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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华校园 95座古墓发掘现场

提到南京，一个朝代便不能不提，那就
是中国封建社会的最后一个全国性汉族政
权———明朝。

600 年前，一代枭雄朱元璋在南京城
建号称帝，从此君临天下。600 年后，那段
金戈铁马的历史早已尘封，但一座现代化
的航空航天学府———南京航空航天大学，
却在明故宫遗址上，为祖国培养了一代代
航空航天人才。

漫步南航明故宫校区的综合楼附近，总
会给人一种时空交错的感觉。充满现代气息
的教学楼、高大的梧桐和绿地，而过道两边
却排布着饱经风霜的石柱底座的大石礅，这
些就是明故宫太庙的遗迹。在南航明故宫校
区，类似地表之上的遗迹还有许多，其中就
包括一口修建于明朝的太庙井。

太庙是古时皇帝祭祀祖宗的建筑。位于
南航校园的这口太庙井发现于 2003 年。该
井直径 2.05 米，深 2.08 米；井壁由楔形青砖
错缝砌成，壁面安装有可供攀爬的铁环；井
底有泉眼，有方砖覆盖其上。据考证，此乃明
太庙古井，也是我国目前为止发现的直径最
大的古井。

在对古井遗址进行发掘时，考古人员清
理出包括木桩、青花瓷片、青石雕护栏在内
等一批珍贵文物，特别值得一提的是，这批
文物中有件龙泉青瓷罐，印证了除景德镇瓷
器外又一大官瓷的存在。

这只从古井内淤泥和建筑垃圾中清理
出的瓷罐完整无损，制作精美，瓷表面有特
殊烧结自然形成的“冰裂纹”，完美呈现了龙
泉瓷罐的鲜明艺术特征。此外，由于该瓷罐
出土于明太庙古井中，被专家确定为明代皇
家祭器，很好地佐证了此前考古学家对龙泉
青瓷曾经为明朝早期宫廷和中央政府生产
官方用瓷的推论。

据对此进行过专门考证的南航教授昂
海松介绍，此前，在浙江龙泉考古现场发掘
出的瓷器上刻有五爪龙纹、“官”字样，经过
专家讨论，当时初步认为龙泉青瓷曾经为明
朝早期宫廷和中央政府生产官方用瓷，但并
无其它佐证，而南航明太庙古井出土的这件
龙泉瓷器恰好印证了专家们此前的推断。

除龙泉瓷罐外，井内还出土了不少显示
皇家建筑特征的黄色琉璃构件残块。井中还
有不少发黑的建筑构件，有火烧后的痕迹。

对此，昂海松在其著作中谈道：“我从《明
史》记载中找到相关出处：永乐十八年北京宫
殿建成，次年朱棣迁都北京，此后明故宫日趋
冷落，自然损坏非常严重。嘉靖‘十三年六月
甲子，南京太庙火，毁前后殿、东西庑、神厨
库’。这次火灾直接烧毁了明太庙的主要建
筑。嘉靖皇帝在北京召群臣集议，决定不再修
复南京太庙，而是直接将烧过的太庙遗址筑
墙封闭了事。因而，古井成为各种建筑构件堆
积处之一。”

不论古井中为何会有如此多的文物残
块、又为何会出土如此完整的龙泉瓷罐，这

座静静沉睡的古井都将会继续见证南航
的成长与发展，无声地讲述明朝的

那些事儿。

明故宫太庙古井
发现高校：南京航空航天大学

在距离南京 500 公里外的古城武汉，也
有一件来自于校园的文物。只不过，这件文
物并非来自于高校的地下，但它与高校的联
系却更加紧密，因为该文物原本就来自于高
校的发展历史之中。

2014 年 6 月，经湖北省文物管理部门鉴
定，177 张武汉大学的建校图纸被确定为国
家一级文物。

作为近代中国建立最早的国立大学之
一。武汉大学溯源于 1893 年湖广总督张之
洞在武昌创办的自强学堂，历经传承演变，
1928 年定名国立武汉大学。被评为国家一级
文物的这些图纸主要是 1929 年美国人开尔
斯为该校珞珈山校址完成的总设计图。

国立武汉大学定名后，确定以武昌城外
东湖珞珈山一带为新校址。建筑设备委员会
委员李四光及叶雅各，推荐时居上海的美国
人开尔斯担任新校舍建筑工程师，并赴上海
邀请其到珞珈山考察。

