重的随

葬品。”

从文献记载来看，张氏家族成员中并无高官，张

栋也不过为七品以下官吏，其兄张检则生前不仕，只

因饥年赈灾，被朝廷旌表，授“义官”。（义官并无实职，

只是荣誉称号。）之所以会将墓室建造得如此奢华、考

究，“与其世业农贾、家境富裕有很大的关系。”王小蒙

说：“这也首次从考古学上为人们了解明代官员的奢

华与气派生活提供了珍贵资料。”

据悉，东区墓葬发掘结束后，陕西省考古研究院

今年将进一步对西区进行发掘。西区墓地可分为南、

北两部分，目前，南部清理了 4 座，多为土洞墓，有少量

黑釉粗瓷的碗、小罐等随葬品，尚有 3 座砖室墓未打

开。北部分布有 5 座墓葬，为张氏四兄弟中的三人和

他们的一位叔父以及一位子嗣。现其中的 2 座墓已经

清理完毕，其余 3 座还在清理中。

未来，该如何科学合理地保护所发掘的漆棺彩

绘，使其不至于褪色朽坏，则是文物保护工作面临的

最大难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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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现之旅

考古史上那些无法挽回的故事
高蒙河

话题交流消息长廊

美国《考古》杂志在 2013 年第 1 期评

选出了 2012 年世界十大考古发现。这十

大考古发现分别是：玛雅太阳神面具（危

地马拉）、尼安德特人的药箱（西班牙）、

最早使用的毒药（南非）、阿芝特克人的

葬礼（墨西哥）、凯撒的高卢前哨（德国）、

欧洲最古老的石刻（法国）、最古老的陶罐

（中国）、“科学怪人”木乃伊（苏格兰）、

2000年前窖藏的珍宝（以色列）、最古老的

葬船（埃及）。按洲别分，

欧洲有 4 项，北美洲、非洲

和亚洲各有2 项入选。

中 国 江 西 万 年 仙 人

洞遗址发现的两万年前的

陶器入选2012年世界十大

考古发现。这也是北京大

学考古文博学院与美国哈

佛大学、波士顿大学进行

的合作研究的一个成果。

北 京 大 学 考 古 文 博 学 院

吴小红教授、张弛教授等

于 2012 年 6 月 28 日在美

国《科学》杂志上发表了

关于《中国仙人洞遗址两

万年陶器》的文章，对研

究成果进行了介绍。

陶 器 的 发 明 在 人 类

文 明 和 人 类 行 为 发 展 进

程 中 发 挥 着 重 要 作 用 。

直到不久以前，人们还认

为，陶器的出现是大约 1

万 年 前 新 石 器 时 代 革 命

的一部分，带动了农业、

家 畜 驯 养 以 及 磨 制 石 器

的发展。然而，关于更早

年 代 出 现 陶 器 的 一 项 考

古发现，将所有这些理论

都推翻了。2012 年，在中

国江西省的仙人洞遗址，

考 古 学 家 发 现 了 迄 今 为

止 世 界 上 最 古 老 的 陶

器 。 考 古 学 家 在 上 世 纪

60 年代、90 年代以及 2000

年 都 在 仙 人 洞 遗 址 进 行

过考古发掘，但对于最古

老 陶 器 的 年 代 一 直 不 明

确。中国、美国和德国的

研 究 人 员 重 新 调 查 了 该

处遗址，并对取样进行放

射性碳素断代法测定，将

最 早 出 现 陶 器 的 时 间 确

定 为 2 万 年 到 1.9 万 年

前 。 这 项 研 究 的 参 与 者

之一、哈佛大学的考古学

家，同时也是《科学》杂志关于该考古发

现文章合著者之一欧弗·巴尔·约瑟夫认

为：“这是世界上最早的陶器。”“所做的

这些，意味着时代更早的陶器可能会在

中国南方发现。”

