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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吴 鹏

唐宪宗即位，以贬逐“二王八司马”永贞

革新集团为开端。但宪宗打击王叔文、柳宗

元、刘禹锡等人只是出于个人恩怨，并非政见

不同。相反，永贞革新的未竟之业正是依靠宪

宗才得以最终完成。宪宗一手创造了元和中

兴，实现了唐朝自安史之乱以来的复兴。被宪

宗严惩的刘禹锡也不吝笔墨颂扬，写出“忽惊

元和十二载，重见天宝承平时”的赞歌。

君臣同心：白居易说陛下你错了

在革新政治方面，宪宗的目光比父皇顺宗

更 深 远 ， 手 笔 比 “ 二 王 八 司 马 ” 更 有 魄 力 。

他 在 继 续 清 理 祖 父 德 宗 贞 元 晚 期 弊 政 的 同

时 ， 更 加 注 重 治 理 机 制 建 设 和 政 治 制 度 调

整，全力整顿安史之乱后不正常的政治生态，

努力恢复太宗贞观年间和玄宗开元时期君臣齐

心的政治风气。

宪宗曾在禁中看到时任盩厔 （今陕西周至

一带） 县尉白居易为“规奉时事”而做的百余

篇诗词，“召入翰林为学士”。当时关中和南方

大旱饥荒，如白居易在 《杜陵叟》 诗中所言，

“三月无雨旱风起，麦苗不秀多黄死；九月降

霜秋早寒，禾穗未熟皆青乾”。宪宗派大臣到

江浙等地赈灾，在赈灾官员临行前谆谆告诫：

朕用一匹绢帛都要记账，但在救济百姓上从不

吝啬，切勿辜负朕的爱民之心。

元 和 四 年 （809） 春 ， 旱 灾 仍 不 见 缓 解 。

李绛、白居易建议免除江淮两浙地区百姓租

税，开释宫中多余宫女。宪宗一一照准，不

久 天 降 春 雨 。 白 居 易 为 此 写 下 《贺 雨》 一

诗，赞颂了宪宗即位以来的各项政绩，最重

要的是希望宪宗能够善始善终，坚持以百姓

之 心 为 心 ， 是 为 “ 敢 贺 有 其 始 ， 亦 愿 有 其

终”。而白居易在诗中指出的“君以明为圣，

臣以直为忠”即君明臣直，则是宪宗即位以

后着力倡导的皇帝兼听纳谏、大臣坚持正见

的政治气氛，以及君臣集体决策、君相共商

国是的政治制度。

治国之要，首在得人，尤 其 是 要 保 持 对

宰相等大臣的信任。白居易曾作诗对君主猜

忌大臣、重臣朝蒙恩宠而夕遭贬黜的现象进

行批判，是为 《太行路》，诗言“行路难，难

于山，险于水。不独人间夫与妻，近代君臣

亦 如 此 。 君 不 见 左 纳 言 ， 右 纳 史 ， 朝 承 恩 ，

暮赐死”。白居易自我点明 《太行路》 的主旨

是 “ 借 夫 妇 以 讽 君 臣 之 不 终 也 ”， 即 以 夫 喻

君，以妇况臣，用男抛女、夫弃妇，比喻君

心多变，臣子随时可能被置于贬谪境地，故

