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洛阳·城事

□记者 程芳菲/文 记者 张斌/图

“邙山渠岳村段修好的渠两边
有好多洞，有的里面明显有石碑等
物件。不知文物部门有没有接到
过举报？”昨日，有网友在洛阳网百
姓呼声中反映。

昨日上午10时许，洛阳晚报
记者来到网友所说的位于建华
玻璃厂附近的邙山渠段。我们
看到，该渠段的施工工作已基本
完成，仅有一名工人在清理路两
侧的杂物。如网友所说，修好的
渠两边确实有很多大小不一的
洞。（如图）

这些洞是墓葬吗？这里有文
物吗？记者随即联系了市文物局
文物科。相关工作人员介绍，在
邙山渠整修前期，已经安排市文
物钻探办对其附近进行了勘测，
市文物考古研究院工作人员也
在此地“驻扎”了一个多月，进行
了必要的钻探和考古发掘。从
发掘情况看，这里的墓葬多属于
近现代墓葬，并无有价值的发
现。施工方也是在文物部门进行
过勘测和考古发掘后，才进入工
地施工的。

现场一名负责土方施工的工
作人员告诉洛阳晚报记者，这几天

在其中的几个洞内发现了几块空
心砖，但多已破碎。18日接到群众
反映后，市文物局已经派人再次到
现场查看。

市文物局文物科的工作人员
也表示，这些空心砖属于平民墓葬
所有，考古价值不大。但他们非常
感谢群众的反映，同时也提醒了施
工单位，严禁在勘测区以外进行施
工，并要加强工地巡查，发现有盗
墓等现象可随时举报。

“是洛阳晚报吗？我家里有块马王
庙的石碑，马上要拆迁了，没地儿放，你
们看看有价值没？”昨日上午，老城区公
园巷社区的市民郭先生联系我们，想捐
出自己收藏的一块石碑。

昨日14时，我们邀请市民俗博物
馆馆长王支援等人一起到郭先生家中

“鉴宝”。
“我现在住的位置，以前曾经有一

个马王庙，后来拆掉了。石碑就是庙里
的，当时扔在路边，我想着可能有点儿
价值，就抱回家了。”郭先生指着这块写
着“马王庙”三个字，长60公分、宽约
20公分的石碑说。（如图）

“这不是石碑，应当是一块石匾。”

王支援说，这块石匾当时应该是镶嵌在
马王庙门楣上的。按照历史记载，老城马
王庙街，也就是现在人们常说的马胡同，
曾经是清代“河南营”骑兵驻军地。随着
城市的发展，马王庙已被拆除很多年，也
没有留下任何资料，现在能有一块石匾
流传下来，算是一个难得的见证。

我们注意到，石匾上的落款为“大
明隆庆四年”，即公元1570年。由此可
见，石匾距今已有400多年历史。除此，
石匾上还有“二月吉旦重修”的字样。
王支援说，既然是重修，说明马王庙的
历史肯定比明隆庆四年还要早许多。

随后，市民俗博物馆工作人员向郭
先生授予捐赠证书。

老城有个马王庙 这块石匾是见证
在搬迁过程中您若发现一些老物件，可与本报联系，我们会邀请文物专家帮您“鉴宝”

邙山渠里有文物？
文物部门：已经进行过钻探、发掘，
未发现有价值墓葬及文物

□记者 李燕锋 程芳菲/文 记者 张晓理 张斌/图

老城区文物古迹多，曾经有个供奉马王爷的马王庙，您可知道？昨
日，老城区公园巷社区的热心市民郭先生捐出了他收藏多年的马王庙石
匾，也让我们对老城马王庙的历史有了更多了解。更巧的是，在我们采
访的过程中还“淘”到了另外两件宝贝。

抬着石匾、抱着陶猪槽，我们离开
郭先生家准备往回走。没想到，走着
走着，又偶遇“宝贝”——一块清代的
练功石。

这块练功石与路边的垃圾混杂在
一起，其中一个角落已损毁。但王支
援等人一看，就发现其两侧有两个小
凹口。“这两个小凹口，就是便于练功
时主人提起或抱起的。”王支援介绍，
古时人们为了练习臂力，都会使用练
功石，尤其在科举考试中，能否考取武
状元，其中一个重要的环节就是提起
或抱起多重的练功石。

“老城是咱洛阳历史文化的浓缩
地，现在要进行改造，真希望大家都能
像郭先生一样，多留心。如果发现啥
有价值的物件，请大家及时和文物部
门联系。每一件文物，都是一段历史
的见证。”王支援呼吁。

亲爱的读者，如果您家住老城，如
果您对文物、历史感兴趣，在洛阳古城
(老城区东西南隅历史文化街区)保护
与整治项目征迁中，如果发现了一些
老物件，不妨拨打本报 66778866 热
线，与我们联系，我们会邀请文物专家
前往您的家中“鉴宝”。

巧遇清代练功石，直叹老城宝贝多

捐完石匾，郭先生又想起来，他家
里还有一个老物件。出现在我们眼前
的，是一个小型的陶猪槽，做工虽谈不上
十分精美，但小巧而精致，经王支援等人
鉴定，这个陶猪槽乃汉代所造。

“这是我从垃圾堆里捡来的，要是
有价值，也捐给博物馆吧。”郭先生笑着
说，因为对历史文化感兴趣，他平时会
留心一些老物件，看见觉得有意思的，
都会捡回来。

垃圾堆里捡来宝，竟是汉代造

家里将要拆迁，热心市民捐石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