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办理云星钱隆学府2、5号楼不动产权证书公告
尊敬的云星钱隆学府2、5号楼业主：

我公司开发的云星钱隆学府2、5号楼已进入办理不动产权证书的程

序，请各位业主携带身份证、契税发票等相关办证材料及办证费用，前

往云星钱隆学府营销中心办理相关手续。

办理时间：2025年3月22日上午9:00-下午4:00

本次不动产权证书是统一审批办理，请各位业主及时将资料提交，

超过上述时间提交的，请业主携带以上资料到云星钱隆学府物业服务中

心办理。因业主原因，造成不能如期办理不动产权证书或者取得不动产

权证书的，本公司不承担责任。

咨询电话：0772-3716809

广西互和房地产开发有限责任公司
2025年3月21日

初春的淮南，微风裹着油菜花
香掠过江淮平原，沉寂了两千多年
的武王墩墓在经过 4年多的科学考
古发掘后，终于揭开了神秘面纱。

穿过长长的墓道，这座规模宏
大的九室楚墓，四周由夯土垒成的
台阶以“回”字形层层内收，一直
延伸至墓坑内。作为唯一一座经过
科学发掘的楚王陵，这里出土了迄
今出土口径最大的楚国大鼎等 1万
多件 （组） 文物，八百年楚国的面
貌愈发清晰。

这是迄今经过科学发掘的规模
最大、等级最高、结构最复杂的楚
国王级大墓，墓主身份锁定为战国
时期的楚考烈王。在中国社会科学
院公布的六项“2024年中国考古新
发现”中，武王墩一号墓名列其
中。

在中华文明的历史长河中，民
族交融与文化碰撞不断发生。我国
科技考古不断取得新突破，激励着
后人不断向文明深处探源，汲取世
代相传的精神力量。

剥开“时间胶囊”
历史真容日渐清晰

据 《史记》 记载，公元前 241
年，在战国史上最后一次合纵攻秦
中，楚考烈王担任纵长，失败后为
避强秦，楚考烈王将国都迁往寿
春，即今安徽省淮南市寿县寿春
镇。约 19年后，楚国灭亡，在寿春
留下王国最后的背影。

2020年，一支有着百余人的考
古队来到距离寿春城遗址不远处的
武王墩墓，在初步探明墓室结构和
陵园范围后，正式开始考古发掘工
作。

初到这里，一群经验丰富的考
古队员们都被面前这座高约 16米、
底径达 130 米的超大型墓葬所震
撼，激动之余，压力也沉甸甸地落
在他们肩头。

“面对如此高规格的墓葬，此
前发掘经验几乎为零。”武王墩考古
项目负责人宫希成表示，尽管开始
已经制定了详细发掘计划，但天

气、土质和工具匹配等原因还是造
成了不少困难。

经过 4年多发掘，武王墩的真
容日渐清晰。

2024年 4月 16日，国家文物局
在淮南召开“考古中国”重大项目
重要进展工作会，首次对外发布了
武王墩一号墓的等级和结构——这
是一座拥有九间墓室并有多重棺
椁，且结构完整的楚国王级墓葬，
不仅如此，考古人员在构筑墓室的
木材上发现并采集了大量的楚国墨
书文字。

武王墩考古项目负责人宫希成
表示，不同椁室数量对应墓主生前
身份等级，楚王级别的九室墓尚属
首次发现。书写于木椁上的墨书文
字则记载了椁盖板放置方位和椁室
功能分区等内容，犹如整个墓葬的

“说明书”，如北一室西墙最下层墙
板上的“南乐府、西、咊、一”分
别对应着“分室名称、所在方位、
木材性质和编号”。

约一个月后，指向墓主身份的
更多关键证据浮出水面，在多个青
铜器的铭文上发现楚王名字信息
——“楚王酓前”，即楚考烈王熊元

（亦有作“完”）。在一号墓东一室
还发现了一大铜鼎，其口径尺寸超
过了安徽博物院的“镇馆之宝”楚
大鼎 （铸客大鼎），成为迄今出土口
径最大的楚国大鼎。

器以藏礼，除了大铜鼎之外，
武王墩一号墓还出土了大量基本完
整的礼器组合，其中出土的一套

“九鼎八簋八簠”的器用组合被视为
当时等级最高的礼容器组合。

2025年 1月，安徽省文物局发
布消息，武王墩一号墓的田野考古
发掘工作全部结束，经综合分析，
确定墓主人身份为战国时期楚考烈
王。

至此，武王墩一号墓的结构和
内容已基本清晰，共计出土文物 1
万多件 （组），除了礼器之外，出土
文物还包括了木俑人、漆木器、玉

器，以及可能用于占卜的卜甲 （龟
甲）。此外，在青铜器和漆木器中还
发现大量动植物遗存，已鉴定出的
动物遗存种类达 17种，植物遗存则
包括了瓜、果和香料三大类共 13
种。