云 “ 行路难，不在水，不在山，只在人情反

覆间”。

宪宗君臣曾对君臣关系和皇帝宰相职权划

分 ， 有 过 深 入 探 讨 。 元 和 元 年 （806） 二 月 ，

宪宗问宰相，自古帝王理政，有无为而治，有

事必躬亲，到底哪种治国方式更好？宰相杜黄

裳回道：人君要在选人上用力，在用人上放

手，这是三皇五帝“能无为而治者”的重要原

因。财政、司法等具体朝政，都由朝廷各相关

部门依法依规处理，陛下您最好不要亲自插

手。“人主患不推诚，人臣患不竭忠”，如果

“上疑其下，下欺其上”，皇帝疑心大臣，大臣

欺瞒皇帝，“将以求理，不亦难乎”，宪宗听后

“深然其言”。

宪宗在进行重大决策和处理日常政务时，

也注意听取中低级官员的意见。有次白居易和

宪 宗 一 起 讨 论 朝 政 ， 直 接 批 评 宪 宗 “ 陛 下

错”。宪宗当场下不来台，拂袖回宫，秘密召

见李绛，大骂白居易出言不逊，让李绛找借口

将他赶出翰林院。李绛回道：正是因为陛下您

鼓励大臣开口说话，群臣才能无所隐晦；白居

易今日说话虽然有欠考虑，但亦是出于一片忠

心，如果陛下您降罪于他，恐怕以后就没有人

敢说真话，“非所以广聪明，昭圣德也”。宪宗

听后龙颜大悦，“待居易如初”。

君臣关系的和谐，政治生态的健康，使得

宪宗时期的政治生活呈现出开元盛世之后难得

的生机与活力，为削平藩镇、实现中兴创造了

非常有利的条件。

威服藩镇：男儿何不带吴钩，
收取关山五十州

宪 宗 刚 即 位 ， 剑 南 西 川 （今 四 川 成 都 一

带） 节度使刘辟就率先跳出来挑战新皇权威，

要求扩大地盘，占据西川、东川和山南西道，

宪宗“不许”，刘辟竟然发兵攻打东川。

剑南西川地理位置重要，是对抗吐蕃的前

线，又是朝廷所在关中地区的战略后方，遇有

缓急可随时奔蜀。在宰相杜黄裳的强烈建议

下，宪宗出兵攻破成都，生擒刘辟，平定剑南

西川。在此前后，朝廷又讨平夏绥 （今陕西靖

边一带） 节度使留后杨惠琳和镇海 （今浙江北

部、江苏南部一带） 节度使李 叛乱。这就是

白居易在 《贺雨》 一诗中所言“元年诛刘辟，

一举靖巴邛；二年戮李 ，不战安江东”。

西川是关中大后方，夏绥是长安北大门，

镇海是朝廷钱袋子，三方皆服，元和政局开局

良好。

平定西川、夏绥、镇海后，宪宗君臣将目

光投向最为跋扈的河北三镇成德、魏博 （今河

北大名一带）、卢龙和淮西、淄青平卢 （今山

东东平一带）。李绛曾在延英殿御前会议上痛

心疾首地指出，“今法令所不能制者，河南、

北五十余州”。

五十不沾王化之州，不但是朝廷的心腹大

患，更是天下士人扼腕叹息之所在，“诗鬼”

李贺的 《南园十三首 （其五）》 即表达了这种

情感：“男儿何不带吴钩，收取关山五十州？

请君暂上凌烟阁，若个书生万户侯！”

