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勘察：

考古先行发现大规模墓群

出土器物最多的

墓葬

在大松山墓群中， 坟坝顶 M390

是整个墓群中最为独特的存在 ，既

是石室墓群中少有的土坑墓， 又是

此次墓群中出土文物最多的一个墓

葬。 这座外表平平无奇的明代墓葬

共出土了 41 套器物，仅料珠就出土

了 900 多颗。

来自四川大学考古文博学院的研

二学生李佳骏参与该墓葬的考古发

掘工作。 2022 年 8 月，他进入考古现

场 ， 和 师 兄 谈 北 平 一 起 开 始 了 对

M390 的挖掘清理。 “一般来说，土坑

墓出土的器物很少，而且这个墓的规

模不大，我们一开始也没有挖到什么

东西，一度以为是个空墓。 ” 李佳骏

说，随着墓室挖掘的逐步深入，三个

排着摆放的陶罐映入眼帘。

同时， 一团堆聚在一起的戒指引

起了大家的注意，李佳骏说：“我们现

场数下来有 11 枚戒指，后来清理出来

是 13 枚， 从来没有出现过这么多戒

指，太惊喜了！ ”

在进一步清理过程中， 一些器物

逐渐显露出来。 李佳骏说，除了项链、

铜钗、梳背、戒指、镯子等，现场还清

理出 900 多颗珠子，“这种特别小的

珠子就只能用细签子一点点挑， 把上

面的土清理掉。 ”

M390 还出土了三枚钱币， 其中

一枚是南宋的钱币。 李佳骏介绍，它

背面写着 15，应该是个纪年。

另外 和 其 他 墓 葬 不 一 样 的 是 ，

M390 器 物 的 摆 放 位 置 充 满 疑 团 ，

李 佳 骏 表 示 ， 按 常 规 位 置 ， 梳 背 和

发钗应该在胸口或者头部 ， 戒指 、

珠子在手部，但这个墓器物摆放的

位置很奇怪 ， 珠子戒指都很集中 ，

其他器物也是层层叠叠放在一堆 ，

所 以 并 不 能 看 出 墓 主 人 的 入 葬 姿

势 ，可能后面有扰动或者捡骨之类

的二次葬。

田野考古中的

“她” 力量

“每天的考古发掘就如同开盲

盒一样，总是给你带来惊喜。 ” 聊起

大松山墓群的考古发掘工作， 王静

寂如是说。

王静寂来自贵州大方。 2022 年 8

月， 她从曲阜师范大学文博专业毕业

后，通过实习应聘加入到大松山墓群的

考古发掘工作中。 她也是本次田野考古

技术人员中唯一一名女生。

王静寂介绍，作为技术人员，每个

人都分派了任务， 对指定的墓葬进行

发掘。 在发掘前期，69 号墓给她留下

了深刻印象。

“这是个石室墓 ， 墓室损坏严

重 。 清理第一层时，墓室前部发现了

碎细的陶罐， 后部有陶器和两个瓷

器，中间有一块棺板 ，起初还以为到

底了。 ” 王静寂说，通过对土质进一

步观察 ，她发现并没有到达深土层 。

在拍照扫描后，她继续往下清理 ，仅

清理 10 余公分 ，大量的器物出现在

眼前 。

经过清理， 该墓室共清理了铜发

钗、银梳背、铁剪刀、铁锥、料珠、陶罐

等 20 余件器物， 不仅数量多， 器物种

类也丰富 ，包括铁器、瓷器、陶器、漆

器、铜器、银器等。

“这个墓室有几个奇特的地方，一

是发现了一串很长的料珠， 从头部一

直垂到腰部；二是发现了约 30 公分长

的铜发钗，以及银梳背、铁剪刀、铁锥

等器物；三是在残骸盆骨处，发现了 2

枚小铁钉。 ” 王静寂说，“根据墓葬形

制、出土器物等判断，墓主人为明代一

名少数民族女性。 ”

“这个墓是发掘前期清理器物

最多的墓葬， 这无疑给考古发掘工

作带来了惊喜和期待 。 ” 王静寂说，

她全程参与了大松山墓群的发掘工

作 ，发掘了 50 余座墓 ，清理了上百

件器物。

“很荣幸刚毕业就参加这么大

规模墓群的考古发掘， 通过实践和

老师们的指导 ，学到了很多东西。 ”

