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文献与考古对证
回应公众对曹操墓之疑

在曹操高陵发掘期间，唐际
根常常进入墓室，见证了曹操高
陵发掘的重要环节，观摩了墓内
种种重要遗迹现象。受曹操高陵
发掘领队潘伟斌先生之邀，他还
得以反复端详墓中出土的重要文
物，从曹操的头骨到“魏武王常所
用挌虎大戟”，以及“胡粉二斤”石
牌等。

2010 年 1 月 28 日，国家文物
局曾表示，“曹操高陵的考古发
掘、学术认定和研究成果公布等
程序，符合考古工作规程。”备受
争议的曹操墓认定问题，得到了
国家文物局的正面认可。

但关于曹操墓的讨论至今余
响未绝，面对大众关心的诸多问
题，例如曹操为什么葬在安阳？“七
十二疑冢”到底是真是假？出土石
牌为什么有简体字？为何不给人
骨做 DNA？为何不做碳十四测
年？“唐朝的黄豆”如何蹦进了曹操
墓？墓葬中的两名女子是谁？唐
际根也在书中从出土器物的时代
特征、刻字石牌的断代意义、出土
头骨的生物鉴定等专业的角度，证
据链完整，结合文献，深入浅出地
在书中逐一做出了回应。

走出“奸雄叙事”
以考古窥见曹操人生“真实”

去世 1800 多年来，覆盖在曹
操身上的各种文学叙事和戏剧演
绎，留给人们一个斑驳杂乱的曹
操印象。《三国志》和《三国演义》
堪称正负评价的两极。《三国志》
作者陈寿对曹操的评价，可谓直
接将高度拉满，称其为“非常之
人、超世之杰”。习凿齿在《汉晋
春秋》中认为“魏武虽受汉禅晋，
尚为篡逆”，意即曹操是个篡逆
者。南朝时，曹操的形象更是江
河日下，进入“奸雄叙事”。刘义

庆在《世说新语》中提到，曹操怕
人暗算，常对人说：我睡着之后，
千万不可随便接近我，否则我会
无意中杀人⋯⋯

那么作为考古学家的唐际根
会还原怎样的一个曹操形象呢？
在《此处葬曹操》中，曹操是一个南
征北战的军事家；是一个重视农
耕、心系天下的政治家;是一个对
酒当歌、登高而赋的文学家；还是
一个勤劳简朴、一生清白的人，至
死也没有篡位。这些都与《三国演
义》里塑造的奸雄形象大相径庭。

唐际根告诉笔者，他通过墓
主遗骸，印证了孙盛在《魏氏春
秋》中对曹操“姿貌短小，神明英
彻”的评价；凭借陶簪、戒指、樗
蒲、香薰、铁镜、屏风等文物复原
曹操的饮食起居、日常生活。墓
葬中的画像石，成为解读曹操“除
残去秽”“禁绝淫祀”的关键，使后
人理解曹操想要打破旧世界，再
造新世界的愿望。“魏武王常所用
挌虎大戟”，作为解密墓主身份的
关键密码，时隔千年再现了酾酒
临江、横槊赋诗的武王英姿。唐
际根表示，希望读者能够在此书
中，可以透过墓葬，看到一个更加
真实的曹操，看到他身上不可磨
灭的气魄、志向与梦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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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座城有古蜀独特的韵致
春熙路、望江楼、宽窄巷还在铺展流动的画卷
一座城也有时代赋予的期盼
天府广场上神鸟的隐喻正在图腾中彰显
天府大道上矗立云天的双子塔正托起一轮朝阳
在这里，在这个夏天
一群人的名字组成了一首蓬勃的诗
即将点亮一座古老的城
照耀那赤橙黄绿靛蓝紫的青春

