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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与发掘偶然中有幸运

2015年底，一个寻常的冬日，随着
夜色渐浓，最后一盏灯熄灭了，安徽淮
南三河镇徐洼村沉入黑甜的梦乡。此
时万籁俱寂，乡间小道上，却传来了一
行人踩踏枯草的声响。这是一伙经验
老到的盗墓贼，他们的目标，是村庄附
近大名鼎鼎的武王墩。

几年以后，在发掘现场看到椁室
上那两处刺目的、一米多长的方形盗
洞时，路国权不难想象盗墓贼窃宝的
情景。他们数次“造访”武王墩，盗出大
量青铜器、漆木器，将北面的两个椁室
近乎洗劫一空，还把无法带出盗洞的
大型文物锯成了碎片。“其实，武王墩
一直是安徽的省级文物保护单位，早
在上世纪八十年代，就有学者推测它
是一座楚王陵。”说起武王墩遭遇盗掘
的往事，路国权难掩惋惜，“咱们有条
不成文的规定——— 不主动发掘古代帝
王陵墓。因为这类陵墓里的文物通常
比较丰富，丝织品等有机质较多，在技
术尚不成熟的情况下进行发掘，可能
影响到后续的文物保护。”

2019年，淮南公安破获武王墩古墓
被盗掘案，追回被盗掘的珍贵文物70余
件。随着盗墓贼落网，地下文物埋藏环
境发生改变已成事实，确保文物安全迫
在眉睫。国家文物局当机立断，于当年
11月特批安徽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对武
王墩进行抢救性考古发掘。

此时，机遇便降临到与安徽淮南
颇有渊源的路国权身上。2018年，安徽
引江济淮工程建设时曾邀请过他们进
行发掘，当时发掘地点也在淮南，山东
大学团队的发掘水平得到高度评价。
2019年，他们再次受邀参加武王墩被盗
后的前期发掘工作。2020年，安徽方面
申请发掘执照时，还征求过山东大学的
意见。“这两次发掘工作，使山东大学的
田野发掘水平和能力得到安徽同行和
业界认可，也成为我们能有幸参加武王
墩项目发掘的契机。”路国权说。

亲历楚大鼎的出土

“其貌不扬”的武王墩，远看似乎
只是一座高大的土丘；但若存心细观，
便会发现它占尽形胜：北边是秀美的
舜耕山，西侧是浩渺的瓦埠湖，春申君
墓、李三孤堆等多座楚国贵族墓葬广
布周边，形成“众星拱月”之势，似乎在
向人们暗示着墓主身份的不凡。考古
团队在此处仔细勘察，发现武王墩主
墓外围设有近似方形的独立陵园，陵
园内分布着车马坑、陪葬墓、祭祀坑等
遗迹，墓园总面积之广，达到了惊人的
2100余亩。在路国权的印象里，规模如
此宏大的战国陵园实属罕见。

路国权在淮南一待便是四年。这
些年间，考古团队对武王墩主墓（一
号墓）进行了重点发掘。它是陵园内
规模最大的墓葬，位于陵园中部偏北
隆起的高地上，坐西朝东，东部有一
条长42米的斜坡墓道。“这是座甲字
形大墓，地表上有高耸的封土。从顶
部看，封土堆呈覆斗状，高出地表16
米。”路国权介绍，“封土下是巨大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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楚国大墓一朝现，举世皆知武王墩。近日，“考古中国”
重大项目“武王墩”重要进展工作会议在安徽召开，武王墩
主墓（一号墓）阶段性发掘成果首次公布。然而鲜有人知的
是，此次武王墩一号大墓的发掘也有山东考古力量参与。山
东大学考古学院路国权教授带领的团队从2020年开始便加
入武王墩的发掘中来，且亲自挖出了楚大鼎，古代齐鲁与楚
国的缘分在两千多年后得以延续。

路国权教授团队是如何加入到武王墩发掘的？他在
发掘中有着怎样的经历和感受？墓主人和古代山东又有
着什么样的关系？记者就这些问题采访了仍在武王墩考
古现场进行发掘的路教授。

墓室，墓室底部又用枋木构筑了
阔大的椁室。椁室结构复杂，呈

‘亚’字形，中心是棺室，四周各有
一个边室，整个椁室被分隔为九
室。”这样的结构，也被人们戏称
为“八室一厅”，这意味着武王墩
将成为国内首次见到的、结构清
晰明确的九室楚墓，也是迄今所
见分室最多的楚国墓葬。