有学者认为，李贺的 《雁门太守行》 即是

描写了朝廷征讨藩镇的战争：“黑云压城城欲

摧，甲光向日金鳞开。角声满天秋色里，塞上

燕脂凝夜紫。半卷红旗临易水，霜重鼓寒声不

起。报君黄金台上意，提携玉龙为君死。”黑

云压城，敌军兵临城下，来势凶猛，将士披坚

执锐，严阵以待。守军不利，友军半卷红旗，

千里驰援，不惜一死报效朝廷。

元和七年 （812） 七月，魏博节度使田季

安病死，宪宗在李绛的谋划下，充分利用魏博

内部将领争权矛盾，拒绝田季安之子田怀谏继

任节度使的请求，改任出身田氏家族的魏博旧

将田弘正为节度使，对其推心抚纳，并派大臣

裴度赴魏博宣慰，赐给军士一百五十万缗赏

钱。魏博军士欢欣鼓舞，田弘正对朝廷感激涕

零，决意归顺。魏博藩镇归朝，朝廷威望显著

提高，中兴局面向好。

元和九年 （814） 九月，桀骜不驯的彰义

（驻地在蔡州即今河南汝南一带） 节度使吴少

阳去世。其子吴元济秘不发丧，“自领军务”，

阴谋作乱。元和十年 （815） 正月，宪宗“命

宣武等十六道进军讨之”。

战争初期，朝廷军队多次受挫。成德节度

使王承宗、淄青平卢节度使李师道秘密与吴元

济勾连，阻止朝廷平叛。朝廷“人情恇惧，群

臣多请罢兵”，只有裴度、韩愈坚决要求进军。

当时宰相武元衡主持对淮西用兵事务，李

师 道 派 刺 客 到 长 安 刺 杀 上 朝 路 上 的 武 元 衡 ，

“取其颅骨而去”；又袭击裴度，重击其头部，

将其扔进水渠中，幸亏裴度头上毡帽较厚，才

躲过一死。“京城大骇”，宪宗派禁军武装保护

宰相出入，朝臣天不亮不敢出门。

刺杀武元衡、裴度的凶手极为嚣张，竟公

然 叫 嚣 ： 若 逼 迫 抓 捕 太 急 ， 将 刺 杀 追 捕 者 。

“故捕贼者不敢甚急”，行动迟缓。白居易带头

上疏“论其 （裴度） 冤，急请捕贼，以雪国

耻”。宰相认为白居易所任官职非谏官，不应

越过谏官抢先议论朝政，将其贬为江州 （今湖

北九江一带） 司马。稍早前因事被贬通州 （今

四川达州一带） 司马的好友元稹听闻白居易被

贬，写下 《闻乐天授江州司马》：“残灯无焰影

幢幢，此夕闻君谪九江。垂死病中惊坐起，暗

风吹雨入寒窗。”

元 稹 贬 谪 蜀 中 ， 身 患 重 病 ， 心 境 本 就 不

佳，又惊闻好友白居易被贬，满腹愁思一起涌

上心头，“垂死病中惊坐起”的传神之语，将

元稹震惊之巨、二人友谊之深描摹得无以复

加。白居易后来看到此句，在 《与微之 （即元

稹） 书》 中写道“此句他人尚不可闻，况仆心

哉！至今每吟，犹恻恻耳”。

讨平淮西：战史上著名的“李
愬雪夜袭蔡州”

白居易虽因言事远贬，但宪宗没有停止平

叛步伐，任命伤病好转的裴度为中书侍郎并拜

相，让其全权负责对淮西之战。裴度亲赴前线

督战，出发之时向宪宗立下军令状，“臣若贼

灭，则朝天有期；贼在，则归阙无日”，宪宗

“为之流涕”。

元和十二年 （817） 八月，裴度兵发长安

出征淮西，路过女几山 （今河南宜阳境内） 刻

石题诗，诗中有“待平贼垒报天子，莫指仙山

示武夫”之语。十月，在裴度的指挥下，德宗

贞元时期名将李晟第八子、大将李愬定计于大

雪之夜趁敌军不备，发奇兵直袭蔡州城。

十月十五夜，“大风雪，旌旗裂，人马冻

死者相望”，李愬率军趁着夜色掩护向蔡州奔

袭，犹如神兵天降杀进城内，生擒还在睡梦中的

吴元济。此战是为战史上著名的“李愬雪夜袭蔡

州”，诗人王建为此写下《赠李愬仆射二首》，其

一最为知名：“和雪翻营一夜行，神旗冻定马无

声。遥看火号连营赤，知是先锋已上城。”

