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筚路蓝缕，以启山林，立国
800年的楚国辗转迁移，于公元
前 231 年在寿郢（安徽寿县）谢
幕，帝国的余晖在这里映照了
19 年。古楚都遗址东 13 公里，
巨大封土堆静卧在舜耕山南坡，
淮水锵锵，蜿蜒东流，丛林中的
迷雾掩映着土丘。

2024 年 4 月 16 日，国家文
物局发布考古中国重大发现，5
月18日再次发布武王墩抢救性
发掘进展情况，随着一批青铜重
器和精美漆器的出土，武王墩上
空的迷雾慢慢消散。

谜之一：武王墩与历史上的
武王有什么关系？

为什么多个项目书使用“淮
南楚王陵”？武王墩里无武王，
武王墩的地名曾经造成很多误
会和不解，世间传说纷纭，甚至
当地农民误解为是历史上最有
名的周武王。1981年省政府公

布为省级文保前后，数次勘测认为是
具有明显战国楚墓特征的高等级墓
葬。历史上确有雄才大略的楚武王
熊通，生活的时代要早500年，而且他
伐隋病死军中时，江淮之间尚未纳入
楚国版图。其他有武王谥号的周武
王、梁武王、魏武王生活的时代和背
景均不可能葬在淮南。武王墩之名
有说是“唯王”，战国青铜器经常有此
铭文，有说是“吾王”，自托守陵人后

裔，均不可信。淮南地区在魏晋南北朝、五代
十国包括宋元对峙均为古战场，元末农民起
义，江淮之间几无人烟，明代四次大规模移
民，构成今天原住民面貌，这个可以根据本土
众多族姓谱牒为证，舜耕山南居民多为明代
山东 迁入。又有说法，附近为武姓王姓居
民，武姓早迁，王墩犹在，这个较为客观。为
避免别解，2019年底立项时，市文旅局及考古
专家们谨慎地确定为“淮南战国楚王陵（武王
墩）”，得到国家文物局的认可和批准。之后
清华大学建筑设计研究院出品的保护管理规
划、考古遗址公园规划均以“淮南战国楚王
陵”为题，省、市委的“十四五规划”和相关政
府工作报告均使用“淮南战国楚王陵”规范称
呼。日前，淮南市发改委发布“淮南楚王陵遗
址博物馆等配套工程批前公示”，标题没有使
用“武王墩”正是基于此虑。

谜之二：淮南大地为何出现战国晚期楚
国高等级墓葬？

其学术地位如何确立坐标？尤其是像武
王墩这样王级墓葬，官方表述为“经科学发掘
的我国迄今为止规模最大、等级最高、结构最
复杂的大型楚国高等级墓葬”，这种独特的文
化价值比肩秦始皇陵和三星堆，超过海昏侯
墓和张献忠川江沉银，与下半年秦东陵大墓
发掘均可并蒂为国家年度十大考古发现之
首。老祖宗为何会眷顾淮南？史前直至夏商
周三代，淮南之地属淮夷散布生存之地，淮夷
乃至“东夷集团”都没有厚葬民俗，不可能遗
留大型封土墓坑。春秋时期，吴、楚在这片土
地上“拉锯”，战争频发，两国贵族和高级将帅
都不可能将陵寝安放在战场。及至春秋晚
期，越灭吴国，专心经营南方，无意北图，江淮
之间包括淮南大地悉归楚国，这一状况一直

延续两百多年，楚国成为当时世界上疆域最
大的国家，鼎盛时期西起大巴山、巫山、武陵
山，东至大海，南起南岭、北至河南、安徽、山
东等，物产丰饶，幅员辽阔。楚国最后几十年
合纵抗秦失败，被逼东迁过程中仍然歼灭吞并
了很多小国，楚考烈王定都寿郢后，历经幽王、
哀王、负刍，延展国祚 19 年。考烈王在淮三
年，幽王十年，哀王忽略不计，负刍六年成为亡
国之君，没有庙号，哀王和负刍均无可能依制
下葬，也无力经营自己的陵寝，楚迁之前，寿县
为黄歇封地，已经营数十年，新出土文物证实
春秋时期即有寿春府治，寿春得名“为春申君
寿”已不攻自破。考烈王和幽王及贵族近僚大
型墓葬依制分布在淮南大地，并以“孤堆”“墩”
的形式展现今人。“寿春东凫陵亢者，古诸侯王
所葬也。”考古探测武王墩陵园围壕内数千亩，
分布着十余座附属墓葬和陪葬坑，具有独立围
壕的高等级贵族墓葬就有5座。经探测地表下
壕沟周长近5000 米，主墓西侧车马坑长148
米，远超李三孤堆（楚幽王墓）车马坑97米，荆
州熊家冢（疑为楚惠王墓）133米，成为已知国内
最长最大的车马坑。其中车马坑西侧编号
M10、M11两座大墓保存相对完好，陵园内灰
坑、古井、窑址、建筑基址等各类遗存散布，极具
考古价值，所以中国顶级考古专家断言，“即使
主墓室被盗空，这个陵园规制也是国宝级”。

