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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盗墓者赛跑

2011年，盗墓者已经将主墓精
确定位。棺椁有四层木板保护，盗
墓者仅仅差一至二层便可触及主
棺。因为棺椁与他们事先测定的
位置有所偏离，幸而躲过。这个
14.8米深的盗洞，成为人们得以提
前窥探这个西汉墓葬的最初入口。

2011年3月23日，江西省文物
考古研究院研究员杨军第一次进
入了这个神秘的世界。那天，领导
告诉他，有群众举报墩墩山上出现
了一个盗洞。这并不是这座大墓
第一次受到盗墓贼的侵扰。在主
墓西北角，一个盗洞与一盏五代时
期的灯具显示，一千多年前已经有
人到过这里。海昏侯墓考古发掘
专家组副组长、陕西省考古研究院
原副院长张仲立告诉《第一财经日
报》，在主墓于2011年出现盗洞之
前，2号墓(即侯夫人墓)便已遭盗
掘。

发掘处于最重要的阶段，瑰丽
的文物一件接一件出土，各方关注
也与日俱增，这让专家组和考古队
更加忙碌。接受记者采访期间，杨
军不断接电话，电话另一端连接各
方：公安局、央视、文物局专家等。
放下电话，他又要奔走于考古现场
与驻地，几无停歇。

上万件文物的曝光令海昏侯
墓如石破天惊，但其实考古工作早
在 5 年前便悄然展开。“2011 年开
始勘探，我们先用了电子布网测
绘，确定墓园的三维坐标系统。之
后是地球物理探测技术、三维扫描
和航拍技术。”杨军说。前期的勘
探，涉及墓园周围共100万平方米
的区域。

主墓刚打开时，整个墓室都浸
泡在水中。杨军介绍说，这是由于
南北朝时期，鄱阳湖南侵，整个海

昏县淹没水中，而历史上的几次大
地震又让墓室坍塌，被地下水淹
没。或许也正是这个原因，让这座
大墓能够逃脱盗墓者的侵扰，相对
完好地保存至今。

这次考古发掘使用了诸多高
科技文保设备。比如，低压氧舱设
备是世界上首次用于考古项目。

“主要针对有机质的保护，尤其是
棺木中的尸骸以及纺织品。这些
文物埋在地下时处于一个稳定状
态，一旦与氧气接触就有可能损
坏。低压氧舱能够最大限度地保
护它们。研究人员则带着氧气包
在舱内工作。”杨军说。对于结构
复杂和脆弱的文物，则广泛使用整
箱套取的方式提取到实验室再进
行清理。

●超越马王堆

海昏侯墓的考古现场已成为
警戒区域，门禁森严。整个墓园被
铁栅栏、铁丝网围得严严实实，周
围布满探头。墓园入口处，一名持
枪军官寸步不离，门卫室则有警察
检查进出人员。时不时有村民或
游客爬上土坡，走到铁门前好奇地
向墓园内张望。

通过门禁，《第一财经日报》记
者得以进入考古现场。墓园内已经
搭起5个工作棚，除了主墓和两座已
经完成挖掘的墓外，每一个棚边都
有一条没被拴住的警犬，稍稍走近，
它们便用急促的吠叫发出警告。

主墓室东侧设有高台，沿阶而
上，能俯瞰到墓园的一部分面貌。
高台上摆放着的《南昌西汉海昏侯
墓墓园平面布局图》，可帮助了解
到墓园的布局：墓园呈梯形，有长
达868米、保存较完整的墓园墙，
面积达到4万平方米。在墙东、北
两面辟有园门，门外有阙，墓园内
错落有致地分布着大小9座墓葬。

主墓室外的8座墓中，仅有被
盗的2号墓被认定，为侯夫人墓。
杨军告诉记者：其他陪葬墓墓主的
身份暂时存在两种说法：其一，为
侯妾；其二为海昏侯家族成员。而
已经完成挖掘的3号、4号墓棺椁
还在套取中，尚未打开，因而墓主
性别与身份还不得而知。