江西仙人洞遗址坐落于江西万年县

大源乡境内，地处赣东北石灰岩丘陵地

区的一个山间盆地。早在上世纪 60 年代

初期考古人员就对遗址有过大规模的发

掘，1993 年、1995 年和 1999 年由北京大

学考古学系、江西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和

美国安德沃考古基金会（AFAR）组成联

合考古队先后进行了五次发掘，出土了

大量陶器、石器、骨器、蚌器等人工制品

和动物骨骼等。其中早期陶器的出现引

起了学术界高度关注。由于当时学术界

普遍认为陶器的发明与农业的出现、人

类的定居生活等有关，而这些活动是伴

随着全新世大暖期的到来而发生的，所

以陶器最早出现的时间基本上应在距今

1 万年左右。由于早期陶器保存下来的

陶片比较碎小而且珍贵，无法提取里面

残 留 的 有 机 物 进 行 直 接

的 年 代 测 定 。 尽 管 北 京

大 学 考 古 文 博 学 院 年 代

学 实 验 室 针 对 仙 人 洞 遗

址 出 土 的 早 期 陶 器 年 代

问题先后做了不少工作，

测定了很多的数据，但因

无 法 明 确 指 出 提 供 碳 十

四 年 代 数 据 的 样 品 与 陶

器的等时关系，也就无法

对 早 期 陶 器 的 年 代 下 一

个准确的结论。

2003 年至 2005 年，中

美 联 合 考 古 队 在 湖 南 道

县 玉 蟾 岩 遗 址 进 行 考 古

发掘，系统采集了碳十四

测年样品，准确把握和记

录 出 土 陶 片 与 测 年 样 品

的地层关系，结合地层沉

积微结构分析方法，确定

该 遗 址 陶 器 出 现 的 时 间

约为距今 1.8 万年。成果

发表于 2009 年的 PNAS 杂

志 。 基 于 这 样 的 研 究 积

累，北京大学和哈佛大学

合 作 团 队 决 定 对 江 西 仙

人 洞 陶 器 的 年 代 问 题 进

行 进 一 步 研 究 。 在 江 西

省 文 物 考 古 研 究 所 和 江

西 万 年 县 政 府 的 支 持 和

帮助下，2009 年在重新清

理 出 来 的 考 古 地 层 剖 面

上 采 集 了 系 列 碳 十 四 测

年 样 品 和 地 层 微 结 构 样

品，确定碳十四测年样品

与陶片的地层等时关系，

证 实 以 前 发 掘 的 考 古 地

层 是 人 类 活 动 形 成 的 原

生堆积，不存在自然过程

或者后期活动的搅扰，所

测 定 的 碳 十 四 年 代 代 表

了 同 层 位 陶 器 的 年 代 。

由 此 证 实 仙 人 洞 遗 址 出

土 陶 器 的 年 代 可 以 早 到

距今 2 万年，是目前世界

上已发表陶器的最早年代。当时正处于

末次冰期的冰盛期，早期陶器年代的准

确测定颠覆了传统认为陶器是在全新世

大暖期来临后才出现的观点，为探讨现

代人应对环境变化的策略以及研究陶器

在人类社会发展演化中的作用等问题提

供了重要资料。

江西仙人洞和湖南玉蟾岩早期陶器

的测年结果表明中国南方是世界上陶器

出现最早的地区，此后一直延续使用没

有中断，并在冰期时传播到日本和远东

等邻近地区。今后课题组计划继续对早

期陶器的用途进行研究。

我们现在做的事情也许都是

正确的，最起码是我们认为正确

才去做的。正如现在我们看 100

年前人们所做的事情一样，100 年

后我们的子孙也会看到我们做的

事情——大部分竟是那样滑稽可

笑，匪夷所思。因此，未来的考古

学家极有可能会得出当今考古学家

的大量发现和研究，简直是挥霍人

类宝贵遗产的结论。

