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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图由央视十套 供本报专稿先读为快
郑州晚报 联手

本期内容12月31日央视十套21：25播出

2004年4月的一天深夜，在河南省上蔡县郭庄东面的一处高岗上，几个黑影在手电筒微弱
的光线下晃动。几分钟后，一阵巨大的爆炸声突然响起,没有人知道这里发生了什么。

神秘爆破声
郭庄是河南省上蔡县城西部的一个小村

庄。不知何时起，村东的高岗地里夜间开始
不断传来爆炸声，而每次爆炸过后，村民的耕
地中就会出现一个深深的洞穴。显然，有人
为了挖这些洞穴而在夜间实施了爆破。是什
么人在偷偷摸摸地挖洞？

村民发现，村东一处地势最高的土岗上出
现的洞穴最多。听附近村里的老人讲，这块岗
地还有一个名称，叫王金鼎。相传在这片高岗
地下，埋着古代的一位王，墓中藏着他的金鼎。

上蔡县是古代蔡国的都城所在地，至今仍
保存有高大的夯土城墙。在故城周围，极有可
能埋着古蔡国的王族墓葬。郭庄东部的那片
岗地，距蔡国故城不过十几公里，如果关于王
金鼎的传说真有其事的话，那里有可能是古蔡
国高等级贵族的墓地。这样一来，田野中不断
出现的洞穴也就不难解释了，一定是有人发现
了关于古代宝藏的秘密而在夜里偷偷挖掘。

疯狂的盗墓引起了河南省文物部门的关
注。2005年5月，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的专
家马俊才带领考古队赶到郭庄。他凭经验断
定，盗墓贼不会平白无故挖一个没价值的土岗！

疯狂盗墓贼
马俊才雇了附近村庄的一些农民参加

前期的发掘工作。一天，在与这些工人的闲
谈中，马俊才了解到一个令他意外的消息：
有人说这里埋的不是土，而是沙子。这让马
俊才很困惑，他曾挖掘过上万个古代墓葬，
但用沙子埋葬墓穴的方式还从未遇到过。

马俊才立即让考古队员再次钻探，令人吃
惊的是，探铲在土层深处真的带出来一些黄色的
纯细沙。如果下面都是沙子而不是古代墓葬常
用的五花土，那它还是一个真正的墓葬吗？

马俊才马上查阅了一些考古资料，他发
现河南辉县的魏国王室墓葬就是用沙子埋葬
的，这种与众不同的埋葬方式叫做积沙墓。

自古以来，对于盗墓贼来说，挖掘一条地
道进入王公贵族的墓葬中窃取珍宝是最简单
的盗墓方式。为了对付盗墓贼，古人采用了
一种特殊的埋葬方式——用细沙填埋墓室，
再在沙中埋上巨石，由于细沙具有良好的流
动性，加上石块的重量，很容易塌方把盗洞掩
埋，甚至把盗墓贼砸死砸伤，因此盗墓者无法
通过挖掘地道的方式进入墓室盗窃。

因为积石积沙墓建造起来工程浩大，如果
不是掌握巨大权力和财富的人，是无法拥有
的。如果郭庄古墓真的是一座积沙墓的话，那
它的主人生前一定拥有非同一般的显赫地位！

这时马俊才看到，墓室西部的沙层面还相
当平整，这似乎可以推断墓室西部还没受到盗
墓贼的破坏。因为墓道口朝向东方，所以西部
应该是放置墓主人棺椁的位置，如果那部分没
被盗的话，或许还能有所收获。马俊才忐忑不
安地督促工人加快进度。

工人们清理的深度已经低于墓道口接近
10 米的距离，加上墓葬封土的高度，已经深入
地下将近 20米。按照马俊才发掘战国墓葬的
经验，这个深度无论如何也应该到达棺椁的位
置了。但让他意外的是，到现在丝毫没发现一
点棺椁的影子。这绝对不正常！马俊才刚刚
放松的心又提了起来。

马俊才推测，出现这种意外只有两种可能：
一是墓主人的棺椁还在更深的沙层下面；另一种

是这根本就是一座假墓，墓中没有棺椁！
就在马俊才疑惑不解时，工人们在接近墓

室中部的地方清理出一些木板残留的灰痕，外
观就像一个长方形的箱子，这让马俊才重新燃
起了希望，它会不会是人们苦苦等待的墓主人
的棺椁痕迹呢？就在这个方结构的东北角，又
发现了一个长方形的箱子。

