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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未解之谜》

前言

　　悠悠华夏，上下五千年，先民们以其惊人的创造力为今人留下了辉煌灿烂的文化遗产。而我们在
试图还原那些源远流长的文明时，却遭遇到各种各样的困难。险象环生的奇闻轶事遍布于苍茫时光的
各个角落。历史、文化、科技、生物等诸多领域均存在着大量不为人知的疑团：商纣王并非暴君？同
治皇帝死于梅毒？武则天为何立无字碑？杨贵妃藏身日本？董鄂妃是谁？　　尽管有卷帙浩繁的史料
典籍以供查证、追溯，但那些文字记载仍不足以还原真正的历史全貌。在时间的纵深之中，这些悬而
未决的谜题受到国人乃至全世界对东方神秘文明充满好奇的人士的热切关注。这些谜题中，有些已随
科技发展和考古学上的发现而得到了相对合理的破译和解释，有些则至今仍令人困惑。对这些谜题的
究根寻底使人们更立体地感受到了中华文明的伟大与神奇。可以说，对东方古老文明的发掘、探究、
破解、诠释，不仅能够传承中华文明、获取知识，还能够最大限度地拓展人们的想象空间，带给人们
一窥真相的快感。　　《中国未解之谜》一书正是基于此编排的。编者精心遴选了百余则未解之谜，
所选事件涉及考古发现、历史悬案、历史名人、自然奇观、古代科技、文化民俗等众多领域，它们或
是中国广袤大地上发生的震惊世界的神秘现象，或是淹没在历史长河中关系到文化进程的关键细节，
再或者是历代传承的奇妙风俗，又或者是至今仍令人心悬一线的近代奇案⋯⋯我们力求用娓娓道来的
叙述语言和逻辑严密的分析方式，在充满趣味的探索中将您引入这个古老而传奇的国度，使您在对谜
题发问、考证、商榷时进而认识和思考世界，锻炼捕捉疑点、找出突破点的能力，挑战自己的思维极
限。　　我们把同领域的相关谜团大致按时间顺序整理归类，使其在事件和人物关系上相互照应、环
环相扣。无论从内容涵盖的广度和时间跨越的纵深度来讲，还是就分析论证的独具匠心而言，各板块
所含未解之谜的可读性及其散发的深沉魅力都毋庸置疑。　　《书香门第·中国未解之谜》参考了大
量的历史文献、考古资料，吸收了广为流传的民间传说和科学界最新的研究成果，以期在展示谜团的
过程中最大限度地把残缺、消失的历史往事和古老文明重新整合并再现。事实上，这本集中了中国最
富魅力的未解之谜的图书，通过对神秘符号和瑰丽奇观的不断探究和严谨论证，透射出了整个人类对
文明兴衰的深思和感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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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未解之谜》

内容概要

悠悠华夏，上下五千年，先民们以其惊人的创造力为今人留下了辉煌灿烂的文化遗产。而我们在试图
还原那些源远流长的文明时，却遭遇到各种各样的困难。险象环生的奇闻轶事遍布于苍茫时光的各个
角落。历史、文化、科技、生物等诸多领域均存在着大量不为人知的疑团：商纣王并非暴君？同治皇
帝死于梅毒？武则天为何立无字碑？杨贵妃藏身日本？董鄂妃是谁？⋯⋯
尽管有卷帙浩繁的史料典籍以供查证、追溯，但那些文字记载仍不足以还原真正的历史全貌。在时间
的纵深之中，这些悬而未决的谜题受到国人乃至全世界对东方神秘文明充满好奇的人士的热切关注。
这些谜题中，有些已随科技发展和考古学上的发现而得到了相对合理的破译和解释，有些则至今仍令
