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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层妖楼”
古墓被盗案始末

盗墓贼跨省组团作案 销赃最高开价1.8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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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 年 11 月的一天夜里，

一辆微型货车从青海省都兰县
城出发，载着5个男子朝热水乡
驶去。车上 5 人都是都兰县本
地人，他们既是朋友，也是盗墓
合作人。

5 人中，62 岁的夏某最年
长。他虽是文盲，但在看风水、
看古墓等方面颇有研究。热水
墓群之一的“血渭一号墓”一直
是夏某盗墓的重要目标之一。

这座“吐蕃古墓”位于青海
省海西州都兰县热水乡境内。
1996 年，古墓被列入第四批全
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其中“血
渭一号墓”造型奇特，从上到下
每隔 1 米左右都用柏木横穿墓
葬，相传共设9层，于是有了“九
层妖楼”“东方金字塔”之称，是
全国十大古墓之一，其构筑形
式和风格，在我国考古发现中
绝无仅有。墓葬中出土的丝织
品和各类文物异常珍贵，具有
极 高 研 究 价 值 ，被 列 为 中 国
1996年度十大考古发现之一。

对于“血渭一号墓”里有财
宝一事，5 人早有耳闻，对于当
夜的行动也谋划了许久。此
前，夏某等人曾先后3次在附近
尝 试 过 盗 墓 ，但 都 没 什 么 收
获。可夏某等人坚信，此前的
传言并非空穴来风。

车最终停在了距离热水乡
政府 18公里、距离县城 30公里
的地方。

在“血渭一号墓”东北角，5
人开始分工合作掘洞，其中夏
某负责放哨，两名年轻人挖土，
另两人负责接应。没过多久，
挖土的人就发现了类似布料的
东西，用手一撮，“布料”成了粉
末。当盗洞已经挖到9米多深，
有人从土堆里挖到了一个泥
块，用手掰开，是个碗。几人喜
出望外。之后，他们又发现了
一些金片和一个铜质油灯状的
东西。

由于紧张劳累，几人就此
打住，封好洞口，乘车返回了都
兰县。

在其中一人家里，他们对
挖到的东西进行清洗，一个六
边形的黑色金属碗、指甲盖大
小带花纹的碎金片和一个小拇
指粗细、黑色铜质油灯显露在
众人面前。可是铜油灯到家后
很快出现风化、破碎，没保住。

虽然惋惜，但他们也不在
乎，将铜油灯扔进垃圾箱烧掉
后，开始寻找买家。一个月后，
金属碗卖了 20 万元，金片卖了
2 万元，众人分了钱，一度销声
匿迹。

这次获利，让夏某等人相
信，自己找到了一条发财的门
路。

11月 30日，央视新闻频道
的一则报道吸引了人们的目光：
历经近3年的发掘，素有“九层妖
楼”之称的青海省都兰县热水乡
境内“血渭一号墓”已出土各类
文物1000多件。

目前虽无法确定墓主人的
身份，但出土陪葬品中有大量金
银器和一枚“骆驼”印章，足见其
身份高贵。

这座古墓属于抢救性发
掘。3年前一起惊天盗墓案，差
点毁了这里的一切。记者通过
梳理该案判决书，还原了这次盗
墓大案的始末。

一年后的 2017 年 10 月
中旬，58岁的都兰县人张德
找到夏某，商量能不能一起

挖墓，挣笔大钱。有了上一次的经
验，夏某爽快地同意了。

二人又找来上一次参与盗墓
的两名同乡，其中一人有辆微型
车，挖墓时可负责接送；另一人比
较年轻，能干体力活，家里也有地
方可供居住。

对于盗墓，4 人都已不是“新
手”，显得跃跃欲试，但人数上有些
不足，于是决定从青海省外再找帮
手。

张德先托河南焦作的一个朋
友找人，此人将消息告诉了河南巩
义的韩万里。韩万里曾跟考古队
学过钻探技术，擅长挖土，并表示

人手问题他能解决。于是，张德让
他带人尽快过来。

韩万里找了另两名河南老乡，
但几人的路费花销是个问题，于是
决定再找一个“投资人”，从而引出
了 51 岁的山东聊城人孙兴林。随
后，孙兴林带上一个帮手，开车沿
途拉上几人，连夜赶往都兰县。

