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热点新闻

从安阳出发，沿 107国道
北行，西门豹祠就在安阳县丰
乐镇村一处高地上，按照许作
民的说法，西门豹祠是史书中
曹操墓址的唯一参照物。

据史书记载，曹操死后确
实是葬在邺城的，但是，其葬址
具体在哪里？据《三国志》载：

“建安二十三年（公元 218年）
六月令曰：古之葬者，必居瘠薄
之地。其规西门豹祠西原上为

寿陵，因高为基，不封不
树。”由此可见，要想寻找
曹操的墓葬，最关键的一

步就是首先要找到西门豹祠的位置。
关于西门豹祠的位置，根据《水经注》和魏

文帝《述征赋》记载，西门豹祠应在武城的东南
方向，其东北方向是阅马台，漳河在经过阅马
台不久即改为南北流向，过邺城西，经过邺城
西北的紫陌。后赵时曾被毁在原址上又进行
了复建。

潘伟斌在寻找曹操墓时也参照了西门豹祠
这个参照物。他在今年 7月公开发表的《这里
就是曹操墓》一文中说，今天的西门豹祠位于邺
城故城西，漳河南岸，漳河大桥南一公里处的安
阳县安丰乡丰乐镇东。这里有一高地，高出地
面2～3米，其上为一南北朝时期的遗址。在这
里的地面上，至今还散落着不少东魏、北齐时的

砖瓦残片。说明在东魏、北齐时，这里曾有地
面建筑，比如庙宇宫殿等。

“ 而初步被确认的安丰乡西高穴村曹操
墓址就在西门豹祠正西不远处，东距铜雀台约
三十华里的地方。”潘伟斌说，按唐代《元和郡
县图志》中记载的“魏武帝西陵在县西三十
里”，因此位置也相符。历史上记载魏文帝曹
丕曾从水路上前往祭奠其父亲，当是指沿漳河
溯流而上，而西高穴村西不远处的渔洋村就有
古渡口一处。此村的历史延续达4000年，曾是
华北重镇之一。

经过历史的分析和考古的印证，潘伟斌把
曹操墓的范围一步步缩小，最终把目标指向了
西高穴村。

曹操墓究竟在何
处？自古以来就有很
多种说法，有漳河水
底说，有许昌说，前几
年还出现了曹操的墓
葬 在 鹤 壁 发 现 的 报
道 。 在 这 众 多 说 法
中，“七十二疑冢”最
为流行，而河南省安
阳县安丰乡西高穴村
曹操墓的确认，推翻
了上面的所有说法，
并最终终结了曹操墓
的千古历史疑案。12
月 21 日，本报记者曾
探秘曹操墓。

晚报首席记者 张锡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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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月21日，本报记者探秘曹操墓。
从安阳县安丰乡丰乐镇村向西出发，到达西高穴村不过

七八公里的路程。
在西高穴村南，远远就可以看到两座银色的钢制大棚，现
场封锁严密，两三米高的石棉瓦围得严严实实，大门入
口处拉起绳索，村民说，这就是曹操墓的发掘现场。

曹操墓位置的确定源于多年前发现的一块后赵时
期的鲁潜墓志。

1998年 4月，在安阳县安丰乡西高穴村西北 0.5公
里处的机砖场里，该村村民徐玉超起土时挖出一块墓
志。这块墓志埋在地下 2米深处，高 20.7厘米、宽 31.3
厘米，魏书志文，共14行126字。

根据墓志志文，墓主为卒于后赵建武十一年（公元
345年）的鲁潜，其官至后赵大仆卿都尉，正三品官员，
属于朝廷的重臣级别。

一个令人惊喜的消息是，志文提到了鲁潜墓距魏武帝

陵的方位与距离：“（鲁潜）墓在高决桥陌西行一千四百步，南下去
陌一百七十步，故魏武帝陵西北角西行四十三步，北回至墓明堂
二百五十步。”

考古专家说，这里所说的魏武帝陵应该就是高陵（西陵），
高决桥应该为高穴桥，古代“决”通“穴”，这说明曹操的墓地应
该在西高穴村附近。

根据晋制（后赵属于东晋十六国时期），按一尺等于现在
的 24.5厘米计算，一步五尺，计为 122.5厘米，这样算下来，鲁
潜墓距离曹操墓也只不过有 300多米远，只要鲁潜墓墓址确
定下来，曹操墓的范围就可以圈定了。

但遗憾的是，鲁潜墓志并非在鲁潜的墓中发现，距鲁潜墓
志出土地以北8米远处。

曹操墓究竟在何处？再次陷入迷局。但这一带有一个墓葬
群，近年出土了大量的东汉五铢和曹魏五铢等钱币及金银铜器、
瓦当、宫门上的镀金铜泡等，显然有些是大型建筑上的附件。

有专家推测，这些建筑或许与曹操墓有关。

墓地被认定为曹操墓，与盗墓贼偷盗的两件文物有
关。

“曹操墓”所在地，原为一窑场取土点，被挖掘五六米深
后遭到废弃，有村民在此种上了庄稼。

2005年底，一村民在此浇地时，发现有一处地方水一直
向下流，经查看发现那里有一个洞，推测下面可能是古墓。

安阳县地方志办公室主任金静告诉记者，安丰乡一带
墓葬密集，盗墓行为猖獗，当地政府曾多次进行打击，安阳
县公安部门曾先后抓获4批20多名盗墓贼。

2008年，安阳县安丰乡派出所侦破的盗掘“曹操墓”案
件中，从盗墓贼手中缴获 3块墓内汉画像石，画像石上部
有“主簿车”、“咸阳令”、“纪梁”、“侍郎”等字样，其下部为