王静寂说，通过这次实践 ，更加坚定

了她从事考古工作的信心和决心 。

如今 ，她一边工作一边备考研究生，

希望通过进一步深造后参加更多考

古工作。

贵阳日报融媒体记者 张鹏 舒锐

� � � � 3 月 28 日，贵安新区大松山墓群拿下 2022 年度“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 。

这处贵州考古史上发掘规模最大、延续时间最长的墓群，短短半年里便完成考古发掘工作，发掘规模和速度都十分惊人，有专家评价“这是一

个发掘规模的奇迹” 。

为配合大型基本建设，高质高效完成考古发掘任务，贵州积极探索实践，创下了多个“首次” ———首次开展高规格基建考古专家评审、首次引入

考古监理、首次开展大规模专家验收等，一系列有力举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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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大松山墓群的考古发掘工作，既取得了丰硕的成果，又不影响大型基本建设，实现了社会效益和文化效益双丰收。 这是贵州配合基本建设考

古的一次积极探索和典型实践，也是考古人勇于担当的有力体现，对贵州后续做好基本建设考古工作提供有益的思路和借鉴。 ” 贵州省文物考古研

究所所长周必素说。

贵安新区大松山墓群———

基建考古的“贵州样板”

图片除署名外均由贵州省考古研究所提供

■ 考古故事

贵安新区大松山墓群———

基建考古的“贵州样板”

� � � � 贵州医科大学新校区一期建设项目占

地 3223 亩，拟于 2023 年 6 月 30 日建成交

付，工期十分紧张，这无疑给考古发掘工作

带来巨大考验。

“基本建设是为了助推地方社会经济

发展，而考古发掘将为地方文化注入强大活

力，两者都非常重要。 ” 贵州省文物考古研

究所所长周必素说， 在项目建设时间紧、考

古发掘任务重的前提下，对考古发掘工作提

出了更高要求。

为高质高效完成考古发掘任务，贵州省

文物考古研究所牵头与北京大学、 四川大

学、中山大学“强强联合” ，从 2022 年 7 月

起，开始对大松山墓群进行全面考古发掘。

“根据前期的考古勘察情况，我们将现

场划分为 4 个区域， 每支队伍负责一个区

域，分区作业、协同作战、一体推进。 ” 胡昌

国说，前后共投入业务人员、技术工人 100

多名和民工近 300 名，是贵州考古史上人员

投入最多的一次。 期间，考古队伍节假日不

休，严格按照《田野考古工作规程》，进行专

业化、精细化作业，以及室内整理、清洗等工

作，“集中攻坚” 确保考古发掘快速推进。

考古队伍与建设方、 施工方密切配合，

交叉作业，积极配合建设方率先发掘急建区

域， 实现了考古发掘和项目施工双促进。

“通过科学制定交叉作业方案，我们对现场

采取网格化管理方式，最大化实现考古发掘

与现场施工同步推进，最终考古发掘提前近

两个月完成，为项目施工提供要素保障。 ”

贵州医科大学新校区一期建设项目代建单

位现场负责人谢松佐说。

此外，省教育厅、省文旅厅、贵阳市文物

局、 马场镇等各级职能部门积极支持配合，

及时协助解决发掘经费、土地征收、文物保

护与安全等问题，形成强大工作合力。

为保证考古质效，本次考古在贵州首次

聘请专业监理机构， 围绕考古团队组成、规

章制度建设、考古勘探等 10 余个方面，在项

目开工、中期、结项等阶段进行全流程监理。

“各单位均按时、按质并超额完成了考

古发掘工作，取得了丰硕的考古成果。 ” 监

理单位武汉大学历史学院教授李洋说，本次

监理工作实践不仅为项目的高水平实施保

驾护航，也标志着贵州省考古监理制度的初

步建立，为促进贵州省文物保护与经济建设

协调发展提供了宝贵经验。

通过一系列有力举措，短短 6 个月便高

质高效完成考古发掘工作。整个过程不仅超

速度，更是高质量。

“半年多时间里发掘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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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松山墓群发掘项目是一次高质量

