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A132012年6月14日 星期四
编辑：岩鹰 组版：五军

山东

春秋两千多年，墓主化作泥土

沂水崮顶墓主棺底现“人形”
本报沂水 6月 13日讯

(记者 乔显佳 ) 记者 13
日在沂水天上王城景区崮
顶春秋墓考古现场采访看
到，经过清理，主棺室棺底
出现一个“人形”，现场考古
专家称，这很可能是已经高
度腐朽的墓主。

13日全天，考古人员
继续对主棺室棺底进行清
理。主棺室大量随葬玉器提
取工作并未进行。其间，七
八名在考古、文物提取保护
方面富有经验的考古人员，
团团围住面积只有两平方
米的主棺棺底，长时间地交
流意见，确定一个最稳妥科
学的操作方案。综合各种意
见，考古人员决定先去除主
棺南、北两面凸出地面的

“棺板”。因为已高度腐朽，
考古人员逐步将其提取，装
在六七个编织袋中。经后期
清理，或将发现有研究价值
的出土物品。“棺板”去除
后，整个棺底更加清晰地暴
露在人们的面前。

记者注意到，在大量精
美玉器以及厚厚一层嫣红
朱砂的下面，一具头东脚西

的“人形”初现。从身体比例
来看，可以比较清晰地分清
头部、胸部、腰部、腿部。他
(她)的上身及周围堆满了
华美的玉器。采访期间，记
者向在场的省文物考古所
副所长孙波求证，他认为，
该“人形”实际就是墓主的
遗骸，只是因为高度腐朽，
已经与泥土几乎混为一色，
不好辨认罢了。依据就是，
在头部位置发现玉覆面构
件，在脖子处发现大量散落
的串珠等。

据考古队领队郝导华
介绍，主棺室出现的大量随
葬玉器，分布较有规律，如
墓主头部出现玉覆面、小珠
子，胸部发现玉琮、玉璜等，
腰部发现玉环、玉璜等玉饰
件。大腿、小腿位置则各出
土一块玉牌。总体来看，绝
大多数玉器位于墓主上半
身周围，方便其在死后也能
舒服地“把玩”。当然也不排
除因为棺木腐朽垮塌，或者
地下水流冲击等原因，造成
玉器离开原位。但现状仍极
具研究价值，为此考古队反
复绘图、拍照。

小偷深夜行窃

狗叫惊醒主人

仓皇撒腿就跑

16楼坠落身亡

本报青岛6月13日讯(见
习记者 程凌润) 13日凌
晨 4点左右，青岛西韩新苑
小区55号楼楼顶天台上，一
名正在盗窃卫星接收器的男
子，被居民发现后，从楼顶坠
落身亡。

凌晨5点左右，有市民拨
打本报热线称，西韩新苑小
区55号楼16楼有小偷“跳楼”
身亡。120急救中心工作人员
称，他们到达现场时，男子已
经死亡，面部朝下，脑浆迸了
出来。5点20分，记者赶到现
场时，该男子的尸体已经被
运走。记者注意到，55号楼门
口设有栏杆的台阶上有一大
摊血迹。

发现小偷的是55号楼一
单元16楼的一对夫妻，女主
人告诉记者，凌晨3点50分，
家中的两条狗叫个不停，因
为邻居家的热水器曾被偷
过，她和丈夫怕有小偷偷自
家的热水器，就来到通往天
台的楼梯，发现一名男子正
拿着工具拆卸卫星接收器，
就拨打了 110，等了十分钟
后，再次拨打了110确认警车
在路上后，他们两个人就牵着
两条狗到了天台。“当时，我老
公对小偷大吼了一声。”她说，
因为天太黑看不到小偷的具
体模样，他们当时并没有拿什
么东西，只有两条狗一直朝小
偷叫，而小偷带着工具包，小
偷见到他们之后就翻过栏杆
跳了下去。