十月二十五，裴度率大军进驻蔡州，宣布

彰义地区回归朝廷治下。蔡州的平定，是元和

年间削藩战争的重大进展，标志着中央朝廷重

新获得了对地方藩镇的主导优势地位。此时被

宪宗远贬岭南连州 （今广东连州一带） 刺史的

刘禹锡得知讨平淮西喜讯，兴奋地写下 《平蔡

州三首》。刘禹锡敏锐地注意到，随着淮西的

平定，大唐复兴、实现中兴已是指日可待，故

在诗中有“忽惊元和十二载，重见天宝承平

时”的满眼希望。

魏 博 归 附 、 淮 西 平 定 后 ， 朝 廷 权 威 显 著 增

强。随后，整个河南河北全部被朝廷收复，彻底

改变了安史之乱以来藩镇跋扈割据的局面。天下

再度一统，朝廷集权深入各地，史称“元和中

兴”。元稹 《连昌宫词》 借老翁之口对此赞道：

“今皇神圣丞相明，诏书才下吴蜀平。官军又取

淮西贼，此贼亦除天下宁。”

王业不终：韩愈早朝上奏《论佛
骨表》，当晚被贬八千里

随着中兴局面的形成，宪宗也走上复兴事业

的转折点。平定吴元济后，本就颇好神仙的宪宗

开始广求大仙，炼制丹药，幻想长生不老。白居

易曾写诗 《海漫漫》，主旨“戒求仙也”，语意警

策 ， 讽 谏 宪 宗 求 仙 问 佛 之 行 ：“ 蓬 莱 今 古 但 闻

名，烟水茫茫无觅处⋯⋯不言药，不言仙，不言

白日升青天。”

元和十三年 （818） 年末，负责宗教管理的

功德使上奏宪宗，凤翔 （今陕西宝鸡一带） 法门

寺 有 佛 祖 释 迦 牟 尼 指 骨 舍 利 ，“ 相 传 三 十 年 一

开，开则岁丰人安”，请宪宗在明年开光之前亲

自迎接。十二月，宪宗派宦官到法门寺恭迎佛

骨。第二年正月，“中使迎佛骨至京师”。宪宗将

之“留禁中三日”，随后依次送到各大寺庙供官

民顶礼膜拜。

时 任 刑 部 副 长 官 刑 部 侍 郎 的 韩 愈“ 上 表 切

谏”，请求宪宗将所谓佛骨“投诸水火，永绝根本，

断天下之疑，绝后代之惑”。韩愈慷慨表示，如果佛

祖有灵，“能作祸福”，要施以惩罚，那就“凡有殃

咎，宜加臣身”，是为《论佛骨表》。

沉迷于佛事的宪宗得表大怒，要将韩愈处以

极刑。宰相裴度上言营救，劝宪宗“宜宽容以开

言路”，宪宗遂将韩愈贬任潮州 （今广东潮州一

带） 刺史。韩愈告别妻儿，仓促先行，走到距长

安不远的蓝田县时，侄孙韩湘赶来陪同一起南

下，韩愈写下 《左迁至蓝关示侄孙湘》：“一封朝

奏九重天，夕贬潮州路八千。欲为圣明除弊事，

肯将衰朽惜残年！云横秦岭家何在？雪拥蓝关马

不前。知汝远来应有意，好收吾骨瘴江边。”

早朝一封 《论佛骨表》 上奏，当晚便贬至八

千里外的潮州。尽管大祸临头，韩愈仍然坚信是

忠而获罪，老而弥坚。遥望秦岭，想及家人国

事，立马蓝关的韩愈，在大雪寒天之中感叹前路

艰难，生英雄失路之悲。末句向韩湘交代后事之

语，难掩胸中激愤之情。

《左迁至蓝关示侄孙湘》 诗作不久便传回长

安，曾被韩愈提携的贾岛读罢，写下 《寄韩潮州

愈》：“此心曾与木兰舟，直到天南潮水头。隔岭

篇章来华岳，出关书信过泷流。峰悬驿路残云

断，海浸城根老树秋。一夕瘴烟风卷尽，月明初

上浪西楼。”