根据武汉市志人物志记载，开尔斯出生
于 1869 年，毕业于美国麻省理工学院建筑
系，对中国建筑艺术颇有研究。

实地考察后，开尔斯认为这一带山丘坡
缓且水源充足，山石、泉水、湖水均可利用，
各项建筑依山而建可节省地基及石料，于是
赞同以珞珈山为校址。1929 年 3 月，开尔斯
开始勘测规划，半年后完成了总设计图。10
月，建筑设备委员会正式聘他为新校舍建筑
工程师，同时通过总设计图。

根据设计图，珞珈校园建筑布局呈现因山
就势、组群变化有序的显著特点。在自由式总
体布局的基础上，利用山体山势、地形地貌，依
据“轴线对称、主从有序、中央殿堂、四隅崇楼”
的原则，精心布置建筑群。整个校园在自由的
格局中又有严格规整的片段，体现出自然科学
与人文科学并重的先进办学理念。

2005 年 11 月，武大 112 周年校庆之际，
武大早期建筑结构工程师亚拉伯汗·莱文斯
比尔的儿子，美国工程院院士、俄勒冈州立
大学教授奥特夫·莱文斯比尔，将父子珍藏
70 年的 150 多幅武汉大学早期建筑群结构
图纸，以及一张建筑群即将竣工时的全景照
片，亲手交给了时任武大校长刘经南。

莱文斯比尔的父亲曾参与主持设计武
大早期建筑群，后来去了澳大利亚。这批图
纸在战火中颠沛流离，和平年代里又先后

“周游”多个国家，却一直保存完好。它们折
射着时代的变迁，也见证着延续几代的国际
友谊。父亲 1984 年去世后，莱文斯比尔收藏
了这些图纸，并一直想找机会送给武大。经
双方多年努力，终于获得联系。

至于图纸的主要设计者开尔斯，他在应
邀筹建武大时已有 60 岁左右。1930 年 5 月

（即武汉大学理学院动工前一个月），他在上
海病倒。在两年生病期间，开尔斯仍坚持工
作。时任校长王世杰每次到上海看望，均见
其病房里摆满武大校舍的设计图纸。

开尔斯去世时间不详，但他留下的图
纸，记载着他与武大的点滴，也是“中国最美
大学”的雏形。

武大建校图纸
发现高校：武汉大学

“古墓派”高校拾贝
姻本报记者陈彬 见习记者许悦

编者按

不久前，清华大学在校内施工现场发现一片古墓的消息，引起了很多人的
关注。“古墓派”高校也由此又多了一位成员。

作为拥有数千年历史的文明古国，在中华大地上，古迹文物数不胜数，在校
园内发现历代文明遗迹的事并不罕见。此次清华发掘出的古墓尚属贫民墓葬，
并没有太多文物，但环顾国内其他高校，源自于校园内的“宝贝”却也不少。本报
特地选取几件校园“宝贝”，为您讲述属于它们的故事。

一件珍贵文物被世人发现，往往需要一
定的运气成分，这样的“机缘巧合”在文物发
掘的历史上也屡见不鲜。尽管如此，有些文
物与发现地之间的“缘分”，依然让人啧啧称
奇，这其中就包括发掘于西北政法大学的张
汤墓。

对中国历史，尤其是西汉历史有些了解
的人，都不会对“张汤”这个名字感到陌生，
作为西汉武帝时期的重臣，张汤留给人们的
印象是一名执法严苛、刑讯逼供的“酷吏”。
在一些人“非好即坏”的历史评价尺度下，张
汤给人的印象自然是不好的。

然而事实上，张汤是汉代立法司法进程
中的重要一员。他不仅遵旨办案、依律断案，
审理过陈皇后巫蛊案，淮南王、衡山王等重
大谋反案件，更重要的是，张汤通过修订政
律，行经断狱，对我国古代的法治做出了重
要贡献。《晋书·刑法志》曾载，张汤撰《越宫
律》27 篇，另一位大臣赵禹撰《朝律》6 篇，与
汉初萧何撰《九章律》9 篇、叔孙通撰《傍章
律》18 篇，合称“汉律 60 篇”，汉代律典之基
本风貌至此成型。

公元前 116 年，御史大夫张汤遭同僚陷
害获罪，自杀身亡。这位位列三公的御史大
夫，其职位要大于现今的最高司法长官，但
他死后，家产不过五百金，均是皇上所赐，下
葬于荒郊贫民墓区，也是薄葬，“载以牛车，
有棺无椁”，这被后来张汤墓考古发掘报告
所证实，其廉吏风范足为后世仪表。

如今，时间过去了两千余年。2000 年，
“西部大学城”在长安兴建，西安市内高校
先后迁入大学城。西安邮电大学便在无意
间，将新校址定在了张汤墓的所在地，然
而此后，因为该校需要一个南北长的校
址，便将此东西长的地界调换给西北政法
大学。

