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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现古鱼国

3000年前人殉之谜

在陕西西安市南郊的一栋普通居民楼内，
住着一位年过半百的考古学者，他叫卢连成。
如今的卢先生已远离了艰辛的野外考古，过着
悠闲而平淡的日子，但不经意间，他还会常常忆
起30多年前的一段往事：

1975年，在距离宝鸡市百十来里远的一个
叫茹家庄的黄土台塬上，一座西周时代的古墓
惊现在人们眼前，这是一个悬疑密布的墓葬：几
件简单的工具、深埋黄土中的凌乱人骨、精美的
青铜器，使一个神秘而遥远的古国若隐若现，而
卢连成是第一个赶到现场的考古人员……

考古发掘工作随后紧锣密鼓地展开，手铲
开始叩开远古时代的遗迹。

卢连成首先清理出车轮印痕。紧接着，在手
铲的拨弄下，一些骨头逐渐露出泥土，这些泛黄
的骨头从外观看来不像人骨，而是某种动物的骨
骼，而后，愈来愈多的骨头大体能拼凑出马的骨
架。加上先前的车轮印痕，卢连成基本断定，目
前清理的是一座陪葬车马坑。

就在此时，令人诧异的情况出现了：
在编号为茹家庄 1 号车马坑的坑底，陆续

出土了6匹马骨架，令人不解的是，马骨交叉错
位，布局极其凌乱。

一种不祥的预感笼罩在卢连成心头，他想到
了第二种情况：根据经验，凌乱的主因常常来自于
盗墓。卢连成难以克制自己的担忧。

按照考古学常识，车马坑作为陪葬坑，其附
近必然有重要的墓葬。

有一个奇特的现象引起卢连成的注意，村
民告诉他，这片梯田不适合种植庄稼，原因是这
里的土壤土质很硬，与别处不同。职业的敏感
让卢连成意识到这里大有文章。

考古钻探工作重新展开，他们用皮尺圈出老
乡指认的硬实土壤的范围。很快，钻探工作有了
突破性进展。就在车马坑的背后，紧挨着塬背的
地方，发现有墓土的遗迹。经过数月的挖掘，一座
封闭了近3000年的西周古墓开始向世人掀开了
它的神秘面纱。

挖掘出的茹家庄1号墓墓室分为甲乙两个
椁室，分别埋葬着两具尸体。

考古队员首先将焦点集中在乙椁室。但乙
椁室的尸骨保存得非常不好，骨骼已腐朽成一
些黄色的骨粉。根据大量随葬兵器的情况，可
基本判断1号墓墓主应该是男性。

甲椁室位于 1 号墓墓室西部，体积略小于
乙椁室。这里还残留了部分骨骼，可判定埋葬
的是一位西周女子。

考古人员作出了初步判断，这是一座夫妻
合葬墓。

青铜器上的铭文是 7 个古怪的文字，起
首的那个字应当是墓主人的姓氏，但它早已
不在现代汉字的范畴之内。

卢连成说：“当时我们主要考虑到这个字
的主体是鱼，旁边从弓从鱼，所以发鱼声。铭
文里有鱼伯作器，或者鱼伯为其他贵族作器，
所以我们基本就确定了茹家庄1号墓就是鱼
伯自己的墓葬。”铭文上提及的鱼伯究竟是谁？

卢连成想起了一个重要的细节：在挖掘
车马坑时，马骨附近有一些奇怪的印痕，很像
是苇席的纹理，这说明殉马入葬时被苇席包
裹住，属于一种级别较高的入葬方式。

更为有力的证据出现在那个埋葬女性尸
体的椁室里。就在这里出土了五鼎四簋的青
铜礼器组合，在鼎和簋的口沿上铸造有文字

“儿”，考古人员称之为“倪”。
这个倪姓女子显然是青铜礼器的主人。
卢连成他们当时推测墓主人身份大概应

当是五鼎四簋一级的诸侯，把鱼伯基本上确定
为西周畿内的一个异姓诸侯国的小国国君。

就在考古队为取得的成果感到欣喜时，
接踵而至的清理工作却让他们的心头蒙上了
一层阴影。

考古工作者在清理墓道时，首先挖出了
一块块支离破碎的骨头。这些骨头散乱在墓
道中，最终拼凑出了一个人的形状。

接着，又在人骨附近发现了一些碳化物
质，碳化物质还保留着最初的形状。这是一
些被火焚烧后的竹节。这些不寻常的现象令
考古学者想起早先发掘的 1号车马坑：马骨
交叉叠压、布局凌乱。

