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目前已顺利提取 443 根椁盖板

和盖板上覆盖的 78 条竹席，开展椁盖

板和竹席的保湿防霉工作；提取大量

青铜器和漆木器文物……”4 月 16 日，

国家文物局召开“考古中国”重大项目

重要进展工作会，发布了安徽淮南武

王墩墓考古发掘进展。

武王墩墓丰富的考古成果，吸引

了国内外关注的目光。与此同时，武

王墩墓考古发掘推进多学科、多平台

协作，运用科学技术提供的新手段新

工具，同样令人瞩目。

——编 者

4 月 16 日，“考古中国”重大项目武王墩一号墓发掘阶

段性成果发布会在安徽省淮南市召开，这个令学术界充满

期待的考古项目首次揭开神秘面纱。

武王墩大墓无疑是一项重大考古发现，成果发布后，引

起了社会高度关注，成为网络热点话题。基于发布成果，我

们谈谈对武王墩大墓史学价值的初步认识。

首先，武王墩大墓无疑是迄今经过科学发掘的规模最

大、等级最高、结构最复杂、虽有盗扰但保存状态良好的楚

国高等级墓葬，应属于楚王级别墓葬。

迄今，考古发掘的东周时期楚系墓葬超 2 万座，其中属

于高等级贵族大墓的，有令尹级别的，如淅川下寺 2号墓，有

封君级别的，如江陵天星观 1 号墓、信阳长台关 1 号墓，有大

夫级别的，如荆门包山 2号墓、江陵望山 1号墓、枣阳九连墩 1

号墓等等。属于楚王级别的墓葬中，荆州熊家冢大墓主墓未

发掘，仅发掘了车马坑等附属遗存，淮南李三孤堆大墓是上

世纪 30年代被盗掘的，墓葬形制、结构和随葬品情况不甚清

楚。这些令尹、封君和大夫级别墓葬的椁室只有 5 个或 7 个

分室，墓坑比武王墩一号墓小得多，而武王墩墓有 9室，墓坑

边长达 51 米。熊家冢陵园面积 731 亩，陪葬车马坑长 132.6

米，小于武王墩大墓的 2100余亩陵园和 148米长车马坑。从

随葬品规格来看，武王墩大墓随葬的大鼎口径初步测量为

88.5—88.7厘米，是迄今所见最大的楚国大鼎，而鼎不仅是当

时的国之重器，更是墓主人身份与地位的象征。

至于墓主人是不是楚考烈王，虽然根据文献记载和相

关遗存的分析，存在这种可能性，但目前尚缺乏明确的考古

学证据。到目前为止，武王墩墓的考古发掘只进行到 1/3，

与之关系密切的李三孤堆大墓过去曾出土过多件含宣王、

威王、考烈王、幽王等楚王和太子、王后刻铭内容的青铜器，

武王墩大墓也可能出土同类楚简和青铜器刻铭内容等关键

性证据，进而帮助我们最终确定墓主身份。

武王墩大墓考古填补了科学发掘的楚系墓葬中顶级墓

葬的空白，完善了楚墓的等级序列资料，为研究楚文化的丧

葬习俗、社会等级与礼乐制度、宗教信仰等提供了重要资料。

本次发掘是一次秉持精细化发掘理念，预先制定周密

发掘规划，文物保护与多学科研究同步开展的科学发掘。

通过发掘和研究，我们不仅知道了楚人如何营建陵墓、埋葬

逝者，而且从随葬品中获得古人的衣食住行、祭祀、娱乐和

科技水平，以及楚国宫廷的职官设置等诸多方面的历史信

息。比如，从棺椁来看，不仅体量巨大，而且结构精巧，多重

木墙和盖板之间紧密扣合，榫卯相连。如此大量的木料和

复杂的设计构造，不仅体现了墓主的雄厚实力，而且显示出

