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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戈铁马、群雄逐鹿的春秋战国时代，地处
南方的楚国曾是与秦国一争长短的强盛国家，“春
秋五霸”“战国七雄”中都有它的身影。在那个时
代，车马的规模，既代表军事实力的强弱，也是
身份地位的象征。

位于湖北省荆州市楚故都纪南城遗址西北的
熊家冢古墓群，发现了巨大的车马坑，其中属于

“天子驾六”的马车已出土了3乘，远超同时代其他
贵族墓葬，专家判断墓主人可能是楚国兴盛时期
的一位楚王。

在熊家冢古墓群基础上修建的熊家冢国家考
古遗址公园，2012 年试运营开放，2013 年获批成
为湖北省首家国家考古遗址公园。走进公园，规
模宏大的古墓、气势雄壮的车马、雕刻精美的玉
器等，无不展现着楚国历史的辉煌，诉说着动人
心弦的故事。

金戈铁马 气势如虹

在熊家冢国家考古遗址公园里，8200 平方米
的钢结构车马阵展厅是最具特色的展陈空间。走
进展厅，仿佛来到考古现场，一个个方坑里，整
齐排列的车马历历可见，让人感受到楚王指挥千
军万马的豪迈气势。

熊家冢古墓群已发掘出 40 座车马坑，其中大
车马坑 1 座，小车马坑 39 座，如此大规模的车马
阵在目前所知的考古遗迹中尚属首见。大车马坑
即1号车马坑，为长方形竖穴土坑，坑壁斜直，坑
口南北长132.6米，东西宽约12米，目前已发掘三
分之二，出土43乘车、165匹马。大车马坑经过周
密规划，设计者对车辆之间的距离、马匹的数量
等都有精确的计算。埋葬车马之前先统一做好轮
槽，下葬时将车放到对应的位置，再将马放到车
辕两侧呈驾车状。除最北边的一乘车外，其余车
马分前后两排放置，排列整齐有序。

车辆一般由轮、轴、舆、辕、衡、轭等部件
组成。虽然深埋地下 2000 多年，这些车马仍保存
较好，刚出土时车上的漆和红色花纹清晰可见，
青铜饰件都还在原来的位置，马的骨架十分完
整。根据车辆形制分析，埋葬时基本上是将同类
型的车放在邻近的位置。既有战车，又有运送物
资的辎重车和配件维修车，另外还有贵族出行乘
坐的带华盖的高级礼仪车。已经发掘出土的车大
多为四马驾一车，而六马所驾的车有3乘。

在古代礼仪制度中，坐车御马的数量有严格
规定。《周礼》云“天子驾六”，只有周天子才有资格
乘坐由六匹马驾的车。大车马坑目前只发掘了一
部分，已经出土3乘“天子驾六”车，刷新了东周时
期车马坑出土“天子驾六”数量的纪录。这反映了
熊家冢墓主人身份的高贵及东周时期楚国实力的
强大，印证了文献记载的楚国僭越周礼。

在车马坑的中间位置，有一乘与众不同的马
车，单独用夯土墙围了起来。马匹体格比其他马
更大，车厢处设有华盖，轭肢交叉处的铜环有金
箔包裹，辕首上贴有椭圆形金箔。车舆制作非常
精致，栏上装饰着红色的斜方格纹和勾连云纹，
显得格外华丽。专家推断这是楚王生前的专用马
车，称为“王舆独尊”。

大车马坑出土车马器等青铜构件500余件，种
类丰富，形制多样，保存较好，几乎每件都饰有

花纹。除常见的銮铃、轭首、衡末等，大部分器
物尚不能明确名称和用途，这些器物在其他地方
很少出土，具有独特的考古研究价值。

巍巍王陵 随葬丰厚

熊家冢墓地由主冢、祔冢、车马坑、殉葬墓、祭
祀坑等部分组成，其规模之宏大、布局之完整、规划
之缜密，在先秦时期的贵族墓葬中十分罕见。熊家
冢墓地占地面积约15万平方米，其中主冢最为高大
醒目。20 世纪 50 年代时，主冢直径超过 100 米，高
近 20 米，现存封土高度也有 4 米左右。经勘探发
现，主冢是一座近正方形、带斜坡墓道的“甲”字形
竖穴土坑木椁墓，椁室面积约400平方米。

在墓主人的主冢南侧，整齐排列着4列共92座
殉葬墓，采用一人一墓的殉葬形式，为国内首次发
现。墓主夫人的祔冢北侧也发现殉葬墓 46座。《墨
子》记载：“天子杀殉，众者数百，寡者数十。将军大
夫杀殉，众者数十，寡者数人。”熊家冢墓地殉葬墓
共有138座，数量多于“数十”，级别接近“天子”。