历史是否有冥冥之中安排，对张汤有所
眷顾，让蒙冤而死的这位西汉时期重要而有
争议的政治法律人物为一座现代化政法大
学的建设所“唤醒”———2002 年，西北政法
大学南校区基建中，西安市文物保护考古所
进行了考古发掘，张汤墓遂重见天日。

据考古报告称，该墓葬是斜坡墓道土洞
墓。平面呈甲字形，由墓道、甬道、墓室三部
分组成。随葬品多为日常生活中的小件，不
见汉墓中常见的陶器和其他贵重器物。最为
珍贵的是两枚极精致的双面穿带印，一枚印
文为“张汤，张君信印”；一枚印文为“张汤，
臣汤”。墓中发掘结果印证了《史记》《汉书》
中关于张汤的多项记载。

2008 年，西北政法大学在校园内建造
了具有汉代风格的“张汤墓考古发掘纪念
碑”“西汉御史大夫张汤墓遗址陈列馆”和
纪念亭———“廉亭”。该校学生也以此为
豪，自发组织了志愿者队伍，为每周定期
开放的陈列馆服务，为那些慕名而来的参
观者提供讲解服务。在一所现代化的政法
大学校园里发现古代廉吏墓葬并建

“廉亭”，弘扬廉洁文化，意义极为
深远。政事兴亡，惟廉弥珍！

在清华发现古墓的报道见诸媒体后，曾
有西安高校的网友打趣道：“对于这件事，西
安高校只是看着不说话。”此言虽属戏谑，但
也足见西安高校校内古迹文物之丰富。其中
的一个代表便是发现自西北大学的“四面佛
唐石塔幢”。

时间回到 1988 年。这一年的秋天，西北
大学为了解决教职工所居住的“西大新村”
的取暖问题，要将教学区的暖气用管道输送
至新村。一天下午，该校文博学院的一位老
师在施工工地路过时，正好看到几位民工费
力地将一块石头从沟槽里拉出，这位老师凑
过去看时，感觉这块周身是泥的石头有些不
寻常，依稀能分辨出佛造像的模样。于是，他
请民工将石头拉到附近的水龙头处冲洗，一
件十分精美的四面佛石塔幢就这样呈现在
了人们面前。

塔幢即经幢，原是中国古代仪仗中的旌
幡，是在竿上加丝织物做成，又称幢幡。佛教传
入我国后，人们开始将佛经或佛书写在丝织的
幢幡上，后来为了永久保存，改为刻在石柱上，
因刻的主要是《陀罗尼经》，故称为经幢。据文
献记载，在唐代，西北大学所在地为著名寺
院———实际寺。此地也出土过一些该寺文物，
这尊石塔幢也属其中。只不过，它是实际寺出
土文物中最精彩的一件。

根据测量，塔幢主体为长方体，四面
各有一个佛龛，下有仰莲座，上下两面部
分都有榫卯结构。之所以称其为“四面佛
石塔幢”，是因为该塔幢的四面都供奉着
密宗诸佛。东面为金刚界曼荼罗内阿閦
佛，其代表了大圆镜智，亦名金刚智；南面
为宝生佛，它是密教中金刚界玉智如来中
的南方如来，代表大日如来五智中的平等
性智；西面佛像作善趺跏于天衣座上，两
脚自然下垂，各踏一莲花，偏袒右肩，其形
象与洛阳龙门石窟中奉先寺大佛绝相似
真，接力位为阿弥陀佛；北面为金刚界曼
荼罗无量寿佛，号大悲金刚，波发高髻，通
肩大衣，双手用作法界定印，趺跏坐于垂
障的须弥莲花座上。

值得一提的是，在该塔幢的佛龛两面，
分别饰有特别的鲜花和供养人像，这些人像
面庞丰腴，仪态安详，阴刻线条，刀法自然流
畅，而且与武则天的相貌十分相似。相传，实
际寺中有吴道子的画作，这样精美的线条也
很有可能为其所作。

据文献记载，女皇武则天曾将其 2 万贯
胭脂钱捐出来，用以修建洛阳龙门石窟中最
大的一尊佛像———卢舍那大佛。四面佛塔幢
的佛像形象与洛阳龙门奉先寺的大佛完全
一样。究其原因，奉诏检修卢舍那大佛的检
官就是实际寺的主持善导法师，这就不奇怪
了，因为它的总设计师和检修官都是一个
人，这么大的工程，善导法师首先要在实际
寺作画稿，雕凿样本，才能交备女皇武则天
查验通过。

