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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南京电（记者 王珏玢）五颜
六色的花常见，不过，恐龙时代的“花骨
朵”长啥样？记者从中科院南京地质古
生物研究所获悉，我国古生物学者最新
发现的一块植物花蕾化石解开了这一奥
秘。该花蕾生活在约1.6亿年前的侏罗
纪，科学家将其命名为“侏罗花蕾”。

据了解，侏罗花蕾化石发现于内
蒙古宁城道虎沟化石群中。化石中完
整保留下一枚植物枝干，以及长在枝
上的花蕾和果实。从形态上看，侏罗

花蕾不到4毫米长，比小指甲盖还小，
有多枚花被片包裹着花心。相比这朵

“花骨朵”，一旁的果实更大，形态上也
有所不同，这说明它在发育过程中发
生了不少变化。

据介绍，侏罗花蕾是目前已知最
早的花蕾化石。化石中虽然只留下了
花蕾和果实，但说明这一植物必然要
经历开花的过程。也就是说，大约1.6
亿年前，小小的侏罗花蕾也许曾绽放
在恐龙脚下。

汉代崖墓宛如迷宫
留下几多待解之谜

■ 赵武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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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北京电（记者 金地 张
泉）科学家最近发现，1.6亿年前翱翔天
空的鲲鹏翼龙会将无法消化的食物，在
消化道里积存成小团后吐出来。食团
中的食物残留揭示，鲲鹏翼龙在不同年
龄阶段均主要以一种古鳕鱼为食。

鲲鹏翼龙是一种介于两大类翼
龙演化过渡阶段的类型，成年个体翼
展约在0.7米至0.8米。此次研究的标
本采自辽西，为一件成年标本和一件
幼年标本，两者体型相差约一倍。两

个食团在翼龙骨骼化石附近被发现，
大小也与翼龙体型相匹配：大的呈梭
形，青橄榄大小；小的呈近圆形，只有
指甲盖大小。食团中的食物残留主
要是相对完整的鱼类硬鳞。

科学家如何确定此次发现的是
食团，而非翼龙的粪便呢？中科院
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研究员
解释，此次发现的大食团，宽度大于
鲲鹏翼龙腰带（相当于人类的盆骨）
宽度，不可能以粪便形式排出体外。

1.6亿年前翼龙爱吃鳕鱼 侏罗纪“花骨朵”长啥样

铜梁区不止一处“蛮子洞”

铜梁区不止永嘉镇这一处“蛮子
洞”。2017年，在铜梁区大庙镇双马
村一处叫马鞍山的石坡上也发现了
许多“洞窟”。经过区文物专家考证，
它们是另一处东汉崖墓群，距今已有
1800多年的历史。

这群崖墓分布于长约 200 米、
高 10 余米的岩石上，分为上、下两
层，由于年代久远，外层已经布满了
苔藓。崖墓内墓洞交叉相连，犹如
迷宫，洞壁上还有不少精美的石刻
图案。

经过初步考证，这是一个东汉崖
墓群。整个崖墓群为一室双墓，分为
四层门楣和五层门楣，每个墓室里都
有石刻。墓室中发现了许多诸如巴
矛、巴蛇、金乌、火凤凰、飞船等巴国
图腾，可以推断古墓与古巴国、楚国
的文化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

据了解，崖墓是汉代流行的一种仿
生人住宅、凿山为室的墓葬形式，它反
映了两汉时期人们“视死如生”的厚葬
观。通常开凿于山崖或岩层中，形式有
单洞单葬、单洞群葬及连洞群葬等。东
汉至六朝时期，崖墓在四川地区广泛流
行。利用山崖开凿墓室，比常见的墓室
更具有隐蔽性和安全性。

这些崖墓正因为具有东汉崖墓
的显著特点，十分隐蔽，就像地道战
中的地洞一样，在门楣封闭后外界基
本看不到，许久未被人发现，所以未
遭到破坏。 （本报综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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铜梁区永嘉镇汉代崖墓铜梁区永嘉镇汉代崖墓。。

“‘蛮子洞’就在上面，我带你们
去。”铜梁区永嘉镇幸福村12社一个
山坡上有被称为“蛮子洞”的汉代崖
墓群，居住在坡下的66岁村民肖显均
听说有人要采访，自告奋勇当起了向
导。拨开齐人深的野草，果然有一座
座汉代崖墓呈现在探访者的面前。

汉代崖墓群“蛮子洞”

乘车离开铜梁区永嘉镇往东行驶
3公里，就来到村民口中的“蛮子洞”汉
代崖墓群的所在地。如果没有当地人
带路，很难找到准确的位置。

拨开齐人深的野草树藤，沿着七
弯八拐陡峭的土路爬上高50多米的山
坡，一个个或方或圆、或大或小的洞口
不规则地排列在山崖上，外层已经布
满了苔藓。整个崖墓群长约150米，有
汉代崖墓30多座。令人惊异的是，山
体内部竟然被开凿成三层，山崖内部
几乎被挖空，每个墓室上下相连左右
相通，造型结构好似迷宫。

“这些洞洞，我们当地人叫‘蛮子
洞’，这个坡也称为蛮子坡。”肖显均
说，这些洞冬暖夏凉，早些年夏天不
少村民钻进洞里纳凉，也有人在里面
养蚕。

“蛮子洞”里的图案

从外观上看，这些汉代墓葬的门
除有门框、门楣及分水槽外，造型十
分特别，有方形、椭圆形、长方形、圆

拱形等。门的层数也参差不齐，有二
层、三层、四层等，其中最顶上的一个
最大的墓室有10多平方米。

令人惊奇的是，在一个墓室墙壁
上，巴人图腾“双鱼”雕刻图案居然与
楚国图腾“祝融”太阳纹并肩而立。由
于年代久远，加之风化剥蚀，字迹和图
案均有些模糊。“这个图案是晴雨表，
每当大雨来临之前，图案就非常润湿，
雨后又恢复干燥。早些年，村民根据
这个现象来定农事。”肖显均说。

在山坡一个洞穴的外壁上，挂着
“树村汉代崖墓铜梁区级文物保护单
位2014年 8月”的匾牌，侧面有一块

“铜梁区文物建筑责任公示牌”。

“蛮子洞”的待解之谜

“永嘉镇汉代崖墓群是在全市第

三次文物普查中发现的，35 座崖墓
的分布面积达 1500 平方米，就墓群
规模、墓葬规格看，堪称重庆之最。
而墓中‘双鱼’‘祝融’图案和题刻，是
战国时期的标志性图案。”铜梁区文
物专家说，在东汉至六朝时期，四川
地区就十分流行崖墓。这个古墓群
的发现，为研究巴国的风土人情、历
史文化，特别是铜梁侯跟巴文化的融
合，提供了宝贵的历史资料。

据介绍，2000年前，巴蜀被称蛮
荒之地，人烟稀少。永嘉镇位于铜梁
最偏远的南部山区，按照当时的条
件，建造如此浩大的工程并非易事。
其墓主人是谁？有怎样的身份？整
个墓群是官方建造还是某个家族所
为？当时丧葬是何民俗？崖壁上阴
刻的文字有什么含义？这些都是谜，
有待专家揭晓。

贯通式墓地。 本组图片由赵武强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