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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部两晋南朝至宋明时期的“黔中通史”

大松山墓群前段为两晋至隋唐时期，墓葬共155

座，主要散布于大松山水库周围的斜坡地带，依山势排

列，三两成群，墓向不一。多为石室墓，墓室构筑规整，

墓顶为券顶，流行修筑排水沟，部分墓葬有墓道。该段

又可分为两晋南朝、隋唐两期。

两晋南朝墓葬92座，均为石室墓，墓室砌筑整齐，

所用石料规整，墓前多带考究的排水沟。

隋唐墓葬63座，仍以石室墓为主，但出现少量土坑墓。石

室墓墓室砌筑不似前期规整，所用石材大小差异明显，流行

在墓室前端砌筑凸出墓外的封门。土坑墓较少，墓坑狭长。

后段为宋元明时期墓葬2037座，主要密集分布在

坟坝顶，墓葬形制包括石室墓、土坑墓两类。

石室墓砌筑较随意，所用石料大而粗糙，顶部也由

早期券顶变为用石板或条石横盖的平顶或叠涩顶，未发

现排水沟。该段又可分为宋元和明两期。宋元时期墓

葬93座，多分布在坟坝顶斜坡靠上位置。石室墓墓室

较窄长，墓室砌筑相对规整，有用大石块砌筑的，亦有用

小薄石块垒砌者，墓葬形制和所用石材一定程度体现了

对早期墓葬的继承；土坑墓发现不多，仍是狭长形土圹。

明墓1944座，石室墓变短变宽，所用石材为较大

且不规整石块，砌筑更显随意，有的墓葬四壁均直接用

石板立砌或侧砌，再于其上铺一至两层石块；该期土坑

墓数量增多，大小形制不一，但总体规模不如石室墓，

与石室墓之间无明显的分布界线，常穿插分布其间，并

在坟坝顶西侧斜坡底部形成密集分布区。一定数量的

土坑墓在一侧或一端掏有壁龛。

出土文物主要以生活用具和装饰品为主，涵盖金、

银、铜、铁、锡、陶、瓷、漆木、玻璃、玉石等材质的文物，并

出土少量纺织品，其中不乏金挂饰、银梳背、铜条脱、贴

金铜盘、铜印章、锡鱼、铜铃、串珠、项饰、银梵文种子字

等造型独特、工艺精湛的珍品。还有反映中外交流的宝

石和玻璃珠及南朝陈太货六铢等。

大松山墓群是贵州已发掘规模最大、延续时间最长

的一处墓地，首次建立起黔中地区两晋至明代墓葬发展

序列。作为一处全国罕见的大型地方民族公共墓地，它

还反映了当时的生活、商贸、信仰、丧葬等情况，展现了

西南边疆古代少数民族的历史画卷。

周必素介绍，通过对出土文物的研究，大松山墓群

见证了汉晋至明代黔中地区社会文化中心逐渐转移至

贵阳周边的进程。“既体现出地域文化传统的长久延续，

又通过出土的一些宝石和玻璃珠以及南朝陈太货六铢

等，可以判断中原地区、长江中下游地区、域外等文化因

素，是各地区各民族在交往、交流、交融过程中构建中华

民族多元一体格局的生动体现。”

