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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场传真

金沙遗址出土70余件造型奇特的青铜器物

作者：   发布时间： 2007-03-26  文章出处：成都日报

    金沙遗址的发掘工作一直有惊喜出现。昨日，考古人员在对黄忠村四组金沙遗址墓葬区M1901号墓地（本

报曾作报道）进行清理时，该墓地又出土了70余件造型奇特的青铜器物，从缩小版的锄头、到十字架形的青

铜棍子……接二连三的发现，让考古专家连连称奇。考古专家指出，这些从未在金沙发现过的器物，将对研

究金沙时期的丧葬、经济等方面有着重要意义。昨日，记者见证了这些宝贝出土的全过程。  

意外发现  

陶罐下藏着一个玉凿  

    昨日，当记者来到M1901号墓地时，工作人员已经在此开始进行清理工作了，他们分工明确，画图的、清

理的、收集的，均进行得有条不紊。据称，他们的工作重点是对已经露出地面的随葬青铜器进行清理。“唰

唰唰……”两位女工作人员埋着头利索地工作着，只见她们先是用小铁锹清理着大泥块，而后在靠近器物的

地方用竹片轻轻地刨……当青铜器出土后，毛刷子派上用场——一番清刷，看似牢牢嵌在泥土里的青铜器，

一会就露出了真容……  

    “这里慢些，下面肯定有东西。”听到现场考古专家张擎的指挥，大家屏住呼吸，等待着惊喜出现。果

然，刨开一个陶罐，下面居然藏着一个长约10厘米晶莹剔透的玉凿。张擎仔细地辨认后，强调说，这样的玉

凿之前仅在金沙遗址祭祀区发现过一个。此次是再次发现玉凿，这对研究金沙时期的礼器意义重大。  

奇特铜器  

祈福器物？还是武器？  

    经过两个多小时的清理，在该墓地共清理出70多件青铜器。除了青铜戈、青铜剑、铜钺等叫得出名字的

器物，还有很多连考古专家都无法说清用途的青铜器。  



    “我们考古记录根本无法表明这些器物的名称，只能用青铜器这个名字整体代表它们。”张擎拿着三叉

形青铜器、青铜棍、小锄头等随葬青铜器连连摇头，之后又连连称奇。他说，金沙遗址自发掘以来，他从未

见过如此造型的器物，是祈福用的？还是袖珍武器？这些疑问萦绕在考古专家的心中。  

炭烧尸骨  

考古专家从未见过  

    这座墓地出土文物不仅特别，就连尸骨也进行了特殊处理。“你们看，尸骨经过了特殊炭烧过的，这在

以前我们是从未见过。”在张擎的指引下，记者仔细辨认，尸骨上的泥土中有炭灰一样的粉末，其与周围的

泥土完全不同，不仅色泽呈深黑色，而且上面还有粉末遗迹。他告诉记者，金沙人在尸体上焚烧树叶等物也

许是一种特殊的祭祀方式。  

借助科技  

让“碳14”确定墓主  

    M1901号墓地的具体时间是多久？专家将借助“碳14”测年方法，穿越时空摸清其年代。张擎透露，文保

专家将通过“碳14”测年方法计算出金沙墓地的具体年代，“误差不会超过50年。”他一边小心地对有炭灰

的泥土进行取样，一边解释说道。他透露，凝结成块的青铜器将由文保专家进行化学分解，最终还原。  

猜想  

M1901号墓地葬的是科学家？  

    M1901号墓地长2.45米，宽1.4米，是金沙墓葬区最大的墓地。不管是面积，还是随葬物，它在金沙墓葬

区都是独一无二的。墓主的身份是什么？青铜器物有何用途？考古专家做出了多种猜想。  

关于墓主身份  

猜想一：是科学家  

    “能工巧匠在金沙时期的社会地位相当高，从墓地的规格可以推断墓主的地位是非常特别的，他有可能

是当时的工匠，相当于我们现在的科学家。”专家推测说，虽然从墓地出土了很多连专家都未见过的器物，

但部分器物他们可以推断出是制作工具，这些工具是否是墓主制作的心爱之物?现在不得而知。  

猜想二：是大巫师  

    金沙都邑祭祀是由巫师来主持的，金沙祭祀区的恢弘豪华，从一个侧面可以证明金沙时期巫师的地位之

高。专家告诉记者，金沙人出于对巫师的崇拜，这个墓主是巫师的可能性也很大。  

关于奇特器物  

猜想一：是兵器  

    出土的青铜器有箭镞、斧等，是金沙时期典型的兵器。作为随葬物，它们是否就是为了保卫墓主不受伤

害，而专门制作的兵器。  

猜想二：是冥器  

    十字架形青铜棍、缩小版青铜锄头……说它们是生活器具，但它们太小了；说它们是礼器，又从未出现

过。专家猜想，由于墓主地位非常，这些器物有可能是一种冥器，专为地位高的人制作的。它们没有实用

性，而是一种身份的象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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