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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新郑市旅游和文物局近期在配合
新郑华信学院新校区建设进行文物勘探时，发现
了15座战国时期古墓葬。截至26日已发掘清理
9座墓葬，多为土坑竖穴墓，有一座为空心砖墓。
墓葬虽多被盗扰过，但依然出土了一批精美的随
葬品。而昨日发掘出的一把青铜剑尤为珍贵。

今年 2月，新郑市旅游和文物局在配合新
郑华信学院新校区建设进行文物勘探时，发现
一批共 15座古墓葬。按照《文物保护法》等相
关法律法规规定，上报具有发掘资质的单位
——郑州市考古研究院进行考古发掘。

考古发掘工作自3月18日正式开始，截至26
日已发掘清理9座墓葬，多为土坑竖穴墓，有一座

为空心砖墓。墓葬虽多被盗扰过，但依然出土了
一批精美的随葬品。其中，一把青铜剑尤为珍
贵，该剑长50厘米，保存十分完整，虽经过2000
多年，其刃部依然锋利。郑州市考古研究院专
家黄先生告诉记者，从墓葬形制及随葬品初步
判断，目前已发掘的9座均为战国时期墓葬。本
次出土青铜剑的墓葬位于郑韩故城北，应为战
国时期韩国的古墓葬。青铜剑的保存状况和制
作工艺又一次印证了文献记载的“天下之强弓劲
弩，皆从韩出”的说法（新郑是郑韩故都）。

黄先生认为，这批墓葬的发掘对研究战国
时期韩国的历史、文化、葬俗都具有十分重要
的价值，同时也为郑韩故城的研究提供了参考

资料。这批墓葬的发掘对研究战国时期韩国
的历史、文化、葬俗都具有十分重要的价值，同
时也为郑韩故城的研究提供了参考资料。

上个世纪 70 年代在郑韩故城内曾发现过
一座战国时期韩国的青铜兵器窖藏坑，出土青
铜兵器 100余件，多数兵器上都有铭文标明兵
器的铸造时间、设计者、铸造者及保管者的名
字，说明当时的兵器制造有着一套严格的制
度，以保证兵器的质量。正是由于高超的青铜
铸造技术和这样一套完善的“质量跟踪制度”，
才使当时韩国的兵器能够名扬天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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