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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点 A05

今天对棺椁部分重点清理

墓主身世谜
开棺求定论

本报临沂4月17日讯(记者
乔显佳) 17日下午，记者再次来
到发现春秋诸侯王级墓葬的沂
水县泉庄镇天上王城景区，考古
发掘较16日又有较大进展。南、
北边箱成堆的青铜重器基本裸
露出土。

17日发掘清理的重点位于
南面的墓室区。记者注意到，经
过一天的工作，北边箱铜錞于、
甬钟、鎛钟、钮钟等青铜重器，经
过考古人员用刷子、竹签细细清
理，面目基本裸露出来，规整的

形制和精美的纹饰近在眼前；南
边箱部分鼎、鬲上原有的马骨部
分已去除。

考古队还对墓室西侧的一
片灰痕区域进行清理，专家推测
此处具有发现殉人的可能，将使
本次考古价值更加令人瞩目。灰
痕区南侧、南边箱西侧较大片区
也在清理中。

悬念最大的当数墓主的棺
椁部分。经过清理，棺木上的一
段横木露出土红色，看上去细密
厚实，木质相当不错。令人欣喜

的是，这段横木下尚有数厘米的
空间，对保护棺椁之内的随葬品
有好处。与它同一土层的棺椁木
料基本腐朽，看上去和土差不
多。18日，考古队将继续对墓室
部分进行清理发掘，尤其是对棺
内的清理令人期待，可能出土证
明墓主人身份的器物。

山东大学考古系教授、博导
任相宏说，因木材腐朽严重，一椁
二棺的结构还在求证中，考古人
员最看重的是搞清墓室棺椁结
构。天上王城崮顶地面属于岩石

构成，透水性强，透气性强，考古
中未发现封闭棺椁用的膏泥，因
此墓葬中的有机质文物容易腐
朽，譬如棺椁木质部分腐朽，仅剩
下一层漆皮，原来对棺椁的彩绘，
如今就像“蛇褪掉的皮”一样，倒
成了今人了解棺椁结构的依据。
由于漆皮一戳即破，这段考古工
作十分费时费劲。同样，像丝绸、漆
器、竹编等有机质文物已经很难
找到。时隔2500余年，能保存至今
的只剩下青铜器、石器、玉器等。

任相宏判断，如果不坍塌，原

墓室高度将在2米以上。随着考古
人员逐渐搞清墓葬棺椁的结构，棺
底文物及尸骸也将露出来。他预
计，届时棺内很可能会出现精美的
玉器，当然也有可能再出现金器。

考古中还发现一些陶片。陶器
因为时代特征更加明确，是考古人
员用来判断墓葬等断代的依据。可
惜破碎较为严重，一时无法判断其
形制。除了向墓室“问”墓主人的身
份答案，考古人员还可通过出土青
铜器的铭文达到这个目的，但这需
要较长一段时间。

崮顶春秋大墓出土幕后

一铲子挖出一段春秋史
本报记者 乔显佳

3个人搬铜鼎，还挺吃力

17日，沂水县天上王城景区
负责景区工程建设的孙炳箱接
受了记者的采访。他回忆道，为
了在崮顶修建一处用于漂流项
目的蓄水池，春节前，他们动用
挖掘机在崮顶施工。1月14日下
午5时，挖掘机一铲下去，没承想
一段春秋历史就此被揭开。

当时，工人发现挖掘机的大铲
掏出一些“碎片”。现场施工负责人
见状掏出电话，向在县城的孙炳箱
报告。“找个地方先放着，继续干。”
一开始，孙炳箱没当回事，因为山
上挖出“碎片”是常有的事，再早时
间还挖出过马骨。接下来的一铲
子，包括铜鼎在内的一堆青铜器物
被掏了出来。这时，工人们不敢挖
了，挖掘机被扔在一旁。

