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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号车马坑是一座“中字形”郑国
国君大墓的陪葬车马坑，坑内的车马均
呈散乱状，这是因为郑国国君下葬的时
候，实行的是拆车葬，也就是先把马杀
死，并排放到车马坑的底部，然后再把
完整的车辆拆开，将零部件放在马匹的
尸体之上，因此，就呈现了我们眼前的
不规则模样。“虽说现场车马凌乱，但走
向却一致，东西向摆放，车头马头向西，
表示心系故国，因为郑国的开国之地在
陕西省华县。”马俊才说。

记者在发掘现场看到，三号车马坑
里车少马多，与东侧“中”字形郑公大墓
墓道内发现的以陪葬车为主（44辆车）
的情况相反。马俊才认为，这是三号坑
在墓主人下葬后，由于墓道内陪葬车摆
放不下，才于西侧开挖陪葬坑，用以另
行下葬过多的陪葬车马。

马骨清理的同时，动物考古学家对
发现的每一匹未被扰动的马骨起取骶
骨孔内和骼骨腔底部土样，该项工作主
要用于研究陪葬马匹年龄、性别、病理
判断及毛色鉴定和DNA血统来源。记
者还了解到，为了控制坑内湿度，工作
人员在三号车马坑内放置了几台风扇，
便于对文物进行化学保护。通过采集
土样、观察马匹骨骼表面的异常情况，
或可复原一些埋葬过程中的行为，对于
埋藏学的研究具有重要意义。

国乐大师、著名琵琶演奏家
方锦龙赴白居易故里采风

本报讯 11月 13日下午，国乐大
师、著名琵琶演奏家方锦龙赴城关采
风，先后踏访白居易故里文化园、东郭
寺村史馆。河南新郑黄帝故里文化
研究会会长高林华，副会长刘松根，
秘书长张天伟，城关乡党委书记马东亮，
党委副书记、乡长王鹏，乡人大主席
岳建华陪同。

马东亮向方锦龙一行介绍了城关
乡近年来的经济社会发展、风土人情
及白居易文化。方锦龙对城关乡丰富
厚重的人文历史给予了充分赞许，并
对连续两年成功举办白居易故里文化
节表示祝贺。同时，在琵琶文化进校
园、进农村，“中原琵琶风”，白居易文
化产业发展等方面提出了一系列宝贵
建议。他指出，新郑历史文化底蕴丰
厚，厚重的黄帝文化和郑韩文化成为
新郑一张亮丽名片，白居易文化与其
一脉相承，应该借此机会对白居易文
化进行多视角、全方位解读，充分挖掘
其文化底蕴，用古老的乐器奏出不老
的音符。
新郑时报 李显文 通讯员 刘晚露

新郑市水务局
组织开展诵读经典比赛

本报讯 11月 13日下午，新郑市
水务局组织局属各支部广大党员干部
开展诵读经典比赛活动。新郑市水务
局党组成员、副局长李国照出席并讲
话，12名支部书记担任评委。

经过前期的初步审核，最终确定
了 16名选手参加此次比赛，旨在进一
步丰富水利系统干部职工文化生活、
营造浓厚的书香水利氛围、弘扬中华
优秀传统文化、激发党员领导干部的
读书和诵读热情。

比赛中，舞台上时而激昂奔放，时
而情感抑扬。《祖国啊，我亲爱的祖
国》《新郑水利之歌》《老人与海》《有一
个字与生俱来排山倒海》《目送》等一
首首经典作品通过参赛选手的精彩
诵读演绎出来，既展现了经典诗文的
魅力，又让在场观众感受了中华优秀
传统文化的博大精深。

经过激烈的角逐，大赛评出了优
秀组织奖、一等奖、二等奖和三等奖，
局领导为获奖者颁发了荣誉证书和奖
品。同时，前三名选手将代表局党组
参加全市诵读比赛决赛。比赛虽然
落幕了，但是经典诵读活动还将在水
利系统中持续进行。新郑市水务局
党组以实际行动全面贯彻落实中央、
省、郑州市关于加快构建现代化公共
文化服务体系的意见，为新郑市社会
经济全面发展提供强大的精神动力和
文化支撑。
新郑时报 李显文 通讯员 张斌