韩愈诗中有“云横秦岭家何在，雪拥蓝关马

不前”，贾岛则报以“峰悬驿路残云断，海浸城

根 老 树 秋 ”， 互 诉 衷 肠 。 末 句 “ 一 夕 瘴 烟 风 卷

尽，月明初上浪西楼”，则一反韩愈“好收吾骨

瘴江边”的悲痛，想象着有朝一日皓月东升，银

光朗照潮州浪西楼上，韩愈冤屈天下昭然。二人

“同心之言，其臭如兰”，正在此间。

宪 宗 晚 年 ， 在 求 神 问 佛 之 外 ， 愈 加 宠 信 宦

官，不再信用宰相。宦官权力进一步扩大，不但

掌控了中央全部禁军，更开始担任决策核心部门

首脑枢密使。朝廷的政治生态急剧恶化，君臣离

心离德，奸相上位，裴度被迫离职。

偏信奸相宦官的宪宗，最终把卿卿性命交代

在了宦官手上。元和十五年 （820） 正月，宪宗

因服用仙丹过多，脾气躁怒不安，对身边伺候宦

官又打又骂，有人甚至因为小事就被活活打死，

“人人自危”。正月二十七日夜，宦官陈弘志弒逆

杀害 43 岁的宪宗，对外宣称宪宗是吃仙丹毒发

身亡。有研究认为，陈弘志的幕后指使者，是不

受宪宗宠爱的郭皇后即郭子仪孙女郭氏和其子太

子李恒。

宪宗驾崩后，元稹写下《宪宗章武孝皇帝挽歌

词》3 首。诗中“天宝遗余事，元和盛圣功”等语，将

宪宗元和中兴与玄宗天宝盛世相提并论，无疑是

对宪宗中兴功业的最大肯定；而宪宗王业不终，与

玄宗引爆安史之乱，亦是“异曲同工”。

（作者系中国人民大学历史学博士，著有《水
运与国运》《大唐二十一帝》《选贤：〈资治通鉴〉中
的用人得失》等）

重见天宝承平时：元和中兴是怎样炼成的

□ 成 长文并摄

“陈王昔时宴平乐，斗酒十千恣欢谑。”