科技作支撑
让物件“保持”生命力

“看似寻常最奇崛，成如容易
却艰辛”。考古工作绝非仅仅是“挖
宝”，重大考古发现往往更加考验着
考古人的智慧和耐力。

在不使用大型机械的前提下，
如何将可以装满 30多个标准泳池的
约7万立方米封土移走？

考古队员们用行动给出了答
案，他们用各类铲子、锄头，分探
方一点点掘进，像愚公一样，挖了
一年半。

到了“挖填土”阶段，进度就
更慢了，每一铲子下落，都有可能

触碰到新的秘密。
“挖掘过程中四周开始出现夯

土垒成的台阶，一共 21级，一级 60
厘米左右，一圈台阶就得挖一个礼
拜。”武王墩考古队队员柴政良说。

“我们采用类似‘CT’的高密
度电阻率法来探测土下的情况。”柴
政良解释道，地下介质导电性各不
相同，他们收集不同地层的电阻
率，从而判断土下的情况，确保挖
掘工作安全有序。

“干千年，湿万年，不干不湿
就半年。”面对刚出土的脆弱文物，
如何做好保护成了另一大难题。

“打开椁室后，椁室内充满
水，常年浸泡在水中的文物，处于
饱 水 状 态 ， 出 土 后 亟 须 保 护 处
理。”武王墩考古项目实验室负责
人张治国自项目之始，便牵头制定
了出土文物现场保护与多学科研究
预案。

低氧灭菌室内，发掘出漆木器
等文物被安排在一间充满氮气的房
间，“这里就是出土文物的‘安全
屋’，通过模拟原始埋藏环境，避
免文物受损。”武王墩考古队队员柴
政良说。

此外，张治国表示，科技考古
手段还应用于墓葬考古测年、墨书
红外识别、人骨 DNA 研究等工作
中。

比如，专家们在对人骨DNA进
行分析比对后，推断墓主为男性，
死亡年龄在 50岁及以上，在寿春的
四任楚王中，唯有楚考烈王死亡时
年龄在 50岁以上；从线粒体基因组
来看，其母系来源可能为古代北方
人群，这在一定程度上支持了史料
中 “ 楚 顷 襄 王 七 年 （公 元 前 292
年），楚顷襄王从秦国迎娶新妇”的
记录。

在多方支持下，现场建成了考
古实验室、文物保护实验室、标本
库房等在内的近 2万平方米配套场
所。宫希成表示，希望通过跨学
科、多平台、多领域专家团队的共
同协作，运用科技手段和新工具，
为后续考古研究和文物保护工作的
开展提供支撑。

相隔两千多年
还能“读”出什么？

“日月忽其不淹兮，春与秋其
代 序 。” 站 在 发 掘 现 场 ， 绵 延 了
2000多年的“风沙”迎面而来，黄
土之下，沉睡的文明正缓缓苏醒。

武王墩考古队执行领队方玲表
示，考古工作的核心在于保护和传
承，将埋藏于地下的古代遗存发掘
出土，将尘封的历史揭示出来，将
对它们的解读和认识转化为新的历
史知识。

作为唯一一座经过科学发掘的
楚王陵，武王墩一号墓填补了科学
发掘的楚系墓葬中顶级墓葬的空
白。墓主所生活的时代，又处于强
秦建立大一统国家的前夜，对研究
秦汉中央集权大一统国家及文化形
成，具有重要意义。

认识历史也离不开考古学。柴
政良说，对于楚国八百年历程，很
多细节和故事都藏在历史的迷雾
中，比如关于楚考烈王的记载，只
有史书上的只言片语文字，而已出
土的文物则提供了许多细节，延伸
了历史轴线，增强了历史信度，活
化了历史场景。

在发掘过程中，柴政良意外发
现，在个别文物的漆面上残留了当
时制作工匠遗留的指纹，“这些指纹
就好似凝固的时间胶囊，一经打
开，便感到我们在和古人对话。”

