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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均以公证开奖结果为准）

记者采访了本次考古发掘的负责人、宁波市文物考古研究所副研究员许
超。他告诉记者：“这次发现的3座古墓皆为平面凸字形砖室券顶墓，长度均
在5米以上。其中三号墓规模最大，残长近6.3米，墓室长4.36米、宽2.85米、
高3米。二号墓、三号墓中还发现了倒三角形排水沟。”

这3座墓葬尽管在历史上都遭受过盗扰，清理发掘过程中依然出土有釉
陶罍、釉陶钟、陶罐、石砚板等生活用具，铜带钩、青铜刀、青铜弩机等兵器，以
及建筑构件20件。其中二号墓中出土的青铜刀长72厘米，刀首呈曲环形，
首、柄、璏等部位鎏金，显示档次较高。因为该青铜刀的刀身保存状况较差，目
前已转入国家水下文化遗产保护宁波基地（宁波市文物考古研究所）出土（出
水）文物保护实验室进行保护处理；青铜弩机的保存情况较好，各部件除钩心
外均较为完整。三号墓葬在墓室扰土层出土有筒瓦、云纹瓦当残片，这些建筑
构件的发现，表明在当时地面上很可能设有祭祀建筑。

据许超分析，综合墓葬形制结构和出土遗物特征判断，这3座墓葬的时代
当为东汉晚期。从其埋葬分布特点看，应是一处家族墓地。

青铜刀是否代表墓主的身份？许超解释道：“汉代随带兵器的情况比较常
见，因此不能断定墓主就是一位军人，也不能认定他是作战而死的。”

“浙江风格 江南舞韵”全省舞蹈展演落幕

宁波两件作品
《薪火》《小娘龙舟队》名列前茅

东钱湖陶公山
发现东汉砖室墓葬群
证明东钱湖一带早在汉代就已非常发达

记者昨日从宁波市文保所获悉，东钱湖陶公山发现东汉时期砖室墓葬群，
并已于日前完成野外发掘工作。

2019年8月中旬，东钱湖旅游度假区院士中心配套道路在施工过程中，于
陶公山建设村发现古代墓葬。市文物考古研究所接报后，立即组织人员对施
工现场进行了初步勘探，共发现砖室墓葬3座。

经国家文物局批准，市文物考古研究所对这3座古墓进行了抢救发掘。

秦汉时期，今宁波地区设句章、鄞、鄮、余姚四县，当时的东钱湖处于古鄞
县和鄮县之间。以前在距陶公山不远的高钱村附近也曾发现一定数量的东汉
墓葬，这次发现的墓葬在当时来说是比较常见的样式。

在海曙月湖西区二期地块开发建设的抢救性考古发掘中，也曾发现有东
汉土坑墓一座。相比于此次东钱湖发现的砖墓，两处的墓葬风格不同。

同时，在东钱湖周边的上刀子山、十坑九垅、郭童岙、王家弄、玉缸山、老虎
岩等地，还曾发现东汉时期窑址。这些发现表明，最迟在东汉时期，东钱湖一
带已经开发得比较成熟，成为一处重要的聚落。

“通常我们以为东钱湖最重要的是宋文化，墓葬中发现的釉陶罍、釉陶钟、
陶罐等生活用具，铜带钩、青铜刀、青铜弩机等兵器和筒瓦、云纹瓦等建筑构
件，证明了东钱湖一带早在东汉时期就已经非常发达，联想到春秋西施和范蠡
的故事，也让我们多了一些想象的空间。因此从考古学角度看，这次发现在宁
波历史发展序列的完整性上是有力的实证和补充。”许超说。

记者 陈晓旻 通讯员 许超

补充了宁波历史发展序列的完整性

这是一处东汉晚期的家族墓地

本报讯（记者 俞素梅 通讯员 蔡倩茹）为期两天
的2019第二届“浙江风格 江南舞韵”舞蹈作品展演10
日晚在甬落幕，目前评选结果尚未公布，从现场打分情
况来看，我市两件舞蹈作品——专业类的《薪火》和群文
类的《小娘龙舟队》，得分都高达9.90分（10分制），在全
省总共38个展演作品中名列前茅，有望进入“十佳作
品”之列。

舞蹈《薪火》是宁波市歌舞剧院今年的新作，讲述张
人亚用生命守护党章的故事。关于张人亚的文艺作品，
宁波已有多部，市话剧团的话剧《守护》和宁波大学音乐
学院创作的音乐剧《初心晨启·宣言》，都以此为题材，此
次又新增了舞蹈作品的演绎。《薪火》是由24人一起表
演的群舞，扮演张人亚的吴威是个95后北方小伙，去年
底才到宁波市歌舞剧院工作，他告诉记者，创排这样的
作品对自己的成长很有帮助，“表演中我倾注了自己的
情感，当演到张人亚把党章交托给父亲时，我就像面对
自己的父亲一样，但同时又要掌控好整个作品的节奏，
这个度的把握很重要”，而且，在作品加工会上，省舞协
组织的专家组大到整个舞蹈的结构，小到演员手中的道
具，对作品进行了非常具体的指导，“让我学到了很多”。

群舞《小娘龙舟队》的表演单位是鄞州区云龙镇文
联和鄞州区舞蹈家协会，作品以羽人竞渡为背景，表现
了宁波先民劈波斩浪、协作拼搏的进取精神。整个作品
很有故事性，讲述了一支女子龙舟队从训练之初的嬉戏
玩耍、俏皮偷懒，到训练中晕船不适、努力克服，到最后
齐心协力、奋勇拼搏夺得锦旗的成长过程。编导之一何
娅敏告诉记者，一般划龙舟的都是勇猛有力的男人，“但
我们在云龙采风时发现，该镇有五六支女子龙舟队，这
是新时代生活富裕后的新现象，我们受此启发创作了这
个舞蹈”。据了解，参加表演的21名演员大多是舞蹈培
训机构的老师，利用业余时间排练。因为作品中有很多
划桨、跪地的动作，有人练得手上起了血泡，有人肿了膝
盖。“我们这支舞蹈的创排过程就体现出了龙舟精神。”
何娅敏感慨道。

据了解，在第一届“浙江风格 江南舞韵”舞蹈作品
展演中，我市仅获编排奖、表演奖等单项奖，没有作品进
入“十佳作品（即综合最高奖）”，相较之下，今年的成绩
有较大突破。南京军区前线文工团艺术指导、国家一级
编剧苏时进是评委之一，他告诉记者，这次展演冒出了
多个很有创意的舞蹈作品，无论选材还是演员的表演，
都呈现了时代特点，“舞韵江南已非传统的江南，而是互
联网的江南、国际化的江南”。

说到宁波的几个参评作品，苏时进说，宁波创作的
歌剧《呦呦鹿鸣》、舞剧《花木兰》在全国都很有影响，这
次的参评作品也有可圈可点之处，“但也应该看到和其
他优秀作品的差距”，他特别提到了舟山市舞蹈家协会
的作品《夫妻·船说》，称该作品不仅选题贴近生活，而且
舞蹈艺术的专业水平也很高，“希望宁波的舞蹈作品能
大胆创新，在艺术上再有所升华”。

《小娘龙舟队》演出剧照。 通讯员 冯巍 摄

釉陶罍、陶罐等出土文物。 通讯员供图出土的青铜弩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