的田野考古发掘， 取得了积极的考古成

果。 ”“面对如此大的工作量，贵州省文物考

古研究所作了充分准备，组织有序，各高校

协同参与，工作完成得非常出色。 ” ……在

2023 年 1 月 16 日举行的专家咨询会上，国

家博物馆考古部研究员信立祥、中国社会科

学院考古研究所研究员白云翔、朱岩石等国

内考古界“大咖” 对大松山墓群的考古发掘

给予了高度评价。

� � � � 截至 2023 年 1 月，大松山墓群共发

掘面积 13500 平方米 ， 清理墓葬 2192

座，出土各类文物 4000 余件（套），墓葬

时代从两晋一直延续到宋元明时期，延

续 1400 余年。 其中，前段为两晋至隋唐

时期，墓葬共 155 座，主要散布于大松山

水库周围的斜坡地带； 后段为宋元明时

期，墓葬共 2037 座，主要密集分布在坟

坝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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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不乏金挂

饰、银梳背、铜条脱、贴金铜盘、铜印章、锡

鱼、铜铃、串珠、项饰、银梵文种子字等造

型独特、工艺精湛的珍品，还有反映中外

文化交流的宝石和玻璃珠，以及南朝陈太

货六铢等。

边发掘、边保护、边整理、边研究，这

是本次考古发掘工作的一大亮点。 10 余

家单位开展了体质人类学、古 DNA、地质

学、历史学、文献学、民族学等多学科综合

研究， 并运用多种技术手段， 对漆器、铁

器、 青铜器等器物进行分析检测和保护。

如与川大合作开展体质人类学、 金属器、

珠子等研究 ； 与复旦大学合作开展古

DNA 研究； 与重庆考古所合作开展青铜

器研究；与湖北省荆州文保中心合作开展

漆器研究等。

“本次发掘的墓葬表现出从小聚集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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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周必素说，通

过初步研究，本次考古发掘有 3 个方面的

价值。 首先，大松山墓群是贵州乃至西南

地区已发掘规模最大、延续时间最长的一

处历史时期墓地，出土文物众多，反映了

该地区不同时期生活、商贸、信仰、丧葬等

文化面貌，生动描绘出西南边疆古代民族

1400 余年的历史画卷， 建立了西南地区

考古学年代标尺。 其次，这是云贵地区已

发掘规模最大、出土器物最丰富、文化因

素最复杂的南朝时期墓葬，反映了两晋南

朝汉夷边界的东移。 其三，不同时期的墓

葬，地域特色浓郁，反映该地区的对外交

往、交流、交融，是中华文明多元一体格局

形成发展的生动案例。

� � � � 考古不光管“挖” ，还有“保” 和“用” 。

2022 年以来，贵州省宣传系统的主要领导

带队，相继前往贵安新区牛坡洞、招果洞等获

得“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 的洞穴遗址和大松

山墓群发掘现场进行调研，对文物展示、保护、

研究、利用等进行探讨和指导。

“大松山墓群的重要发现，得到省委、省

政府的高度重视， 拟从贵州医科大学新校区

调整出 120 亩地，建设大松山墓群展示区、大

松山遗址博物馆和贵州考古标准库房。 ” 周

必素说。

地处黔中腹地的贵安新区，是贵州考古的

“福地” ，考古成果丰硕。 一系列考古证实，贵

安新区是贵州从史前到明清唯一一个拥有完

整考古文化序列的地区，是以考古学完整书写

贵州通史的唯一地区，是贵州史前洞穴遗址分

布最为集中的地区，是贵州目前唯一出土彩陶

的地区，是贵州魏晋南北朝时期遗存分布最集

中的地区，也是先后 3 次获得“全国十大考古

新发现” 的地区。

随着大松山墓群考古发掘再次取得丰硕

成果，如何保护利用好考古成果、考古遗址，并

实现文旅融合，成为重中之重。

“一系列考古成果的取得，极大地丰富了

贵阳贵安乃至全省的文物资源和文化资源，

进一步加深了对贵州文化和历史的认识。 ” 贵

州大学旅游与文化产业学院教授金颖若说，

近年来，随着贵安新区牛坡洞、招果洞、大松

山墓群等一系列遗址、墓群的考古发掘研究，

为贵州提供了宝贵的文化资源。 对于遗址的

保护利用问题，他建议整合考古发掘遗址、遗

产，建设考古遗址公园。

“考古遗址公园是一个很好的文旅结合产

品，将填补贵阳旅游在该领域的空白。 ” 金颖若

说，通过文化遗址塑造富有地方特色的旅游文

化品牌，助推贵州文化传播，实现“以文塑旅、

以旅彰文” 的良性互动。同时，通过打造遗址公

园拓展新的文化服务， 在进行休闲活动的同

时，有效促进科普教育、文化宣传等。

贵州省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原所长、贵

州省地方志原办公室主任、 历史学研究员范

同寿认为， 做好贵安新区考古遗产保护和文

旅融合发展， 将考古的成果转换为文旅融合

发展的新场景， 在考古发掘与文物保护中打

开文旅融合新视角，将为纵深推进“强省会”

