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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秋战国时期是中国古代历史上一段辉煌而动荡的时期。西周传统的宗法社会受到冲击，政

治上，世卿世禄制逐渐瓦解；经济上，公田转向私田；大规模的兼并战争产生了“春秋五霸”和

“战国七雄”；而儒家、道家等流派不但开创了当时思想文化的繁荣局面，也奠定了今天中国传统

文化的基础。《荆楚长歌──九连墩楚墓出土文物展》通过21世纪初在湖北枣阳九连墩出土的楚墓

文物以展现这个时期的历史和文化。

春秋战国时期的国家大事“在祀与戎”（《左传·成公十三年》）。“祀”是礼乐制度，用

来维系社会的等级和教化；“戎”是军事征伐，即以暴力手段镇压邦国内外的动乱和反叛。礼乐和

征伐互为补充，形成天下认同的“王道”。无礼乐，征伐师出无名；无征伐，则礼坏乐崩。随着社

会的进步，以维护礼乐制度的王道战争逐渐被诸侯兼并的争霸战争取代。楚国是在争霸战争中兼并

列国最多、控制疆域最广、技术最为发达、文化极其昌盛的国家。

楚早先是族名，后为国名。楚人起源于荆山山脉，立国有800年。楚人早先筚路蓝缕，土地不

过百里左右，到战国时期已是地方五千里、战车千乘、甲兵百万的强国。其兴盛的原因在于楚人既

尊周礼，也保留蛮夷作风。楚在政治上灭其国而立郡县，军事上挟甲兵之势兼擅舟兵野战，文化

上兼包并容、亦夷亦夏，故能以夷夏之长兼并60余诸侯国，控制了包括今天川、陕、湘、鄂、豫、

赣、皖、苏、浙、鲁、贵等省的全部或部分地区，势力扩展到了云南、广西和广东，客观上为秦国

统一中国创造了条件。

在礼制的规范和诸侯争霸的背景下，楚国的贵族墓葬体现出了“祀与戎”的特点，湖北枣阳

九连墩一、二号楚墓就是典型的代表。

2002年9月至2003年1月，为配合湖北省孝感至襄樊高速公路的建设，文物考古工作者对位于枣

阳市吴店镇九连墩古墓群的1、2号墓及陪葬的1、2号车马坑进行了发掘，其中1号墓出土文物4000

余件（套），2号墓出土随葬文物1000余件（套）。1号车马坑清理出随葬车辆33乘，马72匹；2号坑

清理出随葬车7乘，马16匹。经研究，两座墓葬为夫妻异穴合葬墓，1号墓主为楚国大夫，下葬于战

国中晚期。2号墓的下葬年代稍晚于1号墓。两座墓葬出土了大量的礼乐器和兵器，如钟、磬、鼓、

琴、瑟、笙、竽、篪、柷等乐器90余件，是历年楚墓出土乐器最多的一次。一号墓随葬有戈、矛、

铩、殳、戟、剑、盾、甲、胄，仅青铜剑就随葬28把，是楚墓出土青铜剑最多的一次。二号墓主人

虽为女性亦随葬大量兵器。这些都是春秋战国时期“祀与戎”的时代见证。

湖北是楚国故地，湖北省博物馆是楚文物收藏最为丰富的博物馆之一，在海内外享有盛誉。

应山西博物院的邀请，湖北省博物馆以九连墩出土文物139件（套），在太原举办“荆楚长歌──

九连墩楚墓出土文物展”。这是两馆首次携手合作。我相信，这一精彩展览不仅为太原的广大观众

提供了一场难得的文化盛宴，也将进一步促进两馆之间的合作交流。

祝展览取得圆满成功。

                                    

                                                                                                                                        湖北省博物馆馆长    包东波

                                                                                                                                                           2011年8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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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夏，是一个以党项族为主体建立的国家政权，从1038年建国到1227年被蒙古灭亡，延续了

