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黎城西周黎侯墓发掘始末
王苏陵

上党晚报编辑部 上党地方文化研究发展中心 联合主办

出土青铜器 黎侯壶

出土青铜器铭文

西周是我国古代第三个朝代。约
始于公元前11世纪时周武王伐纣灭
商，终于公元前771年周幽王覆亡的中
国统一王朝。在这一时期内，全国大小
诸侯均向王朝负担一定义务，周朝维持
着统一局面，由于周王居西方的都城宗
周，故称西周。西周的诸侯有同姓、异
姓之别。建立诸侯国，要赐以土地山川
和人民，同时分予宝器，并有等级差
别。有历史文献表明，在商朝时黎城就
是黎侯国。“商纣为黎之蒐，东夷叛之”
（《左传·昭公四年》）说的就是商纣王为
了逼各诸侯多进贡，在黎城举行了一次
威武的阅兵仪式，但东夷的首领未等会
散就逃了回去，拒贡赋而叛商。

西周建立以后黎城仍为黎侯国。
但是多少年来因历史文献甚少，加之传
记之误，黎侯古国的地域之争没有定
论，通过这次黎城西周古墓群发掘中的
重大发现总算找到了黎侯古国的“身份
证”，黎侯古国的地域之争也画上句号。

黎城县西周古墓先因盗掘而发现，
后由山西省考古研究所而发掘。经过
考古工作人员勘探，在地处县城西一公
里塔坡水库西关村的田地里约40亩面
积区域内，探明有西周同时代墓葬92
座，其中大型墓4座，中型墓14座，其余
为小型墓。从2006年1月至9月，在历
时9个月的发掘工作中，共发掘墓葬10
座，其中大型2座，中型5座，小型3座，
出土了一批青铜器、玉器、陶器等珍贵
文物，在其中一对青铜壶和一个青铜鼎
内发现了铭文，这是一个重大的发现。
经考证确认，黎城在西周时期为黎侯
国，这个墓地就是当时的黎国墓地，国
务院于2003年公布该墓群为第七批国
家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意外的发现 艰辛的保护意外的发现 艰辛的保护

2005年6月中旬的一天下午，县文
博馆赵满芳馆长向我报告，在我县塔坡
水库边发现了古墓群。经到现场后发
现在塔坡水库南岸与北桂花村之间的
一片田地里有十几个盗洞，探眼遍布，
在盗洞周围的浮土中，仍能捡到铜片、
蚌、饰、陶片一类的残物，经初步分析，
应是商周时期的古墓葬。回到单位后，
我们又进一步与赵馆长就如何配合公
安部门开展保护、如何向上级领导汇报
以引起高度重视、如何及早让上级文物
部门来展开调查、勘探、发掘等一系列
问题进行了研究。

县委、县政府主要领导接到报告后，
非常重视，不仅及时成立了“塔坡水库古
墓群保护工作领导组”明确了成员单位
的职责。在领导组的推动下，2005年10
至11月期间，省市文物部门的领导、专
家分别到被盗现场进行调研、指导。

——11月下旬，市文物考古勘探队
一行18人在队长李永杰的带领下，住进
了下桂花村对古墓所涉区域进行勘探。

——11月25日张华兴副县长主持
召开了古墓勘探工作协调会，以黎政函
（2005）19号发文成立了以文化中心主
任王苏陵为组长，县政府办副主任路玉
栋、公安局副局长杨泽斌、黎侯镇副镇
长秦红艳、县文博馆馆长赵满芳为副组
长的塔坡水库古墓勘探协调工作小
组。全面负责古墓勘探过程中的各项

协调工作，要求各有关部门要从保护民
族文化遗产的高度来做好古墓群保护
工作，要以对历史负责、对黎城的发展
负责、对后代负责的态度，进一步提高
思想认识，增强做好古墓群保护工作的
积极性和主动性。

