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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考古古日日记记透透露露发发掘掘过过程程

    台台继继武武留留有有一一份份考考古古工工作作日日记记，，里里面面除除叙叙述述了了工工
作作的的困困难难外外，，还还提提及及一一处处画画像像石石墓墓的的发发掘掘过过程程。。这这份份
日日记记记记录录的的是是““临临沂沂张张官官庄庄画画像像石石墓墓””的的发发掘掘。。发发掘掘
报报告告所所附附发发掘掘人人员员名名单单显显示示，，台台继继武武、、台台立立业业父父子子同同
时时参参与与了了这这次次发发掘掘。。

  2006年，一次偶然的机
会，台继武的后人在其遗物中
发现一份考古工作日记。该日
记共66页，用泛黄的红框竖格
稿纸，工整楷书书写，记录详
实，不乏为一份考古工作日记
的范本。时间从1956年3月7日
至4月5日，共计30天。内容为
每日考古主要事项，包括雇工
人数、雇工姓名、用工天数、
拓片数量、邮局取款、订制木
箱、打包回运等。日记中涉及
古墓发掘工作人员为“台继
武”和“潘同志”，涉及地名
有临沂城、相公镇、“独树
头”等，但据此都不能判断古
墓的详细地址和名称。
  这份田野考古工作日记是
迄今为止发现的台继武唯一一
份工作记录资料，透露出那年
的 考 古 过 程 中 面 临 的 诸 多
困难：
  交通不便。这次考古行程
路线为，自济南乘坐火车至益
都（现青州），转乘长途汽车
至临沂城附近的某县城，再步
行至相公镇附近的古墓所在
地。这条路线和和台立业1954年
赴沂南汉墓考古的行程路线大
致相同。近70年前，要经过火
车、汽车、步行方可到达，有
时还要乘坐马车、驴车，时间
至少需要一整天。完成任务
后，还要带回拓片、陶器、画
像石等，其不便可想而知。
  寒潮天气。北方的三月，
乍暖还寒。雨雪、寒风不时造
访，从日记中可看出，考古期
间至少有三次雨雪寒潮天气，
给 田 野 考 古 工 作 带 来 极 大
困难。
  费用不足。在益都车站过
磅托运装有拓片、陶器的木箱
时，台继武付不起10元运费。
  生活不便。那个年代能填
饱肚子就不错了，同去的“潘
同志”工作期间生病与生活不
便有着直接关系。
  1956年，台继武已经63
岁，该在家享受天伦之乐的年
纪，却还忙碌在考古第一线，
尤其是从益都返回济南已是次
日凌晨1时许，回到宿舍稍作
休整，下午又赶到机关汇报工
作。而这样的行程和节奏，需
要极大的精力、体力作支撑。

发现六页考古日记

记载诸多困难艰辛

  2024年8月，作者从文友王成军
处得来山东省文物考古研究院在《海
岱考古》杂志上发表的“临沂张官庄画
像石墓”发掘报告，报告与日记的时
间、地点、内容完全吻合，且报告所附
发掘人员中有台继武、台立业父子。
后人这才解开了困扰10余年的谜团。
  《临沂张官庄汉代画像石墓》发掘
报告的“后记”记载：2021年，山东省
文物考古研究院资料信息中心在整理
老旧资料时发现临沂张官庄一批较完
整且未发表的汉墓拓片。经院领导同
意，资料信息中心刘晨、万菲等开始对

拓片进行整理，并于2023年5月申报
了山东省人文社科项目。2 0 2 3年7
月，在老旧资料中又发现该墓的原始
记录资料及发掘报告草稿。本报告即
是在原稿基础上整理修订而成，但文
中所提到的出土遗物现已不存，故器
物描述按照原文保留原样，未做改动。
  这座古墓的“发掘经过”为：临
沂张官庄汉代画像石墓位于时临沂县
城东北10公里独树头乡张官庄村后，
附近地势较高，靠益都至临沂公路，
当地称之为“王坟”。相传原封土高
大，因群众历年取土范围逐渐缩小。

之后更在墓旁修筑工事，封土堆几变
为平地，仅残存为1.5米高，藻井露
出地面。
  1956年春，山东省文物管理处王
思礼等人专门作了一次调查，墓室已
破坏大半，三分之一的画像石、将近
半数的石材及大部分墓砖被移至墓
外。墓已无法保存，故决定清理。先
后参与的有王思礼、台继武、潘承
霖、祝志成、台立业五人。清理结束
后，复将墓室残存的完整部分重加修
整，散置墓外的画像石搬至墓坑内，
全部封闭，并责成该县、村妥善保护。

临沂张官庄画像石墓发掘报告 与日记相吻合

  至此，台继武遗留考古日记留下
的所有谜团均解开。其实早有一些蛛
丝马迹，只因外行人不了解内情，没
有注意罢了。
  现在回头再看山东博物馆《山东
安丘汉画像石墓发掘简报》第三部
分，开头写道：“安丘画像石墓，是
山东省解放后继沂南、临沂（尚未发
表）画像石墓之后的第三批经过科学

发掘的材料。其内容丰富多彩，具有
重要的历史和艺术价值，为研究当时
的社会经济、意识形态、造型艺术
等，提供了珍贵资料。”其中的“临
沂（尚未发表）画像石墓”指的就是
张官庄画像石墓，“尚未发表”留下了
伏笔，发掘报告最终由山东省文物考
古研究院组织完成并公开发表。
  2024年底，作者携带台继武的考

古日记来到山东省文物考古研究院，
院领导和参与整理报告的工作人员都
非常激动和兴奋，感叹考古日记这么
多年能完整保留实属不易。这份当年
参与发掘该墓亲历者的考古日记和新
整理的发掘报告，穿越近70年的时
空，实现重逢与对话，是一个奇迹。
这也是对已故五位画像石墓发掘者的
最好告慰。

日记送至省文物考古研究院 留下珍贵资料

台继武考古日记前2页。

临沂张官庄汉墓画像石（山东博物馆藏）。

台继五和潘承霖所拓临沂张官庄汉代画像石墓拓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