近190年，创造了辉煌的功业和灿烂的文化。然而，后世的中国史家不仅未给这个王朝建立史册，

而且相关正史中的记载也极其简略，使其逐渐成为一个鲜为人知的“神秘王国”。直到1908年俄国

人科兹洛夫在黑水城发掘出大量的西夏文佛经、文献和文物，西夏文化才引起世人的关注。

虽然存续时间不长，但西夏王国创造了异常璀璨的文明：西夏文字是西夏文化的精华所在，

为西夏与各民族文化的交流、融合做出了重要贡献，亦成为今人探寻西夏后裔踪迹的有力佐证；

陶瓷器、金、银、铜、铁器，绢、锦纺织品和木器等丰富多彩的工艺品，是党项族在不断吸收

汉族的先进生产技术、融合北方游牧民族浓郁地方特色的基础上形成的，为中华民族的文化宝库

增添了浓重的一笔亮彩；星罗棋布的佛塔寺庙，举世闻名的莫高窟、榆林窟，精彩传神的佛教雕

塑、风格独特的佛教绘画，数量浩瀚的佛教文献，无不体现了西夏佛教文化神秘而又有地域性、

多元而又不失民族性的特色，使其成为中国佛教文化中一个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西夏建筑

不仅继承和发展了中原汉唐建筑的传统与技艺，也注入了游牧民族的文化内涵，形成独具地域特

色和民族特色的西夏建筑风格……这种具有民族和地方特点的西夏文化，是党项、汉族、吐蕃、

藏族、回鹘、契丹、女真、蒙古等多民族文化长期交融、彼此影响、相互吸收而形成的一种多来

源、多层次的文化。

今天，凝聚了西夏人智慧和才干、展示西夏文化独特魅力的130余件精品文物来到了山西博物

院，通过西夏文字、西夏工艺、西夏佛教、西夏建筑四个部分，向观众再现了一个马背民族的文

明。

“大夏遗珍━━西夏文物精品展”是山西博物院引进的第一个西北地区的古代文化展览。感

谢宁夏博物馆和李进增馆长，为山西人民提供了如此绚丽精美的展品。相信这次展览将有助于社会

公众进一步认识西夏，从中汲取文化力量，携手共建我们多民族国家的美好明天。

谨祝“大夏遗珍━━西夏文物精品展”圆满成功！

                                                                                                                                       

                                                                                                                                              山西博物院  院长  石金鸣

                                                                                                                                                              2011年8月

致  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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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1

