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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丁中兴
妇好开疆功劳大

以出产甲骨文著称的商朝
传世大约六百年，可在最初的
三百年里，商朝的首都一直搬
来搬去。一方面是王族内部经
常争夺王位，内乱不断；另一方
面黄河下游常常闹水灾，动不
动就把家园给淹了，整个王朝
动荡不宁。直到商王盘庚把首
都迁到殷，也就是现在的河南
安阳后，商朝才逐渐安定，没再
迁都。妇好是商王武丁的王后，
而武丁正是盘庚的侄子。

武丁颇有才干，是商朝难
得的明君，而且在位长达59年，
有足够的时间施展抱负。在他
治下，商朝的面貌焕然一新，疆
域空前扩张，百姓安居乐业，史
称“武丁中兴”。谁能想到，武丁
时代忽然多出来的大片疆土，
竟是由女将带兵打下来的，而
这位骁勇善战的女将军正是武
丁的妻子妇好。

武丁时代的北方地区，活
跃着鬼方、土方等游牧民族，双
方摩擦不断，商朝往往败多胜
少。有一年夏天，北方边境再次
发生战争，双方相持不下，可商
朝却派不出一名能扭转乾坤的
将领，武丁很是苦恼，整天茶不
思饭不想。王后妇好看在眼里、
疼在心里，主动请缨带兵，要为
夫君分忧。虽说妇好平日就英
姿飒爽，可要让她上阵带兵打
仗，武丁还真不放心。商人有个
习惯，大事小事都要占卜一下，
因此给今人留下了成堆的甲
骨。这次占卜得出了吉兆，武丁
也就同意妇好挂帅出征了。

是金子总会发光，妇好没
费多少周折就取得了大胜，令
朝野上下对这位王后刮目相

看。从此，武丁放心大胆地任命
妇好为王朝的三军统帅，讨伐
各个捣乱的方国。兵权在媳妇
手里总比放在外人手里放心，
因此兵员少则一两千，多则一
万三，妇好都随意驱使。

妇好就像是战神附体，几
年下来，先后打败了周围二十
多个方国，使商朝的疆域达到
了空前的规模。每次得胜还朝
时，商王武丁总是早早出城迎
接自己的爱妻加爱将。

国之大事
王后也能说了算

如果只是位挂帅出征的女
将军，那么和花木兰、穆桂英也没
多大区别，但是妇好手中还有更
重要的权力。《左传》讲“国之大
事，在祀与戎”，也就是说，在古
代，祭祀和打仗是国家的头等大
事，最为庄严神圣，这种情况放在
笃信鬼神的商朝尤为突出。

武丁时代，妇好是整个王朝
最高级别的女祭司。以往，这种祭
祀的大事多为商王亲自主持，可
在当时，许多祭天、祭先祖、祭神
泉的仪式都由妇好来完成。那时
的祭司被视为有通天通神的力
量，成为国家重大国事的实际决
策者，真正是天神之下，万人之
上。可见妇好在意识形态领域的
重要地位，也可见商王武丁对妇
好是多么器重和信任。

与此同时，妇好还直接参与
到了政治之中。对这个战功卓著
的将领，武丁在朝廷中授以官职，
并按规定赏赐给她封地。武丁有
要事，妇好去落实执行；方国来朝
见，妇好去接见外宾；犯人逃走
了，妇好去抓捕；封地丰收了，妇
好还会向朝廷进贡……

也许您会问，妇好只是“女
汉子”吗？其实，走下神坛，走到

政治舞台的幕后，在生活中，妇
好也有小女人的一面。殷墟甲
骨文中，有二百多片是关于妇
好的，其中，不乏武丁为爱妻卜
问身体状况的。能不能再生宝
宝要卜问，生男生女要卜问，有
没有龋齿要卜问，妇好身体的
任何变化和异常，武丁都要向
神明问个明白，求个心安。

