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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场传真

湾里发现南昌最大西晋古墓

作者：   发布时间： 2006-05-09  文章出处：南昌晚报—南昌新闻网

      

  “五一”期间许多市民都选择外出旅游，然而湾里火盘村村民却在家门口免费“旅游”了一把。原来，5

月4日此处一工地上挖掘出一座硕大的西晋古墓，墓室总面积达54平方米，整个构造犹如现在的两室一厅居

室。这是南昌迄今发现的西晋时期古墓当中，最为雄伟壮观的一座，让在场所有人大开眼界。 

    昨日（7日）上午，记者来到古墓挖掘现场，此时古墓已经由工地的工作人员保护起来。墓室顶端被挖掘

机完全挖开，一个硕大的洞口呈现在眼前，墓室顶端与底部高达５米，旁边摆放了一架木梯，人想要下去只

能顺着梯子往下爬。为了看清楚墓室的整个结构，记者爬了下去，墓室底部有很深的积水，土质细腻呈橘黄

色。幸好里面有许多石块可以垫脚，否则寸步难行。记者再仔细观察时，发现旁边还有3个墓室。坐北和坐西

方向的墓室十分相似，里面漆黑一片，足有５米多深。而东面则是很浅的墓室，深度不足一米，墙壁触手可

及。 

    和记者所见过的晋代墓一样，这座墓室的砖上也有网钱纹，整个墓呈拱形，由网钱纹砖垒积而成，每块

砖之间没有用任何粘合物，墓室浑然一体，巧夺天工。此结构的特点是，随着时间的推移和外力的挤压，墓

室会越来越紧凑坚固。而与以前发现的西晋古墓最大的不同是，这座古墓特别大，且里面的构造奇特。为了

进一步了解墓室的构造，记者前往南昌市博物馆，采访参与挖掘工作的南昌市博物馆李馆长。 

    李馆长告诉记者，墓室构造用专业术语称为攒尖顶，虽然南昌过去也发现过类似墓葬，但是从来没有见

过这么大的。墓室东面为澡井状，也是古建筑的一种形式；北面为主室，内有突起的一块为棺台，棺木原本

存放在这个地方，由于时间太长，棺木已经完全腐烂；西面为侧室，专门存放随葬器物，经考古人员挖掘发

现，墓室早期被盗，只留下了一个残缺的虎子、两个青瓷缽和一个青瓷盏。虽然墓室被盗，但是墓室本身非

常稀有，具有一定的研究价值，并可以成为区一级的文物保护单位，他们对其进行了抢救性挖掘。由于这个

地方挖掘出了许多晋代墓室，旁边很可能还有其他更有价值的墓葬。他们希望在这个地方建立一个“墓葬博

物馆”，并开发成为景区，吸引游人来此参观。 

    当记者问到这个墓室主人的身份时，李馆长表示，目前没有找到有关墓主身份的物件，无法证明其身

份，还有待于进一步考证。但从墓室的规模上看，此人在当时必定显赫一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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