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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场传真

湖南长沙五一广场东汉古井（窖）遗址

作者：   发布时间： 2011-04-19  文章出处：中国文物信息网 点击率：[247]

 

    2001年6月22日凌晨，在长沙地铁2号线五一广场站东南侧的地下水管改造工程中发现一口埋藏有大量简牍的古

井（窖）。古井井底距地表约6米多深，处于湖南供销大厦北面的五一大道南侧与人行道之间的路面地表之下。 

    简牍发现后，长沙市文物部门会同市轨道交通集团公司、市政公司、市交警支队及中国铁建十二局等部门采取

了相应的保护措施。 

    因古井（窖）是在地下横穿施工中发现的，对应的地表位置处于五一大道上，长沙市文物考古研究所根据简牍

埋藏情况制定了考古发掘方案，确定了从路面开挖，按时代顺序自上而下发掘的原则。7月10日—8月26日，长沙市

文物考古研究所对古井（窖）区域之上的地层堆积及古井（窖）进行了考古发掘工作。 

    按照考古发掘方案，须在古井（窖）所在区域进行围档作业，7月9日至10日晚，在交警部门的配合下，长沙市

文物考古研究所在五一广场东面的五一大道南侧车道上进行了围档，范围为东西长36米，南北宽16米。7月11日，

机械破除古井（窖）区域上部的路面结构层，并下挖6.8米×9.6米的方坑，清除五一大道路面下的现代堆积层，7

月12日至17日，长沙市政工程公司陆续对方坑内的地下管线进行了迁移改道，考虑到方坑北面有大量车流量，中国

铁建十二局同时对方坑内四壁采用钢筋混泥土护壁。7月18日，长沙市文物考古研究所组织考古专业人员进入方

坑，开始自上而下，逐层清理文化堆积层。                                                               

    古井（窖）由上至下共发掘15层叠压的文化堆积，依次清理了清代、明代、宋代、隋唐及魏晋南北朝等时期的

文化层，并发掘出土了一批各时期的陶瓷器等文物。 

    古井（窖）开口距地表3.8米，海拔高度为41.3米，叠压在第15层文化堆积层之下，平面略呈圆形，直径3.6

米，深1.5米，井壁规整，微呈袋状，井（窖）底部平整。井（窖）内堆积共分3层，第一层为灰色土堆积，厚0.22

～0.32米，土质粘软，夹较多炭末和红烧土颗粒，包含物以木质文物和陶瓦片为主，另有少量简牍；第二层为灰黄

色土堆积，厚0.23～0.38米，质地较疏松，包含物较少，以青砖碎块和陶瓦片居多；第三层为灰黑色堆积，厚0.8

～0.95米，质地疏松，包含物丰富，以简牍和竹木残片为主。 

    古井（窖）内出土文物以简牍为主，同时也出土了较多的漆木器和陶瓷器。简牍有竹简和木简两类。其中木简

 



较完整的约2000枚，形制有大木简、木牍、封检、签牌等。大木简长47厘米，宽7厘米；木牍长23厘米，宽3厘米；

封检长18厘米，宽7.5厘米；签牌长12厘米，宽5厘米。 

    此次发掘除出土了一批较完整的木简外，还出土了大批竹简和木简残片，因发掘时采用了整块或局部整体提取

的方法，目前大多尚未清洗揭剥，总数难于统计。这批简牍质地较好，从初步清洗的部分简牍文字可知，简牍纪年

有东汉“永元十年”（98年）、“永元十四年”（102年）、“永元十五年”（103年）、“元兴元年”（ 105

年）、“延平元年”（ 106年）、“永初元年”（107年）等，为东汉和帝时期（88年～105年）、殇帝时期（105

年～106年）及安帝时期（106年～125年）的纪年，简牍内容有“长沙大守丞印”、“临湘令”、“临湘丞印”、

“赋曹史”等称署，涉及司法、经济等方面内容，因而推测这批简牍为东汉时期长沙郡或临湘县的官方文书档案。 

    这批简牍数量众多，保存较好，形制规整，字迹清楚，为了解东汉时期的长沙地区政治、经济、文化提供了丰

富的信息，对历史学、简牍学、古文献学研究有着重要意义。（执笔：黄朴华、何佳  发掘单位：长沙市文物考古

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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