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马王堆汉墓是 20 世纪世界上最重大的考

古发现之一，出土的 26937 件文物，为我们展

现了一幅丰富多彩、生动立体的汉代社会生

活图景。而三号墓出土的大量的简牍帛书，

犹如一座汉代的小型图书馆，为我们打开了

认识汉代思想世界的一扇大门。考古发现讲

究既要见“物”，又要见“人”，最好还要见“思

想”。马王堆汉墓大量精美的文物是“物”，一

号墓墓主人辛追是历史中存在的“人”，而大

量的简牍帛书就是“思想”。如此有“物”有

“人”有“思想”的发现，意义重大，一直被研究

至今。

2008 年，湖南博物院、复旦大学出土文献

与古文字研究中心及中华书局签订协议，开

始了对马王堆汉墓简帛资料的全面重新整

理。研究者们利用湖南博物院提供的高清照

片，做出了新的释文和注释，同时拼缀了很多

残片。在整理过程中，研究者们充分利用帛

书的折叠方式及反印文、倒印文和渗印文，进

行释字、补缺文和拼缀，使材料更为完整，取

得了很多高质量的整理研究成果。经过 6 年

的努力，这些成果最终汇成《长沙马王堆汉墓

简帛集成》一书，2014 年由中华书局出版。

2014 年至今，有关马王堆简帛研究的论

著又增加了约 600 种，其中有很多意见可以补

充修正旧的说法。2020 年，复旦大学出土文

献与古文字研究中心制定了修订计划并开始

实施，其间，湖南博物院又提供了在系统清理

馆藏马王堆汉墓文物过程中发现的约 230 片

帛书、帛画的残片，对拼缀工作起到了一定的

推动作用。经过 3 年多的修订，今年 8 月，“马

王堆汉墓考古发掘 50 周年国际学术研讨会”

在长沙召开，《长沙马王堆汉墓简帛集成》（修

订本）首发，反映了学术界对于马王堆汉墓简

帛的最新研究成果。

对马王堆汉墓简帛的
认识要有总体性眼光

通过几代人寝馈其中的付出，马王堆简

帛研究积累了大量成果。

马王堆简帛的内容囊括了“六艺”“诸子”

“兵书”“术数”“方技”5 类，如果再把用赋体写

成的《相马经》算作“诗赋”类的话，按《汉书·
艺文志》记述的图书分类，即包括“六艺略”

