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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门峡虢国墓地出土文物保护探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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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虢国墓地文物保护探索回顾 

    河南三门峡上村岭虢国墓地，历经了２０世纪５０年代和９０年代的两次大规模发掘。第一次发掘墓葬

２３４座、车马坑３座、马坑１座，出土文物９１７９件。第二次发掘清理了１８座墓葬、４座车马坑、２

座马坑，出土青铜器、玉石器等文物２６０００多件。对这些遗迹和遗物如何科学保护是一非常迫切的课

题，文物工作者一直在探索。 

    第一座车马坑的保护  ２０世纪５０年代，黄河水库考古队在湖滨火车站南发掘了一座长１５米、宽

３．８米、深４．１米的５车１马的陪葬坑（１７２７号），为虢国五鼎大夫的殉葬车马坑。根据当时中国

科学院院长郭沫若的提议，对车马坑予以就地保护。保护工作主要分两个阶段，第一阶段（２０世纪６０年

代）主要完成了防震沟和防护玻璃罩工程。众所周知，三门峡处于地震带，为了减少地震所产生的冲击波对

车马坑的破坏力，文物工作者在其四周挖了一宽１．５米、深５米的防震沟。为了防止湖滨车站粉尘和有害

气体的污染，制作了玻璃罩把车马坑防护起来。第二阶段（２０世纪８０年代至９０年代）完成了对车和马

骨的化学保护。１９８４年，刘景龙先生用滴注法对车进行了加固试验，１９９５年用同样方法对车和马骨

做了全面保护。实践证明，这一保护方法对于土质文物的保护非常有效。 

    ２０世纪９０年代出土文物的修复保护  虢国墓地第二次发掘出土青铜器的去锈、修复及保护工作任务

较大，该项目是在中国文物研究所李化元、中国农业博物馆贾文忠和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郭移洪主持下历

时近１０年完成的，主要采用机械法和化学法除锈，焊接青铜器主要用锡焊法，最后的表面保护用缓蚀剂。

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对出土的玉器和纺织物进行了部分清洗、加固工作。 

    虢季墓棺内玉器的复原工作是在中国社科院考古所白荣金先生的指导下完成的（见《三门峡虢国墓》上

册Ｐ５９２）。之后，中科院考古所西安研究室的左崇新先生对虢季内棺、棺内随葬品、墓主骨骼等用玻璃

钢进行了复制。 

    ２０世纪９０年代发掘的四座车马坑，除一座发掘后原地封填外，另外三座（虢季、梁姬及太子墓的陪

葬车马坑）成为虢国博物馆第三展厅的内容——车辚马萧。虢季陪葬车马坑有１３辆车，６４匹马和６只

狗；梁姬墓陪葬车马坑有１９辆车；太子墓的陪葬车马坑只作了部分清理。保护工作由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

所负责，采用敦煌研究院研制的水溶性试剂，主要做了３次保护工作。第一次是发掘之初，对车和马骨分别

采用滴注法和喷洒法。第二次是在虢国博物馆开馆之后，采用的方法和第一次相似。第三次保护是在２００

３年，主要针对马骨的风化问题，采用石膏填充、环氧树脂粘剂，表面封护等办法。 

    １９８８年春，三门峡市文物考古研究所在市机械厂院内北侧也清理了一座虢国时期的车马坑，为３车

６马。１９９９年元月，经省文物局批准，由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和三门峡市文物考古研究所对其搬迁。

搬迁采用切割法，将车马坑分４块，依次为１号车辕和两匹马、１号车和２号车辕的一部分、２号车及３号

部分车辕、３号车。分别装木板箱，最后运往虢国墓地的中南部封埋保护。 

    ２０００年１１月，按照虢国博物馆的布展方案，由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和三门峡市文物考古研究所

承担了在考古发掘原址上恢复虢季墓和两个祭祀坑原貌的任务。虢季墓深度达１２米，发掘时保留的深度为



８米，考虑到地面对墓壁的压力，当地文物部门制订了加固保护方案并很快得以落实。椁室的复原保护由市

文研所历时半年完成，其他墓葬四壁的加固和两座祭祀坑中马骨的保护均由省文研所承担。 

    同时，北京科技大学冶金与材料史研究所和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等对３４件出土铜器（样品）进行了

成分分析，对３２件（样品）进行了金相组织鉴定，对青铜鼎、簋、鬲、 、 、甫、壶、盘、盉、 、

戈、编钟等７５件进行铸造工艺分析。对虢季和虢仲墓出土的６件铁刃铜器作了鉴定。中国有色工业技术经

济研究院与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对出土玉器的玉质种类、原料产地等问题作了鉴定。中国艺术研究院音乐