当时存在经验丰富的专门机构在组织设计与施工。又比

如，椁盖板上墨书文字中的“南集府”“北乐府”与过去李三

孤堆大墓出土铜器铭文中的“六室”“少府”“太府”等，应是

为楚国宫廷服务的专门机构。

此外，本次发掘成果还对解决长期未决的相关学术争

论和文物功用问题起到了一锤定音的作用，如李三孤堆大

墓椁室也是相似的“亚”字形 9 分室结构、盗墓出土的勾状

花石块原来是椁室内壁挂钩。

公元前 241 年，楚考烈王为避强秦而迁都寿春，寿春城

成为楚国的最后都城。考古发现显示寿春城由一系列遗址

构成，如柏家台一带高等级建筑基址群、寿滨小城、西南小

城（文献记载推测为春申君所居）、出土多件龙纹玉璧的状

元一号玉器窖藏、出土著名的楚国免税通关证书——鄂君

启节的邱家花园遗址、出土 18 整版楚国金币“郢爰”的花园

村遗址、牛尾岗制陶作坊遗址、楚国中小型墓葬分布区、位

于瓦埠湖东侧的楚国高等级贵族墓葬分布区等等。武王

墩、李三孤堆大墓正是楚国高等级贵族墓葬中最突出的大

墓。楚国建都寿春虽不足 20 年，但这些遗存无不显示出一

种王都气象。武王墩大墓的发掘提供了探讨寿春城结构布

局，确定寿春城性质与地位的关键信息。

战国晚期，秦楚争锋，楚在西方居于守势，然失之桑榆，

收之东隅，楚威王灭越，楚考烈王灭鲁，楚国与楚文化在东方

与东南方获得了长足的发展。与武王墩大墓风格相似的楚

文化土坑竖穴墓和陶俑、器物出现在苏南、浙江一带，代替了

本地吴越文化的土墩墓和印文硬陶、原始瓷器。刘邦集团源

于丰沛，项氏叔侄起于江东，皆楚后期占领之地。汉代文化

中包含了浓厚的楚文化因素。由此可见楚文化整合东方、南

方文化的成功和楚文化对中国历史的深远影响。武王墩大

墓的资料为我们探讨楚国如何经营东方地区，楚文化如何整

合东方、南方文化，进而认识楚国、楚文化在中华民族“多元

一体”历史发展进程中的作用与地位，提供了重要实证。

楚都寿春时期正是秦统一的前夜，齐楚燕秦韩赵魏七雄

争胜，逐鹿中原。孟尝、平原、信陵、春申四公子礼贤纳才，合

纵连横，也为我们带来了“鸡鸣狗盗”“毛遂自荐”“脱颖而出”

“无妄之灾”等脍炙人口的成语典故。武王墩大墓和邯郸赵

王陵、临淄齐王陵、新郑韩王陵、临潼秦东陵等一起成为这段

跌宕起伏的战国风云的历史见证，而武王墩大墓是其中迄今

为止唯一科学发掘且保存良好的王陵级大墓。

武王墩的考古发现让史书中的往事、成语中的故事，不再

是遥远的过去，而是就在我们面前的触手可及的真实历史。

（作者分别为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研究员，安徽省

文物考古研究所副所长、武王墩墓考古发掘队领队）

武王墩墓武王墩墓史学价值史学价值

的初步认的初步认识识
徐良高徐良高 宫希成宫希成

4 月，安徽淮南市的天气，时而

放晴、时而飘雨，湿润的空气中充满

着万物萌发的讯息。北依舜耕山，

南为开阔的平地，西侧为瓦埠湖，位

于淮南三和镇徐洼村的武王墩一号

墓考古现场，考古工作者紧张有序地

忙碌着。

随着这座迄今规模最大、等级最高、

结构最复杂的大型楚国高等级墓葬渐渐

露出真容，楚文化也变得愈加生动。

高位布局，铺好“漫漫
长路”

