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大松山墓群坟坝顶区域航拍。 新华 / 传真

� � � � 本 报 讯 3 月 28

日，“2022 年度全国十大

考古新发现” 终评结果

揭晓，贵安新区大松山墓

群成功入选。

贵安新区大松山墓

群是贵州考古史上发掘

规模最大的墓群， 通过

首次开展高规格基建考

古专家评审、“强强联

合” 协同发掘研究、首

次引入考古监理等一系

列创新举措， 实现了基

本建设和考古发掘“双

赢” ， 打造了基建考古

的“贵州样板” 。

“在半 年 多 的 时 间

里发掘了 2192 座墓葬，

这个数量非常惊人，发

掘过程中各项工作做得

规范、 有序， 是一次水

平 非 常 高 的 考 古 发

掘。 ” 国家博物馆考古

部前主任、 研究员信立

祥 等 国 内 多 位 考 古 界

“大咖” 对大松山墓群

的考古发掘工作给予高

度评价。

（贵阳日报融媒体记者

张鹏）

■一部两晋南朝至宋明时期的“黔中通史”

■新闻链接

中国考古界的“奥斯卡奖”

� � � � 3 月 28 日上午，“2022 年度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 在京揭晓，贵安新区大松

山墓群从 22 个入围项目中脱颖而出，这也是贵州考古历史上第八次入选“全国

十大考古新发现” 的遗址。

作为全国罕见的大型地方民族公共墓地， 贵安新区大松山墓群创下多个

“首次” ，让我们一起去揭开它的神秘面纱。

GUIYANG

DAILY

文化视野

2023年 3 月 29 日 星期三

责任编辑：龙震宇 实习生：王语霏 /版式：陈猛

7

贵安新区大松山墓群入选“2022 年度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 ———

一部埋在地下千年的

“黔中通史”

■一份黔中考古发掘的

亮眼“成绩单”

大松山墓群是贵州已发掘规模最大、延续时

间最长的一处墓地，首次建立起黔中地区两晋至

明代墓葬发展序列。

发掘面积 13500 平方米， 共清理墓葬 2192

座，出土各类文物 4000 多件（套），这是大松山

墓群不间断发掘 6 个月的一份“成绩单” ，厚重

而亮眼。

贵州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副所长张兴龙介绍，

大松山墓群位于贵州省贵安新区马场镇，墓葬时

代从两晋一直延续到宋元明时期， 延续近 1400

年。 其中，两晋至隋唐时期墓葬 182 座，宋元明

时期墓葬共 2010 座。“前段为两晋至隋唐时期，

墓葬共 155 座，依山势排列，三两成群，墓向不

一，多为石室墓，部分墓葬有墓道。后段为宋元明

时期，墓葬共 2037 座，墓葬形制包括石室墓、土

坑墓两类。 ” 张兴龙说。

贵州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所长周必素说：

“大松山墓群表现出从小聚集家族墓地到公共

大墓地的巨大转变， 反映了黔中地区古代文化

进程。 ”

国家文物局考古研究中心研究员宋建忠在

大松山墓群考古发掘线上专家验收会上评价：

“这是一个发掘规模的奇迹。 ”

■一次基建考古的

“通力协作”

大松山墓群考古发掘首次以高规格方式进

行基建考古评审，首次进行大规模专家验收。

“线上 + 线下” 联动国内考古“大咖” 和省

内专家学者，5 小时的评审，大规模专家验收……

这是大松山墓群的一次基建考古“通力协作” 。

大松山墓群是为配合贵州医科大学新校区

一期项目建设的一次基建考古发掘。 2022 年 7

月至 2023 年 1 月，贵州省文物考古研究所联合

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 四川大学考古文博学

院、 中山大学社会学与人类学学院， 先后派出

100 多位考古专业科研及技术人员，对大松山墓

群进行科学系统的发掘工作。

前沿的发掘理念以及田野考古、 科技考古、

文物保护的深度参与，提升了这次考古的发掘水

平。“我们还和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

研究所、成都市文物考古研究院、重庆市文物考

古研究院、山东省文保中心、荆州文物保护中心

等科研单位进行多学科合作，开展遗存的专项研

究。 ” 周必素说。

边发掘、边保护、边整理、边研究，中国社会

科学院考古所原所长、 学部委员刘庆柱说：“这

是一次接地气的发现。 ”

� � � � 全国罕见的大型地方民族

公共墓地， 反映了当时的生活、

商贸、信仰、丧葬等情况，展现了

西南边疆古代少数民族的历史

画卷。

大松山墓群不远处的一家宾

馆，这里被作为临时存放、研究大

松山墓群文物的场所， 几个房间

摆放的各种文物多达几百件。 旁

边的修复室里， 工作人员正在聚

精会神地修复发掘出来的文物。

墓群出土文物主要以生活

用具和装饰品为主，涵盖金、银、

铜、铁、锡、陶、瓷、漆木、玻璃、玉

石等材质的文物，并出土少量纺

织品，其中不乏如金挂饰、银梳

背、铜条脱、贴金铜盘、铜印章、

锡鱼、铜铃、项饰、银梵文种子字

等造型独特、工艺精湛的珍品。

周必素介绍，通过对出土的

这些文物的研究，大松山墓群见

证了汉晋至明代黔中地区社会

文化中心逐渐转移至贵阳周边

的进程。 “既体现出地域文化传

统的长久延续，又通过出土的一

些宝石和玻璃珠以及南朝陈太

货六铢等， 可以判断中原地区、

长江中下游地区、域外等文化因

素， 是各地区各民族在交往、交

流、交融过程中构建中华民族多

元一体格局的生动体现。 ”

有人将大松山墓群比喻为

“一部埋藏于地下的两晋南朝至

宋明时期的‘黔中通史’ ” ，形象

而准确。

佟文玲 张勤月

� � � � 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被誉

为 中 国 考 古 界 的 “奥 斯 卡

奖” ， 由国家文物局指导，中

国文物报社和中国考古学会

主办，迄今已举办 32 届。 其评

选标准要求符合国家文物局

的报批手续， 并保证发掘质

量， 发掘内容要具有历史、艺

术、科学价值且为中国考古学

科提供新的内容信息及新的

认识。

在入围 2022 年度终评的 22

个考古发掘项目中，包含“种子

选手” 湖北十堰学堂梁子遗址、

河北尚义四台遗址、云南晋宁河

泊所遗址等，可谓“实力之强、

影响力之广、竞争之大” ，角逐

现场更被网友形象比喻为 “神

仙打架” 。

作为 2022 年度终评项目之

一， 贵安新区大松山墓群一度

引发学界及公众关注， 其考古

发掘联合多所高校、 科研院所

等展开，是多单位协作、多学科

结合、多技术保护的优秀案例。

而在墓群的保护利用中， 大松

山墓群原址拟修建遗址博物

馆、考古标本库房，也引起现场

专家评委的关注。 最终，大松山

墓群入选 “2022 年度全国十大

考古新发现” 。

应腾

铜项饰（明）。

大松山墓群出土的文物。

工作人员聚精会神地修复发掘出来的文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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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土的金银铜饰品。

���部分图片来源贵州省文物考古研究所

大松山墓群其中一个墓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