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当古老的农耕文明与工业文明相互激荡，当悠
久的历史文脉与现代科技相互碰撞，会有怎样的绚
丽和璀璨？当一个 2000 多年前的大墓，在一座资源
型城市揭开盲盒，这是一种怎样的诡谲与惊奇！从
2020年9月5日正式剖土，武王墩大墓考古就牵动着
淮南人民的神经。墓主人究竟是谁？文物发现是否
会颠覆人们对楚国八百年历史的认知？毫无疑问，
武王墩大墓考古发掘是安徽乃至全国考古界的一件
大事。无论如何，武王墩墓考古发掘和考古遗址公
园建设都将为淮南经济转型发展提供了一个重要契
机。

武王墩大墓是重要的历史文化遗产。如何增强
保护意识，高标准做好挖掘、保护、展陈工作，把
珍贵的历史遗产保护好、传承好、利用好，是淮南
民众对武王墩墓考古遗址公园建设的殷切期望。

依据 2020 年安徽省文物考古所对武王墩及周边
的勘探，初步判断武王墩及周边为战国晚期楚王主
墓及高等级贵族陵园区，围壕范围内约 3060 亩，除
主墓外，还有大型车马坑、众多祭祀坑、陪葬坑，
其中车马坑长度147米，是目前国内已知最长的车马

殉坑，坑西两座大墓有独立
围壕，保存相对完好，更具
考古价值，整个陵园布局完
整、规模宏大和等级之高系
国内罕见。

——神秘诡异的“金三
角”。武王墩与寿春城遗址相
距 13.5 公里，中间为春申君
黄歇墓，向南与李三孤堆相
距 13.5 公 里 ， 三 者 遥 相 呼
应，形成一个神秘的楚文化

“金三角”，这一范围内分布
有大量的楚国贵族墓葬和中
小型墓冢，是安徽地区重要
的楚文化资源分布区。李三
孤堆，海外学者又称离散古
堆，诸多学者根据出土文物
推断为楚幽王墓，郭沫若等
依据青铜器铭文推断为王后
墓 （幽王的母亲），周边包括
沉陷入瓦埠湖中还有很多高
等级楚墓。淮南二通道建设
和寿县高铁站建设都有考古
发现。可见，“金三角”出土
文 物 ， 对 当 时 的 政 治 、 礼
制、文化、艺术、军事、经
济等领域发展研究，都有着
重要意义。武王墩的考古发
掘和保护利用，同时也是带
动这一楚文化廊带文物资源
活化利用的重要举措。

——震惊世人的王级大
墓。楚国历经800年，最后流
徙寿春，一个族群、一个国
家最精华的宝藏随葬地下。
从上世纪三十年代开始，寿
县就被收藏界誉为“地下博
物馆”。武王墩大墓出土文物
着实没有令人失望，楚国王
级墓葬的形制首次揭开神秘
面 纱 ， 竖 穴 “ 甲 ” 字 型 开
口，21级台阶，“亚”字形的
整体，三棺四椁，主墓室居
中 ， 东 西 南 北 各 两 座 陪 葬
坑，分为礼器、乐器、俑、
生活器，将楚人视死如生的
葬制完整呈现出来，青铜大

鼎、精美漆木案、超长古瑟、墨书文字等让人惊
艳，九鼎八簋的礼器规格，对于研究楚文化以及战
国时期文化具有标本性价值。随着棺椁的深入清
理，更多的惊喜还在后面。总之，战国楚文化的灿
烂，令人啧啧称奇。武王墩大墓得以顺利发掘，为
人们了解华夏民族的历史发展有着重大意义。

——叹为观止的楚国制造。考古学意义上的楚
文化主要体现在对历史遗物的解构与解读，属于物
质文化层面。在历史学意义上看，楚文化体现在精
神文化与物质文化的有机统一。楚人在青铜冶铸工
艺上、丝质和刺绣工艺上、髹漆工艺上都有独特建
树，缘自于楚地有丰富的物质文化基础；而老子和
庄子为代表的哲学思想、屈原和宋玉为代表的楚辞
文化以及庄子散文、美术和乐舞等构成了楚文化的
支柱，同时也营造出楚文化美轮美奂的殿宇华堂。
武王墩大墓出土文物，极大地丰富了楚文化内涵。
河南、湖南、湖北、安徽，随着楚人的足迹，楚文
化传播、融合，在淮河流域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
展，将浸润江淮民众的文化心灵，增强淮南人民的
文化自信。