——12月6日，黎城县人民政府以
黎政函（2005）63号文直接向山西省文
物局传真发去了“黎城县人民政府关于
尽快发掘塔坡水库古墓群的请示”。

——12月16日，山西省文物局以
晋文物（2005）308号发文“关于对塔坡
水库古墓葬进行抢救性发掘的批复”，
主要内容是塔坡水库古墓葬的抢救性
考古发掘工作由山西省考古研究所主
持，长治市、黎城县文物部门配合。

在市文物考古勘探队勘探期间以
及省考古所进驻工地之前，为了保证古
墓安全，我与县公安局张俊平局长确定
了两家共同保护方案，由公安牵头，文
化配合，其中公安派4人，文化派2人，
每晚12时在公安局集中然后共同到现
场看护，早上7时撤离，因为零时至7时
正是盗墓者的作案高峰时间段。就这
样我们坚持了40多天，直等到2006年
1月6日（腊月初七）市武警进驻工地后
我们和公安局的人员才撤回来。由于
我们文化职工与公安干警的死看硬守，
在这一段时间里没有使盗墓者得逞过
一次，确保了古墓的安全。

热切的期盼 苦涩的发掘热切的期盼 苦涩的发掘

2006年1月6日（腊月初七）上午，
武警、专家和技术人员正式进驻古墓工
地。担任领队的是省考古研究所副所
长宋建中，以及研究员张崇宁、杨林中，
另外还有6名技术人员。专家、技术人
员虽然开进了工地，但发掘前的工作却
非常复杂。首先对发掘区域来了一个
大“会诊”，如在大、中、小上百座墓中，
到底有多少座被盗；被盗后文物损坏和
丢失的程度如何；测绘代表性发掘墓葬
的准确方位；不同时期墓葬的地理和周
边环境分析；黎城在商周时期的有关历
史背景等等都要做到心中有数。加上
已进入天寒地冻的深冬，野外工作极为
困难，尤其是传统的春节已一天一天迫
近，正式发掘开墓基本上没展开。

刚过了正月十五不久，工地就热闹
起来。充实人员后分了三个组，同时开
挖的有一座大型墓和两座中型墓。这
三座墓都是被盗过的，我原以为这已是
盗墓了，有一个月时间准能发掘完毕。
张老师给我解释说，考古发掘是一门严
肃、慎重的科学，哪能像你想象的挖下
去，拿出东西就走人，如果那样我们就
和盗墓者没有区别了。

又是一个月过去了，大型的1号墓
还没到底，但中型田字形的2号、3号墓
已清理完毕，除十几件玉器和陶器外，
只有无法提取的6个车轮，青铜器几乎
没有，大家很失望。张老师给大家鼓气
说，这两个墓虽然空了，1号墓是我们的
希望，努力吧。1号墓位于路边，它是一
个“甲字形”大墓，墓的规模与晋侯墓地
的大型墓葬相同，墓室14个车轮，墓道
口还陪葬有两个童儿，在墓室的左边只
有一个被炸的盗洞。虽然被人盗过，但
这么大的墓葬想必还是会给人惊喜的，

这当然是大家的猜想。1号墓在按程序
发掘中。在2号、3号墓腾出的人手，又
开了3座小型墓，编号为4号、5号、6
号，这三座未被盗过的墓只用了20多
天时间就清理完毕。4号、5号墓出土
较重要的文物有一鼎一戈，鼎残一耳一
足，青铜戈完整，并很锋利。5号墓只有
一件陶器。随之，1号墓的面纱也慢慢
地揭开，但张老师的脸也一天比一天阴
沉下来。从清理1号墓的结果说明这
里大量的、很有价值的文物，99%被盗，

剩下的只有几片碎玉，及车马上的几件
铜饰件，真令人痛心。

古墓发掘已3个月之久了，6座墓已
基本清理完毕，通过出土的文物初步分
析它是西周中晚期的，大型墓主人是诸
侯级别，但是，是什么侯？到底是西周中
期还是晚期？如果继续挖，在目前的区
域里大都是盗墓，没有什么意义，如果草
草收兵，没法向上级交代，没法向黎城人
民交代。发掘工作陷入困境……