宫希成说，需要了解如何从蛮
荒走到如今高度发达的文明社会。
中华民族骨子里的文化自信就来自
这些真实久远的历史。绵延千年的
文明传承，绝不止是史书上的记
载。

历史宛在眼前，文明辉光日新。
考古人的责任，就是要把我国

文明起源和发展以及对人类的重大
贡献更加清晰、更加全面地呈现出
来；考古工作所承载的，是一个既
复杂又漫长的系统工程，逐步还原
文明从涓涓溪流到江河汇流的发展
历程。

（新华社合肥3月19日电）

聆听楚韵的回响
——武王墩一号墓考古发掘全纪实

黄土高原的晨曦中，九龙山温
柔环抱着这片土地，洮河水蜿蜒北
去，如同一条缠绕的玉带。寺洼遗
址在这里静静沉睡了约 5000年，直
到一场考古的探寻，撬开了时间的
缝隙。随着考古工作的进行，我国
史前彩陶艺术的绝美篇章——马家
窑文化的诸多秘密，在一铲一刃之
间，被缓缓揭开。

聚落初现

寺洼遗址联合考古队领队、中
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副研究员
郭志委十年前初到位于甘肃省定西
市临洮县的寺洼遗址调查时，正值
春日。

在考古队到来之前，那些橙黄
色、绘着纹饰的陶罐夹杂在泥土之
中，这片土地上的农人早已习惯了
不时从泥土中翻出陶片或陶罐，他
们管这些从地里翻出的罐子叫“商
罐”。对这些从地底冒出的东西，
人们心存忌惮，觉得是先人遗留的
旧物，有些人干脆一锄头砸下去，
把陶罐拍得粉碎，让它重新归于尘
土。

碎裂的陶片就这么四散飞溅，
布满了黄土。直到考古队的到来，
这些随处可见的陶片开始被重新定
义。考古学家们俯身拾起，用指尖
摩挲着这些残缺的纹理，眼中闪烁
着探寻的光芒。

郭志委当时根本没想到，寻觅
多年的马家窑文化中心性聚落就藏
在寺洼遗址这片黄土之下，且其规
模之大和内涵丰富程度目前无出其
右，很多问题的答案可能由此而解。

马家窑文化，以其精美的彩陶
闻名世界。在很多马家窑文化遗址
中，出土彩陶 （片） 的数量惊人，
常常高达数万片。学界最早发现的
马家窑文化遗址，是 1924年瑞典学
者安特生在临洮县马家窑村发现的
马家窑遗址，他把相关遗存称为

“甘肃仰韶文化”。直到 20 世纪 40
年代，我国考古学家夏鼐经过研

究，认定这类遗存具有区别于仰韶
文化的独特性，提出将其命名为

“马家窑文化”。
马家窑文化发现百年来，相关

遗址不断被发现，仅甘青地区经考
古发掘的重要遗址就达 20余处。然
而，百年考古工作如此浩繁，考古
学家勾勒出马家窑文化大致的时空
框架已属不易，其生业经济、聚落
形态、社会组织、文明进程等仍有
诸多谜团。

“寺洼遗址的发现超乎想象，
我们由此可以触碰马家窑文化更深
层次的社会面貌了。”郭志委说。

经过 2018 年至 2024 年的 7 次
考古发掘，千年尘封的马家窑文化
聚落缓缓浮现。总占地面积达近百
万平方米的聚落由三重“围壕”环
绕，内部房址密布，灰坑、陶窑、
墓葬交错。令人讶异的是，三重平
行分布的“围壕”每条宽达 9至 11
米，内、外圈深约 3 至 4 米，且并
非传统的圆形或不规则形，而是规
整的长方形形制，与后世城墙“拐
角”结构十分相似。

仿佛在 5000 年前，黄河支流
洮河两畔的先民就已经开始构筑早
期城市的雏形，他们精心规划、计
算，以高度组织化的社会结构调度
起大量人力物力，在背山面水的土
地上修建起自己的“家园”。伴随
着袅袅炊烟，炉炉窑火，马家窑人
在此种植渔猎、烧陶绘彩。

考古专家认为，寺洼遗址发
现的马家窑文化聚落展现了 5000
年前黄土高原西部早期社会的发
展水平和文明化程度，填补了中
华文明探源研究中黄河上游核心
腹地关键时期的空白，实证中华
文明起源和早期发展的“多元一
体”格局。

