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绪论：秦陵考古发现与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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绪论：秦陵考古发现与研究

一 概念

《中国大百科全书·考古学》：
考古学属于人文科学的领域，是历史科学的重要组成部分。其任
务在于根据古代人类通过各种活动遗留下来的实物，以研究人类
古代社会的历史。实物资料包括各种遗迹和遗物，它们多埋没在
地下，必须经过科学的调查发掘，才能被系统地、完整地揭示和
收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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绪论：秦陵考古发现与研究

一 概念

⚫ 秦始皇陵,也有人称之秦始皇陵园、秦始皇陵区、秦陵、
丽山园等。

⚫ 狭义：与秦始皇埋葬相联系的具有丧葬属性的遗存整体。既包括物质遗存
层面，也包括遗存的载体——当时的环境与空间。

    范围一：以墙垣所界定的区域，也就是今天的秦始皇陵园。
范围二：墙垣以外具有丧葬性质的遗存所在的区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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秦始皇陵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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绪论：秦陵考古发现与研究

一 概念

秦始皇陵：
广义：骊山北麓与秦始皇埋葬有关的所有秦代遗存的总体。南到
骊山山峰，北到渭河，西接芷陵，东或许到戏河附近。这个范围
内发现大量与秦始皇陵墓有关的遗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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绪论：秦陵考古发现与研究

一 概念

⚫ 秦始皇陵考古研究的对象以秦始皇丧葬礼仪的物质遗
存为主体，但是这一研究背后有两个基础：

⚫ 一是秦始皇本人及与秦陵有关的一个群体；
⚫ 一个是秦帝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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绪论：秦陵考古发现与研究

二 材料来源

⚫ 秦始皇陵考古研究的材料基础来自两个方面：
传统文献
考古材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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绪论：秦陵考古发现与研究

二 材料来源

（一）考古材料
⚫ 19世纪末至20世纪初，对中国古代遗迹的考察，特别是在中国中西部地区

的考察在西方形成了一股热潮。
⚫ 清末民初外国人，游历、探险、考察名义到秦始皇陵。
⚫ 法国沙畹及弟子伯希和、法占（Gilber de Voisins）、拉狄格（Jean 

Latirgue）、色伽蓝（Victor Segalen）
⚫ 日本的关野贞、宇野哲人、桑原陟藏、伊东忠太、橘瑞超、吉川小一郎、

足六喜六，等等。
⚫ 虽然很多目的不纯，但是留下一批秦始皇陵的调查资料。
⚫ 真正意义上的考古工作开始于60年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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绪论：秦陵考古发现与研究

二 材料来源

（一）考古材料
⚫ 新中国成立后，秦陵考古可以分为四个阶段。
⚫ 第一阶段：1949年-1974年
测绘出第一张陵园平面图，出土了“丽山园”铜钟。

⚫ 第二阶段：1974-1998年
正式开始科学考古工作，兵马俑一号坑正式发掘，试掘了铜车马坑；发现了
马厩坑、动物坑、上焦村秦墓、陪葬坑、赵背户墓地、便殿、石料加工厂、
寝殿、地宫宫墙、圆寺吏舍、墓道、阙、食官遗址等遗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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绪论：秦陵考古发现与研究

二 材料来源

（一）考古材料
⚫ 新中国成立后，秦陵考古可以分为四个阶段。
⚫ 第三阶段，1998-2008年
整理K9801石甲胄，局部发掘K9901，发现K9902陪葬坑，发掘K0006、K0007
等，并依托863项目，对秦始皇陵进行高科技物探。

⚫ 第四阶段：2009年至今
成立了秦始皇陵博物院，建立专门的考古队伍，对陵园进行系统的与重点勘
探，并K9901等坑进行发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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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为勘探工作。这是秦始皇陵工作的主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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绪论：秦陵考古发现与研究

二 材料来源

⚫ 小结
⚫ 1.从发掘来看，除了秦俑三号坑之外，其他主要是为

试掘，面积并不大。

这是由文物工作方针决定的：
保护为主、抢救第一、合理利用、加强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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绪论：秦陵考古发现与研究

二 材料来源

（一）考古材料
⚫ 2.经过半个多世纪的考古，取得了很多重要的进展。

今日秦始皇陵越来越受公众的关注。
⚫ 3.考古研究的推进往往伴随着重要的考古发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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绪论：秦陵考古发现与研究

二 材料来源

（二）历史文献资料
1.葬地
《史记·秦始皇本纪》三十七年条所记“九月，葬始皇郦
山。”
这是所有后世文献探讨秦始皇陵位置的根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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绪论：秦陵考古发现与研究

二 材料来源

（二）历史文献资料
2.郦山的修建工程、人数、时间、官员、修陵人员等

3.葬礼与埋葬过程

4.墓葬形制：封土、墓室

5.陵园遗迹和遗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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绪论：秦陵考古发现与研究