“诸子略”“诗赋略”“兵书略”“术数略”“方技

略”，“六略”就全了。这些书除了少部分有传

本或有近似内容流传，很多都是首次出现，因

此马王堆简帛具有很高的学术价值。

对马王堆汉墓简帛的认识要有总体性眼

光。这 50 多种简帛书籍主要分为三大类：道

家、医药养生、兵家。其中，《老子》乙本卷前

的 4 篇佚书，学术界普遍认为属于黄老道家的

著 作 ，有 学 者 认 为《易 传》跟 道 家 也 关 系 密

切。出土帛书的三号墓，墓主是一名将军，据

推测年龄在 30 至 40 岁之间。当时长沙国与

南越国接壤，长沙是军事前沿，所以墓中随葬

了很多跟兵家有关的书。很显然，这些书是

墓主生前经常使用的。如《相马经》，后世的

四部分类归为小学的“农家”，但在汉代，应属

于兵书。我们看后世的兵书，几乎都有相马

和治马病的内容。又如《战国纵横家书》，很

容易被当成纯粹的历史记载，其实它涉及游

说和权变，跟战争和谈判有关，也可以算作兵

权谋略类著作。

理解这些简帛要密切联系当时的社会状

况。首先，汉初尊崇道家，黄老思想盛行，信

奉“清静无为”“休养生息”，为“文景之治”提

供了思想支撑。当时社会安定，百姓富足，这

一社会形势与马王堆汉墓中出土的《老子》及

黄老道家著作相合。道家都讲究养生，这一

特点跟马王堆汉墓简帛中有大量的医药养生

内容也有关联。不止道家，兵家也跟医药养

生有关。《五十二病方》中有不少治疗如“金

伤”“刃伤”和动物蚊虫咬蜇造成的伤病的方

药，一定程度上都跟战争有关，可算作军事医

学的范畴。

所以总体上看，马王堆汉墓简帛体现出

的道家、医药养生、兵家三大类内容，既各自

独立，又密切相关，构成了三号墓墓主生前完

整的知识体系。

需要充分发掘其思想
文化价值

我们常说要重视“三古”，即“考古”“古

文字”“古籍”。马王堆汉墓本身就是经科学

考古发掘所得，墓中大量简帛上的文字，尤

其是篆隶和古隶，处在古文字与中古文字的

交汇点，正是古文字学研究的对象。而这些

用篆隶、古隶和汉隶记载的文本，也是典型

的古籍。

此次《长沙马王堆汉墓简帛集成》一书的

修订，复旦大学裘锡圭教授在助手刘娇副教授

的协助下，负责《老子》甲乙本的修订增补。两

人线上沟通，每天工作数小时，一字一句地写

和改，完成了十几万字的修订增补工作。

全书的修订重写了若干篇目，包括《丧服

图》《老子甲本》《阴阳五行甲篇》《养生方》《太

一将行图》（原名《太一祝图》）以及遣册签牌

等，一些篇目的释文、注释进行了不同程度的

修改增删，修改近千处。

研究永无止境，今后的研究仍需在多个

方面持续发力。比如要综合运用各个相关

学科的知识和手段，在词义解读、专有名词

和概念的界定、文本性质、文献学上的意义

和启发、文本的流传分化、学派思想及其发

展、哲学或思想史的意义和地位等方面，持

续不断地深入开掘。

在马王堆简帛跟术数、方技有关的内容

中，还有大量读不懂或不能充分理解的地方，

需要结合传世文献和不断出土的地下文献加

以比较和对照，深入古人的语意和社会环境，

尽量贴近古人的所思所想，以理解古人、读懂

文本。

马王堆帛书残片的缀合工作还有很长的

路要走。大量的碎片，尤其是无字碎片的缀

合 非 常 烦 难 ，旧 有 缀 合 中 的 错 误 也 需 要 改

正。因此，缀合是接下来工作中的一个重点，

需要有耐心、真心喜欢马王堆帛书的年轻人

接力进行。

马 王 堆 汉 墓 简 帛 词 典 的 编 写 也 在 筹 备

中，计划以马王堆全部近 13 万字的简帛文本

为语料，运用最新的词典编排方式和解读方

法，编成词典并建立数据库。在此基础上，再

加入马王堆汉墓考古及艺术、服饰等其他学

科的条目，最终编写出马王堆汉墓大辞典。

马王堆简帛研究是传承弘扬中华优秀传

统文化的一项重要工作。多方合作，充分发

掘马王堆简帛中蕴含的历史思想和文化价

值，使其成为讲好中国故事的素材，必将进一

步增强我们的文化自信。

（作者为复旦大学出土文献与古文字研

究中心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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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4 年，南海西北陆坡一号沉船考古进行

了第三阶段深海考古调查。在 5 月进行的本阶

段第十六次深潜中，最激动人心的发现是“丙

寅年造”红绿彩碗。该碗内以红绿彩绘仙人醉

酒图，外腹部以红绿彩绘婴戏纹，外底以红彩

双方框书“丙寅年造”款。

丙寅年对应的是明正德元年（1506 年）。

这一年，36 岁的唐寅正在苏州城外筑桃花

庵，自号六如居士。此时，他已经完成了那首

著名的诗《桃花庵歌》：“桃花坞里桃花庵，桃花

庵下桃花仙……”，又画下了《骑驴思归图》。

这一年，王阳明在贵州龙场一处山洞安居，起

名“阳明小洞天”。这段时期，他写下了《教条

示龙场诸生》，史称“龙场悟道”。

明代中期文人的艺术成就和审美观念，对

瓷器的影响是多方面的。唐寅的绘画和书法

作品如山水画、花鸟画和人物画等题材，融入

瓷器的装饰中，使瓷器的艺术表现形式更加丰

富多样。王阳明主张内心的修养和体悟，使得

瓷器的设计和装饰不仅注重外在的美观，更加

注重内在精神的表达。文人的审美观念渗透

到瓷器的设计和制作中，使得明中期民窑瓷器

不仅在实用性上，更在历史文化价值上，达到

了新的高度。

深海考古出水的文物中，“仙人乘槎”“翼

龙戏珠”“松竹梅石”纹饰清雅脱俗，“一鹭莲

科”“太平有象”等文物造型寓意深远。“一鹭

莲科”以莲花和鹭鸶的形象组合在一起，其中

“鹭”与“禄”谐音，而“莲”与“连”谐音，“科”代

表科举；“太平有象”寓意国家太平和百姓安

居 乐 业 ，大 象 体 态 雄 伟 、姿 态 端 庄 ，“ 象 ”与

“祥”谐音，象征吉祥如意。还有水下考古首

次出现的珐华器，工艺复杂、色彩艳丽，有着

“黄如金箔、紫如茄衣、蓝如水晶、绿如翡翠”

