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邛崃泉水、羊安一带存
大量汉代封土包，部分墓群
自西汉早延续至东汉晚期，
且出土过铜车马、铜席镇、

“大官”铭文漆盘等珍贵文
物。2017年6月初，成都市文
物考古工作队会同邛崃市文
物管理局，对邛崃樊哙村的
古墓群进行考古勘探，共确
定古墓群四处，清理古墓葬
近30座、窑址4座。

此次发掘现场负责人龚
扬民介绍，“各墓群原为浅丘
台地，大约在西汉中期，因古
人丧葬活动，在其上形成土坑
墓。西汉晚期，古人在台地边
缘区域修建窑址，烧窑活动形
成不连续的西汉晚期文化
层。至新莽时期，古人在当时
的地表营建部分砖室墓。至

东汉中晚期，古人先用青膏泥
将地表大致垫平形成基础层，
并在其上夯筑近方形台地，在
台地上营建高规格砖室墓，并
在下葬后封土。”

此次发掘的“皇坟”，考古
人员判断这是一个家族的墓
葬群，10个墓葬可推测出时间
早晚，且经过统一的布局规
划。其中，“皇坟”汉墓群M5
为画像砖墓，墓室两侧壁下部
出土完整画像砖15块，“画像
题材包括车马出行、宴饮、收
获、盐井、楼阁等，画像题材排
列方式可反映东汉时期宇宙
观及生死观”，龚扬民说，“画
像内容直接反映汉代社会生
产生活各方面，是研究汉代社
会日常生活和生产技术的宝
贵考古材料。”

惊喜连续不断。在樊哙
村高山墩南端，考古人员发
现了4座汉代窑址，也在四
川地区极为罕见，为今人认
识和研究汉代制陶业打开了
一扇窗口。

这片窑址位于樊哙村高
山墩南端。经考古人员清理
发掘，发现窑址虽然顶部已
不存，但窑室、火膛和工作坑
的格局却依然保存完整。窑
壁之上，当年的烧结面厚达
8至15厘米。墓室底部为半
圆形，残高约25厘米。火膛
与窑室相通，工作坑也为椭
圆形。此外，窑址内的包含
物还有红色土块、黑色碳屑
及少量精美的绳纹瓦。考古
人员根据窑址结构及包含物
判断，其中三座时代为西汉
晚期，一座时代为东汉中期。

在邛崃，从南北朝到宋
末的邛窑遗址，是西南地区
最早、最大的青瓷窑场之一，
以著名的“省油灯”闻名四
川。如今在同一片土地上发
现了汉代窑址，二者有无关
系呢?考古工地现场负责人
龚扬民说，汉代窑址烧造的
是陶，邛窑主要烧造瓷，但二
者应该有一定的渊源传承关
系，而邛崃发现汉代窑址，也
说明在冶铁等之外，这里的
手工业也颇为发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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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天府早报记者 段祯

近一年来，成都市文
物考古工作队对邛崃市
泉水镇樊哙村古墓群进
行抢救性发掘，四处古墓
群相邻分布，当地分别称
高山墩、古坟园一号点、
古坟园二号点及皇坟。
记者6月27日获悉，考古
人员在“皇坟”发现银质
印章套印一副（又称子母
印），这枚出土银质套印
母印为麒麟钮，子印所刻
“子仲”，进一步佐证了该
印极可能为汉定敷侯刘
越私印。考古人员表示，
汉代出土套印较少，此次
则是四川首次发现汉代
银质子母印。

刘越在《汉书·王子侯
表》中有相关记载，其为齐孝
王次子，武帝元朔四年与其
他六兄弟同时封侯，该支嗣
爵者有思侯德、宪侯福、共侯
汤、定侯乘，王莽篡位后绝。
皇坟M9出土银质套印母印
为麒麟钮，可见墓主人身份
较高，而子印所刻“子仲”可
进一步佐证该印极可能为汉
定敷侯刘越私印。刘雨茂
说，“汉代所取名字经常因兄
弟排行而定，M9 印主人刘
越字子仲，可能因其为家中
次子，这恰与西汉定敷侯刘
越为齐孝王次子相符。因
此，可初步判断，皇坟M9出
土银质麒麟钮套印为西汉定
敷侯刘越私印。”