周代是以血缘亲疏划分贵族等级秩序

的宗法社会，只有始祖的嫡长子方可继承天

子的权力，是为大宗。其余诸子封侯，相对

于周天子，他们是小宗。诸侯的嫡长子亦继

承诸侯的权位为大宗，诸侯之庶子封为大夫

又为小宗，其余等级的贵族依此类推，形成

“天子建国，诸侯立家，卿置侧室，大夫

有贰宗，士有隶子弟”[1]的社会等级秩序。

周王朝又以“王畿”为中心，分封与周王同

姓的诸侯国，如晋、随（曾）、黄、蔡、卫

等，分封少数的异姓诸侯国如姜姓的齐、芈

姓的楚以及一些臣服的诸侯，如子姓的宋、

姒姓的杞等。国君封爵也按照血缘亲疏分为

“公、侯、伯、子、男”五级。周代的异姓

封国都不大（如楚受封子爵，地仅百里左

右），以确保中央对地方的绝对控制。这种

以血缘亲疏关系确定贵族等级秩序的制度设

计是希望以此防止贵族之间争权夺利，维护

王朝的稳定。由于宗法制度的权力主要来源

是大宗，因此祭祀祖宗、鬼神和上帝就有宣

示贵族身份、权力来源合法的意义和神圣

性。周代也由此形成了一整套礼乐制度以维

系社会的等级和教化，同时以武力保证王道

的实行，其社会特点简言之就是“国之大

事，在祀与戎”[2]。

春秋战国时期，社会出现了重大变化，

这就是诸侯势力的兴起而周王室权力的削

弱，出现了“礼坏乐崩”的局面，所谓“天

礼乐征伐自诸侯出
——“祀与戎”背景下的楚国文化

王纪潮  

下无道，则礼乐征伐自诸侯出”[3]。 其间楚

国表现得尤为突出。

楚早先是族名，后为国名。诗人屈原(公

元前340?—前278年)说自己是黄帝之孙高阳氏

（颛顼）的后裔。在出土的楚简中，楚人祭

祀的祖先有老童、祝融、鬻熊等。从楚贵族

墓葬的人骨鉴定材料看，楚贵族不是江汉地

区的原住民，而是北方中原人种。[4]楚人的

直系祖先是祝融氏。祝融氏分为八姓，其中

季连这一支与西方部族联姻后独立出来称为

“芈”姓，也是楚宗族的姓氏，时间约在夏

商之间。商末周初，楚人首领鬻熊率部居于

丹阳（约在今河南淅川、湖北丹江一带），

楚人进入信史时代。在周成王时，楚熊绎受

子爵，以“楚”为国名。“楚”有在山林建

国之意。到周夷王时，楚人进入江汉地区与

当地居民友好相处。楚国君熊渠也以蛮夷自

居，不奉周室号令，楚人开始走向自强发展

之路。在礼乐制度上，楚人既尊周礼又有创

新；在军事上，楚人观兵于周疆，问鼎于中

原，成为春秋五霸和战国七雄之一，先后兼

并60余诸侯国，成为“地方五千余里，带甲

百万，车千乘，骑万匹，粟支十年”[5]的超

级强国，客观上促成了秦朝的统一。

此次“荆楚长歌”展览，由2002年在湖

北枣阳九连墩1、2号楚墓出土文物中的精华

部分构成，基本体现了春秋战国时期的社会

特点以及楚国的文化风貌，以下结合部分文

荆楚长歌.indd   6-1 11-8-10   下午4: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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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从礼乐制度和兼并战争两方面简述楚国的

文化。

礼乐制度

20世纪50年代以来，安徽、湖南、湖

北、河南等省发掘了大量的楚人文化遗存，

目前科学发掘楚墓的总数已超过10000座，

占到东周时期墓葬的70%，楚城址也发掘十

几座，为研究楚国文化提供了丰富资料。楚

墓出土的文物有青铜礼乐器、车马兵器、生

活器具、服饰用品和简帛文书等。其中墓葬

规模宏大，出土文物最多的是2002年发掘的

湖北枣阳九连墩楚墓，两座墓葬级别为大夫

墓，墓主人身份为夫妇，一共出土文物5333

件套，绝大多数与楚国的礼乐制度有关。

周代礼乐制度的核心是祭祀祖先、鬼

神和上帝。《礼记·曲礼下》云：“君子将

营宫室，宗庙为先，厩库为次，居室为后。

凡家造，祭器为先，牺赋为次，养器为后。

无田禄者不设祭器。”这段记载说明了三

点：1.宗庙祭祀、祭器优先；2.祭器具有身

份性；3. 宗庙、祭器与居室、养器（日常用

具）有明确界限。同时，周礼还对不同身份

的贵族以“鼎制”（使用正鼎的数量）和

“乐悬”（悬挂钟磬的列数）予以规定。天

子用九鼎，诸侯七鼎，大夫五鼎，士三鼎；

天子宫悬（四面悬乐器），诸侯轩悬（三面

悬乐器），大夫判悬（两面悬乐器），士特

悬（一面悬乐器）。这些礼乐器依据在现实

世界或地下世界的使用情况被分为祭器（人

器）与明器（鬼器），[6]无论是祭器还是明

器，均是贵族身份和礼的体现。

楚人宗族来源于北方，其文化属性为中

原文化，因久居江汉地区，其礼制尤其是核

心的鼎制有所变化，但从考古资料来看，其

礼乐制度与周礼系统基本一致。[7]