人困惑。对这些谜题的究根寻底使人们更立体地感受到了中华文明的伟大与神奇。可以说，对东方古
老文明的发掘、探究、破解、诠释，不仅能够传承中华文明、获取知识，还能够最大限度地拓展人们
的想象空间，带给人们一窥真相的快感。
《中国未解之谜》一书正是基于此编排的。编者精心遴选了百余则未解之谜，所选事件涉及考古发现
、历史悬案、历史名人、自然奇观、古代科技、文化民俗等众多领域，它们或是中国广袤大地上发生
的震惊世界的神秘现象，或是淹没在历史长河中关系到文化进程的关键细节，再或者是历代传承的奇
妙风俗，又或者是至今仍令人心悬一线的近代奇案⋯⋯我们力求用娓娓道来的叙述语言和逻辑严密的
分析方式，在充满趣味的探索中将您引入这个古老而传奇的国度，使您在对谜题发问、考证、商榷时
进而认识和思考世界，锻炼捕捉疑点、找出突破点的能力，挑战自己的思维极限。
我们把同领域的相关谜团大致按时间顺序整理归类，使其在事件和人物关系上相互照应、环环相扣。
无论从内容涵盖的广度和时间跨越的纵深度来讲，还是就分析论证的独具匠心而言，各板块所含未解
之谜的可读性及其散发的深沉魅力都毋庸置疑。
本书参考了大量的历史文献、考古资料，吸收了广为流传的民间传说和科学界最新的研究成果，以期
在展示谜团的过程中最大限度地把残缺、消失的历史往事和古老文明重新整合并再现。事实上，这本
集中了中国最富魅力的未解之谜的图书，通过对神秘符号和瑰丽奇观的不断探究和严谨论证，透射出
了整个人类对文明兴衰的深思和感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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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未解之谜》

书籍目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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失之谜夜郎古国究竟在哪里楼兰古国消亡之谜尼雅文明消亡之谜西藏古格王国之谜扶桑园究竟在哪里
玉门关故址之谜越王古剑千年不锈之谜秦始皇十二铜人之谜秦始皇陵地下宫殿之谜秦始皇陵盗焚之谜
秦始皇陵兵马俑之谜华夏第一都到底在哪里北京古崖居之谜金缕玉衣之谜马王堆女尸不腐之谜曹操七
十二疑冢之谜西夏王陵之谜丝绸之路起至何方敦煌莫高窟开凿之谜敦煌藏经洞之谜乾陵无头石人之谜
武则天的无字碑之谜栖霞山千佛岩之谜龙游地下石窟之谜红崖天书之谜抚仙湖水下古城之谜红山文化
女神庙里的女神是谁禹王碑碑文之谜华表用途之谜粱祝故事真伪之镌历史悬案之谜“帝”从何来女娲
之谜黄帝是女人吗“战神”蚩尤之谜尧舜禅让之谜神农氏是炎帝吗大禹故乡之谜商纣王是暴君吗周穆
王访西王母之谜古代帝王的九鼎之谜卧薪尝胆之谜“传国玉玺”下落之谜秦始皇坑杀儒生之谜秦始皇
死因之谜赵高扰乱秦政之谜佛教何时传入中国昭君之谜匈奴民族西迁之谜甘英止步波斯湾之谜刘皇叔
三顾茅庐之谜汉委奴国王印之谜赤壁古战场位置之谜后主刘禅真的是昏君吗曹操为何至死不称帝隋炀
帝开凿运河之谜谁是玄武门之变的始作俑者唐太宗篡改圉史之谜武则天长住东都洛阳之谜契丹国号之
谜宋太祖死亡之谜“狸猫换太子”疑案谁是杀害岳飞的元凶成吉思汗墓葬之谜元宪宗蒙哥死因之谜朱
元璋孙女远葬都江堰之谜建文帝生死之谜明成祖生母之谜郑和为什么七下西洋宫女刺杀明世宗之谜明
光宗暴死之谜努尔哈赤死因之谜崇祯皇帝死于何处“闯王”李自成结局之谜吴三桂是否真的降清了顺
治帝出家五台山之谜雍正帝即位之谜雍正死因之谜贪官和坤受宠之谜同治帝死于何病翼王石达开出走
