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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湖北省博物馆，与曾侯乙编钟齐名的
镇馆之宝就是越王勾践剑。宝剑藏千年，谁
人能识君？越王勾践剑从它出土的那一刻
起，身上就带了诸多谜团，也许直到今天，人
们还在破解的过程之中。

▋据《人民日报》

千年宝剑仍寒气逼人
上世纪60年代前期，湖北省江陵地区连

续两年遭遇了干旱。政府决定从荆门漳河修
一条水渠，引水灌溉那一带的部分农田。

1965年岁末，挖渠工作有条不紊地进行
着。然而，当水渠延伸到纪南城西北 7 公里
处时，人们发现这里的土层看上去有些与众
不同，这里土质疏松，好像曾经被挖动过。

考古专家们闻讯赶来，经过仔细勘测，
专家们发现这里的地下果然有古代墓穴，并
且不止一座，初步估计大约有 50 多座。专
家们把这一片古墓群称为望山楚墓。

几天后，当发掘工作进行到望山一号楚墓
时，这里就已经出土了近400件随葬器物，有
青铜礼器、漆木竹器和玉石等。1965年12月
的一个傍晚，工作人员小心翼翼地将墓主人
的内棺打开，人们赫然发现，在内棺尸首骨架
的左侧，有一把装在漆木剑鞘内的青铜剑。

第二天上午，保管员在考古发掘工地上
对取出的文物进行清洗，以便分类保管。当

保管员将宝剑从剑鞘中小心翼翼抽出的时候，在场的人都
吃了一惊。这把刚刚出土的宝剑剑身几乎看不见锈迹，历
经千年仍然寒气逼人，完好如新。有莽撞的好事者伸手去
拿剑，不料手指碰到剑刃上，竟划出了一道口子，鲜血立刻
流了出来。

这把剑的制作十分精美：剑长55.7厘米，柄长8.4厘米，
剑宽4.6厘米，剑首外翻卷作圆箍形，内铸有极其精细的11
道同心圆圈，圆箍最细的地方犹如一根头发丝；剑格下面镶
有蓝色玻璃，后面镶有绿松石，即便在黑暗中也散发出幽幽
蓝光；剑身还纵横交错着神秘美丽的黑色菱形花纹。靠近
剑格的剑身处有两行鸟篆铭文，共八个字，非常完好。

越王剑为什么会在楚国
然而，地处长江下游的越国国君勾践之剑，何以在地

处长江中游的楚国墓葬之中出土呢？
其实，考古学家们早已发现，吴越之剑的出土地很少

是在古代吴国和越国的领地范围内，反倒是多见于河南、
湖北、安徽、山西等地。湖北和安徽曾经一度是楚国的地
盘，而山西则是晋国的天下。

春秋时期的华夏大地，群雄争霸，吴越两国都属于势
力比较弱小的国家，只能依靠与强国的结盟来巩固和发展
自己的势力。出于对楚国的共同敌对关系，吴国和晋国结
成了联盟；而利用越国对于吴国的恐惧和敌视，楚国也拉
来越国与之结盟。

专家们认为，吴越宝剑多在他国出土的一个很重要的
原因，就是吴晋、越楚联盟的出现。这些宝剑中，一部分应
该是两国互相示好时的馈赠品，另外一部分则应该是战争
中的战利品。

那么，具体到望山一号楚墓中的这把越王勾践剑，到
底是馈赠品，还是战利品？

有人认为，望山一号楚墓的墓主人邵固应该是邵滑
(也即淖滑)。邵滑是楚怀王时的大贵族。据史料记载，楚
怀王时，邵滑曾经被委派到越国，大搞离间活动，诱使越国
内乱，从而使得楚怀王趁机灭掉了越国。楚怀王可能就把
从越国缴获回来的越王勾践剑作为战利品赏赐给了邵滑。

还有人认为，墓主人邵固和史书记载的邵滑完全没有
关系。邵固生前的社会地位只相当于大夫这一级，并不属
于大贵族，可是由于他是楚悼王的曾孙，出土的竹简中还
记载他常“出入侍王”，说明他与楚王的关系非常密切。
楚昭王还曾经娶越王勾践的女儿为妃，因此越王勾践这
把珍贵的青铜佩剑，应该是作为女儿出嫁时的陪嫁流入楚
国的。邵固死时还很年轻，楚王为了表彰他的忠心侍候而
把名贵的越王勾践剑作为赏赐，邵固死后用它来陪葬，也
是很有可能的。

古剑何以千年不锈
越王勾践青铜剑，寒光逼人，坚韧而锋利，充分反映了

我国古代铸剑工匠的高超技艺。它为何如此锋利？又为
何能千年不锈？这一直是人们十分感兴趣的问题。

1977年，为迎接1978年召开的全国科学大会，中央决
定拍摄一部名为《古剑》的科教片，以反映我国古代的科学
技术成就。在拍摄中，当年第一次用越王勾践剑划纸，竟
然一次就划破了二十几层纸，可见该剑至今仍锋利无比。

