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塌陷整治区发现唐代古墓群
墓地已被盗，初步判断为唐朝名将张士贵后裔安息之地
文/片 本报记者 孔红星

地址不详投递无门

部分通知书无人领

本报枣庄8月6日讯(记者 甘倩茹) 6

日，滕州邮政速递物流办公室迎来了高考
录取通知书的投递高峰。自7月13日投递首
批高考录取通知书以来，邮局已成功投递
通知书1100封，但在投递过程中却出现了
许多投递无门、联系无果的情况。

滕州邮政速递物流办公室工作人员付
正伟告诉记者，自7月13日首批4封高考录
取通知书投递以来，每天投递的数量都在
增多。“这两天邮件数量猛增，一上午就投
递了160余封。”付正伟说。随着投递工作量
的加大，也出现了一些问题。投递员张树成
介绍，在投递过程中，因地址不详、住处变
更、家中无人、手机停机等原因，无法投递
成功的情况很多，今年尤为严重，在投递过
程中投递员每天都有无法投递出去的邮
件。“昨天我爬到5楼，发现门上都是灰尘，
房子根本没人住，电话也停机，我们的工作
量很大，这样会给我们的工作带来很大的
困扰。”

投递员孙高鹏在投递过程中则遇到了
另一个让他很困扰的事情，不少考生接快
递时反映，高考采集个人信息时填写的个
人信息很多，根据那些信息肯定能找到。孙
高鹏称，高校招生办的工作人员在做投递
信息单时信息有些简单，在投递时考生以
及家长往往会把投递不畅的责任归到投递
员身上，“我们只能干受委屈。”孙高鹏无奈
地说。

对此，滕州市招生办的工作人员表示，
如果邮政工作人员在投递录取通知书的过
程中遇到信息不明的问题可以和招生办联
系，他们可以提供更多的信息帮助考生顺
利接到录取通知书。而滕州邮政方面也为
此设立了专线5550064，考生如果地址变迁
或遇到通知书延迟等问题可以拨打此电话
进行地址的变更，有替考生代领通知书的
要带好身份证以及考生的准考证。

工作人员介绍，8月中旬投递工作将达
到最高峰，投递工作将随着专科志愿的填
报和志愿补录工作的结束，预计在9月中旬
以后结束全部的录取通知书投递工作。

8月6日，在滕州市官桥镇
前莱村附近的塌陷区治理现
场，一座墓吸引了众人的围
观，因为这是一座古墓，他们
在猜测这座墓地的历史故事。
而在这座古墓的上方，还有三
个坟头，但从外观来看是现代
的。“这是典型的“棺上棺”，这
应该是风水先生寻找的有利
位置。”当地居民介绍。

今年6月，在山东省煤矿
塌陷区治理工程中，这座古墓
才显露在世人面前。经清点，
目前已经发现了5座古墓，为
同一构造。该墓葬群被当地村
民称为张家林，据现场指挥人
员介绍，墓葬中没有发现有价
值的文物，但规模很大，估计
已经被盗。

张彪，一个普通的居民，也

是唐代名将张士贵第五十五代
世孙，是张士贵文化研究会副
会长，他向记者介绍了有关古
墓的情况。“6月份，附近村民给
我打电话说，塌陷区域整治施
工时发现了几座墓，让我来看
看是哪个朝代的。”张彪说，赶
到现场发现古墓穴一角被挖
开，从墓葬形制和规格以及墓
葬建筑材料来看为典型的唐代

风格，有门、厅、室三部分组成。
滕州市官桥镇文化站站长

徐守运介绍，这几座古墓被发
现后，滕州市文物局工作人员
多次到达现场，初步确定为唐
代古墓。“从墓砖及构造来看，
这不像原葬，而是回迁墓。对于
这几座古墓的保护，需要从文
物价值及整体价值来考虑，目
前正在研究下一步的打算。”

施工地发现古墓群，确定是唐代时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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谈到此次发现的唐代古
墓群，居民们并没有感到惊
讶，因为之前发现过类似的唐
代古墓。在与前莱村村民聊天
时，记者了解到，一村民曾经
参与1996年唐代石椁的挖掘，
据其回忆，当年曾经发现一块
六十公分见方“玉石供桌”，由
于淤泥淤积，玉石供桌上的文
字看不清。据张彪推测，被村
民称为玉石供桌的方形石，应
该是墓主的墓志，可惜的是被
村民以5 0元的价格卖给了一
位河南人。

“这个位置的北侧是小位

河，东侧是小玉河，南侧是古
薛河，并且东侧不远还是笔架
山，或许是靠山靠水，他们才
将此作为安息之地。”张彪推
测。滕州市《官桥镇志》记载，
官桥镇域东依十里龙山，温薛
二水在望河汇流，西有玉水缠
绕丰山，润滋沃野，中括“蓬莱
岛”，风光秀丽，实属一大自然
景观。唐朝李世民征东时，行
军总管张士贵在此驻军，认定
蓬莱有“龙脉”，遂在今前莱村
南，堪舆定位，封土建茔，置石
人、石羊，修墓立石。至今立石
仍在，此石厚50厘米，宽140厘

