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为了稳妥起见，村民们请来考古工作者
对这个地方进行了勘探，而勘探的工具，就
是一把简单的探铲，即洛阳铲。

很多人会觉得洛阳铲很早就有了，但其
实洛阳铲出现的时间并没有想象中那么
早。关于洛阳铲的来历，众说纷纭，目前流
传最广的版本是这样子的：

洛阳邙山地区在民国时期盗墓十分猖
獗，当地的许多人以盗墓为生。这帮人中间
有个叫李鸭子的人，从小以盗墓为生。有一
天，李鸭子去赶早集，突然发现有个卖包子
的店家带了一根短木头柄的半圆形铁铲，这
铁铲形制十分独特，如果在地里一捣泥土，
就可以轻松地把泥土带上来，并且保证土块
不散乱，可以看出地下土层的情况。经验丰
富的李鸭子见此情景，突然意识这种铁铲非
常适合用来找墓。于是他暗自记下了这把铁
铲的形状，回去自己开炉造了一把进行试验，
结果大获成功，找墓的速度提升了不少。之
后越来越多的盗墓贼开始用这种铁铲来找
墓，并逐渐成为了风尚。因为它最开始出自
洛阳地区，所以被形象地称之为“洛阳铲”。

1928年，著名的考古学家卫聚贤目睹了
盗墓贼使用洛阳铲的情景后，灵机一动：把
这把铲子应用到考古工作中岂不是很好
吗？于是开始在考古界大力推广，从此洛阳
铲就成为了考古工作者的利器。

当然很多人会好奇，洛阳铲的具体工作
原理是怎样的呢，为什么李鸭子看到这把铲
子能够带出泥土，就断定它能够用来找墓
呢？实际上道理很简单。我们来看看洛阳
铲的形制，一般来说洛阳铲的铲头刃部呈月
牙形，剖面呈半筒形，把洛阳铲插入地面后
提起，铲头会带出一筒的泥土。这些泥土，
就是窥视地下世界的关键。

这里，我们得先普及一下地层的几个概
念。考古学家将没有人类活动过的原始地
层叫做“生土”，生土往往是因为风化、洪水
等自然现象形成的，颜色单一，质地一致，非
常容易辨别。因为人类各种活动形成的大
小土层叫做“文化层”，也叫做“熟土”。文化
层往往比较复杂，里面通常会留有非常多的
人类活动的残存痕迹。还有一种叫“填土”，
是人类挖掘各种坑穴回填后的土层。在挖
掘墓葬的时候，各层颜色不同的生土、熟土
被挖了出来，下葬之后，再将这些泥土回填
至坑中。由于这些回填的泥土已经被翻搅
了，打破了原来的层次和颜色，所以就成为
了糅合多种土层的“五花土”。由于五花土
经常出现在墓葬的周围，所以我们可以利用
五花土来确定墓葬的大小、方位甚至形制。
这时候洛阳铲的作用就体现出来了。它可
以非常方便地将地下的土壤提取出来，再通
过对这些土芯中的土质土色、夹带的遗存情
况来判断，最终确定是否有墓葬。

经过一番考察，考古专家们认定，这是
一个东周时期的墓葬，并且通过洛阳铲的勘
探大致确定了墓葬的形制。整体而言，这是
一个大型的甲字形墓，东西长约25米，南北
宽约20米，墓道长22米。根据墓葬形制，专
家们又将墓葬的时间锁定为战国早期。前
面我们已经普及了蔡国的历史，在春秋中
期，蔡国已经灭亡，到了战国早期，这里早已
经成为了楚国的疆域。所以这个墓葬，很可
能是某位地位显赫的楚国贵族的。

来源：《围观考古现场》中国致公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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郭庄楚墓：两声闷响现盗洞
□项木咄

2004年12月15日凌晨，一个平凡得不能再平凡的日子，河南上蔡县郭庄村东的一处岗地上，突然出
现了两条耀眼的红色火光，并伴随着两声巨大的闷响。周围的村民猛然惊醒，吓得赶紧跑出自家的屋子去
查看情况。大家不自觉聚拢在一起，讨论究竟发生了什么。

很多人下意识觉得是地震，毕竟河南也算是地震灾害比较严重的省份之一了。在历史上，河南曾经发
生过7次6级以上的地震，造成了不同程度的破坏。《史记》中记载的第一次地震发生在周幽王二年（公元前
780年）：“西周三川皆震。……是岁，三川竭，岐山崩。”根据专家的考证，这次地震就发生在河南洛阳附近。

可奇怪的是，两声巨响之后，大地上并没有后续的动静，难道是地震到来的前兆吗？正在大伙儿猜测之
际，有胆大的人沿着发生声响的方向找去，发现岗地突然出现了一个口径两米、深不见底的大黑洞。有经验
的人看了之后怀疑：这，会不会是个盗洞？

