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陕西省文物局日前召开新闻发布会，发布最新考古工作成果。陕西的考古工作者经过一年多的发掘工
作，在咸阳市渭城区发掘了自战国至明清时期古墓葬3600余座，其中有多组东汉至隋唐时期的家族墓地，包
括墓主为唐玄宗表弟、武则天表兄等高等级贵族的墓葬。

新华社西安电（记者 杨一苗 李
一博）记者从陕西省考古研究院了解
到，考古工作者在咸阳市发掘了一处
东汉家族墓地，其中出土的2尊金铜佛
像具有重要研究价值。

2021年5月，陕西省考古研究院在
陕西省咸阳市渭城区北杜街道成任村
东南发掘了一处东汉家族墓地，在编

号为M3015的墓葬主墓室西北角地面
上发现了2尊金铜佛像，为东汉晚期遗
物。其中一件为释迦牟尼立像，身穿
通肩袈裟，通高10.5厘米；另一件为铜
五尊佛像，通高15.8厘米，正面浮雕坐
佛五尊。佛像的肉髻、面相、着衣方
式、衣纹等都具有典型的犍陀罗造像
风格。经分析，2尊佛像均为铜锡铅合

金，制作工艺为范铸。
在这处东汉家族墓地中还出土了

陶罐、陶仓、陶动物、铜钱、铜镜、弩机
等随葬器物。在编号为M3019墓葬中
出土的朱书陶罐上，有铭文纪年为“延
熹元年十一月廿四日”。

据了解，铭文可以作为这处家族
墓地下葬时间的标尺，墓地的主人应

是东汉时期安陵县或长安县的中级官
员或地主，具有一定的家族势力或经
济实力。此前普遍认为独立的、体现
宗教信仰意义的佛像到十六国时期才
出现，这次出土的2尊佛像，将目前国
内考古出土的金铜佛像时代提前至东
汉晚期，这对研究佛教文化的传入及
中国化具有重要价值。

陕西又双叒叕发掘
3600多座古墓葬
含武则天的表兄和唐玄宗的表弟

东汉时期金铜佛像现身陕西

好一个“地下文物看陕西”

在陕西，每一铲子挖下去，都惊
心动魄。

仅仅是修个地铁，时不时就要给
考古队打电话。修建西安地铁2号线
时，挖出了130座古墓，时间从唐代至
明代不等。修建西安地铁4号线时，
挖出明清石雕，地铁5号线二期工程
则发现疑似雍王章邯都城。西安地铁
8号线地处东郊隋唐墓葬密集区，自
2020年 4 月开展考古工作以来，至今
已勘探发现各类古代遗存1574处，其
中古墓葬1356座，古窑 4 座。

工作人员还没来得及好好休息，
2021年2月春节期间，陕西省文物局
又突发消息，号召陕西省考古研究院
相关考古研究基地全体成员“就地过
年”，加班开展考古发掘。原因正是
此前在西安咸阳的国际机场三期扩
建工程范围内勘探发现了各类古代
文化遗迹4600余处，其中包括各时
期古墓葬3500余座，实在是人手不
足。在经过一年多的发掘后，近日在
陕西省文物局公布的资料中，这一数
字上升为3600余座。

发掘区域墓主多皇亲国戚

据陕西省考古研究院介绍，这一
发掘区域位于汉、唐长安城北，是当
时被称为“洪渎原”的墓葬区，也是汉
唐时期除陪葬帝陵外等级最高的墓
地，这里埋葬的墓主多数系皇亲国
戚、高官显贵，并见诸史籍。

通过对出土墓志的研究，发现在
这些古代墓葬的墓主中，有一些可见
于史料记载的人物。如北周宇文韪，
本姓周，是西魏尚书右仆射、司空周
惠达之子；隋修北周梁台墓的墓主是
北周敷州刺史、中部郡开国公；豳国
公窦孝谌之孙、毕国公窦希瓘之子窦
沔是唐玄宗的表弟；太子左内率杨全
节为武则天的表兄等。

研究发现，在战国到西汉时期，居
民在这一墓地内集中安葬；到东汉、西
晋、十六国时期，家族成员则以家庭墓
葬为单位有规律地集中葬于一处家族
墓地内；再到北朝及隋唐时期，家族墓
园以围沟兆域为特征，规划整齐。这
一变化为研究中国古代丧葬礼制上的
延续和变迁提供了罕见样本。

对于陕西发现帝王古墓和墓葬群
这件事情，全国人民都挺淡定的。陕
西省省会西安过去是十三朝古都，生
活着大量人口，如今城市扩张至古代
的墓葬区域，机场、地铁建设占地面积
又比较大，施工工地发现大量古墓的
情况时有发生。

空港新城一带，高等级墓葬从秦
汉时候就选择在那里，十六国、南北
朝，一直到隋唐，都是大墓，曾经发掘
过的就已经有近万座了。在西安邮电

学院建设新校区的时候，发现战国、
秦、汉、唐代古墓葬600多座，其中80%
以上都是秦墓。

一些高等级墓葬和帝陵通常在
渭河以北的黄土台塬上，比如汉阳
陵、长陵、安陵、平陵、茂陵这些帝
陵。另外，汉代建帝陵，除了陵以外，
还修建有陵邑，陵邑相当于陵附近的
小城市，陵邑里生活的人往往都是高
官显贵富商大贾，也就是所谓的“五
陵子弟”。

另外，凡是高处、塬都有很多墓
葬，比如龙首原、凤栖原、少陵原等
等。因为墓葬需要深埋，埋在低处的
话挖几下就会有水流出来，所以要选
择在高敞之地。

值得一提的是，在陕西省关中地区
确有一座“东方帝王谷”，共有72座帝
王陵，埋葬着73位帝王（其中唐高宗李
治和武则天是合葬）。帝王的年代纵横
周秦汉唐四个朝代，其帝王陵墓比著名
的“埃及帝王谷”的数量还多。

墓葬数量众多
出土文物丰富

目前，这些皇亲国戚、高官显贵，
并见诸史籍者在已发掘的中大型墓
葬占比大，出土文物丰富。

这么加起来一算，从2020年6月
至2021年 11月的 17个月发掘中，陕
西省考古研究院仅在咸阳市渭城区
底张街道和北杜街道就发掘了战国、
两汉、西晋、十六国、北朝、隋、唐、宋、
明、清时期的古墓葬3648座。共发
现战国晚期王陵及陪葬墓地1处、西
汉早期墓地 1 处、东汉家族墓地 12
处、西晋家族墓地3处、十六国家族
墓地3处、十六国至隋代公共墓地1
处、北朝及隋唐时期墓园77座，以及
大量的宋、明、清时期平民墓葬，出土
文物16000余件（组）。

据了解，在中国考古史上从未有
过在同一墓地发掘墓葬数量如此之
大、等级如此之高、延续时间如此之
长的先例，这一系列考古发现对于构
建中国古代墓葬的考古学体系框架
具有重要意义。 （本报综合）

相关链接

陕西 名符其实的“东方帝王谷”

▲咸阳市渭城区成
任墓地出土的延熹元年
朱书陶罐。

新华社发（陕西省
考古研究院供图）▲

考古工作者展示
咸阳洪渎原墓葬考古发
现的金铜五尊佛像。
新华社记者 李一博 摄

▲

咸阳市渭城区唐
杨全节墓出土的左内率
铜鱼符。

新华社发（陕西省考
古研究院供图）

▲咸阳洪渎原
墓葬考古发现的金
铜释迦牟尼立像。

新华社记者
李一博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