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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盗洞
涉及三省五地 案件挂牌督办

2020年5月31日，安庆潜
山市公安局接到居民报警称，
在当地彰法山上发现一处土
坑，可能有古墓被盗。潜山市
公安局刑警大队立即展开调
查。经安徽省文物鉴定站鉴
定，案发地点系战国至汉代时
期古墓葬群，具有特别重要的
历史、艺术和科学价值。安庆
市公安局刑警支队大要案队、
潜山市公安局刑警大队抽调精
干力量，联合成立“5·31”专案
组，迅速启动侦查工作。

“我们通过视频侦查，初步
确定潜山本地居民姜某意和苏
某松有重大作案嫌疑。”潜山市
刑警大队民警金亚斌说。

专案组侦查发现，姜某意
和苏某松均无正当职业，在潜
山时昼伏夜出，与他们密切接
触的人员中，多人有文物犯罪
前科。“我们发现二人在微信、
抖音等网络平台上出售铜镜、
耳杯、青铜剑等疑似珍贵文物。
通过多重要素分析研判，发现
姜、苏长期在安庆本地盗掘古
墓葬，并将盗得文物销售至江
苏、浙江等地，从中牟取暴利。”
安庆市刑警支队大要案队副大
队长帅磊介绍。随着侦查工作
不断深入，由姜、苏二人不断延
伸出新的线索，一张盘根错节
的“盗墓网络”开始浮现。“随着
潜山籍男子汪某松进入了专案

组视线，我们发现了一个以他
为组织者的盗掘古墓葬团伙，
涉及安徽、江西、江苏三省五
地，组织成员有17人。”帅磊说。

随着彰法山盗洞“挖出”的
案情愈加复杂重大，该案成为
安庆市近70年来涉案人员最
多、涉案地点最广的系列盗掘
古墓葬案件。2020年 7月 27
日，公安部决定将该案列为挂
牌督办案件。

两轮收网
铲除多个团伙 追回千余文物

为实现全链条打击文物犯
罪，专案组历时一年多，逐步梳
理出三个盗掘古墓葬团伙及多
个倒卖文物团伙。“这些团伙互
相勾结，但成员并不固定，作案
类似‘项目制’，找到墓了再拉
帮结伙。”帅磊介绍，这些团伙
的成员来自皖、苏、浙多地。
2020年8月17日，专案组开始
首轮收网行动。安庆、潜山两
级公安机关共140余名干警分
22个抓捕组奔赴皖、苏、浙多
地，一举抓获23名主要犯罪嫌
疑人，查获地质勘探仪器、探
钎、铁锹、雷管炸药等大量作案
工具，缴获超过1500件疑似
文物。

专案组乘胜追击。2021年
7月22日，安庆市100余名干警
分赴皖、苏、豫多地开展第二轮
集中收网行动，共抓获犯罪嫌
疑人32人，扣押疑似文物700余

件，缴获探钎、地质勘探仪等大
量作案工具。

三种盗术
技术学术 多手段寻找古墓

在潜山市博物馆文物仓库
内，记者见到了“5·31”案件中
得以追回的千余件文物。其
中，一件战国时期镶嵌绿松石
的青铜剑最令人瞩目。“经鉴定
是战国时期文物，保存完好，非
常精美，被定为国家二级文
物。”潜山市博物馆副馆长李騊
介绍，这批涉案文物中具有代
表性的青铜类文物还有汉代四
山铜镜、东周青铜鼎等，此外还
有大量陶瓷、玉器和木器等具
有历史、艺术和科学价值的重
要文物。令人痛心的是，另有
大量精美文物并没有这柄宝剑
幸运。它们不少因盗墓贼的粗
暴盗掘而损坏，之后又被贱卖。

在潜山市看守所里，犯罪
嫌疑人金某水以毫不在乎的语
气说起他盗掘时损坏的文物：

“挖到一只青铜鼎，把鼎盖子挖
烂了，残破品卖不上价，就8000
块钱甩了。”

可就是金某水口中的这件
“残破品”，低价将其收入的文
物贩子曾某军一转手，就以
20000元左右的价格出了手。

“盗墓贼也有所谓‘南北’流
派之分，各有各的活动范围。‘5·
31’专案中涉及的盗墓团伙一般
在安徽、江苏、浙江等地作案，在

行内算是‘南派’。”安庆市刑警
支队大要案队民警吴畅介绍，

“他们有一些‘传统’手段，比如
用近5米长的钢钎探墓，没有一
定技术是打不下去的。而且他
们现在还舍得花费数万元高价
租用地质勘探仪器，用来定位地
下有空洞的位置，比探钎效率更
高，定位墓穴更精准。”