这 样 的 怀 疑 并 非 空 穴 来
风。上蔡这个地方，拥有非常丰
厚的文化底蕴，在历史上的地位
可不简单。西周初年，周武王封
弟弟叔度为侯，建立蔡国，封地
就在现在的上蔡。叔度，就是历
史上赫赫有名的蔡叔，当年周武
王灭商之后，不久就去世了，周
公旦摄政，引起了包括蔡叔在
内的一些皇亲国戚的不满，纣
王之子武庚乘机拉拢他们，发
动了叛乱，史称武庚之乱，也称
为管蔡之乱。不过这一场叛乱
很快就被周公旦平定，蔡叔被
流放到了郭邻，不久就死了。之
后周公旦又封其子蔡仲于蔡，重
建了蔡国。

蔡国的国都，随着春秋战国
时期诸种政治权力的此消彼长，
也经历了一番变迁。春秋晚期
楚国的实力大增，大概在公元前
532 年的时候，当时的楚国公子
弃疾，也就是未来的楚平王，灭
了陈国、蔡国，并因此军功获封
首任“蔡公”，后来他在蔡人、陈
人的帮助下，发动军事政变并夺
权成功。为了表示感谢，楚平王
主动恢复了两国，但是国都却不
能在原地，而是被迫迁到了东南
方相距 100 公里的古吕国，为了
和旧都有所区别，新都被称为新
蔡，也就是在现在的河南新蔡县
一带。旧国都则被称为了上蔡。

可能有的人会疑惑，为什么
会称为“上蔡”而不是“旧蔡”
呢？难不成还有个“下蔡”不
成？没错，蔡国的“流浪国都”计
划还没有结束呢。在春秋的末
年，蔡国的周围有两个大国，一
个是之前我们说的楚国，另一个
就是吴国。而恰恰这两个国家，
又有着不共戴天之仇。前面我
们提到的楚平王，之所以能够在
历史上留下浓墨重彩的一笔，倒
不是说他的战功有多显赫，而是
因为他大概是第一个死后惨遭
鞭尸的帝王。

话说当年楚平王当上了一
国之君后，骄奢淫逸的本性就逐
渐暴露出来了。他有两个宠臣，
一个是太子太傅伍奢，一个是太
子少傅费无极。有一次，他派费
无极替太子建到秦国去迎接孟
嬴和太子结婚。费无极一向与
太子不和，他见到孟嬴年轻貌
美，便极力劝楚平王娶她。楚平
王禁不住诱惑，最终将自己的儿
媳妇据为己有，并找了个理由将
太子打发到了千里之外的边城
镇守。

后来在费无极的谗言之下，
太子建被诬陷谋反，无奈之下只
好逃到了宋国。而被他派去都城
伸冤的伍奢则羊入虎口，直接被
楚平王来了个满门抄斩。只有伍
奢的儿子伍子胥逃到了吴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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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来的故事想必大家都知道
了，伍子胥在吴国混得风生水起，
颇受吴王阖闾的重用，后来五次兴
兵伐楚，并大败楚国，最后掘开了
楚平王的墓，鞭尸三百，算是替冤
死的父兄报了仇。

而这蔡国夹在楚国、吴国中
间，自然不能安稳。春秋末年，蔡
昭侯姬申当政，他因为不堪楚王凌
辱，决定联吴反楚。可是新蔡与楚
国交界，离吴国的核心区域又十分遥
远。如果楚国进攻蔡国，吴国的兵力
往往不能赶到。万不得已，蔡昭侯决
定搬迁到吴国的势力范围内，举国东
迁到了现在安徽寿县一带，这一新的
蔡国都城，史称为“下蔡”。

蔡国的流浪计划结束了吗？
还没。到了战国早期，各国的实力
又慢慢发生了变化，吴国被卧薪尝
胆的越国灭亡，之后越国又被楚国
灭亡了，本来依附于吴国的蔡国失
去了靠山，只好再次向楚国俯首称
臣。但这次楚国可不打算轻易放过
蔡国了，他们把蔡人迁到了现在的
湖北襄阳一带，因为这里全是山地，
所以又被称为“高蔡”。不过“高蔡”
的日子并没有持续多久，后来楚国
随便找了个借口，将蔡国的残余势
力连根拔除。蔡国这一曾经显赫的
诸侯国，最终消散在历史长河中。

上蔡作为蔡国的首个都城，无
疑有着最重要的地位和意义。它
一共经历了 24 代蔡侯的统治，前
后存在了524年。由于第一任蔡侯
是周武王的亲弟弟，所以蔡国的经
济文化水平很高，在东周时期甚至
是十二大诸侯之一。到了后来，即
使楚平王把蔡国灭了，但是上蔡仍
然是当时楚国面向北方地区的桥

头堡，战略意义十分重要。楚国的
这段时期，上蔡的城市面积甚至比
原来大了一倍还多，具有非常强的
军事、经济实力。

这样一个重要战略意义的地
方，自然会有丰富的历史文化遗存
遗留下来。自然而然的，盗墓这种
见不得人的勾当也开始在这片土
地上蔓延开来。从1985年起，考古
工作者先后在郭庄发现了十余座
大中型的楚国高级墓葬。这些墓
葬基本都被盗墓贼光顾过，墓里的
随葬品几乎被盗掘一空。当地人
对于盗墓这一行为并不陌生，所以
看到这个两米口径的大洞时，大家
下意识的反应就是，看来盗墓贼又
盯上了哪个墓葬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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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掘出土的青铜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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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于河南省上蔡县大路李乡郭庄村一处农田的楚墓外景。本版图据新华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