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血渭一号大墓是青海古墓群中最为

壮观的一座墓葬，位于青海海西蒙古族藏

族自治州都兰县察汗乌苏镇东南约10公

里的热水乡。我国1996年十大考古发现

之一，国家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这座古墓在当地流传着不吉利的传

说，认为是“有妖怪的高楼”，并称作为“九

层妖楼”。墓葬属唐代早期吐谷（yù）浑

王室墓葬，也是我国首次发现的吐谷浑墓

葬。血渭一号大墓周围有许多小古墓，数

量达200余穴，全部被盗掘。国际学术界

把这个古墓群称作“热水古墓”。

血渭一号大墓坐北向南，高33米，东

西长55米，南北宽37米的大墓，从正面看

像一个“金”字，因此有“东方金字塔”之

称。大墓背后的两条山脉从东西绵延过

来，如同两条巨龙，大墓则像一颗宝珠，构

成“二龙戏珠”之势。墓堆下有3层用泥

石混合夯成的石砌围墙。吐谷浑人修建

坟墓时受汉代王室墓葬黄肠题凑形制影

响，演变成用一层柏木夹一层四五十厘米

高的石头，然后层层叠起，如同盖楼一

般。柏树生长是极其缓慢的，一棵碗口粗

的柏树要长200年，一人合抱的柏树至少

生长上千年。

吐谷浑人墓葬中的柏木，最粗的直径

达60厘米，最细的也有15厘米。一般的

小型墓葬要用去二三十根柏木，稍大一点

的则要数百根。血渭一号大墓从上而下，

每隔1米左右，便有一层排列整齐横穿冢

丘的穿木，共有9层之多，一律为粗细相

当的柏木。正因为如此，当地农牧民称它

为“九层妖楼”。

据计算，修建这样的大墓需一万人耗

时一年以上。目前，考古人员仅发掘了墓

葬一、二层，出土了大量陪葬物品和陪葬

的马、牛、羊等动物遗骸 700 余具。在众

多的随葬品中，有古代皮靴、古藏文木片、

古蒙古族文木牍、彩绘木片及金饰、木碟、

木鸟兽、粮食和大量丝绸。考古人员还在

墓葬前发现了5条葬马沟和13个环形牛、

狗等动物陪葬坑，出土了 87 匹马的完整

骨架及大量其它动物骨骸。

热水古墓多达200余穴

《九层妖塔》是盗墓小说《鬼吹灯》改

编的一部电影，电影讲的是探险人员探秘

九层妖塔的过程。于是有很多人好奇，精

绝古国中真的有九层妖塔的存在吗？

传说中的“九层妖塔”原型实为 1982

年发现并进行过考古发掘的都兰“热水一

号大墓”，距离2018血渭一号墓400余米。

近日，中国社科院考古研究所和青海

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参与的青海都兰热水

2018血渭一号墓发掘工作取得新进展。

曾发掘出东罗马
金币、波斯银币

墓葬的这种构筑形式和风格，在

我国考古发现中绝无仅有。墓葬中出

土的丝绸质地良好，图案清晰，色泽鲜

明，是不可多得的珍贵历史文物，而粮

食陪葬品也只有显贵墓中才有发现，

具有极高的研究、观赏价值。

都兰县地处青海省柴达木盆地东

南端，近年来的考古发掘证明，这里曾

是吐谷浑古王国的政治、经济、文化中

心，也是古丝绸之路的重要驿址。青

海省从1982年开始就对这里进行了大

规模的抢救性考古发掘。发掘出的东

罗马金币、波斯银币和350多件珍贵的

丝绸物品证明了这个地区曾经的繁

荣。国家文物局曾经把“青海都兰吐

蕃墓葬的发掘”列为“中国1996年度十

大考古发现”，认为“在出土的文物中，

以丝织品最重要，是唐代丝织品一次

难得的集中发现。”资料显示，吐谷浑

曾在吐蕃的统治之下。

近些年随着该墓葬群影响的不断

扩大，这里遭到了盗墓贼的频繁“光

顾”。青海省文物考古专家说，从1982

年至今，古墓的考古始终是抢救性发

掘。尽管如此，考古人员还是在这里

发掘出大量珍贵文物，证明了这里具

有丰富的文物资源和很高的研究价

值。

吐谷浑是5世纪在青海之路上活

跃的贸易之民，支配着东起今四川省

西至今塔克拉玛干沙漠的青海之路地

区，掌握了东西贸易的全部势力范

围。6世纪有一位受吐谷浑保护取道

青海西行而去的北魏使者宋云，宋云

去天竺途中撰有《宋云行记》，记录了

途经吐谷浑都城：“发赤岭西行二十三

日，度流沙，至吐谷浑国。途中甚寒，

多绕风雪，飞沙走砾，举目皆满，唯吐

谷浑城左右暖于余处。其国有文字，

况同魏。风俗政治，多为夷法。”

并非“九层妖塔”
原型墓葬

近日，由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

所和青海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等单位参与

的青海都兰热水2018血渭一号墓发掘工

作取得新进展。

彩绘人形木牌、镶绿松石的黄金饰

品、金胡瓶、马具金饰件、图案丰富的丝

织物……2018血渭一号墓出土了大量精

美遗物，部分遗物工艺与装饰图案带有

浓郁的西亚萨珊波斯和中亚粟特等民族

风格。

2018 血渭一号墓为木石结构多室

墓，由地上墓园和地下墓室两部分组成，

墓室结构和文献记载的“五神殿”相合。

墓圹填土中发现殉牲坑，其内出土了牛、

羊、羚羊、岩羊、牦牛等动物骨骼。

主墓室内出土人骨，初步判定分属

两个个体。专家表示，可利用这些人骨

进行DNA鉴定，有助于判断墓主人的种

属。墓葬的规格相当高，有可能会达到

部落首领的级别。

神秘的印章成为重要发现。考古队

员在主墓室棺床附近发现了一枚方形的

印章，边长约 1.8 厘米，印章上刻画着骆

驼的形象和其他一些痕迹。这枚印章究

竟记录了怎样一段历史，还需要考古专

家进一步清理和释读。

根据墓室出土的精美金器、丝织物

等，初步推断2018血渭一号墓的年代约

在 8 世纪中期，树木年轮检测的年代为

744年。

考古发现表明，2018 血渭一号墓是

迄今为止青藏高原上发现结构最完整、

体系最清晰的高等级墓葬。该墓的发掘

对研究丝绸之路交通史、物质文化交流

史等相关问题具有重要价值。

备受网民关注的“九层妖塔”就是

2018血渭一号墓吗？

记者从青海省文物局了解到，2018

血渭一号墓并非“九层妖塔”原型墓葬。

传说中的“九层妖塔”原型实为1982年发

现并进行过考古发掘的都兰“热水一号

大墓”，距离2018血渭一号墓400余米。

（据新华社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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