自 2020 年武王墩考古发掘工作正式启

动后，一支由多院校、多学科专家组成的文物

保护团队立即组建起来。与此同时，主墓保

护大棚、文物库房、考古实验室等一系列考古

发掘配套设施也迅速建设完成。

谋定而后动。国家文物局考古研究中

心 研 究 馆 员 、武 王 墩 墓 考 古 发 掘 项 目 文 物

保 护 负 责 人 张 治 国 介 绍 ，在 考 古 发 掘 工 作

开 始 之 前 ，根 据 时 代 相 近 墓 葬 出 土 文 物 类

型，对武王墩一号墓出土文物进行预判，在

此基础上形成了出土文物现场保护与多学

科研究预案。

一个最大的问题，很快摆到了所有人的

面前。因为椁室内文物常年浸泡在水中，水

面以上的椁盖板和竹席也处于饱水状态，如

何对出土文物进行及时应急保护？

“武王墩墓考古发掘和三星堆很不一样，

三星堆考古发掘处在相对稳定的环境中，可

以慢慢提取，但是武王墩墓不行。”中国科学

技术大学教授龚德才说，“武王墩墓长期浸泡

在水中，一旦脱离饱水环境，与氧气直接接

触，木俑、漆器等文物很快就会卷曲、翘边、变

色，甚至大幅度收缩变形。我们需要在尽可

能 保 留 最 多 文 物 信 息 的 同 时 ，尽 快 提 取 文

物、尽快送到实验室。”

墓 坑 为 方 形 ，墓 坑 以 东 设 有 斜 坡 墓 道

一 条 ，墓 坑 四 壁 有 逐 级 内 收 的 台 阶 共 21
级 。 层 层 夯 实 的 填 土 之 下 ，一 个 9 室 的 椁

出现在考古队员面前。巨大的竹席覆盖在

椁 盖 板 上 ，竹 席 之 下 ，方 木 与 薄 板 依 次 交

替，形成多层防护。张治国说，利用高密度

电 阻 率 法 ，武 王 墩 一 号 墓 的 布 局 渐 渐 清

晰 。 木 椁 室 采 用“ 亚 ”字 形 结 构 ，总 分 室 9
间，这是目前国内首次见到的、结构清晰明

确的九室楚墓。

竹席，迅速进入了考古队的保护范畴。

厦门大学历史与文化遗产学院教授张闻捷回

忆，填土发掘完成后，首先映入眼帘的是椁盖

板上铺设的竹席。“尽管已经过去了 2000 多

年，一些区域的竹席还能够呈现黄色色泽。”

腐朽、残缺、开裂，千年的地下生活，使得

大部分竹席变得脆弱不堪。

怎样安全高效地对竹席进行临时加固和

紧急保护？薄荷醇临时固型技术，提供了解

决方案。这项由上海大学教授罗宏杰团队发

明、我国拥有自主知识产权的开创性成果，在

国际上具有首创性。薄荷醇，可以对脆弱文

物进行一定的预加固，保障文物安全地转移

到实验室。“而且这种材料在空气中自然挥发

后没有残留。”张治国说。

然而，新的问题接踵而来。武王墩墓环

境潮湿，竹席进入实验室后，如果任由薄荷醇

自然挥发，竹席中的水分也会快速蒸发，导致

饱水竹席出现起翘、开裂。经过反复实验，张

治国发现，通过加入酒精、加热等方法，既可

有效去除薄荷醇，又能确保竹席处于饱水状

态，既保证了文物安全，又便于后续开展污染

物清理、脱铁、加固、干燥定型等一系列保护

处理。

这项目前国内外开展的面积最大的古代

竹席提取工作，很快取得了成效。考古队采

取分条提取的方式，提取最长竹席约 7.5 米，

总面积超过 200 平方米，形成了一套竹席现

场加固提取、包装运输与室内稳定性保护的

技术方法体系。

分类“抢救”，还需“对症
下药”