彩陶新篇

如果说寺洼遗址发现的聚落是
马家窑社会的肌理，那么彩陶则可
能是它的灵魂。黑色的线条在红陶

之上蜿蜒交错，仿佛风在天地间回
旋，亦似流水在山谷间低吟，牵引
着古人对天地万物的思索。

然而，马家窑人的艺术创造力
似乎远不止于此。寺洼遗址新出
土的众多陶器展现出全新的造型
与 纹 饰 风 格 。 如 其 中 一 件 带 有

“猪鼻”的马家窑类型泥质灰陶，
色泽深沉灰黑如夜，一只鼻子自
陶胎中缓缓隆起，上方的弧形纹
理像舒展的眉骨，又像张开的羽
翼，一场古文明的梦境由此展开。

马 家 窑 人 为 何 如 此 擅 长 制
陶？在寺洼遗址内部，考古工作
者发现多个制陶区，并在其中发
掘出大量同时期储泥坑、制陶工
具、陶窑和烧制废品，使用时间
长达数百年。

甘肃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副研
究馆员周静认为，从生产环节来
看，已经掌握成熟彩陶制作工艺
的马家窑先民可能已形成专业化
的陶工群体，而专业化分工是经

济繁荣、文化发展的重要标志。
“该区域制陶规模较大、生

产水平高超、延续时间较长，不
排除这是一处区域性制陶中心的
可能性。”郭志委说，相较于黄河
和长江中下游地区农业资源丰富的
地方，马家窑文化可能是在农业经
济基础上，因地制宜强化了手工业
生产，并逐渐成为其鲜明的特色。

立于历史的峰峦回首，那一抹
抹绚烂不仅仅只属于这片土地，更
如古老的符号在时光中呢喃，与世
界文明的回声相应和。在彩陶文化
同样繁荣的西亚的哈拉夫文化遗
址、中亚的安诺文化遗址，甚至黑
海沿岸的库库特尼－特里波利遗
址，都出土过与马家窑彩陶风格相
似的器物。

这是贸易往来所致？抑或是平
行演化的巧合？目前尚无定论，但
考古学家已经开始思考：在丝绸之
路尚未开辟的时代，可能存在一条
更为古老的“彩陶之路”，让欧亚大

陆的先民们以陶器为媒，彼此交流。

不断追问

距今 5000年前后，是早期中华
文明加速发展的重要时期。马家窑
文化，就像一抹霞光，照亮了这片
区域的历史，让中华文明的脉络更
加完整。

郭志委表示，相较于一些农业
资源丰富、社会分化明显、宗教色
彩浓厚的东部考古学文化，黄河上
游地区的农业资源相对一般，但处
在早期东西方交流的前沿。目前的
考古发现显示，黄河上游的马家窑
文化以农业为基础，同时重视手工
业和商业的发展，社会分化不甚明
显，宗教色彩相对较淡，但文明化
程度同样较高。

在中国人民大学历史学院教授
韩建业看来，寺洼遗址的考古新发
现是近年来马家窑文化考古发现中
目前最为重要的，不仅揭示着马家
窑文化的社会状况，还为解释其文
化向外拓展的动因提供重要线索。

韩建业介绍，马家窑文化在我
国西部地区广泛分布，以甘青等地
为主体，向南向西远距离影响到云
南、西藏、新疆等地，奠定着我国

西部地区的史前文化基础。“寺洼
遗址的考古新发现在提醒我们，发
达的彩陶手工业和对外贸易交换等
很可能是马家窑文化向外大范围影
响拓展的关键原因。”

但这就是全部了吗？
随着西北地区马家窑文化逐渐

兴起，彩陶愈发精美，并进入最辉
煌的时期，而在黄河中下游地区彩
陶文化却开始沉寂。这种反差意味
着什么？是文化上的演化时差，还
是因地制宜的生产策略？四川盆地
出土的马家窑文化彩陶，有的陶土
成分竟来自千里之外的黄河流域。
是人口的迁移，还是商贸的往来？
抑或跨越千里的文明交汇？持续的
考古工作仍在追问。

目前，寺洼遗址的考古工作仍
在进行，考古学家期待在未来的发
掘中还能发现更多马家窑文化的居
住区、墓葬区等，让中华文明的血
肉更加丰满。每一次考古发掘，都
能离答案更近一步，对文明源头的
探寻更深一步。

（新华社兰州3月20日电）

马家窑文化聚落：

史前彩陶艺术的巅峰

安徽淮南武王墩一号墓出土的部分漆器 （拼版照片，资料照片）。 （新华社发）

寺洼遗址内出土的半山类型陶器。 （新华社发）

文明探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