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2 年 3 月 18 日，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

学 论 坛 · 2021 年 中 国

考 古 新 发 现 ” 在 中 国

历 史 研 究 院 举 行 。 四

川 稻 城 县 皮 洛 旧 石 器

时 代 遗 址 、 河 南 南 阳

市 黄 山 新 石 器 时 代 遗

址 、 四 川 广 汉 市 三 星

堆 商 代 遗 址 、 江 西 樟

树 市 国 字 山 战 国 墓

葬 、 湖 北 云 梦 县 郑 家

湖 战 国 秦 汉 墓 地 、 甘

肃 武 威 市 唐 代 吐 谷 浑

王族墓葬群等 6 个考古

项 目 入 选 “ 中 国 考 古

新发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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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代麻三衡《墨志》和清代《渔洋
精华录》等书中，均有对江正制墨的记
载，但传世实物仅见此锭。

此墨呈圆形，墨饼两面均凸起边
框，墨面雕刻一条螭龙。墨饰螭龙戏水
纹始见于明嘉靖时期，流行于晚明，具

有鲜明的时代风格。
“嘉靖庚子”为明代嘉靖十九年

（1540年），墨背题阳文篆书“玄玉”，
墨侧题“嘉靖庚子晴川江正制”。此墨
见于《中舟藏墨录》，是流传有绪的明
墨精品。

在河南省开封市双龙巷历史文化
街区保留有张钫故宅一处，为一座明
清北方传统建筑风格的三进四合院，
房舍为砖木结构，坐北朝南，布局严
谨，错落有致，经过三年多的修缮与
复建，现已对外开放。

戎马一生建功业

张钫青年时期苦读兵书，尤其对
《孙子兵法》认真钻研。在保定陆军速
成学堂炮兵科学习期间加入同盟会，是
辛亥革命时期陕西新军起义的主要策动
者之一。武昌起义爆发后，他任秦陇复
汉军东路征讨大都督，兵出潼关，攻打
清兵，名声大振。护法运动时，被推举
为陕西“靖国军”副总司令。

1937年，淞沪会战爆发，张钫被
任命为第十二军团长，奉令带七十六师
从江西开赴前线。

解放战争时期，张钫在四川率部起
义，和人民一道迎来新中国的黎明。新
中国成立后，张钫曾任第二届全国政协
委员、民革中央团结委员会委员、中央
文史馆副馆长。1966 年 5 月病逝于北
京。“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直到生命的
最后，张钫仍然希望为后人留下点什
么。晚年的张钫不顾身体老迈，积极响
应周恩来同志号召，撰写了30万字的回
忆录《风雨漫漫四十年》，记述了从清
朝末年到1949年起义几十年间许多重
大历史事件和重要历史人物的活动，给
研究中国近现代历史提供了珍贵史料。

多年的军旅生涯，使他深刻认识到
实业救国的重要性。1920年，张钫创
立民生煤矿公司。这是当时河南仅有
的、完全属于中国人自己的煤矿，被誉
为“中原第一煤矿”。1948年，张钫为
观音堂煤矿从美国购办全套工作母机，
新中国成立后郑纺机生产的第一套纺织
机器便是用这套工作母机制作的。

赈灾济民怜苍生

张钫身居高位，心忧黎民。1929
年，豫西地区兵、匪、旱三灾并袭，
大批灾民扶老携幼到省城开封求生。
时任河南省建设厅厅长兼赈务委员会
主席的张钫主持赈务，多方筹款放赈。

1930 年 1 月中旬，赈务委员会在
开封下设救济院，下辖三个舍饭场。
除安置灾民在舍饭场外，张钫还成功
组织、动员一批灾民“作工就食，垦
荒牧畜”，到河北省、东北等地落户垦
荒。此项措施共计运送灾民 43 批，3
万余人，相对于当时“杯水车薪”的
临时性救济措施，移民垦殖拯救了大
批奄奄待毙的河南灾民。