之谜李秀成“自供状”之谜太平天国窖藏宝藏下落之谜蔚子大闹金銮殿之谜光绪帝暴死之谜西宫娘娘
东葬之谜慈禧随葬珠宝遗失之谜李莲英死因之谜北洋水师致远舰沉没之谜赛金花有功于“和议”之谜
北京猿人化石失踪之谜历史名人之谜姜太公的故里在何方神医扁鹊之谜老子之谜孔子身世之谜美女西
施魂归何处诗人屈原死因之谜秦始皇的生父是吕不韦吗徐福东渡日本之谜孟姜女哭长城之谜貂蝉身世
之谜刘备死后葬在哪里诸葛亮迎娶丑女之谜《后出师表》之谜唐太宗身世之谜杨贵妃香魂归何处鉴真
和尚真的失明了吗李白出生地之谜李师师晚年之谜岳母刺字之谜马可·波罗来过中国吗大将徐达死因
之谜名妓陈圆圆归宿之谜柳如是自缢身亡之谜庄妃下嫁之谜年羹尧被杀之谜董鄂妃到底是谁乾隆帝出
生地之谜香妃之谜郑板桥“难得糊涂”之谜珍妃坠井之谜慈安太后死因之谜袁世凯猝死之谜蒲松龄族
属之谜国学大师王国维沉湖之谜自然奇观之谜长江、黄河的源头在哪里峨眉山“佛光”之谜“世界屋
脊”之谜太湖成因之谜“魔鬼三角”之谜西湖是怎样形成的黄果树瀑布之谜黄土高原形成之谜台湾岛
是如何形成的哈纳斯湖“水怪”之谜罗布泊“水怪”之谜罗布泊“游移”之谜金沙江大拐弯之谜珠穆
朗玛峰变矮之谜生发石之谜黑竹沟为何又叫“魔沟”神农架白色动物之谜神农架“野人”之谜圣地“
香格里拉”在哪里小雁塔“神合”之谜庐山千年佛灯自燃之谜鬼城丰都之谜怪雨之谜鸣沙山鸣沙之谜
泰山“回马岭”来历之谜“汗血宝马”之谜天池湖怪之谜大熊猫之谜蛇岛只有蝮蛇之谜蚂蚁体内的“
时钟”定向系统之谜动物集体自杀之谜新疆虎灭绝之谜动物预报地震之谜预报年景的怪树之谜钱塘涌
潮之谜“景山坐像”之谜自贡“恐龙坟墓”之谜乐山卧佛是巧合吗日月并升之谜明都大灾难之谜冬暖
夏寒的怪井之谜古代科技之谜西周微刻甲骨文之谜谁发明了毛笔古代“指南车”之谜阿房宫得名之谜
阿房宫焚毁之谜候风地动仪运作之谜造纸术起源之谜诸葛亮八阵图之谜诸葛亮木牛流马之谜“桃花源
”究竟在何处针灸铜人的迷踪郑和下西洋宝船之谜永乐大钟铸造之谜北京皇城为何没有西北墙角天坛
圜丘坛回音之谜明代古尸500年不腐之谜中医经络与针灸之谜麻沸散之谜文化民俗之谜“中国”名称来
源之谜《洛神赋》写的是谁《胡笳十八拍》作者之谜《兰亭序》之谜谁是西天取经第一人“二十四桥
”之谜《清明上河图》之谜北宋官窑之谜《水浒传》作者之谜张三丰是怎样创出武当拳的《满江红》
是谁所作《永乐大典》正本下落之谜《金瓶梅》作者之谜为何“风马牛不相及”二郎神到底是谁“八
仙”原型之谜清代天地会起源之谜对联是怎么来的高崖悬棺之谜端午节的来历之谜古代妇女缠足之谜
闹洞房的习俗起源于何时“女儿国”摩梭人走婚之谜江永女书之谜花山崖壁画之谜龙图腾起源之谜神
鸟凤凰的原型是什么十二生肖的起源之谜十二生肖动物排序之谜财神原型知多少过年放鞭炮之谜“门
神”的来历之谜巴马村人长寿之谜史诗《格萨尔》千年传承之谜“万岁”一词归帝王专用始于何时西
藏活佛转世之谜佛家舍利之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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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未解之谜》

章节摘录

　　文明考古之谜　　中国人的祖先来自非洲吗　　非洲起源说　　1987年，美国科学家华莱士和威
尔逊通过检测细胞线粒DNA，发现所有现代人的祖先都可追溯到大约15万年前的一个非洲女人，她被
人们称之为“夏娃”。“夏娃”的后裔由非洲大陆向世界其他大陆迁移，并逐渐取代原先生活在那里
