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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连州神秘古墓出土酿酒陶皿 为西汉文物(图)

作者： 记者曹菁 通讯员钟志军、唐德辉  发布时间： 2008-12-26  文章出处：广州日报

罕见的西汉青铜酒具 

连州出土的酿酒陶皿 

    近日，连州市区一商业楼盘在施工时发现神秘古墓，施工方立即将清理出来的文物妥善保管。  

    记者昨天从连州市博物馆了解到，古墓中发现一批很可能是西汉时期的文物，目前全部移交到了当地博

物馆，其中包括陶皿和青铜器皿均为首次在连州被发现。  

    

    【发现】 

 

    拍格网纹陶皿  

 

    据悉，这批出土的西汉文物约有16件，基本上是成对出现，如陶皿、青铜器皿、四方陶觚等。  

    “这些陶皿中，最引人注目的是有一对四方陶觚和一对有拍格网纹的陶皿”。连州市博物馆工作人员昨

天向记者介绍，这两种工艺别致的陶皿均在连州首次被发现。  

    博物馆负责人称，平时连州发现的古代拍格网纹陶皿都比较常见，但此次发现的拍格网纹陶皿特别之处

在于它上边除了有拍格网纹外，还有规格一致的圆形图案。  

    这究竟是显示当代工艺技术的成熟进步，还是反映了当时主人的显赫？这些谜团都有待进一步的考证。  

    而另一件四方陶觚，也是首次在连州被发现。博物馆负责人称，以往被发现的汉代陶皿，基本上都是圆

形，而四方陶觚形制的陶皿则极为罕见。 

 

    【鉴定】  

 



 

    西汉酒皿和炊皿 

    连州文物工作者初步鉴定后认为这批西汉的陶皿大多是酒皿和炊皿，酿造烧酒，一要有较充裕的可供发

展造酒业的粮食；二要有先进的酿造技术。从被发现的文物来看，陶皿的主人在当时应该是个身份或地位显

赫的人。  

    连州文化源于中原，开化于两汉，也就是说，在西汉时期，中原的先进耕作技术在连州得到了相当程度

的开发，“先进农耕技术的传播，奠定了连州丰厚的物质基础，人们具备技术和条件进行蒸酒”。连州博物

馆负责人称。  

    专家认为，这次发现的酿造器具，再次证明连州所在的河谷盆地在东汉以后，中原和南越文化融合加

剧，从连州北上柳州入湖江的陆路交通大为改善，修建了方便货运和行旅的官道，使当时连州与内地的联系

比广东其他地方更优越。  

    东汉末年，中原地区政局动荡，迫使大批官民南迁，地处湘粤之交而无战祸之扰的连州(时称桂阳)则成

了北人入粤的首选之地。这批迁民中，不乏有文化有技术、有财力的人，他们对东汉末年以后连州经济的繁

荣起了巨大的推进作用。  

    目前，当地文物管理部门已对古墓现场进行了保护，等待省文物专家到来进行进一步的考古研究。  

    【考证】  

 

    连州有着悠久的酿酒历史 

 

    1964年，连州龙口的一座西晋古墓中出土了一套我国最早的酿造烧酒的器具——一甑三缶覃。  

    甑为灰色陶，表饰方格纹，与灶连成一体，上面的盖作覆盆状，顶头中央有一个圆形气孔；三个缶覃子

的陶质、纹饰与甑一致，盖与口部接合紧密，密封的性能颇好。  

    这套器具与广州白酒厂保留的旧式烧酒蒸馏器雷同，故可断定为旧式烧酒蒸馏器具，从而成了我国发现

年代最早的酿造烧酒的证据。  

    龙口烧酒酿造器具及配套设施、设备模型的发现，说明晋代连州在当时是一个经济繁荣、商贸活跃的文

明城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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