二 材料来源

（二）历史文献资料
6.陵园的使用
《史记·秦始皇本纪》：“二世下诏，增始皇寝庙牺牲及山川百
祀之礼。令群臣议遵始皇庙。”
因为“先帝为咸阳朝廷小，故营阿房宫为室堂。未就，会上崩，
罢其作者，复土郦山。郦山事大毕，今释阿房宫弗就，则是章先
帝举事过也。”于是“四月，二世还至咸阳……复作阿房宫”

7.历史上的破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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绪论：秦陵考古发现与研究

二 材料来源

（二）历史文献资料
8.历史上的保护与考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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绪论：秦陵考古发现与研究

二 材料来源

（二）历史文献资料
⚫ 主要的历史文献是《史记》，在此基础上后世进行了

很多考证、延伸甚至附会。
⚫ 其他较为直接的文献还有《汉书》、《后汉书》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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绪论：秦陵考古发现与研究

二 材料来源

（二）历史文献资料
间接文献：

考
古
学
国
家
级
实
验
教
学
示
范
中
心



绪论：秦陵考古发现与研究

二 材料来源

⚫ 小结
考古材料要与历史文献相互结合，才能更好的复原秦陵遗
迹以及背后的社会历史情况，并在此基础上利用相关科技
手段、合理的理论和方法，探讨秦的丧葬制度、社会信仰、
生死观念等等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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绪论：秦陵考古发现与研究

三 对中国古代陵寝制度的意义

⚫ 通过秦始皇陵的考古发掘与研究，可以探讨秦始皇本
人、战国秦汉墓葬制度、秦汉时期的丧葬习俗、秦汉
时期生死观念及升仙信仰，等等。

⚫ 更重要的秦始皇陵对古代陵墓制度有很多发展与创新，
甚至可以说，只要研究中国墓葬史，就无法回避秦始
皇陵。 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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绪论：秦陵考古发现与研究

三 对中国古代陵寝制度的意义

（一）秦始皇陵对秦先公王陵和战国诸侯王陵
墓制度的继承与发展
 1.从“集中公墓制”到“独立陵园制”

⚫秦国早期国君（公）陵园的分布带有商周时期“集中公墓制”的
烙印。如春秋中期的雍城陵区，发现49座大墓，根据形制、布局
和隍壕设施可分成，大致坐西向东的14座陵园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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绪论：秦陵考古发现与研究

三 对中国古代陵寝制度的意义

（一）秦始皇陵对秦先公王陵和战国诸侯王陵墓制度的继
承与发展
 2. 从围沟到垣墙
⚫ 春秋时期的西垂陵区（甘肃礼县）和雍城陵区（陕西凤翔）开创陵墓周围

建筑隍壕（兆沟）的先例。
⚫ 同时期的东方诸侯王陵（如河北平山中山王陵“兆域图”、河南辉县固围

村的魏王陵等）均为双重垣墙构成的“回”字形陵园（可能模仿其都邑城
墙而作）。

⚫ 秦始皇陵陵垣是将春秋战国时期陵墓周围的壕沟和垣墙融为一体而成定制，
并影响着后代帝王陵园的垣墙形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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绪论：秦陵考古发现与研究

三 对中国古代陵寝制度的意义

兆域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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绪论：秦陵考古发现与研究

三 对中国古代陵寝制度的意义

（一）秦始皇陵对秦先公王陵和战国诸侯王陵墓制度的继
承与发展
 3. 从“不封不树”到高大墓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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绪论：秦陵考古发现与研究

三 对中国古代陵寝制度的意义

（一）秦始皇陵对秦先公王陵和战国诸侯王陵墓制度的继
承与发展
 4.从墓上建筑到陵寝
⚫ 秦雍城陵区所发现的14个陵园中的21座中字形墓室之上均有建筑遗迹。
⚫ 稍后，墓顶建筑移到墓侧。
⚫ 秦始皇陵园内的礼制建筑（包括寝殿和便殿），承继了战国中晚期咸阳原

陵区和芷阳陵区各陵园在墓侧建立祭祀建筑的做法，并形成定制，对西汉
及后世帝王陵园的建制产生了较大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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绪论：秦陵考古发现与研究

三 对中国古代陵寝制度的意义

（一）秦始皇陵对秦先公王陵和战国诸侯王陵墓制度的继
承与发展
 5. 从葬坑（外葬坑）制度
⚫ 从葬坑最早为车马坑，属于“外藏椁”的范畴。
⚫ 春秋早期西垂陵区秦公墓的两座车马坑均为刀把形，已发掘的车马坑K1中

共有殉车12乘、骖（ cān ，古代指驾在车辕两旁的马）马48匹。

⚫ 凤翔雍城陵区发现的每座秦公陵园，在主墓的右前方都随葬着1~4座“凸”
或“目”字形车马坑，车马坑的规模相差悬殊。

⚫ 秦始皇陵继承从葬坑制度，目前陵园内外都发现大量的从葬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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绪论：秦陵考古发现与研究