的美誉。这些文物从设计、题材、釉色到工艺

都体现出文人的审美追求，重现了明中期海

上贸易的繁盛。

明中期市民文化兴起，景德镇的民窑里又

发生了什么样的变化？正德年间，景德镇的

“吴文”字号等手工作坊兴起，“吴文”等工匠不

仅传承了传统陶瓷的精髓，还在其基础上进行

了独特的艺术创新，为景德镇陶瓷注入了新的

活力。

景德镇瓷器以其精湛的工艺和多样的釉

彩而闻名，红绿彩碗就是其中的典型器物。红

绿彩是一种在白瓷胎上施加红、绿两色釉彩的

装饰工艺，涉及制坯、施釉、绘彩、二次烧制等

步骤。随着海上贸易兴起，红绿彩碗等一批具

有景德镇特色的瓷器沿着海上丝绸之路被销

往世界各地。

随着又一年的东北季风吹起，落有“丙寅

年造”底款的红绿彩碗与几十万件瓷器货物一

起，乘船顺风南下。未承想行程未半，突如其

来的一场变故，让这艘船永远停在了南海西北

陆坡海域。

“丙寅年造”红绿彩碗的发现，解开了一号

沉船具体年代之谜。显然，它是在西方大航海

方兴未艾之时，中国主导南海海上贸易辉煌的

历史见证。这片蔚蓝的海域，曾经驶过南岛语

族的独木舟，也迎来过浩浩荡荡的郑和船队，

更激励了无数爱拼敢赢的番客漂洋过海。望

尽千帆，历史仿佛跃然眼前。仍有一些谜底，

在静待考古学家慢慢地揭晓。

（作者单位：国家文物局考古研究中心水

下考古研究所）

南海西北陆坡一号沉船考古新发现
黄泽鹏

古 代 匠 人 们 凭 借 金、

银良好的加工性能，经过

各种工艺精心琢饰，制作

了形形色色的饰品。从甘

肃玉门火烧沟遗址出土的

锤揲工艺金环，到商代殷

墟、三星堆遗址出土的金

箔、金面具、金权杖；从河

南三门峡虢国墓地出土的

西周时期铸造工艺的金腰

带饰，到河南省辉县固围

村出土的战国时期错金银

马首形铜辕饰……工艺材

料从简单到复杂，由单一

到综合，异彩纷呈。如何

让每年数以万计出土时变

形、残缺破损严重的金银

器再次绽放光彩，是文物

保护修复工作者的职责。

面对这些文物，现代

匠人思接千载。每件器物

是用什么工艺制作的？有

些金银器的衔接处为何会

出现绿色锈蚀？古代匠人

们如何焊接金银器？使用

什么方法修复才能不对文

物造成二次损伤？只有找

寻到打开文物修复的“密

钥”，才能实现与古代匠人

的对话。

金银器的修复不单纯

是文物修复，也是对古代

匠人所用工艺的解读。夏

商周时期的匠人们主要使

用铸造、锤揲工艺加工金

器。春秋战国时期出现了

银制品，匠人们能够熟练

应用错金银、鎏金、包金、

镶嵌工艺，及银丝编织工

艺。秦汉时期的匠人在之

前工艺的基础上应用了焊

接、掐丝工艺。三国两晋

南北朝时期匠人们已经可

以打制少量容器。唐朝的

兴盛，也促进了金银器的

发展，各种细金工艺组合

使用，制作水平迅速提升，

形成了较为完整的细金工

艺 体 系 。 据《唐 六 典》记

载，金的制作工艺有销金、

拍金、织金、镂金、捻金等

14 种 。 宋 代 匠 人 传 承 了

唐代的金银加工技术，进

一步将其提升，宋人王栐的《燕翼诒谋录》记载有戗金、

圈金、剔金、泥金等 19 种金的制作工艺。元明清逐渐

将花丝、镶嵌工艺应用至巅峰。

总之，只有通过对金银器工艺的系统研究，才能

在修复金银器时做到有的放矢。《大明会典》记载“银

作局二百七十四名”，包括银花匠、镀金匠、大器匠、

镶嵌匠、拔丝匠、抹金匠、累丝匠、金箔匠、钉带匠、磨

光匠等，众多匠人分工明确，各司其职。《大清会典》

记载了造办处下属撒花作、累丝作、玉作、牙作、镶嵌

作、珐琅作等。明确的分工，严谨的用料标准，造就