除了技术手段，盗墓贼还
会“用心研究”各种文献资料。
李騊说：“他们不但研读各类地
方志，甚至还会留心各地博物
馆工作人员和考古人员发表的
学术论文，从中寻找古墓所在
地的线索。”

目前，姜某意、苏某松被判
处有期徒刑十二年六个月，其
余人员被判处有期徒刑十个月
至六年不等或尚在候审。

潜山在周朝时曾为皖国都
城所在地；西汉时，境内的天柱
山被武帝尊为南岳；东汉末年，
这里更是袁术、曹操、孙权等豪
强们用武之地……曾在历史上
留下浓墨重彩的潜山，却也因为
盗墓贼的觊觎留下满身伤痕。

其实，会耍传统“法术”，积
极运用“技术”，还懂得“啃”一

“啃”学术，这份心思如果用在
文物保护和文化研究上，或许
真能有所建树，青史留名。可
知“术”再多，只要心术不正，也
不过是左道邪术，蝇营狗苟、祸
害文物，当正义的光照在大地
上，最终逃不过灰飞烟灭的结
局。 据新华社

花花数数万万元元租租地地质质勘勘探探仪仪定定位位墓墓穴穴
““用用心心研研究究””各各种种文文献献资资料料找找线线索索

懂懂技技术术搞搞““学学术术””
这这群群盗盗墓墓贼贼还还是是栽栽了了

在霸陵考古公开的新
闻照片中，有一张铜滴漏
出土的照片，它是我国
古代的“钟表”。

近日，记者在白鹿
原考古基地修复室看
到，铜滴漏已被摆在修
复室台面上，且有一高一

低两件。已发布照片上的
铜滴漏是低的那一件，参照

照片比例尺看有十几厘米高。
另一件铜滴漏高度是这件矮的
铜滴漏三倍左右。两件铜滴漏
尽管高度不同，但结构大致相
同，下面都有滴水嘴，上面的盖
子中间和提梁中间都有对应的
扁孔。

据了解，矮的铜滴漏出土
自江村大墓（霸陵）西南角38号
外藏坑，高的这件出土自东北
角19号外藏坑。

古代没有钟表，古人如何
计时呢？据陕西省考古研究院
研究员、汉陵考古队副队长曹
龙介绍，古人计时方法很多。
比如，圭表和日晷是通过捕捉
测量太阳的位置来计时，沙漏、
水钟、熏香可以独立提供时间
标尺，可以和天文时间相映射，
持续呈报当前时刻。而漏刻是
我国古代最重要的计时工具。

发明漏水壶计时器的年代
目前尚不能作出准确的回答。
据《周礼》记载，西周时己有专
门掌管漏壶计时的官员——— 擎
壶氏，这说明最晚在距今3000
年的时候，我国古人己正式使
用和管理漏壶了。

铜滴漏如何滴水计时？漏
壶有沉箭式和浮箭式两种。通
过水位降低记录时间的是泄水
型，由上浮箭漏高度来表示时
间的就是受水型。最初使用的
是沉箭式，即用一只铜壶盛水，
接近壶底部有一个小洞，壶中
竖直插一根刻有刻度的木尺，
木尺下端固定在一块船形木块
上，使其浮在水面上，当水从小
洞滴出后，人们根据水位降低
后标杆上的刻度来判断时间。

由于漏壶中水多和水少时
滴水速度不同，为提高计时精
确度，漏壶由单只逐渐发展成
为多只一套的漏壶，同时由沉
箭式改为浮箭式。漏壶的级数
越多计时越准确。据《华商报》

为成功盗得文物，盗掘文物犯罪团伙不仅会使用小说、影视剧里常见的长钎探土、风水寻墓等神
秘色彩浓厚的“法术”，也会积极运用卫星地图、地质勘探仪器等科学含量很高的“技术”，甚至还会利
用各种古今文献资料中的“学术”资源。

术虽多，道不正，最终难逃法网。近期，安徽公安机关经过一年多的缜密侦查，两轮跨省集中收
网，成功侦破公安部挂牌督办的安庆“5·31”特大盗掘、倒卖文物案，抓获犯罪嫌疑人61名，追缴各类
文物1696件，为全国打击防范文物犯罪专项行动再添重大战果。

霸陵考古
发现铜滴漏

■ 相关新闻

22002200年年55月月3311日日，，彰彰法法山山盗盗洞洞。。

▲专案组缴获的部
分疑似文物，和盗掘古墓
葬团伙使用的地质勘探
仪等作案工具。

江村大墓铜滴漏出土情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