来了
像候鸟振翅于自由的天空
像船舶驶入了宽阔的大海
来了
汇入公园城的鸟语花香
融入老街巷的烟火气息
在这火一样的夏天
任青春激起千层浪，万声涛

交错相映的皮肤是彩虹的那抹绚烂
不同的语言会碰撞出最闪亮的火花
我们都是竞技场上的启航手
在共同的出发点，等一声指令枪响
像离弦之箭一样在风中奔跑
跑过银杏树梢，也跑过芙蓉花香
最后把自己跑成一粒友谊的种子
在这里落地、生根，让世界各地的花朵
在这片土地绽放如火种
让举起火炬的手，托起奖杯的荣光
让一句“成都，一起见证我们的青春”
在年轻的胸膛回响不息

此刻，蓉城因拼搏的汗水沸腾
天空中的云彩也模拟一场策马奔腾
若你策马而来如少年，请深深铭记
我们和世界同频的心跳，在龙泉山脉里起伏跌宕

成都的风，呼应着多瑙河的风
成都的光，映射着亚马逊的光
都江堰的河水也会泛起爱琴海的波浪
但是，当你在杜甫草堂读万卷诗书
当你在武侯祠仰望历史的天空
那条悠久的路已经接通世界

我们注定会相逢在这座城市
在街头留下真诚又美丽的微笑
在大运会上洒下最滚烫的汗水
当旗帜飘扬成都的天空
我们要把手紧紧地握在一起
握在一起，喊出青春的誓言——
成都，我们在逐梦的路上

成都大运会的气氛越来越浓
郁。这个周末，我突发奇想，骑上
电动车，“考察”了一番凤凰山体育
公园。“成都蓉城”5 月 23 日、27 日，
在中超联赛第 9 轮、第 10 轮中，坐
镇凤凰山主场，击败上海申花、南
通支云！

去年，大运会执委会举办“全球
声音说大运、体育名嘴成都行”活
动，韩乔生、刘建宏、杨茗茗等体育
名嘴到凤凰山体育公园打卡，成都
本土知名作家蒋蓝给他们讲述了在
历史上拥有很强体育基因的成都人
的马球射箭故事。蒋蓝特别谈到了
成都人对“凤凰山”的体育记忆。他
说，这里古时并不叫凤凰山，历史上
这座山的名称屡经变更，先后名石
斛山、升仙山、学射山、凤凰山。它
与体育运动有不少渊源，蜀汉幼主
刘禅曾经在石斛山游玩、射箭。从唐
代到宋代，这里又叫学射山，既是官
民习射场所，也是春游胜地⋯⋯

伫立在凤凰山体育公园，宏大
的场馆一度震撼了我。凤凰山因形
如一只展翅欲飞的凤凰而得名，曾
经是古时成都官民庶士休闲娱乐的

“前花园”。如今可容纳 1.8 万人的
综合体育馆和可容纳 6 万人的专业
足球场，正以具象的“茶盖”体育馆、

“茶船”体育场的形象，迎接世界大
学生运动员的到来!

20 世纪 70 年代末，我上初中
时，周六下午放学早，我和几个同学
经常去凤凰山靶场捡子弹壳。部
队、民兵、体育射击队时常在此搞射
击训练。那时凤凰山不通公交，我
们总是步行到成彭路口或川陕路
口，等农用拖拉机开过来，从后边一
跃而上，稳稳地吊住。拖拉机如果
中途拐弯了，我们就下来等第二辆，
总之目的地是凤凰山。那些淳朴的
拖拉机手似乎从来不曾干涉过我
们，好像习以为常。但是，吊拖拉机
这种事，是绝对不能让家长知道的。

有一回，我和同学小旭、小强 3
人在凤凰山靶场听完刺激的枪声，
捡完子弹壳返程。我和小旭、小强
吊的拖拉机在和对面驶来的一辆解
放牌卡车错车时，不慎挂到了右侧
一骑自行车。我们 3 人下来看到这
样的场景：一辆 28 圈凤凰牌自行车
倒在路边，一个中年人躺在地上，脖
子上围着白毛巾的拖拉机手不知所
措地傻站着⋯⋯

比我高一个头的小旭，尽管他
鼻子和上唇间经常出现“双流”，但
是我不得不服，他比我们老练。他
围着地上的中年人转了两圈，然后
猛地拍了一下中年人的屁股，刚才
一动不动的中年人一下弹起来，叫
了声“你要干啥子！”