有人将大松山墓群比喻为“一部埋藏于地下的两

晋南朝至宋明时期的‘黔中通史’”，形象而准确。

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记者卢荡代睿综合贵阳日报

古城村寺庙址，位于吉林省珲春市三家子满

族乡古城村东侧。遗址西约100米为唐代渤海国

时期城址温特赫部城，西北约4公里为唐代渤海

国都城东京八连城。2016年至2022年，吉林省

文物考古研究所联合珲春市文物管理所对古城

村寺庙址进行了主动性考古发掘，发掘总面积

6000余平方米，对遗物进行了全部采集，其中编

号文物16306件。

古城村1号寺庙址（简称1号寺）在1995年农田

改造过程中遭毁灭性破坏。遗址地层堆积共5层，均

为现代耕种形成。遗物均出土于现代堆积中，包括

佛教造像残片2000余件、瓦件残片8.38吨。

根据对建筑构件的年代学研究推测：1号寺

始建年代约为公元5世纪，废弃年代不早于渤海

国晚期。

古城村2号寺庙址（简称2号寺），共清理地

层堆积5层，其中1层为现代耕土层，2层为建筑

次生废弃堆积，此层下开口金代水井1处、火炕1

处；3层为建筑次生废弃堆积；4层和5层为建筑

原生倒塌堆积，原生倒塌堆积下发现渤海国佛寺

遗迹。佛寺遗迹包括早、晚两期，本次发掘停止

于晚期佛寺建筑使用面。

晚期佛寺范围东西约120米、南北约80米，

中轴线方向为221°，已揭露主要建筑为8处土石

混筑的夯土台基（编号：TJ1-TJ8），其中TJ1中部

偏东约1米处发现舍利地宫。废弃堆积中出土瓦

件残片132.21吨、佛教造像残片1000余件。

地宫中出土石函1件，石函内安置包裹于“双

丝绢”中的铁函1件，铁函内出土遗物3555件，质

地包括金、银、铜、锡、玻璃、木、珊瑚，其中1件金

瓶内置7件银珠，应系影骨舍利。

在对晚期佛寺建筑进行局部解剖时，发现早

期佛寺院落墙体基槽、磉墩。解剖表明，晚期佛

寺营建过程中利用了早期佛寺夯土，并将早期佛

寺建筑构件、佛像残片铺垫于晚期夯土中。

根据对遗迹、遗物的年代学研究推测：早期

佛寺始建年代不晚于渤海国早期；晚期佛寺营建

于渤海国中晚期，废弃年代不早于渤海国晚期。

发掘方表示，1号寺填补了图们江流域高句

丽考古遗存发现空白。2号寺首次发现渤海国早

期、渤海国中晚期遗存的叠压关系，为辨识本地

区渤海国早期建筑遗存提供了标尺。

1号寺、2号寺具备一定共时关系，可视为完善

本地区5至10世纪考古遗存的“典型剖面”，为完善

该时段区域内考古学年代序列提供了重要支撑。

1号寺是我国境内发现的第一处高句丽佛

寺，也是东北地区已发现最早佛寺遗址。出土的

“壬子年六月作”铭瓦当为研究三燕佛教东渐高

句丽提供了重要证据；所获大量北朝晚期风格造

像为探讨中原佛教物质文化对东北边疆地区的

影响提供了重要素材。

2号寺是首次全面揭露的渤海国高等级佛

寺，为研究唐代高等级佛寺平面布局、建筑组合、

建筑结构及探讨古代舍利瘗埋制度提供了重要

材料。 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记者 卢荡 代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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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介

地址

大松山墓群位于贵州省贵安新区马场镇，共清理
墓葬2192座，出土各类文物4000余件（套），是贵州已
发掘规模最大、延续时间最长的一处墓地，首次建立
起黔中地区两晋至明代墓葬发展序列。

聚焦2022年度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

不久前，2022年度
全国十大考古新

发现在京揭晓，贵州贵安新
区大松山墓群成功入选。

大松山墓群，位于贵州
省贵安新区马场镇，是贵州
已发掘规模最大、延续时间
最长的一处墓地，首次建立
起黔中地区两晋至明代墓葬
发展序列。

贵州省文物考古研究所
所长周必素说：“大松山墓群
表现出从小聚集家族墓地到
公共大墓地的巨大转变，反映
了黔中地区古代文化进程。”

国家文物局考古研究中
心研究员宋建忠在大松山墓
群考古发掘线上专家验收会
上评价：“这是一个发掘规模
的奇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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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介

地址

古城村1号寺庙址是我国境内发
现的第一处高句丽佛寺，也是我国东
北地区已发现最早的佛寺遗址。

一次基建考古的
“通力协作”

大松山墓群考古发掘首

次以高规格方式进行基建考

古评审，首次进行大规模专

家验收。

“线上+线下”联动国内考

古“大咖”和省内专家学者，5

小时的评审，大规模专家验

收……这是大松山墓群的一

次基建考古“通力协作”。

大松山墓群是为配合贵

州医科大学新校区一期项目

建设的一次基建考古发掘。

2022 年 7月至 2023 年 1月，

贵州省文物考古研究所联合

北京大学、四川大学、中山大

学对该墓群开展了全面考古

发掘，发掘面积 13500 平方

米，共清理墓葬2192座，出土

各类文物4000余件（套）。

前沿的发掘理念以及田

野考古、科技考古、文物保护

的深度参与，提升了这次考

古的发掘水平。“我们还和中

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

类研究所、成都市文物考古

研究院、重庆市文物考古研

究院、山东省文保中心、荆州

文物保护中心等科研单位进

行多学科合作，开展遗存的

专项研究。”周必素说。

边发掘、边保护、边整理、

边研究，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

所原所长、学部委员刘庆柱说：

“这是一次接地气的发现。”

贵州贵安新区大松山墓群坟坝顶墓群出土玻璃
制品（拼版资料照片）。 新华社发

贵州贵安新区
大松山墓群挖掘现
场。 新华社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