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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沙水库往事（三）

（（350350））

核心提示

半路王南侧取土 意外发现白沙宋墓
□ 记者冯子建

取土时发现古墓

教之忠在《在白沙水库修建中的几
点回忆》一文中写道，为了保护地下沉
睡千年的珍贵文物，在白沙水库施工期
间，包括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等在内
的中央、省文物考古部门，组织了一批
考古人员，进驻白沙水库工地，主要工
作为对在工程施工中暴露出的古遗址、
古 墓 葬 和 其 他 文 物 ，及 时 进 行 科 学 发
掘、清理和保护。

考古人员先后在水库施工工地发
掘了新石器时代至春秋战国时期的遗
址数十处及 300 余处历史文化价值较高
的古代墓葬。在这些发掘出的数百座
古墓葬中，历史文化价值最高、在学术
界产生重大影响的，当属后来分别编为
一号、二号、三号的北宋时期墓葬，也就
是在考古学界非常知名的白沙宋墓。

1951 年 11 月初，民工在半路王南侧
取土，挖掘到当时地下 1 米左右，意外发
现了一处保存较为完好的古墓。随后，
民 工 打 开 了 墓 顶 的 封 顶 砖 ，借 助 汽 油
灯 ，看 到 墓 室 内 绘 制 着 色 彩 艳 丽 的 壁
画。

当时，在工地上的河南省文物保管
委员会白沙考古工作队队员得知这一
情况后，及时赶到发掘现场，经过仔细
查看，发现墓室结构复杂，壁画美轮美

奂，极具历史考古价值。
随后，考古队员利用芦苇席子将扒

开的墓顶盖住，再用浮土掩盖，就地保
护，随后在墓周围 25 米之内设立保护
区，禁止土方开挖，并将这一重大发现
及时上报中央。

得知这一情况后，国家文化部、文
物局和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等
机构，立即组建了由裴文中、谢元璐等
专家学者组成的考古发掘队，奔赴水库
建设工地，全面、系统地对白沙宋墓进
行发掘、清理。

白沙宋墓考古工作队均为业界名
师，队长为考古学家、文化部文物管理
局第二处处长、北京人发现者裴文中，
队员有国家文物管理局、文化部、北京
历史博物馆工作人员，以及北京大学文
科研究所古器物整理室的宿白等人。

配合考古工作的壁画临摹和拍照
的人员，有叶浅予、董希文、刘沧凌，林
岗、杨之光、潘絜兹、彭华等人，均为业
界名家。

1951 年 12 月上旬，国家白沙宋墓考
古发掘队到达水库工地。前期准备工
作 完 成 后 ，对 最 早 发 现 的 古 墓 进 行 发
掘、清理，这就是后被业界所称的一号
宋墓或赵大翁墓。

二号、三号白沙宋墓相继被发现

1951 年 12 月 27 日，经过国家白沙
宋墓考古发掘队共同努力，一号宋墓墓
室里的大量淤土清理完毕。次日，考古
队员点燃了几盏大煤油汽灯。叶浅予、
董希文等人借助灯光，对墓室内的壁画

进行记录、临摹。
1952 年 1 月 10 日，一号宋墓的发掘

工作基本完成。由于这座宋墓墓画上
有内容为“元符二年赵大翁……”的题
记，以及该墓地券中写有“大宋元符二

一墓惊天下，墓画传千秋。
1951年12月，在修建白沙水库关键时期，考古人员在工地发掘

出数百座古代墓葬。其中，有三座仿木砖筑结构的宋代家族墓，历
经千年，许多精美的壁画依然保存完好，十分罕见。著名考古学家
宿白以此编写了考古报告《白沙宋墓》。后来，这三座宋代墓葬被称
为白沙宋墓。

白沙宋墓是如何发现的？精美的墓画现在何处？今天，我们共
同回忆白沙宋墓背后的故事。

桃园村附近发现桃园宋墓
教之忠在《在白沙水库修建中的几

点回忆》中写道，1952 年年初，民工在白
沙以东的桃园村附近，取土时发现了两
座大型砖券古墓，墓葬的建造形制和白
沙宋墓基本类似，只是略微比白沙宋墓
的结构简单，规模较小。

