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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 日 ，潜 水 员 Wu

Yung-sen 在菲律宾 Anilo

海域潜游时惊喜邂逅了

一只罕见的章鱼，这只章

鱼通身透明，散发着淡淡

的蓝光，模样如同精灵一般，十分美丽。最令人惊讶的是，章鱼的脑部

最为通透，就像是罩了一个气泡，如霓虹一般的大脑清晰可见，令人惊

叹不已。

罕见章鱼
脑袋透明清晰可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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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玉不琢，不成器”。博物馆的展柜里，那一

块块精美的古玉，到底是如何琢磨而成的呢？

近日，国家图书馆举行的中国古代重要科技

发明创造名家讲座上，中科院自然科学史研究所

研究员关晓武给大家分享了中国古玉加工工艺

的发展历程，以及古玉制作的待解之谜。

古书中的玉石制作工序

什么是玉？在《说文解字》中，对玉的定义是

“石之美者”。

关晓武介绍，按矿物学成分，玉石主要分为

硬玉和软玉两大类。前者的代表是翡翠，后者是

指透闪石、阳起石一类。此外，广义上还包括蛇

纹石、绿松石等及其他宝石。

制作玉器，第一步自然是寻找玉料。《山海

经》中记载了 259 处玉石产地，但大多已无踪迹

可寻。

采集到玉石后，便进入制作环节。工欲善其

事，必先利其器。现在有电动琢玉机，古代的技

术条件下，采用什么工具来琢磨玉石呢？

清代李澄渊在光绪十七年（1891年）应英国医

士毕索普要求画了一组《玉作图》。《玉作图》细致描

绘了从捣沙研浆、开玉、解玉、粗磨、细磨、掏膛、磨

琢纹饰等到最后抛光的各个制作环节的场景。

事实上，这并非最早对古玉制作机械的记

载。关晓武介绍，元代方回在《桐江续集》卷三十

中的描述是目前所知最早涉及琢玉机的文字，明

代《天工开物》一书所附的《琢玉图》则是最早的

实物描绘。

《琢玉图》展示了古代琢玉机的外形。然而，

流传至今的《天工开物》有涂本、陶本、《古今图书

集成》引用本等 20多个版本，不同版本里绘制的

琢玉机也不尽相同。

古玉制作的待解谜团

随着考古工作进展和拉曼光谱检测分析技

术等的应用，通过联合研究和模拟实验，人们对

古玉制作工艺的认识不断加深。不过，如今人们

仍然要面对不少古玉制作的待解谜团。比如，如

何加工大平面、制作窄细平行线和深孔、琢制扭

丝纹玉环、加工珠子等等。

据关晓武介绍，四川广汉三星堆出土的 3个

牙璋，长度分别为 58、71、99 厘米。将近一米的

大平面，加工难度可想而知，在当时的技术条件

下，到底是如何切割、如何制作而成的，还有待研

究。

令人震撼的不只是大平面，在一些玉器上还

发现了肉眼难以察觉的窄细平行线。凌家滩出

土的一只玉镯，外径 8厘米、内径 5.7厘米、厚 1厘

米。张敬国等学者在 30 倍显微镜下观察发现，

玉镯 0.5厘米弧面上有约 50条细阴线平行排列，

纹丝不乱。

“推算一下，每两条线之间的距离仅为 0.1毫

米。凌家滩文化距今 5000 多年，难以想象如此

精细的加工是怎么实现的，用什么工具做到的。”

关晓武感叹道。

同样精细的还有扭丝纹玉环。河南淅川下

寺春秋时期楚墓出土的一枚扭丝纹玉环，扭丝纹

饰非常精美，如绞拧的绳索，一圈圈的线条细密

规整，距离均匀。

2004 年，美国哈佛大学博士生对玉环图片

上的螺旋凹槽距离进行了测量，用数学方法做了

分析，并将相关研究发表在《科学》杂志上。他认

为这些螺旋凹槽和阿基米德螺旋线相符，其制作

可能采用了复式精密机械。

“他推测当时玉器制作者或许已经知道制造

相应的装置，来制成扭丝纹玉环。”关晓武指出，

不管春秋时期是否采用了复式机械装置，考古发

现的这些扭丝纹玉环都足以说明当时玉工的加

工水平已经达到炉火纯青的程度。

5000多年前，琢玉的精细活儿古人怎么干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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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子朝，姓姬名朝，周景王姬贵庶长子，周

