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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网恢恢疏而不漏。2018年，被偷
了家的盗墓贼之一孙某，被抓后举报

“技术骨干”夏某。公安机关顺藤摸瓜，
精确掌握该团伙的主要人员动态，最终
在该团伙准备盗掘廉颇墓时，一举收网。

公安机关共抓获参与盗掘战国楚
墓大案的犯罪嫌疑人29人，收缴土制炸
药80斤，雷管15根，洛阳铲、探针等盗
墓工具若干。此外，追回被盗掘的珍贵
文物77件，其中国家一级文物26件，涉
及的“虎座凤鸣鼓”等漆木器十分罕见。

然而，对武王墩墓虎视眈眈的远不
止这些人，还有一伙盗墓贼也打起了盗
墓主意。

2016年，程某及蔡某听说淮南有一
历史久远的武王墩墓，就起了邪念，于

是联系了陈某、赵某、彭某及郑某等多
人来到淮南准备盗墓。短短4天的时
间，该团伙在武王墩古墓葬中挖掘出一
个直径0.55米、深度14米的洞和一个
直径为0.15米的探孔，仅差1米便到达
古墓墓室。

2017年 8月17日，一审法院依法
作出判决，被告人程某犯盗掘古墓葬
罪，判处有期徒刑10年，并处罚金1万
元；其余4名被告人分别犯盗掘古墓葬
罪，获五年六个月至四年不等有期徒
刑，并处罚金5000元。

近年来，随着文物部门和公安机关
对文物犯罪的重拳出击，这些珍贵的历
史文化遗产获得了保护。目前，武王墩
一号墓的考古发掘工作还在紧张进行

中。据安徽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研究员、
武王墩墓考古发掘队领队宫希成透露，
争取本年度内全面完成主墓考古发掘
工作。 据中国新闻网

武王墩墓的那些营造之谜

武王墩墓被盗往事武王墩墓被盗往事
“摸金校尉”流窜作案，遭同伙举报被抓

武王墩墓位于淮南市山南新区三
和乡徐洼村南约150米处，1981年被
确定为安徽省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对一些不怀好意的盗墓贼来说，这
座古墓是他们虎视眈眈的“财富密码”。

2015年，徐某听说武王墩古墓里
面有不少“宝物”，遂与同乡赵某等人携
带探针、洛阳铲等盗墓工具进行了长达
一个月的持续盗掘，后因被村民发现且
资金不足，被迫停止盗掘。

没过多久，不甘失败的犯罪分子通
过“招兵买马”，找来了“投资人”张某、

“技术骨干”夏某，先后两次对武王墩墓

进行疯狂盗掘，最终盗得青铜编钟等
70余件珍贵文物。

作为该案的重点嫌疑人之一，夏某
一般先看风水，大致判断出主墓室、陪
葬室、墓坑的位置，再决定从什么位置
下探针。据其他犯罪嫌疑人交代，夏某
只在两个点打下探针，就摸清了墓葬的
年代、主墓室方位，以及从什么地方爆
破、开封土、打盗洞。

荒谬的是，由于夏某盗墓技术高
超，还被全国很多盗墓团伙邀请过充
当“摸金校尉”，流窜作案，直至东窗
事发。

这伙盗墓团伙从武王墩墓中盗掘
出了70余件文物，有60余件最终都流
向了一个叫刘某园的80后“倒爷”。

刘某园自高中起就走上了古董收
藏之路，在南京长期经营一家“古工艺
品店”，以合法经营古玩为幌子，暗中倒
卖珍贵文物。2015年，他以580万元从
上家手中购买了“代县阿育王塔被盗

案”中的一批文物，转手就以2300万元
的价格卖掉牟取暴利。

在武王墩墓盗墓案件中，他先是于
2016年从“倒爷”牛某峰处，花700万元
购买了盗出的古墓文物。之后，又花了
80万元购买了该古墓里的9个青铜编
钟和2个虎形木质漆器底座。

2020年 10月 16日 14时许，被公

安部列为A级通缉犯一年有余的刘某
园在苏州落网。

经淮南市大通区人民检察院提起
公诉，2021年12月27日，刘某园因犯
倒卖文物罪被判处有期徒刑六年十个
月，并处罚金15万元。他随后提出上
诉，2022年8月，淮南市中级人民法院
维持了一审判决。