担任考古发掘二组组长的路
国权，主要负责东室和北室的发
掘工作。四年的发掘过程，惊喜不
断，但最让他兴奋的当然是他亲
历的楚大鼎的出土，他至今仍清
楚记得当时的场景。

“组长快来看，这里有件特别
大的青铜鼎！”就在不久前的4月9
日，路国权所率领的考古小组，在东
1室南端的泥泞中发现了这一国之
重宝！他和团队成员们在极度兴奋
之后马上冷静下来，他亲自动手，仔
细清理。慢慢地，一件厚重、大气的
青铜鼎终于被清理出来。路国权
说，他曾经激动地趴在地上对着
大鼎看了又看。

测量结果显示，这只鼎的口
径达到了88 . 3厘米，高度约为1 . 2
米，比安徽博物馆的镇馆之宝、李
三孤堆最为瞩目的出土文物———
铸客铜鼎还要大。“鼎象征着至高
无上的权力，楚国也一直有问鼎
中原的野心。”路国权说，“学界普
遍认为李三孤堆是楚幽王的陵
墓，这只鼎体型比铸客大鼎更大，
说明武王墩的墓主极有可能是国
君级别的人物。”

东室发掘出的上百件青铜器
里，除了国之重器，也有盛放着动
物骨骼和其他物品的“日用食
器”，还有为数众多的漆木器。在
一些漆木案上，考古小组发现了
栗子、橡子、红枣核等瓜果的“遗
骸”。“古人讲求‘事死如事生’，斯
人已逝，可我们仍然要让他在另
一个世界饱腹。鼎里的肉、案上的
果，大概就是这位墓主平日爱吃
的食物。”在路国权看来，以甜瓜
随葬，说明墓主下葬的时节极有
可能是甜瓜的丰收季，也就是夏
天。

易于腐烂的木器，为何能够
千年不朽？路国权表示，这主要是
得益于淮南湿润的气候。“考古界
有句话叫‘干千年，湿千年，不干
不湿就半年’，武王墩的文物埋藏
环境是个‘饱水’的环境，这样相
对封闭的保存空间，抑制了木腐

菌的快速生长，降低了木材的腐
蚀速率，有利于木质文物的保
存。”路国权说，“以往我们在黄河
流域发掘的墓葬里，就很少见到
保存如此完好的漆木器。”

楚墓中发现山东元素

这位身份高贵的墓主，在世
时有官员追随、百姓奉养，死后也
要歆享美酒佳肴、丝竹乐舞。在北
室，青铜编钟、编磬，琴、瑟、竽、笙等
各色乐器，令考古小组目不暇接，浪
漫主义情调十足，反映出楚国在乐
学上取得的辉煌成就。不过，令路国
权尤为难忘的并非那些精美的青铜
器，而是他们在主墓封土中偶然发
现的一件木柄铁锸。

“我以前曾经在山东济宁嘉祥
县武梁祠的画像石上，看到治水的
大禹拿着一件这样的器物。这次出
土的木柄铁锸，竟然和大禹手持的
工具一模一样。”当第一次亲眼见到
实物时，路国权感觉既真实又飘渺，
传说与现实在此时此刻发生强烈的
碰撞与融合。

武梁祠里的大禹画像，被认
为是我国现存最早的一幅大禹画
像。在这幅画像中，大禹身披蓑笠，
头戴蓑帽，左手前伸，仿佛是在指
挥，右手拿着一件工具。这件工具叫
做“耒耜”，是一种农具。而武王墩一
号墓中发掘出的木柄柄铁锸，正是当
时人们在铸造陵墓时使用的器具。
只是不知为何，有位壮工把它遗留
在了现场。

“可以想见，两千多年前，一名
普通的楚国工人正手持铁锸，在
烈日下奋力挖掘泥土。在他们挥
汗如雨地劳作了无数日夜后，这位
钟鸣鼎食的墓主终得长眠于地下，
他的灵魂仍在聆听钟磬之声……”
路国权说，彼时铸造陵墓的百姓，早
已消逝在时间的长河之中，史书上
并未留下他们的只字片语。而今，这
件木柄铁锸跨越千年重现人间，如
同携带着掌心的温度，证明着他们
存在的痕迹。

