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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

位“临晋县衙”位于山西临猗县城西

北 20 公里的临晋镇，是目前我国现存

唯一完整的元代建筑风格的县衙。

历经 3 年多的整修，临晋县衙预计今

年底修复完工。

据介绍，临晋县衙的修缮工作从

2010年9月开始，主要包括对县衙本体

的修缮以及对周边环境的整治。一期

工程由山西省古建筑保护工程有限公

司对二堂、三堂、监犯分驻所进行抬升

修复，现已竣工。目前，环境整治工程

正在加紧进行，预计年内完工。

临晋县衙位于山西省临猗县西

北 20 公里，县衙坐北朝南，占地面积

1.6 万平方米，以中轴线布局分三层台

阶式，依次为大堂、二堂、三堂，周围配

以廊房。临晋县衙创建于元代成宗大

德年间，是元代临晋县官员的办公场

所，明清两代及民国年间均有修葺。

2001 年 6 月，临晋县衙成为国务院公

布的第五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土 木）

商周遗址中出土了大量精美绝伦

的 青 铜 酒 器 ，考 古 学 家 将 其 分 为 24

类。其中许多酒器口沿上竖立着两枚

小立柱，这些立柱是做什么用的？这一

疑问引起了考古学者的不同猜测。

爵、斝多带有立柱

带有立柱最为常见的酒器主要有

爵、斝两类。爵是夏商周时期最为常见

的饮酒器和礼器，它以圆腹为主，也有

个别方腹，腹下有 3 个锥状长足，口沿

的前端有便于倒酒的流槽，后端有尖

尾，立柱即在流与口之间。立柱大多短

小且呈“伞”形，有少量上部帽端为鸟兽

形状，以双柱最为常见，也有部分单柱

爵，单柱大多立在流槽处，也有少量出

现在尾端。青铜爵上的立柱非常普遍，

被誉为“商周青铜爵之冠”的父辛爵，其

上即有一对伞形的立柱，并且，“爵”在

甲骨文与金文中，上部均有伞形或十字

形符号作为立柱的象征，十分醒目。

斝为商周时期的青铜酒器，可能为

温酒之用，也被用作礼器，商汤王打败

夏桀之后，定为御用的酒杯三足，十分

珍贵。斝为圆口，腹宽，多为直筒状或

鼓腹状，底为平底或圆底，侧壁有一鋬

（耳），下部三足或四足。与爵相似，口

沿有一枚或两枚立柱，柱有蘑菇形、鸟

形等不同形式。“斝”的立柱在甲骨文与

金文中也有体现，甚至在现代汉字中也

可看到“斝”字上部的两“口”，即是由立

柱演变而来。

对于现代人的饮酒习惯而言，小小

的立柱显得如此“多余”，但它却在近千

年的漫长历史中长期存在，是由于它在

古人饮酒的过程中起到难以取代的作

用？还是具有商周时期独特的文化蕴

涵？考古学者为此进行了长期的讨论。

劝人节饮？

早期考古学者认为设置立柱能够

劝人节制饮酒。由于立柱大多设置于

体型较小、方便拿放的容器上，这些容

器很可能在古人饮酒时起到酒杯、酒盏

的作用。当饮酒人仰首倾爵之时，两枚

立柱便会顶在鼻子两翼，进而提醒饮酒

人浅尝辄止，切不可贪杯失态。

这一假设听上去合情合理，然而，

不少学者也提出异议。譬如，从爵、斝

等器物造型的发展来看，早期的立柱较

为短小，甚至只是两枚小小的钉帽，而

流口却很长，在饮酒时立柱无法碰到鼻

翼，难以起到阻碍倾杯饮酒的作用。并

且，商代人以豪饮著称，讲究“卒爵”，即

现在所谓的“干杯”，杯中剩酒是失礼

的。因此立柱是否起到劝人节制饮酒

的作用有待商榷。

滤酒之用？

上海博物馆原馆长、青铜器专家马

承源先生曾提出，爵柱可能是用来固定

过滤网的。因为夏商周时期的酒并非

后世所用的清澈的蒸馏酒，而是酿后连

糟混置的黄酒，用于祭祀时，还须将捣

碎的香草添入后煮汁。因而酒体浑浊，

在饮用或祭祀之时需要过滤，把残留的

酒糟和植物渣滓分离出来。因此，在饮

酒的爵、斝之上放置滤网，以立柱固定，

以便在饮酒的同时过滤渣滓。台湾学

者傅晔还提出了具体的操作方法。并

且，研究者指出，这种精致的饮酒方法

是王公贵族一种很好的消遣，别富情

趣，如同后人煮茶品茗一般。

该主张的提出也受到部分学者的

质疑。较为有力的观点认为，目前尚未

发现大小、精美度可与爵、斝相配的青

铜杯具，而如此精致的饮酒方式自然不

能以劣质的陶杯相配，因此该观点依旧

难以被学术界广泛认可。

温酒之时方便提取？

也有部分学者指出，如果爵、斝并

非饮酒之器，而是起到为酒加温的作

用，或者在下面点一把小火，在宴饮时

边温边饮，那么其上的立柱或许就像鼎

上的双耳一样，起到从火上取出酒杯的

作用。该学说的证据来自以下两点：首

先，爵有三足，在早期文明中，三足器常

用于加热；其次，考古发现的部分爵底

部有烟熏的痕迹，表明曾用于加热。

这一学说曾经在学术界引起较大

的反响，然而也有学者指出，首先爵的

体积较小，作为温酒器未免过于不便；

其次，毕竟只有不到 1/30 的爵发现烟

熏痕迹，如果爵确实作为温酒器，那有

烟熏痕迹的比重怎会如此之少；最后，

许多学者指出，如果立柱是作为取酒的

把手，那立柱应位于爵、斝等器物的中

轴线上，以达到取酒时酒杯的平衡，事

实上立柱多位于前端，若真用于取酒，

是很容易倾洒的。

玄鸟象征，只为商代人崇拜？

近年来也有学者指出，爵的器形是

模仿“雀”的形态，因而上部两枚立柱则

是模仿雀的双翅。学者指出，“爵”字在

商周时期无论从读音、字形上都与“雀”