1942年，河南全省又遇到了多年
罕见的大旱，田间颗粒无收，老百姓
为了生计，只得外出逃荒。灾民不断
流入西安，把西安四城围了数十公
里。张钫目睹西安各街道屋檐下遍地
躺着灾民，一问，都是从河南来的，
痛心不已，当时就以国民政府军事参
议院副院长和河南省旅陕同乡会会长
的名义发出请帖，邀请社会各界名
流、志士贤达50人，齐聚张公馆，动
员为灾民募捐。张钫带头将自己在汉
中的水田 40 顷全部变卖，捐赠救济，
在场诸人无不感动，纷纷慷慨解囊勠
力赈灾。

1944 年，日寇犯豫，河南师生、
百姓难民数十万人再度入陕，张钫动
用一切力量加以救济。舍饭施赈之
余，他又召集河南师生集会，激励大
家“永远不要忘记自己是河南人，要
为家乡作贡献。”

奋武揆文侠骨香

张钫深明大义，心系百姓。任河
南省建设厅厅长兼省赈务委员会主席
期间，他主持整治河道，兴修水利，
修建公路，植树造林，并成立了河南
省水利局，创办河南省水利工程专门
学校（现黄河水利职业技术学院）。河
南遇灾时，张钫组织倡导“作工就
食，垦荒牧畜”，用“以工代赈”的方
式，筹划完成了开封铁塔苗圃及河南
农林试验总场的植树造林与园林风景
建设。他以禹王台古吹台遗迹为中
心，积土山，疏莲池，植桧柏，使禹
王台“浚池修望，杂艺花木，为都人士
游憩之所”。至今，在禹王台大殿外墙
上，仍嵌有河南农林试验总场纪略碑和
河南农林试验总场纪念碑。

张钫不仅文韬武略，作战勇猛，还
喜好书法，酷爱志石。在戎马倥偬中临
池不辍，常和章太炎、于右任等名人学
者交往，一同鉴赏古玩。他身居高位，
却生活简朴，花费巨大的物力财力，从
20世纪30年代初期开始，不惜重金搜
集唐代墓志。经过近5年的努力，共收
藏唐代墓志1000多件，成为首屈一指
的收藏大家。一座集西晋、北魏以及
唐、五代、宋、元、明、清志石，上下
纵横千年，独一无二的墓志博物馆——

“千唐志斋”由此问世，为我国书法史
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作者单位：李军涛系中共河南省
开封市委统战部，陈军利系民革开封
市委会）

辛亥革命元老张钫纪事
李军涛 陈军利

皮洛旧石器时代遗址

皮洛旧石器时代遗址位于四川省
甘孜州稻城县，面积约100万平方米，
遗址平均海拔约 3750 米。2020 年 5
月，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旧石器研
究室在进行旧石器考古专项调查时发
现该遗址。2021 年 4月底，联合北京
大学城市与环境学院、中国科学院古
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等组成多学
科研究团队，开始对皮洛遗址进行正
式考古发掘。

皮洛旧石器时代遗址是一处时空
位置特殊、规模宏大、地层保存完好、
文化序列清楚、遗物遗迹丰富、技术特
色鲜明、多种文化因素叠加的罕见超
大型旧石器时代旷野遗址，其发现具
有重要意义。

该遗址面积广阔，遗物数量众
多，2021 年系统采集和发掘的遗物
有 1 万余件。同时，该遗址文化内涵
丰富，本次发掘在青藏高原东麓揭露
出七个连续的地层堆积和文化层位，
完整保留、系统展示了“简单石核石
片组合-阿舍利技术体系-小石片石
器体系”的旧石器时代文化发展过
程，首次建立了四川和中国西南地区
连贯的、具有标志性的旧石器时代特
定时段的文化序列，为该区域其他遗
址和相关材料树立了对比研究的参
照和标尺。

在发掘过程中，研究者发现了目
前世界上海拔最高的阿舍利技术遗
存，出土的手斧与薄刃斧等石制品是
目前东亚地区形态最典型、制作最精
美、技术最成熟、组合最完备的阿舍利
组合，填补了阿舍利技术体系的一个
关键缺环，串联起东西方的阿舍利文
化传播带，对认识东西方远古人群迁
徙和文化传播交流具有特殊的价值与
意义。