进入主墓室所在的大棚，四周
搭着铁架，上方设有轨道。据现场
工作人员说，这铁轨是专门用来运
送文物到室外的。记者进入主墓
时，现场有 10 多名工作人员正在
进行洒水、清理的工作。

“向墓室里洒水是为了给文物
保湿，在考古发掘前，漆器与木器
处于泡水状态。现在我们需要喷
水以免其受到损坏。”杨军说。主
墓坐南朝北，由甬道、回廊、过道、藏
阁组成。过去20多天中陆续公布
的惊人发现全部源自此处。“目前
藏阁已经发掘完毕，进入省博物馆
展出的重要文物都出自这里。至
于其他墓室里发现的东西目前尚
未对外公开。”张仲立说。根据考
古队目前公布的发掘计划，11月 18
日，他们已经完成了对棺椁位置的
确认。“棺椁所用木料目前尚未鉴
定，很可能是松木制成。”杨军说。

现在，主墓室的考古发掘已经
进入最后的清理、扫尾阶段。但有
一个谜至今尚未解开。当年，杨军
在初次从盗洞进入主墓室时，曾经
闻到一种浓浓的香气。“依据我的
经验，汉代的墓是不会臭的，但居
然有如此浓厚的香味，很令我意
外。”杨军回忆道。目前，考古人员
尚未探明香气的来源，但据杨军猜
测，这种香味应该是来源于某种香
料或是木头。“现在看来，还是出自
木料的可能性大一点。”

专家组和媒体都曾将海昏侯
墓与长沙马王堆汉墓比较，有专家
认为：“其出土文物数量已经超过
马王堆，在精美程度上则比较接
近。该墓葬具有汉代高等级墓葬
所包含的许多重要元素，考古价值
不亚于马王堆。”目前，主墓出土的
雁鱼灯、孔子像、火锅、青铜蒸馏
器、编钟、虫草、金饼、麒麟金等文
物都吸引了公众极大的好奇。爱

吃火锅、腰缠万贯、尊重儒家文化
等，人们看着这些精美而奇异的出
土文物脑补出一个丰满的西汉贵
族形象。而在张仲立眼中，主墓的
精彩部分在于藏阁中的乐库：“主
墓中的乐库有三堵编钟编磬、排
箫、笙和乐俑，从中可以看到西汉
音乐的文化传承、乐器铸造技艺和
礼乐制度。”

马王堆长久以来为人所津津
乐道的除了出土文物之外，还有那
历经2000年而不腐烂、五脏俱全、
皮肤尚有弹性的女性遗骸。那么，
从目前主墓的情况看，墓主遗体会
是何种状态？“棺椁其实早就塌陷
了，即便下葬时密封工作做得再
好，墓主还是会与空气接触，加之
周围的酸性土壤，目前躯体是否还
存在也不好说。”杨军说。

●27天的皇帝

走出墓园，从墩墩山下赶往
45公里以外的新建县城投宿。县
城中心车辆来来往往，商户鳞次栉
比。这片喧腾之地以北 40 公里
处，是修水、赣江与鄱阳湖的交汇
处，人们将此地称为“慨口”。清代
诗人黄正澄诗《慨口》所云“城漫移
昌邑，侯空据海昏。繁华都已矣，
博陆可今存”，所咏叹的正是第一
代海昏侯刘贺。这位命运多舛的
诸侯移居豫章(南昌)后郁郁寡欢，
屡屡来此遥望北方故地、抒发满腔
悲愤。

刘贺只活了 33 年，却是历史
上唯一先后做过王、帝、侯的人
物。他生于公元前92年，是汉武
帝之孙，5 岁时成为第二代昌邑
王，封地在今天的山东巨野。18岁
时，汉昭帝去世。在权臣霍光的主
持下，刘贺被迎立为新帝。北京大
学历史系教授辛德勇在《鄱阳湖畔
的海昏侯为何只做了27天皇帝》
一文中如此解析霍光拥立刘贺的
行为：“刘贺被霍光统领群臣拥立，
登上帝位，本来是出于霍光操纵朝
政的需要。”但刘贺即位后却让霍
光大跌眼镜。他插手朝政，调整宫
廷禁卫，这让霍光决意废帝。27
天后，霍光便以“行昏乱、危社稷”

