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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疑似秦桧墓”昨天打开棺椁，引来一串疑问
■该墓是南京迄今为止发现的最大宋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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昨天午后，虽然阳光很

好，但清修村的小河里仍漂
着一层薄薄的冰。考古工作
还在缓慢地进行，“今天好像
找到一些宝贝了，还把一层
破木头板拉了上来。”守候在
警戒线外的村民热心地向记
者介绍发掘的最新进展。记

者看到，考古队的阵容壮大
了，不少佩戴工作证的专家
来到了现场。

一些专家忙着用 “洛阳
铲”（!"#$%&） 在墓
的周围打洞，专家告诉记者，
这是在探测土层的年代，意

味着考古规模可能将进一步
扩大。
“这是迄今为止南京地

区发现的最大宋墓！”下午三
点左右，南京市博物馆副馆
长华国荣走出警戒线召开每
天例行的新闻发布会。他介

绍说，因为过了一夜，墓室中
渗水严重，所以一上午一直
在排水，到下午两点时才打
开棺椁，椁腐朽得很厉害，在
椁与棺之间充满了淤泥。在
清理这些淤泥的时候，考古
队发现一个银饰，因为腐蚀

得很厉害，已经变成一丝一

丝的，难以看出是什么样的
饰品。不过，棺材基本完整，

盖板仍很严实，虽然今年 9
月份曾被盗过，但是似乎盗
墓贼未能打穿棺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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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为棺椁？南京大学的

一位考古专家告诉记者，一
棺一椁，棺是最贴近尸体的，
椁为棺材外的套棺。之所以
这样做，有两个原因，一是古
代人希望尸体能不腐烂，所
以椁越多，隔的层数越多，也
就越能隔绝空气；第二则是

身份的象征，椁越多，证明墓
主越有身份，不过唐宋以后，
这个就简化了，但有钱人仍
用两层棺，且宋代墓以石式
墓等级最高。比如目前正在
挖掘的清修村墓地，其墓室
结构独特牢固，墓葬由封土、

墓室等部分构成，新发现的
这口棺材，也是两层的，代表
了其身份地位。

至于新发现的银饰，专
家解释说，从汉代开始，古人
有在棺与椁的夹层空间放陪
葬品的习惯，但是宋代以后，

就没有这一风俗了，仅会撒
些铜钱或是由金属、木头做
成的小俑人，放在上面辟邪

驱魔。目前发现的银饰，可能
与这些有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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既然这个墓规格很高，

棺木也完整，那么里面会有
啥“宝贝”？这让人对开棺充
满了期待和好奇。据记者了
解，上次发现的江宁建中村
宋墓虽然被盗过多次，但是
最后仍出土文物约 800件，
其中“五大名窑”之一定窑

的两件白瓷碗极其珍贵。随
葬品中以大量成组的玉器和
玻璃、水晶、玛瑙、琥珀器最
为引人注目。南大的考古专
家认为，现在所挖的清修村
墓是南京发现的最大宋墓，
出土精美文物的可能性极

大。按照习俗，女性有很多金
银玉器首饰，男子也有不少
佩戴。

�z°±��:�

由于墓志仍被压在棺

材后面，所以仍不能断定墓
主是谁。华国荣说，墓主目
前还不能确定性别是男是
女，要等清理棺材内部才能
知道。

不过大家又有了一个疑
问，既然棺材基本完整，墓主

尸骨就应该留在棺材内，那
么棺外的头骨是谁的？要知

道墓室是由巨大的石板铆成
的，若无损坏就没有太大的
缝隙。专家分析，可能是棺材
某处有不易察觉的损坏，比
如在棺材底部。但是头骨又
如何跑到棺椁的上层去的
呢？可能是古代的盗墓贼留

下的部分尸首，那么其他部
分又在哪里呢？是不是因为
石板塌陷有了空隙，上面土
层里的头骨慢慢陷进来的，
但这又未免巧得离奇。考古
人员对此也迷惑不解，看来
只有等到墓室全部清理完

毕，看棺内尸骨与这个神秘
的头骨是否属于同一个人，
才会有一个明确的答案了。

昨晚 8：10，快报记者再
次致电华国荣，他又有了一
番新说法：棺材基本完整，
但是其前后挡板已经不在

原来的位置了，尤其是最前
面的。记者追问，这是否意
味着已被盗墓贼先下手了？
华国荣有些含糊地表示，这
还不能确定，要等第二天的
开棺才能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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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0»“土郎中们

的秘方也可能是非物质文化
遗产。”南京市非物质文化遗
产保护中心主任王露明昨天
透露，南京市非物质文化遗
产普查将于 2007年一月正
式展开，目前各区县的相关
机构已经成立，已有 200多

项“非遗”将展开调查。不仅
南京人熟悉的云锦织造工
艺、秦淮灯会等属于 “非
遗”，南京的民间习俗、口头
传承、中医药和民间艺术等
以前的缺项，此次普查也将
有所补充。

此次普查有以下分类：

1.民间文学；2.民间音乐；3.
民间舞蹈；4.传统戏剧；5.

传统曲艺；6.民间美术；7.
传统手工技艺；8.传统医
药；9.杂技与竞技；10.民
俗；（)123(45 67

(458)945:;<=5

>?@A5>?BC5D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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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一些乡镇，往往有一些
专治某种伤病的中医，他们
有秘方，与生活结合紧密，至
今仍在治病。如蛇医，在“非
遗”普查中就可以一起“打
包”，然后逐一调查清楚他们
是第几代传人以及具体贡献

都有哪些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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