行动提供硬支撑。“在做好考古遗产保护的基

础上，建好遗址公园，有利于聚集贵安新区的

人气，进行考古科普和文化教育，推动本土文

旅融合发展。 ” 他说。

贵阳日报融媒体记者 张鹏 肖嬿

� � � � 2021 年， 贵州医科大学新校区

一期建设项目启动。该项目选址所在

的贵安新区马场镇， 地下遗迹丰富。

早在 1965 年， 马场镇周边墓群就曾

出土大量陶、瓷、漆、铜、金、银等材质

的珍贵文物，填补了贵州两晋南朝至

隋唐时期考古的空白。 要动土，先考

古。 对拟建设区域开展考古调查，十

分必要。

作为省会城市，贵阳市、贵安新区

历来都十分重视基本建设考古工作。

近年来，在如何处理好“城市改造开

发与历史文化遗产保护利用” 问题

上，贵阳市拿出了一系列有力举措。

据贵阳市文化和旅游局文物处处

长周星介绍，2018 年， 在贵阳市工程

建设项目审批制度改革中， 明确将考

古调查和文物保护工作纳入工程用地

规划综合评估或建设许可审批系统进

行统一管理运行， 即工程建设前必须

进行考古调查。

2021 年 5 月，《贵阳市、 贵安新

区考古调查专项区域评估指导意见

（试行）》出台，明确要提高审批服务

效率， 有效解决建设工程文物保护和

考古行政许可审批手续复杂、 办理时

间长等问题， 提升投资软环境， 促进

建设项目尽快落地。 同时， 明确县级

政府土地出让 1 万平方米以上开发建

设区之前， 需开展文物考古调查勘

探，编制《文物考古调查勘探报告》，

提出文物保护措施与建议。 对新发现

的文物遗存，按保护等级和专家意见，

分别实施原址保护、 迁移保护或抢救

性考古发掘与清理等保护措施。

“2021 年底，贵州医科大学新校

区项目在开展风险评估时， 市文旅局

提出需要对项目建设用地进行考古调

查，然后才能进行项目建设。 ” 周星

说，建设方听取了建议，随即委托贵州

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开展考古调查。

2022 年 1 月，一场大规模的考古

调查工作在马场镇栗木村的大松山附

近展开。

“结合以往文物普查、文献记载

等资料， 我们组织了近百人的考古

勘探队， 对项目用地进行了 ‘地毯

式’ 的排查。 ” 贵州省文物考古研究

所副研究员、 贵州医科大学新校区

文物考古勘探调查项目领队胡昌国

说，考古勘探才一个多月，就发现了

很多有价值的魏晋南北朝时期的文

化遗存。

随着勘探和复勘的深入， 一大批

墓葬被发现。随后，省考古所及时将有

关情况向国家文物局汇报。 4 月 25

日，贵州首次以“线上 + 线下” 方式，

联动国内考古“大咖” 和省内专家学

者， 对贵州医科大学新校区建设一期

项目基本建设考古项目进行了长达 5

小时的评审， 为接下来的大规模考古

发掘打下了坚实基础。

A

研究：

埋藏在地下的“黔中通史”

发掘：

创造考古“贵州速度”

保护利用：

建议建遗址公园促文旅融合

大松山墓群局部。 贵阳日报融媒体记者 石照昌 摄

马坡 M22：3 铜釜（南朝）。

青瓷执壶（宋）。 器物（两晋南朝）。

出土的部分戒指（明）。

出土的金饰品。

贵州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副研究员胡昌国在库房整理文物。

贵阳日报融媒体记者 石照昌 摄

贵州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所长周必素在察看文物。 贵阳日报融媒体记者 石照昌 摄

镂空牌饰（明）。

大松山墓群考古发掘工作场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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