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400 多年前的那场战火持续了几天

几夜，烧尽了海龙囤 700 多年间的奢华

与辉煌。这座雄踞中国西南边陲几百年

的古代土司军事城堡从此掩于灌木、杂

草和黄土之下，不见了真容。但后人对

海 龙 囤 的 寻 访，至 迟 自 清 中 期 便 已 开

始。上世纪七八十年代，文物工作者走

进了这片禁地，正式开启了海龙囤考古

发掘的第一幕。

1999 年秋，贵州省文物考古研究所、

遵义县文化局等组建考察队，对海龙囤

及其周边诸囤进行了一次较为系统的调

查，大致确定囤内老王宫、新王宫、金银

库、兵营、瞭望哨、采石场等遗迹，并在此

基础上对老王宫、新王宫两处建筑群进

行了小规模试掘，初步猜测老王宫为宋

代建筑群，新王宫为明代建筑群。

然而，对于民间传说中拥有三十六

大街七十二小巷，囤内建筑鳞次栉比、气

派非凡的海龙囤来说，初次试掘仅仅是

万里长征走了第一步，接下来的考古工

作艰难而漫长。2012 年 4 月，经国家文

物局批准，受贵州省文物局委派，由贵州

省文物考古研究所、遵义市文化局、汇川

区文体广电局联合组成的考古队再次进

驻海龙囤。经过 8 个多月的发掘，考古

工作收获颇丰，一圈环绕新王宫的城墙

被发现，新王宫的整体格局也逐步清晰，

建筑所用的砖瓦和石材的来源也找到了

答案。而且还出土各类文物达 2000 多

件，包括瓷器、玉器、砚台等。

遗址古堡轮廓显现

海龙囤雄踞于今贵州遵义城西北约

30 里的龙岩山东麓，旧称龙岩囤。这里

一蒂孤悬，群山固结，三面环溪，阴深峻

险。据文献资料推断，海龙囤的始建年

代应不晚于宋宝祐五年（公元 1257 年），

是在抗蒙的大背景下出现的军事屯堡。

此后历经修葺。明万历年间，杨应龙主

政播州时进一步加固城墙，并于囤前筑

九关，意欲使之成为“子孙万代之基”，不

料却在不久后的 1600 年初夏毁于“ 平

播”的战火。

虽然遗址已被付之一炬，但考古工

作者希望从现存斑驳的废墟遗迹中找到

一丝当年盛极一时的影子。据近代历史

学家谭其骧《播州杨保考》记载：“播州版

籍虽列于职方，然专制潜力，自相君臣，

赋税之册，不上户部；兵役之制，不关枢

府，名为外臣，实为一独立政权。”可见，

当年称霸一方的地方势力使海龙囤犹如

一个小朝廷，建筑设置也极为讲究、颇显

奢华。

贵州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副所长李飞

不无感慨地说：“不管从哪个角度看，海

龙囤都是山地建筑的杰出典范，蕴藏着

深邃的军事防御理念，它至今完整而真

实地保存着明末废弃时的格局。”

从选址看，海龙囤三面环水，一面

衔山，四面群山环绕，囤在中央，宛若

莲蕊，其选址符合阳宅“枕山、环水、面

屏”的理想模式。“ 选址时无疑既考虑

了风水的因素，又考虑了城防的需要。”

