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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丛书主要介绍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遗产委员会列入《世界遗产名录》的中国景观和外国景观
。
《秦始皇陵与兵马俑》以大量精美图片展现秦始皇陵与兵马俑所拥有的世界文化遗产和自然遗产的风
貌，并以通俗的文字说明其他地理概况、历史变迁、自然特征、人文特点等，内容丰富，深入浅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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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二、秦风浩荡，以山为陵　　——秦始皇陵探秘　　秦始皇陵背靠骊山，面对渭水，风水俱佳。
其规模之宏大、陪葬坑之多、内涵之丰富，为历代帝王陵墓之冠。
　　对秦始皇陵所做的实地考察记录，最早见于明代都穆的《骊山记》。
1906年，日本足立喜六白勺《长安史迹考》也有记载。
1917年，法国的维克多·萨加林做过实地考察。
20世纪20～40年代，国内外学者又先后多次对秦始皇陵进行考察。
　　秦始皇陵的考古勘探工作开始于20世纪50年代。
从1962年起，陕西的考古工作者开始对秦始皇陵进行考古调查。
经过勘查、钻探和试掘，在56.2 5平方公里的陵园保护区范围内，发现了600多座陪葬坑和各种墓葬，
还有百万平方米的宫殿建筑基址，其中详细钻探的部分仅占陵园总面积的1／10。
　　从调查的结果看，秦始皇陵园内发现的遗址、陪葬墓和陪葬坑的面积都比较大，其中面积在1万
平方米以上的陪葬坑有兵马俑坑和石铠甲坑。
秦陵出土文物的个体也很大，不仅兵马俑与真人真马一般大小，而且瓦当、地砖、青铜器物等大多也
都按照实物的大小和规格制作。
陵园城垣以内的核心区域面积为2.1 35平方公里，地上地下的遗迹遗物分布密集，犹如一座丰富的文物
宝库。
　　秦始皇陵园工程的修建，在他13岁刚刚登上秦王宝座时就随之开始了。
古代帝王生前造陵，并非秦始皇的首创。
早在战国时期，诸侯国王生前造陵已蔚然成风。
《史记赵世家》中记载赵肃侯“十五年起寿陵”，平山县中山国王陵墓也是生前营造的。
秦始皇只不过是把国君生前造陵的时间提前到即位初期。
　　秦始皇的墓址之所以选在骊山，主要是因为泰国先王的陵墓就在这一带。
秦国建立以后，曾由西向东迁都，秦王的陵墓也是以都城的迁移地作为葬地：襄公葬西垂(今甘肃省礼
县大堡子山)，文公、孝公葬西山(今甘肃省礼县大堡子山)，武公葬平阳(今陕西省凤翔县南)，德公、
宣公、成公葬阳(今陕西省凤翔县南)，穆公葬雍(今陕西省凤翔县南)，惠文王葬公陵(今陕西省咸阳市
渭城区)，庄襄王葬芷阳(今西安市临潼区韩峪乡)，秦始皇陵则在骊山(今西安市临潼区秦陵镇)。
这些陵墓由西向东，大体在一条线上。
　　骊山一带的地理位置和风水比较好也是一个重要原因。
古人很讲究风水。
人活着的时候，建造房屋要看风水。
而坟墓作为人死后的居所，自然也要讲究风水，要埋葬在地势较高、环境优美、风水好的地方。
按照北魏地理学家郦道元在《水经注》中的说法，骊山山南产玉石。
山北产黄金。
而骊山以前叫丽山，意即美丽的山。
秦始皇很喜欢这个美好的名字，所以把墓址选在这里。
　　根据《吕氏春秋》、《汉旧仪》等书记载，秦始皇陵的建造是仿照都城的形制设计的。
陵园中既有表现军队的兵马俑坑、表现车驾巡行的车马坑、表现狩猎的珍禽异兽坑，也有供应膳食的
机构、供祭祀的寝殿便殿、用来养马的马厩坑等。
　　秦始皇陵的修建工程大体经历了两个阶段：第一阶段是从秦王政元年(公元前246年)到始皇二十六
年(公元前221年)统一全国；第二阶段从统一至秦二世二年(公元前209年)。
秦始皇在东巡中猝死时，陵园工程并未竣工，秦二世即位后继续营建陵墓。
修陵工程前后长达38年，动用劳动力最多时达到70余万人，这在中国帝王陵墓修建史上是空前绝后的
。
　　动用如此众多的劳力，一定要有一套严密的组织管理机构，否则，不同的工种、不同的单位无法
