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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场传真

鹤庆县境内发现云南省最大规模的火葬墓群

作者：   发布时间： 2006-04-01  文章出处：云网

    近日，大（理）丽（江）铁路工程线经过鹤庆县金墩乡象眠山时，发现了云南省迄今为止最大规模的火

葬墓群，经云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组织抢救性挖掘，出土了一大批火葬器物。  

  该火葬墓群具有范围大、时代长、质地造型种类异常丰富等特点。火葬墓群占地约6000余平方米，抢救

性挖掘面积4000平方米，墓群预计全部完成后达到2000余座，至今已经挖掘1300余座，其中火葬墓群占绝大

多数，土葬墓约100多座。  

  经过对出土器物的分析，最早的可追溯到大理国时期，因大理国时期是中原汉文化和印度佛教文化的交

汇点，出土器物上有中梵文同时存在的现象。器物外形为蒙古包形状，多为陶罐且特征明显的，则大致是元

时期。明中期之后，火罐渐少，土葬渐多。清中期后，火罐多为灰陶和釉罐。具体年代有待科学检测后进一

步确定。从火葬墓外观上看，有碑座，上立碑幢的多为富人墓，所用骨灰罐大多比较精致。穷人墓则为陶罐

土罐，墓上立一块石头作标记。  

  据专家介绍，火葬墓群的文物价值主要体现在以下方面：1、文化价值：器物中有大量中梵文同时存在的

现象，有十二生肖形象与文字对应，甚至有白族自创文字出现。这对研究中梵文字和白族历史文化具有非常

高的价值。2、对历史经济的研究价值：出土器物中大理国时期的火罐，有随葬品，其中有当时作为小额现金

使用的贝币、刀形币等珍贵文物。3、艺术价值：各种墓罐形态万千，制作工艺各不相同，质地材料各不相

同，其中有云南省历史上明中期曾经生产过的青花器，所用古料为本地所取，色灰暗，如建水窑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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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1379488  位访问者 中国社会科学院 | 考古学系 | 友情链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