字有许多相近，加之商代人崇拜鸟，认为

商的祖先是“吞玄鸟之卵而生”，而爵的

“流”部象征鸟首，后部尖尾象征鸟尾，整

个器形如同一只鸟“昂首阔步”。因此，

有学者推断，上方的双立柱自然象征鸟

的翅膀。然而，该学说自始至终也没有

得到有力的证据支持，因而有学者指出，

该说法不免有牵强附会之嫌。

曾任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

所长，现任中国社科院学部委员的刘庆

柱出生于一个普通的工人家庭，童年过

得无忧无虑。从中学起，他开始对古典

文学名著着迷，之后还通读了中国通

史、世界通史、中国古代思想史，以及

《孙子兵法》、《公孙龙子》和一些介绍先

秦诸子百家的学术书籍。由此他喜欢

上了历史学，他认为历史学可以总结出

社会发展不少规律性的东西，本着这个

想法，他报考了北京大学历史系。在北

大读书的几年时间里，他越来越发现考

古学才是最接近科学的一门学问，决定

用一生的时间读懂它。

从第一次承担考古发掘开始，他的

时 间 和 人 生 都 倾 注 在 这 份 事 业 中 。

1972 年，他负责秦都咸阳的考古发掘

工作，在学界崭露头角。之后，他用10年

时间，全身心投入到汉唐帝陵系统、全

面的考古调查中。“那时，为了取得第一

手考古资料，徒步或骑自行车，每天穿行

于旷野田间、崎岖的山路中，吃住在山区

或偏僻的农村，却也一点不觉得苦。”刘庆

柱说。10余年的不懈努力，他基本完成

了汉唐 20余座帝陵及其数以百计的帝

陵陪葬墓的考古调查工作，并整理出考

古调查报告和研究专著与论文，2010年

文物出版社出版的《西汉帝陵钻探调查

报告》认为“1987年，刘庆柱、李毓芳合

著《西汉十一陵》，是90年代以来研究西

汉帝陵的集大成着，论述全面，见解深

刻，影响深远。”而上世纪80年代中期发

表的《陕西唐十八陵调查报告》被学界誉

为“迄今为止对唐十八陵最为完整的考古

调查报告，其功不可没。”又被学术界认

为：“由王子云、何正璜先生等参与的西

北艺术文物考察团的唐陵考察活动，是

20世纪前半期对唐陵进行的一次最全

面、最系统的考察工作，与20世纪七八十

年代刘庆柱、李毓芳先生的唐十八陵考

古调查，共同组成了20世纪唐陵调查史

上两次最重要的学术考察活动。”（《中国

国家博物馆馆刊》2013年 2期，田有前：

《西北艺术文物考察团唐陵考察活动述

评》）。1979年，作为汉长安城遗址的前

瞻，刘庆柱承担了秦汉栎阳城遗址的考

古发掘，为研究汉代的长安城做了充分

的准备。没想到这一待就是2年。对于

别人考古发掘一年出去4个月左右的惯

例来说，刘庆柱和妻子的田野工作总是

那么特别。“那些年，家里的事我们都顾不

上，孩子放在老人那里。”他说年轻时对

工作的态度就是生活的全部。

之后的岁月，他接连进行了汉宣帝

杜陵及汉长安城遗址和阿房宫遗址的

考古发掘。其中，阿房宫遗址的发掘颠

覆了人们对“火烧阿房宫”的惯有认识，

在社会上引起了轩然大波。也许是因

为他研究领域的特殊，承担的考古项目

每一次“出炉”都能引起社会公众的注

意，一直到 2008年曹操墓的发掘，虽然

不是他承担的，但因他的坚持己见成了

人们质疑的众矢之的。

曹操墓的认定有完整的证据链

记者：曹操墓的认定至今仍然是“雾

里看花”，很多人存有异议。过了这么多

年，不知道您是否还认定当初的结论？

刘庆柱：考古学涉及的知识领域很

多，但术有专攻，比如对我来说，旧石器