墓葬完好
秀了富贵秀恩爱

文能通神安天下，武能上
马定乾坤，这就是妇好。可也许
天妒英才，三十三岁时，妇好就
意外去世了，武丁对此心痛不
已。为缅怀自己的爱妻，武丁将
妇好安葬在宫殿不远处，时刻
陪伴着自己。武丁还一改以往
去宗庙祭祀的传统，专门在妇
好墓的上面修起了祭祀用的房
屋：享堂，随时都能和亡妻说说
贴心话，足见其用情之深。

妇好的人生是传奇，妇好
墓同样是传奇。安阳殷墟曾经
安葬着十一位殷商先王，遗址
规模非常宏大，可经过了三千
年的盗贼袭扰，这些墓葬早就
被盗得精光，只留下了空壳。而
妇好墓从未遭遇盗墓贼的光
顾，直到现在，仍然是殷墟唯一
保存完整的商朝王室墓葬，也
是目前唯一能与甲骨文联系并
断定年代、墓主人及其身份的
商王室成员墓葬，其历史价值
可想而知。

用后世的眼光看，妇好墓
有点“迷你”，可就是这20多平方
米的墓室里，竟出土了1928件精
美文物，其中青铜器468件、玉器
755件、骨器564件，堪称是国宝
“集装箱”。文物中的巨无霸当
推“体重”117 . 5公斤的司母辛铜
方鼎了。初次看到这名字，许多

人会联想到中学课本上的那件
司母戊鼎。其实，“司母辛”和“司
母戊”关系还真非同一般。按照
商朝的习惯，庙号以“甲乙丙丁
戊己庚辛壬癸”的天干命名，

“司母辛”指的就是妇好，是她
去世后的庙号，“司母戊”则是
商王武丁的另一位后妃妇妌的
庙号，两件大鼎是子女为祭祀
亡母而铸造的。论起来，这俩人
是姊妹，大鼎也是姊妹鼎。

妇好墓中出土的青铜钺同
样引人注目。钺在商朝是武器
也是礼器，造型就像是个大斧
头，装饰用的虎噬人头纹冷冰
冰泛着绿光，让人不寒而栗。这
种统帅权威的象征物，在先秦
的墓葬中出土不少，可在女性
墓葬中却很罕见，进一步彰显
了妇好的不俗经历。

身为女性，妇好也有爱美
之心，随葬的玉器无不显示出
她的品位。墓中除了有玉琮、玉
璧、玉璜等常规礼器，还有玉
戈、玉钺、玉矛等象征她军功的
仪仗玉器，更有一些玉雕“萌
宠”，比如玉虎、玉兔、玉熊、玉
象，煞是可爱。

妇好爱玉，在世时就广泛
收藏，墓中的不少玉器甚至制
造于新石器时代，而更多的玉
器则是武丁送给她的爱情信
物，许多玉料来自遥远的新疆，
当时并不属于商王朝的版图，
开采、运输很困难。

试想这样的画面：武丁为
博妇好一笑，想尽办法搜罗玉
料，让能工巧匠加工成各样玉
雕送给爱妻。小心翼翼掀开宝
盒后，妇好再坚强的心也会萌
化了吧。如今，参观者看到这些
宝物，在感叹巧夺天工时，可会
想到这是三千年前的王与后在
花式秀恩爱呢？

中国古代的巾帼英雄也算不少，比如家喻
户晓的花木兰、穆桂英，可两位“女汉子”要是
跟商朝的妇好比起来，传奇指数还差一大截。
能打仗,能祭祀,能旺夫，了解妇好无所不能的
人生后，想必您会更加迫不及待地去山东博物
馆参观《传奇妇好》展了。

【刊前絮语】

女汉子与女诗人 传奇妇好：
文能通神安天下，武能上马定乾坤

《传奇妇好》展背后的故事：

文物“串门”，其中苦乐几人知
长期以来，妇好墓的出土

文物均由当时主持考古挖掘的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保
存。借助妇好墓考古发掘四十
周年的契机，首都博物馆在今
年3月8日首次推出妇好专题展，
引起轰动。首博传出这个策划
不久，山东博物馆就向文物的

