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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肉汤鼎”已端出 古墓棺椁将迁移

———探访城阳城址楚墓发掘新进展

古墓端出一锅“牛肉汤”？ 当神秘的考古现场沾染上
十足的烟火气息，能引起一场飓风般的全民关注，便是理
所当然。

近日，我市境内一座正在发掘中的古墓在网络爆红，引
起各地网友的持续关注。 昨日上午，记者来到城阳城址保护
区附近，探访网友口中的“牛肉汤大墓”，了解发掘新进展。

现场：

起吊设备入场，棺椁将被整体迁移

在发掘现场， 记者看
到一个呈“甲” 字型的深
坑，走近细看，先是一个斜
坡，渐次递进，坑底和坑壁
非常平整， 深坑四周及中
间系统地固定上了铁架和
木架。有人在做测量，有人
调整倒链， 有人指挥起重
机， 戴着安全帽的考古人
员，穿梭忙碌着，乍一看，

很像是施工现场。

省文物考古研究院副
院长陈家昌坐镇指挥，根
据现场情况， 这位著名的
文物保护专家不时地指导
考古团队做出调整。 据介
绍， 现场正在对棺椁实施
整体迁移， 为了对出土文
物做到最大限度的保护，

起吊之前， 考古人员已对
棺椁进行全方位贴膜，起
吊上来的棺椁将迁移到城
阳城址博物馆， 在研究室
做进一步研究。

在场的考古项目负责
人武志江告诉记者， 这座
古墓坐西向东，包含主室、

侧室和后室， 最新整理出
来的数字显示， 这座墓的
墓道约有

9

米多长， 墓室
土圹长

10.4

米，宽
8.5

米，

椁室长
4.6

米， 宽
3.2

米。

从墓葬形制和出土文物数

量种类判断， 这是一座战
国中期的楚国墓葬， 墓主
人应属下大夫一级。目前，

侧室和后室的随葬物品均
已全部发掘清理完毕，现
场人员的注意力集中在棺
椁迁移上。

“值得一提的是，这副
棺椁上面覆盖有荒帷，编
结的有棺束， 同类发掘中
并不是都有， 这对研究古
代织物很有价值。”武志江
介绍，棺椁移到实验室后，

将开棺通过棺椁内墓主人
的随身物品推断他的年
龄、性别、身份、健康状况
等。此外，还会对墓坑进行
保护性回填， 对出土文物
拍照、绘图、整理，保湿加
固出土彩绘陶器， 对出土
漆木器进行脱水处理等。

据介绍， 除了网络流
传甚广的“肉汤鼎” 以外，

这次发掘还有不少其他发
现，包括少量青铜兵器、车马
器，以及陶鼎、敦、壶、草席、

甲片和一些漆木器等。 此
外， 墓中还发现了瑟和虎
座凤架鼓等乐器。 在考古
人员向记者展示的出土文
物照片中可以看到， 有些
出土的漆木器仍然保存完
好，图案精美，色泽艳丽。

回顾：

考古直播，千年“牛肉汤”引关注

两千多年前的古墓里发
现了几只装有“肉汤”的大鼎，

鼎内骨头清晰可见，经专家鉴
定为牛骨， 这是妥妥的一锅
“牛肉汤”……

13

日，河南省
文物考古研究院官方微博发
布的这条信息，引发网络转发
热潮，经腾讯、新浪等新闻客
户端的转发，信阳“牛肉汤”古
墓迅速爆红网络。

据城阳城址保护区副主
任刘勇介绍，自

11

月中旬，这
座编号为

18

号的古墓就已开
始发掘。 打开椁板以后，省文
物考古研究院决定通过官方
微信，对这座战国古墓的发掘
进行图文直播。

9

日，图文直
播正式开始，前方考古人员拍
摄图片、讲解过程，后方的微
博编辑实时更新图片，并配以
“接地气”的文字，简要描述发

掘进程。

记者了解到，

13

日，古墓
的侧室出土了

5

只陶鼎，均为
祭祀用品。 被考古人员发现
时，这些鼎内充满了淤泥、水
等杂物，由于时间有限，专家
只对一只鼎内的残留物进行
了分析，省文物科技保护中心
动物考古专家侯延峰在里面
发现了一根长约

24

厘米的完
整的牛右侧肱骨，也就是牛右
前肢的上臂骨。

为什么选择牛肱骨？下葬
放入鼎中时是熟还是生，带不
带汤？ 侯延峰表示，古人挑选
肱骨用来祭祀可能因为它确
实是肉比较多的一部分，另外
古时祭祀有时爱放牲畜前肢，

有时爱放后肢， 这涉及葬俗。

目前，专家已经对这块骨头提
取样本作进一步研究。 “历经

两千多年，这块骨头骨质已经
非常酥脆， 骨胶原流失了很
多，是不是熟食，从技术上来
说测定结果可能并不准确，但
可以肯定，由于墓室临近淮河
河道，古墓早已被水浸。 目前
我们看到的鼎里面的所谓
‘汤’，都是渗入墓室的水。 ”侯
延峰说。

据武志江介绍，在信阳及
淮河以南的楚国高级墓葬
中，兽骨是比较多见的，

2015

年， 省文物考古研究院对城
阳城址保护区的

8

号墓进行
发掘时， 就在前室陶鼎内发
现牛、羊、猪、狗等动物骨骼，

以牛的四肢骨和椎骨最为多
见。 通过肢解技术和实验分
析可以判断出，

8

号墓的牛骨
为黄牛，解牛技术娴熟，工具
锋利。

专家：

考古很严谨，“牛肉汤”走红是意外

340.9

万，这是截至昨晚，

省文物考古研究院官方微博
对这次考古直播的阅读量。

“牛肉汤”一词出现后，激增
的阅读次数和庞大的阅读
量， 一度让参与此次图文直
播的考古人员感受到不小的
压力。

14

日， 负责图文直播的
微博编辑“自我检讨”：“‘牛
肉汤’的事儿搞大了，现在是
铺天盖地的报道，我已经挨批
评了———说太不严肃， 不像
考古工作者， 适当的时候我
们会请专家来给大家讲讲这
些牛肉与当时的礼仪、饮食之

间的关系。绝不是吃肉喝汤那
么简单的……”

作为考古现场负责人，武
志江的压力也不小，这样的压
力主要来自于安保。

18

号墓
并没有被盗墓者破坏，但是与
之紧邻的，已经发掘、回填完
毕的

16

号墓、

17

号墓均遭盗
扰。大量报道意味着安保措施
要更为严密。

在发掘现场，扎着军绿色
的帐篷，记者走近细看，几张
简易的折叠床，简单的被褥，

唯一的取暖工具就是功率不
太高的电暖气。 刘勇向记者
介绍，为了合作监督，安保力

量由省文物考古研究院、考古
队和城阳城址保护区共同组
成，几个月来，安保人员就在
这里度过， 即使风雪交加，也
不例外。

“考古是个严谨的事，‘牛
肉汤’的走红纯属意外。 ”真实
的考古工作是很枯燥的，由于
常年驻扎在野外工作，很多考
古人员的手脚都冻了，资深考
古人员都会有颈椎病、腰腿疼
等职业病。 在武志江看来，这
次微博图文直播未尝不是一
件有意义的事，“将考古现场
和发掘细节第一时间传递给
大众，这种方式值得尝试。 ”

本报记者马依钒

考古人员正在鉴定“肉汤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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