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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 苏国义 摄影报道）“五一”假期期间，
在市博物馆举行的《淮南地区出土楚文物特展——武王
墩发掘进展图片及部分实物临展》吸引了大量市民和游
客预约观展。人们在感叹文物精美奇绝的同时，也对武
王墩墓的“坎坷经历”以及它的惊世传奇产生了浓厚兴
趣。

考虑到武王墩墓遭到破坏的危急情况，2019 年 11
月，国家文物局批准安徽省对武王墩墓进行抢救性考古
发掘。据了解，这是新中国成立以来国家文物局批准发
掘的唯一一处战国时期大型墓葬，也是国家文物局“十
四五”期间重点考古项目。2020年，考古发掘工作正式
启动，并被列入“考古中国”课题重点项目。

今年4月16日，“考古中国”重大项目“武王墩”重
要进展工作会议在我市召开，首次发布武王墩一号墓阶
段性重大发掘成果。截至当日，考古人员已提取漆木
器、青铜器等编号文物超过千件，其中漆木器数量、种
类空前。专家指出，武王墩墓是迄今经过科学发掘的规
模最大、等级最高、结构最复杂，虽有盗扰但仍保存状
态良好的楚国高等级墓葬，应属于楚王级别墓葬。

考古专家介绍，已知属于楚王级别的墓葬中，荆州
熊家冢大墓主墓未发掘，仅发掘了车马坑等附属遗存，
淮南李三孤堆大墓是上世纪 30 年代被盗掘的，墓葬形

制、结构和随葬品情况不甚清楚。楚墓中令尹、封君和
大夫级别墓葬的椁室只有5个或7个分室，墓坑比武王墩
一号墓小很多，武王墩一号墓有 9 室，墓坑边长达 51
米。熊家冢陵园面积731亩，陪葬车马坑长132.6米，小
于武王墩大墓的2100余亩陵园和148米长车马坑。从随
葬品规格来看， 武王墩大墓随葬的大鼎口径初步测量大
于88厘米，是迄今所见的最大的楚国大鼎。鼎不仅是当
时的国之重器，更是墓主人身份与地位的象征。

这些文物较完好的保存及出土堪称奇迹！专家指
出，武王墩墓有多处盗洞，曾遭受过多次盗掘，发掘显
示，大墓内仍保存有大量未经损坏的珍贵文物，确实罕
见。专家推测，这可能与武王墩墓多重加固、高规格的
营建标准有关。目前，专家对此正进行深入研究。另
外，淮南湿润的气候也对武王墩墓地下文物尤其是木质
文物起到了良好的保护作用。考古界有句经典语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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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境，这样形成了相对封闭的保存空
间，抑制了木腐菌的快速生长，降低了木材的腐蚀进
度，保障了棺椁形制及木质文物的基本稳定，有利于文
物保存。

专家们普遍认为，武王墩墓历经2000多年，遭受多
次盗掘，仍能够出土如此之多珍贵文物，的确令人称奇。

风雨两千年 惊世武王墩

5月7日，在淮舜南路西侧一大片金色的金鸡菊正迎风
怒放，为过往的车辆及行人带来了美的视觉冲击。

本报记者 李严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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