如今，这座珍贵的四面佛石塔幢依然在
西大博物馆展出，并已经成为该馆的镇馆之
宝。

四面佛唐石塔幢
发现高校：西北大学

西汉张汤墓
发现高校：西北政法大学

除去西安，号称“六朝古都”的南京，
同样是一个拥有深厚历史沉淀的城市，身
处其中的高校，拥有众多校内古迹文物
者，同样并不少见。

比如在南京大学，其校内博物馆所具
有的收藏历史，便可以追溯到上世纪的二
三十年代。在那个战火纷飞的年代，南京
大学的前身———中央大学文学院和史学
系以及图书馆便开始收集收藏殷墟甲骨、
金石拓本和名人书法等文物。

建国后，两次偶然的发现，又让南京
大学的博物馆中，拥有了一批珍贵的文物
藏品。

先是在 1954 年，南京大学计划在当
地的北阴阳营一带建造一批校舍。就在施
工期间，工人们在该地区发现了大量石
器。直到如今，北阴阳营遗址依然还是明
朝南京城城区范围里，最早的一处新石器
时代遗址。

十几年后的 1972 年底，南京大学根
据指示要在校园内挖掘防空洞。但让人没
有想到的是，当施工人员挖到该校北大楼
附近时，竟意外地再次挖出了一处东晋古
墓。随即，考古人员对这座大墓进行了抢
救性发掘。

根据测量，这是一座方向为南偏西的
双室墓，由墓门、甬道、主室、侧室甬道、侧
室等部分构成。古墓封门墙以内的甬道内
设有两道门槽，这显示其曾有两道门，这
种设置方法常见于六朝帝陵中。

在这座大墓中，考古人员发掘了一大
批青瓷器，此外还有一些陶器和金器。尤
其引人注目的是，人们在墓中还发现了一
组造型精美的金冠饰。当时。类似的文物
珍品举国罕见，但在这个东晋古墓中，却
一下出土了 4 件，让人称奇。

这组金冠饰全部由粟粒状小金珠在
金丝上焊接而成，制作得极其精美、考究。
四件器物分别为一件山形蝉纹金珰、一件
方形兽面纹金冠饰，以及两件山形神人乘
龙纹金冠饰。

这其中，金珰源于胡服，近代注明学
者王国维曾释曰：“珰者，当也。当冠之前，
犹瓦当之当瓦之前矣。”金珰呈山形并以
蝉为饰，应是在传入中原后，受汉宫服饰
影响的结果。

一般而言，古人之冠是需要由四片金
饰装饰的，并将其分别饰于冠的前后左
右。在这四件金冠饰中，山形蝉纹金珰饰
于冠前部，方形兽面纹金冠饰饰于冠的后
部，两件山形神人乘龙纹金冠饰则饰于冠
的左右两侧。

目前，这组珍贵的金冠饰依然被珍藏
在南京大学博物馆。博物馆为它们，以及
其他源自于东晋大墓的出土文物单独开
设了展区，供师生与游客观赏。

东晋金冠饰
发现高校：南京大学

郭刚制版

在网络上，对于曾出土过古
墓 的高校 ， 网 友 们 有 一 个 别
称———古墓派。近些年，校园“古
墓派”的名单正在不断扩大，除了
以上提到的几所高校外，这一名
单上的高校还有很多———

上世纪六七十年代，北京师
范大学在修建房屋时，发现五座
墓地。经鉴定，为清康熙年间权
臣索额图大女儿的陵墓，该墓被

专家命名为“黑舍里氏墓”。
1986 年 8 月，广州大学校园

内发掘出 3 座东晋砖室墓，出土
铜器、青釉器等文物数十件。

2001 年，西安邮电学院在新
校区建设中，发现古墓葬 600 多
座，其中 80%以上都是秦墓。

2003 年，华南师范大学发掘
出两座千年陵墓，分别是五代十
国时期南汉高祖刘岩墓康陵和南

汉烈宗刘隐墓德陵，如今被并称
为“南汉二陵”。

2003 年，广东药科大学发掘
出清代古炮台。

2004 年，西安财经学院新校
区建设中，发现大型秦墓，并出土
一件珍贵的“六马鞍车”。

2012 年，南京林业大学校
园内发现明朝中期的古墓。墓
穴石碑显示出墓主的身份：南

京锦衣卫指挥佥事徐君叙妻恭
人周氏之墓。

2014 年，郑州大学西亚斯学
院校园内发现大型墓葬区，共发
掘出古墓 120 余座。除汉代和宋
代砖墓各一座外，其余均为春秋
战国墓葬。

2016 年 11 月，陕西师范大
学校内挖掘出了一座古墓，墓主
人初步断定为唐朝宰相贾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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