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0A 2015年12月4日 星期五 编辑／李新伟 校对／项辉 组版／宁琦

今日关注

寻人启事
张淑

静，女，66
岁，身高
1.7米，长
方脸，满
头白发，

神智有时不清，走丢
时上穿绿色毛衣，下
穿花棉裤，走丢时间
为12月 1日下午，在
关林街和洛龙路交叉
口由东向西走，知情
者定重谢！
电话：13461060180

13721697618

□记者 李燕锋 通讯员 吴业恒

徐阳墓地的发现，让考古人员惊喜不已，
寻觅多年的陆浑戎终于浮出水面。而陆浑戎
的出现，有哪些重要意义呢？又有哪些待解
之谜呢？

与史书相互印证，中原文化包容性
可见一斑

史家珍说，考古工作，一是发现历史，二
是印证历史。和陆浑戎有关的这些遗迹的出
现，恰恰与史书记载的陆浑戎迁伊川相互印
证，对研究中原地区少数民族迁徙和融合提
供了重要资料。

史家珍说，商周时期陆续内迁的戎族部
落难以计数，能够见诸文献的可谓凤毛麟
角。这些内迁的戎族部落或被同化或被消
灭，逐渐消失在历史的长河中，成为华夏民族
的一部分。而值得庆幸的是，陆浑戎是河洛
地区极少数有文献记载其迁入和灭亡过程的
内迁戎族部落。陆浑戎迁入伊河流域100多
年的时间里，前期依附晋国，成为晋国拒楚窥
周的重要棋子，参与了很多春秋争霸之战，后
期投靠楚国成为晋国争霸的隐患，最后被晋
消灭。

陆浑戎作为一个具有一定实力的部落由
此消失。但陆浑戎的影响依然存在，两汉时
期因陆浑戎故地设陆浑县，辖地基本上涵盖
陆浑戎分布区域，直到现在在伊川嵩县境内
依然有陆浑村、陆浑水库、陆浑关、陆浑山等
地名，可见陆浑戎在这一地区的巨大影响。

徐阳墓地的发现印证了陆浑戎的迁徙、
灭国的历史事件，对探索华夏民族的融合与
发展、河洛地区方国遗存调查与研究方面都
具有十分重要的考古学术价值。

仍有许多疑问待解，国内文物界
大腕将来“会诊”

徐阳墓地浮出水面，关于陆浑戎的各种
疑问也随之而来。比如我们关注的陆浑戎后
裔问题。史家珍介绍，今天的伊川、嵩县一带
很有可能还生活着陆浑戎部族的后裔，为此
工作人员已经提取了部分人员的DNA样
本。后期如果墓葬内发现有人骨等，就可以
作比对。不仅如此，还可以拿这些样本和甘
肃、青海地区同一时期墓葬内出土的人骨作
对比研究。

除此之外，2600多年前，陆浑戎是如何
一步步自西向东一路迁徙而来的？在伊川
徐阳村生活的100多年里，这里还发生过什
么？ 这几座大规模高规格的贵族墓葬的主
人又是谁？刚刚露出身影的青铜器上会有
铭文出现吗？如果有，又会记录些什么呢？
我们了解到，5日，市文物考古研究院将邀
请国内文物界的多位大腕亲临考古发掘现
场，一起探究这些待解之谜。本报也将对此
持续关注。

徐阳墓地浮出水面，有关陆浑戎的各种疑问也随之而来

待解之谜：陆浑戎会有后裔吗？

本报记者两次探访考古工地，为您讲述现场故事

车马坑内，马头上戴着海贝饰品
墓葬内，青铜器的纹饰非常精美

青铜器上的纹饰
（市文物考古研究院供图）

陪葬车马坑内的骨贝 记者 张晓理 摄

□记者 李燕锋 通讯员 吴业恒

贵族墓葬、车马坑，听到这些介
绍，您一定对这次的发掘工作非常
感兴趣。非常有幸，自发掘工作开
始起，本报记者就受市文物考古研
究院的邀请对发掘工作进行了全程
跟踪，现在就请跟随我们一起到现
场看看吧。

