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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带字的“泥疙瘩”

2019 年 的 一 天， 在 位

于昆明市晋宁区上蒜镇河泊

所村的河泊所遗址，工人们

有条不紊地进行发掘工作。

负 责 洗 土 的 工 人 们 正 在 41

号河道中清理 90 号灰坑，

他们先仔细分拣一堆裹着泥

土的文物土样，然后冲洗，

再用软毛刷仔细刷洗，最后

按编号分类装袋。这一系列

工作，工人们早已习以为常，

因为这里的考古发掘工作已

开展了一段时间。

自 1958 年 中 国 科 学 院

考古研究所的谢端琚等人发

现河泊所遗址以来，这里一

直是考古专家关注的重点。

不过，由于当时对遗址资料

掌握不足、发掘条件和技术

不成熟等原因，未确定河泊

所遗址具体范围，发掘工作

一直未启动。直到 2014 年，

经国家文物局批准，“石寨

山古墓群大遗址考古”项目

启动，河泊所遗址就位列其

中，这里的考古工作才正式

启 动。2018 年 10 月， 云 南

省文物考古研究所联合晋宁

云南简称“滇”，源于 2000 多年前的“滇国”。关于滇国的历史，相关史料文献鲜有记载。

多年来，古滇王国仿佛谜一般，流传于云南的传说故事中。不过，“滇国相印”封泥的出土，

给古滇国附汉后的这段历史增添了新佐证。

神秘的“滇国相印”封泥

区文物管理所对河泊所村东

的 地 块 进 行 发 掘， 面 积 共

1800 平 方 米。 随 着 发 掘 工

作的深入，露出田块、道路、

水井、窑址等聚落建筑，陶

瓦、玉石制品、骨制品等器

物也相继出土。

“咦，这块泥上咋会有

字？”一天，负责刷洗文物

的工人突然注意到手上不起

眼的土疙瘩有些特别。随后，

这块印有文字的“泥块”被

送到云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

研究馆员蒋志龙手里。

端详许久，蒋志龙初步

辨认出这“泥块”是一块封

泥，上面有依稀可辨的“滇

国相印”字样。凭借 35 年

的考古经验和丰富的专业知

识，蒋志龙预感到这块封泥

不一般。

那么，这块“滇国相印”

封泥究竟有何特别之处？这

还要从“滇国”的历史讲起。

曾经雄踞一方的古滇国

据《史记·西南夷列传》

记载，楚威王时期，楚国大

将庄蹻沿长江溯流而上，控

制巴蜀、黔中地区后，继续

“滇国相印”封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