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石像惊现村落
，

是巨大军阵
，

还是另有隐情
？ 《

百科探秘
》

揭秘
———

鬼崽之谜

本世纪初期
，

在湖南南部道县一个叫鬼崽
岭的地方

，

人们发现了成千上万个石刻雕像
，

据说这是一个与秦始皇兵马俑类似的巨大地
下军阵

。

为了揭开鬼崽岭石像的秘密
，

今年年
初

，《

百科探秘
》

摄制组来到了石像的发现地
，

在这里
，

他们看见了堆放在山林中密密麻麻的
石像

，

它们有的身穿袍服
，

有的身披铠甲
，

虽然
大小不一

，

但是个体都不大
，

表情庄严肃穆
。

■

墓主之谜：惊天大秘密

2005

年
，

老家在道县的周承儒回家探亲
，

听说了鬼崽岭石像的事情
，

强烈的好奇心和对
新闻的敏感度使他投入到对这件事的探寻上

。

周承儒根据常识判断
,

在石像的周边一定
会有一座陵墓

。

他踏遍了鬼崽岭石像周围的地
方

，

终于在石像群西边二三百米的地方发现了
一座可能是陵墓的土山

。

为了揭开陵墓主人之谜
，

周承儒找到了一
个证据

：

在一块已经模糊不清的石板上
，

写着
重修万岁庙的字样

。

周承儒据此认为
，

陵墓的
主人就是中国传说中的帝王

———

舜
，

因为据
《

史记
》

记载
，

舜帝死后葬在了九嶷山
，

而九嶷

山就在距道县
50

公里的宁远县
。

■

专家勘察：质疑舜帝陵

湖南省考古所的吴顺东教授具有丰富的野
外考古经验

，

他在周承儒挖掘的土坑前进行了
细致的观察

。

周承儒在之前曾经对土山进行了约
3

米深
的挖掘

，

在吴顺东看来
，

仅仅挖了
3

米
，

无法判
断整座大山是否由人工堆积而成

。

之后
，

吴顺东
根据山的外部形状推测

，

土山是一座陵墓的观
点存在明显不合理之处

。

吴顺东认为
，

2002

年的一次考古发现使人
们大致确定九嶷山玉岩就是舜帝陵的所在
地

，

因此
，

鬼崽岭石像和兵马俑一样是大型殉葬
军阵的说法并不能成立

。

■

考证年代：拨开时间疑云

经过专家和道县文化局的认可后
，

调查团
队在石像出现的地方继续向下挖掘

，

更多的石
像在土层下很浅的地方出现了

。

吴顺东发现这些石像的加工痕迹比较粗
糙

，

由此他推断
，

鬼崽岭石像很可能是居住在当

地的村民所为
，

而不是由官方组织的大规模雕
刻行为

。

而且直到现在
，

在距离石像最近的田
广洞村

，

村民还在沿用
200

年前制作的石头用
具

。

来自北京石刻博物馆的石刻保护专家刘
卫东认为

，

石像中有一部分是在
1000

年以内产
生的

。

然而
，

有着明显雕刻痕迹的石像在鬼崽
岭石像中仅占很小的比例

，

大量的石像雕刻仿
佛是自然天成

，

刘卫东认为造成这种情况的原
因是自然环境长时间的侵蚀

。

但让刘卫东感到
惊奇的是

，

在石像中他居然发现了一些布满石
筋石柳的石像

，

仅从石像本身判断
，

没有三四
千年时间

，

这些石像是不会出现这种样态
。

吴顺东认为
，

不同时期雕像呈现出了巨大
的腐蚀差
异

，

其根本
原因与石
像的陈列
状况有关

，

因为不是
陵墓的殉
葬品

，

所以

它们原本很有可能是直接摆放在地面上的
；

之
后在自然界泥水尘土的堆积下才被埋在地底

。

南方地区夏季潮湿
，

冬季阴冷
，

气温变化大
，

加
上石像直接裸露于地表

，

在大自然的作用下
，

很
可能形成不同时期雕像腐蚀状况的巨大差异

■

雕刻目的：祭祀的秘境

通过对鬼崽岭一带的地形调查
，

记者和刘
卫东在水边发现了一块落款残破失损的石碑

，

专家推断鬼崽岭石像群很有可能是一处秘密祭
祀水神或者是土地神的场所

。

调查中
，

专家还对雕刻石像的用途提出了
另一种可能性

：

远古巫术的遗留
。

吴顺东认为
，

这些石像无论年代早晚
，

其规格大小都十分相
近

，

甚至基本功雕刻特征以及摆放方式都相差
无几

，

由此可以推测
，

这也许是湖南南部九嶷山
地区流传已久的替代巫术

，

每一尊石像都代替
一个人

，

雕刻石像的人希望把生活中的诸多危
害转移到石像身上去

，

使得石像所代表的真实
人物得保平安

。

面对充满疑点的各种说法
，

究竟
哪种解释符合历史的真相

，

只有通过进一步的
考古工作才可能找到答案

。

本文素材由央视《百科探秘》栏目提供

安徽发现神秘古墓
，

诸多文物史无前例
，《