谜之三：关于墓主身份为什么不能判定？
考烈王的名字究竟是哪两个字？专家说

“可能是”，媒体说“基本锁定”，只有吃瓜群众
说“就是就是”。近日央视直播中，专家对一
青铜器铭文解读清晰，指向明确，为什么仍没
有用肯定的表述？这是因为我们前期推断墓
主身份采用“排除法”，建立在李三孤堆是楚
幽王墓的前提下，由于上世纪三十年代乡绅
和军阀三次大规模盗掘，李三孤堆大墓出土
文物仅限于最初数年“楚器”火热，文物专家
李景聃等介入调查，社会动荡造成中断，出土
文物散落海内外，目前两岸故宫博物院、上
海、天津、沈阳等有收藏，安徽省博物院、安徽
楚文化博物馆均以此墓重器为镇馆之宝。
另，该墓诸多青铜器中铭文出现考烈王、幽王
和王后的名字 ，国内学者对其墓主身份有
疑，数位学者认为是王后（幽王母亲）之墓。
需要说明的是，青铜器铭文中出现各国列王
封君的名字，并不能指向墓主身份。“国之大
事，在戎与祀”，葬礼及下葬物品会有墓主生
前好友、列王封君等礼赠和祭品，包括墓主生
前所爱，带入墓中，是再正常不过的，就像曾
侯乙墓出土的编钟、镈钟就有楚惠王的名
字。这次武王墩出土生活器皿中有秦国风格
文字“大官”及秦宣太后信息，与墓主早年入
秦为质的生活经历相关，追缴文物中也出现

“阳文君”“阜平君”等铭文，在没有发现直接
证据之前，考古专家“闪烁其词”背后的严谨
是值得称道的。值得一提的是央视直播吊装
的特大楚鼎，相比安徽省博物院的楚大鼎，在
尺寸造型、制作工艺方面极为相近，印证了考
古学界“考烈王器、幽王器同出一穴”观点，铸
客大鼎铭文有“安邦”和“铸客”字样，新特大
鼎尚未清理附着物，相信会有，“铸客”过去理
解为以铸造为业客居他乡的手工业者，笔者
依据上海博物馆藏“郢粟客玺”等推定为楚王
铸造重器的机构，与本次新发现墨书文字“北
乐府”相对应。关于考烈王的名字熊元还是
熊完？酓前还是酓肯？究竟如何识读，相信
武王墩的考古成果会终结一些争议。

楚国是兴起于今湖北西部荆山一带
的古老部落。《左传·昭公十二年》中曾有
过这样的记载:“昔我先王熊绎辟在荆山，
筚路蓝缕(架着柴车，穿着破旧的衣服，去
开辟山林)，以处草莽；跋涉山川，以事天
子。”这里记载的是楚国先民异常艰苦的
创业史。远在长江流域的楚国是如何进
入淮河流域的呢？

安徽大学文学院的陈广忠教授接受
淮河早报、淮南网记者采访时说，当初，熊
绎与齐、鲁、晋、卫等国先祖并受封于周成
王，因其族属蛮夷，仅封为子爵，占有国的
面积，方圆不过百里。但是到了楚平王十
年(前 519 年)时，楚竟发展成为方圆数千
里的大国，国的面积几乎是几十倍地扩
大，在春秋、战国的诸侯国中，是极其罕
见的。楚国先后并吞了江、汉流域的许多
小国之后，便没有了后顾之忧，而后就把
军事活动的中心向东转向了淮河流域，以
咄咄逼人的凌厉攻势，开始了领土的扩
张，以便同中原各国争夺霸权。

