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淮南武王墩——2024年轰动全国的高频
词汇。回望这一年，武王墩墓的考古发掘无
疑是最为引人注目的重大考古事件之一。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发布的 2024 年度国
内、国际十大考古新闻中，武王墩墓考古发掘
位列国内十大考古新闻第二位。综合信息显
示，武王墩墓是经科学发掘的迄今规模最大、
等级最高、结构最复杂的大型楚国高等级墓
葬，确认墓主为战国晚期楚考烈王。这一发
现不仅填补了战国晚期楚国高等级墓葬研究
的空白，还为我们揭示了一段尘封的历史，让
人们有机会穿越时空，感受楚文化的辉煌与
灿烂。

该墓位于淮南高新区三和镇徐洼村，北
依舜耕山，南为开阔平地，西距楚国都城寿春
城遗址约15公里。2019年11月，国家文物局
批准对其进行抢救性考古发掘。2020 年 9
月，武王墩墓一号墓发掘工作开始，考古发掘
工作正式启动。2023年11月，武王墩墓一号
墓完成封土和填土发掘，12月提取了武王墩

墓一号墓椁室上铺设的竹蓆。
2024年3月7日，武王墩墓一号墓开始拆

解提取椁盖板；3月27日，四层椁盖板全部完
成提取，共计 443 根，总重约 153 吨。4 月 16
日，“考古中国”重大项目“武王墩”重要进展
工作会和媒体开放日活动举行，首次发布武
王墩一号墓阶段性重磅发掘成果。大家从公
布信息中了解到，武王墩一号墓外围设有独
立陵园。陵园平面近方形，以周长约5千米
的围壕为界，面积近150万平方米，陵园内有
车马坑、陪葬墓、祭祀坑等遗迹。武王墩主墓
（一号墓）为一座大型“甲”字形竖穴土坑墓，
墓坑近正方形，边长约50米，墓坑东侧有长
约42米的斜坡墓道；墓坑中央建有“亚字形”
椁室，四周分列 8 个侧室，椁室中部设有棺
室，均由长条形枋木构筑，顶部覆盖多层盖
板。

武王墩一号墓规模巨大、内涵丰富，是楚
国最高等级的丧葬礼制。其年代处在大一统
国家即将孕育形成的关键时期，为研究周、

秦、楚、汉历史演变和秦汉中央集权大一统国
家及文化形成，及楚国东迁江淮以后的社会
生活面貌和历史文化图景，提供了系统性的
科学考古资料。

5月18日，央视对武王墩考古发掘进行
了现场直播，其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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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沉睡了
两千多年的大鼎再次重返人间。该大鼎部分
尺寸超越铸客大鼎“楚大鼎”，一跃成为新晋
大网红。龙凤漆案、铜虎座、青铜甗等大批文
物也同样“红”透全网。

2024 年，武王墩一号墓野外发掘工作
已完成，出土青铜器、漆木器、丝织品、玉石
器等编号器物 10000 多件（组）。日前，武王
墩墓考古实验室（一期、二期)及考古方舱
已投入使用。武王墩考古工作站已基本建
成，武王墩遗址博物馆计划 2027 年年底前
完工。

武王墩墓揭开神秘面纱
本报记者 苏国义 摄影报道

图一：武王墩一号墓考古发掘现场（摄于2024年5月）

图二：武王墩一号墓出土青铜甗（网红古代便携“蒸锅”）

图三：武王墩一号墓出土大铜鼎（摄于2024年5月）

开栏的话：
回首 2024 年，我们

遇到的困难比预料的

多、挑战比预期的大、成

果比预想的好。我们因

势而谋、顺势而动、乘势

而上，重大任务样样出

色、日常报道全线突破、

重要成果不断涌现，获

得了读者充分认可、赢

得了社会各界广泛赞

誉，创造了一个亮点纷

呈的2024 年，收获了一

个成果丰硕的2024年。

为 了 回 顾 2024 年

《淮河早报》刊发过的有

影响、有深度、有新闻性

的稿件，《淮河早报》推

出“ 记 忆 2024”大 型 策

划，全体记者将通过回

眸、回访、回答等方式，

再现2024年我们采访过

的人、报道过的事、见证

过的场面、经历过的情

感。 三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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