5人抵达后，联系上了张德，并
见到了夏某等人。夏某说他和张
德已经跟都兰热水古墓保护站的
看墓人说好了，很安全，只要孙兴
林能给看墓人1万元好处费就行。

孙兴林掏了钱，让夏某转交，
但夏某实际只给了看墓人一只羊
腿、一条云烟和 3000 元现金，剩余
的钱夏某和张德私分了。

商量好分工和分成后，孙兴林

等人在当地购买了盗墓工具。
几天后的一个夜晚，由当地人

带路，夏某等人来到事先看好的挖
墓地点。几名青海人负责放哨，其
余外地人负责挖盗洞。可当晚什
么都没有挖到。

第二天，仍然如此。
第三天中午，夏某和张德开始

抱怨几个外地人不够专业，让他们
回去。夏某还拍摄了他们的身份
证，说“谁走漏风声，就去找谁”。
可这些外地人并没有走，又挖了一
夜，依旧没有收获。

第四天，夏某等人再次让几名
外地人离开。但孙兴林不甘心，表
示要再找一拨更专业的高手来
挖。夏某和张德同意了。

2017 年 11 月，经过一
番努力，孙兴林找到了包括
孙堆生在内的6人。

38 岁的孙堆生，绰号“三儿”，
河南省林县人，只有初中文化，
2002 年因犯盗窃罪获刑 1 年。在
孙兴林找到他之前两个月，孙堆生
因盗墓差点丢了命。

2017年9月24日晚，在河南省
某县东南方向，孙堆生等人发现了

一座古墓。事后经鉴定，该墓葬属
于汉代墓葬，具有比较重要的历史
价值。

孙堆生等人直到次日晚，才挖
到了墓室的顶部。墓室被打通时，
孙堆生很兴奋，第一个跳进墓室，
但进入后瞬间失去了知觉。旁人
见状，跳入墓室救他，又晕倒在墓
室里。如此这般，救一个晕一个，
盗墓行动被迫终止。待孙堆生苏

醒后才得知，有人已经死在了墓室
里。几人扔掉工具，各自回家。

当孙兴林找到孙堆生时，他正
无所事事，听说又有活儿干，两个
月前的生死经历便抛诸脑后。孙
堆生又帮着找了两人，均是早年曾
因盗掘古墓葬罪被判刑的熟手。

孙兴林从山东驾车来到郑州，
接了孙堆生等 6人，一同连夜向都
兰县赶去。

挖了四天一无所获2

外地高手前来增援3

古墓挖出金属
碗卖了20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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像上一次那样，孙兴林又

拿了 1万元托夏某给看墓人送
去。夏某和张德只给了看墓人
4000元，又分了剩余的钱。

到都兰县后的第二天，众
人便开始挖墓，但这次换了一
个地方。

第一天，11 个人出动挖了
一晚，还是没挖到东西。

第二天夜里，在大墓旁一
处彩钢房的东北角，他们有了
收获。那是离地 10 多米深的
地方，他们发现了大量金银饰
品。据事后统计，此次被盗涉
案文物共 646 件，后经鉴定，其
中一级文物 16件，二级文物 77
件，三级文物 132 件，一般文物
421件。

好东西太多，夏某等人觉
得打包出售后再分钱更安全，
于是，众人封住盗洞后离开。
但一时找不到合适的买家，外
地人便纷纷离开，文物寄放在
了当地人家中。

然而众人并不知道，他们
的行为开始进入警方的视线。

被盗文物
646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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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后销赃的过程，

并非一帆风顺。夏某等
人一度报到了1.8亿元的“打包
价”，根本无人回应，期间还险
些遇到“黑吃黑”。

2018 年 3 月 15 日，得知夏
某等人将以 8000 万元的价格
出手这批文物，警方决定收网。

3 月 17 日中午，夏某等人
被抓获，当场查获出土文物614
件。

经过警方 4 个多月努力，
该案件涉案人员全部到案、文
物 没 有 流 失、证 据 链 全 部 闭
合，实现了对文物犯罪的有效
打击。

于是，文物部门开始对“血
渭一号墓”进行抢救性发掘。
自 2018 年起，“血渭一号墓”陆
续出土各类文物1000余件。

与以往不同，海西蒙古族
藏族自治州人民检察院发布的
起诉书，不仅要求 15 名嫌疑人
承担刑事责任，还提起了民事
公益诉讼，要求被告承担公益
赔偿金和向社会道歉。

2019年11月28日，青海海
西州中级人民法院对该案一审
进行宣判，15名被告获 14年至
6年不等有期徒刑。此后，有人
提出上诉。

今年8月3日，青海省高级
人民法院对该案做出终审判
决，维持 13 名被告一审判决，
有两名被告分别改判至 12 年
和5年半。

12 月 9 日，青海省检察院
官方微信发布消息，该案公益
诉讼赔偿金已足额执行到位。

据上游新闻

15人获刑

被盗涉案文物共646件，其中一级文物16件，图中为部分被盗涉案文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