米，高度断残无法度量，石质
细腻无文字，俗称“滑石碑”。
经专家鉴定，此滑石碑原有字
迹，后经人工打磨才成现在这
样，好像故意隐瞒史实。张士
贵陪葬昭陵，这里的墓葬应该
是衣冠冢，以前村民在挖地窖
时，曾经挖到过墓室。村民相
传，清朝末年张士贵的衣冠冢
还有占地十几亩高出地面两
三米的封土堆，衣冠冢前方是
墓道，墓道两边置石人、石羊，
在墓道的右前方有一座祠堂，
明清时期改称为三圣堂，三圣
堂于文革初期被破坏，至今大

殿地基尚存，从建筑风格来
看，应为唐代所建。

又据《官桥镇志》记载，前
莱村村中有一大井，俗称“官
井”，据传张士贵在此修建寝
陵时开挖，水深盈丈，砖砌井
壁，口镶方石，常年不干，方圆
数里村民皆来此汲水，日久井
口三层井台周围皆被井绳磨
出数十道三公分深的石沟，据
说井下泉眼之大能钻进牛犊，
若堵塞泉眼需两三床被套，
2009年11月，滕州市文物部门
经过论证，认为此井确系唐代
古井。

位置优越，附近有唐名将衣冠冢

曾两次挖掘唐代古墓，背后故事颇多

张彪介绍，在张士贵衣冠
冢左前方500米的地方，有一个
被村民俗称为“大墓”的封土高
台，1957年7月，封土堆被雨水冲
开，下面出现一方古墓，墓室由
方石扣成，左边的方石上有一
个盗洞。村民打开后，发现墓内
已被淤泥填死，经清理发现为
一座夫妻合葬墓，墓内尸骨排
列无序，只有男墓主所戴纱帽
依稀可辨，另外出土宝剑一把，
护心镜一面，唐代开元通宝钱
数枚，后经文物部门鉴定为唐
代墓葬。1996年，又在此墓的右
前方发现一座带石门的石椁，
规模很大，石椁的四壁雕刻着
唐代人物和花鸟，石椁内仅剩
七枚开元通宝钱和一堆凌乱的
尸骨，石椁周围是殉葬的动物

尸骨，如鹿角，羊头等。至今，
在这两座唐代墓葬周围方圆
500米的范围内，已经发现多座
唐宋年间的墓葬，但是都已经
被盗掘过，而且都没有文字记
载。

据了解，现在居住在前莱
村俗称西头张的张氏族人，便
是张士贵的后裔，由于张士贵
被丑化和诬蔑，他们不愿承认
自己是张士贵的后裔。据说张
氏家族在明代以前非常显赫，
到清朝初年还有墓地二十多
块，占地几百亩，仅村前一块墓
地就有一百多亩，每座墓都很
大，但奇怪的是，许多墓前都只
有碑座而无碑，实在是一大奇
观。经请教原山西省社会科学
院副院长张海瀛教授得知，由

于张士贵形象被丑化、诋毁，故
意隐瞒家史是正常的，像滕州
市张士贵衣冠冢前的无字碑，
后世子孙墓前有碑座而无碑，
都是在故意隐瞒家史，不想让
外人知道自己是“奸臣”的后
代，1957年发现的唐代墓葬主
人按照当时的墓葬规格来看，
应为张士贵的儿子，因为唐朝
对石质葬具有着严格的规定，
只有得到皇帝的特许或恩典
后，才能以石椁下葬。

张士贵征伐高丽后，随李
世民回朝，留下儿子替代其屯
兵山东，以震慑高丽。据史料记
载，唐太宗第一次征辽战争结
束后，对自己没有最终臣服高
丽很不满意，一心想再征高丽，
所以班师回朝后，仍在高丽周

围大量屯兵，一面震慑，一面侵
扰，希望通过不断的侵扰，以疲
高丽之师，最终使高丽臣服。如
今，在距前莱村南八公里的薛
城区南石乡石沟营的寨山上，
还有当年张士贵屯兵修建的寨
墙遗迹。

在滕州市官桥镇进行塌陷区整治时，施工人员发现五座古墓。据初步判断，该古墓群为唐代古墓。根据史料记载和唐
代名将张士贵研究会工作人员推测，古墓群应该是张士贵后裔安葬的地方。6日，记者通过走访，了解古墓群及周边遗迹
的情况。

为迎接红荷节的到来，滕州市民石洪
霞创作出一系列以“荷花”为主题的剪纸作
品，以此来迎接本次盛大的节会。6日，石洪
霞向记者展示她创作的“红荷情”。

本报记者 张冬梅 本报通讯员 徐
纪红 摄影报道

被被发发现现的的古古墓墓，，位位于于三三座座现现代代坟坟墓墓下下方方。。

被被发发现现的的古古墓墓一一角角。。

剪纸迎节会

前前莱莱村村唐唐代代墓墓葬葬出出土土的的鹿鹿角角。。

投递人员正在查看准备投递的通知书。
本报记者 甘倩茹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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