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从墓室到陵园，康陵陵
园整体布局逐渐清晰，发掘
面积越来越大。直到 2004
年 10 月中旬，康陵的考古
发掘和临时性的保护工作
才正式结束，最后露出真容
的 陵 园 布 局 竟 然 达 到 约
12800平方米。

张强禄介绍，康陵是刘
岩生前选中的风水宝地，陵
园视野开阔，背山面水地处
在大香山北边高地上，可看
到南面的珠江，具有“左青

龙，右白虎”的风水之宜。
康陵陵园营建形式特

别，玄宫上方的圆形方座陵
台、神墙四隅的子母角阙、陵
前的廊式建筑，这些都不曾
在历代陵寝中出现过。它也
是迄今为止所发现的五代十
国时期唯一布局完整的皇家
陵园，为我国五代十国陵寝
制度的研究提供了重要实
例。

南汉二陵被评为 2004
年度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

2006 年又被国务院公布为
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为了更好地保护原址，南汉
二陵博物馆也应运而生。

如从高空俯瞰，可见南
汉二陵博物馆建筑群与康
陵遗址展示区比邻而居。
二者在空间上互为平行，皆
坐北朝南。作为华南地区
唯一一座皇陵博物馆，开馆
已有五年的南汉二陵博物
馆如今已经成为广州乃至
岭南地区的历史文化地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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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汉是五代十国时期割
据岭南的封建政权，作为“十
国 ”之 一 ，前 后 历 任 四 代 君
主，共持续 55 年。目前准确
可考的，该朝帝王陵墓除了
高祖刘岩的康陵，还有中宗
刘晟的昭陵。

据史料记载，中宗刘晟
是刘岩的儿子，他在中原王
朝 和 南 方 诸 国 动 荡 不 安 之
际，将南汉统辖区扩大至十
余州，国力和疆域面积达到
顶峰。但其统治后期，由于
贪图享乐，国力不断下降。

1954 年 ，考 古 队 员 在 广
州原番禺县石马村石牛山山
麓（今黄埔区广汕三路附近）
发现了刘晟的昭陵。墓地三
面环山，墓前原有石马、石象
等。昭陵还有与德陵发现的
同类器物箱。考古队员在昭

陵墓室东侧清理出两层砖砌
成的器物箱，共出土 33 件釉
瓷器和 147 件六耳陶罐，其中
四个六耳陶罐中保存有鸡类
的骨头、鱼骨和蚶壳。

带有“乾和十六年”字样
的 刻 字 墓 砖 ，为 墓 主 人 的
判 断 提 供 了 关 键 信 息 。“ 乾
和 ”是 南 汉 中 宗 刘 晟 的 年
号 ，乾 和 十 六 年 即 958 年 ，
刘 晟 去 世 。 再 根 据 该 墓地
理位置以及文献记载，麦英
豪先生考证其为中宗刘晟的
昭陵。

如今，在南汉二陵博物
馆“汉风唐韵——五代南汉
历史与文化”展厅内，公众可
以观赏到许多南汉时期的出
土文物，原立于昭陵墓前的
石马、石象也迁移到了展厅
内。

昭陵：另一座南汉帝陵

广东省政协文化和
文史资料委员会

羊城晚报社
联合主办

南汉国为岭南“承唐启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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羊城晚报：南汉二陵考古，
令我们对南汉国历史的认识有
哪些变化？

全洪：从宋代开始，史籍记
载对南汉国的评价都是偏向负
面的，起先我们对南汉国这段历
史的考古研究的确不够重视，南
汉时期的墓葬挖掘较少，我们对
它的断代也很模糊，要么把它当
作唐墓，要么把它当作宋墓。从
20世纪90年代开始，南汉时期
的古墓中不断出土有南汉铸造
的“乾亨重宝”铅钱，这才为判断
南汉墓葬提供了直接依据。

在发掘南汉二陵的同时，在
广州市区中山四路一带的致美
斋老铺位置和南越国宫署遗址
处，又发现了南汉时期的大规模
宫殿遗址和大量的建筑构件。

南汉二陵的发掘完成之
后，我们更加认识到南汉国对
岭南地区的独特贡献。它修建
了如此大规模的陵园，墓中还
出土了玻璃瓶等。北宋在广州
设置的第一个市舶司，应该就
是以南汉的相关机构为基础
的，在对外交通贸易方面发挥
着“承唐启宋”的桥梁作用。

