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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陵石雕“被洗澡”？

5月4日，陕西省摄影家协会在其微信公众号上
发布了该文章，署名为胡武功。该文章称，五一节，
作者陪朋友游览了唐十八陵中的唐建陵和唐崇陵，
但发现陵里所有的石人石马被清洗得干干净净。

文章写道，“石人石马上那千年包浆不见了，俯
首细辨，石人石马身上还留下道道刷痕，看来‘清洁
工’们还是费了极大力气‘除污去垢’的。我百思不
能理解，为什么要清除那千年包浆？”

此外，文章还配发了几张唐陵石刻被“洗澡”前
后的图片。根据图片，上世纪八九十年代时的石刻
表面颜色较深，而今年的石刻呈现出白色的表面，
只有部分位置露出深色的痕迹。

公开资料显示，胡武功为陕西省文联副主席，
摄影家协会主席。5月6日下午，陕西省摄影家协
会的工作人员对记者表示，网传的这篇文章确为胡
武功所写。

据了解，唐建陵是唐肃宗李亨的陵墓，位于咸
阳城西北；唐崇陵是唐德宗李适的陵墓，位于咸阳
市泾阳县北。两座帝陵石刻被曝遭清洗，立即引发
网友的关注。

官方：石刻变“干净”属自然现象

5月6日上午，陕西咸阳市文物旅游局发布声
明称，通过现场调查，唐建陵和唐崇陵石刻没有进
行过任何人为清洗，省市县文物部门也未安排过任
何石刻清理工作，此文反映的问题不实。

声明称，石刻出现“干净”的现状，属于自然现
象。之所以会出现这样的情况，是因为1200多年
来，唐建陵和唐崇陵石刻都处于一种自然保护状
态，其外貌状况受自然环境因素影响很大，有的表
层地衣苔藓明显、有的较少甚至不生长苔藓。

此外，石刻表面地衣苔藓的生长与石刻所处的
微环境有很大关系，迎风面基本不生长地衣苔藓，
而背风面易积尘面、生长苔藓。加之近年来，空气
污染、酸雨增加，导致石灰岩石刻的表面也出现了
一定的淋溶现象，造成石刻表面泛白。

对于石雕包浆的问题，咸阳市文物旅游局称，
石刻文物表层风化造成的有害病灶，并不等同于古
玩的包浆，而是一种有害物质。针对这类病灶问
题，在国内外专家的充分论证下，经国家文物局批
准，文物部门曾在唐乾陵中开展探索性的石刻保护
清理研究工作，但仅限于在唐乾陵选择的三件不同
病灶类型的石刻进行了科学保护、清理。“露天石刻
的保护是个国际性难题，我们一直坚持以科学审慎
的态度确保唐陵石刻文物的安全。”

部分石刻曾因保护需要被清洗

记者查询发现，早在2014年，唐十八陵石刻就
被曝遭“洗白”。2014年11月，有游客发现唐十八陵
中的乾陵部分石刻被“洗白”，与周围仍然保持原状
的深色石刻形成鲜明对比。当地媒体粗略统计发
现，被“洗白”的石刻有20余尊。

对此，乾陵管理处曾对外回复称，乾陵石刻一直
处于露天保存，历经1300余年风雨侵蚀后，产生了大
量裂缝、裂隙，表面产生了大量的苔藓、地衣、藻类、霉
菌等微生物菌群，导致文物表面变色及表层风化现
象，对石刻本体造成严重危害。因此，成立了唐陵石
刻保护项目，并通过了国家文物局组织的专家验收。

专家表示，乾陵石刻保护不是在石刻本体上做
的清洗实验，去掉的只是石刻本体的病害，并不是
文物表面的“包浆”，也不是文物表面的氧化层。

摄影师道歉：缺乏文物常识

5月7日上午，摄影师胡武功公开声明，称多年来
他坚持拍摄陕西省文物遗迹，发表看法是希望呼吁大
家关注文物保护。这次事件中，他未详细了解文物保
护技术，造成不良影响，对文物部门表达歉意。

“我缺乏文物常识，也不懂文物保护技术。但
我十分关爱文物，从上世纪八十年代起就不断地拍
摄和推介过本省的文物遗存，也对文物遭破坏、唐
陵被随意改造发表过看法，实心实意希望大家关心
文物，保护文物，没想到这次的草率，造成负面影
响，实在非我所愿，十分痛心。” （综合）

5 月 5 日，故宫博物院考古研究
所发布了一组考古成果，包括首次发
现的元代地层、大型宫殿建筑遗址、
宫廷御用瓷器碎片埋葬坑等。其中，
元代地层是近两年来故宫考古的突
破性发现。

在王朝更迭中，被埋藏在地下数
百年的元代大内，也就是元朝皇宫，近
日在故宫博物院内露出端倪——隆宗
门西发现的一组建筑遗存中，发现的瓷
片、瓦片等将地层时代回溯至了元代。