和白沙宋墓一样，桃园宋墓的墓室
内，也有砖雕的仿木结构和彩绘壁画，
有一定的历史文化价值。

1958 年，当时的禹县人民政府把桃
园宋墓列为县级文物保护单位。令人
惋惜的是，1968 年前后，该墓被拆除了。

教之忠先生考证，两座桃园宋墓为
北宋末年，宋徽宗时期的典型墓葬，一
个墓中出土了一方墓志，另一墓中出土
有一方地方地券。

墓志和地券分别记载了北宋时期
白 沙 水 库 附 近 的 行 政 归 属 和 地 方 名
称。如宋故河南路君墓的墓志，有这样
一段文字：“以政和四年（公元 1114 年）
7 月 29 日，卜葬于登封县天中乡下曲之
阜。”另一墓主叫高怀宝的墓所出土的
地券云：“维大宋宣和六年（公元 1124
年），西京登封县天中乡崛山村祭掌高
通，奉为故亡祖父高怀宝……宜于当乡

本村赵口地内安葬。”该墓志和地券的
文字资料佐证，白沙一代在北宋时期，
行政规划还是在登封境内，正式划归许
昌地区，应该在元代之后。

桃园宋墓尤其是白沙宋墓的发掘，
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考古学界的
一件大事，历史考古价值极高，影响极
为深远。《中国大百科全书》对此给予很
高的评价：仿木建筑的雕砖壁画墓流行
于北宋末年中原和北方地区，白沙宋墓
是这类墓葬中保存较好，结构最复杂，
内容最丰富的一组。

作为北宋晚期仿木建筑雕砖壁画
墓的考古发掘，白沙宋墓不论在墓葬的
规模形制上，还是仿木建筑细部和彩画
制作，以及雕砖壁画的题材和内容方
面，都是空前的发现，也为世人打开了
一扇窥探北宋历史文明和灿烂文化的
窗口。

年九月十日赵某……”的字样，所以，一
号宋墓也被称为宋代赵大翁墓。

在考古人员对一号宋墓发掘、清理
的同时，民工又在一号宋墓的西北方向
20 米处、东北方向 16 米处，各发现了一
座和一号宋墓形制类似的墓葬，考古人
员将其分别命名为二号宋墓和三号宋
墓。

经过考古人员昼夜发掘，1952 年 1
月 18 日，二号宋墓和三号宋墓的发掘
考古工作结束。

三座墓葬中，年代较早的一座修建
于北宋元符二年（公元 1099年），另两座
墓葬在赵大翁墓附近，形制相同，很有可
能是家族墓葬，故统称为白沙宋墓。

在白沙宋墓发掘中，时任河南省省
长吴芝圃多次到墓室中观看墓画，对精
美绝伦、色彩丰富的墓画赞不绝口。

由于白沙宋墓地处水库淹没区，原
地无法保存，经国家文物部门批准，由
中国古代建筑修整所资深工程师余鸣

谦具体负责，于 1952 年 3 月 6 日起，对
一号宋墓、二号宋墓进行拆迁。该墓所
有构建，均分别按照编号包装入箱，先
后运往北京和武汉。

按照计划，利用宋墓拆迁的原件，
依照形制在原墓葬地各复原一座壁画
墓。后来，由于种种原因，该复原件一
直未能实施。

如今，白沙宋墓的拆迁原件，包括
墓砖、墓画等，均在故宫博物院的库房
里。

当年，发掘白沙宋墓时，30 岁出头
的宿白，以饱满的学术热情进行了翔实
的考证和深入剖析，写出了《白沙宋墓》
一书。如今，该书已是考古学界的经典
之作，也是人们学习宋代文史的入门读
物。

2001 年 3 月 ，白 沙 宋 墓 被 评 选 为
“中国 20 世纪 100 项考古大发现”；2021
年，被评为“百年百大考古发现”，历史
考古价值极高。

烟波浩渺的白沙水库，吸引人们前来游玩。 李麦囤摄

白沙宋墓墓室壁画。 资料图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