时代考古我只能说个大概，但古代帝王

陵墓、古都城这块我就比较熟悉。医院

的医生都分科，考古学也一样。所以，

曹操墓我就敢认定，因为我们抓住了主

要矛盾，抓住了矛盾的主要方面，所以

可以定性的时候就应该果断定性。就

跟打仗一样，该反攻的时候就要吹起冲

锋号。为什么这么肯定？因为西高穴

大墓已经具备一组完整的证据链。他

们彼此佐证、相互印证。如从西高穴大

墓的时代判断应为东汉晚期；从西高穴

大墓墓室的规格与形制来看，都反映了

该墓墓主人的高等级身份，它应是东汉

晚期诸侯王级墓葬；该墓位于邺城遗址

以西 14 公里，东汉晚期西高穴一带为

邺城所辖，当时曹操被封为“魏王”，邺

城就是魏王曹操的都城，魏王在东汉晚

期去世者又只有曹操一人，因此作为邺

城附近的东汉晚期诸侯王墓级的西高

穴大墓，只能是曹操墓；西高穴大墓中

发现的 7 件石牌（还有 1 件是盗墓者交

出），均有“魏武王常所用”刻铭，石牌之

上刻铭魏武王应与公元 220 年 1 月曹操

去世下葬的称谓是吻合的；1998年 4月，

在西高穴村村西发现的赵建武十一年

（公元 345 年）太仆卿驸马都尉鲁潜墓

志，刻铭指明鲁潜墓与曹操墓均在今西

高穴村，也可印证时代在东汉晚期的西

高穴大墓就是曹操墓；通过西高穴大墓

考古发现与历史文献记载相互印证：西

高穴大墓即应为曹操墓。

记者：有的人质疑证明曹操墓的铁

证——石牌有造假之嫌，而且所书文字

也与历史不符，您怎么看？

刘庆柱：其实这个道理不用讲太

深，第一，如果石牌是假的，应该拿到潘

家园市场去卖，埋墓里去干什么呢？第

二，被盗出来的，可能不清楚是不是真

的，但是有没被盗的，就在墓下埋着，如

果是后来人动土埋的，从考古学上就能

看出来，这叫地层学，我们一刮就知道哪

些是干扰过的地层，哪些是没被干扰

的。第三，石牌上的文字。每个时期都

有每个时期的流行语。比如现在说网

民，10 年前提“网民”不知道是什么，搞

文字的一看这些流行语就知道是什么时

候说的。曹操墓出土的石牌也是如此，

比如“常所用”，有人质疑说“魏武王常所

用格虎大戟”中的“常所用”怎么能这样

说呢？跟大白话似的。过去的文献，好

多地方就叫“常所用”。

隋炀帝陵：落架的凤凰不如鸡

记者：隋炀帝陵前段时间也被炒得

沸沸扬扬，有的人说寒酸得不像帝王

陵，而且帝王陵中常见的哀册也没见

到，您觉得呢？

刘庆柱：隋炀帝的墓我觉得没有多

大问题。首先，即使是帝王陵墓也得看

你生前的政治地位，古今都一样。隋炀

帝去世时经历了朝代更迭，唐朝后来也

没给他平反，只给他进行了二次葬，二

次葬就是迁葬。寒酸是情理中事。其

次，墓志是真的。那为什么说搁墓志不

给他搁哀册？再说哀册。哀册是身份的

标志，在位的皇帝死了，或者相当于这个

级别的人死了都用哀册，如武则天的孙

子——懿德太子，后来迁回来陪葬在乾

陵，跟政治平反一样，弄个哀册。史思明

在唐王朝是叛军，但割据一方后就称帝

了，因此他儿子是按皇帝的规格给他下

葬的，他就出哀册。那隋炀帝为什么没

出呢？因为隋炀帝的儿子不争气没当上

皇帝。所以帝王陵也要看背景。隋炀帝

虽然是皇帝，但不是说当了皇帝永远是

皇帝，皇帝是个政治概念，政治地位不存

在了，皇帝的身份也就等于没了，变成了

平民，变成平民怎么能出哀册呢？被推

翻了，从政治上说就不是皇帝，政治生涯

就结束了，因此作为政治生命的象征，随

葬品就不会有这个东西了。同样是帝王