此遗址地处青藏高原，连续的地
层堆积、完好的埋藏条件和清楚的石
器技术演变序列展现了早期人类征服
高海拔极端环境的能力、方式和历史
进程。这一重要考古发现处在目前国
际学术界有关人类扩散、适应高海拔
环境研究的热点课题和关键时间节点
上，也提供了该地区古环境变化与人
类适应耦合关系的重要生态背景和年
代学标尺。

黄山新石器时代遗址

黄山新石器时代遗址位于南阳市
东北部卧龙区蒲山镇黄山村北的白河
西岸。经考古发掘确定,此遗址是一处
仰韶文化、屈家岭文化、石家河文化玉
石器制作特征鲜明的中心性聚落遗
址,在南阳盆地中遗址面积最大,遗迹
规格最高,内涵丰富，反映了新石器时
代晚期南北文化交流融合发展的特
点，为探讨豫西南地区社会复杂化和
文明化进程提供了重要材料。

在该遗址中发现的新石器时代
玉石器制作遗存，以独山玉石为资源
支撑、其他地方玉材为辅助，大致存
在仰韶文化晚期“居家式”作坊群向
屈家岭时期“团体式“生产模式转变
的规律。石家河文化时期也规模化生
产玉石器，填补了中原和长江中游新

石器时代玉石器手工业体系的空白。
此遗存与制骨遗存一起，为探索当时
手工业生产专业化和社会分工提供
了重要线索。

黄山新石器时代遗址中仰韶文
化坊居式建筑群是国内保存最好的
史前建筑群之一，墙体存留高，内部
设施齐全，大批遗物原位保存，生动
再现了古人制造玉石器与生活的原
始场景。特别是“前坊后居式”大型连
间长房中的F1面积超过150平方米，
极为罕见。

含有大量陪葬如猪下颌骨、玉钺、
弓箭、象牙器、少量陶器的大型墓葬为
代表的屈家岭高等级墓葬区，人骨保
存甚佳，社会成员等级分明。可能具有
编织功能的成束骨针的发现为我国史
前纺织考古提供了重要材料。

此次在中原地区首次发现史前
码头性质的遗迹，与自然河、人工河
道 、环 壕 一 起 构 成 了 水 路 交 通 系
统，体现出古人对水资源的重视和利
用能力。

三星堆商代遗址

三星堆商代遗址祭祀区考古发掘
是国家文物局“考古中国”重大项目

“川渝地区文明进程研究”的实施内容
之一。从2020年3月启动发掘至今，已
经初步摸清祭祀区的分布范围和内部
格局，并新发现6座“祭祀坑”。

截至目前，6座“祭祀坑”的地层
关系、堆积形成过程、形制结构、遗物
埋藏状况已经基本清楚，出土金器、铜
器、玉石器、陶器等2000余件，另提取
象牙500余根。其中，重要文物包括金
面具、鸟形箔饰，铜顶尊跪坐人像、扭
头跪坐人像、立人像、人头像、面具、

“神坛”，玉璋、戈、凿、神树纹琮、器座，
石戈，陶矮领瓮、尖底盏，丝织品残痕，
象牙、象牙雕等，部分遗物从造型、纹
饰来看，均前所未见。

本次对于三星堆遗址祭祀区的考
古发掘，意义重大而深远。新发现的遗
迹和遗物，进一步丰富了三星堆遗址
的文化内涵，也将促进三星堆遗址及
古蜀文明的祭祀礼仪和祭祀体系研
究，填补了以往研究的空白。

通过考古发掘，进一步阐释了“古
蜀文明是中华文明重要组成部分”
的基本认识。1986年发掘的一号、二
号坑出土的大量遗物，兼有古蜀文明、
中原文明和国内其他地区文化因素，
表明古蜀文明是中华文明的重要组成
部分。本次出土的若干新器物，如顶尊
跪坐铜人像和铜圆口方尊、玉琮和丝
织品、金面具和象牙雕刻等，进一步印

证了这一认识。

国字山战国墓葬

国字山战国墓葬发现于2013年，
该墓葬是清江盆地东周时期的中心性
城址——筑卫城的附属性遗存。位于
筑卫城城址西侧约300米处的小山顶
部，外围有东西长约80、南北宽约63
米的近长方形围沟环绕。