李飞说。

关于海龙囤的规模和形制也有了新

的发现。海龙囤完全是一座城的建置。

其规模庞大，占地 1.59 平方公里，城垣、

城门、月城（瓮城）、衙署、军营、校场坝、

敌楼等一应俱全。城墙状似“9”字形，绕

山巅一圈，囤前留一条“尾巴”随山势逶

迤而下，东南接山险，接近于“一字城”的

设置。东西两端城墙保存较完整处，高

达七八米。囤后设后关、西关、万安关三

关（后两关为吊桥关），两两围合为土城、

月城，形成两重瓮城的格局。囤东上囤

道沿城墙蜿蜒，必要处设以关隘，以扼其

要，如今尚存者有铁柱、铜柱、飞虎（三十

六步）、飞龙、朝天、飞凤六关。囤内沿城

墙的高地及险要处，遗有“四角亭”“绣花

楼”等遗迹，可能为查看敌情的敌楼。囤

内最核心的遗迹，是坐落于中央偏西处

的两组规模庞大的建筑群，居南者当地

人称“老王宫”，居北者为“新王宫”，彼此

相距约 200 米。均因山取势，从东北向

西南逐级抬升，占地各 2 万平方米左右。

撩开新王宫神秘面纱

2012 年 4 月，接到任务后，考古队就

在海龙囤驻扎了下来。刚上山，就遇着

天公不作美，连着多日天气阴霾持续降

雨。“不但我们住的工棚回潮厉害，地面

上一天到晚就像刚打翻了水桶，被褥也

是湿漉漉的。更要命的是，带来的电脑、

打印机、相机等办公用品也由于受潮罢

工了。”考古队员说，当时的情形很让人

着急，因为此次发掘时间仅为两个月。

而且，考古工作在退耕还林的山林

中进行，要挖坑、砍树，所以有时会遭到

当地群众的阻挠。为了解决这些矛盾，

拉近与当地老百姓的距离，考古队还特

意联合当地媒体搞了一次针对村民孩子

的助学活动。

排除万难后，考古工作真正有条不

紊地大规模展开了。对环“新王宫”城墙

的发现是此次发掘最重要的成果之一，

斑 驳 的 城 墙 面 目 全 部 显 现 ，共 长 504

米。在发现城墙之后，新王宫的大体面

貌也逐渐显露。这是一组以中央踏道为

中轴线、两侧屋宇鳞次栉比的庞大建筑

群，面积达 1.9 万平方米，此次重点发掘

面积约 700 平方米。新王宫大体遵循

“前朝后寝”的建筑格局。王宫内还专设

了杨应龙卧室，位置居后。李飞说：“根

据平面图推测，‘三台星’为卧房的可能

性最大。”在“三台星”东侧一直被讹传是

水牢的地方，经发掘证明实为一通道。

而民间之前关于“金银库”“军器库”之

说，经探测表明，这两处均处于宫墙外，

似不太可能。

在 此 基 础 上 ，考 古 队 对 海 龙 囤 周

边也进行了考察。在老王宫南侧王武

志家周边一带，发现数座砖窑，通过对

其 中 一 座 清 理 发 掘 发 现，其 出 土 的 砖

体类型尺寸与新王宫出土的砖体完全

相 同，确 认 是 一 座 明 代 官 窑 。 在 太 平

乡 附 近 的 窑 址 旁，曾 发 现 与 新 王 宫 所

用 一 模 一 样 的 脊 兽，可 以 断 定 囤 上 所

用脊兽应烧制于此。李飞说：“这些发

现表明，海龙囤在营建之初，就充分考

虑到包括砖瓦在内的各种建筑材料取

用 地，就 地 取 材 避 免 造 成 远 距 离 运 输

的 不 便，这 一 发 现 对 新 王 宫 建 筑 结 构

的探索提供了重大依据。”

那么，人们不禁要问，如此意义重

大的遗址将如何保护呢？专家们对此

意 见 并 不 统 一 。 有 的 建 议 回 填，有 的

认为可以就地建博物馆。据贵州省文

物 考 古 研 究 所 有 关 负 责 人 透 露，目 前

该 遗 址 采 取 了 临 时 性 保 护 措 施，具 体

保护方案已委托中国文化遗产研究院

进行编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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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杜洁芳

新王宫龙位坪发掘中

脊兽

石窗

2012考古新发现

编者按：2013 年伊始，中国社会科学

院评选出的“中国六大考古新发现”在北

京公布。在激烈的角逐中，江苏泗洪县顺

山集新石器时代遗址、陕西神木县石峁遗

址、新疆温泉县阿敦乔鲁遗址与墓地、山东

沂水县纪王崮春秋墓、河北邺城遗址东魏

北齐佛寺遗迹和佛教造像埋藏坑、贵州遵

义市海龙囤遗址成功入围。其中，贵州遵

义市海龙囤遗址的入选理由为“以考古的

方式探寻中国土司制度，对研究土司制度

和文化具有重要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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消息长廊