考古材料发现楚高级贵族按照周制使

用奇数鼎列，均以正鼎为中心形成食器、酒

器、水器的组合形式。楚鼎制基本同于中

原，但略有三点区别：1.中原常见的鼎簋、

鼎豆组合，演变为鼎、簠、缶和鼎、敦、壶

的两套礼器组合； [8]2.楚高级贵族完全按周

制使用奇数鼎列，但中下层贵族采用偶数

鼎，礼器（鼎、敦、壶）的组合也成偶数；

3.代表贵族身份的正鼎（升鼎）与中原的圆

腹寰底鼎不同，采用了平底束腰形式。九

连墩1、2号墓分别随葬以鼎为中心的礼器三

套（其中2号墓有一套漆礼器），其中1号墓

为青铜5件升鼎，4件簋；2号墓为漆木升鼎5

件，簋4件，与中原贵族随葬奇数鼎一致，

只是鼎的形制有异。[9]另外，1、2号墓均出

土了编钟、编磬，合于周礼判悬之制。据测

音显示：1号墓的34件编钟、12件甬钟为明

器没有调律痕迹，两组钮钟22件，有部分调

律；2号墓11件钮钟依全部调律，其正鼓音

音列也明显与中原传统有关。[10]

周礼规定，鼎皆有俎，故与鼎制相配

合的还有俎制，俎制也为奇数。从已发掘的

湖北当阳赵家湖春秋楚墓、河南信阳长台观

1号战国墓、湖南长沙浏城桥战国楚墓、湖

北荆门包山2号战国楚墓、江陵天星观1号楚

墓及九连墩楚墓随葬的俎来看，楚国高级贵

族用俎与中原一致，均为奇数。[11]如先秦俎

制中还有一种正视成H形的俎，即房俎，通

常一墓一件。《礼记·明堂位》云：“俎，

有虞氏以梡，夏后氏以嶡，殷以椇，周以房

俎。”郑玄在《诗·鲁颂·閟宫》“笾豆大

房”中笺注：“大房，玉饰俎也。”楚高级

贵族墓葬也常见这种镶嵌玉、石的房俎，河

南信阳1号楚墓、包山2号楚墓、九连墩1、2

号墓各出土一件。又如周礼“始死之礼”的

程序中有饭含之礼，规定贵族含以玉。以往

楚墓少见玉琀，在九连墩2号墓墓主口中，

玉琀清晰可见。[12]周礼的沃盥礼是祭祀、祭

奠的必需环节。其程序是以匜盛水，盘承弃

水。具体到丧礼，以罍盛水，勺挹水，洗盛

弃水。盥礼之器为楚墓常见，只是楚器的名

称稍异，如盘称“盥盘”、罍自名为“盥

九连墩1号墓的34件编钟 九连墩2号墓墓主口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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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从礼乐制度和兼并战争两方面简述楚国的

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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件套，绝大多数与楚国的礼乐制度有关。

周代礼乐制度的核心是祭祀祖先、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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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有明确界限。同时，周礼还对不同身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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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乐悬”（悬挂钟磬的列数）予以规定。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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缶”。九连墩楚墓有完整的盥礼用器出土。

