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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 游涛 通讯员 向迪）
近日，《中国常德诗墙》公众号陆续推
出《中国常德诗墙碑刻书法赏析》系列
文章。该系列文章的推出，填补了一
直以来诗墙碑刻只有诗词赏析，而无
书法赏析的空白。

中国常德诗墙选刻诗作 1530首，
由全国包括港澳台在内的 1213 名书
法家书写，真、行、隶、草、篆集于一墙，
精彩纷呈，被称之为当代书法“露天博
物馆”。《中国常德诗墙碑刻书法赏析》
由常德诗墙博物馆、广东肇庆学院书
法文化研究所、常德市书法家协会评

论委员会组织数位艺术指导专家，精
选王祥之、佟韦、陆石等诗墙书法作者
的碑刻，从人物档案、作品风格、字法
和笔法等不同角度进行精彩赏析，力
求传神精道。书法是中华文化与文明
植根的基础，通过对优秀书法作品的
品评，可充分领略其中蕴含的文化之
深、艺术之美。

据悉，诗墙管理处将继续加强诗墙
碑刻书法研究，对诗墙精品书作开展系
统赏析，深刻挖掘诗墙文化内涵，擦亮
诗墙文化名片，为常德文化名城建设、
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贡献诗墙力量。

诗墙管理处着力加强碑刻书法研究
本报讯（记者 江一舟 通讯员

曾钰琳）5月24日，2022年全市文化馆
馆长培训班在常德市文化馆举行，会
议传达了全省文化（群艺）馆馆长培训
班的会议精神，部署了 2022年常德市
公共文化服务的重点工作。

会上还就 2022 年非物质文化遗
产保护工作划出重点，指出要以非
遗村镇、非遗街区、非遗工坊建设为
抓手健全非遗保护体系；以传承人
为核心持续提升传承能力；持续开
展非遗进校园基地建设工作；加大
非遗传播、助力全域旅游。

市文旅广体局相关负责人就公共
文化服务工作明确要求，要坚守意识
形态阵地，牢牢把握政治方向；要坚持

“阳春白雪”和“下里巴人”的有机结合，
繁荣和发展群众文化；要以“一马当先”
带动“万马奔腾”，深入挖掘本土特色文
化，发挥自身特长和优势，打造文化品
牌；要坚持传统文化与数字文化相结
合，开拓创新，抓好数字文化馆建设；要
加强社会化合作，强化人才队伍建设，
健全保障机制，优化资源配置，推动全
市文化事业繁荣发展，切实增强人民群
众的获得感和幸福感。

全市文化馆馆长集中“充电”共谋高质量发展

噩邑大夫是谁？其人其事与常德有何关联？
在常德博物馆历史文物展厅，标注为德山寨

子岭一号楚墓棺椁葬具颇为引人注目。据历史
文献记载，古代葬具有“天子棺椁七重，诸侯五
重，大夫三重，士再重”的规制，尽管眼前的实物
为 1：2的比例缩小的复原版本，但观众仍能从其
二椁二棺的造型中，品读出墓主人身份的不凡。

“这是目前沅水下游地域所发掘的楚墓中规
模最大、规格最高的墓葬。”谈及这座楚墓的发
掘，常德博物馆文博专家龙朝彬记忆犹新。

1993年，石长铁路动工，为配合工程建设，龙
朝彬与省考古研究所的柴焕波一起，对工程沿线
进行了为期近两个月的田野考古。在德山樟木
桥的寨子岭地段，一个突出的黄土山丘引起了他
们的注意。