● 现场一
2014年 11月13日，我们第一

次来到徐阳墓地考古发掘现场时，
吴业恒等人正在对其中的一座车马
坑进行清理。我们注意到，由于附
近有河流，车马坑底部地下水不断
渗出，现场发掘必须依靠抽水设备
将水抽出后才能进行。正值冬季，
发掘条件异常艰苦。

跟随工作人员走进保护棚，我
们被眼前的场景惊呆了：在这座长
7.55米、宽5.95米、深2.8米的车马
坑内，6辆随葬车摆放在坑内，车
的辕、轮、厢等部分构件清晰可见，
但奇怪的是不见车轮痕迹。更让
人惊讶的是，在这座车马坑内，居
然有13匹马，均呈侧躺状，东西两
排，南北并列，头东尾西，背北面
南，从南向北依次叠压，排列得比
较规整。此外，处于中部的车后还
有一只蜷曲成一团的家犬，车马坑
东北角还发现大量牛羊头蹄。吴
业恒介绍，经鉴定这些牛羊头蹄中
有牛头8个、马头3个、羊头21个、
牛羊蹄若干。

现场的情况让考古人员既兴奋
又疑惑。他们想知道，这座车马坑
陪葬的主人到底是谁？他们也奇
怪，这座车马坑虽然与洛阳市区其

他地方发现的车马坑有相似之处，
却也存在不小的差异，出现这种差
异的原因是什么？而更让他们疑惑
的是，车马坑内一角放置的牛马羊
头蹄等。“这种习俗在中原地区还是
首次发现。”吴业恒说。

而后，当我们跟随他进入车马坑
后还惊喜地发现，其中的一些马头上
还佩戴着海贝编制的装饰品，这种习
俗在中原地区同样是首次出现。

关于这座车马坑，还有许许多
多需要研究的问题。我们也了解
到，由于地下水的干扰，在发掘工作
结束后，文物部门不得不对该墓葬
进行了回填保护。

● 现场二
2015年11月30日，《洛阳晚报》

记者随同史家珍等再次来到徐阳墓
地。这次我们要走进的是正在发掘
的两座贵族墓葬和一座车马坑。

其中一座车马坑和贵族墓位置
相临，位于徐阳村东部。车马坑内
为长方形竖穴土坑，坑口距地表0.4
米至0.55米，东西长9.30米，南北宽
8.80米。

我们注意到，这座车马坑内已
经清理出4辆车，车轮的直径为1.46
米，两轮间距1.67米。与2013年发
掘的那座车马坑相比，这座车马坑
内的车摆放比较规整，车轮车厢也
都齐备，而之前发掘的车马坑内是
未发现车轮痕迹的。相似之处在
于，这两座车马坑东北角也有大量
牛马羊头蹄随葬。

与车马坑相临的贵族墓同样出
现了地下水渗出的问题。我们在现
场看到，墓葬同样为长方形竖穴土
坑墓，口部长约6米，宽4.5米，口小

底大，墓壁较为规整，但整个墓室底
部被水淹没。吴业恒介绍，该墓在
2009年曾被盗，盗洞几乎破坏了整
个墓葬。因此出土遗物仅见骨贝1
枚和少量饰蟠魑纹和夔龙纹铜鼎、
铜鬲残片等。

另一座贵族墓位于徐阳村南，
规模比前一座贵族墓更大，距地面
深8.5米。我们到现场时，4台抽水
机正在工作，墓室的底部同样是
水。现场发掘人员马占山介绍，水
是从距地表3.7米处开始渗出的，因
此整个发掘一直在和水作“斗争”，
抽几天水，才能继续工作。

我们注意到，墓室底部摆放的
应为棺椁，但外椁已腐朽，棺用厚
0.5米的青膏泥封护。但让人惊喜
的是，在青膏泥和外椁板之间，出
现了铜编钟、铜鼎等随葬遗物。长
焦镜头拍摄的照片显示，铜鼎外表
纹饰非常精美，可见这座墓葬规格
之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