先秦社会的礼乐器是人们社会关系和意

识的体现，不同的时代，礼乐器的器型、器

类、组合和使用方式都会有所变化。商代青

铜礼器以酒器为中心，强调的是人与神的沟

通；周代青铜礼器以食器为优先，反映的是

贵族的现实身份。由于祖先和神明是宗法制

度的权力来源所在，祭器中的酒器在彰显身

份之外，更多地体现了人与神明的关系，也

因此是周代礼器组合不可或缺的部分。

在九连墩楚墓中，酒器数量仅次于食

器，出土类别有盉、尊、壶、缶、鉴缶、

杯等，包括了战国时期的主要酒器类别。

其中最引人注目的是1、2号墓各出土了两

套鉴缶（冰鉴），1号墓为方鉴、方缶；2 

号墓为圆鉴、圆缶，鉴缶器形与墓主性别

相关。冰鉴是装水的鉴和装酒的壶或缶之

组合。缶置于鉴中，鉴与缶之间的空隙可

盛冰。《周礼·天官·凌人》云：“祭祀

共冰鉴。”祭祀用冰鉴是因为祭祀用酒为

未经蒸馏的发酵酒容易变酸，使得无法祭

享，冰冻则可保持酒的清醇。九连墩楚墓

之冰鉴，正是祭祀的重要酒器。以往楚墓

出土的鉴缶因保存情况不佳或扰乱，是否

为冰鉴组合不明，九连墩出土的鉴缶提供

了难得的考古样本。

先秦礼乐制度夏商周各有不同，周王室

与诸侯列国也不尽相同，但“器以藏礼”，

用礼乐器区别尊卑贵贱的规则始终不变。因

此，礼乐器作为制度、权力和身份的符号，

并不会因为春秋战国时期各国采用的形式、

数量以及组合方式的局部变化而改变它的基

本意义。从九连墩楚墓出土礼乐器的整体上

看，礼乐器虽有个别器形、器类和礼器组合

的变化，这不影响我们对楚国礼乐制度的文

化属性基本遵从周礼之判断。也因此可以确

定，楚国文化的大传统或者说主流文化是中

原文化。

兼并战争

周代以礼乐制度体现和维系社会的等级

秩序，以武力征伐镇压邦国的反叛动乱。西

周王室衰落之后，礼乐征伐由诸侯掌控，遂

有春秋五霸、战国七雄。楚国从土不过百里

的小国一跃成为地方千里、带甲百万，最后

统一中国南方的大国，其原因主要有两点：

一是在制度层面亦夷亦夏，赢得广泛支持；

二是立国方略尚武好战，以兼并战争扩充势

力范围。楚康王（公元前540—前529年）曾

对令尹子庚（即河南淅川下寺2号墓墓主）

说，五年不出兵征伐，就是忘掉先君之业。
[13]春秋时期，诸侯之间的战争基本就是围绕

楚国争霸中原、中原联军抗楚而展开。它包

括南北战线的晋楚战争和东西战线的吴楚战

争。战国时期，兼并战争集中在以楚国为中

心的六国合纵抗秦。楚国军事力量也就在不

断的兼并战争中得到壮大。荀子曾评论楚国

的军力说：“楚人鲛革，犀兕以为甲，坚如

金石；宛鉅铁釶，惨如蜂虿；轻利僄速，卒

如飘风。”[14] 