百科探秘
》

带您
———

探秘双墩一号墓

2005

年

6

月的一天深夜， 位于安徽省蚌

埠市郊区的双墩村， 出现了几个鬼鬼祟祟的

身影，几天后，村里的人们在土墩上发现了一

个

9

米深的洞。 人们怀疑这很有可能是盗墓

者所为，所幸盗墓者并未如愿以偿，于是国家

主管部门决定对这个被命名为双墩一号墓的

古墓进行抢救性地发掘，时隔两年，关于这座

古墓的一些鲜为人知的故事也逐渐浮出水

面。

■

墓葬遗迹震惊世人

双墩一号墓的封土堆高
9

米
，

底径达
60

米
，

两年前
，

为了弄清古墓的情况
，

考古队专门
从洛阳请来了资深洛阳铲的高手进行地下钻
探

，

在考古队进行封土中出现了一个奇怪现
象

，

以往的各种墓葬封土采用的都是单色土
，

而双墩一号墓的封土采用的却是
5

种颜色混
合而成的花色土

，

这种土在考古史上还是新发
现

。

当考古队员将封土挖到快接近地面时
，

发
现了一层大概

20

厘米厚的白土层
，

白土层里有
陶片和一些燃烧过的痕迹

，

这说明白土层是人
工制作的产物

，

根据白土层里面陶片的花纹
，

专家们初步推测这应该是一座春秋时期的墓
葬

。

当考古队把墓葬的封土堆全部清掉后
，

惊奇地发现白土层平面呈圆形
，

厚
30

厘米
左右

，

直径约
60

米
，

俯视之下宛如一块大型
玉璧

。

白土层中间是一个直径达
20

米的圆
形墓

，

这让考古专家十分震惊
，

因为从新石
器时代到现在大都是长方形或甲字形等形
状的墓葬结构

，

双墩一号墓是考古史上的第
一个圆形墓葬

。

在墓坑白色土玉璧带之内
，

有一幅巨大
的画

，

中间是由各种土色混合在一起的深浅
不同的土带

。

为了能够更直观地把放射线看
清楚

，

考古队员在放射线上撒了白灰
，

看上
去就像太阳的放射光芒

。

在放射线
70

厘米以下
，

考古专家又意外

发现了土偶和土丘层
，

土丘的外观大体像土
做成的馒头

，

围绕在墓坑的周围
，

共有
18

个
。

经过查找资料
，

考古专家发现土丘与汉代铜
镜背面的形状很相似

，

但这并不能说明这座
墓葬就是汉墓

。

土偶的数量众多
，

大约数千
枚

，

其样子一头尖一头平
，

有圆形
、

方形
、

不规
则形等

。

■

意外发现推波助澜

种种史无前例的古墓遗迹都让考古专家
意识到双墩一号墓的重大价值

，

去年
5

月
，

一
个来自凤阳的电话为专家们的探索之路带来
了另一道曙光

，

打电话者称他们在凤阳也发现
了一个圆形的墓坑

。

在距离双墩一号墓约
40

公里的凤阳
，

考
古队员见到了被意外发现的圆形墓坑

，

墓的
直径只有

8

米
，

比双墩一号墓规模小很多
，

但它的墓葬形状结构却与双墩一号墓基本
相同

。

根据古墓出土的随葬品和铭文记载
，

考古专家确定这座墓的主人是春秋时淮河
流域的一个小方国

———

钟离国的国君
，

这对
双墩一号墓的时期鉴定起到了强有力的佐
证作用

。

从钟离墓返回双墩村一号墓不久后
，

考
古队又有了新发现

，

在靠近墓坑边两米左右
的下方

，

他们发现了用土偶垒砌起来的三到
四层墓壁

，

高
34

厘米左右
，

围绕二层台布满
了一圈

，

土偶墙与墓壁间用黄色泥沙填充
。

清
理掉土偶墙与墓之间填充的黄色泥沙后

，

土
偶垒砌的墙体显得突出而壮观别致

，

如同一
座城池一般

。

在墓坑的底部
，

考古专家看到双墩一号
墓葬使用了我国从来未见过的墓底埋葬布
局

：

墓葬有一个直径
14

米的圆形底部
，

墓口
下

2

米处有一个二层台
，

二层台往下的墓壁
微向内斜

，

直至墓底
，

显得坑深底大
。

墓底布

局为墓主椁室居中略偏北
，

围绕墓主椁室
东

、

西
、

北侧均分布有
3

个较窄的殉人木棺
腐朽痕

，

南侧有一殉人的木棺痕
。

器物椁室
位于墓主南侧殉人的南侧

，

器物椁室分南北
两个箱

，

南箱为食物
，

北箱为器物
，

在墓底的
西南边缘

，

还有两件几何印纹硬陶器放在器
物椁室外

。

这种墓主人和殉葬人排列的布局方式和
先前专家们在凤阳钟离墓发现的布局既有相
同之处

，

也有不同之处
。

凤阳钟离墓主人两侧
的殉人为

3

个人
；

另外两侧殉人为
2

个人
，

排列
方式是三三二二

，

共
10

人
；

而蚌埠双墩一号墓
，

墓主人的周边有三侧殉人为
3

个人
，

另外一侧
为

1

人
，

虽然也是
