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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月18日下午，央视“穿过历史找
到你，独家探秘武王墩墓，见证超级大
鼎提取全过程”的直播画面，多机位、
多角度、多层次重点展示了武王墩一
号墓东一室大鼎提取过程。通过直播
画面、记者和主持人解说、专家介绍
等，屏幕前的观众首次对武王墩一号
墓出土大鼎有了一个直观而形象的认
识。

鼎，国之重器，象征着国家权力。
央视介绍，楚国雄踞江淮流域数百年，
在它的鼎盛时期，疆域面积约相当于
今天的 11 个省份。《左传·宣公三年》
记载：“楚子伐陆浑之戎，遂至于雒，观
兵于周疆。定王使王孙满劳楚子，楚
子问鼎之大小轻重焉。”后世据此典故
引申出成语“问鼎中原”，由此可见楚
国曾经的实力地位以及鼎的重要价值
和楚王对鼎的暧昧态度。

鼎的价值不言而喻。此次直播，
央视通过微距拍摄首次较为细致地披

露了武王墩墓大铜鼎的口沿、鼎耳、表
面纹饰等。初步测量结果显示，武王
墩墓大鼎的口沿直径为88.9厘米；通
高约 111.5 厘米；鼎耳间距约 111.7 厘
米。从口径来说，是目前发现的最大
的楚鼎。直播过程中，专家透露该鼎
加上起吊封装等材料毛重约为680公
斤。大铜鼎内发现有动物骨骼和植物
遗存，具体的动植物类型需要清理出
来后，开展动物考古和植物考古才能
做进一步鉴定及研究。

武王墩考古实验室负责人张治国
介绍：武王墩墓大鼎起吊需做好相关
保护措施，在装入套箱之前，工作人员
对大鼎做过一次有保护的起吊，将其
吊到套箱的底板上。 专家发现该鼎
两个鼎腿有裂缝，因此做了如下保护
措施：在起吊之前，专门用高分子绷带
对鼎腿进行了加固；对鼎腹贴敷水凝
胶和环氧碳纤维布，以减轻吊带对鼎
腹的磨损和压力；在鼎腹下放置井字

形支架，缓解鼎身对鼎足的压力；然
后，再上侧板，并用珍珠棉、聚氨酯等
缓冲材料充填大鼎和套箱之间的空
隙，直至没过大鼎的鼎腿，保证大鼎的
稳定性，最后，封箱和吊运。

专家介绍，水凝胶和环氧碳纤维
布是他们最新结项完成的“十三五”国
家重点研发计划项目成果，是考古中
心与北科大合作开发的，一般用于水
下脆弱文物加固提取，这是他们将其
首次成功应用于田野考古发掘现场。

直播最激动人心的时段发生在15
时36分至15时44分，短暂而漫长的8
分钟，武王墩大鼎由东一室起吊提取
至地面。沉睡了两千多年的大鼎再次
重返人间，直播时，央视特别嵌入了一
个小屏画面，与起吊现场同步播出延
时记录下的大铜鼎装入套箱过程。观
众通过这段影像，参照工作人员身形，
可以直观地对比出鼎的大小和其形
态。

“根据墓葬的规模，它的结构，还有
出土文物，特别是还出土了不少相关的
文字资料，再结合文献史料当中的一些
记载，我们综合分析，墓主人的身份可
能就是楚国的考烈王。”5月18日下午，
武王墩考古发掘项目领队宫希成接受
央视新闻APP直播记者采访时，透露重
磅信息。

当天下午，央视新闻 APP 端在直
播到第 14 分钟前后时，宫希成向现场
记者介绍了有关情况。他说，就在前
几天我们专门邀请了不同学科的专
家开了一个小型的研讨会，会上各位
专家对我们考古队目前已经取得的
成 果 进 行 了 一 个 综 合 的 研 判 和 研
讨。关于墓主人的身份，大家有一个
初步的认识，可能墓主人的身份就是
楚国的考烈王，不过，这个定论需要
等到考古发掘工作全部结束，专家们
完全掌握了武王墩墓所包含的信息
之后，才会给出一个准确的答案。其

中，楚王酓前簠上的“楚王酓前作铸
金簠以供岁尝”12 字铭文让墓主人身
份呼之欲出。

央视直播还用较长时段介绍了考
烈王生平事迹及与其相关的成语故
事。据悉，楚考烈王（前 290 年——前
238年）芈姓，熊氏，名元（一作完，金文
作肯），战国时期楚国君主。熊元是楚
顷襄王的太子，楚顷襄王二十七年（前
272 年），他前往秦国做质子。楚顷襄
王三十六年（前 263 年），楚顷襄王病
危，熊元在黄歇的帮助下由秦国逃归楚
国，继承王位。

成语毛遂自荐等都与考烈王息息
相关。史书记载，考烈王三年，也就是
公元前260年，秦国攻打赵国。秦军与
廉颇率领的赵军对峙于长平。廉颇治
军严谨，临敌慎重，但赵国孝成王被秦
人离间计所惑，命赵括代替廉颇。赵括
熟读兵书但年少气盛，纸上谈兵落进秦
国的圈套，结果战败。

此后，直到考烈王六年，也就是公
元前257年，赵国都城邯郸一直处于秦
军围攻之下。赵国平原君奉书向魏国
国君以及信陵君求救。魏王派10万大
军救赵，但受秦军恐吓按兵不进。军情
紧急，平原君挑选20个门客，准备突围
到楚国去求援。面对危险，门客毛遂向
平原君进行了自荐。

抵达楚国都城后，平原君向考烈王
指陈厉害，考烈王从早晨到中午一直不
置可否。于是毛遂提剑上前，以性命要
挟，直言楚王不应忘记家国屈辱，使考
烈王为之折服，最终歃血为盟，赵与楚
的合纵由此得以缔结。

结盟后，楚国春申君率兵救赵。
魏国信陵君窃取虎符后引兵北上。等
楚国、魏国援军赶到，秦军迅速撤退。
可见，毛遂自荐、歃血为盟、窃符救赵
等成语的背后都有考烈王的身影。公
元前 238 年，在位二十五年的考烈王
病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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