他们一边思考，一边把我们

的教训列举出来，写给他们自己

看，也留给他们的子孙看。

失误之一：
挖错了地方

在我国，一些小地名的重名

率很高，一个村不重，一个乡可能

就重，一个县里有几个同名异地

的地方都不稀奇。

三峡工程重庆库区万州地区

的陈家坝就是这样重名的地方。

一个陈家坝在长江南岸，属五桥

区，一个陈家坝在长江北岸，属龙

宝区。1998 年上半年，从西北大

老远来的一支考古队，人生地不

熟地到达万州，即与当地文化局

取得联系，希望帮助落实发掘地

点。局里的领导告之陈家坝就在

万州市区的长江对岸，属五桥辖

区。于是考古队便到这个陈家坝

安营扎寨。可是经过个把月的钻

探勘察后，怎么也没有找到文物

抢救规划上的任何墓葬线索。考

古队这才发现，规划资料上的陈

家坝根本不是他们钻探的这个地

点，而是万州以西几十公里处龙

宝区武陵镇的那个陈家坝。

失误之二：
缺乏考古经验

20 世纪 70 年代发掘马王堆汉

墓时，据说曾在棺椁储藏物品的一

个果盘中发现有完整的藕片，取出

来时一经晃动，鲜艳的藕片也随之

而去。藕片的消失，告诉人们长沙

2000年来从未发生过地震。这对

国家安排经济建设项目布局提供

了重要的科学依据，但对植物生

物学研究来说，却失去了一项难

以再现的重要物证和研究资料。

1976 年，广西贵县罗泊湾汉墓

出土了一个杯形铜壶，壶盖密封得

非常严实。一个初次参加发掘的

学员把它捧在手上，抹去器表的泥

浆以后，找不到开盖的地方。倒来

倒去，一不留心，把盖冲开了，倒出

一坛清水。马上有人说“是酒，不

要倒掉！留着化验！”但说时迟、那

时 快，已 经 晚 了，水 被 倒 了 个 精

光。也是这座罗泊湾汉墓，考古队

员打开一个盖着盖子的陶盒，看见

盒内装满青青的梅果，叶子翠绿

色，像刚摘下来的一样，赶忙递上

来，想叫人拍一张彩色照片。但却

眼看着树叶和果子变色，不到一分

钟就变成了黑色。这种酸梅在当

地每年 4 月成熟，出土时的绿色青

熟，说明下葬的时间是夏初之际。

1993 年，江苏连云港著名的

尹湾汉墓文物清理结束后，考古

人员召开了现场办公会，向东海

县政府、文化局和镇党委的领导

汇报了这次发掘的成果。镇里的

一位领导伸手就从桶里取出一片

木牍观看。就是他这个不经意的

动作，给以后的释读木牍留下了永

远解不开的疑难。因为他取看的

那片木牍正是 24 方木牍中最为重

要的吏员簿，而他的大拇指正按

在木牍的右上部，只是轻轻地一

带，就把这片木牍最重要、最关键

的记有这片集簿名称的字给抹掉

了。今天给这片集簿命名时，有的

说是吏员总簿，有的说是定簿，众

说不一，疑义相析。后来把它带

到上海，用远红外模糊图像处理

时，还是没能恢复它的庐山真面。

“现场办公会决定，由连云港

市博物馆负责抢救和保护这批简

牍。然而，当我们要携带这批简

牍回馆时，由于支付尹湾村开工

补偿费没有到位，尹湾村的民工

不让我们带走，只好暂时将简牍

留在办公室。待我们一星期后回

到尹湾村时，看到塑料桶中浸泡

的 简 牍，不 由 得 倒 吸 一 口 冷 气。

原来泛着金黄、闪出油光的简牍

已经完全变黑，而原来清晰可读

的墨书，现在已经十分模糊。一

堆发黑霉变的简牍已经失去了它

生 命 的 活 力。”发 掘 者 的 这 些 回

忆，使我们真实地感受到“一失足

而成千古恨”的至理名言。

失误之三：
没按专业要求操作

考古发掘的基本要求是要挖

到生土才算工作完毕，可前面提

到的广西贵县罗泊湾西汉墓的清

理，竟使考古工作者前后往返了三

次，简直是创造了考古发掘反复