陈广忠教授介绍说，楚国夺取淮河流
域，是从楚文王十年(前680年)开始的，时
为齐桓公称霸时期。楚国占领的淮水流
域诸国有:

息，今河南息县，姬姓之国。《左传·庄
公十四年》曰：“楚子(文王)如息，以食入
享，遂灭息。”楚文王袭杀息侯，并夺取了
美貌无比的息君夫人息妫。三年后，息妫
生了两个儿子。 楚人为了纪念她，在今
汉阳城外桃花洞修了一座桃花夫人庙。

黄，今河南潢川，嬴姓之国。《左传·僖
公十一年》:“黄人不归楚贡。冬，楚人伐
黄。”《左传·僖公十二年》曰：“黄人恃诸
侯之睦于齐也，不供楚职，曰：‘自郢及我
九百里，焉能害我？’夏，楚灭黄。”《史记·
楚世家》:“(楚成王)二十二年，伐黄。”楚灭
黄在前648年。

弦，在息县之南，淮水南岸，《左传·僖
公五年》:“楚斗谷于菟灭弦，弦子奔黄。
于是江、黄、道、柏方睦于齐，皆弦姻也，弦
子恃之而不事楚，又不设备，故亡。”即前
655年被楚成王消灭。

英，今湖北英山县东北。《史记·楚世
家》:“(楚成王)二十六年，灭英。”

蓼，姬姓，今南固始县北。《左传·公文
五年》日:“冬，楚子燮灭蓼，臧文仲闻六与
蓼灭，日:‘皋陶庭坚，不祀忽诸，德之不
建，民之无援，哀哉！’”时在楚穆王三年，

即前622年。
六，偃姓，今安徽六安市北十余里的

白沙故城遗址。《史记·楚世家》:“穆王四
年，灭六、蓼。”

江，嬴姓，在今河南正阳西南。《史记·
楚世家》:“穆王三年，灭江。”

蒋，姬姓之国。《左传·僖公二十四年》
日:“凡、蒋、邢、茅、胙、祭，周公之胤也。”

《左传·文公十年》杜预注:“期思，古蒋国，
楚灭之。”灭蒋在前617年。

舒，今安徽舒城，为群舒之一。分布
在江、淮之间的巢湖地区。群舒有八个小
国，是西周初年由淮水中下游的徐国南迁
而来。到春秋后期，都被楚国消灭。《史
记·楚世家》:“(楚庄王)十三年，灭舒。”即
在前601年。

陈，周初封国，为舜的后代，即今河南
淮阳。前598年，楚借陈内乱之机，灭陈
为县即而撤退，恢复陈国，成为附属国。

《史记·楚世家》:“十六年，伐陈，已破陈，
即县之。”

徐，今江苏泗洪、淮河下游一带。《史
记·楚世家》:“十一年，伐徐以待吴。灵王
次于乾溪以待之。”乾溪，在今安徽亳州东
南七十五里，楚灵王在乾溪河畔修建了豪
华的章华之台，灵王留恋忘返，引起内乱，
此时为前530年。

不羹，在淮水支流汝水上游，有东不
羹(今河南郾城县西)，西不羹(在河南襄城
东)。《左传·昭公十二年》:“今我大城陈、
蔡、不羹，赋有千乘。”时为楚灵王十一
年。

城父，即今安徽亳州之北。《史记·楚
世家》:“(平王) 六年，使太子建居城父，守
边”。顿，今河南商水，位于颍河中游。《史
记·楚世家》:“(昭王)二十年，楚灭顿，灭
胡。”

胡，故国即今安徽阜阳。《左传·定公
十五年》:“二月辛丑，楚子灭胡，以胡子豹
归。”时即前495年。

陈广忠教授介绍说，从楚文王到楚昭
王的近二百年间，楚国由西向东，纵横驰
骋，先后夺取淮水上游的弦、息、江、道、
柏、黄、蒋、英，又深入淮水中游，夺取陈、
蔡、六、英、蓼、城父、乾溪、群舒，最后是淮
水下游的徐国。至此，两淮流域全部归入
楚国版图，与此同时，楚庄王问鼎中原，
濯缨黄河，楚国军队所向无敌，与晋国平
分天下霸权。

迷雾丛林中的武王墩
岳葆春

楚国是如何进入淮河流域的？
本报记者 李钧 李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