的直立人和智人。后来，他们中的一支来到了亚洲地区，并完全取代了那里的古人类，成为了包括中
国人在内的所有亚洲现代人的祖先，发展成现代黄种人；另一支则侵入欧洲，消灭了土著尼安德特人
，形成了现代的欧洲人。此外，研究还指出，亚洲东南部是人类走出非洲后大迁移的主要“驿站”，
其中一部分非洲人从亚洲东南部往北迁移到达中国，越过长江进入华北和东北亚，成为现代中国人的
祖先。　　多地区进化说　　东亚及中国的学者则对此提出了“多地区进化说”，他们认为，在200万
至100万年前，直立人由非洲扩展到其他大陆后，分别独立演化为现代非洲、亚洲、大洋洲、欧洲人。
　　中国目前发现的古人类化石，从200万年前到1万多年前都没有间断过，从原始人类到现代人类的
演化进展是连续的，因此中国人是自己演化而来的，与“非洲人”无关。　　另外，还有学者游离在
两种观点之间，认为在人类从非洲走出的过程中，并不是简单地取代当地原始人，而是和本地人在杂
交融合中演化进行。　　“北京人”食人吗　　1921年，人们在北京房山区周口店村西边的龙骨山山
洞里偶然发现了古人类遗骨化石、石器工具和用火遗迹，从此这个寂静了几万年的山洞变得举世瞩目
。此后数年间，人们又发现了数颗古猿人头盖骨。而“北京人”头骨的发现，将人类历史向前推进了
至少50万年。　　最早也是最科学地研究北京人头骨化石的是德国人魏敦瑞，他是国际知名的古人类
学家。得知“北京人”的消息之后，他于1935年春赶到了中国，并在此后全面负责周口店北京猿人的
发掘和研究工作。　　魏敦瑞的研究非常细致，他发现了一个令他疑惑不解的地方，“北京人”头骨
上总有一些裂纹和孔洞，看起来像是伤痕。同时，周口店出土的北京猿人化石中，头盖骨要比其他骨
骼化石多出很多，而且爱掘出的北京猿人头盖骨，头颅面部和底部的骨骼没有多少，却有较多的头盖
部分。魏敦瑞认为，从结构上说，人的颅骨主要南前面的面颅和后上方的脑颅组成，而北京猿人都只
剩下了头盖骨。　　自1899年始，被誉为最早的“欧洲人”的尼安德特人化石遗址在各地被一一发掘
。从这些遗址中，人们发现了一个共同特征，即在遗址发掘过程中均发现了大量破碎的骨骼化石，尤
其是许多头骨化石破碎严重。人们纷纷推断那是被重物击打所致。当时就有学者断言：他们是被同类
打破脑袋，然后取走了脑浆。　　魏敦瑞结合自己的研究，在1943年发表的《中国猿人头盖骨》一书
中写道：　　“猿人猎食自己的亲族，如同猎食其他动物一样。因为古猿人意识到后脑较其他部位更
易置人于死地，于是就用锋利的石器敲打头部，然后吸干脑髓，再慢慢割食其他部位的肉。”　　由
于之后中国抗日战争爆发，北京人头盖骨不翼而飞，魏敦瑞的研究也就此终止。　　近几年，来自国
际科学界的新研究成果使得“古人类是食人族”成为热门话题。　　1999年，法国和美国考古学家在
《科学》杂志上发表《法国阿尔代什省莫拉一古尔西的尼安德特人食人现象》，科学家们论证了欧洲
古人类尼安德特人曾发生过食人现象。科学研究人员在莫拉一古尔西山洞里10万年前的尼安德特人遗
骨化石中发现，V形的石器划痕显现在尼安德特人的头骨、腿骨上，然而手骨、脚骨却保存完好——
因为这两处吸不出骨髓。科学家们推论10T年前是欧洲最后一个冰河时期，恶劣的生存环境引发欧洲
古人类走向了自相残“食”。　　2000年，美国科罗拉多大学生物学教授马拉在《自然》杂志上公布
，他已通过DNA生命科学的手段，检验出人吃人的物质证据。马拉教授从850年前至1000年前科罗拉
多大峡谷的印第安人粪便化石中，提取出了人类的肌红蛋白，这表明粪便的主人在排泄前的12小时
至36小时内吃了同类的肉。除DNA生命科学的手段外，2003年美英科学家又发现，世界各地不同种族
