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4 夜探主墓

因白天有众人围观，进入主墓室的行动被
放在了晚上。

要进入主墓室的是邱永生。

邱永生说：“爬了大概10米，腰是直不起来
的，看到里边情形有点恐怖，有好多树根穿透了
墓室长到里边去。”

邱永生继续往前爬，已接近墓室最深处，他
知道，这附近就是放棺椁的地方，墓室里棺材的
情况到底怎样，是这次探查最核心的问题。

但当邱永生靠近棺椁仔细观察时发现，棺
材的形状已经不存在了，放棺材的地方有好多
白花花的东西，条形的，走近一看，原来是骨头。

地上有脊椎骨、大腿股骨，邱永生明白了，
这是人的尸骨，但特别散乱，似乎被什么人拉动
过了。会不会就是墓主人的尸骸呢？

夜探主墓初步了解后，下一步就是打开主
墓大门。

1995年2月21日，考古人员组织了两个工
程队，动用了撬杆、钢丝绳、卷扬机，甚至起重
机，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才把封堵墓门的十几个
五六吨重的塞石移走，不敢想象，2000 年前的
古人是怎么把它们弄到墓中来的。

封闭2000多年的地宫被彻底打开。
在一间清理后的侧室中，考古队员看到了让

他们大惑不解的现象：墓室墙壁有的地方比较粗
糙，似乎只用凿子凿了凿，但有的地方却完全不
一样，很平整，显然是凿过后又进行了加工，为什
么同一面墙壁既有粗糙面又有平整面呢？墙壁
显然应该都是平整的，为什么没彻底做完呢？

这和兵马俑军阵的凌乱非常相似，2000年
前在墓主人的身上到底发生了什么？

考古队员来到了甬道东面的最后一个侧室，
就是邱永生看到尸骨的地方，遗骸会是楚王的吗？

骨头到处散落，还有一些堵塞七窍的玉石，
专家估计，墓主人死后约100年，这个墓就被盗
了。当时盗墓贼扯下金缕玉衣到洞外去挑拣金
丝，尸骸被抖得七零八落，尸骨应该就是楚王。

3 老宅秘密

在众多科学家都偃旗息鼓之时，王恺决心
用土办法试试——家访。

1991 年的一天，王恺从山上寻查回来，看
到两个老汉在村口下棋，像往常一样，王恺凑
了上去。闲聊时，其中一个人冒了一句：“听人
说，早年有人在山上挖过两米多深的红薯窖。”

这普通的一句话，让王恺就像触电一样，浑
身一震。对狮子山非常了解的王恺深知，这是一
座地地道道的石头山，土层很薄，几十厘米的土层
上怎么可能挖出红薯窖呢？这只有一种解释：山
岩之中的大面积泥土可能是后来人为搬运而来，
难道红薯窖正好挖在了墓穴的填土层上？

王恺岂能放掉这个线索，他七弯八拐，费尽
周折，终于打听到红薯窖是张立业老人家的。

王恺来到张立业家，张老汉十分确定地回
答：“我们家老宅那儿是有地窖，而且不止一
个，从我爷爷那时起就有了。”

王恺迫不及待地来到狮子山张立业家的
老宅处。老宅子位于狮子山主峰南坡的半山
腰处，已多年无人居住。

王恺决定先挖一个探沟。
就这样挖了两天，挖出两米多深了，下面

仍是泥土。王恺看到了希望。
第三天，好消息传来：向下挖掘时碰到了

石头，就在这块石头上，王恺惊喜地看到了人
工开凿的痕迹！王恺知道，这可能是深埋千年
的古墓墓道墙壁！

顺着石头往下挖，一个埋藏千年的地下宫
殿就这样被撩起了神秘面纱。这里位于狮子
山主峰南坡，离科技找墓时确定的异常区只有
十几米远。

刻不容缓！考古队开始清理陵墓周围，大
概到了 2 月 25 日，陵墓外围全部清理完毕，就
要进入主墓室了。

2 仓促下葬

王恺只能再次把目光投向兵马俑坑，而在
俑坑中，确实又发现了更多的反常。

俑坑四壁十分随意简陋，似乎根本就未作平
整，坑壁上的土已松散脱落，俑坑底部凹凸不平。

专家介绍说，无论是秦俑还是杨家湾的汉
代兵俑，俑坑都非常讲究、规整，而徐州的汉兵
马俑过于草率，很多地方非常凌乱，有的每排只
有两三人，有的每排却达到了十几个人，根本没
有军队的队列和阵型。

