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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满城汉墓的发现，揭示了西汉时期诸侯王的墓葬结构和埋葬制度，为研究汉代冶炼、铸造、漆器、纺
织等手工业和工艺美术等方面的发展情况提供了重要的实物资料。
 满城汉墓是西汉中山靖王刘胜及其妻窦绾之墓。
刘胜墓全长约52米，最宽处约38米，最高处约7米，由墓道、车马房、库房、前堂和后室组成，窦绾墓
和刘胜墓的形制大体相同。
两墓的墓室庞大，随葬品豪华奢侈，共出土金器、银器、铜器、铁器、玉器、石器、陶器、漆器、丝
织品等遗物1万余件，其中包括"金缕玉衣"、"长信宫灯"、"错金博山炉"等著名器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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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卢兆荫，1927年1月生于福建1949年毕业于福建协和大学历史系、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研究员，
中国文物学会玉器研委员会副会长。
1992年获国务院颁发的政府特殊津贴。
1958年始从事汉庸考古发掘和研究工作。
先后发掘过长安城大明宫、兴庆宫和西市遗址，以及河北满城汉墓。
曾主编考古学专刊《西安郊区隋唐墓》、《满城汉墓发掘报告》，后者获中国社会科学院1977-1991年
优秀科研成果奖。
参加编写《秦·汉——南北朝卷》主编的《中国玉器全集》，获1995年中国图书奖和1996年国家图书
奖。
发表过有关汉唐考古、汉代玉器和唐代金银器的学术论文数十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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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序 我们的心愿壹 序幕贰 陵山之谜叁 阴冷潮湿的巨大墓洞肆 “武斗”枪声中的考古工作伍 首次发现保
存完整的“金缕玉衣”陆 郭沫若院长上陵山柒 豪华的地下宫殿捌 “乐酒好内”而优于文辞的中山王
刘胜玖 二号墓的发现拾 牢固的墓道封门拾壹 又一座庞大的地下宫殿拾贰 镶玉漆棺与灵魂升天思想拾
叁 第一套保存完好的女性“金缕玉衣”拾肆 “长信宫”灯与窦太后拾伍 王后乘坐的小马车和“果下
马”拾陆 “宫中行乐钱”与铜骰子拾柒 随葬品反映汉代高超的工艺和先进的科技水平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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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书摘在我们离开北京之前，就听说解放军发现的汉墓是在满城县的陵山上。
这座小山为什么叫“陵山”？
古代帝王的坟墓称为“陵”，究竟山上有哪个帝王的坟墓？
这是我首先感兴趣的问题。
    从地理位置观察，河北平原的西侧是雄伟壮丽的太行山脉，峰峦起伏，陡峻异常。
在山脉的东麓散布着许多大大小小的山丘，形成一片丘陵地带。
陵山就在这个丘陵地带的东部边缘，它的西北有著名的狼牙山。
    陵山的周围分布着许多村落。
在山的东南脚下有北陵山村和南陵山村，据当地群众说，这两村原为一个村，村名为“陵山”，后因
人口增多而分为两个村。
陵山村显然是因陵山而得名。
另外在山的东南两公里左右有一个守陵村。
为了弄清究竟，我们曾到守陵村访问年纪较大的村民，问他们为什么村名叫守陵村，他们答道：“传
说我们的祖先是给人看坟的。
”至于看的是什么人的坟，他们已毫无所知了。
    为了进一步探索陵山之谜，我又查阅了一些有关文献。
《满城县志略》卷一《山脉》记载：“抱阳山东北三里，有山不高，形如巨舟，与他山不连，为陵山
。
山上有仙人迹日陵山异迹，满城八景之一。
”该书卷二《古迹附陵墓》又载：“齐顺帝陵在县西三里陵山南阿，故老相传为齐顺王之陵。
陵山，元至元二年敕改灵山。
”从上述记载可以看出，陵山是满城县的风景区之一；至于山上有“仙人遗迹”的说法，显然是民间
传说。
同时又相传山上有“齐顺帝”或“齐顺王”的陵墓。
历史上汉代以前既没有“齐顺帝”，也没有“齐顺王”，而且满域自古以来就不属齐地。
所以有关“齐顺帝”或“齐顺王”陵的传说，也是缺乏根据的民间讹传。
    关于陵山有“齐顺王”陵的传说，也见于《大清一统志》。
该书卷十记载，陵山之所以得名，是由于“南面数大冢相传为齐顺王陵”。
陵山的南坡及其与东南小山峰的毗连处，确有18座小墓，墓上尚存用石块垒成的坟丘，当地群众传说
为“王子坟”。
看来这些小墓可能是陪葬墓或附葬墓，并不是什么“齐顺王陵”。
《满城县志略》关于“相传为齐顺王之陵”的说法，也有可能是来源于《大清一统志》。
而清人顾祖禹《读史方舆纪要》卷十二满城县条只说，陵山的得名是由于相传为古帝王陵墓；至于究
竟是哪个帝王的陵墓，顾氏也不知晓。
    从以上所引文献资料可以看出，陵山有古代帝王陵墓，系来源于传闻，甚至以讹传讹。
看来陵山之谜，单纯依靠古书记载是解决不了问题的，只有通过考古工作才有望彻底揭开这个谜。
因此，发掘陵山上发现的古墓就显得格外重要了。
P7-9插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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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这是一个记事又记情的重大考古发掘记。
作者选择满城汉墓发掘中的典型事例，争取发掘主持人的合作，并请主持人撰写考古发掘记，尽可能
地将某处发掘全过程以及有助于了解此处古代的资料，如历史背景和地理环境等都包括进去。
作者以他们发掘过程中种种亲身感受，更多地向社会讲述鲜为人知的操作细节和艰辛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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