的DNA样本中，还有抗食人基因，表明“人吃人”现象可能曾经是人类祖先的一种习俗。　　中华龙
鸟是“龙”还是“鸟”　　鸟类的始祖？　　从特征来看，中华龙鸟比德国的始祖鸟更加古老和原始
，它的骨骼特征更像恐龙，头较大，有牙齿，尾椎数目多，行动敏捷。中华龙鸟的脊柱和体表有着流
苏一样的纤维状结构，这种结构是羽毛的前身，但它没有飞翔能力，主要是保护皮肤和维持体温。大
多数科学家根据它全身披有原始羽毛这一重要特征，把它归入鸟类而不是恐龙类，因为爬行动物身上
一般披有盾甲或鳞片。科学家们认为，当大批恐龙在中生代晚期相继退出历史舞台时，人们相信，这
种称霸一时的爬行动物已经彻底完结了。其实，恐龙并没有灭绝，它们中的一支或几支，正试图离开
陆地向空中发展。　　恐龙？　　一些古生物学家则认为，这种皮肤的衍生物不具备羽毛的特征，而
类似于现生的某些爬行动物背部的表皮衍生物——角质刚毛。　　从化石骨骼来看，中华龙鸟拥有很
多恐龙的典型特征：它的头骨又低又长，脑壳很小，眼眶后面有明显的眶后骨，下颌后部的方骨它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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牙齿侧扁，样子像小刀，而且边缘还有锯齿形的构造；它的腰臀部骨骼中耻骨粗壮，尾巴相当长，
有60多个尾椎骨，尾椎骨上还有发达的神经棘和脉弧构造；它的前肢将别短，只有后肢长度的三分之
一，前肢的特征显示它的生活时代要比德国的美颌龙晚。有些科学家据此认为，中华龙鸟是一种小型
的兽脚类恐龙。　　中华龙鸟既保留了小型兽脚类恐龙的一些特征，又具有鸟类的一些基本特征，对
于它的归属，科学界尚无定论。　　半坡人面鱼纹之谜　　半坡文化属黄河中游地区新石器时代的仰
韶文化，位于陕西省西安市半坡村，距今约6800年到6300年。半坡村的原始居民是定居的，经济生活
为农业和渔猎并重。他们以氏族或部落为单位，建立村落，形成了一个没有贫富差别的原始社会。半
坡人的彩陶十分出色，红地黑彩，花纹简练朴素，绘人面、鱼、鹿、植物枝叶及几何形纹样。其中最
著名的，要算是人面鱼纹盆了。人面鱼纹盆高16。5厘米、直径39。8厘米，由细泥红陶制成，敞口卷
唇，盆内壁用黑彩绘出两组对称的人面鱼纹。人面概括成圆形，额的左半部涂成黑色，右半部为黑色
半弧形，眼睛细而平直，鼻梁挺直，神态安详，嘴旁分置两个变形鱼纹，鱼头与人嘴外廓重合，加上
两耳旁相对的再条小鱼，构成形象奇特的人鱼合体。人头顶的尖状角形物可能是发髻，加上鱼鳍形的
装饰，显得威武华丽。长久以来，考古学家就一直在猜测这特别的人面鱼纹究竟代表着什么，各种各
样的说法据说已经有30种之多，但更多的人认为以下两种比较合理。　　半坡人的图腾　　古代半坡
人在许多陶盆上都画有鱼纹和网纹图案，一些考古学家认为，这与当时的图腾崇拜和经济生活有关。
半坡人在河谷阶地营建聚落，过着以农业生产为主的定居生活，兼营采集和渔猎，这种鱼纹装饰是他
们生活的写照。人头上奇特的装束，大概是在进行某种宗教活动的化妆形象，而稍有变形的鱼纹很可
能是代表人格化的独立神灵——鱼神，表达出人们以鱼为图腾崇拜的主题。　　夭折儿童的葬具　　
还有一种说法认为，“人面鱼纹盆”是儿童瓮棺的棺盖。仰韶文化流行一种瓮棺葬的习俗，把夭折的
儿童放在陶瓮巾，以瓮为棺，以盆为盖，埋在房屋附近。这件陶盆上面有人面，人面两侧各有一条小
鱼附于人的耳部。有的学者根据《山海经》中某些地方曾有巫师“珥两蛇”的说法认为“人面鱼纹”
表现的正是巫师珥两鱼，寓意为巫师请鱼附体，进入冥界为夭折的儿童招魂。　　此外，在先秦典籍