水陆攻占图场面。
从画像石的铭文来看，墓葬规格相当高，应该为汉魏

时期的高级贵族墓葬。
在这些文物中，最珍贵的莫过于瓷枕与刻铭石牌了。

据了解，瓷枕上刻有“魏武王御用”字样，刻铭石牌上也有
“魏武王”字样。

刻有“魏武王”三个字的石牌再次拨开了曹操墓的迷
雾。因为这和曹操的身份相符合：曹操生前为王，他儿子
曹丕做了皇帝以后，他才被追封为魏武帝；这两处的“魏武
王”完全与他死时的身份相符。

2008年12月，经报请国家文物局批准，河南省文物局组
织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开始对墓葬进行抢救性考古发掘。

盗墓贼偷盗的两件文物拨开迷雾

从安阳县
地名办主任位
置上退下来的
许作民，一直
没有放弃对曹

操墓地的研究，按照他的话说，“七十二疑冢
说”古代就有了，而且越来越流行。

说起“七十二疑冢说”的来历，许作民说，
建安二十三年(公元 218年)，可能是预感到自
己寿数将尽，曹操特地颁布了一道《终令》，安
排身后之事，因曹操对邺城(今河北临漳县附
近)有着特殊的感情，敬仰西门豹在邺地投巫
开渠的英明果决，他希望自己的墓地与西门
豹祠比邻。

两年后，这位杰出的政治家、军事家病逝于
洛阳，临终前他留下《遗令》：“殓以时服，葬于邺
之西冈，与西门豹祠相近。无藏金玉珍宝。”

魏文帝曹丕遵照曹操的遗嘱，将其遗体运
回邺地安葬。从现存的史料看，曹操对自己墓
葬的安排得到了认真的落实。

曹操七十二疑冢，自此起始传天下。但这
个传说能让人相信，更是因为确实有众多墓冢
小山似的罗列于漳河两岸，即所谓“漳河累累
漳水头，如山七十二高丘”。

“曹操墓七十二疑冢的说法在宋代以后进一
步强化。”主持此次发掘曹操墓的河南省文物考古
研究所副研究员潘伟斌介绍，宋代后期，宋金对峙，
宋朝出于政治需要，以蜀汉自居，谩骂金朝为夺权

窃国的曹魏。金朝干脆就以曹魏为正统，推崇曹
操，每年到陵上祭祀曹操。但因曹操陵在地面上已
经难以辨认，于是，金人也就将错就错，就以七十二
冢为曹操的墓葬祭奠之。

到了元代，人们对软弱惨遭灭亡的宋王朝既
同情又怀念，同时对元朝异族统治极度不满，于是
借古讽今，更加丑化曹操的形象。元末罗贯中写
《三国志通俗演义》时，也是秉承了这种思想。

清代毛宗岗根据陶宗仪的《辍耕录》等数
据，在《三国志通俗演义》中加入了“又遗命于
彰德府讲武城外，设立疑冢七十二：‘勿令后人
知吾葬处，恐为人所发掘故也’”的句子来。从
此以后，漳河岸边的北朝墓地也就被传成了曹
操的七十二疑冢了。

“七十二疑冢”传说流传上千年

传说毕竟还是传说，想要知道曹操的墓到底
在哪里，还是要从他临终时的遗令谈起。这份遗
令是西晋著名的文学家陆机于无意中在宫内秘

阁发现的。全文如下：
古之葬者，必居瘠薄之地。其规西

门豹祠西原上为寿陵，因高为基，不封不
树。《周礼》冢人掌公墓之地，凡诸侯
居左右以前，卿大夫居后，汉制亦谓
之陪陵。其公卿、大臣、列将有功

者，宜陪寿陵，其广为兆域，使足相容。
在遗令的最后，曹操还提到了铜雀台，他吩

咐他的妻妾们在铜雀台的公堂上安放一张六尺
大床，挂上灵帐并供上，逢到每月的初一、十五上
午，向灵帐奏乐歌舞。同时，遗令还嘱咐他的群
臣，“汝等时时登铜雀台，望吾西陵墓田”。这封
遗令虽然不能帮人找到真的曹操墓，但却解决了
一件事：彻底否定了“七十二疑冢”的存在。

2005年，本报记者曾沿南水北调工程的河

南段进行过文物探访，传说中曹操墓“七十二疑
冢”所处的位置在安阳市北安阳县安丰乡一带。

当时在安丰一带主持发掘的河南省文物
考古研究所的专家就是潘伟斌，他当时就称，
这一带的确有许多墓葬，但经过现代考古发
掘，在一些墓中发现了尸骨和墓志铭，大都是
东魏和北齐的皇家墓葬，与曹操墓无关。

这也从考古上否定了曹操墓七十二疑冢的
说法。

曹操遗令彻底否定“七十二疑冢”

史书中，西门豹祠成为曹操墓址唯一参照物

曹操高陵墓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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