为了解开这个谜底，摄制组决定将越王勾践青铜剑送

到复旦大学作科学检测。科学家们利用质子 X 荧光非真

空分析技术，对越王勾践青铜剑进行无损伤的测定与研究

后，发现了越王勾践青铜剑的配方成分。

数据显示，这把宝剑的青铜合金主要是由铜、锡以及

少量的铝、铁、镍、硫组成的。十分重要的是，越王勾践剑

的剑脊含铜较多，这就使得剑的韧性好，不易折断；而剑刃

部含锡量高，不但增加了宝剑的硬度，也使得宝剑异常锋

利。虽然是同一把宝剑，可是剑的不同部位却有着不同金

属配比，这要求金属器物在铸造的过程中，必须分两次浇

铸才能使器物复合成一体，专业术语称之为“复合金属工

艺”，我国早在两千多年前的春秋时期就已经掌握了这项

技术，实在令人惊叹。

复合剑的脊部含铜较多，因此呈现出黄色；刃部含锡

较多，因此泛出白色。在阳光下，剑脊和剑刃闪烁着不同

的两种光芒，有一种摄人心魄的魅力，也被称为“两色剑”。

至于越王勾践剑为何历经两千多年还不生锈，法国人

曾提出一个大胆假说——中国古代青铜器上，存在着神秘

的今人尚不知晓的人工外镀技术，比如经过硫化处理，正

是这个技术，使得青铜器的器表产生了覆盖层，它异常坚

硬而且绝不生锈。

也有人提出了看似更为理性的说法。湖北省博物馆

研究员后德俊认为，越王勾践剑出土时并不是绝对没有生

锈，只是其锈蚀的程度十分轻微，人们难以看出。而出土

几十年来，该剑的表面已经不如出土时明亮，说明在目前

这样好的保管条件下，锈蚀的进程也是难以绝对阻止的。

作为青铜剑的主要成分铜，是一种不活泼的金属，在

日常条件下一般不容易发生锈蚀。由于望山一号楚墓密

封性非常好，因此青铜器更不容易生锈。

作为对比，1983年出土于江陵马山楚墓，由于该墓的保存

情况不好，夫差矛出土时不仅矛柄几乎全部腐烂，其青铜表面

也布满了绿色的锈层。这从正反两方面说明，越王勾践剑不

锈的原因主要是保存环境使然，并不是经过特殊工艺处理。

八字铭文上的越王到底是谁
当时在考古发掘工地指导工作的著名历史学家、湖北省

文物管理委员会副主任委员方壮猷教授，与在工地的考古工作
者一起，对这件青铜剑的八字铭文进行了认真的分析研究。

鸟篆铭文这种古文字，史称“鸟虫书”，是篆书的变体，
很难辨认。不过，这八个字中，有六个字在以往出土的兵

器中曾经出现过，因此在现场就已经被专家们解读，这八
个字是“越王？？自作用剑”；另两个字按过去剑上发现铭
文的惯例，应是某位越王的名字。方壮猷先生认为这两个
字是“邵滑”，并认为邵滑可能是史书所记载的越王无疆的
儿子越王玉。据此，他将此墓认作越王墓。

对方壮猷先生有关“邵滑”二字的意见，当时在考古发

掘工地上的其他文物工作者也有不同看法。而这一问题又

至关重要，直接关系此墓墓主与年代的研究。于是，在方先

生的领导下，工作人员立即将这件青铜剑的八字铭文进行

临摹、拓片、拍照，随后，方先生于12月底，将这些资料及自

己的看法，分别写信给郭沫若、夏鼎、唐兰、陈梦家、于省吾、

容庚、商承祚等十几位我国著名的考古学家、历史学家和古

文字学家，征求意见，请他们帮忙作进一步的鉴定。

郭沫若很快就寄来了回信，在信中，他肯定了方壮猷

的研究意见，认为那不能确定的两个字就是“邵滑”。

然而，1966 年 1 月 5 日，故宫博物院研究员唐兰写下

的信件里，却提出了一种新颖而有震撼力的意见。唐兰认

为，宝剑的主人不是别人，正是中国历史上最富传奇色彩

的人物之一——越王勾践！

那么，唐兰是如何得出这个答案的呢？原来，唐兰运

用他自创的古文字研究方法，推断出这两个难认的字为

“鸠浅”，而“鸠浅”正是“勾践”的通假字。唐先生还认为此

墓不可能是越王墓，应是楚墓；这方剑是楚灭越以后所得

的越国宝物。1966年1月8日，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研

究员陈梦家先生在复信中，也明确指出剑铭为“越王勾践

自作用剑”，而且认为望山一号墓未必为越王墓，仍当是楚

王族、贵族之墓，其年代可能早到战国初期。

这个新颖的意见引起了专家们的极大兴趣。2 月 28

日，郭沫若复信也明确指出：“越王剑，细审确是勾践之剑。”

海外展览不慎受损
1973 年 6 月，为纪念中日邦交正常化一周年，经过周

恩来总理特批，越王勾践剑首次走出国门，在日本东京国

立博物馆举办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出土文物展览中隆重亮

相，日本友人观者如潮，争睹中华瑰宝的风采。

1984年12月，为迎接香港回归，越王勾践剑和吴王夫

差矛同赴香港展出，此展览命名为《江陵出土越王勾践剑

与吴王夫差矛展览》。

越王勾践剑第三次出展是 1993 年在新加坡举办的

“战国楚文物展”。但是，就在这次出展过程中，这把千古

名剑却不幸遭到了人为损坏。

越王勾践剑受损是在这次展览结束时发生的。1994
年8月24日撤展时，由于新加坡方工作人员操作不慎，使
一块有机玻璃柄板卡在了勾践剑的剑刃上。剑拆下后，我
方发现剑刃部有一道长0.7厘米、宽0.1厘米的新伤痕。

越王勾践剑的受损在国内激起强烈反响。国家文物
局的专家对勾践剑受损情况作出的正式结论是“轻微损
伤”。尽管如此，此事足以令我们从中吸取教训。

越王勾践剑千年不锈之谜
八字铭文上的越王到底是谁

越王勾践剑（资料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