文字，是历史最神秘的符号，见证了时光

的变迁，讲述着两千多年前楚国大地的古老

故事和瑰丽传说。然而，文字的发现，却没有

想象中那么轻而易举。

红 外 摄 像 技 术 ，能 够 将 隐 藏 在 黑 色 椁

盖板上的文字清晰揭示出来。令张治国兴

奋 的 是 ，武 王 墩 一 号 墓 椁 室 盖 板 上 已 发 现

和采集墨书文字 100 多句、近千字，是典型

的楚系文字。结合文字内容和考古情境判

断，其中有椁盖板放置方位和排序、椁室功

能分区等内容，对研究楚国墓葬营建过程、

职官制度、名物称谓等问题具有重要意义。

椁 盖 板 保 护 ，同 样 具 有 重 要 意 义 。 龚

德 才 说 ，随 着 椁 盖 板 的 逐 渐 暴 露 ，通 过 喷

水 和 覆 盖 塑 料 膜 、无 纺 布 等 措 施 ，使 椁 盖

板 处 于 饱 水 状 态 ，减 少 因 水 分 快 速 蒸 发导

致椁盖板的开裂与变形。“在椁盖板提取过

程中，通过薄荷醇、石膏绷带、夹板等加固材

料 ，对 脆 弱 、开 裂 部 位 进 行 加 固 ，采 用 珍 珠

棉、气泡膜等对受力部位进行缓冲支护，减

少吊运过程中的文物损伤，保障考古发掘和

研究顺利开展。”

而对于椁盖板的墨书文字，张治国处理

得非常仔细。“我们采用具有可逆性的松香酒

精溶液对墨书进行封护，避免墨书在椁盖板

提取、运输和存放过程中遭受损伤。”张治国

说，椁盖板文物运到存放地点后，对木材及时

进行抑菌防霉和保湿处理，并监测霉菌滋生

和椁盖板饱水情况，使椁盖板得到安全稳定

的保存和保护。

“无物不髹漆”，春秋战国时期，楚国已经

形成了极高的漆木器制作工艺。此次出土的

众多漆木器，包括木俑、漆器、镇墓兽等，正静

静地躺在离考古发掘现场不远的考古实验室

内。在考古实验室，记者看到一件件花纹绚

丽、制作精良的漆器被浸泡在水中。“这是去

离子水，就如同给人泡澡，能起到清洁效果。”

张闻捷说。

“漆木器的现场保护流程，主要包括痕迹

信息采集和清洗处理。”张治国说，“清洗过程

主要是用去离子水浸泡，将杂质软化浸泡出

来，再配合软毛笔进行缝隙间的深度清洁，必

要时适当加入少量表面活性剂进行清洗。如

漆木器表面有描金、描铅等工艺，根据彩绘保

存状况，可先进行适当加固后再入水浸泡。”

“清洗完后将文物进行脱水处理，即将其

浸泡在特制的化学药水中，让药水‘融’入文

物内部，代替水分支撑起木材的孔隙结构。”

