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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宝藏在河洛”之玉柄铁剑

中华第一剑 名不虚传

洛洛河河娜 说

洛洛河河 典 故

河南博物院的展厅里，有一柄不起眼儿的周代玉柄铁剑。玉柄铁剑断成了两截，总长30多厘米。
你可别小瞧它，它是河南博物院九大“镇院之宝”之一。它的出土过程惊险刺激，堪比悬疑小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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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号：玉柄铁剑
诞生年代：
西周末年
出土时间：1990年
出土地点：河南省三门
峡市虢(guó)国墓地
收藏单位：河南博物院

考古学将漫长的古代社
会划分为石器时代、青铜器
时代、铁器时代等三个阶段，
分别对应于历史学上的原始
社会、奴隶社会、封建社会等
三种社会形态。

玉柄铁剑的出土，标志
着作为社会生产力新代表的
铁器已萌芽，预示着奴隶社
会即将终结，封建社会即将
来临。

虢国占据军事要塞，像屏
障一样保护着周王朝的大

门。西周末年，周幽王烽火戏
诸侯，人心背离，国破人亡。

周平王接班后，把都城
从镐京（今西安）迁到了洛
邑（今洛阳），拉开了东周的
序幕。

从西周早期至东周春秋
时期，虢国大约延续了 300
年。玉柄铁剑，见证了这段
乱世风云。

宝剑的威力，取决于持
剑者。用者无能，剑好亦无
用；用者神勇，则所向披靡。

□记者 张丽娜 文/图

20世纪80年代末，一伙
盗墓贼在三门峡市虢国墓地

“潜伏”打洞，梦想着倒卖文
物发大财。

啥还没挖着呢，这伙人
就被群众举报了。当地公
安人员连夜出击，盗墓贼
狼狈逃窜。

1990年，为防意外，公
安人员配合考古工作者对盗
墓现场进行了抢救性发掘。

在距离盗洞仅 30厘米
的地方，考古工作者发现
了一个巨大的墓室，里面
满是随葬品：青铜器、玉佩、
缀玉面罩、玉雕动物、黄金腰
带饰……

玉柄铁剑，静静地躺
在其中。

考古学家判断，这座墓
葬的主人，乃周代虢国国
君虢季。

大伙儿又是惊喜，又是
后怕：幸亏盗墓贼没有挖到
墓室！倘若他们得手，这些
玉器、青铜器很可能被倒
卖，玉柄铁剑的下场就难说
了。即便考古学家，一开始
也不能确定它是什么东西，
何况是盗墓贼？它很可能
被当成无甚价值的东西，被
毁坏，或被弃置荒野。

虢季墓的发现，是1990
年中国十大考古发现之一，
玉柄铁剑则是虢季墓最重大
的发现！它若被毁、被弃，将
是国家的重大损失。

国宝险被盗走

三门峡乃周王朝虢国
旧地。

虢国墓地是迄今为止发
现的唯一一处规模宏大、保
存完好的周代邦国公墓，埋
葬着周代历任虢国国君及贵
族。他们生前的主要政治使
命，是统领军队，捍卫周王
室，保卫周天子。

古 时 ，兄 弟 间 以 伯 、
仲、叔、季排序。虢季乃西
周晚期的虢国国君，估计
他在兄弟间排行老末，故得
此名。

安放玉柄铁剑的地方，
在虢季墓椁室的东南角。按
丧葬礼仪，这地方本应是放
置车马、兵器等随葬品的。

考古工作者刚见到它
时，它直立倒插，只露一截玉

柄，搞得大家很疑惑：玉器不
该在这儿出现呀！这东西前
所未见，到底是啥？

人们继续清理。终于，
有人失声尖叫：“是铁，是铁
在玉器里面！”

经专家鉴定，这柄剑集
铁、铜、玉三种材质于一体，
是中国考古发掘中出土年代
最早的人工冶铁制品。

剑柄由和田青玉制成，
玉质细腻，温润光滑；剑柄中
空，插有铜芯，连接剑身和剑
柄。由于埋藏太久，剑身已
断，鞘身与剑身无法剥离。

它的出土，把中国冶铁
史的开端推到了约 2800 年
前。它的诞生，昭示着铁器
时代的降临，称它是“中华第
一剑”不为过。

“中华第一剑”，名不虚传

玉柄铁剑，见证了一段乱世风云

公元29年，东汉开国皇帝——光武帝
刘秀征召隐士到朝廷做官，太原人周党来
到洛阳。

《资治通鉴》记载：“党入见，伏而不谒，
自陈愿守所志。”周党觐见刘秀，仅仅伏下
身子，并不跪拜，也不自报姓名，说自己只
想隐居，不想做官。

周党，何许人也？见了皇帝不但不跪，
而且给官也不做？

周党从小失去父母，被同族人抚养。
同族人对周党不好，周党长大后，他们不愿
归还其家产，周党将他们告到官府，这才夺
回家产。夺回家产后，周党将其分给族人，
遣散家中奴婢，只身到长安学习。

此前，家乡的乡佐曾当众侮辱过周党，
周党一直怀恨在心，到长安读了《春秋》后，

“闻复仇之义，便辍讲而还”。
回到老家的周党和乡佐约好时间单

挑，不幸的是他没占到便宜，被乡佐刺伤，
昏倒在地。他敢于决斗的勇气感动了乡
佐，“乡佐服其义，舆归养之，数日方苏”。

苏醒过来的周党心有所悟，“自此敕身
修志，州里称其高”。

王莽篡位时，周党假托有病，闭门不
出。其时天下大乱，许多郡县惨遭盗贼劫
掠。盗贼敬慕周党的名气和德行，他的家
乡得以幸免。

刘秀做了皇帝后，曾征召周党做议郎，
但很快他就借口有病辞官，携妻子隐居渑
池。这次见刘秀不拜，是他第二次被征召。

周党“伏而不谒”，博士范升很生气。
范升上奏道：“党等文不能演义，武不能死
君，钓采华名，庶几三公之位。”

范升认为，周党这些所谓隐士，文不能
诠释儒家经典大义，武不能为国家战死沙
场，个个沽名钓誉，幻想得到三公的高位。

“我愿意和他们辩论，如果我说的不对，就
拿我治罪；如果周党等人徒有虚名，就应以
大不敬的罪名对他们进行惩处。”

刘秀看完奏章，下诏：“人各有志，周党
不想做官，我们应当尊重他的选择，赐四十
匹帛给他，送其回乡。”

□记者 陈旭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