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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 陈辛华）山西省考
古研究院日前发布考古新发现，考
古人员在临汾市隰县五里后墓地发
现灰坑和洞室墓各 9座，在出土的随
葬品中有一件金刚杵，这是中国元
代考古中的首次发现，反映了元代
的思想信仰、精神信仰和宗教信仰。

五里后墓地，位于隰县城北五里
后村东“南垣圪坝”上，地面上矗立
着元代至正元年（1341年）所立隰州
刺史韩昇墓碑。山西省考古研究
院、临汾市文物局、隰县文物局联合
组成五里后考古队，发掘灰坑和洞
室墓各 9 座，发掘面积 1280 平方米。
其中墓葬有唐墓 3 座、元墓 4 座，以
及北宋、明墓各一座，包括灰坑和采
集的完整遗物，出土陶器 32件（套）、

铜器 53 件、铁器 17 件、玉器 2 件、骨
器 8 件、瓷器 5 件、漆器 3 件、墓志 1
盒，共 121 件（套、合），并将韩昇墓
碑搬迁到小西天文物管理所。

这次发掘，对于认识战国到汉隰
县古城村古城和唐代以来的龙泉
郡、隰州城的古文化面貌，都提供了
不可多得的实物资料，又以元代收
获最大。韩昇墓碑记载：韩昇世居
北京，生于“金大定癸卯”(1183 年)，
参加元军“略地有功”官至隰州刺
史，元初 1255年去世时 73岁。86年
之后，其曾孙韩忠于 1341 年奉敕立
碑。

2号墓是一座元代墓葬，墓室为
正方形，墓室内有横夹道和棺床，棺
床上放男女夫妇合葬棺一具，墓道

里出土遍涂白彩的陶炉、瓶、钵、大
钵共 9件，墓室中除了男墓主人骨块
中随葬一件铜金刚杵外，棺外东侧、
棺下还发现陶瓶、大钵、钵、盘和瓷
碗等共 13件。涂有白彩体现了蒙元
贵族“国俗尚白”的特点。墓中出土
的随葬金刚杵是密教法器，也是元
代考古中的首次发现。一般民众不
能拥有更不能随葬金刚杵，说明男
性墓主人与藏传佛教关系极为密
切。

隰县县城以北、以东，早在 1987
年在庞村发现晚商殷墟偏早阶段的
铜器墓，2005 年又清理出 17 座东周
墓葬，其中 11座铜器墓，可见该区域
是古代南吕梁地区的一个文化高
地。

隰县五里后墓地发现金刚杵
在中国元代考古中尚属首次

二里头遗址发现
高规格夏代墓葬

新华社郑州1月11日电（记者桂娟、史林静）
近日，河南偃师二里头遗址发现一座高规格的夏
代墓葬，墓葬内首次出现蝉形玉器。据了解，该墓
葬极可能是二里头遗址迄今为止发现的随葬品最
为丰富的一座。

新发现的墓葬位于二里头遗址宫殿区 5号基
址院内，规模较大，属第一等级墓葬。蝉形玉器出
土于墓葬中部，长近 4厘米，玉石材质还有待进一
步鉴定。专家推测，玉蝉可能与古人对昆虫“蜕
变”和“羽化”、便于与神祇沟通的信仰有关。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副研究员、二里
头工作队领队赵海涛介绍，目前墓葬内的随葬品
刚开始露出，其下方堆积的厚度超过已往发现的
所有墓葬，极有可能是二里头遗址迄今为止发现
的随葬品最为丰富的一座。

因该墓葬规格高、保存好，为全面、深入地提
取信息、开展研究工作，目前已被整体搬迁至考古
实验室内开展清理。考古队也多次邀请考古学家
以及植物考古、化学成分分析、文物保护等方面专
家研讨和取样，聘请实验室考古技师参与清理工
作。

根据目前的清理情况，工作人员已在墓葬中
发现多件陶器、漆器和一件蝉形玉器。此外，墓葬
填土中散落多片绿松石嵌片，推测该墓葬内会有
大型绿松石嵌片类器物。

此前，二里头遗址宫殿区 3号基址院内 3号墓
葬曾出土了一件长 70 厘米的绿松石龙形器。这
条龙由 2000余片绿松石组成，在早期龙形象文物
中十分罕见，堪称中华民族龙图腾最直接、最正统
的根源。

赵海涛介绍，作为中原王朝文明的先导，二里
头文化承前启后的重要作用从绿松石龙形器就可
见一斑。随着清理工作的深入，新发现的墓葬可
能会有更重要的发现，值得期待。

图片来源于微信公众号“考古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