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012&3

4/5678'&9,:;<=>?@ABCDEFGH

!"IJKLMNOPQRSTUVWXIYZW[

2E\]^_V`ab!"/c%def!"#ghi'

jdklmnopqrstduvewxya$%z{&

|}~8'���&���,�.&���c%&$'(b

�����E�����)�$b�&�)�$&"�(�

!"#$%&'(

!"#!"#$%&&&'##(')$%&'()*+,-./

0123&*4567898:; <=>9?@

2010年1月15日 星期五
主编 安学军编辑赵青 校对刘畅 版式宋笑娟

A10 找到
曹操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研究员张雪莲
14日在社科院考古论坛上表示，对“曹操墓”发
现的人骨，只需非常小的量就可以进行“科技测
年”。如果他是曹操的话，应该是在百十年的范
围之内。

张雪莲表示，近年来，由于加速器测年技术
的发展，使所用测年样品量大为减少，由原先的
十几克，现在减少到几毫克，就是几粒小米粒的
重量。而且测年效率提高，这样使碳十四测年更

便捷可用。虽然碳十四测年用于墓葬断代可以
达到这样好的结果，但它要满足几个条件。而具
体到曹操墓，校正曲线在曹操死亡年代位置上坡
度比较缓，波动比较多，这样就难以获得较小的
年代误差，也就是说误差会相对较大。

张雪莲说：“如果它里面含有其他的，如家
具、木屑、衣服，我们都可以用于测年，但是那些
都腐烂了。如果有一丁点木屑，我们就可以和
人骨相对照，非常小的量就可以测年。”

专家九大证据
认定曹操高陵

从 2008年 12月到 2009年 12月，经过一
年的考古发掘，西高穴大墓共清理了两座墓
葬，即一号墓和二号墓，一号墓目前尚在发
掘之中，而昨日在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
所公共考古论坛现场，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
所副研究员、曹操高陵墓葬考古队领队潘伟
斌向记者们展示了二号墓的发掘成果。

潘伟斌称，专家们结合墓葬的形制、规
格、出土文物、出土铭牌铭文的内容、字体、
出土的墓主人骨骼的鉴定等九大证据，对墓
主人的身份进行了初步推测，认定此墓的墓
主人为魏武帝曹操，此墓葬为魏武帝曹操的
高陵。

一、墓葬的年代 此墓葬为多墓室砖室
大墓，主墓室为四角攒尖顶，和洛阳发现的
曹魏正始八年大墓墓顶形状相同。

二、墓葬规模与其身份相符 此墓葬与
同期墓葬相比，规模宏大，气势不凡，结构复
杂，埋葬较深，仅其墓道都可略见一斑，其墓
道长近 40 米，上口宽近 10 米，最深处达 15
米。从宽度上说是已被认定为北齐开国皇
帝高洋的湾漳大葬的两倍还多，长度也多出
10米，为王侯级的，与其身份相符。

三、墓葬地面情况符合《终制》建安 23
年（公元218年）六月，定下《终制》曰“因高为
基，不封不树”。此墓葬所处位置海拔107～
103 米，比三公里之外的固岸北朝墓地海拔
高出整整10米，符合其“因高为基”的要求。
此次发掘墓室上面未见封土，更没有找到其
立碑迹象。完全符合其《终制》上“不封不
树”的要求。

四、符合文献资料记载高陵的位置
五、附近出土文物的旁证 即 1998 年出

土的鲁潜墓志。
六、称谓相符 曹操病死后，曹丕袭魏王

位。同年十月，曹丕代汉自立，建立魏朝，追
尊其父为武皇帝，庙号太祖，此后曹操的称谓
为魏武帝，因此曹操的爵位先为魏公，再为魏
王，再为魏武王，后为武帝，是一个脉络十分
清晰的过程。魏武王是短暂时期的称谓。

七、考古人员在发掘过程中出土的铭
牌 其中刻有“魏武王”三个字的铭牌共有7
块，以刻有“魏武王常用挌虎大戟”的石牌最
为完整，这是其身份认定的直接
证据。

八、遗骨 墓葬中发现的男性
遗骨年龄为60岁左右，与曹操去
世时年龄相符。

九、出土物与其遗令薄葬相
符 此墓葬虽规模宏大，但是所出
土的陶器都是素面陶，器型偏小，
做工粗糙，符合曹植在书中所说
的鸣器无饰，陶素是嘉的记载。
其随葬的金器都是生前衣物上所
用之物，并未有为其入葬而
特制的金玉器，只有器圭和
璧等礼器，均为石质，符合
其在遗令中所规定的。

赵超说：“我这里举几个比较典型的能够帮助断代的例子。这个‘魏’
字，和现在我们写的‘魏’字不一样，是在‘委’和‘鬼’这个字中间加了一
个‘山’字，这是秦汉时期的标准写法，但这种写法持续的时间不长，大概
在魏晋以后就改变了。通过这个字的写法，我们能够把它的时代判定在
就是东汉到魏晋时期。”

