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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场传真

热闹路工地挖出三朝古墓，出现不同年代墓葬（12月20日）

作者：   发布时间： 2006-12-20  文章出处：东北新闻网

    在沈河区热闹路一处建筑工地上，经沈阳市文物考古研究所考古人员一个半月的艰辛劳作，终于使汉

代、辽代、明代的6座墓葬重见天日。12月19日，考古人员展示了此次考古发掘成果，拨开重重历史迷

雾。 

沈城为何少见明代墓葬？ 

    当日上午，记者在考古发掘现场看到，6座墓葬呈“品”字形排列，其中的1号墓葬为沈阳地区少见的明

代墓葬。该墓葬距地表1.1米，长2.84米、宽2米、残高0.5米。墓葬内东西并列两具棺木，为土坑木棺夫妻合

葬墓。 

    考古人员介绍，以往，沈阳城区附近很少发现明代墓葬。近年来，通过八王寺地区、苏家屯区白清寨等

地的考古发掘，考古人员们逐渐将明代墓葬与清代墓葬区分开，认清了明代墓葬的基本特征，即随葬器物以

酱釉瓷为主，并在死者头顶随葬一个酱釉碗，脚下随葬一个盖罐。 

    明代，沈阳称“沈阳中卫”。至于沈阳城区附近为何少见明代墓葬，主要是当时“沈阳中卫”城郭外附

近都住着居民，不便埋坟，以致到相对边远地区才能下葬。 

汉代墓葬为何有红砖？ 

    该建筑工地的2号至5号墓葬，均为汉代墓葬，东西走向一字排列，形成墓葬群格局。考古人员初步认

定，这是一处汉代家族墓地。然而，除了5号墓葬采用红砖、青砖混杂砌筑外，另外3座汉墓均采用了红砖修

建、砌筑。人们一般认为，红砖为近现代建筑材料，为何汉代就有了红砖呢？ 

    考古专家介绍说，形成青砖、红砖的主要因素，是由烧窑时的温度决定的。火度不高便会形成粗糙的红

砖。与青砖相比，红砖价格低廉，用来砌筑墓葬，表明了墓葬主人的平民身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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