墓葬虽经早期盗扰，仍出土2600
余件（套）器物。出土器物的种类以漆
木器为大宗，还有金属器、陶瓷器和玉
石器等。器类有礼器、乐器、兵器、车马
器、日常用具等。墓内还出土有一件青
铜鸠杖的跽坐人形墩，此类器物以往
多见于长江下游的吴越核心文化区。
部分青铜器有包金、错金装饰，表现出
高等级的特征。另外，墓葬中出土了蜻
蜓眼、玉龙、玉风等精美装饰品。

墓内还出土两件有铭铜戈（戟）。
经专家考证，由墓内出土铭文及遗物
等推断，墓葬时代为战国中期。

国字山战国墓葬M1是迄今江西
地区考古发掘规模最大的东周时期墓
葬。该墓葬有围沟环绕，规模宏大，使
用双墓道的多室结构，葬具规格高，随
葬品种类齐全，表明墓主有着很高的
身份地位。根据墓葬总体特征和出土
铭文资料推测，墓主可能与越国王室
密切相关，筑卫城是东周时期越文化
的区域政治中心。

国字山墓葬的发掘是近年来
江西地区东周时期考古的重大突
破 ，填 补 了 江 西 东 周 时 期 考 古 空
白 ，为 构 建 和 完 善 本 区 域 两 周 时
期考古学文化序列谱系提供了关
键性资料。

国字山墓葬的发掘为筑卫城城址
的最终定性及探讨清江盆地两周时期
聚落布局和社会结构打下了坚实基
础。国字山墓葬的发掘是越国、越文化
考古的新突破，为百越文化研究打开
了新局面，对研究江西地区东周时期
吴越楚关系等具有重要价值。

郑家湖战国秦汉墓地

郑家湖战国秦汉墓地位于湖北省
云梦县城关镇。墓地发掘区分为A、B、
C三区。2020年发掘A、B区墓葬共196
座，均为战国晚期以来的楚文化小型
墓葬。多南北向，随葬品多出自壁龛或
头龛，共700余件。2021年发掘C区墓
葬116座，其中14座为饱水墓葬。

郑家湖战国秦汉墓地出土了一批
珍贵的文字材料。除M277出土遣策及
铜鼎铭文外，战国末期墓葬M274出土

一件长文木觚（一种多棱体木牍）， 全
文约700字，字体是典型的秦隶，体例和
文风与《战国策》近似。

该觚是目前所见年代最早、文字最
长的木觚，形制罕见，内涵丰富，涉及考
古学、古文字学、古文献学、古代史等诸
多领域，学术价值重大。觚文不见于传世
记载，为研究者提供了一篇全新的策问
类文献，丰富了战国后期政治史资料，是
研究当时社会思想的珍贵文本。

郑家湖战国秦汉墓地出土了一批罕
见的葬具木板画，年代为战国末-秦代
和秦汉之际。题材均为首见，填补了战国
秦汉绘画材质与类型的历史空白，是中
国美术史上的重要发现，对追溯中国墓
葬壁画的形成有重要意义。秦文化特征
鲜明，为研究秦人的葬俗葬仪、宗教思
想、服饰文化与艺术造型提供了重要材
料。

郑家湖战国秦汉墓地还出土了一大
批精美的秦文化漆器，这批漆器保存极
其完好，其中不少工艺精湛、纹样独特，
文化内涵丰富，年代集中在秦代前后，为
研究秦代漆器的生产流通、工艺美术和
中国漆器发展史提供了重要材料。

此次考古发现清理了一批难得的秦
文化饱水墓葬，为研究出关秦人的丧葬
习俗、生活状况和文化变迁提供了重要
材料。同时，活化了秦汉帝国大一统进程
中重要节点的历史场景。云梦是秦人统
一南方的战略要冲，郑家湖墓地与楚王
城城址及其周围的睡虎地、龙岗、江郭、
大坟头等墓地形成一个有机整体，年代
均集中在白起拔郢至西汉初，这些墓主
多是楚、秦、汉嬗递——秦汉帝国大一统
进程的亲历者、见证者，多学科研究也清
晰地揭示了当时南北人群的频繁迁徙与
交融互动。