至于为何西汉武帝时期
的定敷侯私印会出土于四川
邛崃？考古人员认为这其中
也有多种可能，“可能因为刘
越为该支第一代侯，其私印
代代相传，王莽篡位后该支
避祸迁徙于富足的临邛郡，
该印于东汉中晚期随葬于其
后代墓葬中。因该墓群墓主
人为汉刘氏皇家血脉，当地

人称其为‘皇坟’也基本符合
事实。”刘雨茂表示，四川地
区很多大型墓葬的随葬器
物，都包含外来文化因素，这
恰恰反映出巴蜀文化的兼容
与包容。

邛崃泉水镇樊哙村汉墓
群的科学发掘，对四川地区
汉墓序列的建立和完善、丧
葬习俗的深入研究、文化因
素融合与变迁的综合考察等
方面皆具重要意义。“墓地出
土文物200余件（套），是研
究古代四川地区经济、技术
及丧葬制度的宝贵材料，进
一步丰富了邛崃地区馆藏文
物、增加邛崃文化积淀、充实
天府文化内涵。”

记者 27 日从教育部了解
到，教育部、财政部、国家发展改
革委日前联合印发通知，决定自
2018年 7月 1日起，全面取消国
内高等教育学历学位认证服务
收费。

取消国内高等教育学历学
位认证服务收费后，已在高校学
生学籍学历信息管理系统和学
位信息管理系统相关数据库中

注册的学历学位原则上实行网
上查询和电子认证。此前，教育
部已将学历学位信息数据库接
入国家数据共享交换平台。

据介绍，下一步，教育部将
大力推广电子查询认证服务，进
一步简化服务流程，提高服务质
量，更好满足对国内高等教育学
历学位证明的数据查询等社会
需求。 （据新华社）

与此同时，考古人员在
“皇坟”汉墓群M9发现了银质
印章套印一副（又称子母印），
所谓子母印，“母印”刻名，“子
印”刻字。本次考古项目领队
刘雨茂介绍，汉代出土套印较
少，上海福泉山M5出土虎钮
铜套印1副、洛阳西郊3091号
汉墓出土狮钮铜套印1副，皆
为私印。而本次出土的这枚
子母印，母印为麒麟钮，高约3
厘米，麒麟立姿，昂首张嘴，胡
须垂胸，肩生双翼。印面略呈
方形，边长约2厘米，周边带框
栏，内阴刻缪篆“刘越”二字。
子印拱形钮略残，高约 1.5 厘
米，印面略呈方形，边长约1厘
米，阴刻缪篆“子仲”二字。考
古人员推测，此次出土的子母
印同样为私印，印主人是谁

呢？“名刘越，字子仲。”
刘雨茂表示，汉代出土私

印较多，材质和钮制丰富，然
而能使用昂贵材质的私印，印
主人身份一般较高。《汉旧仪》
载汉代官印制度道：“诸侯王
印，黄金橐驼钮，文曰玺，赤地
绶。列侯，黄金印龟钮，文曰
印。丞相、大将军、黄金银龟
钮，文曰章。御史大夫、匈奴
单于，黄金印橐驼钮，文曰
章。御史二千石，银印龟钮，
文曰章。千石、六百石、四百
石，铜印鼻钮，文曰印章。两
百石以上皆为通官印。”刘雨
茂说，“可见用银质官印匹配
的是二千石以上身份的王侯
或官员，私印与官印制度虽不
能完全等同，亦具有重要参考
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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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樊哙村”的名字因村
中一处立有樊哙墓而世代
沿用。许多年前，墓旁还伴
有一座樊哙庙。村里人传
说，曾经有樊哙后人迁居
至此，为纪念樊哙所筑坟
冢，但目前还并未有印证
该传说的相关考古资料。

“子母印”等高规格陪葬品
的出土，加之2009年对羊
安镇一处高等级墓葬的发
掘，专家猜测，村民中关于
樊哙后人曾迁居至此的传
说也许不是空穴来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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