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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场传真

五爱地区现三朝古墓群 出土一件神秘无底陶器（12月20日）

作者：   发布时间： 2006-12-20  文章出处：东北新闻网

4座汉代墓葬、1座辽代墓葬、1座明代墓葬。 

    穿过沈阳市“五爱西区”对面一条幽深的小巷，在位于沈阳市十七中学南侧一施工工地地下，考古工作

人员在不到200平方米的范围内接连发现了集汉、辽、明三个朝代的古墓群。其中，四个汉代墓葬推测为家族

墓地，考古方表示不排除该区域内还存在其他此家族墓葬的可能。 

    除此外，考古工作人员还发现了清末民国时期水井两眼，出土陶瓷器和铜钱等文物90多件。 

    昨日，沈阳市文物考古研究所在考古发掘现场举行发布会，渐次开启了尘封1800年的墓穴……  

四座汉墓  

陶制桌案不过巴掌大  

    在同一区域内，考古工作人员接连发现了4座东汉中晚期墓葬，距

今在1800年以上，这引起了各方的高度关注。  

    工作人员首先发现的是一座汉代长方形砖室墓，该墓早年已遭破

坏，墓葬距地表深0.5米，墓室长4.76米，宽2米，残高1.3米，墓底为“人字形”。沈阳市文物考古研究所考

古二队队长赵晓刚介绍说，从墓壁残存结构推断，墓主人绝非当时的一般百姓。  

    墓中出土的12件冥器小巧可爱，它们多是模仿日常生活用具而制。其中一件陶制桌案不过手掌大小，另

一件陶瓢造型生动，仅比大拇指指甲略大。  

    另一座汉代“刀把形”砖室墓，还出土了一对耳铛，也许在1800多年前，它们曾经属于一位高贵的妇

人。当然也有遗憾，考古人员发现其中一座汉墓已遭到严重破坏，清末民国时期的沈阳居民在它的西北部打

了一眼大水井，致该墓大面积被破坏，墓内也仅发现2枚铜钱。  

    东汉时，沈阳为候城，是整个帝国在东北的边防要塞，其城址就在今沈阳故宫周围。  

    赵晓刚介绍说，这四座墓葬排列有序，相距2~3米，方向基本相同，均在190度左右。从勘探情况来看，

发现的几座墓葬排列有一定的规定，故推测此处为一汉代家族墓地。从墓葬形制多样，出土器物多为冥器分

析，这批汉代墓葬的年代大致为东汉中晚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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