楚国争霸中原战争从楚文王十一年（公

元前679年，齐桓公称霸）到楚康王十一年

（公元前546年，宋国的向戎召集诸侯弭兵大

会），其中宋楚泓之战（公元前638年）、晋

楚城濮之战（公元前632年）、邲之战（公元

前597年）和鄢陵之战（公元前575年）4次重

大战争奠定了楚国的霸主地位。中原列国以

晋为首组成联军。楚或联秦，或联齐，双方

基本是势均力敌。战场在郑、卫、许、陈、

蔡、宋、江、蓼、六、舒等国进行，即今天

河南的中部、东部，山东西南和安徽、江苏

的北部。从楚共王六年（公元前584年）吴

国兴起，到楚怀王（公元前328—前299年）

二十三年（公元前306 年）楚灭越，[13]楚国

的军事中心渐转向长江下游和淮河流域。这

时的楚境东接齐鲁、西邻强秦，战线漫长。

在公元前278年秦将白起拔郢之后，楚郢都

迁到安徽寿县。新的秦楚边境无险可言，楚

人的商丘、上蔡至桐柏防线与秦东郡（原魏

地）、颍川郡（原韩地）、南郡（原楚地）

毗邻，防线后面均属开阔平原。楚境内河流

上游的浍河、惠济河━━涡河、贾鲁河、汝

河━━颍河已在秦境，季节干燥时可步涉。

秦灭楚之战开始之后，楚军在王翦壁垒战术

下无功而退，被秦军追击引起平原上的大逃

窜。公元前223年楚都寿春旋被攻克，楚亡。

楚人由兼并战争而强，其政治制度也

为军政合一，政府首长令尹就是最高军事长

官。楚国采用征兵制，士兵来源早先只国

人，因战争规模扩大，最后扩大到野人（无

当兵权之人），形成举国皆兵。楚国兵制分

车兵、徒兵（步兵）和甲士，军备由国家征

收民间赋税承担。楚国贵族亦保留有私兵，

作战时也编入战斗序列。

楚人对北方作战以车战为主。20世纪

80年代之前，仅河南淅川下寺春秋楚墓和安

九连墩1、2号墓出土的圆鉴缶九连墩1、2号墓出土的方鉴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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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属性基本遵从周礼之判断。也因此可以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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兼并战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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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军政合一，政府首长令尹就是最高军事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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徽淮阳等地发现有大型车马坑，而湖北境

内尽管楚国车马器出土很多却很少发现战

车。过去认为，原因可能在于战国时期楚人

车战随着步战、野战流行，车战就逐渐衰

退。随着宜城罗岗（1989）、湖北江陵九店

（1989）、枝江姚家岗（1987）、丹江吉家

院（1999）以及2010年在荆门严昌先后发掘

了战国中后期的车马坑，尤其是九连墩1、2

号车马坑分别出土33辆车、72匹马和7辆车、

16匹马，创下中国考古发掘的车马坑出土车

马之最，可知车战大致贯穿楚国争霸的整个

时期，在战国后期楚国车战也仍居重要地

位。目前所知楚国车名就有20种之多，亦是

先秦之最。其中可以确定为战车的有“大市

（斾）”、“乘馷”、“馷轩”、“蠬车”

（九连墩一号车马坑27、29、31号车）、

“正车”、“韦车”等。[16]

综合考古和文献材料，楚国战术编制大

概有三种：1.战车编阵，推测有4车、2车成

纵列的6车阵式和成“品”字形的4车阵式； 
[17]2.以战车为中心辅以步兵的混合编阵。每

辆战车配备步兵的人数不断增加，战国时多

至100余人；3.散兵。楚国战车一般由两马驾

驭，车厢面积长宽为123厘米～165厘米和76

厘米～98厘米之间，可容3人。车厢外壁装有

铜甲、皮甲，车上有插挂各种兵器的贮放筒

和挂件。车战时，需用长柲兵器，如长柲的

戈、矛、殳、晋殳、戟等方能制敌，这些长

柲兵器九连墩楚墓均有出土，不仅数量多、

种类齐全还有不少新样式，其中一件长柲铜

铩值得重视。铜铩是铜剑加装长柲而成。剑

的兴起与步战流行有关，但以剑加柲构成长

兵器之铩，应是车战采用步战兵器尝试。

孙子曾言“车甲之奉，日费千金”。从

九连墩楚国战车的装备来看，其耗费不赀。

墓 主 下 葬 年 代 接 近 秦 人 破 郢 的 公 元 前 2 7 8

年，可以想见在战国晚期楚国仍维持庞大车

甲对其经济有巨大的的破坏作用。

春秋战国时期，战争总的趋势是车战

逐渐被步战、野战代替，步兵的作用日益突

出。楚国是较早使用独立步兵的国家。楚共

王二十一年（公元前570年），楚军进入吴越

地区作战，楚将邓廖就率领组甲300、被练

3000为前锋。文献所称“组甲”、“被练”

是步兵，但具体形制不详。从考古材料来

看，楚国甲兵大致是以皮革为甲，髹漆后再

以丝麻编联制成。楚高级贵族墓中都发现有

甲胄，比较完整的有如荆门包山2号墓、江

陵望山1号墓、江陵藤店1号墓、长沙浏城桥1

号墓等，一般1副或2副甲，而九连墩1号墓一

次清理出28副甲，为历年楚墓出土之最。经

整理研究，它们有7种类型，还包括有秦式

甲。[18]

