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诸葛亮云：“得荆州者得天下。”荆
州，自古以来就是兵家必争之地。汉末
时三国荆州之争，是整个三国逐鹿的焦
点和三国文化精华所在。毫不夸张地
说，荆州之争，是决定国家分、合命运的
关键。所以我们说，荆州既孕育了“以
不息追求国家统一为主导的三国精
神”，又孕育了以“忠、义、仁、勇、礼、智、
信”为核心的关公精神。如今，世界上
凡有华人的地方，都有关帝庙，都会祭
祀关羽。关公文化或者说关公崇拜是
全球性的，并非荆州所独有，但荆州的
三国文化、关公文化却最有特色、最与
众不同。

荆州是关公精神孕育地
关公文化，是三国文化的突出亮

点，蕴藏着极为丰富的文化内涵，从其
产生、形成与发展来看，荆州既是关公
文化的历史源头，又是关公崇拜的文化
源头。历史上的关公忠义、武勇、刚强
的英雄风貌，主要在他镇守荆州期间展
现；关公守荆州、失荆州这段历史，是形
成关公文化的基本前提。目前，全国公
认有“四大关庙”，即解州关帝庙（关羽
出生地衣冠冢）、洛阳关林（关羽首级安
葬处）、当阳关陵（关羽身躯安葬处）和
荆州关庙（关羽镇守荆州官邸旧址）。

“四大关庙”，前三处均为陵墓，唯有荆
州关庙最为特殊，是修建在关公官邸旧
址之上。关公 20岁就离开了家乡，荆
州是关公的第二故乡、是他建功立业、
展现英雄本色的平台，也是关公文化和
关公精神孕育、凝聚之地。

从公元 210年刘备“借荆州”令其
据守算起，到 219年冬败走麦城止，整
整十年。这十年间，关羽为东御孙吴，
北抗曹操，在原有古城基础上，扩建和
修筑了荆州古城墙，用“单刀赴会”“水
淹七军”等一系列英雄传奇，实现了“威
震华夏”的壮举，成就其人生辉煌与事
业巅峰，完成了关公文化与精神的孕育
与凝聚。

荆州是关公祭祀开启地
“关公崇拜”，源自荆州。公元219年，吕蒙“白衣渡江”

袭占荆州城，“羽曰：此城吾所筑，不可攻也。乃引而退”，使
荆州民众免于战火，为“大义失荆州”。但在关羽遭难后，荆
州古城两次遭受城市攻防战的血腥与残酷，特别是280年，
晋朝大将杜预率领大军攻破荆州城后，“竟下命屠城”“杀城
中老小，血流沾足”。自东吴军偷袭从关羽手中夺得荆州城
后，仅在短短的五十来年里，阖城妇孺老幼竟连遭两场浩
劫，其伤痛之惨烈。于是，当地民众因感念关羽当年不战而
去的恩德，将这份缅怀之情传播给后人。久而久之，相沿成
习，关羽的形象便在荆楚大地上得到了来自民间自发的崇
敬与礼拜。对此，唐人余知古《诸宫旧事》里说，民间祭祀关
公，最早出于荆州。到宋代，荆州民间信仰关公，达到了“家
置一祠”，将崇祀膜拜关公推到了顶峰。到明朝中后期，以
荆州古城城垣上的“掷甲山”发轫，促成了松甲山和卸甲山
相继问世。清初，湖广分巡上荆南道、布政司参议祖泽深，
又将“掷甲山”更名“余烈山”以崇祭关公。值得注意的是，

“三山”以“松甲”“卸甲”“掷甲”一整动作，表露出关公罢战
弭兵之举。同时，荆州城守军，将关羽供奉为城隍神。唐朝
史学家李百药《北齐书》里说，“江陵多神祠，人俗恒所祈
祷”。而北齐大将慕容俨，因在城隍神祠里祭拜了关公，而
战胜了南梁敌军。荆州的关公崇拜，可见一斑。

荆州是关公习俗传承地
荆州的三国习俗，是伴随着三国的产生而形成并发展

起来的，后来虽然三国位归晋室，但粘附于山川风物、岁时
节令、宗教信仰等方面的三国习俗，仍在荆州民间广为流
传。荆州作为三国争夺的焦点，特别是关羽镇守荆州十年，
影响极为广泛、深刻，使得荆州民间的三国风俗丰富多彩，
特色非常鲜明。