卢连成初步推断：茹家庄鱼国墓地在进
行墓口封实前，曾举行过某种殉葬仪式，焚烧
竹节，肢解奴隶作为人殉。

紧接着，他们在 1 号墓的二层台地上又
发现了一个双手被缚的人体骨骼，这个人体
骨骼扭曲着身姿，双手蜷伏胸前，仿佛在展现
生前的痛苦。他可能就是一个殉奴。

被发掘出来的殉奴越来越多。1号墓中
发现有奴隶骨架 7具，两具在墓道口的填土
中，5 具在二层台上。人殉的出现有着非同
寻常的意义，这将是一个重要证据，使卢连成
对先前的推断产生了怀疑。

考古专家对于1号墓墓主的夫妻身份产生
了质疑，质疑源自一个难以解释的现象……

卢连成发觉 1 号墓的主墓室内，甲乙椁室
一大一小并排安置，口沿平齐，椁室上层的夯土
层次清晰，没有任何搅乱和相互打破的现象，这
意味着椁室是一次构筑的。很显然，这位倪姓
女子与鱼伯应该是同一次下葬的。

在同一个时段，同一次下葬，那么必有一人
是属于陪死殉葬的性质。

于是，两人的关系再次成为谜案。如果按
照先前的推断，她是鱼伯的正妻，那么这种正妻
殉葬的制度显得匪夷所思。

考古队员清理 1 号墓墓边时，无意中又发
现了一个墓葬，他们将其称为2号墓。

经过测量，人们发现两座墓挨得非常紧密，
以至于在挖掘2号墓时，侵占了1号墓的墓室边
缘。2号墓墓室的一角打破了鱼伯墓的一侧，这
个打破关系就证明两座墓有时代早晚的关系，2
号墓主人要比1号墓主人晚一点去世。

2号墓是一座形制较大的墓葬，墓中共出土
刻有铭文的青铜器10件，多数为鱼伯为井姬作
器。众多青铜礼器表明井姬生前地位十分显耀。

卢连成说：“井是周公的后裔。井伯和井叔
从西周中期就是王朝的执政大臣，辅佐周王和天
子处理政事，是王朝非常显赫的贵族。井姬可能
是他们其中的一代女儿嫁给鱼国国君，作为鱼国
国君的夫人，也就是正妻。”

那么，1号墓中青铜器铭文所示的“儿”，其身
份绝非正妻。卢连成判断，1号墓的倪姓墓主，基
本能确定是为鱼伯殉葬的，是鱼伯的一个姬妾。

为寻找历代鱼伯的家族墓葬，考古队走遍
了数十个西周遗址区，但历时数年的勘察工作
未见任何成效，卢连成陷入了困境……

若找不到历代鱼伯的家族墓葬，就无法证
明鱼国真实存在。然而，一次偶然的机会却扭
转了卢连成的困境。

1976年 10月 5日，在距离茹家庄 3公里外
的竹园沟村，村民们在田间劳动时在黄土下发
现了一个黑黝黝的洞口，里面有一些形状诡异
的器物。考古队员闻讯后急匆匆地赶赴现场。

经过挖掘，一些青铜器露出了土面。青铜
礼器的铭文表明墓主叫鱼季，鱼季墓年代大概
在昭王时代，就是西周早期稍微偏晚一点。

而更令人惊喜的是，又是一次偶然的发现
使一处鱼国墓葬群进入考古队员的视野——
宝鸡市区西部的纸坊头村。

纸坊头的鱼国墓地出土了一些器形较大
的青铜器，其铭文自称为鱼伯、鱼伯作器、鱼伯
自作用簋。从铭文的体例、器形、花纹，以及墓
葬形制规范的情况看，它是迄今为止在宝鸡地
区鱼国墓地中间最早的第一代国君。他的活
动年代基本是文王晚期到武王，估计墓葬下葬
的年代可能到成王的初年。