《诗经》、《周易》中鱼有隐喻“男女相合”之义，有人以此推。之，认为人面鱼纹有祈求生殖繁衍
、族丁兴旺的涵义。　　气候变化引起海侵　　第一种说法认为，距今4500-4000年前的现代冰期，导
致以水稻和采集多种植物为生的良渚文化一蹶不振。气候变化和海面波动是影响沪杭和环太湖地区先
民活动的两个主导因素。全新世中期有四个千年尺度暖湿气候和高海平面时期，良渚文化是被第四个
，也就是最后一个千年尺度暖湿气候和高海平面时期的海侵（钟家堍海侵）摧毁的。长达数百年暖湿
气候导致海平面上升和长期的维持。使良渚先民赖以生存的绝大部分地区都被海水淹没，这才是良渚
文化被迫中断的根本原因。当然不能排除在海平面逐步升高的条件下，一两场特大暴雨、台风、风暴
潮等灾害性天气。或者海啸等地质灾害的破坏性影响可能大大加速了良渚文化的衰退和消失。　　洪
水引发瘟疫　　有学者认为，古代淮河流域到太湖地区发生的特大洪水，冲毁了即将成熟的良渚王朝
。良渚文化末期的特大洪水所引发的瘟疫应是造成良渚文化消失的根本原因。良渚文化末期，当特大
洪水退走之后’，太湖流域可能出现某种疫情，由于瘟疫的影响，被洪水伤害的人们束手无策，惊恐
万状而四处逃生，有的迁徙很远，有的也许就在周边地区落脚安身。　　战争说　　有人认为，良渚
文化就是我国古代传说中的“蚩尤”部落，这种有别于黄河流域中原文化的部落文化在和炎黄部落作
战的过程中战败并融人中原文化。　　考古发现，良渚文化已经形成了初级政权，有的学者称良渚文
化为良渚古国。败于炎黄部落之后，良渚文化以一种文化汇人的方式融入了中原文化。一个明显的例
证就是，良渚的玉文化被后来的夏、商、周全面继承，形成了今天中华文明的特征之一。　　司母戊
鼎之谜　　司母戊鼎是中国商代后期（约公元前16世纪一公元前11世纪）王室祭祀用的青铜方鼎
，1939年3月19日在河南省安阳市武官村的一家农地中出土，因其腹部铸有“司母戊”三字而得名，现
藏中国国家博物馆。　　司母戊鼎器型高大厚重，又称司母戊大方鼎，高133厘米、口长110厘米、口
宽79厘米、重832。84千克，鼎腹长方形，上竖两只直耳（发现时仅剩一耳，另一耳是后来据另一耳复
制补上的），下有四根圆柱形鼎足，是中国目前已发现的最大也是最重的青铜器。因为此鼎大到足够
做马槽，因此又有人称其为“马槽鼎”。除鼎身四面中央是无纹饰的长方形素面外，其余鼎身各处都
有饰纹，且各部分的饰纹形态不一，多种多样。其造型、纹饰、工艺都达到了极高的水平，堪称是商
代青铜文化顶峰时期的代表作。　　但是，司母戊鼎是什么年代的器物？它又是为谁所铸造的呢？如
此庞大、沉重而又精美的器物，在当时的技术条件下，古人又是如何铸造的呢？这一切，都为这尊鼎
中至尊蒙上了一层层神秘的面纱。　　年代之谜　　要考证司母戊鼎的年代，首先应该从出土的地理
位置着手。安阳处于黄河中下游流域的中原核心地带，一条洹河横贯东西。武官村位于洹水河北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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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里曾经发现了大量的巨型墓葬，是晚商的王陵区，司母戊鼎正是在这里出土。也就是说，司母戊鼎
铸造于商代。但是，殷墟有200多年的历史，经历了8代12位商王。专家们把殷墟文化分为四个时期，
每一时期的器物，在造型上都有大致的分期特征。那么，这个精美而庞大的青铜大方鼎，又是哪一位
商王的杰作呢？它具体的铸造年代是什么时候呢？　　在考古学上，一般情况下要判断一个器物的年