当地人称，这里曾有土匪在此地安营扎寨，
因而得名寨子岭。谁也没有想到，这个茶树丛生
的山丘上，藏着几个大型的封土堆，隐匿着一个
楚国贵族家族最后的荣光。

由于铁路沿山脚通过，加上经费等原因，当时，这
个被命名为德山寨子岭的古墓群并没有组织发掘。

直到 1999年 1月，长常高速公路常德段开工
后，大量的工地取土对古墓群造成的威胁日益加
重，加上盗墓分子的破坏，当地文物部门的抢救性

发掘已势在必行。常德市文物事业管理处文物
科立即对现场进行了发掘。

“在寨子岭一号墓的清理发掘过程中，我们
在封堆下发现了盗洞痕迹，随后在墓底部发现了
一把铁叉，经鉴定为汉代之物，明显是盗墓工
具。”破碎的棺盖板下，大量的白膏泥混杂其间，
除了在墓主人头部部位发现一对玉璧外，铜器等
贵重随葬品并不多，这让现场的龙朝彬和同事多
少有些沮丧。

为了赶时间，考古工地拉了电线，挂了两个
大瓦数的白炽灯，工作人员一直忙到晚上9点，都
没有发现能证明墓主人身份的相关物品。直到
第二天上午，留守值班的技工帅盛和报告称：有
一件小东西，不认得。

经过细致地清洗，这枚边宽仅2.6厘米、高1.3
厘米的青铜印章重见天日，经文博专家仔细辨
别，其印文为阴刻“噩邑大夫鉨”5字，刀法奔放，
错落有致。

如此，墓主人的官方身份毋庸置疑。
那么，“噩邑”又为何意呢？古时“噩”通

“鄂”。鄂君名启，字子皙，是战国时期楚怀王之
子。1957年 4月，在安徽省寿县城南邱家花园出
土的鄂君启节，其铭文记载了公元前323年，楚怀
王颁发给鄂君于水陆两路运输货物的免税通行

证，铭文中详细规定了鄂君启水路、陆路交通运
输的路线、车船大小与数量、运载额、运输货物的
种类、禁运货物和纳税及免税情况。

鄂君启节的舟节铭文中，清晰提及了沅澧两
水。也就是说，早在战国时期，鄂君的大商船队
多次穿行于沅澧流域，为这里商贸繁荣带来勃勃
生机，也为常德作为楚国物资和兵员补给的大后
方奠定了基础。同样这一时期，被流放于沅澧一
带的楚国大夫屈原，用生命吟唱的方式，为楚文
化留下了无比璀璨的光芒。

史料记载，公元前278年，秦国大将白起攻占
了楚国都城郢都。随后数年，楚顷襄王收十万东
地兵反攻，收复失地，听取春申君黄歇谏言以“江
旁十五邑以为郡，距（据）秦”（据《史记》）。至公
元前 223年楚正式灭国的 50余年期间，秦楚两国
对峙于沅澧一线，常德作为焦点，真正走上东周
历史的前台。

在秦楚战争晚期，噩邑大夫作为鄂君属官，
以“东地兵”身份被调派常德，成为沅水一带的楚
国最高军事长官，长期坚守抗秦一线，直至归葬
于此。

噩邑大夫的常德往事是辉煌还是落魄？目
前，尚无任何史料可以考证，终究淹没在历史的
重重烟云之中，扑朔迷离，引人遐想。

噩邑大夫与常德
□本报记者 徐志雄 通讯员 陆蓉

“大家有没有发现这件器物有什么特别的？”
5月 25日，常德市博物馆历史文物展厅的寨子岭
一号楚墓随葬品陈列柜前，博物馆讲解员谢馨锐
和观众卖起了关子。

一眼望去，玻璃后面的陈列架上，各种大小不
一、造型各异的陶盘、陶罐、陶壶整齐地排列，这件
灰黑中略带暗红的木胎夹纻扣器漆盒并不打眼。

“这是一件来自秦王宫的专用漆盒，相当于
现在的饭盒。”谢馨锐还介绍了该物件的优点，

“轻便，耐高温。”
真正让考古学家惊喜的是，漆盒底部针刻

“十七年太后詹事丞□，工师□，工季”铭文，从铭
文和口、底部纹饰和造型看，具有典型的秦宫漆
器的特征。

在秦国，“詹事”一职专门为太后、王后、太子
诸宫所置，负责宫内事务。东周时期实行的“物
勒工名”的质量管理制度。其中，秦国是实行这
一制度最严苛的国家，共生产的兵器、漆器均有
此类铭文。