悼王姬猛、周敬王姬匄(gài)之兄。公元前 520

年，周景王去世，周王室在继位问题上发生内

战，王子朝占据王城洛阳数年，嫡次子王子匄

避居泽邑；公元前 516 年秋冬之际，晋顷公出

兵支持王子匄复位，王子朝战败后携带周朝典

籍、礼器，在召、毛、伊、南宫四大家族追随下，

出洛阳城，沿宛洛古道，抄近路直奔楚国都城

寻求庇护。

但在他们到达南阳西鄂一带（现河南省南

阳市南召县鸭河工区一带）时，获悉楚国也在王

室继位问题上发生争斗，只得滞留在那里。9年

后，王子朝被周敬王派人刺杀。他随身携带的大

批周典神秘失踪，中华文明自此形成断崖，给中

国历史留下了诸多至今还没有解开的谜团。

5月10日—12日，中国先秦史学会在河南南

阳鸭河举行“王子朝奔楚暨南阳先秦文化学术研

讨会”，王子朝奔楚造成的一系列千古之谜开始

揭去神秘面纱。

河南省南阳市是个人文荟萃之地，东汉著

名科学家张衡就出生和长眠于该市卧龙区石桥

镇小石桥村。

距张衡墓北 5 公里，有个鸭河工区焦庄村

晁庄自然村。在这个占地 480 亩，仅 5000 余人

的小村落中，有一座清代古碑称之为“不见冢”

的大墓。

通过展开一系列调查、研究、实地探测和碳

十四鉴定，“王子朝奔楚暨南阳先秦文化研究会”

会长白振国团队初步认定“不见冢”即王子朝墓。

他们指出，经有关部门钻探初步查明“不见

冢”是一处战国早期或春秋晚期的特大型墓葬，

符合王子朝所处的时代；墓葬所处位置符合文

献记载，召公虎及其族人在召南（今南阳市南召

县）地区势力强盛，召氏之族拥戴王子朝，又紧

邻楚国，王子朝流亡，自然首选召南；“不见冢”