此外，湖北地区的楚墓出土大量的短兵

器如剑、匕首和射远武器弓、弩等，这些是

九连墩1号车马坑 九连墩战车漆皮甲 铜铩    通长43厘米、宽5厘米，九连墩1号墓出土

九连墩1号墓出土弩上的田猎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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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兵的最佳装备。九连墩1号墓一次出土28副

甲、28把青铜剑，正好一甲一剑。楚人最先发

明了弩，它是用于近身肉搏和突袭的利器。目

前发现完整的弩都出土于楚墓。1987年在江陵

秦家嘴47号墓发现了一具完整的20支双矢连发

的弩。[19]九连墩1号墓一次出土两件漆绘弩，

亦反映出墓主对新型弩兵的重视。

结语

“荆楚长歌”所展示的文物虽然出土自

楚大夫一级的墓葬，但是器类包括有青铜、

漆木、玉器、竹简，既有礼乐制度规范的祭

器、养器和明器，也有仪仗兵器、车马器；

既有反映日常生活的用器，也有隐含楚人精

神风貌的艺术品，概括性地展现了春秋战国

时期的楚国文化特色，有许多文物是首次发

现，为进一步了解当时的社会风貌提供了珍

贵数据。

以往楚文化的研究强调楚国文化的特殊

性，认为楚国礼乐制度自行其是，意识形态

信巫好鬼。实际上，制度变迁和信巫好鬼是

任何文化都有的现象。从九连墩楚墓的青铜

礼乐器来看，它们基本上遵循了周礼，其鼎

制、乐制和乐律体系一如中原。又比如楚贵

族墓葬常见一种虎座鸟架鼓，被人视为楚人

崇凤欺虎的象征，而九连墩楚墓新发现了龙

座鸟架鼓，是否就是楚人崇凤欺龙呢？可见

对楚国的艺术图像和楚人的思维不能以现代

理性来解读。随着近些年来九连墩楚墓等一

系列楚墓的考古发现，考古界对楚国文化的

认识已趋于一致，楚国文化是中原文化与地

方文化融合的产物，其大传统是中原文化，

小传统则保存南方地域性的特点。

春秋战国时期是中国传统文化的奠基时

代，尽管出现礼坏乐崩、诸侯混战，但敬天

法祖、敬畏神明、追求社稷和一己之福的仪

式并没有消失，只是礼乐征伐自诸侯出，换

了形式。在制度和精神层面上，混乱所带来

的文化融合开启了秦汉大一统之门，具有多

种文化因素的楚国文物恰好可以作为注脚。

漆木龙座飞鸟

《左传·桓公二年》。

《左传·成公三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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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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氏用明器，示民无知也。殷人用祭器，亦民有知

也。周人兼用之，示民疑也。’曾子曰：‘其不然

乎！其不然乎！夫明器，鬼器也。祭器，人器也。

夫古之人，胡为而死其亲乎？’”《礼记·檀弓

下》：“孔子谓‘为明器者，知丧道矣，备物而不

可用也。’哀哉！死而用生者之器，不殆于用殉乎

哉！其曰明器，神明之也。”周人兼用明器、鬼

器，孔子不赞成“用生者之器”为明器，这已说明

春秋战国时期的礼制在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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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传统则保存南方地域性的特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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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左传·襄公十八年》。

《荀子·议兵》。

楚灭越时间尚有公元前334、307、306、305年等多

说，史记取公元前333年。 

萧圣中：《楚简车名汇释》，见《楚文化研究论

集》第六集，175～183页，武汉：湖北教育出版

社，2005。

黄文新：《试论楚国车马阵容》，同上，页582。

王先福：《九连墩1号楚墓人甲的复原与初步认

识》，同上，484页。

陈耀均：《江陵楚墓出土双矢并射连发弩的研

究》，载《文物》，1990（5）。

[19]

时期 中原 楚地

春秋早期 鼎簋壶盘 鼎簋簠壶盘

春秋中期 鼎簋舟盘 鼎簠缶盘

春秋晚期 鼎簋（豆）罍盘 鼎簠缶（敦）盘

战国早期 鼎豆壶盘 鼎簠敦壶盘

战国中期 鼎敦壶盘 鼎敦壶盘

战国晚期 鼎敦壶 鼎盒壶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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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连墩是一个长不过4公里、宽不过0.5公