说回之前的盗墓团伙。
好景不长，团伙成员因分赃不均发

生内讧。当时，张某、聂某纠集了几名同
伙，来到成员孙某家附近，用掏洞的方
式，拿走了藏在孙某家里、从武王墩墓中
盗掘出的4件木质彩绘雕像。随后，聂
某又找人试图通过拍卖公司寄卖。

拍卖公司老板周某先给这4件文物
进行碳-14测试，发现有 2000 多年历
史后，他出资13.5万元买下。出乎意

料的是，周某此举并非为了倒卖，而
是想通过将文物捐献给博物馆，举办
捐献仪式，以此来提高自己公司的知
名度。

然而事与愿违，由于文物表面彩绘
剥落严重，多家博物馆均以“无法判断
文物真假”以及“暂时缺乏保管条件”等
理由拒绝接收。

最终，检察机关决定对周某以涉嫌
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罪对其提起公诉。

武王墩墓盗墓、倒卖文物案开庭。
（图片来源：淮南大通区人民检察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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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王墩墓出土的浮雕彩绘漆
木构件。 新华社发

80后“倒爷”成A级通缉犯

拍卖行老板聪明反被聪明误

东窗事发 法网恢恢疏而不漏

“摸金校尉”流窜作案

武王墩一号大墓发掘现场。新华社发

16日，国家文物局公布安徽省淮南市武王墩墓考古新发现，引
发网友关注。

据悉，这是目前考古发掘的规模最大、等级最高、结构最复杂的
大型楚国王级墓葬。整个墓园占地2100余亩，差不多7个鸟巢体育
场大小，包括主墓(一号墓)、墓园、车马坑、陪葬墓、祭祀坑等。

考古人员在里面发现并提取了超过千件漆木器、青铜器文物，其
中漆木器种类空前。在主墓(一号墓)东Ⅰ室南端放置的大鼎粗测口
径超过88厘米，比安徽博物院的“镇院之宝”楚大鼎还大。此外，还
出土了梅核、栗子、甜瓜子等果蔬。这些对于研究历史发展进程的一
些重要节点来说，有非常重要的意义。

然而，在2020年进行抢救性考古发掘之前，武王墩墓曾多次被
盗，盗掘行为甚至破坏了墓葬埋藏环境，影响地下文物安全。

武王墩墓出土的
青铜器。 新华社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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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文物局16日在安徽淮南发
布了“考古中国”重大项目进展，聚焦
武王墩墓考古新发现。央视记者专访
了武王墩墓考古发掘队领队宫希成。

营造过程复杂、耗时长

宫希成：在 2000多年前那个条件
下，做这么复杂的一个工程，我个人觉得
有点不可思议。我们目前挖了超过30
米了，发现武王墩墓营造过程非常繁复，
财力、物力耗费无数。

我们现在干了第五个年头，我觉得
古人挖它应该花的时间不会比我们少。
考古队也讨论过，根据它的土方量与开
挖营建的难度，比方说从墓椁之上填土
一层一层夯打，夯面做得非常平整，夯窝
非常清晰，光是这个环节就要耗费很长
的时间。

武王墩墓发掘中的那些谜题

宫希成：有很多谜我们也解不开。
比如说，做那么大面积的开挖，挖得这么
深，武王墩墓应该不是短时间内能够完
成的。当时没有我们现在的技术，建设
这么大跨度的顶棚来遮风挡雨。那么，
在这个过程当中，遇到雨水如何能保持
不垮塌？那么重的木材，如何给它安装
到位，摆放得那么整齐？我想古人肯定
会做一些简单的器械，但是我们现在没
有办法找到相应的实物和证据。

为研究楚国提供第一手资料

宫希成：武王墩墓的营造工艺非常
高，文物非常精美，代表了当时楚国所处
的整体社会状况，是第一手资料。这个
墓葬所处的年代是战国晚期，实际上这
是一个重大的社会转型期。放在这个大
背景下来考察，对于我们研究中国历史
发展进程的一些重要节点来说，有非常
重要的意义。

我们研究的对象是先辈祖先留下来
的遗产。这座墓葬已经2200多年了，它
能保存到现在，我们要通过科学的手段
把它发掘出来，保护好。 据央视新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