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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本报北京今日电（驻京记者 鲁
明）从东汉至辽金，北京大兴区三合
庄村发现跨度近千年的 !"# 座古
墓。昨天，北京市文物局公布最新考
古发掘情况，据介绍，这个古墓群
中，各个朝代的墓葬呈现出不同时
代特点，出土的文物也揭示着北京
地区多个历史时期的人文风貌。其
中两座完整的辽代壁画墓因真实再
现墓主人生前生活而被列为此次发
掘最重要的发现。
据介绍，自去年开始的第一批

发掘为期近 "个半月，共清理古代
墓葬 $%座，其中东汉墓 $座、北朝
墓 "座、唐代墓葬 &&座、辽代墓葬
&&座。墓地年代跨度之大，墓葬数
量之多，墓葬形制种类和保存之完
好，为近些年来北京地区所罕见。目
前还剩下 %'座墓葬没有发掘，计划
到 %月底、(月初结束发掘工作，文
物保护工作同步开展。

辽墓发现完整壁画
辽代墓葬 &&座，辽代砖室墓的

形制与唐代墓葬近似，墓室形状上

更圆，墓室内也有砖仿木的结构。
两座壁画墓是本年度墓地发掘

最为重要的发现，壁画画在墓室内
四壁，底色为淡黄色，上面用红、黑
线条绘制出家居生活的图案，有桌
子、椅子、柜子、人物形象等，桌子上
放着生活用品，其中一个容器里还

放着石榴，可以说是对墓主人生前
生活的真实反映。北京地区出土完
整的辽代壁画墓比较少，这两座壁
画墓的发掘显得格外重要。

北朝墓主耐人寻味
此次发掘中发现了北朝墓葬 "

座，是北京地区首次发现的有明确
纪年的北朝墓，为北京地区北朝墓
的形制特点树立了标尺。
同时墓主人朝鲜籍的籍贯也耐

人寻味，在北朝墓葬中出土了一块
刻有铭文的砖，记载了墓主人叫韩
显度，祖籍是乐浪郡朝鲜县，下葬于

元象二年（%&#年）。考古人员表示，
乐浪郡是西汉汉武帝于公元前 !)*

年平定卫氏朝鲜后，在今朝鲜半岛设
置的四郡之一，乐浪郡郡治位于朝鲜
城，朝鲜县是其下辖县之一，即今朝
鲜平壤市区。据史料记载，在北魏时
期曾经有过有组织、有计划的人口迁
徙运动。到了东魏，定都于邺城+今河
北临漳县,，北京大兴是北方居民南
下前往首都邺城的必经之地，因此，
发现东魏时期的墓葬便顺理成章。

唐墓墓室!营造"味浓
唐代 &&座墓葬形态不同，有小

型的砖室墓，也有大型的“甲”字型
墓。小型的砖室墓与东汉的类似-

“甲”字型墓形制则继承了当地的北
朝墓葬的传统，墓室形状为弧边方
形。到了晚唐时期，随着当地汉、胡杂
居的日益深入，胡化也愈发严重，其中
墓室形状越来越圆就是表现之一。
墓室内出现了砖仿木结构和砖

仿家具装饰，仿木构主要是墓室内
施斗拱、立柱等建筑构件，仿家具主
要是桌椅、门窗、灯等。这使得原本
简单的墓葬有了“营造”的气息，即
前期设计后期施工。同时，这种装饰
客观上反映了当地居民生活方式的
变化，具有划时代意义，对后代的家
具陈设布局、日用器具的生产以及
人们的审美都造成了深远的影响。
墓室内出土有白瓷器和漆器，其中
漆器的发现为北京地区所罕见。

桌上有石榴 !室"内有家具
北京市文物局昨公布!北京发现罕见千年古墓群

! ! ! !本报讯（记者 乐梦融）上海书画善会会
员、上海书画院副院长陆春涛近日在美国旧
金山中华文化基金会视觉艺术中心举办个展
“卧游———陆春涛水墨艺术”。

此次个展展出陆春涛水墨作品近 &)幅，
包括“荷塘”系列的经典之作、艺术家在自制
手工纸上的探索之作以及在旧金山旅行期间
的新作。“卧游”是中国水墨艺术史上的古老

命题，指以欣赏山水画来体悟山水的游览方
式。作为深谙中国传统艺术精髓的画家，陆春
涛正是在方寸间，以心观万象，通过笔墨创造
了一个可以“卧以游之”的精神场域，将观者
带入审美意境中。

具体到“荷塘”系列，陆春涛对“荷”的理
解并不局限于传统文人画，而是结合当代抽
象艺术的方法，创造出了一个更富有意境的
场域“荷塘”。观众欣赏这些画作时，如同游走
在现实与秘境之间。

策展人、加州大学圣地亚哥分校中国研
究中心主任沈揆一教授说，“春涛似乎在其中
找到了片刻的安宁，摆脱和忘却了喧嚣浮躁
的现实世界，在梦幻的世界里自在地遨游。”本
次展览适逢中华文化基金会成立%)周年，上海
与旧金山缔结姐妹城市 &%周年。陆春涛是中
华文化基金会继 !#*#年吴冠中个展、!##*年
李华生个展后开个展的第三位华人艺术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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