领导的关怀 重大的收获领导的关怀 重大的收获

针对古墓发掘工作中遇到的这一
系列情况和困难，我主动给黎城县领导
做了汇报。县领导针对目前出现的问
题和困难，最后拍板：关于区域问题，考
古也是为了国家和农民的利益，只要是

考古需要，就黎城县的区域，你说需要
从那里勘探就从那里勘探，县委、县政
府坚决支持；关于农民的占地补偿问
题，虽然县财政困难，仍由县财政补给，
占地面积由黎侯镇打报告送县长批交
财政拨付，各有关部门要密切配合，全
面支持省考古所的发掘工作。

在这段时间里，省考古所副所长、市
文旅局、省市武警总队、支队的领导，以
及我市有关领导等都到现场考察指导，
这无疑在精神上对考古发掘工作是一个
极大的鼓舞和支持。在解决了范围和费
用两个问题20天以后，终于在2006年4
月28日现工地东边的一块地里探到了
没有盗过的三个中型墓，经张老师请示
所里领导后，即对这编号为7号、8号、9
号墓同时进行了发掘。

5月 28日，星期六。下午 3点多
钟，张老师打电话让我到工地，他沉稳
地说：“有收获了。发现了一对青铜壶
和一个鼎，上边有铭文”。边说他边拿
起壶盖反过来让我看。我迫不及待地
问“这三行9字是什么内容”。他说：

“你不要激动，不一定是黎侯墓，因为上
边有9个铭文，有2个字还需考证，你看
这 9 个字是“×侯，宰×作宝壶永
用”。这时我的心情无比的高兴，这个
喜讯太大了，有了铭文就能证实一段历
史啊！

一周以后，张崇宁老师取样后回太
原请教了张颌老先生。张颌是张崇宁
老师的父亲，是我国著名的考古专家和
古文字专家，曾任省考古研究所所长，
已有80多岁高龄，曾引起中外考古界
轰动的《侯马盟书》就是他的研究成
果。弄清第一字后，高智老师马上用手
机给我传来初步确认第一个字是“黎”
字的消息。

喜讯，特大的喜讯；收获，最大的收
获。古黎国总算找到“身份证”。黎城
县才是真正的商周时期的黎侯古国。

此后又经过一个月的发掘，2006
年7月4日，张崇宁老师等人在馆内清
理文物时又意外地在一个鼎内发现了3
行19个铭文。7月10日赵满芳馆长作
译为：“黎宰中考父作季始宝鼎其万年
子子孙孙用享”。随后，大型甲字墓编
为10号墓的发掘工作也有了结果，大
量的青铜器全被盗空，只出土了几件商
代时期较珍贵玉器，不过在10多米长
的墓道里清理出23匹陪葬的马骸，姿
态各异，非常壮观，证明了墓主人的身
份属于侯级别。通过出土的文物分析，
此墓年代要早于1－9号墓。有可能是
西周早期。

9月18日发掘工作全部结束。上
午11时，我陪张华兴副县长代表县政
府与参加这次古墓发掘工作的专家、技
术人员和武警官兵一一握手告别。

当天下午笔者在工地拍录资料时，
意外地看到了三只洁白而漂亮的天鹅栖
息在地边的树上，尤其是它们那美丽的
姿态、宏亮的叫声，吸引了田间的老农，
打动了路上的行人。家住塔坡水库北岸
姓马的农民告诉笔者，从1958年建成水
库到现在他经常在水库上钓鱼、游泳，从
未见过天鹅。是啊！已发掘的西周古墓
证实了黎城的悠久历史，水库上飞来了
稀奇的天鹅更证明了黎城生态环境的优
越。黎城的明天一定会更美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