代，主要是通过它的地层关系，然后在地层关系的基础上，再去看它的器物的组合。但可惜的是，这
两个关系，司母戊鼎都不具备。60多年前，武官村村民偶然发现了司母戊鼎，当时既没有其他器物一
同出土。也没有发现墓葬，这给今天的考古研究带来了很大的难度。　　此外，根据考古的一般经验
，判断器物的年代，可以从器物形制着手。每一个时期的鼎，都有不同的造型，越早的方鼎，它腹部
就越深，腿就越细长，或者叫缅高；越晚的方鼎，腹部就越变得浅一些，腿就变得粗短一些。根据鼎
腿与鼎腹的比例关系，专家们判断，司母戊鼎应该是比较接近殷墟二期的器物特征。但这个答案还很
模糊，无法确定是哪一位商王。　　为谁所铸　　既然器型上无法做出更加准确的判断，专家们只能
把研究重点放在了铭文上。司母戊鼎名字的来源，是因为鼎腹内有三个清晰的铭文。经过70多年对甲
骨文的研究，考古学者们确定，这三个字，正是“司母戊”。　　所谓司，就是祭祀，母是母亲，戊
是个人名，是一个称谓。也就是说，这个巨鼎的铸造是为了祭祀一位女性。那么，这个“戊”到底是
谁呢？这又成为难解的历史之谜。　　可以想象，晚商时期，铸造这么巨大的鼎，在当时来说必定是
一个浩大的工程。那么这位母亲又是一位什么样的人？这个巨鼎又是在哪一位商王时期铸造的呢？　
　商人的人名以天千地支为自己的称号，在不同的时期，有使用相同称号的人。学者们通过对甲骨文
的考证，发现配偶为“戊”的，共有4位商王，他们分别是大（音tai）丁、武丁、祖甲、武乙。大丁的
时代，不在殷墟的12位商王之内，而武乙属于殷墟三期，司母戊鼎与这个时期的器物外形不吻合，那
么剩下的就只有武丁和祖甲王了。　　另外，不同年代的青铜器，它们的成分是随着年代的变化自成
规律的，其合金配比是不同的。在商王朝遗留下来的大量墓葬中，妇好墓是未曾被盗过的墓葬中规格
最高的一个。这其中出土的青铜器一共重达1。6吨。两个方鼎都有100多千克，其中一个名为“司母辛
鼎”。　　考古专家把司母辛鼎合金配比与司母戊鼎对比，结果发现，两个合金配比情况极其相似，
那么司母戊鼎就很可能是与妇好同时代生产的器物。而史书上和甲骨文都汜载着，“妇好”正是武丁
的王后。这样几乎所有的研究证据都倾向于，司母戊的“戊”应该就是武丁王的另外一个王后“戊”
。　　但是，同为武丁的王后，“司母戊鼎”的体积几乎是“司母辛鼎”的2倍，重量是它的6倍。如
此巨大的差别到底说明了什么？　　甲骨文中关于武丁之妻“戊”的记载几乎微乎其微。然而关于妇
好的记载却多得让人极为震惊。妇好主持祭祀、打猎、带兵打仗，她是中同历史上第一位赫赫有名的
女将军，如此非同凡响的王后，墓巾的鼎也不过是100多千克，那么这个千斤巨鼎的主人义会是什么样
的人物呢？　　种种疑惑，只能期待着考古学家们继续研究。　　司母戌鼎最为神秘也最难让人猜测
的，是它究竟如何铸造的。司母戊大方鼎的出土，表明在商朝，青铜器的制作技术已经达到了炉火纯
青的地步，标志着我国古代的青铜工艺出现了第一个高峰期。但一是，铸造司母戊大方鼎，在当时的
生产力情况下，无论如何都还是一件相当困难的事情。据考古学家们推测，它的铸造过程应该是这样
的：在商代，冶炼青铜用的是陶制的坩埚，它的形状和后来我们用的头盔倒过来的形状差不多，考古
学家们将其趣称为“将军盔”。据科学估算，每个“将军盔”能熔铜12。7千克。也就是说，一个“将
军盔”所熔化的铜液，可以铸造一件中小型的青铜器。但是，要铸造司母戊鼎这样的庞然大物，就需
要70多个“将军盔”同时浇铸，这意味着至少需要几百人同时操作。如此浩大的工程，究竟是如何实
施的呢？　　有人认为，勤劳智慧的古人采用的是化整为零的战略，先分别铸好鼎耳、鼎足、鼎身，