当这两个长方形的结构被清理出来后，马
俊才看到，它的体积与巨大的墓室相比显得极
不协调，而且在这两个方形结构里，既没发现尸
骸，也没有贵重的陪葬品。显然，它们不可能是
这个巨大墓葬主人的真正棺椁。马俊才再次紧
张起来。这种不可思议的现象似乎只有一种合
理的解释：这是一个假棺材，也是个假墓。

难道如此浩大的工程只是古人设计的骗局？

但墓室里的沙层并没到底的迹象，马俊才
决定，无论如何也要把沙子清理干净再下结论。

工人们继续向下清理，一个巨大的长方形
椁室显露出来。虽然木制的椁板已腐朽塌陷，
但仍可看出清晰的轮廓。在椁室周围，一些车
马器的零件从沙子中露了出来。马俊才确信，
这座古墓不仅不是假墓，还是一座设计诡异的
高等级墓葬！

工人们继续清理墓室东部，东部是放置墓
主人器物的区域，也是被盗最严重的部分，在这
里找到重要文物的可能性微乎其微。

但结果再次出人意料。
当椁室东部的沙土被清理干净后，大大小

小的青铜器堆满了墓室东部，虽然大都破烂不
堪，但无论从数量还是个体的精致程度上，都能
看出这个墓葬的规格非同一般。在遭受了古今
多次盗掘以后，还能保存如此多的文物，说明墓
葬的种种防盗设计的确发挥了重要作用。

从出土器物的型制来看，马俊才判断这是
一座春秋战国之际楚国高等级贵族的墓葬。

墓中还残留了 3件编钟和 13个石磬，这些
古代乐器在春秋战国时代不仅是贵族娱乐的工
具，还是身份的象征。

在主棺周围，考古队员共清理出13个陪葬
人的尸骸，全都是年轻女性，生前应该都为墓主
人服务。可以想象，墓葬的主人当时一定过着
极尽奢华的生活！在楚国的北部边塞，谁能建
造这样一座豪华又构思巧妙的陵墓呢？

考古人员小心翼翼地拨去主棺里的沙土，

主棺内堆积了很多海贝，还有几件精致的玉
器。马俊才在主棺内找到了一把玉柄青铜剑和
一把装饰美玉的铜鞘，但出人意料的是，这把剑
的主人却不见踪影。

主棺内没发现墓主人的尸骨，只找到了半
个头骨。这是不是墓主人呢？

回到驻地，马俊才仔细观察这半个头骨。
虽然已完全看不出模样，但牙齿磨损的程度不
是很严重，这说明墓主人是在壮年时期死去，而
并非寿终正寝，这更加增添了围绕在墓主人身
上的诡秘气氛。

墓中出土了大量兵器，主棺内也发现了墓
主人的佩剑，这把青铜剑虽断为3截，但剑刃部
分依然十分锋利，不应该只是一种装饰品，很可
能具有实战用途。马俊才推测，墓主人可能是
楚国镇守北方军事要塞的一位将军。假如推测
成立，那么这位将军一定得到了楚王的特别恩
惠，否则不可能拥有如此豪华的葬礼规格。

但由于古今多次被盗，马俊才并没找到一
件可以直接证明墓主人身份的器物。

在一些重要的青铜器上，古人经常会刻上
铭文来记述事件，假如能找到一些铭文的话，或
许能得到一些线索。经过仔细观察，马俊才在
青铜方壶的壶腹里发现了一些模糊的文字。

青铜器专家郝本性仔细研究了这段文字。
他解释道：“铭文中所谓的‘吉璧’，就是吉祥的
玉璧。‘不特’呢，就是说没有差错。这是一句吉
语，吉祥如意的意思。然后，就是说他本人的名
字，他叫竞孙（参见铭文图）。”

马骏才说：“通过发掘，看到二号墓里既
没积沙，也没积石，所采用的只是一般的楚国
贵族深挖加筑封土这种普通的防盗方式。”

假如两个墓的主人是夫妻关系，为什么
防盗措施差别如此之大呢？

在两个墓葬之间，是一个与墓葬同时代
的村落遗址，考古人员在遗址中央发掘出一
个很深的洞穴。对于这个突然出现的洞穴，
马俊才感到有些蹊跷。在洞穴底部，马俊才
发现了一个年轻女性的头骨。这让他有些紧
张：如果头骨来自二号墓，那这个洞穴很可能
是一个通向二号墓的巨大盗洞。