本是大自然的鬼斧神工，因为不同

寻常的人迹而使海龙囤愈发诱人，400

年来，凭吊者络绎不绝。人们都知道，这

处珠联璧合的奇观毁于1600年的平播战

火，而其兴于何时，却一直少人问津，静

待来者。

在传世文献里，海龙囤之名最早见

诸明人的著作，但几乎都是与杨应龙和平

播之役联系在一起的，如亲历平播战事的

明军统帅李化龙所作《平播全书》，贵州左

监军杨寅秋的《临皋文集》等，均未论及

建囤事。这直接影响了后人对海龙囤的

印象，以为海龙囤就是杨应龙的海龙囤。

杨应龙对此显然有着更为清醒的

认识，不敢贪祖功为己有。尚存的朝天

关、飞龙关匾额铭文，都强调了杨应龙

只是“重建”，并非创始人。在《骠骑将

军示谕龙岩囤严禁碑》里则表述得更为

明确：“夫龙岩囤者，乃播南形胜之地

也。吾先侯思处夷陬，不可无备，因而

修之，以为保障……今重缉之，以为子

孙万代之基，保固之根本耳。”而到底是

哪位“先侯”所创，却并无交待，或许杨

应龙自己亦不了然。

明曹学佺《蜀中广记》卷二十引旧

志称：“海龙囤为杨酋穴垒，在治北三十

里，四面斗绝，后有侧径略一线，今居人尚

不知通于何所。故老相传，昔白龙太子据

此，今为白龙寺。”白龙太子何人？同书又

记：“三抚，姓赵氏，鄱阳人，乾符初，播有

白龙太子之乱，其父当寨团练使，偕杨祖

平之。”则白龙太子为唐人。当地民间传

说白龙太子为播州大盗，海龙囤老王宫即

其宫殿。这段流传至今的“故老之言”，把

海龙囤的始建年代推至唐末。宋濂《杨氏

家传》称杨氏始祖杨端入播后“迳入白锦

高遥山，据险立寨，结土豪……为久驻

计”。可见，“据险立寨”是杨氏一贯的

实践，海龙囤建在唐末未尝不可。海龙

囤侧的养马城，即被认为系杨氏在唐末

的牧马之地（乾隆《贵州通志》）。

但这一基于传说的推论，显然根基

不稳，历史的谜底并未因此而揭开。

时间来到 1972 年。这年春天，应

龙“先侯”杨氏第 15 世杨文、第 22 世杨

升、第 23 世杨纲和第 25 世杨爱四人的

墓 葬 在 贵 州 遵 义 市 汇 川 区 高 坪 镇 发

现。这次发掘的一大发现，是使原立于

杨文墓前的“神道碑”得以重见天日。

“杨文神道碑”第一次阐明了杨氏的

华夏根源，以别“蛮夷”，并重点叙述了碑

主杨文的生平，可与《杨氏家传》对看。两

相结合，（杨）文系（杨）价子（杨）粲孙，杨

氏第 15 世主播者。碑文记杨文生时，其

母得异梦，生而敏慧，颇得祖父杨粲之爱，

常弄孙于膝。南宋绍定年间（1228 年至

1233 年），杨粲去世，杨价袭职，即以播

政委托年轻的杨文。不久后的端平元

年（1234 年），蒙古汗国联宋灭金，随即

挥兵南下，其所采取的由西而东迂回包

抄南宋的战略，使川渝一隅遂成前沿，

战事频仍。在此危急时刻，杨价父子曾

遣兵北上，数解蜀难。淳祐三年（1243

年），杨价去世，杨文开始主播。

“ 杨 文 神 道 碑 ”又 记 ，宝 祐 五 年

（1257 年），随蒙军出大理，一路向东挺

进，播州告急，杨文驰奏，上令节度使吕

文德入播，与杨文会，约“置一城以为播

州根本”，“于是（筑）龙岩新城”，并深入

闽地，风谕“群蛮”共御蒙元。结合《严

禁碑》可知，此“ 龙岩新城”正是海龙

囤。碑文明确陈明，海龙囤乃应龙“先

侯”杨文在 1257 年所创建。

碑文的记载是否可信？我们来看

看相关文献的记载。《宋季三朝政要》：

宝 祐 六 年（1258 年）正 月，“ 鞑 靼 兵 犯

安南，田应寅乞屯泸、溆，援思、播。乃