然后冉将各个部分合铸在一起。但是，迄今为止，这种论证还没有得到相关科技的论证。　　另外，
研究司母戊鼎的专家曾经发现过一个异常的现象：司母戊鼎的东侧壁纹饰粗糙，有的地方还。可以看
出错位的痕迹，四条鼎腿下半部分厚度都出现了异常。于是人们设想，整个大鼎鼎身部分很可能在铸
造时发生了泄漏。经过研究。他们发现大鼎并不是一次浇铸完成的，在第一次浇铸时，由于泥范体积
太大，铜液冲刷过于猛烈，在鼎的东侧壁内部带有花纹的泥范发生了破裂，铜液渗入泥范，所以预计
的铜液没有把整个泥范浇满，使4条鼎腿短了一截。接铸的部分使鼎腿的厚度变厚了。　　如今的司
母戊大方鼎，是古人一次并不完美的作品，或许也仅仅是一次大胆的试验尝试。2003年，考古工作站
在安阳发现了一个直径1。68米的圆鼎铸鼎遗址。按照这个直径的比例，我们可以想象铸成的大鼎，体
积和重量都一定会远远超过司母戊鼎。这说明商代曾经有过更大的巨鼎问世。但是，或许这样的工程
对于工具简陋的商人来说，还是太过艰难。毕竟在这3000多年的时间里，已发现的重1600多斤的大鼎
仅此一个，甚至连超过千斤的鼎都没有。何况直到今天，在发达的高科技面前，都没有人能将当时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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鼎的情形重现。　　还有一个问题，就是司母戊大方鼎上的精美花纹代表着什么意思？它们又是怎样
铸出来的？　　殷商时期，在祭祀的时候，祭祀者把鼎上铭文和纹饰完整的那一面朝向祭祀的牌位，
把器物的背面对着自己。这种纹饰大多为饕餮纹，它是阴问和阳界沟通的使者。也有专家认为，这种
狰狞的饕餮就是早期的龙，是龙的一种变体。在烟雾缭绕之中，龙会把祭祀的信息带到天上。　　但
是，在复制司母戊大方鼎的过程中，专家们的试验遇到了意想不到的难题。他们发现，使用商代的生
产工具，竟然无法在泥范上形成清晰的花纹。　　每当印有花纹的模板从泥范上取下来时，泥范上的
花纹就模糊了。现在的脱模材料非常丰富，用今天的生产技术来解决这个问题，可谓轻而易举，但
是3200多年前的古人又是如何做到的呢？在当时，只有谷物、面粉等物理粉末可以利用。　　经过研
究，专家们又尝试采用木炭粉，因为木炭粉在商代随处可见，只要燃烧就很容易形成木炭。模板上，
铺上了一层细细的木炭粉，花纹终于清楚地呈现出来，不断地往上拓印，花纹越来越清晰。　　但是
，这也只是一种设想，并没有发现能作为证据的考古实物。　　司母戊鼎刚出土的时候，是只有一只
立耳的。我们今天所见到的另外一只，是后来补铸的。按说，鼎应该有一对立耳才对。那么，另外的
一只鼎耳到哪里去了呢？　　有这样一种传说：司母戊鼎最初被发现的1939年，是一个动荡不安的乱
世——抗日战争期间。安阳属于日寇的占领区。日本侵略者屡次要劫走这尊大鼎，它的发现者为了不
让日寇的阴谋得逞，于是决定将鼎卖给一位中国商人。但是，由于鼎太大太重了，不便搬运，于是有
人建议将其分成几块，分批运走。村民们尝试用锯子将其化整为零，无奈难度太大，费了九牛二虎之
力才锯掉了一只鼎耳。无奈，他们只好采用深埋大鼎的办法来躲过日寇的追查，大鼎因此保存了下来
。可惜那只被锯掉的鼎耳却在动荡的年代里下落不明了。　　还有一种说法认为，另外一只立耳在古
人将其埋人地下之前就已经被弄断了。锯鼎之说只是一种谣传。无论是何原因，这都将是司母戊鼎永
远的遗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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