葬礼在中国古代是最重要的礼节之一，这
个俑坑中却出现了这么多细节上的不周到，说
明是工匠仓促地把兵马俑随便往俑坑中一扔就
完事了，这是要冒杀头之罪的，是什么原因让工
匠们敢做这种冒天下之大不韪的事呢？

看来，问题的关键还是要找到主墓。
然而，狮子山虽然不高，但方圆也有几千

米，怎么找呢？无奈，王恺开始求助现代科技。
徐州南郊的中国矿业大学有许多地质物探专
家，王恺向他们发出了请求。

1988 年春，物探权威宁书年教授毛遂自
荐，邀请全国 30多位地质专家，携带七八种先
进仪器，对狮子山进行了一次全方位探测。

忙碌了十几天，专家测出了导电异常区，最
后在图上画出了一块黑区——狮子山主峰的西
南侧，正对着一户村民的房子，他们肯定这就是
墓道。王恺回忆说：“我们花1万块钱把村民的
房子买下后，就在黑区开始挖，谁知挖不到1米
就碰到了基岩，再挖，还是基岩，我心想，坏了，
肯定没墓，泡汤了！”

寻墓宣告失败。
但王恺坚信他的判断没错，墓葬一定在狮

子山上，他上山寻墓的次数更多了。
从1985年开始找墓，一晃5年过去了。
王恺说：“这个墓一定要找到，不找出狮子

山汉兵俑主人的陵墓，我死不瞑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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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4年，在江苏省徐州市狮子山脚
下意外发现了大批汉代兵马俑，但兵马俑
的摆放非常凌乱，这在注重礼教的中国古
代是要冒杀头之罪的，是什么原因让工匠
们敢做这种冒天下之大不韪的事呢？而
陵墓并未完工，为什么要仓促下葬？墓主
人究竟是谁？

要寻求答案，必须找到这支地下军队
守卫的主人，于是，一系列的寻墓行动开
始了……

1 兵俑现身

1984年12月3日，徐州狮子山村小学的几
个学生出门玩耍，在采土场发现了泥土烧成的

“小人头”。这个消息很快就在村里传开了，村干
部感到事关重大，急忙打电话向市博物馆报告。

市博物馆考古部主任邱永生很快来到采
土场，发现这些小人头竟是陶俑！事关重大，
他立即找人封锁现场。12月 5日，考古专家王
恺和他的同事来到这里。

经清理，一个个陶俑被剥去泥土，从沉睡多
年的地下显露出来。陶俑主要有立式和坐式两
种，立式俑高48厘米，而坐式俑高只有25厘米。
虽然尺寸比起真人小了不少，但陶俑五官清晰，
四肢完整，完全是按真人的模样制作的。

两个多月后，上千人的陶俑群从地下凸
现，蔚为壮观地出现在人们面前。

王恺说：“这些俑，立的是步兵，坐的是驾
车的驭手和车兵，俑坑中还有马俑，整个队伍
里没有其他的动物俑，也没女俑，性质可以断
定为兵马俑军阵。”在中国古代礼制中，只有皇
帝或是身世显赫的人下葬时才能使用兵马
俑。那么，这些兵俑的主人又是谁呢？

要解答这个问题，得从陶俑的时代入手。
邱永生说：“狮子山的兵马俑，无论是造

型、装束，包括工艺，都能判断出是西汉时期
的，这点确凿无疑。”

研究人员说，已出土的 3处兵马俑，秦兵马
俑出现在西安附近，西安是当时秦国的都城；杨家
湾兵马俑出现在陕西咸阳，也在西汉时期的首都
长安附近；而徐州是远离首都的地方，从来没哪位
皇帝葬在这里，不过徐州曾是西汉时期诸侯国楚
国的都城。西汉时期，刘邦把天下划分成几个诸
侯国分封给自己的兄弟，他的弟弟被封为楚王，管
理以徐州为中心的楚国。徐州曾存在过12代刘
姓楚王，他们死后都葬在了周围。兵马俑的主人
会不会是这12代刘姓楚王中的一位呢？