在信仰习俗方面，荆州民间主要有崇奉关公为“武财
神”和“关公祭”等习俗。相传关羽“身在曹营心在汉”，当他
打听到刘备下落后，将曹操所送金银布帛留下，还附上了一
本依照“原、收、出、存”四个项目记载的账册。后世荆州商
人照搬了关公发明的“商用薄记法”。

关公死后，荆州民间就拥戴这位镇守荆州的将军为武
财神，每年农历五月十三民间所定的关公诞辰日“雨节”，荆
州称之为“关公磨刀雨”，民众都要到关庙举行祭祀仪式。
而同时，在岁时习俗方面，荆州春节大门上张贴的门神不是
大家熟悉的尉迟恭与秦琼，而是“关公”；在文艺习俗方面，
荆州有以演“关公戏”为主的国家“非遗”项目荆河戏；在饮
食习俗方面，荆州也有“关公豆腐””等与三国文化、关公传
说有关的特色菜肴20多种。

综所上述，荆州是关公精神的孕育之地、关公祭祀的开
启之地、关公习俗的传承之地，关公精神，作为一种道德和
人格力量，一直启迪着荆州人民发扬爱国精神等思想道德
风尚。

千古名剑的不锈之谜
笔者曾有幸一睹这把名剑的风采，

整个剑身在绮丽绚烂的菱格花纹的装
饰下，显得十分华贵，确实无愧于“天下
第一剑”的美誉，但越王勾践剑并非如
传闻中的那般毫无锈蚀，剑身上的锈蚀
甚至是肉眼可见的。

原来，由于距离越王勾践剑最初的
出土时间已经过去了近 60年，即便在
过去一直精心保管着，也有了一定的锈
蚀，远不如刚出土时明亮了。而且，坊
间流传甚广的“出土时毫无锈蚀”的说
法其实是不准确的。

越王勾践剑的主要成份有铜、锡、
铅、铁和硫等，经检测，花纹处的含硫量
高于剑身与剑刃，有研究者认为这是铸
剑者刻意为之的，在处理这些花纹时使
用了某种硫化物以得到这般的黑色菱
形花纹的硫化铜，硫化铜可以防止锈
蚀，这相当于在越王勾践剑的身上镀了
一层薄薄的保护膜，这就是早先一直流
传的“硫化物处理法”，但如今看来这一
猜想或许只是一个美丽的误会。

其实，越王勾践剑剑身花纹处含硫
高的部分腐蚀的更明显，同墓出土的另
两柄青铜剑的情况与此类似，这种情况
之下又怎能说是剑身表面的硫化物起
到了防锈的作用。花纹处的硫化物也
非铸剑者所为，很有可能是剑身的铜与
古墓中尸体、食物等腐坏之后产生的硫
化物相互作用后产生的，出土时剑身上
的菱形花纹呈现出的“黑亮色”，其实就
是锈蚀后的效果。因而，越王勾践剑并
非完全没有锈蚀，只是，锈蚀的不明显，
是一般人难以察觉的。

越王勾践剑原本的颜色给人一种
明亮的、黄白相间的感觉。越王勾践剑
是一把复合剑，剑的各个部位采用不同
配比的青铜合金以达到最佳状态。经
检测，越王勾践剑剑身锡含量约为
24%，剑刃锡含量约为 20%，含锡量的
不同会影响到剑的硬度、强度与韧性，
同时，也会影响剑身的颜色。锡含量
由低到高会呈现出红、红黄、黄、黄白、
银灰、银白色的颜色变化，同时，由于
菱形花纹处锡含量高达 31%，所以，越
王勾践剑的剑身便形成了“黄白杂”的
视觉效果。在地下埋藏了 2000 多年
的越王勾践剑，由于剑身合金成分的
不同，氧化的程度也是不同的，因而，
目前所见的越王勾践剑的剑身颜色看
着是有明显颜色分层的，但整体的感觉
和当初不会相差太多。

越王勾践剑之所以保存的如此之
好，更为重要的是其所处的墓葬环境非
常有利于它的保存。考古界有“干千年，
湿万年，不干不湿只半年”，这句话是对
古代文物储存条件的一个经验总结，干
旱、水下都是绝佳的文物储存环境。