封土原为三层棱台形，顶层面积约两亩，高约

15 米，陵墓上建有庙宇，封土规格形制合乎春

秋晚期或战国早期王侯级，与王子朝身份相符；

冢名“不见”，暗藏玄机，指向王子朝。周王室的

国家典籍和周鼎等国之重器，本来传承有序。

王子朝载周王室典籍奔楚到西鄂后，既不能将

其归楚，又不能归晋，也不能再还回周王室，无

法正常传承，又不忍遗失散落，只得深藏地下。

所以，尽管其墓冢十分高大，清晰可见，后人还

是依其事迹将其冢名为“不见冢”。

王子朝到底葬在何处

中华文明源远流长，但有准确记载的文明

却不足 3000年。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就是王子

朝携周典奔楚，使周以前的历史不知所踪。

从这个方面来看，王子朝奔楚造成了周王

朝典籍的遗失，是社会的倒退。但从另一方面

来看，大批典籍到达楚地，造成了“唯楚有才”和

周王朝典籍遗失在哪里

《山海经》《诗经》《易经》，是我国最重要的

三大经。但与《诗经》《易经》不同，《山海经》既

没成书年代，也没作者署名。

历代学者较为一致的研究结论是：《山海

经》成书于春秋末或战国早期；作者非一人而是

一个集体，这个集体掌握较全面的海内外文化

信息。

但是，这个集体是谁呢？专家分析有两种

可能，一是洛阳周王室，一是西鄂王子朝。

白振国推断，周王室是正统王朝，没有理由

不署名。相反，王子朝集体当时被认为是“乱臣

贼子”，因此不敢署名。此外，王子朝集体中也

具备这样的编篡人才。他们中既有王室成员、

世袭贵族，还有供职于周王室“图书档案馆”的

官吏及学者，包括时任“国家图书馆”馆长的老

子，还有“老子第一他第二”的计然。计然是当

时的地理大家，多次周游列国。他们携带的周

室典籍，也是信息量巨大的《山海经》得以成书

所必需的文献基础。

潜心研究《山海经》多年的文化学者周付祥

表示：“《山海经》应该是由王子朝策划，计然为

主编，众弟子参与编纂的。它应是形于宛（南阳

古称），成于宛的。”他说《山海经》中有一段独特

记载，可印证作者当时所处的地方。《中山经·中

次十一经》记载 48山，仅南阳就有 20座左右，其

中对丰山的描述有亲历之感。丰山就在当时的

西鄂，王子朝和计然等人应多次到过丰山。

2534年前，从洛阳周王室到南阳西鄂，王子

朝奔楚还留下了许多待解之谜，包括追随王子朝

的老子是不是隐居南阳；泗水捞鼎的泗水是不是

“不见冢”附近的泗水河……史学家们坚信，随着

将来的考古发掘，所有谜底将会大白于天下。

《山海经》是不是王子朝命人编纂的

中国历史上的千古悬案中国历史上的千古悬案
——王子朝奔楚与周室典籍失踪之谜王子朝奔楚与周室典籍失踪之谜

近日，辽宁省大连市

旅顺口区小黑石海滨浴

场部分海面在夜间会出

现“荧光海”景观。海浪

拍打在岸边及礁石上泛

出晶莹剔透的蓝色光芒，美艳异常，吸引了大量游人前来观赏、拍摄。

“荧光海”由发光浮游生物形成，实际上是一种生物发光现象，是海

洋生物通过体内化学反应，将化学能转化为光能释放的过程。

蓝色梦幻
大连再现“荧光海”

25 岁的新西兰渔夫

乔西·罗伯茨在出海打渔

时捕到了一条重 146 千克

的条纹四鳍旗鱼。因为

鱼身太大，渔船装不下，

乔西只能把它缚在船后面拖着走，但是这并不影响他捕到如此大鱼的

兴奋之情。

到岸之后，乔西花了一个半小时才将旗鱼运上岸。后来，慷慨的他

将熏制的 50千克的旗鱼肉分给身边的人们，让大家一起分享他的喜悦

和成果。他表示能捕到这么大的旗鱼是一件很了不起的事，他为自己

感到骄傲。

收获“巨大”
渔夫捕到近300斤旗鱼

近日，山东烟台龙口

一个养殖场捞到了一只

超大海参，引得很多人前

去围观。

据介绍，这只海参刚

捞上岸时，体长 80多厘米、重 4.9斤，比暖水瓶还长，即使脱水后重量还

有 2.8 斤。水产养殖户表示，这只海参的年龄约在 10 年以上。很多看

过海参的人表示，这么大的海参确实是头一次见。

难得一见
海参长达80厘米

南阳人文荟萃的历史景观，郭沫若称赞的“如此

全面发展之人物，在世界史亦所罕见”的张衡即

是其一，还有鬼谷子、范蠡、张仲景等均出自南

阳。《左传》就评价“天子失官，学在四夷”，打破

了周王室文化垄断的局面，造就了大批思想家，

继而学派峰起，百家争鸣。

根据历史资料，专家们分析认为“王子朝奔

楚”并非仓皇出逃。其出走时携带大批象征周

朝王权的典籍，包括黄帝以来尤其是夏商的文

物、周代列王的诰命、诸侯各国信符奏章，以及

各方的地理、人口、风俗、祭祀、特产等需报告的

文书档案资料，意图复国。

但在王子朝到达召南之际，楚国在继位问

题上发生动荡，使得王子朝只能滞留召南。公

元前 505 年，他被周敬王派人刺杀。王子朝携

带的这批典籍因此失踪。

那么，这批典籍去了哪里？由于当时特定

历史条件的限制，王子朝携带的这批典籍没有

传承，必然遗失。遗失方式不外有三，一是秘

藏，二是散落，三是损毁。鉴于这批典籍对当事

人的重要意义，白振国认为，散落和损毁的典籍

应是极少数，大部分或许都被秘藏。而秘藏的最

大可能就是藏在“不见冢”。据村民回忆，在“不

见冢”庙大殿中轴线右侧，原有一间小屋，坐北朝

南，高约 1.2 米，门窗俨然，全用青石雕砌而成。

在土木建筑的庙宇院落较中心位置建造一个石

室，这在全国可能都绝无仅有。“我们知道宫殿建

筑群中的石室，一般都用来存放国家典籍档案，

至今‘石室’成了国家图书馆的雅称。”白振国猜

测，“不见冢”上庙宇中的石室可能秘藏了这批典

籍。参与研讨会的专家们都寄望将来的考古发

掘能够证实这个猜测。

在中国历史上有这么在中国历史上有这么
一个朝代一个朝代——周周。。这个朝这个朝
代有这样一个人代有这样一个人，，周室典周室典
籍因其奔楚而下落不明籍因其奔楚而下落不明，，
成了千古之谜成了千古之谜。。这个人这个人，，
就是王子朝就是王子朝。。

古代的琢玉工序

视觉中国视觉中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