结合漆盒上纪年铭文，常德博物馆文博专家
龙朝彬断定，漆盒生产应该是某代秦公王十七
年。而只有昭襄王和秦始皇的年代与墓葬时代
比较符合，且这段时间，太后均为楚国女子。

秦国和楚国远隔千里，这件秦国太后专用的
漆器为何会成为一位楚国大夫墓的随葬品的？
这位秦国太后又会是谁呢？

龙朝彬分析，从时间上看，宣太后和华阳太
后都有可能给这位“噩邑大夫”赠送礼物。公元
前 291 年至公元前 281 年，秦楚两国之间使者往
来络绎不绝。不仅楚顷襄王迎娶秦女，楚国的王
室女子也先后嫁入秦宫，华阳夫人也是此期间入
秦。但是战国晚期，公元前 230年前后秦楚连年
战争，华阳太后作为始皇帝的祖母，没有理由将
自己宫中的珍宝赠送给一位楚国人。楚国“噩邑
大夫”墓的墓葬年代属战国中晚期，当时楚国也
从未攻占过秦都咸阳，也不可能是从秦国夺取的
战利品。

宣太后掌控秦国军政大权四十余年间，内政
外交基本都听命于她。“噩邑大夫”在与秦国交往
过程中也有可能受到宣太后的赏赐。公元前278
年，秦将白起攻陷楚郢都，常德作为楚国“飞地”，
成为秦楚对峙的前沿。

直至公元前 223年楚灭国，楚国一直派重兵
守卫沅水流域。战国时期四大公子之一的春申
君黄歇，在楚考烈王时为相国二十余年，多次作
为楚王代表统领军队。“噩邑大夫”可能受楚王和
黄歇之命来常德领兵与秦军作战，并将这件珍品
带到了常德，死后作为随葬品下葬而幸存至今。

来自秦王宫的漆盒
□本报记者 伍婷

提起常德的楚墓，不得不提及沅澧
两水流域的楚汉城址。其中名气比较大
的，澧水流域有澧县的古城岗城，临澧的
申鸣城和宋玉城，石门的古城堤城；沅水
流域有武陵区的临沅城，鼎城区的索县
城，桃源的采菱城以及汉寿的西湖古城。

令人惊奇的是，这些古代城址，其
密集程度几乎与现在的常德县级行政
区域相当。每一座城池周边的墓地，大
多分布在沅水、澧水两岸较近的丘岗台
地上。

1954年9月，由湖南省文物清理工作
队主持对常德地区楚墓进行首次清理发
掘。1979年，常德地区文物工作队，开始
组织本地区一般性的抢救发掘。考古专
家估计，目前常德保存的楚墓达1万座以
上，仅沅水下游历年发掘的楚墓数就有
3000余座。

楚国为何在沅澧两地留下丰厚的
遗存，让历史悠久的楚文化在众多的
古墓里得以保存？通过对沅澧古城多
年的实地调查和研究，考古工作者从常
德楚墓的分布、规格、形制、出土文物的
特点，勾勒出楚对湘西北地区最早的开
拓，描绘出 2000 多年发生在沅澧大地
的秦楚大战，复原战国时期楚国最后的
疆土变迁。

从地域上看，湘西北地区即洞庭湖
西部、澧水流域和沅水下游地区。这里
北与今湖北松滋（古代兹方）、公安连成
一体，隔江与楚郢都相望，其间不过 160
公里。

根据文献记载及考古文物推断，大
约在两周之际，楚国开始对南方扩张，澧
水流域便是其南征的第一站。沿河流为
进军路线，楚人在交通要道上设置军事
据点，建筑城池，以镇压“巴”“濮”等土著

