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芦城孜古墓又出珍贵陶器 墓主身份尚未确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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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人员展示刚出土的完整陶器 

    安徽宿州芦城孜古墓发掘现场现又有十余件刚挖出来的陶器已经编号放入塑料袋，并运出墓坑，部分考古人员

还在墓坑内根据随葬器物的原始摆放位置标出相关示意图。在古墓中还裸露着一些陶器的表面。出土的陶罐外观为

青黑色，上面有横向绳纹。有些陶壶和陶罐造型别致，底呈圆形。这批陶器大多体型较大，大部分保存非常完整，

初步确定是距今约四千年的龙山时期陶器。  

    这样保存完整的龙山时期陶器，在安徽省考古工作中是非常少见的，因此显得更为珍贵。罐、壶等是古人用来

盛酒、水、酱、米等物的器皿，这些都反映出当地文化已经有约四千年的历史。  

    由于地下有泉水，造成水位逐渐上升，给发掘工作带来了困难。工作人员于是在墓坑旁边开凿一个深坑，24小

时发电抽水。同时，采用人工用桶提水的方式，保证发掘工作顺利进行。  

   这批保存完整的文物在安徽省非常少见，虽然部分文物已经残破，但经过专业技术人员的修整，基本都能恢复

其本来面貌。专家告诉记者，墓主人的身份暂时还无法确定，要等所有的物品出土后，看是否出土带有文字的文

物，才能帮助确定墓主人的身份。  

    安徽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的专家告诉记者，这批陶器充分反映了龙山时期这一区域繁荣的社会生活，出土的文物

对于研究那个时期的殡葬礼仪和雕刻艺术具有较高的参考价值，对研究安徽省淮河流域的历史和文化有重要的意

义，同时这些文物为研究龙山时期社会、经济生活及殉葬等提供了重要资料，具有很高的历史、科学和艺术研究价

值，对解读龙山时期文化的形成与发展提供了丰富的考古学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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