羊城晚报：南汉二陵从发掘
到实现原址保护，体现了广州对
文化遗产保护的何种态度？

全洪：在发掘期间，我们就
得到了大学城建设相关负责部
门的全力支持。尤其是德陵，
它的位置原本是规划中的华南
师范大学大学城校区一栋教学
楼的位置，原址保护的需求提
出后，建设方迅速调整了教学
楼的方位，让德陵留存了下来。

但怎样才能更好地去展示
它呢？在原址建博物馆是国内
通行的做法。比如 1983 年南
越王墓发掘后，就在原址建了
博物馆，包括后面的南越国宫
署遗址、北京路千年古道、南海
神庙的古码头和古遗址等都是
对原址保护的范例。可以说，
广州很早就形成了官方到民间
的文化遗产保护共识。

同时，我国著名考古学家
麦英豪不断呼吁在南汉二陵遗
址旁边建一座现代化博物馆，
也很快得到了省市各级专家的
支持。当时的广州市文物考古
研究所（现为广州市文物考古
研究院）已经发掘了大量的文

物，这些文物连日常整理的地
方都没有，只能堆放在仓库。
没有整理就没有研究成果，又
何谈公开展示？很快，市政府
同意了南汉二陵博物馆的立
项。在建博物馆的同时，我们
还建了文物库房、文物整理空
间、文物保护实验室等，博物馆
的人力、物力也得到了充足配
备。与当时国内其他市级考古
所相比，广州的步子还是迈得
比较大的。

羊城晚报：今年是广州考
古 70 周年，也是南汉二陵发现
20 周年。广州考古经历了怎样
的发展，未来还有哪些重点？

全洪：70年以来，广州考古
有三个大的发展方向：一是改
革开放之前，我们的主要考古
任务是墓葬发掘，如著名考古学
家麦英豪与黎金曾合著《广州汉
墓》一书；二是从 20世纪 90 年
代开始，伴随着城市经济的发
展，城市考古逐渐铺开；三是在
番禺、增城等广州郊外对先秦遗
址的发掘，不断探索广州地区文
明进程，还原秦统一岭南前，岭
南地区的社会发展面貌。所以
现在我们是按三部曲、三条路径
去研究以广州为中心区域的岭
南文明的历史发展进程。

确实还有很多问题等待解
答。以海上丝绸之路相关的考
古发掘为例，有关“海丝”的单
件可移动文物已经积累了一定
数量，但一些建筑构筑物，比如
码头类基础设施，还没有实现很
好的挖掘。又比如，唐代皇帝派
市舶使来到广州后有专门的住
宿地，也就是市舶院，与之相关
的建筑遗存我们仍没有发现。
后来宋代开始在广州设置市舶
司，市舶司的建筑基址我们也暂
时还没有找到。这些都值得广
州考古工作者关心和回答。

六月初夏，广州郊外的小谷围岛已很闷
热，蝉鸣声不绝于耳。二十年前的同一时节，
这座位于珠江江心的寂静小岛，因为有关南汉
二陵的重大考古发现而沸腾，吸引了来自全国
的目光。

今天我们已确知，南汉二陵的主人分别是
五代十国时期建都广州的南汉王朝开国皇帝刘
岩（康陵），以及他的兄长刘隐（德陵）。但在二
十年前的整个考古发掘过程却充满了戏剧性转
折，其离奇程度足以被载入中国考古学史册。

6月10日，恰逢今年的“文化和自然遗产日”。小谷围岛
上的南汉康陵遗址也顺利完成原址保护，正式向公众开放。
作为我国首次全面揭露的五代十国时期陵园建筑，康陵遗址
再一次成为世界关注的焦点。

“要像爱惜自己的生命一样保护历史文化遗产”——作为岭
南考古的重大发现，康陵遗址的原址保护和对外开放，正是广州
加强文物保护利用和文化遗产传承发展的集中体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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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没有明确结论前，考
古工作者能做的只有埋头
挖掘。待盗洞清理结束后，
他们顺着盗洞进入玄宫，开
始了墓室内部的清理。

由于盗扰严重，考古队
员刚开始只发现了一些陶、
瓷、玻璃器残片。有趣的
是，他们还清理出一系列陶
制象生水果，有香蕉、木瓜、
慈姑、荸荠等，极具岭南风
味，它们因此又被称为“岭
南佳果”。

