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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场传真

河南洛阳发现2600多年前戎人王级大墓

发布时间：2020-12-02 文章出处：新华网 作者：桂娟 史林静

　　天子脚下，为何会有外族久居；中原腹地，怎会出现西北戎人特有的“头蹄葬”；史书中记载

的陆浑戎到底在哪？近日，一座春秋时期西北戎人的王级大墓在河南洛阳徐阳墓地被发现，进一步

印证了2600多年前陆浑戎迁徙、融合的历史，对探索中华文明形成过程中的民族融合与发展具有

十分重要的价值。

河南洛阳徐阳墓地标号为M15的墓葬出土的编钟（11月27日摄）。李安 摄

　　考古发掘现场负责人吴业恒介绍，这座标号为M15的墓保存完好，随葬器物主要有饕餮夔纹铜

编钟、编磬、玉璜、玉扳指等，且墓葬周围分布有陪葬车马坑。“车马坑陪葬对应的是高等级贵族

墓葬，另外，从出土的编钟、编磬等青铜礼器来看，应该是一座王级大墓。”吴业恒说，这也是徐

阳墓地考古发掘的第二座王级大墓。

河南洛阳徐阳墓地标号为M15的墓葬出土的编钟（11月27日摄）。李安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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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从随葬品和葬式葬制来看，15号墓与该区域出土的其他墓葬一致。“墓内随葬器物以及在车马

坑内放置马牛羊头蹄的殉牲习俗，与春秋时期西北地区戎人的文化面貌、埋葬习俗相同。但随葬铜

礼器、车舆规制等又显示其受到同时期中原文化的强烈影响。”洛阳市文物考古研究院院长史家珍

说。

工作人员在清理河南洛阳徐阳墓地标号为M15的墓葬出土的编钟（11月27日摄）。李安 摄

　　“15号墓的发现，进一步证实了文献所载‘戎人内迁伊洛’的历史事件。”中国社会科学院学

部委员刘庆柱说，墓葬是当时社会生活的折射，15号墓表现出的文化融合与嬗变，体现了中华文明

有容乃大，是中华文化五千年兼收并蓄民族融合的实证。

河南洛阳徐阳墓地标号为M15的墓葬出土的编磬（11月27日摄）。李安 摄

　　徐阳墓地位于洛阳市伊川县徐阳村，是2600多年前从中国西北迁往洛阳伊川的陆浑戎墓葬

群，也是中原地区考古发现的首个戎人遗存。根据史书记载，陆浑戎自公元前638年迁入洛阳伊

川，公元前525年被灭。

考古专家和学者在查看河南洛阳徐阳墓地标号为M15的墓葬发掘现场（11月27日摄）。李安 摄

　　徐阳墓地自2013年发掘至今，共清理墓葬150座，其中大中型墓12座，大中型墓葬均有与之

对应的陪葬车马坑或马牛羊头蹄祭祀坑。“除了一些马牛羊头蹄等戎人祭祀的特征外，该墓葬群还

出土了中原地区较为罕见的单耳罐陶器以及螺旋形金耳环和鎏金铜质挂件，这些都是典型的戎人习

俗和装饰。”西北大学教授罗丰说。



转载请注明来源：中国考古网分享到：

工作人员在清理河南洛阳徐阳墓地标号为M15的墓葬出土的编钟（11月27日摄）。李安 摄

　　“无论从时间、地域，还是规模、习俗上看，徐阳墓地都与春秋时期活跃在这一区域的陆浑戎

对应。”国家博物馆研究员信立祥说，这是研究民族迁徙与融合、文化交流与互动的重要资料。

（图文转自：新华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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