修筑思、播关隘，调兵防播州支径”。《宋

史·理宗四》：宝祐六年（1258 年）正月，

“诏枢密院编修官吕逢年诣蜀阃，趣办

关隘、屯栅、粮饷，相度黄平、思、播诸

处 险 要 缓 急 事 宜，具 工 役 以 闻”。 四

月，“诏田应己、思州驻劄御前忠胜军

副 都 统 制 ，往 播 州 共 筑 关 隘 防 御 ”。

七月，“吕文德入播州，诏京湖给银万

两”。所记的是随蒙军东进，思、播两

州告急，向宋廷乞援，于是修筑关隘，并

派人敦促的史事，与碑刻所记吻合。文献

还记载播州因在思州西，首当要冲，遂诏

思州田氏来播共筑关隘，同时朝廷拨给白

银万两诸事。可见，海龙囤是在蒙元进

逼、播州吃紧的危急时刻，朝廷应地方所

请诏思播军民共同修筑，又拨给银两并

派人督办的一处防御工事，是国家意志

的产物，而杨文无疑是这一工程的重要

执行人。

数年后的咸淳元年（1265 年），杨文

病逝，葬在高坪。杨文墓是一座同冢异

穴的石室墓，硕大封土下，三室并联，杨文

居中，妻田氏居其右，其左一室较小，内

出孩童遗骸，所葬者可能为杨文某子。

发掘时，“杨文神道碑”已经断为三截，

中截出于杨文墓前的填土中，下截用

作杨妻田氏墓的封门石，上截遗失未

见，直至 7 年后的 1979 年才被重新发

现，亦用作封门石。据田氏墓所出墓志

铭，田氏 1290 年病逝，次年葬于杨文之

右。此时，宋祚已移于元，“杨文神道

碑”可能因载抗蒙事迹而被毁，用作田

氏墓的封门石或埋入泥中。也因此，杨

应龙并无缘得见此碑，而不能真正理解

其先侯建囤的缘由；清代学者郑珍也无

缘观摩此碑，因而失去了率 先 考 订 海

龙囤始建年代的良机。

杨文的生年，文献无载。2003 年，

经“科学清理”的杨文墓被盗墓贼击穿

墓底石板，从中室和右室掘出石质镇墓

券各一件，是杨文去世两年后的 1267

年，田氏率子孙为杨文及自己修筑墓室

时置于墓底的镇墓之物。其上铭文表

明杨文生于庚辰年（1220 年），而卒于咸

淳元年（1265 年），享年 45 岁。而这一重

要实物，因为考古者的疏忽，被延迟了发

现时间。我时时以这个并不光彩的例子

警醒自己，也警醒队友，让我们的工作无

愧于历史，无愧于海龙囤 412 年静静的

等待。

（作者系贵州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副

所长、海龙囤遗址考古队队长）

海龙囤 何人所建人所建？？
李李 飞飞

据新华社消息 （记 者 吴 锺

昊）2011 年 3 月，江西省新建县的一

座汉代千年古墓重见天日。历时

两 年 的 艰 辛 发 掘 后，考 古 工 作 者

逐 步 揭 开 了 这 座 古 墓 的 神 秘 面

纱 。 日 前，墓 主 人 身 份 得 到 初 步

推断，可能为在位仅 27 天的西汉

废帝刘贺。

这座古墓位于新建县大塘坪

乡观西村，其东北面为铁河乡汉代

紫金城的遗址。整个古墓几乎是

一个地下陵园，其陪葬规格之高在

整个长江以南地区都极为罕见，考

古专家由此断定墓主人身份地位

尊贵。

据考古人员介绍，他们通过对

古墓进行断代以及对陪葬品进行

研究，初步判断其可能为 2000 多年

前西汉皇帝刘贺之墓。

刘贺是中国历史上在位最短

的皇帝之一，登基仅仅 27 天后就被

皇太后下诏废黜。据史料记载，刘

贺为汉武帝刘彻之孙、昌邑哀王刘

髆之子。19 岁即位，当了 27 天皇帝

就因荒淫无度、不保社稷而被废，

后被分封到了今天的山东省巨野

县做昌邑王。元康三年，又被贬到