赵超还称，像这些记录遗物的石牌，如直接指向曹操的“魏武王常用格
虎大戟”，从字体、词牌的形制可以看到它们是比较相似的，有一定的年代关系。类似这样

“结”，即标牌，在以前的考古工作中也有发现，在湖南长沙马王堆一号墓里曾经出土过49件这
样的结，它记录的内容都是相似的，记录衣服、器物的名称也是一样的，形状也是接近于长方形
的、头部修成圆形的木牌。类似这样的标牌，在汉代简书中很常见。

“同样我们也可以通过这些石牌上的内容来协助断代。”赵超说，比如说曹操墓中一个石牌上
面写有“木墨行清”。现在的人恐怕都不知道“行清”是什么东西，行清就是厕所。这在古代文献里
有很明确的记载，而且这个记载可以帮助我们断代，在东汉中期到曹魏中期，都是把厕所叫行清。

赵超说，类似的例子在石牌里面还有很多，下一步就是做深入的研究，比如说石牌里面还
有一个出朴床，就是一种赌博的工具，它又给我们提供了一个断代的信息。

中国社科院考古研究所所长王巍说，判
定“曹操高陵”的关键证据是刻有魏武王的
铭牌，最直接证据则是文字材料。

王巍说，墓葬的年代是东汉末年，等级
在东汉时是最高等级。从随葬品中可以看
到，比较简朴。这和“不封不树”是相符合
的。而表明等级、表明年代的东西，最直
接的证据是文字资料。如果没有文字资
料，说实话，“我们推断起来就很困难”。

昨日现场有学者提问，从考古的角度确
定西高穴大墓是曹操墓确实有一些有力的
证据，但是从文献学的角度来说，好像有的
问题还没有得到解决。比如魏书中记载，曹
操夫人死时为 70岁，和曹操合葬高陵，现在
发现的两具女性的遗骸，年龄最大的是50多
岁，和 70岁差距比较大。另外，现在还不能
有力地说明到底是同穴还是并穴，如果是并
穴的话应该是在旁边。

对此，王巍说：“很多记者都问我，认定
这个墓葬是曹操的高陵是不是最后的结
论？我觉得最后结论的提出不是现在。比
如，第一，1号墓要充分发掘，1号墓、2号墓出
土的遗物，包括对形制、人骨等进行详细的
比较，包括应用自然科学技术手段来测试、
分析，包括对那些陶器的整理，因为陶器是
断定年代非常重要的标志，甚至二三十年在
陶器上都会有变化，这次发掘之后，还没有
时间研究。包括研究文献，应该由汉魏的考
古专家对这些资料进行综合的研究，最后得
出一个专家认定的意见。”

古代人骨的鉴定和人类学研究专家张君
称，性别鉴定主要由两部分组成，一是人骨的
骨骼上表现出的性别特征，二是DNA的判断，
即性染色体。人体骨骼的6个部位可以对古人
的年龄作出判断，第一是牙齿的萌出和换牙，
第二是牙齿磨耗状况，第三是头骨骨缝愈合状
况，第四是骨骺的愈合状况，第五第六是髋骨
上结构，骨盆对着的耻骨连合面的情况。

张君对西高穴大墓男性个体的测定评估
是：第一，人骨材料保存太差了，不能提供DNA
分析所需要的理想样本，比如材料很少。第
二，多次盗墓，已经不能排除古代和现代人的

DNA污染。第三，寻其后代已难以确保其身份
的可靠性。第四，技术上目前国内对古代Y染
色体DNA的分析还存在相当大的困难。因此，
通过对男性个体DNA测试来推断是否是曹操
的可能性不太大。

张君说，头风病是不是能在骨骼上看出
来？头风病实际上就是指偏头疼，偏头疼医学
上的成因非常复杂，应该归到神经血管性的头
疼。神经血管性的头疼，长期头疼，是否能在
骨骼上留下印记，古代材料没有相关的研究，
现代医学是怎样的情况，也不太清楚。张君推
断，很难在骨骼上留下什么印证。

可测出墓中人骨的“年龄”中国社科院考古研究所研究员、古
代人类食骨研究专家 张雪莲

中国社科院考古研究所研究员、古
代人骨鉴定专家 张君 DNA判定“曹操”几乎不可能

中国社科院考古研究所所长 王巍

最关键证据还是“魏武王铭牌”

中国社科院考古研究所研究员、石
刻研究专家 赵超

厕所称呼就能为西高穴墓断代

“西高穴大墓出土的石牌，有明显的、科学的
考古发掘的记录，表现出当时器物的叠加现象，这
些都是证实石牌的出土情况、考古发现的具体材
料。”中国社科院考古研究所研究员、石刻研究专
家赵超说，除去这些考古挖掘的证据以外，还可以
从它的书体、撰刻工艺、刀工，文词特点等多方面

对墓葬的年代作一个大致的判定。

这个“魏”字，和我们现代的
写法不一样，它在下面加了一个
“山”字，这是秦汉时期的标准写
法，大概在魏晋以后就改变了，
由此可以判定西高穴大墓是在
东汉到魏晋时期。

看图学考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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