小旭笑扯扯地说：“不干啥子，
地下有点潮湿，你另外找个地方睡
觉，拖拉机师傅要去执行紧急任
务！”中年人道：“他撞了我，要赔汤
药费哦⋯⋯”小旭说，“如果你有伤，
我们几个抬你去医院。但是你莫有
流血，莫得伤，我要是你不好意思躺
在这儿。这样，我送你 10 个子弹
壳，赶紧回去给你的娃娃耍⋯⋯”

拖拉机手望着远去的中年人，
取下脖子上的毛巾擦汗，说：“走
吧。我把你们送到家。”于是，我们
3 人又吊上拖拉机。拖拉机手还真
说到做到，多跑了几公里，把我们送
到铁路新村。

此后一段时间，小强逢人就说，
真难忘，吊拖拉机吊出水平来了！

凤凰山也是放风筝和野餐的好
去处。晴空万里、和风徐徐之时，站
在凤凰山顶眺望，成都城一览无
余。绿草茵茵的山坡上，彩色的风
筝迎风飞扬，牵风筝的少男少女们
春风拂面。多年过去了，学校组织
春游和野餐时，那漫山遍野埋锅造
饭、嬉笑打闹的场景至今历历在目。

话说有一天，小旭突发怪招，
说我们几个自己组织一次春游和

野餐。周日，小旭找学校食堂亲戚
借来 1 辆人力三轮车和锅碗瓢盆、
餐具。我们先到菜市场采购，一角
四一斤的大米买了 3 斤，七角七一
斤的猪肉买了 2 斤，一块钱十个鸡
蛋买了 20 个，还有芹菜、青笋、萝
卜、土豆、莲花白等，成品有卤鸭
子、卤兔脑壳。小旭蹬三轮车朝凤
凰山出发，另外还是老办法——吊
拖拉机。

小强因为父母经常出差，做家
务事比较娴熟，承担了切菜、切肉的
任务。其他人分别找水源、洗菜、找
柴禾、挖灶，埋锅造饭。

炊烟升起，肉香飘来。这一餐，
大家吃得狼吞虎咽，吃得豪情满
怀。菜品还算丰富，肉片、肉丝、肉
丁好几样，20 个鸡蛋炒成旺实一大
盘。小旭动作麻利地干完三大碗米
饭，一边咀嚼一边说，从来没有一次
吃到这么多的炒鸡蛋。

饭毕，又烧了一壶开水。我把
从家里带来的“三花”泡上，瓜子、花
生摆出来，几个少年在草地上喝了
一次真正的“下午茶”。

结束这一次没有老师带队的春
游和野餐之前，小强摸出账单给大
家过目，“总共 11.8 元，6 人，四舍五

入，平均每人 2 元。”小旭提出异议：
“我借的三轮车不计成本吗？要是
去租三轮车的话要几块钱呢？”小强
反驳，“照你这样算，我切菜炒菜不
计工钱吗？现在请一个厨师要多少
钱？”最后，我当和事佬，替小旭出了
2 元钱，论战方才平息。斜躺在草
地上又看了一会凤凰山机场起飞或
者降落的飞机，6 个少年方才意兴
阑珊把家还。

今天，站在大运会场馆前，我给
6 名少年中的另 5 人，发了一段微
信，建议大家再次约起，到凤凰山看
大运会赛事！

北宋元符三年（1100）夏，诗人
黄庭坚自戎州（宜宾）谪所出发，乘
舟前往青神县探望姑母。在青神姑
母家短暂居住期间，黄庭坚接待了
一个来自新津的少年，因欣于少年
之诗才，黄庭坚不仅答应少年随从
学诗，还欣然同意收少年为弟子。

