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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场传真

长沙五一广场地铁工地发现近万枚东汉简牍

作者：   发布时间： 2010-07-05  文章出处：湖南文化遗产网 点击率：[266]

     日前，湖南省长沙市政有限责任公司12项目部在地铁2号线“五一广场站”进行地下管道改造施工时，于地表

下6米处发现一口埋藏有近万枚简牍的汉代古井。经长沙市文物管理所及芙蓉区文物管理所工作人员实地勘查，确

认该古井为东汉前期官方简牍档案埋藏地。 

 

    为南方东汉简牍数量之最 

 

    “吐”出简牍的古井位于长沙市五一大道与走马楼巷交界处东南角，距地层表面6米。由于地铁2号线“五一广

场站”地下管道改造施工正贯通于古井底部，古井横截面暴露部分为1.4米，井底以上暴露部分为0.4米，井底距管

道底部0.8米。目前，管道内暴露部分已发现简牍近万枚。 

 

    长沙市文物管理所专家称：“我们连夜清理，发现这批文物有竹简，也有木牍，简牍所载纪年文字为‘永元十

四年’、‘永元十五年’等，由此确认该批简牍为东汉和帝时期（公元88年――公元105年）长沙地方政府的官方

档案文书，而古井为东汉前期官方简牍档案埋藏地。” 

 

    长沙市文物管理所专家表示，该批简牍的发现是继长沙走马楼吴简之后出土历史文献的又一次重大发现，填补

了湖南地区东汉前期简牍发现的空白，也是我国南方地区出土东汉简牍数量最多的一次。出土简牍保存的历史信息

丰富，对研究东汉时期长沙地区的政治、经济、文化等提供了极其宝贵的实物资料。 

 

    文物部门将抢救性保护 

 

    14年前轰动一时的走马楼吴简出土地，位于五一广场走马楼西侧的平和堂大厦，距此次发现简牍地点不足30

米，而且二者同出于古井，它们之间是否有关联？专家称，此前走马楼发现的是三国时期的吴简，此次发现的是东

汉简牍，这是两个不同年代的文书档案。不过，将简牍藏于古井，或许是简牍最好的保护方式。 

 

    为做好这批汉代简牍的抢救性保护工作，长沙市文物考古部门已协调相关单位落实了保护措施：一是停止了该

地段的地下施工，明确了专人守护，落实了保护责任；二是在管道出口处竖立了警示牌，设立了警戒标志；三是对

古井暴露部分简牍实施了现场遮盖保湿处理，对施工造成的散落简牍进行了提取保护。 

 

    同时，长沙市文物行政部门正在向湖南省文物局及国家文物局履行相关报批手续，并组织相关单位制定了具体

的发掘方案，拟对古井及埋藏简牍进行抢救性发掘。具体发掘工作的实施，市文物部门正在积极与建设单位进行衔

接。 

 

    工程建设待发掘清理后恢复 

 

    地铁2号线“五一广场站”的工地发掘出了简牍的消息受到高度关注。记者日前从长沙市轨道交通集团有限公

司了解到，“五一广场站”施工范围内涉及到此次考古发掘的区域已经局部停工，文物部门预计将进行为期半个月

的发掘和清理，待文物部门提取文物和收集考古资料后，再恢复施工。 

 

    “五一广场站”位于五一大道与黄兴中路交叉口立交桥下，为地下三层结构，长约190米，标准段宽约24.1

米，基坑深约24米。此次发现简牍的区域位于车站主体的建设范围以外，待现场的考古资料移除后，车站的施工将

按计划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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