协调统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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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传说，在临潼的骊山脚下，曾有专门指挥上下工的击鼓坪。
　　据《汉旧仪》记载，当时丞相李斯亲自督建这个浩大的工程。
而在李斯之前，担任丞相一职的吕不韦理应参与秦陵的设计、选址与修建工作。
由于吕不韦主张薄葬，所以秦始皇陵前期的修建规模并不大。
秦陵的大规模修建是在秦统一中国以后，丞相李斯地位尊贵，权势又大，不仅参与了修阿房宫、筑驰
道等土木工程，而且还主持了修陵工程。
　　古人下葬以后起土成堆的做法出现得很早，最初的作用只是用来标识死者，供祭祀时辨认。
当赋予它身份等级标志以后，坟堆的高低、大小、形式，甚至上面植树的多少，都有了与身份相应的
明确规定，帝王的陵墓也变得越来越高大。
很显然，陵冢的变化成为帝王权势地位的明确标志。
秦始皇陵如同山丘一样高大无比的封土，正是秦始皇权力威势的标志和典型写照。
　　秦陵上面高大的封土，是从距离该地25公里的鱼池村运来的。
为了防止骊山山水冲了陵墓，在陵南还建有防水堤。
　　修陵所用的石料，一说是从渭河以北的山上挖取的；一说是从甘泉山，即今陕西省淳化县境内的
山上运来的。
当时修陵所用的石料很多，石材非常大，据说有的大得像一座房子一样。
人们传说，在秦陵东南1公里的地方，有一块巨大的石头，就是当年修建秦陵时搬放到这里的，后人
称之为”恨(hGn)石”。
唐朝时，皇甫浞曾专门写过一篇《假石铭》。
到元朝修灞河时，这块“很石”被工匠凿开修桥。
　　秦始皇三十七年(公元前210年)，李斯向秦始皇报告修陵工程进展情况时说，我们带领了72万人修
筑丽山，已经挖得很深了，连火也点不着了，凿时只听到空空的声音，好像到了地底一样，再也挖不
下去了。
秦始皇听后，命令再向旁边挖300丈才能停止。
可见，秦始皇是非常关心陵墓修筑工程的，不时过问，而且希望挖得越深越好，越大越好。
　　公元前210年，秦始皇第五次出巡，走到沙丘(今河北广宗西北大平台)，得病去世。
这时，秦陵工程还没有结束。
秦始皇的遗体运回后，埋入骊山陵墓。
秦二世命令后宫没有生育子女的宫人全都殉葬，并且活埋了许多修陵的工匠。
据说当时殉葬的人数很多，《汉书·刘向传》说从死的接近万人。
有些人为了避免厄运，便逃到与世隔绝的深山里。
传说在唐朝大中初年{847～859年)，陶太白、尹子虚上山采药到达芙蓉蜂时，曾遇到躲避在此的秦时
在骊山服役的民夫及秦宫人毛女。
民夫仍然穿着秦时服装，毛女身着彩衣。
梳着鬟髻，两人一起饮酒作诗。
　　秦始皇入葬后。
秦陵工程仍在继续。
秦二世二年(公元前20B年)，农民起义军攻打到戏水(今陕西临潼东)，秦王朝形势岌岌可危。
当时负责陵墓工程的少府章邯建议，把修陵的人武装起来抵抗农民军。
于是，秦陵工程草草结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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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秦始皇陵与兵马俑》还为您展示艰苦卓绝的考古场面，讲述令人羡慕的考古趣闻。
秦始皇陵优美的自然景色、神奇的风水宝地、雄伟的陵寝布局、动人的皇宫故事，令人无限向往。
兵马俑坑规模庞大的气势、雄伟壮观的军阵、丰富多样的形象、难以解开的谜底，都令人向往和着迷
。
《秦始皇陵与兵马俑》为您揭示秦始皇陵和兵马俑作为世界文化遗产的资格，讲述秦陵兵马俑被誉为
“世界第八奇迹”的由来，诉说秦始皇帝的传说故事。
同时，也穿插讲述了多年来考古工作者、文物保护人员和史学研究者为发掘清理、保护修复和研究文
物遗产所做出的成绩以及目前遗产管理、保护工作中遇到的困难和今后的思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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