——凄美哀婉的淮楚悲歌。淮南何其幸哉，境
内的寿春成为楚国最后的郢都。楚国公卿贵族、将
佐军士、工商庶民尾随而来；国家重器、金玉珠
宝、甲车武器、竹简文赋聚集寿春，一时极尽繁
盛。司马迁游历郢都，感叹道：观春申君故城，宫
室盛也哉！楚文化何其辉煌，但国运式微，被强秦
所灭，楚文化在八公山的夕阳残照中潜入历史的褶
皱。淮水汤汤，古韵流淌；楚时明月，普照今人。
这片厚土丰壤积淀的优秀传统文化，是淮南全面建
成小康社会的深厚底蕴。研究安徽楚文化创造性转
化、创新性发展，使安徽楚文化最基本的文化基因
与当代文化相适应，与城乡社会相协调，恣意绽放
出新时代的绚丽光彩。

——无可奈何的东进序曲。前 278 年，郢都城
破，楚顷襄王被迫东迁于陈，今河南淮阳。前 253
年，楚考烈王又迁钜阳，今阜阳太和县宫集。前241
年，楚考烈王再迁寿春。至此，楚风东渐在淮河流
域。楚风东渐，落幕于淮南，淮南成为安徽楚文化
的鼎盛代表。这或许是历史的一种无奈，然而，楚
风东渐又开辟了另一个历史篇章，春申君、考烈王
迁都寿春后，荆楚文化与淮河文化深度融合，春申
君父子对江东的开发，则是又一次深度辐射，成为
今天世界级都市上海的发端与苏锡常湖的溯源，缔
结了淮南与长三角今天的深度血缘。淮南作为省辖
市建市只有七十多年，但市辖寿县是国家历史文化
名城。淮南称谓由来已久，历史上曾经有过淮南
国、淮南郡、淮南道、淮南路，辖区面积盈缩变化
很大。淮河流域楚文化，或淮南楚文化之所以有别
于荆楚文化，就在于淮河与淮南的地域性。淮楚文
化研究既要立足目前淮南市的行政区划，又要考虑
与历史上淮南行政辖区的联系。在整合、继承楚文
化精华的基础上，重点研究与淮南地域紧密联系的
楚文化。淮河楚文化与湖北、湖南、河南楚文化同
源同流，一脉相承，安徽楚文化是楚文化的重要组
成部分。

曾经，“江南之地皆为楚土，江南之民皆为楚
人”。今天，对那个存在 800 年、在春秋战国历史上
举足轻重的楚国，尤其是作为东周时期“春秋五
霸”“战国七雄”之一，问鼎中原和创造华夏文明
的代表性力量，大部分人已经所知甚少，国家文物
局 2024 年 4 月 16 日发布“考古中国”最新成果，武
王墩墓石破天惊，再次把那个风云际会、英雄辈出
的时光拉回记忆中——楚人、楚群、楚国、楚文化
以及荆楚、淮楚作为沧海一粟，作为重要组成，一
个古老民族的成长、屈辱与荣耀，对唤醒大国崛起
的精神力量，有着怎样的启发与警醒，这是本文切
题所在。

历史或许久远 淮南一定很近
——武王墩大墓考古发掘与淮楚文化研究随笔

岳葆春 王家运 姚尚书

走在上海的大街小巷，蓦然发现，这里叫“春申”的去处，比比皆是。
春申路、春申公园、春申广场、春申小区……粗略计算，仅在过去一年游
历上海所走过的地方，以“春申”为名的地点就达56处！

春申，就是战国四君子之一春申君黄歇。
黄歇（前314—前238 年），东周战国时期楚国著名的政治家、军事

家，游学博闻，善于辞令，遇事临危不惧，谋略过人，太子熊完继位后称楚
考烈王（前262年），任命黄歇为令尹，并赐“春申君”封号和“淮北十二
县”封地。公元前248年，黄歇考虑到“淮北十二县”战略地位十分重要，
对楚国发展举足轻重，主动向楚考烈王提出放弃“淮北十二县”。楚考烈
王对春申君向来言听计从，同意其请求，改封江东于黄歇。此事在司马
迁《史记》中有明确记载：“考烈王元年，以黄歇为相，封为春申君，赐淮北
地十二县。后十五岁，黄歇言之楚王曰：‘淮北地边齐，其事急，请以为郡
便。’因并献淮北十二县，请封于江东。考烈王许之。春申君因城故吴
墟，以自为都邑。”