工作却未能完成的吉尼斯纪录。

这个墓葬是一座具有南方区域特

点的木椁墓。椁室早年被盗，但

盗得不彻底，仍出土了 1000 多件

随葬品。当年曾在工地上参加清

理的蒋廷瑜先生后来回忆道：

大部分工作人员于 8 月 20 日

撤离工地，回南宁去了，只留下 5

个人做收尾工作。但我很迷惑，因

为椁室的壁板和底板都没有取出

来，整个椁室范围没有完全暴露，

发掘工作还没完成。他们与我有

同感，希望再作一次细心的考察。

9 月 1 日，我们找到贮木场的工人，

带着电锯，请他们将冒气泡的地方

的椁底板锯断一块，撬开来看，只

见 下 面 露 出 一 大 片 黑 糊 糊 的 泥

潭。清除上面的淤泥，发现下面有

一根南北纵向的原木，这绝对是

人工有意埋藏的东西。

得到这个新发现的消息，已

经回到南宁的考古队员们又赶回

墓地，重新开始发掘。他们沿着

这根木头摆放的方向往前追找，

前后约 2 米就到了尽头。看到原

木两头是截平了的，平放在一个

长方形的土坑内，土坑的周围才

是红色的生土。原来，这是为椁

室内墓主人陪葬的陪葬坑，原木

是 殓 放 陪 葬 者 的“ 圆 木 棺”。 后

来，在椁室下一共清理出六女一

男 7 个陪葬者，这些陪葬者都有棺

木装殓，身穿彩绣衣服和鞋袜，身

旁都有随葬品，入葬的姿势是仰

身直肢，死态正常，骨架上没有损

伤，不是像奴隶那样砍杀致死，而

像是被毒死的侍从或歌舞伎。

这次意外的发现使考古人员

认识到，椁室内的器物清理完毕，

并不是万事大吉地可以结束考古

了。清理古墓不清理到生土，肯

定会留下遗憾。但他们还是把这

个遗憾留到了第三次返回墓地。

原来，在清理椁室时发现一

壁塌方，泥土压迫壁板向前倾斜，

压 住 了 两 根 椁 室 底 板 ，无 法 取

出，于是放弃了，没有再发掘，撤

离了工地。谁知，当地的化肥厂

工人在考古队离开后，相中了考

古队不要的椁板，这些椁板都是

杉木材质，埋在地下两千年还未

腐 朽，阴 干 以 后，锯 开 来 还 可 以

做 家 具 。 他 们 试 图 把 每 一 块 椁

板都取出来，最后把考古队没有

取 出 的 被 塌 方 土 压 住 的 两 块 椁

底 板 也 吊 起 取 出 。 谁 知 椁 板 底

下 居 然 又 露 出 了 两 个 专 门 埋 藏

器物的土坑，里面堆满了器物。

考古队第三次回到墓地，“看

到经工人取出的那些器物，又惭

愧又高兴。惭愧的是，因为我们

操作的失误，差一点把最珍贵的

器物打入地下冷宫。高兴的是，

幸亏有心人把它们探查了出来，

挽回了这一损失，也使我们大开

了眼界。”当年考古队员回忆道。

这些当年不知为何挖掘在墓

葬一角又几乎被考古学家们遗漏

的器物坑，出土的大部分是青铜

器，有 30 多件，包括大型铜鼓、羊

角钮钟、九枝灯、铜盘、可能盛酒

的杯形壶、直径近 70 厘米可以沐

浴用的大铜盆等。

罗泊湾汉墓的发掘无疑是那

个时代广西考古能力极度薄弱的

一个缩影，这在今天看来就更是

完 全 违 反 了 最 基 本 的 考 古 操 作

规程，我们在 20 世纪全国百大考

古 发 现 中 果 然 也 没 有 看 到 它 的

名单。

（作者系复旦大学文博系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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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疆吐鲁番坎儿井“复活”
本报讯 从新疆吐鲁番市旅