江陵望山 1号楚墓的墓坑底部用
白膏泥铺垫，墓室内一椁两棺，层层相
套，椁室四周也用白膏泥填塞，墓坑上
部填土经过了夯实，首先是整个木棺内
的密闭性很好。其次，出土了越王勾践
剑的望山 1号楚墓位于荆州附近的漳
河二干渠上，地处一片平坦的岗地上，
一直以来这里的地下水位都很高，地下
水一点一点的渗透到墓室中，且在很长
的一段时间里水位基本趋于稳定，这种
情况下整个墓室内的含氧量是很低的，
且地下水基本呈中性，这样的环境是非
常有利于墓室内文物的保存的，所以，
这座墓的一些漆器出土时的状态也是
比较好的。而越王勾践剑又是出土于
江陵望山1号楚墓的内棺之中，且紧紧
地插在漆木制剑鞘里，这在一定程度上
也起到了很好的隔绝作用。

不过，墓葬的储存条件好是一方

面，但也别忘了，自古吴越之地就以一
流的铸剑术而闻名天下。《庄子·刻意
篇》中记载：“夫有干越之剑者，柙而藏
之，不敢用也，宝之至也。”一个人得到
了吴越名剑甚至舍不得用，而是用木
匣珍藏起来。吴越之地之所以能铸造
出精良的青铜剑，个中玄机《周礼·考
工记》中有所记载，“吴粤（越）之剑，迁
乎其地而弗能为良，地气然也。”“吴粤

（越）之金锡，此材之美者也。”即认为
吴越之地有着天然的地理优势，有着
上好的铜、锡资源，因此能铸成上乘的
宝剑。当然，也少不了“工巧”，像铸剑
师这样的历史上的小人物也因此得以
青史留名，吴越之地的铸剑大师如欧
冶子、干将、莫邪等，他们铸造的青铜
剑被看作是稀世珍宝，世人竞相追逐，
有诸侯甚至不惜用城池来换取。

吴越之地，剑气纵横：
考古出土的吴越名剑

据《越绝书》载，越王勾践拥有湛
庐、纯钧、胜邪、鱼肠、巨阙，这五柄由
欧冶子精心铸造的绝世宝剑，其中湛
庐为五大名剑之首，此剑吹毛断发、削
铁如泥。而纯钧剑，当时的相剑者这
样评价它：“观其釽，灿如列星之行，
观其光，深深如水溢于塘；观其断，严
严 如 琐 石 ；观 其 才 ，焕 焕 如 冰 释 ”，

“釽”，即指剑身的纹饰。倘如前文中
所说，越王勾践剑原本的应该是明亮
的、黄白相间的颜色，加上剑身的菱形

花纹，这不正与相剑师口中的“灿如列
星”“如水溢于塘”相符吗？因而，越
王勾践剑很有可能正是传说中的绝世
宝剑“纯钧”。然而，跨越了两千多
年，我们很难去找到一些更有说服力
的证据，但是，这一刻，我们与那段儿
历史的联结无疑更深了。

春秋战国时期，诸侯争霸，纷争不
断，吴越之地除了天然的铸剑优势，还
因历史上的吴越之地水网密布，不利于
车战，常常需要短兵相接，剑成为重要
的步战和近战的利器。且自周代以来，
剑就备受古代贵族们的喜爱，剑成为君
子之器，青铜剑早已不是单纯的随身佩
戴的防身之器，也是古代贵族身份等级
的象征，甚至于不同的身份所佩剑的长
短重量都有不同，世人对剑的推崇，一
定程度上也成就了吴越之地的铸剑技
术，一些具有特殊工艺的宝剑正是在这
样的历史背景下诞生的。

吴越青铜剑，除了越王勾践剑，这
些年来多有出土，其中不乏带铭青铜
剑，如浙江省博物馆藏的“越王者旨於
睗剑”，全长52.4厘米，形制同越王勾践
剑，圆茎，宽格，两刃近锋处内收。剑格
处的设计尤为精美，两面铸双钩鸟篆文
共8字：“越王越王，者旨於睗”，字口间
镶嵌绿松石，极难得的是它剑茎上还有
较完整的丝质缠缑。配置的漆剑鞘保
存的也很好，乌黑光亮，光洁如新，上面
密布瓦楞纹，很是精美，是越国王室髹
漆工艺极其珍贵的实物遗存。因此，就
整体而言，这把青铜剑甚至不逊于越王
勾践剑。如此高配置的吴越青铜剑目
前来说还是极为罕见的。