研究所和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对虢季编钟进行了音乐学分析。 

    二、关于虢国文物保护技术研究工作的思考 

    对虢国墓地出土文物的技术保护取得的成绩有目共睹，但要使这些遗物和遗迹永久保留下来，世代传

承，任务仍然相当艰巨。无论是已经过保护处理的文物还是没有经过保护处理的文物都要定期保护，同时还

要开展不同领域的多学科研究和合理开发利用。为此，笔者认为，应重点做好以下研究工作。 

    １、制定切实可行的技术保护规划 

    ２００２年８月，三门峡市人民政府第３号令颁布了《虢国墓地保护管理办法》，为今后开展保护工作

奠定了良好基础。在不断完善各种管理条例的同时，文物考古研究部门要对出土的文物分门别类制定出近期

和远期保护规划，并把规划的实施具体落实到责任单位、责任人，对亟待解决的学术问题或亟须保护的文物

要以最短的时间、最快的速度来完成。对那些难度大又影响到文物技术保护的学术问题，要制定出长远规

划，哪怕是解决某一方面的某一个保护课题也是对文物保护的新贡献。要做到严格按规划办事，长期和短期

工作相结合，有计划、有步骤地完成每一阶段的每一项工作。 

    ２、树立多学科联合攻关，共同参与研究的意识 

    对虢国墓地文物进行多学科的联合研究，以前已做了一些工作，取得了一定的学术成果。今后还要进一

步加强同各学术科研机构之间的联合，尤其是对青铜器的修复、加固保护。文物的损坏机理及文物储存环境

中许多问题和化学有关，物理、生物、地质等学科和文物保护技术关系也很密切。因此，要同相关专业人员

一起来研究文物保护问题。 

    ３、开展不同学术领域的研究 

    虢国墓地出土的大量实物资料，为我们的科研工作奠定了基础，需要研究的课题非常广泛。 

    如纺织品类文物，虢季和虢仲墓随葬有为数不少的衣物、衾被、棺罩等纺织品，我们不具备鉴定、分析

其质地、工艺制作等手段和技术，可以通过与某些纺织研究所等专业机构联合来解决这些难题，解开当时种

植业、养殖业和手工业技术的一些谜团。 

    再如孟 发亮原因的分析，为什么虢国墓地那么多青铜器出土时都产生各种锈斑，唯独２００６号墓

的３件青铜器出土时金光闪闪，如金铸一般？笔者多次到虢国博物馆考察，曾求教过专门从事金属类文物保

护的专家，说法不一。我想除了埋藏环境等因素外，最主要原因应是其合金成分与其他青铜器有别，或是其

表面加工处理工艺和其他青铜器不同。如果用无损分析法检测后应能得到科学答案。 

    还有人骨、马骨和狗骨等动物骨骼的技术保护在考古工作中也时常遇到，虢国墓地的此类保护量更大，

任务更艰巨。目前国内普遍采用的是高分子材料表面喷洒法，但不同地方出土的骨骼保存情况不尽相同，同

一个地方出土的不同种类动物骨骼保存状况也存在差异，即使同一个地方出土的同类动物骨骼保存现状也会

存在不同之处。因此，要做到有的放矢，必须联合学术专业机构对骨骼的状况、性质及对某些保护试剂的吸

收能力等有一个科学的测试依据，然后针对具体情况分别对待，以达到最好效果。 

    古代陪葬用的车在发掘清理时仅留下各部分的痕迹，要保护下来必须靠其中的填土来支撑。因此，对车

的保护实际上就是对清理后留下的土质文物的保护。目前国内此类文物的保护仍是一个十分棘手的难题，一

般是采用高分子合成材料进行滴注，以增加土粒之间结合的强度。土质文物无论所处的环境如何，所用材料

的性能必须具备两个条件才能达到使用要求，一是渗透性要强，土质文物经加固保存时间长；二是使用后不

改变土质文物的原状。只要解决了这些问题，车的技术保护难题就可迎刃而解。 

    ４、加强培训，提高文物科技队伍建设 

    文物保护科技工作者既要掌握相关技术学科的基础理论与专业知识，又要精通文物保护科学技术理论和

修复保养的实践技能，了解分析检测各类文物的方法，还应具备一定的文物、历史、考古和博物馆等社会科

学以及绘画和雕塑艺术等美学修养。要达到这样的标准，确非易事。在条件允许的情况下，应引进专业人

员，充实现有的文物保护科技队伍，尽快适应文物工作的发展需要。 

 ■ 返回

版权所有：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 转载务经授权并请刊出本网站名

 



版权所有：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 

地址：北京王府井大街27号（100710） E-mail:kaogu@cass.org.cn 

备案号：京ICP备05027606 

您是第  01412216  位访问者 中国社会科学院 | 考古学系 | 友情链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