历时10个月，出土122具马骨和4辆马车

新郑郑国三号车马坑考古发掘收官
墓主身份扑朔迷离，有助郑国丧葬文化研究

11月 11日，记者从新郑市旅
游和文物局了解到，经过10个月
的新郑郑国三号车马坑考古发掘
工作全面结束，共发掘出122具陪
葬马匹和4辆马车，随之出土的还
有车上的青铜构件等装饰品。此
次发掘的马骨数量创郑韩故城考
古之最，其中一辆鞍车，也是迄今
为止郑韩故城内形制最大、装修最
奢华的国君用车。
记者 杨宜锦
新郑时报 邓春丽 文/图

现场清理出 122具马骨
和4辆马车

在发掘现场，郑国三号车马坑发掘
技术员孙春玲告诉记者：“现在三号车马
坑的清理工作基本结束，还需要对一些
资料进行记录整理。下一步将继续清理
车马坑内余土，做好保护、研究和展示工
作。”记者在现场看到，尽管在地下埋了
2400多年，经过清理后，车马坑里车马
器和马匹的骸骨痕迹均清晰可辨。

车马坑发掘项目负责人、河南省文
物考古研究院研究员马俊才介绍说，在
发掘的4辆马车中，1号车为形制最大的
豪华鞍车，车辆总长度 4.7米、车宽 1.65
米，前期公布的车长 2.5米是车厢的长
度，这次的总长度包含车辕、车衡的长
度。这辆车是国君出去视察、巡访或者
打猎时乘坐的车，国君累了可以躺下休
息，相当于现在的房车，车篷发现有棕
色、棕赤色漆片，车舆顶部出现彩席，这
也是郑韩故城内首次发现带有彩席的马
车。2号和3号车为行车，形制较小。

“在三号车马坑内共发现 13个盗
洞，而4号车正好处于盗洞的位置，破坏
较严重，仅存部分灰痕，无法判断其具体
形制。”马俊才说。

“现场清理出 122具马骨，数量之多
也创下了郑韩故城考古历史纪录之最，这
122匹马由东向西排列共5排，每一排马
骨数量不等，均呈侧卧式摆放，一般头西
尾东，仅编号MA012的朝向相反。陪葬
马骨身上一般不见相伴的马器具，仅编
号MA046马头骨前见有马衔之类马具。”
马俊才告诉记者，“由于发掘的车辆下可能
还压有马骨，所以，这122具马骨只是初步
掌握的数字，实际数量可能会多一点。”

三号坑内车马凌乱
但走向一致

此次三号车马坑的一系列重大发现
让文物工作者兴奋不已，那么墓主人是
郑国哪一代国君？马俊才说，由于主墓
严重被盗，随葬品几乎被盗一空，也没有
相关文字记载，因此墓主人身份难以定
论。根据目前发掘情况看，可能是春秋
晚期君主。

马俊才表示，三号车马坑出土的马骨
数量和大型豪华鞍车均刷新了郑韩故城
考古纪录，这也再一次印证了墓主人身份
的高贵。作为国君墓的陪葬坑，此次发现
对研究当时的丧葬习俗、社会生活具有重
要意义。

现场参观的游客王先生告诉记者：

“我今天和朋友专程过来看车马坑的，还
是第一次这么近距离观看考古发掘过程，
真的很震撼。”据了解，和以往考古发掘不
同，此次考古工作全程向公众展示，这在
河南考古发掘史上也是首次。三号坑正
上方设置了巨大的四面屏显示器和一台
360°录像机，同时还配备了多种先进的考
古设备。

为了方便游客感受考古的魅力，在发
掘现场，平均每天有15名工作人员辛勤地
忙碌，向游客展示最真实的考古挖掘过
程。据统计，自今年 2月 6日郑国三号车
马坑考古发掘工作启动，截至目前，共有
20万余人“围观”现场发掘。

已有20万余人“围观”现场发掘

郑国三号车马坑发掘现场

工作人员在认真清理马骨

现场工作人员对资料记录整理

郑国三号车马坑发掘现场

郑公大墓墓道内主要陪葬车

■速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