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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邺城·邺文化·曹操》为了让读者更多了解邺城的历史和邺文化，从有关书籍中选取与邺城和
邺文化有关的几篇著作，包括古人的作品和今人的作品，附录于后，供读者参考、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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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   插图：   前些年，不少学者倾向于曹操墓在河北境内，因为古邺城遗址在临漳境内。
邯郸文物专家认为曹操墓可能在磁县时村营乡中南部和讲武城乡西部，包括安阳县安丰乡在内的五平
方公里的范围内。
因为这与“葬于邺之西冈上，与西门豹祠相近”的方位相符，曹操要他的后人“时时登铜雀台，望吾
西陵墓田”。
这一带处在从铜雀台登高西望所见最好位置，这里地势较高，漳河不能灌溉，土质较差，符合曹操“
古之葬者，必居瘠薄之地”的要求。
 近年，河北省临漳县文物保管所征集到后赵建武六年（340年）的西门豹祠勒柱石刻，上面有西门豹
大夫刻像、西门豹祠堂重建时间、面积、参加者等重要资料。
这一石刻距曹操去世只有120年，其中提到的西门豹殿基应该是曹魏时西门豹祠的旧址。
这一石刻是20年前在安阳县安丰乡出土的，由此推测曹操墓应在安阳县安丰乡一带。
 1998年4月，安阳县安丰乡西高穴村村民发现了一块后赵鲁潜墓志，墓志中明确记载了曹操墓的位置
。
鲁潜是后赵大仆卿驸马都尉，鲁潜下葬时间距曹魏仅有100余年，其记载的内容有极高的可信度。
这两块石刻，把曹操墓锁定在安阳县安丰乡的西高穴村西地一带。
至此，曹操墓虽仍未被找到，但已接近真相大白了。
 三、安阳惊现曹操高陵 曹操墓之所以能尽快被发现，得益于南水北调水利工程。
南水北调水利工程从南阳丹江口一路北上，进入安阳县，并要从西高穴村再向北穿过漳河。
为了保护地下文物，凡水利工程经过之地，都要对地下情况进行勘察，安阳段也不例外。
安阳段负责这项工作的是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副研究员潘伟斌同志。
当他得知西高穴村西地发现一座东汉大墓，而且该墓曾多次被盗。
为及时有效地予以保护，经层层上报，由国家文物局批准，河南省文物局决定组织河南省文物考古研
究所对这座大墓进行抢救性考古发掘。
此举得到安阳市、安阳县的大力支持和配合。
具体负责这项工作的是潘伟斌副研究员，他任考古队队长。
2008年12月12日上午10时整，挖掘东汉大墓正式开始。
2009年9月底，东汉大墓墓门被打开。
10月7日，队长潘伟斌先生第一个进入墓中，他第一眼看到的是墓中的惨状，墓主人尸骨散落一地，一
个头骨被盗贼踢到了墓门口，墓里还留有盗贼的废弃物，甚至还有矿泉水瓶子，说明这是近期的遗物
。
2009年11月8日，发掘出土了“魏武王常所用格虎大戟”石牌。
工作人员欣喜若狂，及时把这一发现上报河南省文物局和国家文物局，省文物局于2009年11月9日
和2009年12月13日先后两次邀请有关专家对考古成果进行论证。
先后参加的有中国社科院考古所、历史所和北京大学、郑州大学、河南大学、陕西省考古研究院等单
位的考古学、历史学、古文字学、体质人类学等相关专家。
继出土“魏武王常所用挌虎大戟”石牌后，又陆续出土了“魏武王常所用刻铭大刀”和“魏武王”刻
铭石牌59件，其中8件圭形石牌极为珍贵。
同时还征集到盗卖的魏武王刻铭石枕。
这些出土文物经专家认定，此墓实属魏武王高陵。
因此，2009年12月27日，河南省文物局在北京亚洲大饭店举行“安阳西高穴大墓考古发现新闻发布会
”，权威考古学家和历史学家郑重宣布：“魏武王曹操高陵在安阳县安丰乡西高穴村被发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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