那些玻璃器残片经文物
修复师之手，也被复原成玻
璃瓶的模样。后续研究表
明，这些玻璃与海上丝绸之
路密切相关。

“我们先后清理出 7个
盗洞，形成时间最早为北

宋，最晚为明代晚期。可
以想象，墓室里面的随葬
品应该是很丰富的，最早
进入康陵墓室的盗墓者拿
走的物品肯定是最贵重的。”
张强禄说。

2003 年 11 月 18 日，在
墓室前室靠封门处，考古队
员终于发现他们苦苦寻觅的
哀册文碑了！该碑宽 1.54
米、高1.15米、厚0.2米，首题

“高祖天皇大帝哀册文”，38
行共1062字，自铭为南汉高
祖“康陵”，于大有十五年
（942 年）四月崩，于同年（光
天 元 年）九 月“ 迁 神 于 康
陵”。这段文字意指南汉大
有十五年（942 年）四月，南
汉高祖刘岩驾崩于王宫（今
越秀区中山路一带）内。同

年九月，其子刘玢主持将他
迁葬于康陵。

考古工作者发现，后世
有关哀册文碑最早的记录
出自明末广东文人黎遂球
（1602 年-1646 年），他在《莲
须阁集》中的《吊南汉刘氏
墓赋》和《观刘氏塚记》中，
记录了他在怀古时曾偶然
进入康陵，看到哀册文碑的
经历。

至此，考古队员终于明
白，这才是真正的南汉开国
皇帝刘岩的康陵，此前的

“ 刘皇冢 ”则是刘隐的德
陵。康陵哀册文碑的发现，
不仅明确了墓主人的身份
和下葬年代，还更正了以往
文献史志中对德陵和康陵
的错误记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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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述三处建筑遗存呈
倒“品”字形分布。考古工
作者初步推测，东西两处方
形建筑遗存为角阙，即宫城
或皇家建筑群四角常见的
阙楼，而位于中央的圆形包
砖建筑则与南汉的郊坛密
切相关。

考古队员有两个重要
依据：一是圆形包砖建筑外
方内圆的形制与古代祭坛
相似；二是史籍《十国春秋》
《南汉书》中记载着在南汉
国都兴王府的南边有一个
郊坛建筑，而小谷围岛位置
恰好位于兴王府的南边，这
符合礼制中郊坛应修建在
宫城南郊的做法。

郊坛的发现，对广州考
古而言是十年难遇的大事
件。在“坛体”进一步揭露
后，呈现出一个方形基座上
为砖包夯土的“圜丘形”建
筑，“坛体”上还有不少人类
活动留下来的扰坑，建筑本

体也受到过破坏。
2003 年 10 月，国家文

物局派出专家组徐苹芳、张
忠培等专家来到现场，推出
可 能 是“ 陵 墓 ”而 非“ 祭
坛”。接着，在清理一处扰
坑填土到两三米深时，底部
竟然出现了一个洞口，洞内
是和之前“刘皇冢”处相似的
券拱。考古队员很快意识到，
眼前的“圜丘形”建筑并不是
祭坛，而是南汉时期帝王级大

墓的陵台，那些大大小小的扰
坑则是留下来的盗洞。

然而，这座大墓的规模
和形制如此可观，此前被认
为是刘岩康陵的“刘皇冢”与
它几乎不可比拟，那当时在
岭南，它的墓主人还有可能
是谁呢？考古工作者一边发
掘，一边继续查阅文献，又一
个重要线索浮现：新旧《五代
史》中提到，刘岩的兄长刘隐
的德陵也在小谷围岛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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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汉为唐宋之间五代十
国时期割据岭南的一个地方
政权，立国55年。唐代末年，
刘氏一族从封州（今广东封开
一带）起家，逐步确立了在岭
南的统治地位。

公元 917 年，刘岩称帝，
史称“南汉”。称帝后，刘岩模
仿武则天以“日月当空”为意
生 造“ 曌 ”字 的 旧 例 ，造 出

“龑”字寓意“飞龙在天”，并
改名刘龑。

“刘龑墓，在番禺东二十
里，其地有南亭、北亭。海潮
围绕，中不过十余里。墓在北
亭洲旁，疑即昌华苑地也。崇
祯九年秋，洲间有雷出，奋而
成穴。……陵曰康陵，盖刘龑
墓也。”