王恺是 1963 年北京大学考古系毕业的老
牌大学生，参加完发掘狮子山兵马俑后，出任
了兵马俑博物馆馆长，从此，寻找兵马俑主人
墓葬的重担就当仁不让地落在了他肩上。

王恺用他的老方法跑遍了俑坑附近的山
山水水，但都一无所获。

5 壮年暴毙

经测算，这是一具男性的骸骨，身高约1.73米，35
岁左右。根据在墓中发现的钱币年代推算，下葬
时间是在公元前154年之前，而从建汉到公元前
154年共有三代刘姓楚王在位。

研究仍在继续，专家在《水经注》中又发现
了线索。书中记载：“获水又东径同孝山北，山
阴有楚元王冢”。同孝山，就是今天的楚王山，
离狮子山有几十里远，山上确有一座汉初大墓。

邱永生说：“已经明确了第一代楚元王刘交
的墓在楚王山。”这样范围就缩小到了两个人身
上。那么，在第二代和第三代楚王之中，到底谁
是这座陵墓的主人呢？

第二代楚王叫刘郢客，是刘交的儿子，在位
4年，按照惯例，头年即位，第二年建墓，他只有
3年时间建墓。狮子山楚王陵总长117米，总使
用面积850平方米，开山凿石量达5100立方米，
有庞大的天井和11间墓室。以当时的条件，建
成这座陵墓至少需要10余年，第二代楚王在短
短3年内不可能把陵墓修建到如此规模。

现在只剩下最后一个人了，也就是第三代楚
王——刘戊。刘戊在位20年，正是汉朝文景之治
的繁荣阶段，是楚国国力最强盛的时期，因此他有
充足的条件为自己建造一座大规模的陵墓。不
过，为何地宫中还有这么多地方没最后完成呢？

墓中骨骸的年龄在 35岁左右，属于壮年，
会不会因为暴毙，所以陵墓没来得及修完呢？

6 还原真相

专家开始从史料中寻找线索。
据班固的《汉书》记载，汉景帝二年（公元前

155年）薄太后去世，举国服丧……

作为当时十分强大的诸侯国——楚国的国
君，唯我独尊的楚王刘戊根本没将此事放在心
上，公然在太后丧期内淫乱享乐，后来有人把这
事向汉景帝告发，大臣们强烈要求杀掉刘戊。
但汉景帝顾及刘戊是自己的堂兄弟，没同意大
臣的建议，所以刘戊的地宫得以继续修建。

但汉景帝却决定减少刘戊的管辖范围，并
下旨将楚国下属的东海郡收归中央。

就在圣旨到达楚国的同时，刘戊收到了另
外一封信函：吴王准备反叛中央政权，邀他一
起。刘戊立即响应，与吴王一起发兵攻打中央，
这就是历史上著名的汉初“七国之乱”。

汉景帝派兵镇压，大败七国联军，吴王被杀，
其余各王或降或死，刘戊也不得不自杀身亡。

刘戊犯了弥天大罪，楚王家族如果不采取
措施，必然要受牵连，如何能把牵连降低到最小
呢？楚王家族必须想出办法来。

但《汉书》中关于刘戊的记载到他自杀后就
没了，后来的事专家只能进行推测。

如果推测准确，人们大致可看到如下情景：
楚王有一个庞大的家族。刘戊死后，楚国

一方面向中央政府请罪，同时趁处罚意见还没
出台，利用长安至楚国 2000多里之遥、消息不
通之机，匆匆以王者之礼抢先一步将刘戊下葬，
给中央来一个既成事实。

楚王就这样被匆匆下葬，修了近20年的地
宫也没最后完成。但中央却决不会允许楚王使
用兵马俑陪葬，刘戊是个反王，让他在地下带
兵，这不等于鼓励其他诸侯造反吗？在这种情
况下，兵马俑也只能仓促摆放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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