三 对中国古代陵寝制度的意义

（一）秦始皇陵对秦先公王陵和战国诸侯王陵墓制度的继
承与发展
 6. 陪葬墓
⚫ 春秋时期西垂陵区秦公墓旁边，数以百计的中小型陪葬墓。
⚫ 雍城陵区（战国中期以前）陵园中的“中”字形主墓居右，其余的“甲”

字形等陪葬墓依次向左下方排列 。
⚫ 战国中晚期咸阳原陵区和芷阳陵区陵墓（“亚”字形大墓）的陪葬墓既有

1~2个大型墓葬，还有数以百计的陪葬墓群。
⚫ 秦始皇陵也发现大量陪葬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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绪论：秦陵考古发现与研究

三 对中国古代陵寝制度的意义

（一）秦始皇陵对秦先公王陵和战国诸侯王陵墓制度的继承
与发展
 7.从人殉到人俑
⚫ 秦武公时期的人殉制度，不仅殉葬人数多达六七十人，其中还“有子一人”。

秦穆公葬于雍城陵区时，殉葬人数更是高达一百七十余人 。
⚫ 春秋早期的礼县大堡子山（西垂陵区）发现的秦公墓已有殉人（其中两座“中”

字形墓分别清理出殉人19具和10具）。
⚫ 秦雍城陵区及其附近发现有几座殉人墓，其中秦公一号大墓（秦景公墓）共清

理出殉人186具。
⚫ 秦献公时明令“止从死”，“俑”应运而生，用来殉葬。目前发现较早的秦俑

是铜川枣庙秦墓中的小泥俑，以及咸阳战国秦墓中有骑马俑。
⚫ 秦始皇时，用陶俑陪葬发展到极致，如著名的秦兵马俑陪葬坑。

孔子曰：始作俑者，其无后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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绪论：秦陵考古发现与研究

三 对中国古代陵寝制度的意义

（一）秦始皇陵对秦先公王陵和战国诸侯王陵墓制度的继
承与发展
 7.从人殉到人俑
⚫ 秦武公时期的人殉制度，不仅殉葬人数多达六七十人，其中还“有子一

人”。秦穆公葬于雍城陵区时，殉葬人数更是高达一百七十余人 。
⚫ 春秋早期的礼县大堡子山（西垂陵区）发现的秦公墓已有殉人（其中两
⚫ 座“中”字形墓分别清理出殉人19具和10具）。
⚫ 秦雍城陵区及其附近发现有几座殉人墓，其中秦公一号大墓（秦景公墓）

共清理出殉人186具。
⚫ 秦献公时明令“止从死”“俑”应运而生，用来殉葬。目前发现较早的秦

俑是铜川枣庙秦墓中的小泥俑，以及咸阳战国秦墓中有骑马俑。
⚫ 秦始皇时，用陶俑陪葬发展到极致，如著名的秦兵马俑陪葬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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绪论：秦陵考古发现与研究

三 对中国古代陵寝制度的意义

（二）秦始皇陵对古代帝王陵墓制度的创设性贡献
 1. 改称“陵”为“山”
⚫ 《水经·渭水注》记载： “秦名天子墓曰山，汉曰陵。”
⚫ 战国时期将君王陵墓称为“陵”，秦始皇陵园称为“丽山”和“丽山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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绪论：秦陵考古发现与研究

三 对中国古代陵寝制度的意义

（二）秦始皇陵对古代帝王陵墓制度的创设性贡献
2.确立“独立陵园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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绪论：秦陵考古发现与研究

三 对中国古代陵寝制度的意义

（二）秦始皇陵对古代帝王陵墓制度的创设性贡献
3. 规范陵寝制度
东汉蔡邕《独断》：
“古不墓祭，至秦始皇出寝，起之于墓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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绪论：秦陵考古发现与研究

三 对中国古代陵寝制度的意义

（二）秦始皇陵对古代帝王陵墓制度的创设性贡献
4.创新陪葬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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绪论：秦陵考古发现与研究

三 对中国古代陵寝制度的意义

（二）秦始皇陵对古代帝王陵墓制度的创设性贡献
5.创设陵邑制度
陵邑的设置始于秦始皇陵园的“丽邑”。
据《史记》记载，始皇十六年， “秦置丽邑”。秦始皇统一全国后，即
“徙天下豪富十二万户于咸阳”，同时“因徙三万家丽邑……皆复不事十
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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绪论：秦陵考古发现与研究

三 对中国古代陵寝制度的意义

（三）秦始皇陵对后世帝王陵墓制度的影响
⚫ 以上所说的这些创新基本上都对后世影响。
⚫ 汉承秦制，西汉初基本上对秦设立各种制度的照搬。
⚫ 坟墓、陵寝制度影响到后世直至现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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