根 据 屈 大 均（1630 年 -
1696 年）在《广东新语卷十九·
坟语·刘龑墓》中的记载，刘龑
墓又称康陵，在明崇祯九年
（1636 年）时曾被雷电击出一
个洞穴，陵墓遭到了岛上村民

的哄抢。不仅如此，文献还提
到，康陵内满是奇珍异宝，金
人、宝镜、砚台……且“地皆金
蚕珠贝所筑”。当时，地方官员
得到报告曾亲临现场。他们不
仅将剩余文物搜检带走，还记录
了墓志上的文字为“高祖天皇大
帝哀册文”。其中，“高祖”是刘
岩的庙号，“哀册”则是指古代颂
扬刘岩生前功德的韵文。

根据勘查，考古队员初步
认为眼前的“刘皇冢”就是文
献记载中的康陵。

2003年6月，“刘皇冢”考
古发掘工作正式启动。由于盗
扰严重，直到发掘工作接近尾
声时，考古队还几乎一无所获。

考古队员的确在前室位置
找到一块方形石板，只是上面
却无文无字。他们不免疑惑，
相较于五代十国时期其他割据
政权的帝陵，眼前的“刘皇冢”
不仅墓室规模有限，且陵园建
筑缺乏，这与刘岩作为南汉开
国皇帝的身份很不匹配。

位于大香山脚下的康陵
遗址入口，陵园神道笔直，
庄严肃穆，整座陵园建筑坐
北朝南、形制方正，山坡上
的陵墓本体已经实施了加盖
保护。

早在 2003 年初，广州大
学城建设正在小谷围岛上如
火如荼地展开，考古工作队队
员们循例入场，进行拉网式的
地上、地下文物调查。“我们刚
到岛上时，这里还是一片典型
的岭南农村景象。”南汉二陵
考古发掘现场负责人、广州市
文物考古研究院副院长张强
禄回忆。

早在 20世纪 70年代，考
古工作者就在岛上的北亭村搜
寻到一处南汉帝陵的线索，长
期以来，它被认为是文献记述
中南汉开国皇帝刘岩的康陵，
当地老百姓也熟知此地，称其

为“刘皇冢”或“刘王冢”。
当考古队员进驻北亭村

时复查康陵线索时，村民带领
他们来到了“刘皇冢”所在的
青岗北坡。 杂 草 掩 映 下 的

“刘皇冢”封门处，暴露于现
地表的墓室券拱和被掩埋一
半的盗洞口，以及散落一旁
的封门石板呈现眼前。村民
说，早年间这里还曾被当作
防空洞和牲口棚使用，后来
已经荒废多时。

根据“刘皇冢”砖室营建
的考究程度等细节，考古队员
很快判定这是一座晚唐至北
宋早期之间的高等级墓葬。
在翻阅大量史料后，他们又发
现不少明清时期的广东地方
文献中都提到过“刘皇冢”，而
这些线索也将墓主人指向了
同一人——五代十国时期南
汉开国皇帝刘岩。

6月 6日，荣宝斋（深圳）拍卖
有限公司揭牌暨《中的精神——
中国当代设计与工艺展》开幕仪
式在深圳海上世界文化艺术中心
举行。次日，荣宝斋又携木版水

印当代艺术主题
展亮相第十九届
中国（深圳）国际
文化产业博览交
易会。

荣 宝 斋（深
圳）拍卖有限公
司的挂牌和展览
的举办，是荣宝
斋进一步与“设

计之都”深圳联结，融入广东高
水平文化强省建设、粤港澳大湾
区文化建设的重要举措。

记者了解到，荣宝斋（深圳）
春季拍卖会暨首次艺术品拍卖会
也将于7月份举行。

囊括39位名家78
组作品

“中的精神”展览以中式美学
和“中”概念为核心，囊括了39 位
中国当代设计师与国家级非物质
文化遗产传承人的 78 件（组）作
品，共同诠释中国当代设计创意和
工艺制作之传统文化脉络与赓续。

参 展 艺 术 家 白 明 的《文 君
瓶》，设计灵感来源于梅瓶的形
态，亦受到中国经典器物造型的
启发，传达了中国文化精髓；王
克震的《米器》，将数千粒纯银的
大米互相熔接，最终形成碗的形
态，将自然与中国传统文化“碗”
的 造 型 相 结 合 ；孟 柏 伸 的《墨
灯》，将旧式灯泡以徽墨翻模，打
磨成一盏盏幽暗的“灯”，墨灯成
为隐喻传统文化的符号……“中
的精神”，在这些展品中流淌与
传承。

