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缘起稻田惊现深坑

庄稼人郭宏伟很难想到，在淮河岸边自家的
稻田底下，竟是一座战国楚墓。

暮春
4

月，豫南大地插秧忙，平桥区城阳城
址保护区邱庄村郭楼组的村民陆续忙碌起来。

4

月
12

日上午，两位村民路过郭宏伟家的稻田时，

发现了异常。一座高高隆起的土堆引起他们的注
意，走近看，稻田里被挖出了一个深坑。

该插秧了，谁还会在自己田里挖坑呢！ 不会
是盗墓的吧？ 二人兵分两路，找到郭宏伟和村支
书郭宏高，几人一合计，立即打电话到城阳城址
派出所报案。

接到报案后， 警方全力开展案件侦破工作。

同时，省公安厅及省文物局随即派出专家和工作
组赶赴城阳城址指导破案。

案发地点紧邻淮河西岸， 据附近采砂工反
映，有一艘采砂船很奇怪，别的采砂船为了多出
沙，恨不得昼夜不歇，可他们却半干半歇，闲散
随意。

专案组以盗墓现场为中心，通过走访群众和
调取数据，初步锁定该案应为一固始籍盗墓团伙
所为。

4

月
15

日，抓捕时机成熟。 一路民警直奔
固始，抓捕主犯，另一路民警在长台关乡一沙场
附近将伪装成采砂工的嫌犯抓获，被盗文物全部
追回。

“听老辈人说，这一带一直都比周边高一些，

但没人会想到，这地底下也埋藏有楚墓。”昨日上
午，在已经回填过的发掘现场，郭宏高指着一旁
3

米多高的白马寺电灌站，对记者说，“

70

年代修
这个电灌站时，附近挖了很多土，不然，地势还会
更高。 ”

发掘均为战国楚墓

从
4

月至今， 这片稻田里
的农事暂停， 随着一件件文物
出土， 一个新发现的墓葬群被
确认。

“案件告破，我们悬着的心
终于落地了。 ”城阳城址保护区
副主任刘勇告诉记者，随后，保
护区向市文物管理局递交墓葬
发掘申请，

4

月底，河南省文物
考古研究院派遣考古工作队，

清理保护区辖区内被盗的这
3

座墓葬。

记者了解到，截至目前，其
中

2

座墓葬已经清理完毕，另
外

1

座正在清理中。 已经清理
完毕的

2

座墓葬分别编号为
M16

、

M17

， 皆位于城阳城址东
南部的邱庄村郭楼组南地，紧

邻淮河， 处于遗址建设控制地
带外约

250

米处。

据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院
专家武志江介绍， 清理完成的
2

座墓葬， 相距
10

米左右，墓
葬形制大体相同， 出土遗物也
具有相同特征，年代相近，应为
战国中期。

其中，

M16

墓内一棺一椁，

大部分倒塌， 东西两端被盗洞
打破， 木棺已坍塌， 未发现人
骨。 出土遗物以鼎、豆、壶等陶
器为主， 有少量的青铜兵器和
漆木器， 青铜兵器主要是戈和
短剑， 漆木器数量较少， 有器
座、箭杆、弓等。

已发掘的另一座墓葬
M17

位于
M16

西北
10

米处， 一棺

内外双椁，棺内发现竹席，未发
现人骨。随葬品可分陶器、漆木
器、玉石器、青铜器等几类。 陶
器以鼎、豆为主，另有壶、浴缶
等器类； 漆木器有镇墓兽、木
虎、凤鸟、木梳等；青铜器则主
要是车軎、车辖等车马器。

“经初步钻探，

M16

、

M17

周围还有一定数量的墓葬，该
区域应该是一处重要的战国时
期楚墓分布区， 可以称之为郭
楼墓葬区。 ”武志江介绍，以往
发现的墓葬都集中在城址西南
岗地， 且多为战国中期楚国贵
族墓， 郭楼墓葬区位于城址东
南， 紧邻淮河， 多是中小型墓
葬，这一墓葬区的发现，丰富了
对城阳城址布局的认识。

意义探秘楚都城阳

溯源信阳楚韵， 城阳城是
绕不开的地方。

城阳城是战国时期楚国经
略淮河流域的重镇， 遗址位于
信阳市以北

25

公里的城阳城
址保护区， 自

20

世纪
50

年代
以来， 西南岗墓葬区陆续清理
出几座大型楚墓， 引起考古界
的关注， 现属全国重点文物保
护单位。

时间回拨到
1956

年
3

月，

邱庄村刘庄组的几位村民不敢
想象， 他们干旱打井所挖出的
一座古墓，会发现和改写历史。

随后的两年里， 楚国左司马
及夫人墓的挖掘， 以无可争辩
的事实佐证了城阳城的所在。

1957

年，墓葬出土文物创
下我国考古史上的六个中国之

最： 出土了我国最早的一套完
整青铜编钟，用其演奏的《东方
红》乐曲

1970

年随我国第一颗
人造地球卫星上天， 出土了我
国最早的竹制毛笔、最早的床、

最早的枕具、 最早的铜胎漆器
以及最早的实物板栗。

2002

年，城阳城址七号墓
发掘

500

件珍贵的漆木器、青
铜器、玉器、陶器等文物，入
选由国家文物局评选的“

2002

年中国重要考古发现”。 其
中， 大型的彩绘漆木虎座凤
鸟鼓架、 彩绘漆木方壶等色
泽艳丽、 造型独特的漆木器
富有特色。

2015

年，城阳城址八号墓
发掘，入选“

2015

年度河南省
五大考古新发现”。出土了一批

精美文物，如青铜车马器，仿铜
陶礼器、 长柄矛、 耳杯等漆木
器， 特别是墓主人全身敷裹的
衣衾等织物， 是河南省战国时
期楚墓的首次发现。

围绕着城阳城的历史、考
古挖掘和文物保护， 在民间还
流传着许多故事和传说，如“亡
羊补牢”“毕恭毕敬”“近悦远
来” 等家喻户晓的成语均与城
阳城有关。

“楚关申戍忧茫茫，野草春
沙更断肠。山头僧住何年寨，山
下人耕古战场。 ”站在古城墙遗
址上遥望， 眼前的沃野顿时幻
化于无形， 好像那灿烂辉煌的
楚韵信阳之根正穿过古战场的
烽火，淌过淮河水的急流，瑰丽
而来。

修复的部分出土陶器
本报记者马依钒摄

出土的矛 本报记者马依钒摄

触摸信阳城市之根

———探秘城阳城址战国楚墓发掘

这个初冬， 城阳城址保护区又一次登上
国内外考古界的“热搜”。

澳大利亚文物保护专家来了， 中央电视
台科教频道《探索·发现》摄制组来了，两座楚
墓的发掘，一处墓葬区的发现，让城阳城———

这座两千多年前的楚国军事重镇， 在世人眼
中，轮廓又清晰了一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