势力。近些年来，考古
界在石门、澧县、临澧一
带发掘了大批楚墓和楚
文化遗址，而其时代最
早可以追溯至春秋早
期。

1980年 11月，考古
人员在临澧九里发现了
战国中期一封君墓，出
土遗物 300余件。临澧
九里墓是湖南省最大的
楚墓群之一，也是省内
目前发现楚墓中级别最
高、规模最大、分布最
密，有相邻同期城址的
墓群。由此可见，这一
时期，楚国已对该地区
取得了绝对的掌控权。
在楚国统治下，澧水流
域经济获得了前所未
有的规模发展，文化也
日趋兴盛。

至战国晚期，楚郢
都陷落，楚王和大量高
级贵族东迁入陈，而普
通楚人和部分中小贵族
则就近迁到沅水流域，
并安居于此。

随 后 数 年 ，秦 军
自 西 和 北 进 攻 楚 国 ，
澧水流域数次被秦占
据，大量城址和墓地遭到战争破坏。
相较之下，沅水下游作为秦楚大战的
最后战场，被秦攻占的时间并不长久，
临沅城、索县城、采菱城、西湖古城 4
处东周遗址保存较为完整，其楚墓数
量比澧水流域更为庞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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端午漫谈端午漫谈楚文化楚文化
——常德博物馆常德博物馆之楚墓探秘之楚墓探秘

本报讯（记者 徐志雄 通讯员 张丽）
湖南省首届“美好生活·文明出游”文
化旅游质量服务公益短视频作品征集
暨展播活动日前颁奖，现场揭晓了 32
件获奖作品。常德博物馆团队创作的
短视频荣获业内三等奖，常德市临澧
县林伯渠故居纪念馆和常德市文化市
场综合行政执法支队的旅游公益短视
频分别获优秀作品奖，常德市文旅广
体局获优秀组织单位奖。

本次活动由湖南省文化和旅游
厅、湖南省文明办联合举办。内容涵
盖文旅法规解读、文旅消费引导、文明

旅游宣传、文旅知识普及四大板块。
活动自2021年11月启动以来，得到了
各地文旅行业相关人士的广泛关注，
共征集投稿视频 323 条，其中业内组
作品167条，公众组作品156条。经线
上评分和专家终审，最终评选出 32件
获奖作品和5个优秀组织单位。

常德博物馆拍摄的短视频《美好生
活，文明出游》，以活泼的讲述方式，向观
众科普《中华人民共和国文物保护法》，引
导社会公众关注并践行文明旅游公约，
增强公众文明旅游和权益保护的法律意
识，弘扬文明、健康、绿色旅游新风尚。

我市3个文明旅游公益短视频获奖

图一图一：：沅水流域出土的青铜兵器。
图二图二：：噩邑大夫玺（原件由省博物馆收藏）。
图三图三：：占据“C位”的秦太后漆盒。
图四图四：：德山寨子岭一号楚墓棺椁1：2复原实物。
图五图五：：德山寨子岭出土的陶鼎。
图六图六：：楚汉时期，常德沅澧两水周边的县城分布图。（资料图片）

图片除资料图片外，均由本报记者 伍婷 摄

作为中华民族的一个传统节日，端午节始于中国的春秋战国时期，至今已有2000多年历史。其由来众说纷纭，尤以

纪念楚国大夫屈原之说最受大众认同。

史料记载，楚人以汉江上游丹阳为起点，先后统一50多个小国，称霸立威于春秋战国。不仅为中华民族的统一建功

立业，也确立其文化独具奇秀的历史地位。

800多年的漫长历史进程，从宫廷雅乐与民间文艺共同繁盛的艺术之邦，到楚辞创造的缤纷文学世界，楚文化打造

的浪漫绮丽色彩，与中原文化朴实浑厚的理性之光交融，最终汇合成了光辉灿烂的华夏文明。

作为秦楚战争最后的决战地，沅澧一带遗存了数以千计的楚墓，大量的考古发掘，让楚国创造的灿烂文明最终以华

丽收尾的方式得以重现端倪。仅常德博物馆馆藏的楚文物就多达近万件（套）。

端午节临近，让我们走进常德博物馆，探秘楚墓发掘的生动现场，解读文物背后的历史故事，品味常德楚文化记忆

里曾经浓墨重彩的华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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