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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我有印象开始，侯良先生就
叫辛追“老太太”。但辛追去世的时
候也不过50岁出头，放到今天根本
称不上“老太太”。只是在古代，50
岁算是一个比较大的年纪了，毕竟
古语有“五十知天命”。

一号墓的挖掘工作以辛追的
棺材离开墓坑到达湖南省博物馆
为终点，自此辛追离开安葬她两
千年的马王堆。辛追的棺材初到
博物馆的时候，正值长沙初夏，温
度逐步上升，不仅热，也很潮闷，
对尸体保存很不利。王予予先生出
了一个“缓兵之计”，每天去冰库
买冰回来，把敲碎的冰块装入塑
料袋里放在“老太太”周围，大的
冰块用盆子装着，放在她下面，这
样她周身的温度基本维持在12℃
左右。但在物资不够富裕的1972年，
每天买冰到博物馆给老太太降温，
是一笔巨大的开销，有时候有钱都
不一定能买到冰。

侯良先生咨询过北京、上海
的微生物研究部门，但对方都回
答没有古尸保存经验。这时候，正
好湖南医学院青年教师刘里侯来
找他。侯良先生忽然想到医院对
保存尸体有经验，不如找他们帮
忙保存。三次防腐处理和检查后，
湖南医学院对辛追的状况有了一
个基本了解，撰写了《长沙马王堆
一号汉墓尸体医学研究的初步报
告》：

辛追身高154 . 5厘米，因缩水，
体重为34 . 3公斤，估计生前有50公
斤。头、颈、躯干、四肢保存无缺，
全身湿润。上臂、大腿等部位的软
组织比较丰满，且有一定的弹性。
皮肤没有糜烂，面部及双足裸露
部分呈土灰色，躯干和肢体有衣
服遮蔽的部分呈灰白色。尸体的硬
度相比一般的福尔马林固定尸体
软一些。

她头戴假发，陪葬品中有备用
假发。她的假发不是简单戴在头
上，而是和真发编在了一起，编的
方式叫做“次”。发髻上插了梳形笄
三支，质地分别为玳瑁、角和竹。她
的前额及两鬓还有木花饰品29
件，出土时已经散乱，无法复原。在
古代像这样编发是要面见诸侯、皇
帝，给辛追编这种发式下葬，自然
是希望她和利苍地下团聚。

根据X射线鉴定、组织学鉴定、
牙科鉴定综合结果，初步判断出了
辛追去世时的年纪大致在50岁。

还有对棺液的初步研究。残留
溶液中有很多沉淀物，没有古代防
腐常用的汞等重金属和砷等化学
元素，还有大量钙盐、磷酸盐，少量
氟离子、钠离子、铁离子。至于酸，
可能是挥发性的有机酸。多种实验
证明，棺液虽然有轻度的杀菌作

用，同时缺乏营养物质，可以抑制
微生物的生长和繁殖，但没有很强
的防腐作用。

这份报告给未来的解剖工作
提供了不少有效信息，为确定解剖
方案奠定了一定的基础。王冶秋先
生曾经传达周恩来总理的指示：

“古人在有限的条件下可以保存两
千年，根据现在的条件，能不能至
少保存两百年？”

王鹏程副教授等医学专家认
为，如果要保存200年，首要的就是
进行解剖，至少得把内脏取出来，
这样更便于保存。因此，专家共同
写了《关于马王堆西汉女尸解剖问
题的请示报告》。

经国务院批示，1972年12月12
日，解剖辛追的工作正式开始。

12月15日下午到17日下午，解
剖人员召开了解剖后的三次会议，
介绍了古尸的概况、脏器的保存情
况以及更详细的X射线照片结果，
确定之后的研究方向。

从保存情况来看，遗体头、颈、
躯干、四肢都保持了比较完整的外
形，全身润泽，皮肤完全覆盖，呈黄
褐色，摸着细腻。大部分毛发都在
原位，手指、脚趾纹路都清晰。皮下
脂肪丰富，软组织还有弹性，部分
关节也可以活动。眼球脱出、口张

开、舌头突出、直肠脱垂这些现象，
证明她死后有过短暂的腐坏过程，
但是后来停止了。大脑已经缩小约
一半，其他脏器都保存了完整的外
形，位置也基本正常，但也都有缩
小变薄的现象。