这一发现在故宫发展史上具有
标志性作用，对研究紫禁城元明清三
代和北京城中轴线变迁，乃至紫禁城
历史及中国古代建筑史均具有极为
重要的意义。

【发现1】
元代地层验证元皇宫位置

故宫研究院考古研究所所长李
季介绍，地层位于隆宗门以西，经考古
发掘确定其层位关系由晚及早分别
为：清中期的砖铺地面和砖砌排水沟；
明后期的墙、门道基址、铺砖地面、砖
砌磉墩和明早期的建筑基槽；最下层
的素土夯筑层和夯土铺砖层基槽。

特别是最下层的这组遗存从层
位关系判断为该遗址最早的一组堆
积，结合其包含物推断其年代指向为元
代，按照考古发掘“就晚不就早”的原
则，可将年代定为元代，“里面一个明代
的碎片都没有”。李季表示，这一发现
在故宫发展史上具有标志性作用，对研
究紫禁城元明清三代和北京城中轴线
变迁，乃至紫禁城历史及中国古代建筑
史均具有极为重要的意义。

多年来，元大都和元大内（皇宫）
的所在一直扑朔迷离，而故宫作为皇
家遗存，处于元明清的核心地带，具
有唯一性，所以专家一般推断元代皇
宫可能在现存紫禁城附近，或是西侧
至北海琼岛区域。

“我们一直在寻找线索”，明代建
故宫时曾重做地基，将元代工程基本
清除，“活儿干得特别干净”，所以此
次发现非常罕见。

此次考古发现的元代地层，则可
以确定元大内就位于此处，剩下的定
位则有待未来发现，“就像拼图一样”，
李季说，但是能否拼完要看考古成果。

【发现2】
慈宁宫花园发掘宫殿建

筑遗址

5月5日公布的还有慈宁宫花园

东院遗址成果，发掘出了一处保存完
好、规模宏大、工艺考究的大型宫殿
建筑遗址。

李季介绍，此处遗址由地钉、桩
承台、磉墩、夯土层、夯砖层等遗迹构
成，推测其时代为明早期，为研究紫
禁城历史和中国古代建筑技术提供
了新的资料。

值得一提的是，首次发现的元代
土层也是沿着此处宫殿遗址发掘而
得的。

【发现3】
清宫“垃圾坑”出土重要

文物

另外还有一处位于紫禁城西南
角的南大库瓷器埋藏坑，“其实是当
年的‘垃圾坑’”，李季开玩笑说，当年
清宫废弃的瓷器会被砸碎埋在此处。

如今这里成了大宝库，占据了数
个首次：首次在紫禁城内发掘出土有
意识埋藏的御用瓷器碎片坑；首次从
考古学上证明了皇帝对御用瓷器从
生产初端到使用末的全程垄断；首次
在宫廷区域内发掘出土嘎巴拉碗。

李季说，这座大宝库补证了文献
所记这类法器残损、收库保存后走向
的缺环，为研究清代宫廷作坊的管理
体制提供了重要的第一手资料。

[释疑]
故宫考古成果是怎么出炉的

李季说，故宫考古有得天独厚的
条件，除了深厚的历史积淀和文献，
还有多个学科，古建筑、文物保护、信
息化等方面的专家学者共同工作。

故宫也是认识北京、认识古代城
市规划的一个重要切入点，因此故宫
考古的主要方向是，以北京古代都城
的城市考古为宏观指导，逐年配合院
内工程建设进行考古发掘为切入点，
逐步拼缀、完善紫禁城地下文化遗存
地图，并深入解读其分布、结构和关
联。同时也会运用考古学理论和方
法对考古出土文物及院藏文物进行
研究。

而在具体考古中，则会始终坚持
最大限度保护遗存、最小干预原则，
尽可能利用各项维修工程的坑道、管
渠等剖面，以随工程进行的方式。

所有考古发掘均贯彻“见面即
停”理念，“发现遗迹先不急于向下发
掘”，他说，而是耐心、谨慎地揭露其
范围、层位与性质，并研究实施科学
保护方案。 （黄颖）

从元代地层到瓷器碎片坑再到宫殿建筑遗址

元代“大内皇宫”遗迹暗藏故宫

唐陵石刻“被洗澡”
“千年包浆”没了？

文物部门称表面“干净”属自然现象；发文摄影师道歉

5月4日，一篇题为《“洗澡”后的唐陵
石人石马以崭新面貌接客》的文章在网上
广泛传播。文章称，陕西唐十八陵中的唐
建陵和唐崇陵石刻遭清洗，“千年包浆”被
清除殆尽，由此引发网友热议。5月6日，
陕西咸阳文物旅游局对此发布通报称，唐
建陵和唐崇陵没有进行过任何人为清
洗，石刻表面“干净”属自然现象。5月7
日，发帖指唐陵石刻被“洗澡”的陕西摄
影师胡武功通过媒体公开道歉，表示此
事件中，他未详细了解文物保护技术，发
帖指唐陵石刻被“洗澡”造成了不良影
响，因此对文物部门表达歉意。

1986 年的唐陵翁仲和 2016 年
的唐建陵翁仲对比，黑色部分胡武
功认为“没洗干净” 供图/胡武功

1992 年的唐陵石雕和 2016 年
的唐崇陵石雕对比 供图/胡武功

故宫首次发现元代地层，位于隆宗门以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