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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场传真

江苏省宿迁市区鑫地名都考古工地出土汉代琉璃珠等多件文物

作者：   发布时间： 2010-08-19  文章出处：国家文物局 点击率：[408]

 

  近日，江苏省宿迁市区鑫地名都考古工地出土了汉代琉璃珠等多件重要文物。 

  考古人员在编号为２０号墓葬中出土汉代琉璃珠。此墓葬为南北向的竖穴土坑墓，长2米，宽1.2米，残深约

0.9米，棺木无存，人骨亦朽蚀严重。琉璃珠位于墓葬西侧的随葬品堆中，珠体直径约2cm，圆柱中空，整体呈深蓝

色，周身镶嵌宝蓝色琉璃片。其镶嵌部位局部脱落，在嵌槽底部还残留有白色的粘合剂。从外形推断，这件琉璃珠

应是墓主随身佩戴的挂件。墓中同出的随葬品还有一组明器青铜编钟，陶壶、鼎、盒、匜各一件。从陶壶、编钟的

形制确定墓葬时代为东汉。 

  琉璃是含氧化铅的水晶通过高温脱蜡的工艺烧制而成，其工序冗长，难度极高，自古被誉为五大名器之首。我

国琉璃工艺始于西周，在汉代日臻成熟。此次出土的琉璃珠历经两千年，依然耀眼生辉，殊为难得。且其镶嵌工艺

特点鲜明，更是研究琉璃工艺史的重要素材。 

 

 



   另外，考古人员还在对编号为M22的墓葬做清理时，发现多件精美文物。此墓位于该建设地块西南处，为长方

形竖穴土坑墓，墓坑长190厘米、宽55厘米、残深约40厘米，棺木已朽，保存部分人骨架，头向朝东。虽然墓葬规

模很小，但随葬器物有玉手镯、玉指环、银玉组合耳坠、铜发饰、银发簪等十余件，且件件精美。从墓葬形制及随

葬器物来看，墓葬年代为清代中早期。这些文物的发现对于研究当时社会生活及人们的审美观提供了珍贵的实物资

料。（江苏省宿迁市文物局、文管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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