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组织人员对南阳市方城县朱岗村的博望
侯墓进行发掘的白振国，曾一度坚信该博望侯
墓就是真的张骞墓，甚至他曾认为张骞还是南
阳人。

时任方城县委常委、县政府常务副县长的
白振国说：“从2009年的南阳丝绸之路高峰论
坛召开后，我就一直关注‘张骞埋在哪里’这个
问题。尤其是从2017年杨（盗墓贼）画的那张
图，到2020年南阳博望侯墓的发掘，我就感觉
这个地方可能就是埋葬张骞的。”白振国称。

但如今他告诉记者，“南阳博望侯墓埋葬
的是张骞”的这一说法，说服不了他，他开始动
摇了。

负责现场发掘的考古人员2021年1月表
示，大墓发掘已基本结束，出土了多枚五铢钱，
还有鎏金错银铜饰件白虎、鎏金错银铜饰件青
龙等器物。前后室内除发现铜钱外，还有一些
木质残片和漆器残片。木质残片能隐约辨认出
一个“许”字。后室墙壁有字迹，但已无法辨认。

因为这个“许”字，白振国怀疑，“该墓葬可
能也不是张骞的”。经了解，朱岗村博望侯墓
的周边有个村庄叫“许庄”，他想到了同被封为
博望侯的许舜（汉宣帝刘询的第一任皇后许平
君的叔叔）。

对于该地博望侯墓，陈凌认为，汉代封侯
有以地名、籍贯和其他方式的多种命名来源，
根据现有的文献史料和考古证据，仍然很难确
定张骞的封号是采用的哪种方式。

在刘瑞看来，从文献记载看，张骞被封为
博望侯之后，又“失期当斩，免为庶人”。此后
被汉武帝起封为中郎将，再度出使西域。西域
归来，为“大行”，不久去世。《汉书·张骞传》中
未载其再封博望侯。因此其去世的时候，应该
不会在封国埋葬。

据白振国透露，去年上半年，墓葬中发现
文字的部分被整体打包到了洛阳市文物考古
研究院。有专家指出，经初步分析，该文字类
似佉（qū）卢文（一种古老的文字）。

从某种意义上讲，追寻墓主是张骞的张骞
墓似乎还有个过程。而目前，考古人员似乎需
要从主动性发掘，或配合基建的抢救性考古发
掘的岔路中，找出一条路来，去逐渐靠近埋葬
张骞真身的那座墓地。

张 骞
生年不详，逝于公元前114年，西汉汉中成

固（今陕西城固）人。城固县博物馆官方微信
公众号载文介绍，张骞是中国西汉时期杰出的
外交家、探险家，闻名中外的丝绸之路的开拓
者。他是打通中西通道的第一人，开拓了闻名
世界的“丝绸之路”，使古代东方和西方的联系
通道从此建立起来。张骞两次出使西域，为西
汉去除匈奴威胁，加强与西域诸国往来，以及
为统一的多民族国家的建立作出了卓越贡
献。 （据新京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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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颗头颅骨引发“是否张骞”的争论

“在一家医院同时能找到魏江磊
和刘振国两位专家看病！”不少帕金森
患者感慨道。

帕金森Ⅲ期患者莫老伯，每天吃3
种共16粒药，但抖僵不断加重，总摔
跤，还有幻觉、晚上小便多，睡不好。
他到上海看病，先慕名找到魏江磊教
授，后又找到中华医学会神经病学分
会委员刘振国教授。而在无锡易可中
医院“魏氏帕金森病”病区，这两位专
家则对他联合会诊、治疗，目前他走路
稳当，能睡安稳觉。

魏氏帕金森病团队倡导，病人一
年住院两次，进行“住院一站式”诊疗，
运用中医“脏腑辨证”，结合季节变化
和病情波动，开出个体化的“4张处
方”，从内治、外治、食疗、艺术治疗4
个方面系统治疗。

“西医重诊断，而中医手段多，中
西并重是方案的精髓。”如今，魏江磊
联合刘振国在江苏推广帕金森“住院
一站式”治疗模式，让帕金森患者快
速发展的病情得到控制，做到日常能
自理。 （江南）

Ⅲ期后抖僵加重、摔跤，幻觉、失眠

明确了，帕金森有了4张处方

一颗疑似西汉外交大使张骞的头颅骨，

出现在河南南阳市文物考古研究所的一间仓

库里。整个头颅骨呈褐色，脱落的下颚上还

残留着白色的牙齿。在场参与检测鉴定的人

员认为，这与张骞两次出使西域，长年在户外

活动，并且饮食牛奶和肉有关。

在现场，“洛阳眼”检测仪的发明人王光

辉用该仪器对这颗头颅进行了测年，结果显

示，头颅的年代上限约为公元前160年。

在场的还有历史文化学者赵海、河南省

文化产业发展研究院院长戴松成，经他们对

这颗出土头颅来历的了解，加之现场讨论后，

几人初步推断，这或许是张骞的头颅骨。

显然，有些人不太同意这一说法。“这事

儿感觉不太靠谱。”陕西城固县张骞纪念馆

（博物馆）业务部主任陈旭说，历史研究应该

以史料记载和考古发掘为基础，辅以科技手

段进行严谨论证。河南南阳市文物考古研究

所的一位研究员跟陈旭站在同一阵营，他告

诉记者，“我也觉得不太靠谱。”