在大诗人李白的笔下，陈思王曹植似乎永

远是那个诗兴与酒兴齐飞的倜傥公子。这

是诗人与诗人之间的惺惺相惜，却不免掺

杂了太多的浪漫色彩。

被封为“陈王”的时候，曹植已经是曹

魏的一名“高级囚徒”。他名为“王”，却毫无

人 身 自 由 ，数 年 之 间 ，他 多 次 被 迫 迁 徙 封

地，心力交瘁，而所居之地又都不是什么富

庶的地方。他曾在文中写道：“号则六易，居

实三迁。连遇瘠土，衣食不继。”朝廷给予藩

王的待遇不佳，“寮属皆贾竖下才，兵人给

其残老，大数不过二百人”。而因为此前的

罪过，曹植各项待遇又都减半。

曹植的境遇，源于他的兄长与侄子的

提防。他曾经是曹操最喜爱的儿子，少有才

气，出口成章，多次跟随曹操征战四方。他

曾在《白马篇》中肆意抒发着对建功立业的

志向：“名编壮士籍，不得中顾私。捐躯赴国

难 ，视 死 忽 如 归 。”在 曹 植 看 来 ，在 功 业 面

前，他所擅长的辞赋甚至都是“小道”。

然而，诗人所特有的天真烂漫，在与冰

冷的政治相撞时，总落得头破血流的下场。

在残酷的世子之争中，曹植最终因为多次

肆意妄为、贪杯醉酒，令曹操大失所望，与

世子失之交臂。

曹操去世时，曹植 29 岁，他的人生在

这里被劈成了两段，在失意落寞中度过余

生。他的诗文风格也随之一变，于是我们看

到《怨歌行》中被猜忌的周公，《七哀诗》中

被遗弃的妇人，《赠白马王彪》中微凉的秋

风、孤鸣的寒蝉，《洛神赋》中缥缈的神女、

哀恸的别离。他也曾上书朝廷，请求戴罪立

功，为国效力，但所换来的是持续的猜忌。

文学成为他仅存的自由。

太 和 三 年（229 年），曹 植 被 徙 为 东 阿

王，在此居住三年。《三国志》载：“初，植登

鱼 山 ，临 东 阿 ，喟 然 有 终 焉 之 心 ，遂 营 为

墓。”万念俱灰的曹植，在生前就为自己选

好了东阿鱼山这一托身之地。三年后，年仅 41 岁的陈王曹植薨逝，

他的诗文为后人传诵，他的遭遇为后人同情，他的长眠之地却始终

是一个谜团。

1951 年 6 月，平原省（1949 年置，1952 年撤销）文物管理委员会

对鱼山一座古墓进行清理发掘。这座墓冢荒废已久，掩映在荒烟蔓

草之间，而且遭到了严重的盗扰，可谓一片狼藉。

根据考古勘探，墓室为砖结构，大致呈东西向，平面呈“中”字

形，由外甬道、前室、后室组成。尸体安置在云母片上，已腐朽，仅存

部分骨骼。随葬器物摆置在棺木左右两侧，左侧是陶井、陶车和陶

鸡、鸭、鹅、狗等家畜家禽俑；右侧是陶灶具和餐具，如陶灶、陶案、

陶壶、陶罐、陶盆、陶耳杯等。此外，还有玛瑙坠珠、玉璜、石圭、石璧

和铜铺首等。从初步发掘来看，该墓墓室简陋，出土文物价值不高，

而且没有佐证墓主人身份的直接证据，是否曹植墓尚有争议。

1977 年 3 月，东阿县文物部门再次清理曹植墓，意外地在墓室

前门道高约 3 米处的墓壁发现一块铭文墓砖。该砖的三面刻有铭

文，一面为“太和七年三月一日壬戌朔十五日丙午兖州刺史侯□遣

士朱周等二百人作”，一面为“里陈王陵各赐休二百日”，一面为“别

督郎中王纳主者司徒从掾位张顺”。

连读可得出一段重要的信息，即太和七年（233 年）三月一日

至十五日，兖州刺史派朱、周两姓士家二百人去修建“陈王陵”，作

为补偿，每人享有二百日免除服役的待遇。太和七年即曹植去世的

次年，而“陈王陵”也与曹植的身份匹配，东阿曹植墓的真实性得以

证实。

东阿曹植墓现为第四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墓内复建有

山门、碑亭、碑林、子建祠等建筑。曹植墓存有一通刻于隋文帝开皇

十三年（593 年）的墓碑，碑高 2.57 米，碑文共 931 字，书体为楷书，

兼用隶篆。此碑早年曾湮没在大清河（今黄河）中，到清代始捞出，

还置于墓前并建碑楼保护。

在曹植墓旁还有一处梵音洞，以及一座梵呗寺，这都与曹植创

作梵呗的传说有关。根据佛教典籍记载，曹植在鱼山曾经听到空中

飘来的“梵天之响”，他感悟佛法，文思如泉，于是就写下了中国最

早的汉地佛教音乐——梵呗，曹植也被誉为中国佛教音乐鼻祖。