通过X射线照片，可以清晰
地看出全身骨骼完整，骨头也基
本在正常的位置，但有骨质疏松
的现象。

侯良先生常说一句有点自相
矛盾的解说词：“这老太太年纪不
大，但是一身毛病。”她到底有多
少病？首先是全身性动脉粥样硬
化，胸动脉、滑车上动脉、子宫动
脉及肾动脉内膜面都有黄白色粥
样硬化斑块。腹主动脉的斑块最
多，有的还形成了溃疡，有血栓样
物质附着。动脉硬化到这种程度，
自然会有相关疾病，如冠心病。还
有多发性胆结石，多处管腔内存
在结石。她体内还蓄积了铅、汞，
胆囊隔畸形，两肺存在广泛性炭末
沉着，左肺上叶及肺门有钙化灶。
尺骨、桡骨远端骨折畸形愈合，腰
椎间盘突出或变形，还有陈旧性会
阴裂伤。

她也有血吸虫、蛲虫、鞭虫等
寄生虫感染疾病。这一度引发了讨
论，作为一个养尊处优的富贵人，

怎么会感染劳动人民才会有的寄
生虫疾病？难道她年轻时也下田劳
作过？但这种病更有可能是通过生
活用水感染的。

她的食道和胃肠道里一共有
138粒半形态饱满的甜瓜子，可以
表明她是吃了甜瓜不久后去世
的。进行病理解剖的时候，解剖人
员发现她全身脂肪组织也都比较
丰满，没有慢性消耗病或者长期
卧病在床的征象，也没有肿瘤、脑
出血、暴力导致的畸形。所以，她
应该是猝死的。结合解剖的情况
来看，可能是辛追在午后吃着甜
瓜消暑的时候，胆结石造成胆绞
痛发作，从而引起冠状动脉痉挛，
导致急性心肌梗死。

一号墓中的三类昆虫，也可以
证明她去世的时间是夏天。墓室中
的钩纹皮蠹与米象两种昆虫，虽然
四季都会出现，但从虫期和生活规
律来看，应该处于越冬期和繁殖期
之间，可能是夏季。从随葬食物白
茅的生长情况来看，当时也是夏季
收割期。而在白茅中发现青蜂残
骸，说明白茅可能是临时从田间割
来的，所以夹杂青蜂。根据青蜂会
偷偷产卵在其他蜂巢内的习性，可
以断定此时也是其他蜂类筑巢和
繁殖的季节，即夏天。

那么，千年不朽的谜底，到底
是什么呢？可以用四个词来解答：
深埋、密封、缺氧、无菌。

这四个词存在因果关系，深
埋、密封造就了缺氧、无菌的环境。

按古代的丧葬传统，她被深埋
于20米深的墓室及密闭的棺椁之
中。在墓室周围填白膏泥，这是保
障墓室密闭性能的重要条件。她去
世的时候，侍者怕她在地下衣物不
够，给她穿了20层衣物，并且严密
包扎，把棺材里塞得满满当当，这
样也就一定程度上隔绝了空气。封
棺后，早期的腐败过程很快消耗了
氧气，棺材的密闭性强，形成了缺
氧环境。而尸体脂肪、丝织品蛋白
的分解，产生了很多有机酸，让整
个棺内环境变为酸性，不利于腐
败菌的生长，所以腐败到一定程
度就停止了下来。棺液也有一定
的防腐作用，但也有一种说法认
为，棺液是后来自行形成的，而不
是古人注入的。

墓室封闭后，陪葬的食物也开
始腐坏，逐渐消耗了墓室内的氧
气，嗜氧菌受到抑制，厌氧菌繁
殖。有机物在厌氧菌的作用下，产
生了大量可燃气体，也就是最初
没有采集到的可点燃蓝色火焰的
气体，以沼气为主。最终厌氧菌也
自行死去，形成了一个类似真空的
环境，将陪葬品和辛追一同封印于
时间之外。

辛追遗体最大的价值也许是，
作为一具2000年的古尸，她的自然
保存状态在世界范围内都是极其
罕见的。不过我发现很多观众看到
辛追遗体的时候，都略带惊慌和失
望：原来2000年的不腐不朽是这副
尊容？人总是容易对于奇迹有太多
的奢望。辛追能有今天的模样，并
从一个湮灭在历史长河里的普通
贵妇，成为举世闻名的“老太太”，
已经是真正的奇迹了。

（作者为编剧。本文摘选自《马
王堆考古手记》，内容有删节，标
题为编者所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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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汉代辛追夫人的3D数字化身惊艳亮相，再次将考古学推向了公众关注的焦点。追溯至上世纪70年
代，马王堆汉墓一号墓中出土的辛追夫人遗体，以其令人惊叹的保存状态，被誉为世界上保存时间最长的湿
尸。当时，如何妥善保存这具古尸，成为了考古团队面临的一大挑战。侯良，作为马王堆汉墓考古发掘的亲历者
和领导者之一，留下了大量日记、手稿和内部资料，为后世提供了宝贵的第一手资料。在新书《马王堆考古手
记》中，作者侯弋将祖父的这些珍贵资料精心梳理，真实全面还原了当年轰动世界的马王堆汉墓考古历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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