游文物管理局获悉，经过前期修

复，新疆吐鲁番现存坎儿井出水

量增加 20％。目前，三期工程仍

在继续。

有“ 地 下 运 河”之 称 的 坎 儿

井，不仅是一项古老的水利设施，

更是一项物质文化遗产，被列为

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由于年

久失修，淤塞情况严重，很多渠道

存在塌方隐患。此外，坎儿井水

源地和灌溉区过度开发机电井，

使得地下水位猛降，很多坎儿井

因此渐渐干涸。

为了让古老的水利设施恢复生

机，2009年以来，国家先后投入3000

万元，实施坎儿井保护与利用工

程。目前，在维持坎儿井原始风貌

基础上，已对 54 条坎儿井实行掏

捞清淤、卵形涵加固、安装井盖等

保护工作。维修加固后的坎儿井

出水量较前普遍增加 20％，灌溉

面积提高了 80％以上。吐鲁番市

坎儿井办公室副主任姚成介绍，目

前，正在进行的坎儿井保护与利用

三期工程共投入 650 万元，计 划

2013 年 3 月底前对吐鲁番市 18 条

坎儿井加固维修。

对坎儿井的掏捞和加固工作

都是当地农民完成的。据悉，自

古以来，每到冬闲季节，当地农民

自发对坎儿井掏捞清淤，以保证

来年的出水量。淘捞工作需要下

井 30 至 50 米，完全 依 靠 手 工 将

沉积于井底的淤泥一点点运送

到 地 面 上 ，劳 动 强 度 非 常 大 。

现 在 ，政 府 不 仅 为 掏 捞 农 民 发

放了拖拉机、井架等各种工具，

还 为 工 作 人 员 购 买 了 人 身 保

险 。 此 外 ，还 为 参 与 掏 捞 加 固

工 作 的 每 个 农 民 发 放 至 少 5000

元的收入。 （江文耀）

本报讯 在甘肃和政县，扒

开不深的泥土，就能找到大量的

古生物化石，甚至很多村民家里

就堆放着这 些 珍 贵 的 化 石 。 不

过，随着近日国土资源部将当地

正在建设中的化石保护项目正

式命名为“甘肃和政古生物化石

国家地质公园”，这些远古的生

命 遗 骸 将 不 再 沉 寂 地 下 或 被乱

采滥挖。

甘 肃 和 政 县 地 处 黄 土 高 原

与 青 藏 高 原 交 汇 地 带 ，总 面 积

960 平方公里。让人难以置信的

是，全县迄今已经发现化石出露

点 50 多处，分布面积达 700 多平

方公里。

由于随处可见且采集较为方

便，过去很长一段时间，村民在耕

作时会将发现的化石带回家，有

些人甚至以挖掘化石谋生。近年

来，当地加强了对乱采滥挖化石

的清理整顿，并筹集资金征集流

散于民间的 3 万多件古动物化石，

建立了详细的调查数据。

据 介 绍 ，规 划 建 设 263.8 平

方公里的古生物化石国家地质

公 园 ，将 涵 盖 两 条 化 石 带 和 两

个 化 石 园 及 多 个 景 区 ，预 计 建

设完成时间为 2020 年。总的目

标是建成国际级古动物化石保

护 与 研 究 基 地 、国 家 级 科 普 教

育基地。 （黄文新）

甘肃古生物化石有了“新家”

墓主人和三位夫人合葬墓

张氏家族墓地俯瞰 张麟趾墓彩棺西侧绘满了出水荷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