这个幸运的少年就是生于成都
新津的任渊。

按任渊约生于北宋元祐五年
（1090）算来，这个时候的任渊大约
刚好 10 岁。在外人看来，以黄庭坚
其时在书法和诗文成就已与苏东坡

“苏黄”并称的文坛地位，以及黄庭
坚在 5 年后即谢世、存世时间已很
短暂的现实，任渊能在这个时候成
为黄庭坚的弟子，实在是一个“天
大”的殊荣。

但若细细推究，黄庭坚这一选
择，自有他超越常人的洞见和基于诗
人心灵相通的精准预判。世不乏天
才，但缺乏既为天才又敏毅于行者，
天才少年任渊身上一定有一种沉潜
刚毅的性格力量打动了已然是宗师
的黄庭坚的内心。他从少年任渊眼
中，看到的不仅是一人一姓的诗作传
衍，更有千秋万代的诗学光大。

事实证明，他和少年任渊的这
一番结缘，冥冥之中，既造就了一部
影响深远的《山谷诗集注》，又使与
青神水路相通的新津一并载入了中
国文学史。

北 宋 崇 宁 四 年（1105）9 月 30
日，黄庭坚病逝于宜州。任渊得到
这个消息后，大为悲痛，感念于这一
段特别的师生情缘，更感佩于老师
黄庭坚的为人，此时方 15 岁的任渊
发愿整理和注释老师的诗作。

6年后的北宋政和元年（1111），
任渊便拿出了《山谷诗集注》的初
稿，这时的任渊，也才 21 岁。以这
样的年龄，能够整理并注释黄庭坚
的诗稿，其天分、才情以及勇毅深情
的任事能力，真不负黄庭坚当年的
欣赏。

但《山谷诗集注》却在 44 年后
才得以刊布。也就是说，从 1111 年
拿出初稿开始，一直到 1155 年，任
渊大半生的精力都在做一件事，那
就是对《山谷诗集注》初稿进行不断
增补和修改，其严谨的学术态度、多
方求证核实的问学精神以及力求将

《山谷诗集注》做成传世精品的学术
理想，让人动容。

绍兴二十五年（1155），鄱阳人许
尹为成都府路转运判官，总领四川财
赋。许尹到成都后，听说任渊穷半生
心血整理和注释黄庭坚诗作，不仅大
为感动，当即出资出版了《山谷诗集

注》，并欣然为这部作品作序。
任渊整理并注释黄庭坚诗作，

主要依据《豫章黄先生文集》，所收
诗作起自元丰元年（1078），以后乃
系年编次并注释，所成《山谷诗集
注》为二十卷。在引言中，任渊阐明
了编辑和注释之缘：“近世所编《豫
章集》，诗凡七百余篇，大抵山谷入
馆后所作。山谷尝仿《庄子》，分其
诗文为内、外篇。此盖内篇也，晚年
精妙之极，具于此矣。然诠次不伦，
离合失当。今以事系年，校其篇目，
各如本第。其不可考者，即从旧次，
或以类相从。诗各有注，离为二十
卷云。”

特别值得注意的是，任渊在《山
谷诗集注》上的署名，不是“任渊
注”，而是在这三个字前面加了“天
社”两个字。有人理解为这是任渊
另一个字号，实则不然。按南宋祝
穆《方舆胜览》卷五二云：“天社山，
在新津南三里，北枕大江，南接连
岭。”天社是新津的山名，任渊在自
己的名字前加这个具有特殊地理标
志的“天社”二字，足见他对天社山
的喜爱。

然而，任渊为什么不加“新津”
两字呢？从地理标志的识别性来
看，“新津”显然比“天社”更具有识
别性。这就不得不从任渊生平及其
情感因素来推究原因了。

任渊，宋史无传，从北宋和南宋
之交的零星文献记录里，大体可窥任
渊生平。许尹在序中对任渊有这样
的介绍：“三江任君子渊，博极群书，
尚友古人⋯⋯子渊名渊，尝以文艺类
试有司，为四川第一，盖今日之国士
天下士也。”清初顾祖禹《读史方舆纪
要》于新津县云:“三江，县东三里有三
江上渡，又东二里有三江下渡。志云:
大江之水，自崇庆州流经县北十里，
曰白马江，绕流县南一里;又东与二江
下流合，故曰三江。”可知任渊生长于
新津三江汇流之地。