陵，不同时期尤其到衰败时期，都是不一

样的。所谓“落架的凤凰不如鸡”。

挖不挖帝陵与发掘目的有关

记者：陈文帝陵被认为违背了不能

主动发掘帝陵的铁律，您怎么看？

刘庆柱：如果保护面临破坏的话那

就要选择，如果你没有有效的保护方

法，就要选择一个有效的保护方法。挖

不挖帝陵与发掘目的有关，凡是为了“开

发”“旅游”等目的而提出发掘帝陵的我

都坚决反对。如果说帝陵面临无法保护

的前提，那是另外一回事，而且那样的发

掘也是为了保护帝陵的目的，是不得已

而为之的，既是如此也要考虑发掘与保

护手段能否达到真正保护帝陵的目的。

在配合基本建设的考古发掘中往

往会遇到一些意外情况，原来以为一般

性的配合基本建设考古发掘，结果大大

出乎意料之外。比如最近江苏扬州在房

地产开发项目的建设中，发现了一座古

代墓葬，考古工作者配合基本建

设工程进行了发掘，到了墓底发

现了墓志，根据墓志可能这是隋

炀帝的二次葬的墓葬，但是你不

能说扬州的考古工作者主动发掘

帝陵了！同样，现在社会上所说

的南京市考古工作者发掘了狮子

冲的南朝墓葬是陈文帝的陵墓，至少目

前来说根据不足。但它是不是南朝的

帝陵，现在也还说法不一，对于这样的

情况，我们要慎之又慎，应该说对于古

代遗存我们虽然已经有了近百年的考

古发掘历史，但是可以说不知道的东西

比知道的要多得多。目前来说，一方面

是知道的帝陵不能发掘，另一方面是不

知道的帝陵应该尽力搞清楚，以便做到

心中有数，做到保护帝陵有的放矢。狮

子冲的古墓应该科学界定其等级，可以

通过墓园形制、神道石刻组合等诸多方

面研究，探索南朝不同时期帝陵规制，

使该保护的帝陵不被“漏掉”，使不是帝

陵的墓葬究明真实“身份”。不要在帝

陵陵区为了挣钱而不顾一切，只顾挣

钱！现在狮子冲南朝石刻附近变成“公

墓”区，当地人把它开发成新的“墓地”产

业。因此当前在已经肯定这里不是陈文

帝陵的情况下，要尽快搞清楚墓主地位，

以便更好保护是完全必要的，也是迫不

及待的。其实要说清楚也好说，定性是

帝陵就该果断点儿，但不等于说让你挖

帝陵。可以把帝陵陵区相关文化因素究

明，基本找出个规格，底下不挖。

记者：一般以什么来判定帝王陵？

刘庆柱：帝王陵有个规律。现在知

道最早的是商代王陵，商代王陵上面没

有封土。陵墓过去叫坟墓，上面土堆叫

坟，底下叫墓，最早叫墓而不叫坟，孔子

说：“墓而不坟”嘛，在孔子那个时代之

前，人死了地面上没东西，都埋地下，但

埋在地下怎么知道是帝王陵？你不能

说以出土文物的多少来定，因为暴发户

也一样搁好多东西。埋葬哪些东西象

征着身份？舆服制——看坐什么车，穿

什么衣服，驾 6 匹马、4 匹马，还是 2 匹

马。6 匹马就是天子的。还有墓室的

门，老百姓的都一个门，当官的是 2 个

门，当皇帝的是 4 个门，前后左右都有

门。因此东西南北都有门的墓叫“亚”字

形墓，地上的标示是什么呢？比如汉代

有11个皇帝，墓有多高也有不同，30多米

高、边长是 170多米的都是帝王墓，凡是

帝陵旁边高为 25米左右的就是皇后墓。

再有，到北魏后，陵墓前有石刻，石人石

马，也是身份的标志。从唐武则天开始

陵墓前石人石马的规制就开始形成制度

一直到宋、明、清。乾陵神道石像生规制

就是：石人 10对，仗马 5个，鸵鸟 1对，天

马 1对。后来，随着社会的发展，皇帝陵

墓神道石刻类型组合、数量多少也有一

些变化，但是其变化是有规律可循的。

常识就是真理