龚德才说，这一套“诊疗疗程”为我国独创的

乙二醛法，从马王堆到曾侯乙墓，从定陶汉墓

到如今的武王墩墓，数以万计的漆木器在这

套“疗程”下挽器物生命于狂澜，焕发出崭新

的生命力。

对部分出土漆器开展的分析研究显示，

武王墩一号墓出土漆器使用的漆为中国大

漆，漆绘颜料有所不同，朱红色漆颜料为朱

砂，红棕色漆颜料为铁红，黑漆颜料为炭黑，

黄彩颜料为雌黄和雄黄的混合物，一些漆器

在纹饰处有彩绘描金工艺。

科技赋能，多学科、多平
台协作

当青铜编钟敲出千年前的铮铮尾音，身

着曲裾的舞女随着鼓点、琴音翩翩起舞……

2000 多年后，一支沉睡地底的楚国“乐队”被

重新唤醒。当考古队员把乐俑从椁室的泥

堆里提取出来的时候，其身上附着的衣物丝

绸也被同时提取。中国丝绸博物馆副馆长

周旸介绍，丝绸是有机质，很难保存。饱水

出土的丝绸，呈现馄饨皮一样的糟朽状态。

但“馄饨皮”中，包含着大量的丝绸遗存与相

关赋存信息。

“对于南方潮湿环境下考古出土的丝绸

保护而言，从饱水到干燥的过程，可以说是生

死攸关。”周旸说。由中国丝绸博物馆组成的

文保团队，负责对出土丝绸进行紧急抢救。

丝绸在应急保护过程中需要保湿，但过

大的水流又会改变“着衣俑”身上纺织品的状

态。面对两难，文保人员选择了喷水保湿加

薄膜包裹。为增加丝绸的强度，文保人员采

用丝蛋白加固的方法，从分子层面“穿针引

线”，将丝绸破损断裂的分子键“缝补拼接”起

来。“由于丝蛋白是丝绸的主要成分，这种同

源加固的方法可以有效避免加固材料的后续

降解对文物造成破坏，这也是我们原创的方

法。”周旸说。

在现场发掘过程中，张治国还记录下了

这样一个关键时刻。“揭开椁盖板之后下面全

是水，但是东一室水面上漂浮着几十个大小

不一的植物编团。将其打捞上来后，经初步

分析，含有李子、梅子、栗子、甜瓜子、莲子等

瓜果和水稻、粟、黍等农作物，初步判定墓主

人的下葬时期应该是在夏季或秋季植物成熟

的时节。”张治国说。

动植物考古是现代考古事业的重要板

块，也是当代考古学多学科交叉融合特点的

集中体现。通过动植物成分分析、蛋白质分

析、骨龄检测等手段，考古人员可以精准定

位文物年份和身份信息，为这些年迈的“地

下居民们”分发“身份证”。张治国说，现在，

这些植物编团正被封存在塑料薄膜里，暂存

于考古实验室的低氧灭菌库房，等待分批整

理研究。

谷雨已过，立夏将至。随着天气一天天

变热，墓室的环境将发生极大的变化。这对

现场的文物和考古队员来说，都是一项极为

严峻的考验。

为了给尚在“候诊”的文物创造相对稳定

的环境，项目组正在筹备建设墓室的“三控系

统”。张治国解释，“三控”即控温、控湿、控

氧。“我们即将开展雾化喷淋系统的建设，极

大减轻工作人员人工增湿的工作量，通过定

期喷淋冰水混合物，不仅可以降低室内的温

度，而且也能有效增加其湿度；通过向椁室充

填氮气，可以将椁室内空气的氧气含量降低

50%，有效延缓文物的氧化速率；通过控制考

古现场环境，我们尽可能保留更多的原始信

息，也为考古发掘工作赢得宝贵的时间。”张

治国说。

龚德才说，在考古发掘过程中，他们通

过多学科、多平台协作，运用科学技术提供

的新手段新工具，增强武王墩一号墓的考古

工作发现和分析能力，提高了历史文化遗产

保护能力。

国家文物局副局长关强说，下一步，要

持续加强考古和研究，按照“大考古”工作思

路，同步推进科技测年、残留物分析、冶金、

环境、动植物等科技考古，充分利用现代科

技 手 段 最 大 限 度 提 取 各 类 信 息 ；组 建 考 古

学、历史学、建筑学、古文字学等多学科合作

团队，深入论证武王墩墓年代、性质，多维度

阐释楚国礼仪制度、手工业与科技史等重要

问题，同时，要统筹推进出土青铜器、竹木漆

器、丝绸及相关脆弱质文物提取、保护，确保

出土文物第一时间得到妥善保护。持续做

好墓坑、椁室稳定性和地下水位监测，落实

支 护 、加 固 措 施 ，加 强 考 古 工 地 人 员 管 理 ，

确保考古现场安全。

（尹雨佳参与采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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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图①①：：出土的漆木构件出土的漆木构件。。

新华社记者新华社记者 李李 贺贺摄摄

图图②②：：出土的青铜器出土的青铜器。。

武王墩墓考古发掘队武王墩墓考古发掘队供图供图

图图③③：：出土的漆木盒出土的漆木盒。。

武王墩墓考古发掘队武王墩墓考古发掘队供图供图

图图④④：：安徽淮南武王墩墓考古发掘现场安徽淮南武王墩墓考古发掘现场。。

新华社记者新华社记者 黄博涵黄博涵摄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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