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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设大、中、小班，封闭教学，贴心
服务，名师执教，从严管理，保障
质量。现在报名，学费优惠。

洛阳理工附中（原轴一中）东明校区

广告热线：65139977 65139988

背景：中蒙双方合作发掘

“匈奴可以说和汉王朝相伴始
终，既有战争冲突，又有和平交往，在
很大程度上影响了中原王朝的历史
进程。”市文物考古研究院工作人员
刘斌介绍，此次考古项目，由河南省
文物考古研究院、洛阳市文物考古研
究院和蒙古国乌兰巴托大学考古学
系共同实施，名称为“古代北方游牧
民族文化研究”，这也是我省考古队
伍首次境外发掘。两国考古工作者
在蒙古国后杭爱省温都乌兰县境内
的高勒毛都2号墓地，开展为期三年
的田野考古工作。

刘斌向记者介绍，该项目由蒙方
负责后勤保障，中蒙双方联合发掘，双
方按照各自的习惯做文字、图像记录
工作。“发掘结束后，出土遗物留在乌
兰巴托大学考古学系进行整理研究，
最终的记录和研究资料双方交换备
份。”刘斌说。

成果：陪葬墓受盗扰，出土
器物既有草原风格又有汉朝特征

今年9月中旬，市文物考古研究
院工作人员刘斌、邓新波、张如意和郭
改委出发前往蒙古。“我们到了乌兰巴
托后，先往西走500多公里，到了后杭
爱省省会车车尔勒格，再走100多公
里到高勒毛都。”刘斌说。蒙古国本来
就地广人稀，考古工地所在的位置更
是不折不扣的无人区。“越野车先是在
公路上行驶，后来在草原的土路上行
驶，最后连路都没有了。”刘斌介绍。

终于，他们抵达了此行的目的
地——高勒毛都2号墓地，同先期抵
达的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院的工作人
员会合。

高勒毛都2号墓地是2001年发
现的一个巨大的墓葬区，十多年间先
后进行了数次调查和发掘。其中，已
经发掘的1号墓群包括一座主墓和
28座陪葬墓，是目前世界上发现的最
大规模的匈奴贵族墓。该墓出土了一

件精美的玉璧，光泽温润，雕刻繁复，
即使在同时期的中原也非常罕见。
此外，该墓还出土了来自罗马的玻璃
碗及草原风格明显的金银车马器，表
明匈奴在当时和东西方都有着密切
往来。

在今年的发掘工作中，中方考古
人员与蒙方合作完成了对编号为
M189的大型墓葬的外围清理，并对
它的12座陪葬墓进行发掘，取得了一
定成果。这座大型墓葬为甲字形积石
墓，坐北向南，墓室及墓道边缘砌有石
墙，在地表至今留有大量石块。

12座陪葬墓为圆形积石墓，呈弧
形分布于主墓东侧。虽然都遭到不同
程度盗扰，出土遗物数量较少，但是种
类比较丰富，既有呈现明显草原风格
的陶器、铁器、铜器和精美的金器，又
有典型的汉代铜镜等器物。考古人员
认为，这批陪葬墓年代大致相当于中
国的新莽时期和东汉早期。

见闻：神通广大的“洛阳铲”无
用武之地，商店里满是中国商品

“那里考古用不用‘洛阳铲’？”记
者问。

“‘洛阳铲’在那里基本派不上用
场。”刘斌说。蒙古国的土壤含沙量非
常大，沙子中还掺杂着石块，“洛阳铲”
探下去要么带不上来土，要么会直接
打在坚硬的石块上。

“匈奴的墓葬就裸露在地面，基本
上一眼就能看清楚墓葬结构。”刘斌
介绍。

过去的几十年间，蒙古几乎所
有的考古都是国际合作项目，合作
对象包括俄罗斯、韩国、美国、德国
等。在他们的考古工地上，各方之
间就主要靠英语交流，发掘期间还
有多个俄罗斯高校的师生来工地参
观学习。刘斌说，工地处在无人区，
方圆几十公里的范围内都没有购物
的地方，想买东西要去省会车车尔勒
格甚至该国首都乌兰巴托。“商店中
吃穿用等大多数商品都来自中国。”
刘斌介绍。

目标：研究汉魏时期民族
交往，探寻草原丝绸之路

洛阳的考古工作者，为什么千里迢
迢到蒙古国进行发掘？“作为东汉王朝
的首都，洛阳在历史上和匈奴有着密切
关系，研究匈奴可以同汉魏时期历史进
行对比，有助于掌握当时政治、经济、文
化交流情况，也有助于了解草原丝绸之
路。”市文物考古研究院院长史家珍介
绍道，“随着‘一带一路’倡议深入人心，
未来类似活动也将越来越多。”

所谓草原丝绸之路，是指蒙古草
原地带沟通欧亚大陆的商贸大通道，
是丝绸之路的重要组成部分，主要路
线由中原地区向北越过古阴山（今大
青山）、燕山一带长城沿线，再向西北
穿越蒙古高原、中西亚北部，直达地中
海欧洲地区。

“这一路自然条件优越，水草丰
茂，能够更好地保障各种物资需求。”
内蒙古自治区博物院院长陈永志长期
从事匈奴考古和草原丝绸之路研究，
他这样介绍草原丝绸之路的优势。此
外，游牧部落逐水草而居的特性决定
了他们活动范围更大，半径在300公
里到500公里，这也加速了东西方之
间文化的交往。

“今年我们搞清楚墓地的大致状
况，为下一步发掘工作做好铺垫。”刘
斌说。由于天气转冷，草开始逐渐变
黄，考古季节也随之结束。随着下一
步即将开展的主墓发掘，相信在未来
两年，还会有更多令人惊喜的成果
出现。

蒙古国匈奴墓地里
洛阳考古人发现汉代铜镜
省文物考古研究院、市文物考古研究院、蒙古国乌兰巴托大学
考古学系共同探秘古墓，这是我省考古队伍首次境外发掘

□记者 潘立阁

说起匈奴，许多人第一
印象就是北方草原上粗犷的
游牧民族，总去骚扰汉朝边
境。您知道吗？其实匈奴在
历史上有着重要作用，沟通
了东西方文明。近日，市文
物考古研究院的4名工作人
员从蒙古国归来，他们刚刚
结束了今年的匈奴墓地发掘
工作，这是我省考古队伍首
次境外发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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