“者旨於睗”即史书中的“鼫与”
“鹿郢”“与夷”等，他是越王勾践的儿
子，在位仅 6年。目前所见的“者旨於
睗”铭青铜剑不少于8柄，苏州博物馆、
荆州博物馆、北京故宫博物院、上海博
物馆等均有收藏，其中苏州博物馆藏
的越王者旨於睗剑两面均铸有双钩线
鸟篆体铭文，字口间嵌满片状蓝绿色
松石，为迄今保存绿松石原貌最完整
的一柄越王剑。

具有越王之名的青铜剑，还有越王
州勾剑、越王亓北古剑等，均有多柄出
土，但越王勾践剑仅见此一件，因而更
显珍贵。

吴国的青铜剑有铭者如吴王诸樊
剑、吴王余眜剑、吴王光剑、吴王夫差
剑等，其中，吴王余眜剑为苏州博物馆
（西馆）的镇馆之宝。这把剑的剑脊两
侧，每侧各有铭文一行，共 75字，铭文
涉及了吴国的三位国君：寿梦、余祭和
余眜，提到了“伐麻、伐荆楚、伐越”三
场战役，铭文中还提到了吴王寿梦有
四个儿子：诸樊、余祭、余眜和季札，吴
王寿梦想越过诸樊将王位传给季札，
季札不肯接受，诸樊继位后立下了“兄
终弟及”之制，诸樊死后，余祭继位，余
祭死，余眜继位，于是用吉金铸成此
剑。如此多的铭文，信息量又如此的
丰富，是目前所见先秦铜剑中铭文最
多的一柄，这已经远远超越了这柄铜
剑本身的价值。

苏州博物馆藏的一柄吴王夫差剑，
通长58.3厘米，身宽5厘米，重980克，
剑身略宽长，覆有蓝色薄锈，刃锋极其
犀利。剑格饰兽面纹，镶嵌绿松石，近
剑格处铸有铭文两行十字：“攻（吴）王
夫差自乍（作）其元用”。圆盘形首，铸
有 8圈精致同心圆，术语叫做“薄壁同
心圆”，难度极高，是吴越地区少数名剑
才有的，代表了当时的最高铸剑工艺。

在博物馆观赏越王勾践剑时，一般
多着眼于它的剑身，一边惊叹于剑身
的光洁，一边赞美剑身上黑色菱形格
花纹的精美。但其实越王勾践剑剑柄
处的同心圆也是当时大师级别的杰
作。越王勾践剑的剑首处有11个同心
圆，是目前为止出土的吴越名剑中圈
数最多的一柄，这些同心圆间距不等，
在 0.3 毫米到 1毫米之间，每一圈的铜
片都是极薄的，最薄处的同心圆铜片
（第 3 道）厚度仅为 30微米，和一根汗
毛的直径差不多。越王勾践剑之所以
能从众多的吴、越名剑中脱颖而出，成
为轰动海内外的“天下第一剑”，这也是
其中一个原因。

剑格两面均铸有纹饰，正面为兽面
纹，兽眼处镶嵌蓝色玻璃珠，是所见最
早的玻璃实物之一，反面铸云纹，镶嵌
绿松石。剑格处的设计简单、大气，平
添了几分贵气。让这把宝剑真正成为
一把“君子之器”，剑身的菱形花纹、剑
首处的 11个同心圆，突显了此剑作为

“王者之剑”的风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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越王勾践剑。

楚史纵横⑥

“卧薪尝胆”，成功复国。勾践是一位
家喻户晓的历史传奇人物，他的佩剑在2000多年后，
又演绎了另一个不朽传奇。

越王勾践剑刚刚出土时，从剑鞘中抽出的那一刹便
寒光乍现。周围有民工听见挖出了一柄光洁如新的宝
剑，便凑上前去看，还伸手去摸，结果瞬间被划破了皮肤，
血流不止，其锋利的程度令人惊叹，在地下埋藏了 2500多
年的越王勾践剑，竟还如此锋利吗？

1977年，为拍摄一部名为《古剑》的科教片，用越王勾践
剑做了一个锋利度的实验。“肉试则断牛马，金试则截盘匜”，
能切断牛、马肉，也能将青铜盘、青铜匜斩断，《战国策》中这

样 描 述 吴 、越 之
剑。不过，由于越王勾践剑
本身实在太珍贵了，谁也不敢去做这样
的验证。毕竟有毁坏的风险，最终只做了划纸的测
试，越王勾践剑一次性划破了20几层厚的纸，可见，这柄宝
剑至今仍是锋利无比，究竟是什么原因使得这柄宝剑在地下
埋了2000多年而毫无锈蚀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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