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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学时报 肖洁报道］“其实，曹魏高陵在学术上的价值，比它是不是曹操墓要重大得多。”1

月14日下午，中国社科院考古研究所所长王巍在接受《科学时报》记者采访时表示，“可很多媒体只关

注它到底是不是曹操墓。” 

 

这段时间，关于河南安阳“曹操墓”的真假辩论沸沸扬扬。1月14日上午，社科院考古所召开主题

为“聚焦曹魏高陵”的公共考古论坛。考古所八楼的学术报告厅里挤满了来自全国各地的媒体记者，不

少人因为找不到座位而只能站着听。 

 

媒体关心的，是社科院考古所1月11日组织12名专家对曹魏高陵进行考察是否有新发现。社科院考

古所在其网站上介绍组织这次考察的目的时说：“作为我国唯一的国家级考古研究机构，不应置身局

外，而应当顺应民众的愿望，承担起普及考古知识、精准介绍考古成果的责任。” 

 

“公众的关心远远超出了考古工作者和文物管理部门的想象。”王巍说。他觉得关于“曹操墓”真

假的争论是一件好事，说明民众对自己民族的历史文化有兴趣。“我们不能说这种话题只有学者能说，

其他人都免谈。这是不对的。这种沟通和交流，每个人都有自己的话语权。”他也强调他们举办的是公

共学术论坛，而非一些媒体认为的“搞新闻发布会”、“正式确认某某发现”。 

 

王巍指出，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对于曹操墓的认定意见“值得重视”，现有资料很有利于他们提

出这个观点，但还不能盖棺定论。“我们可以根据目前的考古资料，说这个墓葬很有可能是曹操的高

陵，但最后结论的提出不是现在。”他说，大墓旁边还有一个较小的1号墓要充分发掘，出土文物、随

葬品等要进行比较，并需要全面应用自然科学技术手段来进行测试分析，结合文献学作综合研究，最后

才能由各方专家得出结论性意见。 

 

在此次论坛上发言的考古所研究员不少，他们基本都参加了11日的实地考察。除了王巍，还有从事

汉魏都城洛阳考古发掘的钱国祥、长期进行曹魏邺城考古发掘的朱岩石、古代石刻专家赵超、汉长安城

研究专家刘振东、科学测年以及古代食谱研究专家张雪莲、古代人骨鉴定和人类学专家张君。曹魏高陵

的发掘主持人、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副研究员潘伟斌也介绍了发掘成果。 

 

除了介绍自己专业领域的知识，考古专家们也谈了一些新的发现。赵超介绍说，有一个石牌上记载

的文字是“木墨行清”。而根据古代文献记载，从东汉中期到曹魏时期人们曾经把厕所叫做行清。他认

为这个石牌是一个比较好的断代证据。针对一些人提出石牌是否伪造的质疑，赵超说，一般当代人恐怕

还没有这么高的古代文献水平来伪造这样的石牌，这恰恰是石牌为真品的例证。他表示，类似的例子在

出土的石牌里还有很多，下一步就是作深入研究。 

 

专家们还透露，在漆器下面发现了三块石牌。王巍解释说，漆器如果腐烂了以后，只要一触动就会

荡然无存。但是那个漆器的形状还在，表明这三件石牌肯定不曾被移位。“这三块石牌上面的内容和字

体与其他几十面石牌是相符的。由此可以推定在墓葬中的这些石牌应该是真的。” 

 

张君介绍了关于墓中老年女性尸骨的一些新发现。她说，其头骨纵向的矢状缝不协调，因为已经过

早愈合；而且该个体头骨里面和外面都有一些特殊现象，比如似乎有一些腐蚀的孔。她认为这些现象都

有待进一步研究。 

 

王巍则一再说明，墓主人身份的确认只是考古工作有限的一部分。“发掘工作在去年年底已经结

束，但不是发掘完了就认识完了，这才是研究的真正开始。” 

 

王巍高度评价这个大墓已经体现出来的学术价值。他告诉《科学时报》记者，这个大墓的发现，给

我们提供了一个东汉末年高等级的王侯级墓葬的典型例证。他说在这个方面“以前都是空白”。“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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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评论只代表网友个人观点，不代表科学网观点。  

墓为我们了解从东汉到魏晋时期丧葬制度的变化提供了不可多得的资料。”他解释说，魏晋是中国古代

墓葬制度的一个重大变化时期，墓葬形制发生了很多变化，最突出的是从厚葬改为薄葬。这在中国古代

的墓葬发展史上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历史阶段，一直延续到南北朝时期。“原来我们只能看到西晋、南北

朝的一些变化，但是这些变化最早发生的时间和情况我们都不了解，而这个墓正好处于变化最早开始的

时期。” 

 

《科学时报》 (2010-1-15 A1 要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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