里，名不见经传的小山冈。其分别隶属湖北省

襄樊枣阳市的吴店镇东赵湖村与兴隆镇乌金

村，位于枣阳境内的中部偏东处，是大洪山余

脉延伸出来的一条南北向低冈。冈地基岩为白

垩纪第三系紫红色砂岩，原生土为第四纪黄褐

土母质发育形成的山冈土壤，地势北高南低，

海拔高程在110米至136米之间。滚河自东向西

流经冈地以南约1公里处，至襄阳境内注入汉

水。其西、南两面地势开阔平坦，属河畈地

区，现为水稻等农作物种植区。

在2002年的最后几天，九连墩借助传媒

的力量，一夜之间名噪海内外。四面八方的

人们，不顾天寒地冻，不管阴雨连绵，不怕

泥泞满道，纷纷寻访而来，为的只是一睹它

的芳容。九连墩究竟蕴含了什么样的魅力，

引得骄傲的媒体对它眷顾有佳？它的名字何

以如符咒一般，吸引着那么多人的眼光？

一    九连墩的历史与传说

由《枣阳志》我们可以获悉，枣阳在新

石器时代就有人类居住，西周、春秋时期为

曾国所辖，至迟在战国早期即被楚国占领，

秦、汉时期属南阳郡，隋朝始称枣阳县。也

就是说，枣阳是一个有着悠久历史文化传统

的地方，九连墩是其时空构成中不可或缺的

重要组成部分。

九连墩的发掘
胡雅丽  

站在九连墩冈地南边向北远眺，可见

九座隆起的土堆由北至南巍然耸立在冈脊

上，连绵起伏达3公里余，当地俗称“九连

墩”，墓地因此而名。[1]

相传古时有位大官被皇帝错杀，甄别

平反后，赐得金头一个随葬。为防盗墓取金

头，一夜间修了九个大冢，以惑真假。

从考古学的角度观察，在自然冈地上人

为地筑有土堆，即有可能是古墓的封土堆，

而封土堆的规模如此之大，数量如此之多，

说明其可能是较为重要的古代高级贵族墓

地。根据国家文物保护法的规定，我国的文

物保护方针是“保护为主，抢救第一”。对

大型古墓葬，一般是以保护为主，不提倡主

动发掘。因此，尽管九连墩墓地在1958年第

一次全省文物普查时即已发现，1984年又被

列为襄樊市重点文物保护单位，1992年还升

级为湖北省重点文物保护单位，但由于没有

九连墩墓地远景

进行具体的田野考古工作，其年代、性质、

国别等详细情况并不是很清楚。                              

2002年初，作为湖北省“大三角”高速

公路主骨架之一的孝（感）襄（樊）高速公路

工程开工，其规划设计线路需穿过枣阳九连墩

墓地南部。鉴于该墓地等级较高、规模较大，

又是省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湖北省文物考古

研究所曾就工程涉及的九连墩墓地文物保护事

宜，与公路建设部门多次协商，并从有利于文

物保护的角度出发，函请工程部门改线。工程

建设部门也很配合，对有关的设计线路作了积

极的调改，但由于九连墩墓地九座有封土堆的

墓葬呈南北向排列达3公里余，而孝襄高速公

路却呈东西向横穿墓地，所以虽经多方努力，

仍没能彻底避开墓地。              

该墓地现存的九个封土堆，由南往北

依次编为1～9号墓。正在修建的湖北省孝襄

（孝感—襄樊）高速公路东西向穿过1号墓

北侧封土堆。2002年6月9日至6月18日，受

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委托，襄樊市考古队

对工程涉及的1号墓进行了调查和勘探，了

解到该墓封土堆直径约70米（含垮塌和顶部

流失到周边的部分）、残高出周围地面约3

米，其西北部封土，已被当地农民在近几年

九连墩古墓群位置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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