任渊以类省试第一而被赐进士
及第，乃有游幕四川安抚制置使王刚
中及任职双流县令等仕宦经历，并在
双流留下了诸多善政，可知任渊不仅
文才了得，于治理地方也极有水平。
但从政似乎从来不是他最大的人生
理想，他念兹在兹的，仍然是做学
问。这也就能理解，故里山河对于一
心想要隐居著述的他来说，具有何等
重要的分量。或者说，走出天社山见
识了其师黄庭坚的高度后，他渴望重
回天社山，用余生去缅怀老师黄庭坚
的绝艳惊才和率真气性。

更进一步说，天社山还蕴藏着厚
重的人文历史，自有“新津”两字不能

代言的妙处。相传轩辕黄帝在此山
学道，老子归隐此山，历史上张道陵
在此设立教区，故天社山是道教“三
祖圣地”。东晋的《华阳国志·蜀志》
记载：秦李冰“又通笮道文井江⋯⋯
与蒙溪分水白木江会武阳天社山下，
合江。”东汉建安二十一年（216），犍
为太守李严“乃凿天社山，寻江通车
道，省桥，梁三津，吏民悦之”。唐代
的《元和郡县志》记载：“天社山在县
南三里，在成都南百里。北枕大江，
南接连岭，每益土有难，人多依焉。”
足见天社山的重要性，及其对新津人
乃至成都人的眷顾。

天社山是新津南河南岸群山的
总称。其中蜀汉李严“凿天社山”之
处，到了唐代叫修觉山，唐明皇避难
入蜀，在此驻跸，题了“修觉山”三字，
于是修觉山就从天社山独立了出
来。此后，杜甫四游新津，在诗中盛
赞修觉山之灵秀。北宋嘉祐年间，苏
轼苏辙兄弟游修觉山，苏辙在《绝胜
亭》一诗中，更是将修觉山上的绝胜
亭与岳阳楼并提，使修觉山一跃而成
为中国文化名山。

“天社”“修觉”二山皆有盛名，
为何任渊舍“修觉”而用“天社”呢？
我以为，任渊一心归隐为学，比起佛
家色彩浓厚的“修觉”之谓，自然更
看重道家三祖圣地的“天社”称谓及
其蕴藏的道家义理，所以，他才在

《山谷诗集注》里，率真坦然地署上
了“天社任渊注”五字。

自唐代在天社山建起老君观，
民间便将天社山呼为“老君山”，而
天社山这一称谓则深藏在文献记录
里，很少被人提起。记忆如同三江
之水，世代冲刷，乃趋于明明灭灭，
若不是任渊在《山谷诗集注》里理直
气壮的自署，“天社山”这段历史，或
许便再难追索了。从这个意义上来
看，任渊对新津故里的贡献，又岂止
一部《山谷诗集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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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运会，成都的荣光
□熊游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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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考古窥见曹操人生
——评唐际根新作《此处葬曹操》

□泽登旺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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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渊

《黄陈诗集注

》研究

黄庭坚

《山谷集

》任渊

史容注

2009年12月27日，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在北京发布了“曹操墓在
河南安阳被发现”的新闻。这则新闻瞬间引起了舆论的关注。自此，在
网络上，关于曹操墓的真伪等诸多问题，“挺曹派”和“反曹派”争论不休。

近日，中信出版推出《此处葬曹操》，作者是现任南方科技大学讲席
教授，曾任中国社科院考古所首席研究员、社科院安阳考古队队长。作
为曹操高陵发掘项目见证者，唐际根以生动的文笔再现了考古发掘的始
末，以考古发掘资料与文献对证，解开西高穴大墓的墓主身份之谜，同时
以一系列关键证据系统回应此前公众对曹操墓的质疑。最后用科技与
人文结合的研究方法，透物见人，拨开后世诗文小说笼罩在曹操身上的
神秘面纱，力图还原出最真实可靠的曹操形象。

成都凤凰山体育公园外景

石维明

摄

《此处葬曹操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