“东家”社科院考古所抛出了

“橄榄枝”，希望将妇好专题展
引到山东。

文物出门要买保险

“文物展览往往提前几个
月就得开始策划，一些原创的
大型展览因为要到多地博物馆
借展品，甚至提前一年就得准
备。”山东博物馆典藏部馆员王

冬梅介绍。
文物展览自然不是想借就

能借，得有天时地利人和。社科
院考古所推出文物交流计划
后，山东博物馆几乎是在第一
时间就表达了落地意愿，抢占
了先机。随后预约的安阳殷墟
博物馆虽然是这批文物的“老
家”，但也只能按序排队。出土

文物大多比较娇贵，对气候的
要求非常严苛，因此像妇好墓
这类中原地区出土的文物，主
要适合在北方展览。此外，山东
博物馆与社科院考古所有着长
期的合作关系，各类展览经验
丰富，硬件条件一流，也是很关
键的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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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日，暴雨之后的“济南蓝”

让人心旷神怡，“传奇妇好展”开
幕首日我去省博先睹为快。19号
展厅里展品布局紧凑，分“妇好”、

“王后”、“女将”三个单元，展示妇
好作为王后的尊贵地位、作为普
通女性的爱美之心以及作为女将
征伐四方的飒爽英姿。

记得看展时，讲解员指着一件
“站立”于展台上的玉器提醒我们:
“这是对尾玉鹦鹉，我们特意将它
竖立展示，方便观众立体观看。”望
着这枚拙朴的古玉上精致的刻纹，
我心中萦绕着诸多问号，商代真有
这么“进步”，允许一位王后指挥万
千士兵，允许妇好成为王朝最高级
别的女祭司，还允许她拥有自己的
封地……柔美的“玉鹦鹉”也许传
递不了太多讯息，但妇好墓出土的
甲骨卜辞却以无可辩驳的严谨告
诉我们，妇好墓是目前唯一能与甲
骨文联系并断定年代、墓主人及其
身份的商代王室成员墓葬，妇好是
中国历史上有据可查的一位女性
军事家、政治家。看完《传奇妇好，文
能通神安天下，武能上马定乾坤》
一文，相信读者可以概括了解这位

“女汉子”无所不能的人生，可以看
到这位走下神坛的王后也有她小
女人的一面。而读完记者专访《传
奇妇好》展项目负责人、山东博物
馆典藏部馆员王冬梅的采访———

《文物“串门”，其中苦乐几人知》一
文后，想象一下重超200斤的司母辛
铜方鼎和几厘米见方的玉梳共处
一个展厅，我们方能体会出布展人
在展品布置上的良苦用心。

从上周开始，人文周刊推出了
“对话”栏目，以采访人和嘉宾的对
话与交流，突出思想的交锋与智慧
的碰撞。上个周末，女诗人余秀华
携其第三本诗集———《我们爱过又
忘记》来济，对于这位“火”遍大江南
北的诗人，有记者问“有人称你为
当代诗人中的网红，你怎么看？”有
读者问：“天赋和阅读经验，哪个对
诗人来说更重要？”是不是网红，是
不是诗界天才，余秀华有她自己的
坚持，对其持续关注的省内诗歌研
究专家袁忠岳、赵林云和马兵也有
各自的见地。余秀华的“红”让诗歌
重回大众视野，这一文化现象本身
说明了什么？它为当代诗人、诗歌
和社会文化带来哪些启发？看看本
期对话《余秀华：她的诗，她的走
红》，不知能否引发更多人的触动。
此刻，我想到的是看到采访余秀华
的一个镜头：在她光线昏暗的家
中，她用并不灵巧的手指在敲击键
盘，打下她诗作中的一个个字，异
常缓慢的打字声，让我觉得，那就
是诗的节奏，让人心安……

□本报记者 张九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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