“墓主人”曾将鲁国灭国？

武王墩自考古发掘以来便广
受关注，坊间对墓主身份的猜测
也未曾断绝。这位楚国贵族究竟
是谁呢？“武王墩是目前发现的规
模最大、结构最复杂的楚国墓葬，
规格很高，内涵极为丰富。”路国

权说，“我们倾向于认为它的墓主
是一位楚王，具体说来，极有可能
是楚考烈王。”

时针转回到战国时代，那是
一个金戈铁马、群雄争霸的时代，
雄踞江汉的楚国，是战国七雄之
一。在战火纷飞的年代，“打不过
就跑”是常态，与秦国“相爱相杀”
的楚国就特别喜欢迁都。

公元前278年，秦将白起攻破
楚国都城郢城（今湖北荆州），楚
顷襄王被迫迁都于陈（今河南淮
阳）。公元前263年，其子楚考烈王
熊元即位。这位楚王的命运可谓
波澜壮阔：他曾在年少时远赴秦
国充当“人质”，是秦昭襄王的“正牌
女婿”；后来又在“战国四公子”之
一——— 春申君黄歇的帮助下逃归楚
国，成为楚国的第39任王。楚考烈王
在位期间，重用春申君，联合赵、魏抗
秦，楚国一度复兴。然而好景不长，
公元前241年，春申君组织了战国史
上最后一次合纵攻秦，却以失败告
终。楚国害怕秦国报复，于是把国都
再次迁往更东面的寿春，也就是如
今的安徽省淮南市寿县。楚考烈王
迁都寿春以后，将其命名为郢，表明
自己决意在东方扎根，暂不作收复
故土之思。

寿春作为楚国的最后一座都
城，历经楚考烈王、楚幽王、楚哀王、
楚王负刍四王。公元前238年，统治楚
国25年的楚考烈王薨，其子楚幽王继
位。自此，楚国国力日渐衰微。楚幽王
在位仅10年就去世了，楚考烈王另一
位幼子楚哀王即位不过两月，就被末
代楚王负刍处决。五年后，楚王负刍
又为秦军所俘虏。此时，秦国在嬴政
的统治之下如日中天，大一统的时代
潮流已然不可阻挡，国祚绵延八百余
年的楚国，偏安寿春不到二十年，便
退出了历史的舞台。

楚哀王与楚王负刍一个被杀、
一个被俘，依制下葬的可能性很
小，李三孤堆的墓主又直指楚幽
王，武王墩的墓主“人选”似乎只剩
下了楚考烈王。不过，这些都还是
推测，目前尚未找到实证。“按照科
学的原则，在地下文物没有出现墓
主的名字之前，我们就无法完全确
定其身份。”路国权说道，“考虑到
命名的严谨性，现在我们只能说武
王墩是楚国最高等级的墓葬。所谓

‘最高等级’，指的就是楚王或者王
后。”也有专家表示，接下来的考古
发掘，将致力于寻找楚简、大型青
铜器铭文等关键证据，作为墓主身
份的认定。

假如真能证实墓主是楚考烈
王，那么武王墩与山东的“渊源”
便更加深厚了。众所周知，古代山
东在先秦时期主要有齐国和鲁国
两个大国，如今的山东也因此被
称作“齐鲁大地”，且简称就是

“鲁”。殊不知，鲁国就是被楚考烈
王所灭。公元前255年，楚考烈王
派春申君出兵攻打鲁国，将鲁国
末代国君鲁顷公从都城迁出，封
在莒地（今山东莒县）。六年后（前
249年），鲁顷公在柯（今山东东
阿）去世，楚国未允许鲁人袭封，
鲁国彻底灭亡。

在山东成长、工作的路国权，
感觉冥冥之中似有缘分牵引。而今，
武王墩的考古发掘，不过进行了三
分之一，路国权的工作也还远未结
束。“在我所负责的东室，青铜器密
密麻麻地堆了五六层，我们现在正
在逐层进行提取。”路国权说，“等东
室发掘完以后，我们准备对中间的
椁室进行整体套箱，将其运送到实
验室中，在恒温的环境下进行精细
化的发掘。”他相信，随着发掘的深
入，越来越多的“历史证人”将出现
在眼前，为人们揭晓墓主人的身份
之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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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武王王墩墩一一号号墓墓出出土土的的木木柄柄铁铁锸锸。。 武武梁梁祠祠画画像像石石中中的的大大禹禹画画像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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