再次得到报告后，孙炳箱意
识到挖出“古物”了，随即向景区
总经理、董事长做了汇报，又报
至集团公司。考虑到放在山上不
安全，孙炳箱立即安排施工车

辆，将挖出的青铜器送往县城。
由于无法联系博物馆存放，

青铜器被放在了有保安、监控、
报警器的集团公司办公室内。孙
炳箱回忆，从车上往下搬青铜器
时，有一件约60厘米高的铜鼎让
他印象挺深，3个人一起搬还挺
吃力。

“当时也知道是古董，有价
值，但没想到有这么高的价值。”
孙炳箱说。

为守古墓，在崮顶过年

安顿好文物后，孙炳箱返回
天上王城景区。一路上，他打电
话安排山上值班的保安、水电职
工看护现场。那天晚上，天上王
城景区的七八名职工在现场值
班，每30-40分钟轮流一次，保持
至少有2人不睡，直到天亮。

当时，崮顶气温降至零下
十几摄氏度，大伙将能穿的衣
服都裹在身上。就这样，他们一
连守护了3天3夜。

1月14日晚，景区方面联系

到山东大学考古系教授任相宏。
任相宏次日上午便赶到景区，勘
查现场。任相宏当即作出推断：
这是一处大墓，有车马坑。出土
的青铜器非常大气，尤其是铭文
非常重要。大鼎的铭文说明它是
一件陪嫁物，另一件铜盂可能
也是。此后的考古发掘证明
了当时的推断。

得知天上王城景区发
现古墓的报告，沂水县方
面随即介入，派公安干警
持枪上山保护文物安全，
同时在现场设立监控。春节
期间，十几人一组坚守崮顶。
为了看护好脚下的古墓，孙炳
箱等人在崮顶过了年。

崮顶发现青铜器的消息不胫
而走，关心这一发现的人越来越
多。为了保证现场的安全，有关方
面进一步加强对盗抢古墓葬文物
的防卫工作。

天上王城景区保护古墓葬
的做法，得到了省考古所所长郑
同修的认可。事后，郑同修在不
同场合表达了谢意。

在沂水纪王崮崮顶出现的春秋诸侯王大墓是
怎么来的？采访中，记者向有关专家追问。17日，省考
古所所长郑同修说出他的一个推测：或许与周边的
东安古城有关联。

郑同修介绍，距离崮顶春秋墓葬不到十公里，沂源
县东里镇东安村有一处东安古城，其统治者有可能就
是崮顶春秋诸侯王大墓的主人。根据距离推断，这位统
治者选择崮顶作为陵园完全可以做得到。如今，在发现
古墓的崮顶四下，仍存有多处用巨石砌成的山墙，属于
古代所留，但时期尚无人研究测定。如果这些石器山墙
与崮顶春秋墓葬属于同一时期，如今的崮顶当年很可
能就是一处陵园。

郑同修认为，崮顶春秋墓葬是莒国所留。与齐
国以及纪国无关，更不可能是江国。对于史书中
记载的“纪侯大去其国”及其民间传说，认为是
一场误会。从地理以及当时的社会环境来看，
齐国在西，被齐襄公灭国之后的纪侯应该往
东面的莱国一带跑，怎么可能穿越齐国的国土
向南面的“纪王崮”(今天上王城)跑呢？

山东大学考古系教授任相宏曾经考察过
沂源东安古城，勘察遗址现场时，未找到统治者

在春秋时期的墓葬，成了一大疑问，“为解
决这一疑问，我找到天上王城来了。”
任相宏说。这一点，似乎与前面郑同
修的推测有些吻合。但任相宏认为，
东安古城应为纪国所留，这一点专家
观点相左。

本报记者 乔显佳

省考古所所长郑同修：

古墓或为东安古城所建陵园

从车上往下搬青铜器时，有一件约60厘米高的铜鼎让他印象挺深，
两个人搬吃力，后来3个人一起才搬到办公室放好。

挖掘机挖出的部分青铜器被送到天上王城景区所属的山东恒泰纺
织有限公司总部，度过了出土后的首夜。

17日，工作人员在清理一片疑埋有殉人的区域。
本报记者 乔显佳 摄

车马坑中清理出一件青铜器物。本报记者 乔显佳 摄

考古人员
用竹签和刷子
清理文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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