江西做海昏侯，史称汉废帝。

“刘贺的身份极为复杂，既当

过皇帝又当 过 王 和 侯 ，在 历 史 上

比 较 少 见，所 以 墓 葬 有 可 能 是 按

照皇帝的规格下葬的。如果墓主

人 真 是 刘 贺，那 么 附 近 城 池 的 遗

址应该就是海昏侯都城的遗址。”

考 古 人 员 介 绍，由 于 主 墓 室 还 没

有 进 行 发 掘，所 以 这 一 切 都 只 是

初步推断。

目前，整个墓区的发掘还在有

序进行中，考古队计划在今年 4 月

对主墓室进行发掘。

西安发现北周时期
“西安市长”家族墓

据新华社消息 （记者陈钢）记

者从陕西省西安市文物保护考古研

究院了解到，该院两年时间内在西

安南郊长安区韦曲街道办发现了 4

座北周墓葬，墓主张猥曾担任长安

城的地方官，相当于现在的西安市

长。

这 4 座北周墓葬中，有墓志的 3

座，显示他们为父子关系，一座没有

墓志的，根据位置推断为墓主人的

第二个儿子。根据墓志记载，墓主

人张猥是南阳白水人，后移居长安，

逝于公元 567 年。张猥一生笃信佛

教，晚年官至京兆郡守，这个职务就

是长安城的地方官。他高龄去世，

享年 91 岁。

虽因年代久远，墓葬盗扰严重，

但这 4 座墓葬也出土了不少有价值

的文物，在张猥墓中出土铜钱、铁镜

及墓志。其子张盛墓出土银簪、墓

志等。其子张政墓中出土的随葬品

最多，有彩色陶俑、青石石棺和一枚

古罗马金币，其中古罗马金币有可

能是随着贸易往来，沿着丝绸之路

从古罗马到了长安。

专家介绍，北周张氏家族墓地

的发现，为研究关中地区北周墓葬

形制、丧葬习俗。墓葬的排列、出土

器物的演变提供了丰富的实物资

料。

山西“国保”单位
安装“一键报警”
本报讯 日前，山西省文物局

已完成在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的“一键报警”系统配备安装工作，

加强文物安全防范。

“一键报警”系统中的报警器

上有 3 个红色按键，分别标有“派出

所”“报警”“110”。其中，“派出所”

键是语音报警键，按下即可接通派

出 所 报 警 电 话；“ 报 警”键 按 下 两

秒，可 向 辖 区 派 出 所 发 送 短 信 报

警；“110”键 能 直 接 连 通 110 报 警

台，可同时报匪警和火警。

山西省文物局局长王建武说，

2012 年，文物局与山西省移动通讯

公司签署了战略合作框架协议，完

成了“一键报警”系统网站备案、平

台建设、系统调试、数据录入和设

备交接，组织了“安全巡查人员位

置监控管理系统建设”培训，为全

面提高文博单位及安全保卫人员

应急报警、应急自救防卫能力发挥

了积极作用。“山西作为全国文物

大省，‘一键报警’对全国文物安全

工作具有引领和示范意义。”王建

武说。

此外，2012 年，山西文物单位

共发现安全隐患 652 处，全省查处

文物行政违法案件 38 起。据介绍，

山西现有不可移动文物 53875 处，

各级各类文物保护单位 6784 处，其

中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271 处，

位居全国第一。 （王 涛）

江西省汉墓主人疑为
西汉废帝刘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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