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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发现系列报道

国字山墓葬群

国字山战国墓葬位于江西省樟树
市大桥街道彭泽村委会洪光塘自然村
西南约200米的小土岗上，海拔约55
米，大约在樟树市区东南约5公里处。
这个地方，距离全国重点文物单位筑
卫城遗址仅有300米。

筑卫城遗址东西长410米、南北长
360米，面积达14万平方米，为东周时
期所建，属于清江盆地在该时期的中
心性城址。该遗址前后经过三次考古
发掘，发现有新石器时代（樊城堆文
化）、吴城文化和东周时期遗存。同
时，城址周边有高耸城墙环绕，现存最
高处达21米，城墙外侧的城壕清晰可
见，是江西地区保存最好的先秦城
址。另外，城址周边发现大量同时期
的城址、遗址、墓葬等，构成了以筑卫
城为核心的聚落群。

2017年，因早期有盗扰发生，国字
山战国墓葬开始抢救性发掘。2019
年，该墓葬群在第八批全国重点文物
保护单位名单中，被并入筑卫城遗
址。2021年12月25日，相关考古发掘
成果首次对外公布。

因盗扰而现世

考古人员经过发掘发现，国字山
战国墓葬外围有东西长约80米、南北
宽约63米的近长方形围沟环绕。墓葬
是东西向中字形竖穴土坑墓，东西两
侧有斜坡状墓道。

墓葬的椁室，由下方的垫木、底板
和周边的侧板、内部的立柱及上方的
盖板组成，东西长约13.5米，南北宽约
11.4米，高约2米。经鉴定，椁室各部位
均使用楠木，椁盖板上则覆盖有多层
用杉木削制的金黄色木皮。椁室内被
隔断和立柱等分隔为25个分室。除中
间一行因放置主棺，隔断略有错位外，
分室排列整齐有序。椁室内放置有7
具棺木，其中主棺位于椁室中部，为船
形独木棺，长3.66米，宽1.22米，其余6
具为陪葬棺。

考古专家认为，国字山战国墓葬
是迄今江西地区考古发现规模最大的
东周时期墓葬，随葬品十分丰富。尽
管早期经历了盗扰，仍出土了2600余
件（套）器物。

随葬品较丰富

从国字山战国墓葬出土器物的种
类可以看出，随葬品以漆木器为大宗，
此外还有金属器、陶瓷器和玉石器
等。从器类看，包括了礼器、乐器、兵
器、车马器、日常用品等品类。

其中礼器有铜鼎、盉、盘、匜等。
乐器包括钟、鼓、琴、瑟、筝，以及编钟
架、底座等。兵器有戈、戟、剑、镞、漆
木盾等。车马器有车軎、伞盖、衡末饰
和铜泡等。日常用品包括镇、削刀、
凿、帐钩等。陶瓷器则包括了多件印
纹硬陶和原始瓷器。

据介绍，乐器中有一件筝保存
较完好，总长度达到 2.3 米，是先秦
时期发现的最长的一件筝。兵器中
的漆木盾数量较多，有 30 余面。值
得一提的还有一件青铜鸠杖的跽坐
人形镦。在国字山战国墓葬发掘之
前，此类器物只见于长江下游的吴
越文化区。

国字山战国墓葬

青铜鸠杖人镦

青铜鸠杖人镦的全称应为青铜鸠
杖跽坐人形镦。所谓鸠杖，就是顶端做
成斑鸠鸟形状的手杖。

《后汉书·礼仪志》记载，汉明帝在
位期间曾安排宴会招待一众古稀老
人。盛宴之后，皇帝还向老人们赠送了
酒肉谷米和做工精美的手杖。因手杖
的顶端有斑鸠鸟的雕像，而得名鸠杖。
青铜杖在春秋、战国时应被视作权力的
象征。绍兴漓渚和江苏丹徒、北山顶春
秋墓中均有青铜鸠杖出土。

完整的鸠杖由杖首、杖镦、杖身组
成。此青铜鸠杖跽坐人形镦是青铜鸠
杖底部带着杖镦的一段。杖镦，是指鸠
杖底部的金属套。跽坐，指两膝着地，
小腿贴地，臀部坐在小腿及脚跟上的姿
势。跽坐人形镦，也就是制作成跽坐人
姿态的杖套，用来固定鸠杖，使之得以
直立放置。

从出文物本身可以看出，该人形镦
双目平视，双手放置膝部，属于当时地
位较低的奴隶形象。

或是勾践后人

专家依据出土文物推断，墓主有
着很高的身份地位，推测是越国王室
贵族。

国字山墓葬年代为战国中期，墓
葬体现出越文化、楚文化、群舒文化等
多种文化因素交融共存的特征。除此
之外，还有两件铜戈（戟）带有“越王”
铭文。经专家考证，铭文分别是“者殹
自乍用戟”和“於戉台王旨殹之大子不
（？）寿自乍元用矛”。其铭文和上海博
物馆里的一件越王文物铭文一致，专
家推测是用同一个字模在铸造时做出
来的。因此，虽然考古界对于“大子不
（？）寿”中间这个字尚且存在争议，但
基本能确定第一件有铭铜戈（戟）的主
人是越王勾践的玄孙翳，另一件或是
翳的一个儿子。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中国
考古学会负责人表示，国字山战国墓葬
的发掘，是近年来中国东周时期考古的
重大发现。通过这个发现，可以看到东
周时期江西地区的物质文化、精神文化
获得了显著的发展，填补了江西地区东
周考古的空白，为构建和完善江西地区
两周时期考古学文化序列谱系提供了
关键性资料。 （本报综合）

相关链接

在日前颁布的“2021 年中国考古
新发现”6 个入选项目中，四川省广汉
市三星堆商代遗址4号坑出土的“扭头
跪坐铜人像”也因为获选而再度亮相。

“扭头跪坐铜人像”共计出土3座，专家
根据人像手部动作，推测其为固定屏风
的底座。但读者却对其高耸的发型与
丰富的发量更感兴趣，感叹其“真的是
头发茂密的古蜀人”。

本版图片由新华社发（资料图）

A

B

C

D

B

E

人形镦

三星堆“扭头跪坐铜人像”
再度亮相
本报记者 李心

▲青铜鸠杖跽
坐人形镦。

▲玉龙、玉凤。

▲漆瑟。

“墓主可能是越王勾践的玄孙。”
2021年12月26日下午，来

自全国考古学界的30多位专家齐
聚江西，对国字山战国墓葬考古发
掘成果进行论证，确认墓主与越王
勾践有关。

仅隔三个月后，国字山战国
墓葬就以高票跻身“2021年中国
考古新发现”前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