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高规格随葬品引更多猜想
丝质长袍缝玉璧为国内首次发现，由此引发的定陶汉墓诸多谜团仍待破解
本报记者 景佳 张园园

17日下午，在定陶县博物馆，
穿过监控探头严密注视的层层铁
门，经过登记、换装等一系列程序，
记者终于进入了专门存放汉代丝
质长袍的实验室。

丝质长袍被裹在宣纸中间，下
面是垫着布的木板，上面被宣纸盖

住。随着定陶县文物局副局长丁献
军将宣纸揭去，这件珍宝的真面目
呈现在记者眼前：酱紫色长袍表面
可见暗红色花纹，典型的汉朝款
式，保存基本完好，伸手轻触，仍能
感觉到它的绵软光滑。

而见到汉代谷纹玉璧更是艰

难，这件直径18 . 6厘米，内穿5 . 1厘米，
厚0 . 2厘米，主体纹饰为谷纹，外圈为
夔龙纹的器物，被保存在定陶县公
安局枪库保险柜里。这是一间密室，
外间有公安干警24小时严密防护，如
果想要进去，需要同时拿到三把钥
匙，而三把钥匙分别在三人手中。

丝袍“住单间”，玉璧保存处有三重锁

定陶汉墓出土了汉代谷纹玉璧、丝质花结、竹笥和丝袍等一批珍贵文物。这些珍贵文物的出土，
使得这座迄今我国发掘出的最大规模“黄肠题凑”墓，终于有了物证。

这些出土的珍贵文物本身即谜团重重。如何保存？高规格的随葬品出土又意味着什么？9月17日，
本报记者来到定陶，与这些珍宝近距离接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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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便是枣核大小的土团，也
经过了考古专家的亲手审核，他们
生怕遗漏了哪怕米粒大小的器
物。”丁献军说，一年余的发掘中，
未发现一件像样的随葬品。直至今
年6月，考古人员不经意间发现主
墓室门前下方一块地板有特殊响

声，敲击竟有空洞感。
6月19日，考古人员借助工具

将木板揭取开，发现一个长5 0厘
米、宽3 0厘米、深2 7-28厘米的器
物坑，坑内有一个竹笥，内盛有一
件丝质长袍。后来，考古人员在将
长袍打开后，发现在长袍的背后

部，缝有一个用丝带四分花缠绕
的玉璧。

据丁献军介绍，玉璧与丝袍一
起出土，这在全国是首次，而这件
保存基本完好的丝袍，是山东省乃
至北方地区目前发现保存最好的
汉代服饰。

最严谨的发掘，最意外的收获

竹笥、丝质长袍、谷纹玉璧的
出土，彰显着这座墓的主人身份不
一般。而在这座大墓附近，还有两
座墓，更多谜团待解。

在这座“黄肠题凑”墓正东约500

米，有个1号墓，曾于1999年被发掘，
现已被封土。虽然只是一座大型甲
字形土坑竖穴券顶石室墓，低于“黄
肠题凑”墓的规格，但也存在墓主人

是定陶王刘康的可能性。据史料推
测，刘康过世时，汉哀帝尚且年幼，
刘康还只是大臣身份，这墓的规格
也符合其身份，此外，同“黄肠题凑”
墓一样，墓地距地表也是11米。

在“黄肠题凑”墓东南方约300

米位置，还有另一个3号墓，虽尚未
发掘，但也有专家称，三座墓有关
联，有待进一步考证。

丁献军介绍，目前，国家文物
局已经明确中国文化遗产研究院
负责汉墓整体保护方案的编制工
作，定陶县政府为定陶汉墓保护主
体，定陶县文物局负责定陶汉墓的
保护工作。目前相关编制规划正在
制定中，初步预计明年年初完成。
这些谜团或许将在那时随着进一
步考古发掘解开。

大墓附近还有两座墓，更多谜团待解

▲考古人员在主墓室门前下方发现竹笥。（资料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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丝质长袍的
衣带犹可见。

玉璧。
本报记者
景 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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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陶“黄肠题凑”汉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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