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初春的淮南，微风裹着
油菜花香掠过江淮平原，沉
寂了两千多年的武王墩墓在
经过4年多的科学考古发掘
后，终于揭开了神秘面纱。

穿过长长的墓道，这座
规模宏大的九室楚墓，四周
由夯土垒成的台阶以“回”字
形层层内收，一直延伸至墓
坑内。作为唯一一座经过科
学发掘的楚王陵，这里出土
了迄今出土口径最大的楚国
大鼎等1万多件（组）文物，八
百年楚国的面貌愈发清晰。

这是迄今经过科学发掘
的规模最大、等级最高、结构
最复杂的楚国王级大墓，墓
主身份锁定为战国时期的楚
考烈王。在中国社会科学院
公布的六项“2024年中国考
古新发现”中，武王墩一号墓
名列其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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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西都市报副刊“少年派”定位于亲子共读刊物，设有作文版、少儿新闻版、
科普读物版、漫画版，每周星期一至星期五，都有精彩好看的内容呈现。

◎让有温度的纸质阅读，助力孩子养成良好阅读习惯，提升核心素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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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史记》记载，公
元前241年，在战国史
上最后一次合纵攻秦
中，楚考烈王担任纵长，
失败后为避强秦，楚考
烈王将国都迁往寿春，
即今安徽省淮南市寿县
寿春镇。约19 年后，
楚国灭亡，在寿春留下
王国最后的背影。

2020 年，一支有
着百余人的考古队来
到距离寿春城遗址不
远处的武王墩墓，在初
步探明墓室结构和陵
园范围后，正式开始考
古发掘工作。

初到这里，经验丰
富的考古队员被面前
这座高约16米、底径
达 130 米的超大型墓
葬所震撼。激动之余，
压力也沉甸甸地落在
他们肩头。

“面对如此高规格
的墓葬，此前发掘经验
几乎为零。”武王墩考
古项目负责人宫希成
表示，尽管开始已经制
定了详细发掘计划，但
天气、土质和工具匹配
等原因还是造成了不
少困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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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4年4月16日，国家文物局
在淮南召开“考古中国”重大项目重
要进展工作会，首次对外发布了武
王墩一号墓的等级和结构——这是
一座拥有九间墓室并有多重棺椁，且
结构完整的楚国王级墓葬。不仅如
此，考古人员在构筑墓室的木材上发
现并采集了大量楚国墨书文字。

宫希成表示，不同椁室数量对
应墓主生前身份等级，楚王级别的
九室墓尚属首次发现。书写于木椁
上的墨书文字则记载了椁盖板放置
方位和椁室功能分区等内容，犹如
整个墓葬的“说明书”，如北一室西
墙最下层墙板上的“南乐府、西、咊
（hé）、一”分别对应着“分室名称、所
在方位、木材性质和编号”。

约一个月后，指向墓主身份的
更多关键证据浮出水面，在多个青
铜器的铭文上发现楚王名字信息
——“楚王酓（yǎn）前”，即楚考烈王
熊元（亦有作“完”）。在一号墓东一
室还发现了一大铜鼎，其口径尺寸
超过了安徽博物院的“镇馆之宝”楚
大鼎（铸客大鼎），成为迄今出土口
径最大的楚国大鼎。

器以藏礼，除了大铜鼎之外，武
王墩一号墓还出土了大量基本完整
的礼器组合，其中出土的一套“九鼎
八簋（guǐ）八簠（fǔ）”的器用组合被
视为当时等级最高的礼容器组合。

2025年1月，安徽省文物局发
布消息，武王墩一号墓的田野考
古发掘工作全部结束，经综合分
析，确定墓主人身份为战国时期楚
考烈王。

至此，武王墩一号墓的结构和
内容已基本清晰，共计出土文物1
万多件（组），除了礼器之外，出土文
物还包括了木俑人、漆木器、玉器，
以及可能用于占卜的卜甲（龟甲）。
此外，在青铜器和漆木器中还发现
大量动植物遗存，已鉴定出的动物
遗存种类达17种，植物遗存则包括
了瓜、果和香料三大类共13种。

文图均据新华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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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徽淮南武王墩一号墓出土的部分漆器。

安徽淮南武王墩一号墓出土的铜器。

安徽淮南武王墩一号墓考古发掘现场。

安徽淮南武王墩
一号墓盖板上发现的部
分墨书文字（资料照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