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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秦公帝王陵》是徐卫民同志继《秦都城研究》出版之后不久推出的又一力作，《泰公帝王陵》和《
秦都城研究》可以说是秦文化研究的姊妹篇。
对于历史考古学而言，古代帝王陵墓与都城遗址考古研究具有极为重要的学术意义。
都城是古代王朝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是古代王国或帝国历史的缩影。
古代统治者把自己的陵墓，看作死后的归宿。
他们生前在都城之中为帝王，死后在另一个世界仍然期盼像生前一样，作为“阴问”的“人上人”，
享受着统治者的生活。
在这种“视死如生”思想支配下，于是他们就把自己的陵墓仿造都城、宫殿、官署等去设计、修建。
在与陵墓相关的规划中，安排了名目繁多的陪葬坑.放置了各种各样的随葬品。
《吕氏春秋·安死篇》记载；“其设阙庭，为宫室，造宾阼也，若都邑。
”帝王陵墓实际成为帝王都城的模型、缩影。
正是基于这种原因，帝王陵墓的学术研究意义也就显得十分重要，人们对帝王陵墓的考古倍加重视。
中国古代帝王陵墓考古始于20世纪30年代.当时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在河南安阳股墟商代王陵的
考古发掘，曾经轰动中国和世界。
其后20世纪50年代以来.新中国的考古事业进入了黄金时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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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是一部全面研究秦公、秦王和秦帝陵墓的专著。
作者通过实地考察，获取了充足、完备、翔实的一手资料，详细介绍了秦陵四大陵区即西垂陵区、雍
城陵区、栎阳陵区和咸阳陵区的陵墓、陵园、陵寝建筑、陪葬墓、陪葬坑等情况。
特别是列为世界遗产名录的秦始皇陵，其规模之大在世界帝王陵中也属罕见。
秦始皇皇陵的考古发现，在中国古代帝王陵墓中占有特殊重要地位，成为世界认识中国古代灿烂辉煌
文明的重要窗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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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插图：栎阳陵区还未做细致的考古工作，因此关于陵区的形制、规模还待进一步的考察。
四、威阳陵区咸阳陵区是指围绕秦都成阳而建立的几个陵区的总称，是秦迁都咸阳后从惠文王到秦始
皇之间的帝王的陵墓。
从惠文王改公为王，秦的国力发展进入一个新的时期，随着秦国力的强大，其墓葬也由墓改为陵，到
秦始皇时，陵改为山，称作“丽山”，陵与山相对于墓来讲，规模更大，特别是到秦始皇时修建的中
国第一个皇帝陵园，已将中国古代帝王陵墓发展到一个新的阶段。
咸阳陵区包括三个部分，即秦咸阳西北的秦惠文王、秦武王陵墓，埋葬着秦昭王、孝文王、庄襄王等
的秦东陵和一墓独尊的秦始皇陵。
这一阶段的陵墓规模愈来愈大，设施越来越齐全，“事死如事生”在陵园中的体现更深刻，高大的封
土堆、众多的陪葬坑和陪葬墓充分显示出王权和帝权的尊严，“亚”字形和超“亚”字大墓则是中国
古代陵墓的最高级别。
在这一阶段，陵园中的变化较前越来越大，由墓上享堂制变为墓侧的寝便殿，在秦东陵就发现了寝便
殿建筑，从而纠正了寝便殿开始于秦始皇陵的观点。
陵园的围护设施已被墙垣所代替，秦始皇陵出现了有内外城的回字形墙垣，城垣高大，并有门阙和角
楼，十分壮观。
最近在东西内外城之间各发现一组南北对称的上出阙，通长44米～45.9米，宽4.6米～15.5米，二组三出
阙是迄今为止国内发现的最早三出阙。
在秦始皇陵园内还发现了庞大的认官遗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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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记

写完这本书稿后才觉如释重负，也有了一份喜悦，因为这本书是欠账多年的积债。
对秦公帝王陵的研究随着考古资料的不断发现，已出现了不少研究成果，但对秦公帝王陵进行系统的
研究，迄今还未有，因此便欲进行这项工作，但因为种种原因而未能付诸实施。
几年前中国青年出版社的张国风先生来西安便提出让写本关于秦陵的书，但后来由于要作博士毕业论
文，这本书只好放下，去年年初，当林栋先生再次提出此事后，我便欣然答应了，但已误了青年出版
社的事。
因为当时陈安利先生的《唐十八陵》已出版了。
经过一年多的写作。
算是完成了任务。
在写作过程中，自始至终得到了夫人曹西雅的大力协作，她承担了大量家务，并帮助校稿，张天柱、
郭燕、夏居宪等先生为本书提供了照片，张天柱等先生还为本书提供了墨线图，责任编辑林栋先生对
本书的写作提出了不少有益的建议，井付出了艰辛的劳动。
著名考古学家刘庆柱先生在百忙中为本书写序，为该书增辉不少。
著名考古学家袁仲一为本书题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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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秦公帝王陵》：营造规制，建筑形式，尽收眼底，风俗习惯，艺术成就，一览无遗。

Page 7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秦公帝王陵>>

版权说明

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请支持正版图书。

更多资源请访问:http://www.tushu007.com

Page 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