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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画墓主

1 9 9 2年 n 月浒墅关真山发现一座春秋晚期大

墓
,

《苏州 日报 》随即发表了《真山— 吴王陵? 》的

特写专稿
,

这一特大新闻立刻引起人们的关注
。

真

山墓主是谁? 真山是否为吴国王陵区? 一时成为人

们的热门话题
。

苏州作为吴国都城并不始于太伯奔吴
。

《世本 》

称
“

诸樊徙吴
” ,

而汉代《吴越春秋》及以后的史志都

说是阖间使伍子青相土尝水
、

象天法地
、

营筑新城
,

奠定了今天苏州城的基础
。

由于迄今为止已发现的

西周至春秋早期吴国青铜器都出土在宁镇一带
,

因

此 目前考古学界一般认为太伯奔吴之地在宁镇一

带
。

据《果越春秋 》记载
,

太伯死后葬在无锡梅里
。

令

无锡梅里确有太伯墓
、

太伯庙
,

但是现存的太伯墓
,

史有明文为东汉吴郡太守糜豹所修
,

现存的太伯庙

为明代建筑
,

梅里周围没有发现任何可以证明该地

为商周聚落的考古证据
。

自从 1 9 5 4 年在丹徒大港烟墩山发现宜侯矢墓

以来
,

在丹徒谏壁至大港一带的沿江低山丘陵上已

发现二十几座西周至春秋时代的吴国大墓
,

这一带

被认为是吴国王陵区① 。

真山一号墓座落在小真山山脊
,

为甲字形带斜

坡墓道的竖穴石坑墓
,

墓上夯土成家
,

其形制与丹

徒吴国墓一致
,

当系春秋吴墓
。

据墓中出土文物的

形制分析
,

其年代约在春秋晚期
.

据苏州博物馆真

山考古队调查
,

真山共有 57 座墓葬
,

其中大真山顶

峰的主墓封土高 15 米
、

直径达 50 米
。

这些墓葬的

年代有春秋的也有汉代的
,

所以考古队认为真山是

春秋末至汉初的王陵区。 。

春秋晚期吴 国国君有诸樊
、

余祭
、

余 昧
、

王僚
、

阖间
、

夫差六人
。

1 984 年大港背山顶春秋晚期大墓

中出土一件铜矛
,

据矛上铭文考证
,

此矛为吴王余

昧之物。 。

如果考证不错
,

那未说明诸樊徙吴之后
,

吴王死后仍要归葬故土的
。

王僚是被阖间派专诸刺

杀的
,

死后葬在今狮子山
.

阖间自己葬在虎丘山
,

这

大概是因为伍子青营筑新城后
,

吴王正式定居在苏

州的缘故
。

至于夫差是亡国之君
,

兵败逃至余杭山

即今阳山自划而死
,

勾践命越兵每人捧一探土
,

把

他葬在阳山卑犹之位
,

决不可能有真山墓那样高的

规格
。

所以真山墓主不可能是上述几位吴国国君
.

真 山不是上述吴王陵区
,

那末真山墓 l 足准

呢 ? 方志中的有关记载为探索这个间题提供了线

索
。

宋范成大 《吴郡志 》云
: “

《史记正义 》引《括地

志》太伯家在果县北五十里
,

无锡县界西梅里村鸿

山上
,

去太伯所居城十里
。

《吴地记 》又 云
:

太伯家在

吴县北
,

去城十里
。

未详孰是
。 ”

宋朱长文套早郡国怪

续记 》也说
: “

太伯墓
,

《皇览》云
: `

在吴县扎侮生聚
,

去城十里
. ’

刘昭案
`

无锡县东皇山有太伯家
,

去墓

十里有旧宅
,

其井犹存
. ’

二说固不同
,

今吴县
、

无锡

县俱有梅里之名
,

未知孰是
,

要当访之耳
。 ”

自从东

汉吴郡太守糜豹在无锡梅里重修太伯墓
、

庙 后
,

二

千年来无人对此有所怀疑
,

那末怎么又会在头县北

十里冒出一个
“

太伯墓
”
和

“

梅里
”
呢 ? 其实这是一种

古代十分常见的地名迁徙现象
。

地本无名
,

地名本

是当地居民起 的
,

古代先民举族而迁或迁都徙国

后
,

往往用旧名称呼新地
。

吴县境内的梅里地名与

太伯家
,

可能是阖间迁都后从故地移来新都的
。

由

于吴国迁都后很快就亡国了
,

新地名
、

新古迹未能

在人们心中留下深刻印象
,

以至到了宋代
,

学者就

不知其详了
。

这次在小真山发现的春秋晚期墓
,

当

然不可能是太伯的真家
,

但如果文献记载不错
,

那

末大真山主峰上的大墓可能是太伯的纪念家
.