“以当代设计和工艺作为展
览主题，是荣宝斋作为老字号积

极融入新时代、新生活和新风尚
之举。”在揭牌暨开幕仪式上，荣
宝斋有限公司党委书记、执行董
事赵东说。

传统，依然具有生命力。展
览通过“文”“正”“雅”“和”四个
板块，展现了当代中国的设计师
与工艺家们在“中而新、中且新、
中又新”领域的诸多探索。

百年非遗木版水印
亮相文博会

深圳市文化广电旅游体育局
党组书记、局长曾相莱表示：“荣
宝斋（深圳）拍卖有限公司的挂

牌和艺术大展的成功举办，标志
着深圳与荣宝斋的合作迈上了新
台阶，也意味全国优质艺术品资
源和创意设计资源正加快向深圳
集聚。”

6 月 7 日 ，荣 宝 斋 携《经 典
的复现与传统的再造——荣宝
斋 350 周年木版水印当代艺术
主 题 展》亮 相 第 十 九 届 中 国
（深 圳）国 际 文 化 产 业 博 览 交
易 会 。《韩 熙 载 夜 宴 图》和《簪
花仕女图》的雕版也在此次展会
现身。

赵东介绍，希望借此次展览
引发观者对传承百年的优秀文化

遗产的关注和对其当代价值的思
考，同时以此展现荣宝斋为弘扬
民族文化、保护和传承文化遗产
作出的不懈努力。

赵东透露，筹备已久的荣宝
斋（深圳）春季拍卖会暨首次艺
术品拍卖会也将于今年 7 月份举
行，届时将有一批珍贵的馆藏和
库藏亮相。待拍卖会结束后，荣
宝斋香港分店的布局也将启动。

“荣宝斋在大湾区的重新战略布
局，是新时代文化建设中荣宝斋
作为文化央企要承担的使命和任
务，而广州则是整个战略布局的
大后方。”赵东说。

一展看尽“中的精神”
文/羊城晚报记者 朱绍杰 文艺 图/受访者提供

待墓室清理完毕，考古队
员来到墓道做最后的收尾工
作，这时却在墓室的封门墙
外，意外挖开了一个类似器物
箱的隐秘空间。

当表层泥土被一层层揭
落，他们被眼前的景象惊呆
了，只见一件件青瓷罐、釉陶
罐整齐摆放在器物箱里，仔细
清点下来，共有青瓷罐 190
件、釉陶罐82件。

这批青瓷器胎质坚硬，釉
色青中闪灰，晶莹透亮，是五
代时期青瓷中的上品，对研究
岭南地区陶瓷史大有裨益。
至此，“刘皇冢”为康陵的推
断基本已成定论。

此时，位于800米外的大
香山上另一处南汉遗址也启
动了发掘。“我们在一片荔枝
林开辟而成的梯田断面上，发
现了一处一两米长的砖壁。”
张强禄说，起初他认为这是一
座唐宋时期的小型砖室墓。
到发掘第二天，张强禄就意识
到情况不对，“随着揭露面积
的扩大，我们发现它不是墓
葬，而是一处方形建筑遗存。”

就在这时，参与考古发掘
的北亭村民提供了关键信息。
他们说，在山坡下不远处的“瓦
渣岗”上有很多与砖室墓相似
的青砖碎瓦。村民口中的“瓦
渣岗”，是一个杂草掩映下的小
山包。以前村民经常来这里取
砖砌水渠、盖窝棚，所以就将这
里称为“瓦渣岗”，后来又被慢
慢荒废。

仔细一看，这个小山包竟
然是外面包砖、中间夯土心的
圆形结构，且与考古队员发现
的方形建筑遗存属于同一时
期。很快，不远处又出现了第
三处建筑遗存。考古工作者这
才意识到，这里可能不是一座
仅有十几平方米的砖室墓，而
是一个上千平方米的建筑群。

“中的精神”
展览现场

德陵出土器物箱

康陵玄宫内全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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康陵遗址展示区与南汉
二陵博物馆比邻而居

文 博 会 上
展出的精品

荣宝斋落户“设计之都”深圳，
首拍将于7月举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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