公开材料显示，1938年，西北联合大学
师生对陕西省城固县博望镇饶家营村的“张
骞墓”开展了一次考古发掘。“张骞墓”的发
掘并未彻底完成。汉中文史专家陈显远曾
提到，当时，墓周村边的张氏后裔极力反对
祖先坟墓被掘，村民们肩扛锄头守护陵墓，
阻止发掘。后考古人员以封闭墓道口，立碑
留念来平息纷争。

关于张骞和张骞墓的介绍，《史记·大宛
列传》《汉书·张骞传》及各种方志早有记
载。但对于城固县“张骞墓”的墓主是否是
张骞本人，一直存在争议。

据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研究员
刘瑞介绍，彼时担任北平研究院史学研究所
所长、陕西考古会工作主任的徐旭生是“张
骞墓”发掘计划的制订者和发掘工作的指导
者。在进行分析后，徐旭生也无法给出城固
县“张骞墓”的墓主是张骞这一结论。

1942年11月，20世纪中国著名考古学
家何士骥发表了《修理张骞墓工作报告》，他
曾参与了“张骞墓”的石刻发掘。从报告来
看，何士骥也没有对“张骞墓”的墓主进行认
定。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教授、北京大学
丝绸之路考古研究中心主任陈凌也持相同
观点。

城固县“张骞墓”无法确定墓主，给了
其他文化学者猜测和争议的空间。赵海
称，城固县“张骞墓”或许就是个“衣冠
冢”。说不定，被封为博望侯的张骞埋在了
河南南阳。

他提到，城固县某知情人士告知南阳市
科教文卫委主任白振国，城固县“张骞墓”不
是张骞的真身墓。为此，2020年，得到相关
部门批准后，南阳市文旅部门对博望镇朱岗
村的博望侯墓进行了抢救性发掘，在发掘的
过程中，发现了这颗褐色的头颅骨。

据白振国透露，2017年，一名姓杨的盗
墓贼曾告诉他，自己因盗过朱岗村的博望侯
墓被判刑5年，后来白振国对此人进行了深
入了解。“他给我画了一张当时博望侯墓的
图，2020年我们在朱岗村博望侯墓的发掘现
场，发现他画的图和眼前的墓葬一模一样。”
白振国告诉记者，当时在发掘现场的还有一
名公安局长和一名律师。

白振国坦言，他手头上还保存着该盗墓
贼案卷的复印件和提供的图纸。就是在此
次发掘中，他们发现了这颗褐色的头颅骨，
它来自张骞的封地——河南南阳朱岗村的
博望侯墓。

8月21日，王光辉在河南南阳市文物考古研究所，使
用“洛阳眼”检测仪对该头颅骨进行测年。测年结果显
示，其年代刚好对应在张骞所处的时期。

据王光辉介绍，该仪器又叫“物体能量场平衡测年
仪”，并称这种检测方法是建立在量子力学基础和大量的
实验、经验之上。在他提供的《洛阳眼工作原理》中提到
了洛阳眼独特之处：与C-14（碳-14）、热释光、釉老法、
古地磁法等不同，洛阳眼可以适用于纸张、石器、玉器、青
铜器、毛皮等任何物质。“实际上，热释光和洛阳眼检测的
原理都一样，只不过，前者只测试某一个元素，后者测试
多个元素。”王光辉解释。

2017年11月，“物体能量守恒科技检测成果”新闻
发布会在北京举行。洛阳博物馆原馆长周加申现场称，
2016年9月，该科技检测仪在洛阳博物馆成功地对各类
藏品进行了现场检测实验，取得了良好效果。

一般来说，C-14（碳-14）测年是考古界中最常用的
科学测年法。陈旭对“疑似是张骞头颅骨”的这种说法表
示怀疑，对洛阳眼这种测年方法也表示怀疑。“颅骨测量
主要应用在人种区别和鉴定上，DNA测序除了需要稳定
的生物学检材外，可靠的比对组数据也是必不可少的。
如何确定这就是公元前139年的头颅？与张骞同时代的
人那么多，如何确认这颗头颅就是张骞的？”

刘瑞的质疑也
有以下几点。他认
为，首先该头颅骨出
土的环境很模糊，其
次测年是一个约数，
在一个正负多少年
的时间范围中，如何
精准去判断为某一
个人。最后张骞是
否埋在南阳，没有明
确的史料记载，保存
完整的褐色头颅骨
与饮食有关的说法
也不太成立。

陈凌觉得，检测
头骨年代和判断头
骨身份是两个完全
不同性质的问题。

南阳博望侯墓埋葬何人？
也有可能是同样被封博望侯的许舜

头骨测年准吗？
检测仪有争议，判断缺少证据

张骞埋身何处？
陕西城固、河南南阳两种说法

▲河南南阳
市文物考古研究
所仓库中疑似为
张骞的头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