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走进贵安新区大松山墓群考古发掘临时库房， 一件件

精美的文物整齐排列， 宛如一座小型博物馆。 截至今年 1

月，大松山墓群共清理墓葬 2192 座，出土各类文物 4000 余

件（套）。 文物类别涵盖金、银、铜、铁、锡、陶、瓷、漆木、玻

璃、玉石等，其中不乏如金挂饰、银梳背、铜条脱、贴金铜盘、

铜印章、锡鱼、铜铃、串珠、项饰、银梵文种子字等造型独特、

工艺精湛的珍品；还有反映中外文化交流的宝石和玻璃珠，

以及南朝陈太货六铢等。

这些文物中，不少文物的“身世之谜” 有待

解开。 两晋到宋元明时期黔中地区老百姓的生活

是怎样的？ 这些问题，考古团队通过专业研究

和分析已窥见一角。 3 月 30 日，在大松山

墓群媒体集中采访活动中， 考古项目领

队周必素对话媒体， 讲述了文物研究

中极具生活气息的考古“新发现” 。

贵阳日报融媒体记者 张鹏

图片除署名外，其余均由贵州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提供

“这次发掘的文物主要是生活用具和装饰品，特别

接地气，很有烟火味。 ” 贵州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所长、大

松山墓群考古领队周必素说，生活用具方面，主要是墓主

生前所使用的生活用品，去世后随墓主一起埋葬。“这体

现了‘事死如事生’ 的丧葬理念，即墓主希望死后，还能

过上生前一样的生活。 ”

装饰品方面，主要出土于女性的墓葬中，有头饰、项

饰、手饰、衣服的挂饰等。 “虽然金饰品不是很多，但珠

子、铜、银、锡等材质的装饰品却十分丰富。这些墓葬都是

平民墓，却有这么多精美的饰品，虽然谈不上大富大贵，

但应该到达‘小康’了。 ” 周必素说：“我们在与业界同仁

交流中得知，中原地区的不少平民墓出土器物极少，材质

也相对普通。 但大松山墓群的不少墓葬里有几件甚至几

十件精美文物，这说明当时黔中地区的老百姓并非‘人

无三分银’ ，而是有一定的经济实力，还特别爱美。 ”

据介绍，大松山墓群出土装饰品中的珠饰，晚期珠主

要产自国内，早期珠则主要来自域外。

采访中，周必素拿起一串精美的珠子进行讲解。“通

过对珠子的材质进行检测发现是纳钙玻璃， 其制作工艺

使用的是拉制法， 可以明确判断它是来自东南亚或南亚

地区， 这说明当时黔中地区就直接或者间接地和域外进

行了贸易往来。 ” 在周必素看来，这和过去的研究是一致

的，因为地处黔中腹地的贵安新区，一直以来都处于中国

西南出海的一个交通枢纽位置上。 “贵安新区马场镇大

松山附近之所以能够发现这么多重要的墓葬， 也和贵安

新区处于这样一个交通枢纽位置以及文化、 商贸往来的

一个交汇地带是密切相关的。 ”

在对出土文物进行整理分析时， 考古研究团队还发

现了一个奇特现象。 “墓葬时代从两晋一直延续到宋元

明时期，持续 1400 余年，而且是处在西南地区一个多族

群聚集的地区，但墓葬里除了生活用品和装饰品以外，没

有一件兵器。 ” 这让周必素感到惊讶。 考古团队通过深入

分析认为，在这个区域 1400 年的历史长河中，它的经济

社会发展是较为稳定、和谐和团结的。

周必素解释，在两晋南朝时期，中央对边疆地区实行

郡县制管理，宋代实行羁縻制，元、明时期则是土司制。虽

然跨越了不同制度的管理阶段， 但从大松山墓群的社会

和谐和稳定发展的情况来看， 无论是郡县制还是羁縻土

司制度， 当时中央对边疆民族地区的管理模式是行之有

效的， 对推动地方经济社会发展和国家稳定起到了很好

的作用。

透物见人、透物见史。 在周必素看来，虽然本次发掘

的墓葬都是平民墓，出土器物也不是十分震撼，但一件件

“小器物”却书写着“大历史” ，既有政治高度，又有历史

厚度。

“通过这些‘小器物’ ，我们看到的是西南边疆地区

历史的发展以及中央对于边疆地区管理的有效性； 看到

的是中华文明多元一体格局的形成和发展过程， 以及中

华民族共同体如何形成、发展和筑牢的这一过程；看到的

是贵州的底蕴和悠久的历史， 这将有利于贵州树立文化

自信。 ” 周必素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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