东阿曹植墓是新中国成立后较早发现的历史名人墓葬，也是

现存为数不多为考古证实的三国名人墓葬。在发掘之初，墓中部分

出土文物被调往北京，如今成为中国国家博物馆的馆藏文物。

在“古代中国”基本陈列中，我们能看到一张陶案和两件陶耳

杯，它们虽然是随葬明器，但模仿的是现实生活真实使用的器具。

魏晋时期，人们仍保持席地而坐的习惯，故而陶案也比较低矮。耳

杯则是魏晋时期常用的饮酒器具，站立于展柜之前，曹植伏案持杯

饮酒的形象似乎就浮现在眼前。

在国家博物馆“中国古代玉器艺术展”中，陈列着东阿曹植墓

出土的唯一一组玉器——组玉佩。这套组玉佩一套四件，云头形玉

珩位于最上端，中间是两件相向排列的玉璜，梯形玉饰位于最下

端。整体优美，光素无纹。在玉器上发现有穿系的透孔。据专家推

测，四件玉佩应是与玉珠、玛瑙相串联在一起的，很可能是曹植生

前佩戴之物。

组玉佩肇始于新石器时代晚期，兴盛于西周时期，至西汉趋于

衰落。东汉末年，组玉佩制度一度被废弃。曹操统一北方后，出于维

护统治的需要，推行了新的礼仪佩玉制度。“建安七子”之一的侍中

王粲“识旧佩，始复作之”，在汉明帝“大佩”的基础上，创制出一套

新式样的组玉佩。曹植墓出土的这套组玉佩，就是目前所见王粲新

创玉佩制度最早的实例。

（作者系北京作家协会会员，北京市文物保护协会会员，出版
有《乱世来鸿：书信里的三国往事》《列族的纷争：三国豪门世家的
政治博弈》）

东阿鱼山的荒冢

，曹植的长眠之所

东阿曹植墓。

东阿曹植墓出土组玉佩，中国国家

博物馆藏。

梵音洞。

重返三国现场

陕西西安大明宫国家遗址公园丹凤门。 视觉中国供图

中青报·中青网记者 蒋肖斌

9 月 16 日 ，国 家 文 物 局 在 北 京 召 开 第 三 季 度 例 行 新 闻 发 布

会，介绍“考古中国”重大项目重要进展。其中，郑州商都书院

街商代墓地，首次曝光了一个“金面具”，从年代上更早于商代

晚期三星堆遗址出土的黄金面具。

河南郑州商都遗址，是商代早中期的都城遗址，被普遍认为

是商代第一位君 王 汤 所 建 的 亳 都 ， 距 今 约 3600 年 。 2021 年 5
月 至 2022 年 8 月 ， 郑 州 市 文 物 考 古 研 究 院 在 此 发 现 一 处 商 代

中 期 白 家 庄 期 的 高 等 级 贵 族 墓 葬 区 。 该 墓 葬 区 位 于 郑 州 市 东

大 街 南 、 紫 荆 山 路 东 、 书 院 街 北 ， 距 郑 州 商 城 南 城 墙 约 200
米，距东城墙约 450 米，称之为郑州商都遗址书院街商代贵族

墓葬区。

郑州市文物考古研究院研究员黄富成介绍，墓地残存面积约

1 万平方米，共发现 25 座墓葬，其中 3 座墓葬出土青铜器，6 座

疑似祭祀坑，其余 16 座推测为陪葬墓。

其中，2 号墓是郑州商城目前发现的陪葬品数量最多、种类

最丰富、等级最高的墓葬，出土青铜礼器、兵器以及玉器、金

器、贝币、镶嵌绿松石的牌饰等各类器物 200 余件，充分彰显了

墓主人的高等级贵族身份。

陪葬品中最引发大众关注的，当属一件被掩埋数千年依然金光

闪耀的金覆面，覆盖在墓主人脸上。据测量，金覆面长 18.3厘米、

宽 14.5 厘米，重约 40 克，含金量 88%。这是全国所有商文化遗址

中，首次发现金覆面，也是唯一一个金覆面。墓中大量使用黄金随

葬的现象，也是首次发现。

黄富成表示，郑州商都书院街商代墓地进一步丰富了商代中

期文化的内容，是郑州商城遗址功能演变、历史沿革的重要证

据。高等级贵族墓葬出土多件黄金用品，反映了商时期东西方的

文化交流和密切联系。

早于三星堆，郑州商都遗址首次出土“金面具”

①郑州商都遗址首次发现“金面具”。 国家文物局供图

②2 号墓发掘现场。 国家文物局供图

③郑州商都书院街商代墓地。 视觉中国供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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