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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钱宽和水邱氏系五代时期吴越国王钱鏐之父母。
钱宽夫妇墓位于浙江省临安市锦城街道西墅村明堂山。
两墓为异穴同封合葬墓，墓葬均为前后双室、多耳室、多壸门、多壁龛、后室两壁斜向内收的船形墓
葬，是晚唐时期吴越地区贵族使用的墓葬形制。
两墓随葬品丰富，其中尤以“官”与“新官”款白瓷器和越窑褐彩云纹秘色瓷器为珍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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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   插图：   第二节发现和发掘 1978年11月，当地砖瓦厂在墓葬封土墩之西边取土时发现砖建古
墓一座，当即报告了临安县文化馆。
文化馆文物干部闻讯后即赴现场查看，判定系一座具有重要价值的古墓葬，随即报告浙江省博物馆（
以下简称“省博物馆”）。
省博物馆当即派考古人员前往临安现场查看，发现此墓古代已被盗，盗洞位于后室东壁上部。
当考古人员进人墓内查看时，墓内基本已空，仅存墓志一方。
经调查得知，发现时盗洞口径有40厘米左右，窑场工人挖土发现此墓后，曾有不少人顺着盗洞进入墓
内，并将墓内残存瓷器、铜器等随葬品拿出墓外。
白瓷器等随葬器物后来均从村民中收回。
据观察，此墓规模较大，营建考究，结构复杂，分前后室，前后室都有耳室，后室还有壁龛，后室顶
部有二十八宿星象图。
所出瓷器中有一批精细白瓷，胎壁极薄，有半透明感，造型精致，外底又多刻有“官”或“新官”款
，为我省以往所不见。
墓内光线很暗，在墓内难以辨认墓志上文字。
但墓葬形制结构与此前发掘的临安板桥五代墓相似，瓷器造型也具有晚唐五代风格，因此，现场初步
判断这可能是一座与吴越国有关的五代墓。
根据以上现场调查情况，省博物馆领导认为墓虽已遭盗掘和扰乱，残存随葬器物也已被取出，但墓葬
形制结构等资料也十分重要，仍有发掘清理之必要，因此，马上派考古人员进场发掘清理。
 发掘工作自11月13日开始，至12月20日结束，历时38天。
发掘确认这是一座晚唐墓葬，墓主人为五代吴越国王钱缪之父钱宽，编号临M23。
考虑到墓葬结构十分坚固和发掘后保护的需要，发掘工作未采取清除封土和揭开墓室顶部的大揭顶方
法，而是拆除封门从墓门进入室内进行清理。
发掘结束后，对墓室盗洞砌砖修补，并重新砌筑封门封堵墓室，回填墓前填土，对墓葬进行原地回填
保护。
 参加发掘清理工作的有当时属省博物馆的陈元甫、邱国平以及杭州市文物管理委员会（以下简称“文
管会”）的张玉兰。
省博物馆的李永嘉负责临摹墓四壁彩绘和绘制出土器物的线图，省博物馆的张书敏负责拍摄出土器物
照片，北京天文馆的伊世同、贺健兰和丁晓东三位专家负责临摹墓室星图及星图资料整理工作，伊世
同先生还撰写了该墓发掘简报中有关天文图的内容介绍和鉴定评价。
 由于砖瓦厂一直继续在封土上取土，时隔不到二年，1980年7月12日，在钱宽墓以东6米处又发现了一
座砖室墓。
当时暴露砖室西南一角，窑厂工人发现后立即停止取土，大队支书马上打电话报告县、市、省文物管
理部门，并及时派人看护现场，对发现的古墓采取了必要的保护措施。
是年，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以下简称“省考古所”）刚刚成立。
省考古所领导闻讯后，一面派朱伯谦同志赶往临安，和杭州市文管会的文物干部一起查看现场，一面
立即组织和调动有关考古人员准备前往临安发掘。
临安县委县政府对此次发掘也极为重视，专门成立了由县委宣传部牵头组成的发掘领导小组，负责协
调和解决发掘中出现的问题，做好发掘工地的安全保卫与物资供应工作。
领导小组成员由县委宣传部、省考古所、杭州市文管会、县教育局、临天公社、临天公社派出所、工
农大队等有关领导组成。
发掘工作由省考古所、杭州市文管会和临安县文管会考古人员组成的考古队组织进行，省考古所朱伯
谦同志任队长。
发掘期间，杭州地区所辖富阳、余杭两县的文物干部也参加了部分阶段的发掘工作。
 墓葬位于钱宽墓东侧，两墓东西并列，相距6米，埋于同一封土之内。
为了搞清和了解墓地和墓葬的整体情况，考古队一开始就重视了墓葬外围的情况，先对墓地地形和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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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封土的结构情况进行了详细的调查观察和记录，并着手测绘了墓地地形图（参见插图2—2）。
从现场观察，此墓可能未遭盗掘。
为了确保墓内随葬器物和墓室内可能存在的彩绘壁画与天文图等文物的安全，保证墓葬结构的完整性
，并从发掘后保护的角度出发，墓葬的发掘与钱宽墓一样，不揭除封土，先在墓前寻找出墓道并予以
清理，再拆除封门打开墓门，然后进入墓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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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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