明朝学者朱察卿在其所著《露香园记》中说，上海为新置邑，无“郑
圃”（战国时道家代表人物列子所居之地）“辋川”（唐代大诗人、尚书右丞
王维所居之地）之古，惟黄歇浦据上游，环城如带。文中所提“黄歇浦”，
说的正是春申君黄歇带领民众治理的黄浦江。这部著作，也是目前所见
古人正式将春申君定位为上海开城鼻祖的最早文字记载。

江东原为吴国、越国属地。公元前306年，楚国大司马悼滑率兵征
伐取得胜利，江东从此纳入楚国版图。春申君受封江东时，吴越故城因
连年战争残垣断壁、满目疮痍，千里沃野河水泛滥、沼泽绵延。汲取寿春
一带因孙叔敖治理芍陂而成楚地粮仓的经验，黄歇决定，把江东也开发
成与之媲美的江南粮仓。

离开繁华的都市寿春，黄歇带领随从来到吴废都苏州重建城池。公
元前246年初冬，黄歇沿着长江东巡踏勘至东海，沿途但见水草枯萎，沼
泽地里水鸟翻飞，沿岸村庄一片萧条，广袤原野满目荒芜。来到汇入东
海的地方，发现这段当地人称“东江”的河流，由于泥沙淤积，河床抬高，
导致洪水经常泛滥。黄歇决定，治理江东学习大禹，就从疏浚东江入
手。整个冬天，黄歇白天头顶斗笠，手捧规划图帛卷，带领随从和沿途民
众疏浚河道；夜晚，则走进附近村庄走访民众，收集了解民众对工程建设
的意见建议。整整一冬一春，东江这条过去的浅水河、“断头河”，彻底打
通了与东海、黄海间的长江出海口，水面被拓宽到500米以上，河道下挖
深达10多米，上游太湖、淀山湖的排流畅通无阻，周边的田地村庄再也
不受水害侵袭。

“嘟嘟嘟，嘟嘟嘟，爷娘去开黄浦江，回来又开春申塘，领头的爷爷叫
春申君，住在伲村头黄泥浜。”这首流传于黄浦江两岸的歌谣，从古一直
唱到今天。歌谣中的“黄泥浜”，现在名叫“春申村”，传说是当年黄歇率
众治理东江的“指挥所”。

在治理东江的同时，黄歇还动员吴越民众，户户出丁，村村出力，同
步对吴淞江、娄江进行修堤筑坝、开沟布渠。吴淞江发源于苏州吴江区，
古称松江、吴江，进入上海市区后称苏州河；娄江西起苏州娄门，东至太
仓入海。黄浦江、吴淞江和娄江三大水系经过疏浚治理后，曾经的“灾
河”“害河”变成了利国利民的水利设施和黄金水道，江南海上水网纵横，
河道畅通，田块规整，能排能灌，千里泽国一跃成为万顷良田。

东江什么时候改名为黄浦，始见于南宋绍兴二十八年（1158年）高子
凤为西林（今浦东三林镇）南积教寺所作的《碑记》。自东江治理后，后人
感念春申君黄歇的功德，便将其称作了黄歇浦、春申浦、黄浦、大黄浦
等。“浦”为上海方言，即入海口的意思。据陶振民《中国历代建筑文萃》
记载，清代以后，上海人规范地名称谓，始正式将其定名黄浦江，也称申
江，并取江名中的“申”，作为上海简称。

上海人懂得感恩，在2002年上海世博会申办成功的大型庆典上，众
人载歌载舞纵情欢唱的第一首歌，就是《告慰春申君》。现在，位于松江
区新桥镇春申村内的春申君祠堂保存完好，香火旺盛。近年来，为了充
分表达上海人民对春申君黄歇的无限爱戴和感恩之情，上海有关方面还
专门开通了“寿县寻根之旅”，组织上海游客前往古城寿州寻幽探古，缅
怀凭吊春申君黄歇的丰功伟绩。

春申君黄歇与上海黄浦江
赵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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