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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从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院获悉，国家
社科基金项目“曹操高陵及陵园综合研究”近
日发表新的研究成果，曹操高陵西侧发现的宋
元时期建筑基址，可能是北宋时期为曹操高陵
设置的守陵户所在。

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院副研究员周立刚
介绍，考古人员在曹操高陵西侧 200米处发现
宋元时期砖砌地下排水设施和建筑遗迹，出土
大量瓷器、钱币和包括骰子、围棋子、陶球在内
的娱乐用具及建筑构件。

周立刚介绍，通过出土瓷器的年代特征可
以判断此处建筑可能始建于北宋早期，一直沿
用到元代，其中较为精美的器物和娱乐用具多
为金代，反映出这一时期此处公共娱乐活动比
较频繁。此外，已发现的排水设施工艺考究，
堆砌规整，长度可能在数十米以上，形成多支
交叉的排水网络。

发掘结果证实，排水设施和建筑遗迹与高
陵陵园布局并无直接关联，但遗迹和出土遗物
特征为寻找北宋初年为高陵设置的守陵户提
供了重要线索。“根据出土的建筑遗物和排水
设施特征，以及数量众多、种类丰富的瓷器推
测此处建筑并非普通民居。”周立刚说。此外，
这里出土的釉陶龙头形建筑构件在北宋韩琦
家族墓地和蓝田吕氏家族墓地的祭祀建筑中
也有发现，因此这处建筑可能与北宋时期墓葬
祭祀活动有关。

“再结合文献记载，这里可能是北宋为曹
操高陵设置的守陵户所在。”周立刚说，唐太宗
李世民在征伐高句丽的途中曾经拜谒高陵，宋
太祖赵匡胤于公元963年下诏为前代帝王名人
墓冢设置守陵户，其中包括高陵，设置三户守
陵户。北宋之后，朝廷南迁，守陵户可能遭废
弃，原有建筑遂改作他用。

“考古出土遗物特征变化情况也表明，此

处疑似守陵户的建筑在北宋到金代发生了巨
大的改变，到金代可能被用作公共娱乐活动场
所。”周立刚说。

目前，前期发掘资料的整理研究工作均已
完成。“下一步的田野考古工作有望为这一推
测提供更多线索，也能够为曹操高陵周边历史
环境变迁研究提供新材料。”周立刚说。

（桂娟 史林静）

云南河泊所遗址清理出
汉代有字简牍1300多枚

封泥837枚

云南省文物
考古研究所近日

发布消息说，河泊所
遗址出土的汉代简牍

和封泥清理工作已全面完成，
清理出有字简牍 1300 多枚、
封泥837枚。

河泊所遗址位于昆明市晋宁区
上蒜镇河泊所村附近，是古滇文化
的核心居址区，其东北约一公里即
为曾出土金质“滇王之印”的石寨山
古墓群。

2021年以来，河泊所遗址考古揭
露出主体为两汉时期的文化堆积，发
现灰坑、房址、墓葬、水井、灰烬、道路、
河道、田埂、田块等遗迹 600余个及大

量器物。其中，重要发现为封泥、
简牍、道路、大型建筑基址等。

“河泊所遗址出土的简
牍和封泥是具有重要价值的

汉代文书材料，而且属于
脆弱文物，清理保护是

第一要务。”考古
领队、云南省

文物考古研究所研
究馆员蒋志龙说。这批
带泥简牍有 1100 多箱，近日
已全部完成清理，清理出的简牍
90% 已完成扫描，发现有字简牍
1300 多枚、无字简牍 1 万余枚，已辨认
出“滇池以亭行”“建伶县”“始元四年”等
文字。

经过清理，出土封泥共计 837 枚，包括
官印封泥、私印封泥和无字封泥等。其中，
数量最多的是官印封泥，包括“益州太守
章”及“建伶令印”“同劳丞印”等，涵盖了西
汉设置的益州郡及下辖 24 个县中的 20 个
县名。

此外，河泊所遗址还发现了大型建筑
基址、宽达 12米的道路、长达 48厘米的瓦
片和瓦当等。专家推测，益州郡郡治就在
2021年和 2022年考古发掘现场附近。
目前，旨在寻找益州郡郡治的新片区考
古发掘正在进行。

蒋志龙表示，下一步将联合
相关机构加强简牍、封泥保护
和释读研究。

（伍晓阳 严勇）

曹操高陵发现疑似宋代守陵户

曹操高陵及宋元时期遗存发掘区位置示意图宋元时期遗存发掘区出土的娱乐用具

近600年的古壁画

“活”了
近日，北京法海寺壁画主题沉浸式数

字艺术馆对公众开放。展陈空间通过4K
高清显示屏原比例还原壁画真迹、360°
立体环绕落地球幕再现古代工匠的智慧
巧思，全方位生动展现壁画原貌，让近600
年的古壁画“活”了。 张晨霖摄

游客在北京法海寺壁画主题沉浸式数字艺术馆参观▲

法海寺壁画展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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