记者：考古学中您认为最重要的理

念是什么？

刘庆柱：常识就是真理，考古学也

一样，学问并不大，常识是最重要的学

问，一定要重视常识，因为常识看似简

单实际是最重要的东西。比如人都想

吃好的，人都想生活好，人都有一个怜

悯的心。这就是常识，古今都一样。再

比如曹操墓有人说造假，我觉得这是常

识问题，造假的人不会作假之后埋在墓

里去。因为造假的本来是为了赚钱，埋

在墓里头又赚不了钱。

而且，我一向认为术有专攻。对搞

学术的人而言，你必须知道你是干什么

的，和得了病要去医院，不要去找美容

师是一个道理。

（本报实习记者孟欣对本文有贡献）

5 年前，杨华珍是报社的一名摄影

记者。“5·12”汶川大地震时，杨华珍带着

摄像机亲历了那场灾难。地震的突然

到来，她没有 成 为 滚 落 山 石 掩 埋 的 遇

难 者 ，却 切 身 感 受 到 什 么 是 生 离 死

别。大地震发生后，看着很多藏羌同

胞失去了家园的杨华珍曾痛心不已，

希 望 自 己 能 做 些 什 么 。

“我会摄影，我有工作，但

是他们怎么办？”这时的

杨华珍第一次感受到了

自己专业的无助。既然

摄影不能够救助大家，她

想到了自己从小就会的一

门技艺——藏羌织绣。

在四川，藏羌织绣有

着悠久的历史。由于家

庭困难，杨华珍从小就帮

着家里做些缝缝补补的

活，所以对藏羌织绣也略

会一二。面对天灾人祸，

想到家乡人从小就精通

羌绣、藏绣手艺，杨华珍

决定召集当地妇女把这

一技艺变成今后谋生的

手段，这样既可以解决生

活困难，又能让祖宗传下

来的手艺得到保护。

很快，杨华珍就召集

了 12 名绣娘，加上自己一

共 13 人，其中年龄最大的

已经 60 岁。这些绣娘都

有着相似的境遇与特征：

精通织绣，经济困难，地

震受灾严重。

2008 年，杨华珍向报

社递交了退休报告，花 3 万元注册了“藏

羌织绣协会”。起初，只是想在一些景

区摆摊出售一些手工织绣作品，但后

来，他们决定去成都闯一闯。可是接二

连三的压力让她们很快资金吃紧，面临

散伙。“当时实在不甘心，就硬撑着，还

好，文殊坊了解了我们的情况后便接纳

了我们，免去了房租。”熬到第二个月，

她们就接到一个 50万元的大订单。

2009 年 5 月 12 日，汶川大地震一周

年纪念日，文殊坊的“藏羌绣苑”正式开

业。对于 12 位从未走出深山的姐妹而

言，虽然在藏羌织绣上各有擅长，但都

没 有 从 真 正 意 义 上 将 其

转 化 为 商 品 。 直 到 此 时

此刻，这门埋没于民间的

精 湛 技 艺 才 公 诸 于 世 。

利 用 这 个 平 台 ，几 年 下

来 ，她 们 共 累 计 培 训 出

1000 多 名 绣 娘 并 成 立 了

公司，开始向国内外推销

自己的织绣产品。

藏 羌 织 绣 在 文 殊 坊

的蓬勃发展，也引起政府

的重视。2011 年，羌绣、

嘉绒藏族编织、挑花刺绣

3 项工艺全部入选国家级

非 物 质 文 化 遗 产 名 录 。

杨 华 珍 本 人 也 在 同 年 被

授予“中华非物质文化遗

产传承人薪传奖”。

如 今 在 映 秀 镇 中 滩

堡村的大道上，有一个国

家 非 物 质 文 化 遗 产 传 习

所 基 地 —— 汶 川 藏 羌 绣

坊 。 店 主 就 是 杨 华 珍 。

据她透露，该基地现已有

上千名学员，还包括 3 名

在校研究生，与她共同设

计创新。

最近，杨华珍正忙着

