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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场传真

“中国·商丘西汉梁王陵文化研讨会”召开

作者： 胡珂  发布时间： 2006-05-22  文章出处：中新网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五月十八日会同河南商丘市人民政府举行“中国·商丘西汉梁王陵文化研讨

会”。来自中国考古界众多专家学者在对西汉梁王陵文化研究后，认为商丘永城芒砀山西汉梁王陵是中国目

前所知汉代诸侯王陵中连续使用时间最长、墓葬分布最集中、规模最大、保存最完整的王陵。  

据了解，参与此次西汉梁王陵文化研讨的考古专家分别来自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中国国家博物馆、

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陕西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河南省文物管理局、河南省博物院、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

所等国内知名考古单位。  

专家、学者们在围绕西汉梁国史、西汉梁王陵文物考古及相关问题研讨后，就有关问题达成共识。他们认

为，河南商丘永城芒砀山西汉梁王陵是中国目前所知汉代诸侯王陵中连续使用时间最长、墓葬分布最集中、

规模最大、保存最完整的王陵。其中，保安山二号墓穿山凿制而成，是目前中国考古发现最大的汉代石崖

墓。在柿园汉墓的主室顶部、南壁西侧和西壁发现三处壁画，保存完好，是中国目前考古发现级别最高、面

积最大、保存最完整的西汉中前期墓室壁画。  

专家认为，梁孝王墓是目前所知中国最早的大型石崖墓，它的发现为研究中国早期石崖墓的结构、石崖墓的

演变规律等都具有重要意义。梁孝王陵寝建筑基址的发现与发掘，是中国汉代诸侯王陵寝基址考古的开端，

为系统研究中国汉代诸侯王乃至西汉帝王陵寝制度及相关问题，提供了珍贵资料。   

北京大学汉画研究所所长朱青生认为，芒砀山西汉梁王陵的汉代画像在汉画研究中有非常重要的意义。首

先，西汉梁王陵中出土的汉画像石刻年代确切，是汉代早期的汉画。学术界一直认为，汉代画像石是从西亚

传过来的，而西汉梁王陵中的汉代画像石说明中国本土在接触西亚之前就已出现了汉代画像石。有专家推

测，西汉梁王陵内的汉画像石、墓室壁画是中国汉画像石和墓室装饰的起源。   

此外，许多专家研究后认为在西汉梁王陵墓道塞石、墓室内发现的大量刻石或朱书文字为研究中国西汉时期

文字学、书法艺术、建筑考古学、尺度、历史等提供了十分珍贵的实物资料，具有很重要的学术价值。另

外，对现有出土文物的研究表明，西汉梁国的工匠们已经掌握了非常先进的测量技术和铜铁制造技术是对中

国科学进步的伟大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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