10

个人
，

但排列方式却是三
三三一

。

■

昂贵葬品彰显身份

在双墩一号墓的殉人坑里
，

考古人员还发
现了陪葬的铜小刀

，

铜小刀旁边有陶片
，

专家
推测殉人身旁的小刀以及陶片海贝应该是装
饰品

，

小铜刀可能是用来削眉毛或者剃胡子
的

。

继续挖掘后
，

考古人员又发现了大量的随
葬品

，

其中铜器有
60

余件
，

如编钟
、

鼎
、

戈
、

矛
、

车马器等
，

石磬
10

件
，

陶器有彩陶器和几何印
纹陶器

20

余件
，

还有少量玉器和腐朽的漆器
、

木器
、

海贝以及食物箱内放置的猪
、

牛
、

羊骨骼
等

。

根据出土文物的种类
，

考古专家们推断墓
葬主人生前一定有辉煌的地位

，

尤其是大量兵
器的出现

，

喻示着墓主人生前手中握有兵权
，

墓
主人至少是诸侯王一级的人物

。

然而
，

因为盗墓者挖掘的盗洞使得空气流
通

，

造成墓主人的尸骨被氧化而未能完整保
存

，

考古专家只好根据墓主人遗留下的牙齿
，

初步断定墓主人的年龄可能在
45

岁左右
，

他们
本想依据男女骨盆的生理特征不同来判断墓
主人的性别

，

但墓主人的盆骨已经严重腐朽
，

无法投入实验
。

而就墓主人的性别能否通过牙
齿上提取出来的

DNA

进行鉴定
，

专家还无法下
定结论

。

至今
，

双墩一号墓墓主人的身份
、

性别
、

死
因仍需专家们继续发掘和探讨

，

不过可以肯定
的是

，

双墩一号墓已经出土的种种墓葬遗迹现
象

，

都在展示着
2500

年前的春秋时期
，

淮河流
域鲜为人知的一种墓葬形式

。

本文素材由央视《百科探秘》栏目提供

中年常乏力当心患肾病

中年人
，

家庭的支柱
，

事业的巅峰
，

可以说是人
生最重要的阶段

。

但随着
青春期发育的结束

，

人体
各项机能开始减退

；

会出
现精力减退

、

乏力等现象
。

很多人认为是年龄所致
，

是自然规律
，

对此没有给
予应有的重视

。

殊不知就
是这种

“

自然规律
”

竟隐藏
着致命的危机

……

不到
40

岁的李先生
，

常常感到乏力
，

自以为是
累的

，

休息一下就会好
。

不
久

，

他又感到胃部有隐隐

的不适
，

认为是老毛病胃
炎又犯了

，

就照旧吃胃药
，

却不见好转
，

而且食欲不
振

，

感觉恶心
。

症状越来越
明显

，

直到忍受不住
，

他才
前往医院就诊

，

诊断结果
竟是

———

尿毒症
!

这个案例告诉我们
。

人到中年如果有乏力
、

食
欲不振

、

胃口不好
、

便秘
、

上火等症状
，

千万不要根
据经验自己诊断

，

胡乱吃
药

，

正是这种所谓的经验
可能掩盖了肾病的症状

，

错过了治疗的良机
。

医生提出
，

如发现眼
睑或下肢轻度水肿

、

尿频
、

尿急
、

尿痛
、

腰痛腰酸
、

尿
中有泡沫

、

食欲不振
、

乏
力

、

面色苍白
、

便秘等症状
时

，

必须由医生做出及时
诊断

，

并及时到大型肾病
专科医院治疗

。

有糖尿病
高血压的患者更应谨遵医
嘱

，

严防合并肾病
。

您如果怀疑自己患有肾
病
，

可以拨打河南淇县同济肾
病医院的专家热线

0392

—

7221333

、

8009191555

咨
询
，

会得到满意的答复
。

过敏性鼻炎患者怎么办

秋季是过敏性鼻炎的多发
季节

，

近期医院接诊的过敏性鼻
炎患者数量不断上升

，

鹤壁军分
区门诊鼻炎专科提醒患者及时
防治

，

远离过敏源
。

秋高气爽
，

空气中漂浮着大
量的植物花粉

，

这些植物花粉很

容易引起或诱发过敏性鼻炎
。

临床表现打喷嚏
、

流鼻涕
、

流眼泪
，

有的鼻腔黏膜水肿或破
损

，

上鼻窦感染或喉咙痒
、

眼睛
痒

，

会影响患者的工作和学习
，

如延误或治疗不当还可诱发鼻
窦炎

、

中耳炎
、

鼻息肉
、

哮喘等疾

病
。

目前治疗过敏性鼻炎一般从
三方面入手

，

即药物治疗
、

物理治
疗和调整免疫系统治疗

，

快速修
复鼻腔黏膜使之产生

“

防护墙
”。

全程无痛治疗
，

且无任何不良反
应

，

是完全可以康复的
。

垂询电话：39766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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