“天台上的栏杆有1米多
高，应该是不小心掉下去
的。”55号楼一位不愿透露
姓名的居民称，小偷可能没
有提前“调查好地形”，以为
栏杆对面是平台才翻过去打
算逃跑的，没想到直接跳下
16楼，送了性命。目前，警方
正对此案进一步调查。

本报全媒体报料平台等您报料
您可以通过微博、QQ、官网等多种方式为本报提供新闻线索

本报济南 6月 13日讯
(记者 王倩 实习生 于
丽娟) 本报全媒体报料平
台 12日正式开通，热心读
者不仅可拨打96706热线，
还可通过微博、QQ、官网
等多种方式为本报提供新
闻线索。

对于本报开通全媒体
报料平台，很多读者给予好
评。一些读者表示，晚报开
通全媒体报料平台的形式

很好，多了一个互动平台，
拉近了晚报和读者的距离，
不仅可以加强和读者的沟
通交流，方便读者报料反映
发生在身边的新闻和问题，
还能更好地倾听读者的呼
声。

本报全媒体报料平台
24小时面向读者开通，读
者可以通过微博、QQ、官
网等多种方式参与。参与的
方式也很简单：读者可通过

查找齐鲁晚报新浪微博
(http：//weibo.com/qlwb)
“ 在 线 报 料 ”、腾 讯 微 博
(http：//t.qq.com/qlwbyw)
“报料平台”两个栏目提供
新闻线索或者发布信息，也
可以编辑您要提供的线索，
以短信的方式发送给我们。
为了方便与读者在线沟通，

“齐鲁晚报”官方QQ也正
式开通，读者可以在企业
QQ中搜索“800003789”加

“齐鲁晚报”为好友，通过
QQ聊天或者留言的方式
与我们互动。

此外，本报96706新闻
热线 24小时开通，在全省
任何一个地方拨打 96706
热线，都按市话收费。

您还可以通过邮箱
(qlwb2011@sina.com)给我
们发送邮件，或者是登录齐
鲁晚报官方网站(http：//
www.qlwb.com.cn/)点击“网

上报料”栏目给我们留言。
在参与本报全媒体报

料平台时，请您一定要留下
个人的有效联系方式，以便
我们的记者能在第一时间
联系您。我们郑重承诺，我
们将保护您的隐私，对于您
的身份和信息绝对保密。对
于读者提供的新闻线索，只
要被采用，本报将根据新闻
价值大小发放线索费，最高
奖励2000元。

先提取棺板，再提取随葬品
原计划13日进行的主

棺内随葬物的提取，并未
进行。

10点 15分，原本在北
边 箱 处 提 取 春 秋 古
乐——— 瑟的几名文保工
作人员，聚集到主棺室周
围。专家七八双眼睛齐齐
盯住棺底，交流半晌，但
就是不见行动。对此，省
考古所副所长孙波接受
记者采访时说，令专家一
时拿不定主意的是提取
的程序——— 先提取随葬
品还是棺板？最终采用了
更为稳妥的程序，先提取

棺板。另外，经过进一步
的清理，发现有的随葬玉
器竟然已经“跑”到棺底
木板之下，如何搞清棺底
的结构，同时顺利提取随
葬品，也成了问题。

在主棺内，除了发现
大量嫣红的朱砂，考古人
员还发现一种比朱砂颜色
暗的红色物质，可惜现场
无人知道是什么。孙波说，
要想搞清到底是什么物
质，尚需其他领域专家介
入方可。部分朱砂将保留
在现场，下步建成遗址博
物馆后供观众参观。

相比一般观众关心的
随葬品提取，孙波最关心的
仍是棺椁的结构。他说，随
着清理的进行，原有的一些
推测判断正在厘清。

考古队领队郝导华
说，目前沂水崮顶春秋墓
的发掘工作已经全部结
束，提取主棺随葬品后，文
物提取工作也将宣告结
束。他们将花几天时间整
理有关资料，青铜器修复
保护周期可能达五六年时
间，其间或有铭文等重要
历史信息出现。

本报记者 乔显佳

主棺室棺底出现一个“人形”。 本报记者 张中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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