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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工作会之前，历史爱好者们猜测，墓

的规模是不是已发掘楚墓中最大的一座？

在工作会现场，专家介绍，武王墩一

号墓规模巨大、内涵丰富，应是楚国最高

等级的丧葬礼制。其年代处在封建国家

体系趋于解体、大一统国家即将孕育形成

的关键时期，为研究周、秦、楚、汉历史演

变和秦汉中央集权大一统国家及文化形

成，为研究楚国东迁江淮以后的社会生活

面貌和历史文化图景，提供了系统性的科

学考古资料。

武王墩的考古发掘，为武王墩考古遗

址公园建设和未来的文物保护利用工作，

提供了科学支撑。

发掘大鼎口径超过88厘米，大于已知楚大鼎；发现大量墨书文字，已发现

和采集近千字；是已发掘楚墓中最大的一座，是楚国最高等级的丧葬礼制……4

月16日上午，“考古中国”重大项目“武王墩”重要进展工作会议在安徽省淮南

市召开，首次发布期盼已久的武王墩一号墓阶段性重磅发掘成果。

记者 殷艳萍 黄洋洋/文

安徽省文物考古研究所 供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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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爱好者们分析认为，在武王墩墓前期

勘探中发现，从墓葬的规格和陵园的布局，以

及其他省份发现的楚墓葬制来看，非常符合

“王”的规格。根据史料记载，公元前241年，楚

考烈王东徙迁都寿春，命曰郢。迁都寿春后，

经历了幽王悍、哀王犹、负刍四世王，至负刍五

年（公元前223年），被秦国所灭。根据史料，哀

王犹即位仅两个月被杀，负刍被秦王俘虏，故

此二王被依制下葬的可能性较小。排除哀王

及负刍，符合楚王身份和地位墓葬遗存的主

人，只有考烈王和幽王二位。而众多考古证据

表明，武王墩墓墓葬主人的身份直指考烈王。

安徽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研究员宫希成表示，目

前的武王墩墓发掘资料和考古成果尚不能一

对一确认墓葬主人身份，缺乏指向性证据。

武王墩一号墓具有结构清晰、内涵丰富的独立

陵园，包含主墓、陪葬墓及车马坑、祭祀坑等附属设

施，是了解战国晚期楚国陵园制度的重要实证资料。

武王墩一号墓封土底部直径超过130米，墓口

开口边长约51米，墓坑底部面积超过400平方米，

规模巨大，是已发掘楚墓中最大的一座。封土呈现

覆斗状，填土层层夯实、夯窝密集，有台阶21级，是

研究战国晚期大型墓葬营建工艺的重要标本。

武王墩一号墓具有极为复杂的多重棺椁结

构。墓坑四角为填土，木椁室采用“亞”字型结构，

椁内总分室九间，椁顶部覆盖竹蓆，之下以枋木与

薄板依次交替，形成多层封护。是目前国内首次

见到的、结构清晰明确的九室楚墓。

武王墩一号墓椁室盖板上有墨书文字，已发

现和采集100多句、近千字，是典型的楚系文字。

结合文字内容和考古情境判断，其内容记录有中

椁盖板放置方位和排序、椁室功能分区等内容，对

研究楚国墓葬营建过程、职官制度、名物称谓等问

题具有重要意义。

合肥天气阴天，南部有阵雨或雷雨。气温：16~22℃。 全省天气 沿江江南有中等阵雨或雷雨，部分地区大雨到暴雨。气温：13~26℃。

武王墩墓墓主是谁？

目前尚不能确定哪位“王”

规模是不是超过以往？

应是楚国最高等级的丧葬礼制

考古工作人员在给填土夯层划地层线 考古工作人员提取脆弱文物

青铜鼎

铜钫 木俑首

漆木器

武王墩墓地位于安徽省淮南市三和镇徐洼村，北依舜耕山，向南则为

开阔的平地，西侧为南北向的瓦埠湖，瓦埠湖北端西侧为楚都寿春城之所

在。1981 年 9 月，武王墩墓被安徽省政府公布为省级文物保护单位。

2019年11月，国家文物局批复同意武王墩考古发掘计划，2020年，列入

“考古中国”课题重点项目。

2020年9月起，一号墓发掘工作开始。自2024年3月7日开始拆解提

取椁盖板。至3月27日，四层椁盖板已全部安全提取完成，共计443根，

总重约153吨。现已进入椁室发掘第二阶段，即椁室内部的发掘清理。

武王墩一号墓外围设有独立陵园。陵园平面近方形，以周长约5千

米的围壕为界，面积近150万平方米。陵园内发现有车马坑、陪葬墓、祭

祀坑等遗迹。车马坑位于武王墩一号墓西侧，南北长约148米，东西宽约

14米，是已发掘探明楚墓车马坑中最长的一座。

武王墩墓在哪里？何时开始发掘？

位于淮南市徐洼村，2020年开始发掘

武王墩一号墓为陵园主墓，位于陵园中心，是

一座带封土的“甲”字形竖穴土坑墓。封土堆整体

呈覆斗状，总面积约1.2万平方米。封土土质为五

花土，整体营建工艺由夯筑和堆筑相结合。发掘

出土有铁锸、铁锛、铁矛、扇面、竹筐等遗物。

墓坑为方形，开口边长约51米，开口层位

距木椁室顶部15米。墓坑以东设有斜坡墓道

一条，长约42米。墓坑四壁有逐级内收的台阶

共21级，形制规整。填土层层夯实，夯层厚度

15-30厘米，每一夯层表面有密集夯窝。发掘出

土有铁锸、铁夯头、箭镞等遗物。

墓坑底部边长约22米，其中央用巨大枋木

构筑出呈“亞”字型、九室、多重棺椁结构的木椁

室。椁顶部覆盖竹蓆，之下以枋木与薄板依次交

替，形成多层封护。中室在第一层枋木之下使用

了一套半肩透榫套接的“井”字型框架结构。盖

板表面发现大量墨书文字，每块板上的文字内容

不一、数量不等，大部分字迹通过红外设备可以

清晰辨识。已发现和采集100多句、近千字。

目前已提取漆木器、青铜器等编号文物超

过千件，包含青铜礼器、生活用器、漆木器、乐

器、俑等珍贵文物。其中漆木器数量、种类都是

空前的。东Ⅰ室南端放置的大鼎粗测口径超过

88厘米，大于已知最大的李三孤堆出土的楚大

鼎（铸客大鼎）。

发掘出土哪些珍贵文物？

出土大鼎口径超过楚大鼎

发掘有哪些重要意义？

了解楚国历史重要实证资料

（非“新鼎”实物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