在出土文物陈列馆中，大量精美玉器引人注
目。熊家冢墓地已出土1300多件（套）玉器，其中绝
大部分出自殉葬墓。殉葬墓离主冢越近，随葬的玉
器越多。玉器种类有璧、环、佩、珩、瑬、串珠、管等，
皆为佩饰，多数玉器以组佩的形式出现。

熊家冢玉器中，最具特色的当属龙凤形玉
佩。有的是竖置背向双龙，两侧龙背各立一凤
鸟；有的两端为回首龙头，腹部向上拱起，为迄
今所见楚墓中年代最早的双龙同体造型；有的以
透雕和阴刻相结合的方法合雕2条盘龙、3条螭、3
只凤鸟，配以繁复的网纹、S纹、圆首尖勾纹、细
鳞纹等楚式纹样。这种龙、凤、螭合雕的形式在
楚式玉器中很常见，是其独有的造型。楚人素有
尊龙崇凤的传统，这些玉佩的造型、纹饰为考古
学家推断墓葬年代为战国早期提供了重要依据。

出土玉器中，玉璧数量多达 360 余件。《周礼》
云：“璧琮九寸，诸侯以享天子。”在周代，大璧为天
子礼天之用，诸侯献天子也要用大璧。熊家冢1号
祭祀坑东北角发现了直径 22厘米的大型玉璧，与

豪华的车马一样彰显了墓主人的尊贵。

科学保护 传承历史

熊家冢墓地是楚国高等级贵族墓地的杰出代
表。经国家文物局批准，2006年至 2009年，荆州
博物馆对熊家冢墓地车马坑和部分殉葬墓进行抢
救性发掘。本着“保护为主、抢救第一、合理利用、
加强管理”的工作方针，在开展抢救性考古发掘的
同时，荆州文物保护中心对遗址进行现场保护，
为考古遗址公园的建设和开放展示奠定了基础。

熊家冢所处地区潮湿多雨，遗址保护面临很
大难题。荆州文物保护中心运用多种保护办法，
不断探索合适的保护方式。在殉葬墓、车马坑发
掘之前，先搭建防护大棚，在大棚四周挖好排水
沟，让雨水及时排出，防止墓坑在雨水浸泡下出
现垮塌。熊家冢墓地的主冢和祔冢都有高大的封
土堆，如何防止封土被雨水冲刷流失，又不影响
遗址景观呢？文保工作者在遗址表面铺设不透水
的膨润土工布，再铺上一定厚度的土壤，土壤上
面种草绿化，与周围绿化景观一致。下雨时，雨
水沿着土工布顺坡流入排水沟，排出遗址区，避
免了对遗址表面的直接冲刷。

根据熊家冢墓地的土壤特性，荆州文物保护中
心研发了生石灰混合联体暗墙技术、泥土稳定剂加
固保护技术等，对墓坑进行保护加固，效果良好。

车马坑发掘后，车、马等遗迹因含水量变
化，容易发生开裂、崩解。工作人员采用“输液打
点滴”的方式，将加固材料缓慢、均匀地注入遗迹
内部，对其进行保护加固。此外，采用专门材料
修复裂缝，使其恢复到刚出土时的状态。得益于
科学、细致的保护工作，车马坑才能以完整真实
的面貌呈现在观众面前。

“参观了楚王车马阵后，内心非常震撼。楚人
从一个不起眼的部落，发展成一个非常庞大的王
国……”今年3月，湖北省文旅部门请网红主播董宇
辉为湖北著名文化景点进行宣传推介，熊家冢国家
考古遗址公园是他在荆州直播打卡的第一站。曾
参与熊家冢墓地考古发掘工作的荆州博物馆副馆
长贾汉清一路为董宇辉讲解。通过生动的问答、讲
解，让网友们了解楚国的历史故事和熊家冢的珍贵
价值。

在车马阵展厅，生动的雕塑再现了楚王车马
的威仪，光影沉浸空间让观众走近那段金戈铁马
的历史。弧幕影院里，精彩的影片讲述了楚昭王
与越姬的爱情故事。车马阵考古体验中心作为主
要面向青少年的互动体验区域，包括车马阵讲
堂、考古模拟探方区、陶艺手工坊、射箭场、园
林体验区等。孩子们可以穿上古装，在古色古香
的讲堂里学习历史知识，体验陶艺、射箭和考古
挖掘，深入感受传统文化魅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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扬子江滚滚东逝，大运河贯通南北。江河交汇处，江苏镇江的西津
古渡临江而立。走进这里，青石板路在脚下蜿蜒延伸，石板中间留下的
深深车辙印，记录了旧时繁华，见证了千年沧桑。