的罪状将刘贺赶下皇位。此后，刘
贺被放逐豫章，被汉宣帝封为“海
昏侯”。

在偏僻边远的豫章郡，刘贺建
立了一座高高的土城，以故封地之
名命名为“昌邑城”。这座土城就
处于今天的新建县游塘村，从地图
上看，其与海昏侯墓所处的观西村
相距仅25公里。

刘贺死后，其子孙又沿袭了
三代海昏侯的爵位。“四代海昏侯
主要的活动范围就在南昌。”杨军
说，“但在此之前，江西全境却从
未发现与他们有关的考古遗址以
及遗物。”

虽然目前尚未出土最具说服
力的印章等文物，墓主身份不能完
全确定，但官方已经将这座大墓命
名为“海昏侯墓”。“在西汉，南昌这
一带没有比海昏侯等级更高的了，
所以就和他联系上了。”杨军说。

勘探开始以后，一系列考古实
物组成的证据链均指向了海昏
侯。首先是形制完备、占地广阔的
大遗址，而考古实物上的文字更是
提供了直接而有力的证据“墓中出
土的漆器上写有的文字带有‘昌
邑’年号，这些都告诉我们墓主为
海昏侯，且最有可能是刘贺。”杨军
说。

针对写有“昌邑九年”、“昌邑
食官”的漆器，专事西汉侯国研究的
复旦大学历史系教师马孟龙也认为，

“刘贺为墓主的可能性是最大的。”他
告诉《第一财经日报》：“四代海昏侯
中只有刘贺做过昌邑王。此外，《汉
书》中有一句话：‘故王物皆给贺’。
也就是说，原来刘贺做昌邑王时使用
的东西还是继续让他使用的。”

除了出土的文字资料，超越列
侯丧葬规制的三堵编钟与车马坑
也将专家们的视线引向刘贺。“综
合来看，海昏侯墓的级别超过一般
侯墓。比如，有陪葬坑、陪葬的编
钟，这在西汉列侯的墓葬中是绝无
仅有的。”马孟龙说。

对于外界颇为关注的主墓室
棺椁的开启时间，杨军说：“主墓的
考古挖掘将在年底前结束。之后
便是保护和研究阶段。墓主信息
应该也在那时可以公布。”（钟情）

海昏侯墓：穿越2000年的石破天惊
对于海昏侯墓及其归属的“紫禁城城址和铁河古墓群”，江西省南昌市已经开始准备申报世界文化遗产项目，建立一座国家考古遗址博物馆的规划也呼之欲出。
雾霾中的滕王阁，秋水共长天一色。自滕王阁向北，过了南昌市新建区红谷滩后，道路开始崎岖艰难，乡村冬景也渐次在车窗外铺开。与内陆的很多村庄一样，这里也

少见青壮年的身影，一路上，老人们晒的谷子为公路铺上一块块金黄色。
车行50公里后，到达观西村。村庄地处鄱阳湖畔，东南方向的墩墩山就是海昏侯墓所在地。2011年大墓发现盗洞之前，几乎无人留意这个处于平原之中的大土丘。可

如今，这里已经成为公众与考古专家们关注的焦点。
自2011年开始考古发掘至今，海昏侯墓中共出土了一万多件文物，其中简牍、编钟、编磬、雁鱼灯、孔子屏风、10余吨五铢钱等都已引起外界极大关注。参与此次考古发

掘的专家组如此评价这座大墓：“如此完整的西汉列侯等级墓葬，在中国考古学史上属首次发现，对于研究西汉列侯丧葬制度价值巨大。从目前来看，海昏侯已经基本达到
了申请世界文化遗产所要求的标准。”构成专家组的是来自中国社科院考古所、北京大学、陕西省考古研究院等机构的学者。这次考古发掘也是继长沙马王堆、广州南越王
墓之后，国家文物局第三次从全国调集一流专家到现场指挥、参与。

考古专家正在清理出土的文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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