当二号墓的发掘快到底部时，一个巨大的
盗洞痕迹果然被发现，不出马俊才所料，这个盗
洞正是村落遗址上的那个洞穴延伸过来的。这
是一个几乎和墓葬同时代的盗洞，说明在二号
墓埋葬后不久，盗墓贼就盗了这个墓，他们没选
择一号墓，很有可能是了解内情的人所为。

因为没防盗措施，仅一个盗洞就将二号
墓盗得干干净净，考古人员只在盗洞区发现
了几件器物残片和一个老年女性的头骨。马
俊才推测，二号墓的墓主应该是一号墓墓主
的夫人，她是在丈夫去世多年以后才下葬的，
由于掌权的丈夫去世多年，她已经没能力为
自己修建积沙积石墓了。

这个诡异墓葬的主人究竟是谁，马俊才
还未找到确切答案。他说，传世的青铜器里
有一件叫“竞钟”的，有专家对“竞”字进行研
究，认为“竞”是楚平王的谥号，楚平王就是灭
蔡的公子弃疾，第一代蔡公。

那铭文中出现的“竞孙”会不会是楚平王
的后代呢？

这或许是一个最合乎逻辑的推测。
如果说“竞孙”是楚平王的孙子，那么他

就是一位王子，这个墓葬与楚国王子墓葬的
诸多相似就得到了合理解释。

据史书记载，做了国君的楚平王因为听
信谗言杀害了楚国大将伍子胥的父兄，逃到
吴国的伍子胥受到吴王重用，带领吴国军队
攻陷了楚国都城，已经死去的楚平王尸体被
从墓中挖出来打了300鞭。祖先被鞭尸的耻
辱一定给这位王子留下了极深刻的记忆，也
许正因为此，他才处心积虑设计了一个积沙
积石葬，他想用这种方式为自己建造一个永
不受侵扰的地下世界。

劫后宝藏

千年的骗局？
挖掘工作继续进行，整个墓室的全貌已完全呈现。除了大量的细沙，墓中开始不断出现大小不一

的石头，这完全符合积石积沙墓的特征。

离奇的墓葬
发掘工作进行了两个多月，马上就要进入雨季，然而假墓的可能性一直困扰着马俊才，除了一些

支离破碎的小物件，还没找到一件像样的东西，他不禁开始怀疑还有无继续发掘的必要。

诡异墓主人
在积沙墓北侧是一个同时期的墓葬，被定为

二号墓，两个墓相距只有20多米。二号墓的封土
压在一号墓的封土之上，说明二号墓埋葬时间要
晚于一号墓。这种连体墓葬，一般来说墓主应
该是夫妻关系。虽然规模小一些，但从外部看，
二号墓并没遭受严重的盗掘，马俊才希望能从这
里获得线索来解开一号墓墓主人的身份之谜。

积沙积沙 铭文铭文 文物文物 墓葬墓葬

上蔡县郭庄的高岗下有一座千年墓葬上蔡县郭庄的高岗下有一座千年墓葬

马俊才决定继续挖掘。
墓葬的外形初步显露，这是一个东向的甲

字形大墓，东西长27米，南北宽17米，有一条长
长的墓道。这一切都在暗示马俊才，他所面对
的极可能是一座带有防盗功能的积沙大墓！

但在墓葬东部一直没发现沙面。墓室
上方的土层被清理干净后，马俊才看到了令
他震惊的景象：墓室东部有一片黑土，黑土
中还有块东汉时期的汉砖。

这意味着最坏的情况发生了：盗墓者几乎
挖空了墓室东部的积沙，在盗墓最为猖獗的东
汉，这座大墓曾遭受大揭顶式的毁灭性盗掘。

这个发现让满怀希望的考古人员几乎
失去了挖下去的信心，因为盗墓在军阀割据
的东汉时期非常猖獗，而且大部分情况下是
割据一方的军阀公然带领军队挖掘古代墓
葬充作军饷。而那样公开大规模的盗掘，即
使有防盗功能的积沙墓也无济于事。

这个意外的打击出乎所有人的预料，连参
与挖掘的民工都有些无精打采了。清理完东
部盗洞区的土后，整个墓室东部发现了7个汉
代盗洞，一个现代盗洞通过用木板架设巷道的
方式已穿透墓壁进入了墓内，这显然是为了对
付墓中的流沙而设计的，这些都表明这座墓葬
曾遭受了古今盗墓贼最为凶狠的盗掘！

毁灭性盗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