春日暖阳下，镇江市穆源民族学校的乡情研学之旅从西津渡开启。
站在待渡亭旁，指导老师向同学们介绍：“‘京口瓜洲一水间，钟山只隔数
重山’，北宋时期王安石就是从这里乘船北上，写下这首诗……”

西津渡始建于三国时期，隋唐大运河开凿后，这里成为南北水上交
通咽喉和漕运枢纽。千百年来，无数文人墨客曾在此候船或登岸，留下
了数不清的动人诗篇。

时光流转，沧海桑田。由于江滩淤涨、江岸北移，西津渡日渐远离
江岸。到20世纪末，这里已不再有渡口，附近房屋建筑年久失修，街区
基础设施陈旧落后，居民过着生煤炉、倒马桶的生活。当地启动西津渡
历史文化街区保护工作，秉持“修旧如故，以存其真”的修缮原则，健全
街区功能，提高居民生活质量。

经过多年修整，西津渡重焕生机。如今这里集聚了3个国家级文物保
护单位、30多个省市级文物保护单位，成为镇江最醒目的文化地标之一。

沿着古渡口拾级而上，街道两旁青砖黛瓦，古色古香。古街的正中
矗立着始建于元代的昭关石塔，吸引着游人驻足留影。

距离石塔不远的拱门边，展示着一处考古挖掘坑，坑内高低错落排
列着不同时期的道路基址：清代路面由不规则石块铺设，明代路面是规
格一致的灰砖，宋元时期和唐代的路面为夯土层，最底层的是在山体上
凿出的原始栈道，可以追溯到唐代之前。

“唐宋元明清，一眼看到今。”站在这里，古渡的千年历史生动浮现在
眼前。来自上海的游客陆先生感叹：“虽然只有短短几米长，却能让人感
受到历史的沧桑、文化的厚重。” （据新华社电 记者陈刚、柯高阳）

近日，上海博物馆举办“金琅华灿：张宗
宪捐赠掐丝珐琅器展”，展出收藏家张宗宪捐
赠的 55件铜胎掐丝珐琅器珍品，让观众近距
离感受珐琅工艺之美。

铜胎掐丝珐琅是中国著名特种金属工艺
品类之一，又称“景泰蓝”，因在明代景泰年间
达到制作工艺高峰而得名。这种工艺品是在
铜质胎体上焊上用扁铜丝围成的各种花纹，
而后将珐琅质的色釉填充在花纹内，经焙
烧、打磨、镀金等工序制成。

此次展出的掐丝珐琅器形丰富，包括陈设用品、生活用品、文
房用品等，年代跨度从明代至20世纪上半叶，展现了掐丝珐琅的发
展历程。展品中不乏清康熙、乾隆时期造办处珐琅作的作品，反映
了皇家珐琅器高超的制作水平。

明代掐丝珐琅觚、清代掐丝珐琅兽面纹四足炉等为仿青铜器造
型，端庄雅正，纹饰华美。明代掐丝珐琅胡人坐像具有浓厚的异域
风情，应为居室内陈设摆件。胡人的身体从铜胎錾刻而出，形态生
动，胡人衣饰与方形座施蓝色珐琅釉为地，掐丝勾莲纹和缠枝花卉
纹，花朵有黄、白、红、蓝、绿等色，绚丽多彩。清代掐丝珐琅蝴
蝶屏风是摆设于几案之上用于隔断和赏玩的文房用具，除屏心外大
多掐丝浅蓝地勾莲纹，绦环板中部为铜镀金镂空勾莲纹，四面屏心
填浅蓝色珐琅釉，掐丝几何锦地花鸟图，底部均以蓝绿渐变湖石为
基，主体图案分别为海棠蛱蝶图、荷塘山雀图、白兰戏蝶图、牡丹
蝴蝶图，色彩丰富多变，营造出典丽娴雅的氛围。

此次展览除了文物精美，展陈设计也别具匠心，着力凸显器物之
美。展厅整体空间以轴对称形式排列，根据器物的大小和类型划分为
4个展区。第四展区参考古代宫殿的布局设置了裸展区域，将重点大
型器物进行集中展示，让观众感觉仿佛置身于金碧辉煌的殿堂之上。

熊家冢国家考古遗址公园

车马威仪，展现楚国传奇
本报记者 田豆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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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进镇江西津渡——

千年古渡 焕发生机

图片说明：
图①：车马阵展厅的车马复原模型。
图②：熊家冢墓地出土的玉璧。
图③：熊家冢墓地1号车马坑侧影。
图④：学生们在熊家冢国家考古遗址公园开

展研学旅行。
图片来源：熊家冢国家考古遗址公园

清康熙掐丝珐琅兽面纹四足炉。
上海博物馆供图

清康熙掐丝珐琅兽面纹四足炉。
上海博物馆供图

展览现场。 上海博物馆供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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