唐代吐谷浑王族墓葬群

武威地区唐代吐谷浑王族墓葬群位
于甘肃省武威市西南，地处祁连山北麓，
主要分布于武威南山区南营水库以西，
冰沟河与大水河中下游北岸的山岗之
上。

2019年，项目组发掘了吐谷浑喜王
慕容智墓，该墓是目前发现唯一保存完
整的吐谷浑王族墓葬，墓中出土大量随
葬品。同时，墓中出土墓志一合，时代明
确，内容丰富，首次提及武威南山区“大
可汗陵”，墓志左侧面还刻有两行未能释
读的文字，可能为吐谷浑民族文字。2020
年，在完成慕容智墓出土301件（套）文
物保护修复的同时，在武威地区开展了
大规模调查和勘探工作，发现并确认吐
谷浑王族墓葬共计23座。2021年，以探
明“大可汗陵”的具体方位、布局特征以
及丰富吐谷浑王族墓葬群文化内涵为主
要目标，考古队对武威地区新发现的长
岭-马场滩区3座墓葬进行了发掘，出土
随葬品290余件。从马场滩M2出土的开
元二十七年（公元739年）《冯翊郡太夫
人党氏墓志》可知，该墓群为唐代早中期
吐谷浑蓬子氏家族墓地。

其中，慕容智墓墓室顶部以白灰为
地，上涂一层青灰色颜料，其上绘有天象
图等。墓主人呈仰身直肢状，枕鸡鸣枕，
面盖覆面，身着紫色长袍，胸部东侧放置
象牙笏板，腰系嵌金蹀躞带，腰部东侧置
有墨书纸条，足穿锦靴。随葬品摆放于墓
主人身边，自北向南，墓主头部西侧有银
胡瓶、银罐、漆方盒、皮手套、银盘、银碟、
银碗、银匙、银勺、银筷；墓主人头部东侧
有数个垒放的粮食袋和一个布枕；墓主
人身体西侧放有虎帐豹韬、木弓、贴金黑
漆胡禄；墓主人身体东侧随葬一个木女
俑，女俑身着丝织衣物，怀抱一婴儿；墓
主人足部西侧随葬一件银碗和一双鞋，
碗内盛有银灰色结晶体；墓主人足部东
侧随葬丝织网络。此外，还有各类叠好的
丝织衣物置于墓主周边。

该墓墓志由盖、志两部分组成，青石
质，正方形。志盖正中阴刻篆书“大周故
慕容府君墓志”9字，周围饰以缠枝卷草
花卉纹。墓志呈正方形，正面有楷书志
文，20行，满行21字，共392字。墓志侧
面还发现两行未能释读的文字。

马场滩M1为长斜坡墓道带耳室的
单室砖室墓。底部殉马三匹。主墓室平面
呈方形，墓室上部已坍塌。马场滩M2出
土墓志为青石质，方形，由盖、志两部分
组成。正中盖面方形，其上篆书“大唐冯
翊郡故太夫人墓志铭”12字。墓志正面
阴刻楷书志文，共391字。由志文内容可
知，墓主属冯翊郡党氏，后嫁入吐谷浑
蓬子氏家族。

该墓群的发现，生动揭示了吐谷
浑民族自归唐以后近百年间逐渐融入
中华文明体系的历史史实。为推动武
威地区吐谷浑王族大遗址群的可持续
发展和保护利用提供了重要基础，为
丝绸之路文化系统的丰富和完善提供
了新的研究方向。

2021年六大“中国考古新发现”揭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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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嘉靖江正玄玉墨

江正玄玉墨，明嘉靖，直径8.1厘米，厚0.9厘米。故宫博物院藏。

张钫，辛亥革命元老、著名
爱国将领、爱国民主人士、民革
前辈之一。他转战多地始终情系
桑梓，灾难当前竭力救济家乡父
老，被河南人亲切地称为“老乡
长”；戎马一生之余又钟情文化，
兴教育、办实业，为我国近现代
文化史和河南当地的发展留下诸
多极其宝贵的文化和经济遗产，
被 誉 为 “ 军 界 儒 将 ”“ 中 州 豪
侠”，毛泽东同志赞誉他为“中原
老军事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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