纸坊头鱼国墓地在渭水北岸，墓中出土的
青铜器庄重雄伟，呈现出一派蓬勃繁荣的景象。

竹园沟鱼国墓地则退至渭水南岸，活动年
代大约在西周康昭时期。

茹家庄鱼伯墓地晚至穆王初年，这时已是
全然衰败的景象，而且有逐渐往南方退让的趋势。

至此，已经基本理清鱼国国君的世系。
但这个非姬姓的小国从何处而来，他们在

西周王畿之内生存了多久，有没有可能找到年
代更晚的鱼国国君墓地呢？

1975 年，在宝鸡市茹家庄的黄土台塬上，
村民们日复一日地平整土地，修筑梯田，一天，
村长杨列无意中刨到了一个土坑……

随着挥舞的锄头落地，迸出了清脆的响声，
杨列弯腰察看，发现了一块古怪的铜疙瘩。

他用手扒拉掉泥土，发现这块铜疙瘩非同
一般，上面居然镂刻着细密的花纹。

消息不胫而走，引起了考古工作者的重视。
宝鸡市文管所的所长李仲操当即派遣大学

毕业不久的卢连成前往茹家庄。
卢连成捡起那些铜疙瘩，根据考古常识，这

些绿锈斑驳的铜疙瘩显然是小型的青铜构件。
茹家庄是西周遗存和墓葬分布密集的地

区，而青铜构件又是比较典型的西周器物，卢连
成判断，他们的脚底下极有可能埋藏着西周时
期的遗存。但他并没意识到，这些青铜构件仅
是冰山一角，一个史籍失载的古国即将显露。

古国初显

发现墓室

倪姓女子

姬妾殉葬

卢连成重新回到茹家庄墓地，再次考证墓
室。这时，他发现了一个先前被忽略的迹象。

考古工作者发现在墓地二层台地上填埋
着花岗岩砾石块，这些砾石块也有一些散放在
墓主周围或铺垫在尸体下。石块多呈椭圆形，
大小不等，未经加工，均采自清姜河。

卢连成说，这种砾石块应该是当时埋葬的
一种习俗，但不是周人的葬俗。

考古队员将视线转向鱼国墓地出土的其
他文物上，他们修补了林林总总的陶罐，试图
从这里找到解决问题的突破口。

这些生活常用的钵形尖底罐，是一种地域特征
极强的器物，很少见于典型的周人遗址和墓地，却多
见于四川新繁、广汉早期蜀人遗址。这说明，鱼国墓
地遗物呈现出早期巴蜀文化的某些特征。鱼
国，这个史籍失传的古国，在考古中逐渐复原。

考古队在茹家庄又发掘出一个神秘的墓
葬，令人惊奇万分的是墓室内并没有棺椁……

在墓穴西北角有一个土台，台上有人骨架
一具。尸体的骨骼保存非常好，是个壮年男
性。在发掘过程中，考古人员发现这个骨骼颈
部有皮条缠勒的痕迹，好像是一具被皮条勒死
的尸体放在墓中的夯土之中。

考古人员试图找到一些随葬品，但是直挖
到墓底，也没发现任何葬具和器物。

有专家认为，这是个奴隶，是被生殉的。
但卢连成对此论断颇为怀疑。
卢连成认为，这可能是亡国的鱼国国君，他

在修筑墓葬时这个国家还存在，但墓葬修成了还
没来得及举行隆重的下葬仪式，国家就出现某种
变故，所以这个墓没按正常情况来使用。

古鱼国，这个西周王畿之内受到册封的非
姬姓诸侯国，其国君为了在周人的京畿之地立
足，试图通过婚姻外交以求附庸姬周的王室家族
而生存，并且巩固地位，但还是败于错综复杂的
宗族斗争，鱼国最终难以逃脱亡国的厄运。

最后一代国君屈死在空旷的墓室中，没有
任何人陪葬。而鱼国的下层族人，很可能穿越
秦岭，回到他们祖先的土地上去了。

寻找家族墓葬

亡国厄运

墓中发掘的奴隶骨墓中发掘的奴隶骨

清理出的车轮印记清理出的车轮印记

墓葬坑墓葬坑

车马坑中出土的马骨架车马坑中出土的马骨架

年轻的卢连成并没意识
到，这个貌似普通的墓葬会带
来众多未解谜团。

要揭开古墓的秘密，首先
要从墓底出土的青铜器说起。

青铜器上的铭文青铜器上的铭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