了匠人们精湛的工艺。这样的“流水线”提高了金银

器的制作质量及速度。

金银器加工离不开火，从金、银冶炼，到熔料、铸

造，再到锤揲、退火，直至完成焊接。古代匠人们如何

完成复杂的局部焊接？根据走访调研并查阅大量文献

可知，古人使用传统吹焊法，火力的“软硬”、火焰的温

度高低，均依靠嘴中空心吹管与火苗间的距离和吹气

的力度来控制。古人必须经过对呼吸换气方法的长时

间训练，才能一气呵成，完成焊接。

即便熟练掌握吹焊法，真的能达到上千摄氏度的

高温吗？在修复金银器时，修复师发现有些银器的衔

接处出现了绿色或者褐色的锈蚀，使用现代仪器对焊

点进行系统分析，验证了这些焊点除金、银元素外还有

较多的铜、锌元素。可见，智慧的古代匠人们通过加入

其他金属，制成了合金焊药，这些焊药比金、银熔点低，

流动性也更强，更好地填充了组合件之间的缝隙。由

此，人们就找到了组合件之间存在绿色、黑褐色锈蚀现

象的原因。铜接触氧气、二氧化碳、水等物质发生化学

反应产生了碱式碳酸铜，俗称铜锈，即绿色锈蚀。在潮

湿环境中，锌与氧气等发生化学反应，表面形成黑色的

斑点，即黑色锈蚀。

文物是“对话”的媒介。观察文物上的蛛丝马迹，

运用现代科技，通过仪器进行检测分析，是我们与古人

“对话”的重要方式。超景深显微镜观察表面形貌，寻

找制作加工痕迹及病害形貌；X 射线探伤机、工业 CT
探伤机，检测文物的腐蚀病害的分布、组合结构；扫描

电镜分析文物基体成分、病害成分；金相显微镜观察金

属结晶形貌，判断金银器为锤揲还是铸造等。科学的

分析检测为修复工作提供技术支撑。在修复鎏金银器

时，传统火法鎏金的纹饰再次使用高温加热会导致金

色变浅，破坏鎏金工艺信息。冷焊机、激光焊接机的使

用，解决了鎏金银器修复的难题。低温对文物伤害小，

不易造成变形，在纹饰反面进行点焊接，焊点叠压焊

点，成千上万的单点焊接连接成线，让破损严重的金银

器破镜重圆。

古代匠人通过千万次锤揲、千万次錾刻制作出一

件件精美的金银器文物，新时代的匠人通过千万道激

光将破碎的残片一件件重新焊接组合，让这些承载着

文明、传承着历史文化的宝贵遗产重现光芒，不仅延续

了文物的寿命，更延续了传统工艺。

（作者为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所文化遗产保护研

究中心技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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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海西北陆坡一号沉船出水“丙寅年造”

红绿彩碗。

▶透过载人潜水器舷窗看见的南海西北陆

坡一号沉船。

以上图片均为黄泽鹏提供

①①
②②

③③

核心阅读

考古发现讲究既要见
“物”，又要见“人”，最好还
要见“思想”。马王堆汉墓
大量精美的文物是“物”，一
号墓墓主人辛追是历史中
存在的“人”，而大量的简牍
帛书就是“思想”。如此有

“物”有“人”有“思想”的发
现，意义重大，一直被研究
至今。

图①：马王堆汉墓出土《周

易经传》。

图②：马王堆汉墓出土《太

一将行图》帛画。

图③：《长沙马王堆汉墓简

帛集成》（修订本）。

以上图片均为刘钊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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