寻觅合适的合伙人，推出

一些近年来潜心研究的将藏羌织绣与

现代时尚元素融合的衍生品，如丝巾、

包、帽子以及一些旅游产品。据杨华

珍透露，不出意外，今年将在法国及我

国香港开设分店，将这门民族技艺发

扬光大。

常识是最重要的一门学问常识是最重要的一门学问
——刘庆柱谈帝王陵刘庆柱谈帝王陵

本报记者 杜洁芳

青铜酒器上的立柱做何用？
本报实习记者 孟 欣

刘庆柱

2008年曹操墓的那场纷争使一件常规的考古事件演变成一个地地道道的闹剧，也使刘庆柱的名字从考古领域走进公众媒体的视野。在那场纷争中，古都城和帝王陵研究领域

举足轻重的刘庆柱成了“挺曹派”的有力筹码，相应地，他也遭受了来自四面八方的质疑。时过境迁，当有人问起他，面对强烈的质疑，他怎么看？他说：“一个学者，重要的就是要在

风口浪尖把持住风向。真的就要说真的，假的就要说假的。不清楚就说不清楚，不能模棱两可。”

他们是身怀绝技的能工巧匠他们是身怀绝技的能工巧匠，，他们通过手口相他们通过手口相

传传承各种技艺传传承各种技艺，，他们拯救了各种濒临灭绝的古老他们拯救了各种濒临灭绝的古老

技艺……他们来自生产生活的各个门类技艺……他们来自生产生活的各个门类，，是中华民是中华民

族丰族丰富多彩的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承人富多彩的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承人。。66月月 1515日日，，

第四届中国成都国际非物质文化遗产节将在成都举第四届中国成都国际非物质文化遗产节将在成都举

行行。。从今日起从今日起，，本报将陆续推出四川各级非物质文化本报将陆续推出四川各级非物质文化

遗产传承人报道遗产传承人报道，，讲述他们和非遗之间千丝万缕的情讲述他们和非遗之间千丝万缕的情

缘和故事缘和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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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存唯一完整元代县衙将修复

天津发掘 10座古墓

高端访谈

文物扫描 消息长廊

中国梦·非遗情

商代晚期父辛爵

据新华社消息 经国家文物局

批准，天津市文化遗产保护中心考古人

员近日对天津武清区一工地发现的古

代墓葬进行了考古发掘，共发掘出古代

墓葬10座，出土不同质地文物近百件。

天津市文化遗产保护中心考古

部专门负责此次考古发掘的项目负

责人相军介绍说，此次工作共发掘古

代墓葬 10座。其中，西汉墓 1座，为土

坑墓。墓室尸骨无存，仅见残存椁板

一块。墓葬内出土的随葬品有陶壶、

陶盒、陶罐、陶豆及五铢钱。

东 汉 墓 葬 发 掘 7 座 ，皆 为 砖 室

墓。这 7座墓葬均遭盗扰，但墓葬构筑

材料及方式均有鲜明特色。其中一处

砖室墓为夫妻合葬墓，尸骨保存完好。

北朝时期墓葬发现 2座，均为砖室

墓，无墓道。这两座墓葬呈南北向排

列，墓室均南宽北窄，呈“大小头”形

状。其中一处为夫妻合葬墓，尸骨保存

较好。出土器物有夹砂灰陶罐、夹砂

灰陶壶以及铜镯、玉剑彘、簪、坠、水晶

饰件、鎏金铜铺首等文物。 （周润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