虽然春秋晚期吴国诸王墓不在真山
,

但 《吴地

记 》记载在阳 山
“
东三里有夫差义子坟十八所

。 ”
古

豁记载的里程数往往不精确
,

但所记夫差义子坟的

方位与真山墓地正相合
。

《吴地记 》记载阖间长媳齐

女因思 乡早夭
,

死后葬于常熟虞山
,

与仲雍周章墓

相近 ; 又记载夫差小女幼玉结怨而死
,

夫差用金棺

铜娜将其葬于阁门外
,

该墓俗称吴女坟 (即今虎丘

山西南的金鸡墩 )
。

由此可见
,

以子孙后辈坟墓陪葬

一 4 7 一



先辈王陵是吴国习俗
。

以此推论
,

真山一号墓墓主

当是吴国晚期王族贵宵
,

而整个真山墓区是由一座

太伯纪念家和若干贵族陪葬墓所组成的
。

在真山还发掘到几座汉墓
,

但这里不可能是汉

初的吴王陵区
,

因为汉初吴王刘澳谋反被诛
,

封国

被削
,

决不会有高规格的墓葬
。

不过《吴地记》又载

曰
,

阳山
“

东二里有汉山阴县令陆寂坟
” , “

县西北三

十里有汉豫章太守陆烈坟
。 ”
可见真山在隔了一个

战国时代后很可能又成为汉代地方达官贵人的墓

地了
。

当然
,

上面所述仅是试探
,

真山墓地那些墓主

究竟是谁
,

还有待于全面发掘来揭示
,

我们拭 目以

待
。

①肖梦龙
: 《吴国王陵 区初探 》 , 《东南文化 》 1 9 90 年第

4 期
。

②阿米等
:
(真 ilJ — 吴 王陵? 》 , 《苏州 日报 》 2 99 3 年 l

月 1 7 日
。

③张敏
: 《吴王余昧墓的发现及其意义 》 , 《东南文化 》

1 9 8 8 年第 3 、 4 期
,

(上接第 3 7 页 )

参考文献
1

.

D
.

1
.

S l o b i n ,

19 79
,

P
s y e卜o l i n g u i s t i e s ,

cS
o t t

凡er
s
m a n

a n d C o m p a n y ,

eS
e o n d E d i t io n

2
.

A p p l i e d L i n g u i
s t i e s , 1 9 8 9一 一 1 9 9 0 ,

1 9 9 2
,

o x
fo

r d U
-

n i v e r s i t y P r e s s

3
.

H
.

S t e r n , 1 9 8 3 ,

F u n d a m e n t a l C o n e e p t s o f L a n g u a g e

T e a e h i n g
,
o x

fo
r
d U n i v e r s i t y P r e s s

4
.

D
.

H y m e s , 1 9 7 1 ,

o n C o m m u n ie a t i v e C o m Pe t e n e e

5
、

J
a e k iR e卜a r d s ,

oI h n P l a t t ,

H e id i W e b e r , 19 8 5 ,

L o n g -

m a n D i e t i o n a r y o f A P p l i e d L i n g u i s t i e
s ,

L o n g m a n W o r ld P u b
-

l i
s
h i n g oC

r p
·

6
.

B r e n d a D
.

S m i t卜
, 1 9 85

,

B
r i d g i n g t h e G a p :

C o l l
e g e

re a d i n g ,

cS
o t t ,

P o r e s m a n a 们d C o nr p a n y

7
.

R i e h a r d E
.

M a y e r ,

1 98 7
,

E d u e a t i o n a l P s y e h o lo g y ,

L i t
-

t l e
,

B
r o w n a n d C o m p a n y

8
.

桂诗春
,

19 蛇
,

( 认知 与外语教学 }
, 《外语教学与研

究》 ,
一9 , z年第 魂期

。

9
.

桂诗春
,

19 92
, 《认知和外语 侧 试 》 , 《外语教学与研

究 》 , 19 9 2 年第 3期
。

1 0
.

桂诗春
, 19 9 1 ,

( 认知 和语言 》 ,

( 外语教 学与研究 》 ,

19 9 1 年第 s 期
。

11
.

桂诗春
,

” 9 1 , 《实验心理语言学 纲要 》 ,

湖南教育出

版社
。

12
.

彭耽龄
,

1 9 9 1
, 《语言心理学 》 ,

北京师范大学 出版社
.

13
.

何自然
,

19 88
, 《语用学概论 》 ,

湖南教育出版社
.

1 4
.

黄次栋
,

19 88
, 《英语语言学 》 ,

上 海译文出版社
.

15
.

刘润 清等
,

19 8 8
, 《现代语言学名著选读》 ,

侧绘出版

社
。

16
.

胡壮麟等
, 1 , 88

, 《语言学教程 矛
,

北京大学出版社
.

17
.

罗竞
,

19 蛇
, 《美 国关于外语阅读理论的发展 》 , 《外语

教学与研究 》 , 19 9 3 年第 3 期
.

18
.

许常凯
, 1 9 8 9 , 《谈培养

“
预侧能力

”
的心理语言学基础 》 ,

《铁道师院学报》社科版
,

1 9 89 年第 1一 2 期
。

19
.

许常凯
, 1 9 90

, 《从心理语言学 角度看外语教学若干

问题 》 , 《铁道师院学报》社科版
, 19叻年第 4 期

.

2 0
.

章兼中
,

19 83
, 《国外外语教学法主要流 派 》 ,

华东师

范大学出版社
.

2 1
.

顾桂苦 E
.

C a t b o n t o n , 1 9 9 2
,

( 在中国应 用交际法的

实验 》《外语界 》 ,

19 9 2 年第 3 期
.

一 4 8 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