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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安江村大墓的发现颠覆了史学界的传统认知

被搞错千百年，汉文帝霸陵现“真身”
齐鲁晚报·齐鲁壹点
记者 张九龙

“不合群”的选址

汉文帝刘恒是西汉王朝的第
三位皇帝，汉高帝刘邦第四子，汉
惠帝刘盈异母弟。

他是中国历史上著名的“明
君”。汉文帝即位之后，励精图治，
兴修水利，厉行节俭朴素，废除肉
刑，实现国家强盛，百姓小康，开
启了赫赫有名的“文景之治”。在
私德方面，汉文帝也可称楷模，他
曾经亲自为母亲薄太后尝药，深
具孝心，是“二十四孝”中“亲尝汤
药”的主角。

后元七年（公元前157年），汉
文帝驾崩于未央宫，庙号太宗，谥
号孝文皇帝，葬于霸陵。

西汉的开国皇帝刘邦早已划
定了位于咸阳原的皇家墓葬区，
西汉11座帝陵，除汉文帝霸陵在
西安东郊的白鹿原上、汉宣帝杜
陵在西安南郊的少陵原上外，其
余9陵都在西安市北面渭河北岸
的咸阳原上。

汉文帝为何将初陵选在白鹿
原上？有专家分析认为，这源自西
汉帝陵实行的“昭穆制度”。刘恒
与刘盈乃兄弟，汉惠帝刘盈已经
葬入了咸阳原的皇家陵区中，所
以，汉文帝刘恒只能选择咸阳原
以外的地方归葬。

但也有专家认为，汉文帝选
择白鹿原纯粹出于个人喜好。薄
姬因刘恒继位为帝而贵为太后，
但她从未做过皇后，所以薄姬无
法占据刘邦陵区的核心位置，而
将母亲安葬在自己选择的新陵
区，刘恒母子二人就能在幽冥世
界中相依相伴，对于从小就与母
亲相依为命的刘恒来说，这才是
最大的幸福。据说，薄太后陵西隔
渭水遥望长陵，正好“西望吾夫”，
儿子刘恒的霸陵在右边，正好“东
望吾子”，当地人称为望子冢。

汉文帝一生节俭。他在位23
年，宫室、园林、狗马、服饰、车驾
等都没有增加。但凡有对百姓不
便的事情，就予以废止，以便利民
众。如果这些记载都属实的话，那
汉文帝绝对称得上史上最节俭的
皇帝之一。汉文帝对百姓十分仁
厚，他不断下旨减免赋税，给予百
姓实惠。在汉文帝的治理下西汉
国力不断强盛，府库充盈。

这种节俭风格，汉文帝带到
了坟墓里。《史记》记述：“治霸陵
皆以瓦器，不得以金银铜锡为饰，
不治坟，欲为省，毋烦民”。

“凤凰嘴”并非霸陵

帝王陵寝自古就充满了神秘
色彩，而霸陵不在汉朝帝陵区域
内，又没有高大的封土作为标识，
所以其具体位置一直以来都存在
争议。

霸陵究竟长什么样，史书中
有段充满迷惑性的记载。有一次
汉文帝到霸陵营建工地视察，当
看到悬崖上凿洞为玄宫的墓穴
时，感慨地说：“用北山之石作为
棺椁，把苎麻、丝絮充塞在石椁的
缝隙中，再用漆粘和起来，这样的
陵墓难道还能打得开吗？”话音未
落，中郎将张释之说：“如果里面
有别人想要的东西，即使将整座
山封锢起来，也还是有缝的，如果
里面没有人想要的东西，就算没
有石椁，又有什么可担心的呢？”
汉文帝对此说颇为认可。

根据这段山陵险固的谈话，
结合大体的区域位置，从东汉时
期开始，霸陵逐渐被人们推定成
了一座依山为陵的帝陵。到了元
朝时，历史学家们经过考据，认为

今陕西西安市灞桥区席王街道毛
窑院村南白鹿原畔的“凤凰嘴”山
势险峻，气势不凡，正是霸陵所
在。这种说法此后广为流传，甚至
得到了官方认可。2001年，“凤凰
嘴”霸陵被认定为全国第五批重
点文物保护单位。

但是近年来，考古工作者采
用考古勘探、地质探测等多种技
术手段，多次对“凤凰嘴”进行了
大范围的细致探查。事实证明，当
地除了十余块明、清碑石之外，并
未发现有任何陵墓类遗迹。换言
之，“凤凰嘴”只是一座自然山，并
非汉文帝的霸陵。

事实上，一直以来就有人怀
疑“凤凰嘴”并非霸陵。因为西汉
的皇帝、皇后大多“同茔异穴”合
葬，“凤凰嘴”离汉文帝的配偶窦
皇后陵太远。汉惠帝的安陵与张
皇后陵相距仅260米，高祖刘邦的
长陵与吕后陵相距280米，而窦皇
后陵与“凤凰嘴”居然相距2400
米，这太不符合规律。

盗墓引出重大发现

那么，真正的霸陵到底在哪
呢？考古工作者将目标锁定了距离

“凤凰嘴”约2100米的江村大墓。
从位置上看，江村大墓堪称

完美。东北是窦皇后陵，间距仅有
800米；西南是薄太后陵，距离也
不足2000米。从其位置来看，江村
大墓的墓主应当与窦皇后、薄太
后关系特殊，此地绝非常人能够
入葬。

据介绍，江村大墓的发现源
于一次盗墓活动。2001年，不法分
子在霸陵陵区盗掘了一批西汉时
期的陶俑，并倒卖出境。2002年3
月，陕西警方获知有6件裸体黑陶
俑成了美国索斯比拍卖行拍卖图
录上的第32号拍卖品，图录注明
出自中国西安，起拍价为每件

6000美元到8000美元，当时能阻止
拍卖的时间只剩下一天两夜。

陕西方面就此向公安部、国
家文物局等发出特急密传电报，
请求紧急追索。最后，在中国驻外
使馆的强烈交涉下，6件文物被撤
拍。2003年6月17日，经中国政府有
关方面长达1年多的交涉，美国将
这6件裸体黑陶俑归还中国。据盗
墓分子交代，这批陶俑就出自江
村大墓。

鉴于江村大墓文物近年来连
续被盗的严峻形势，经国家文物
局批准，陕西省考古研究院2017
年开始对江村大墓外藏坑、南陵
外藏坑进行抢救发掘。

根据考古资料，江村大墓的
墓圹边长72—73米，面积5256平方
米，深达30多米。无论是从其墓室
规模，还是墓葬深度来看，都远远
超过了诸侯王墓，这让专家们喜
出望外。

江村大墓形制为东南西北四
面各有一条墓道的“亞”字形，这
种形制在秦汉时期一般均为皇帝
或皇后级别的顶级贵族使用。从
目前的考古发现来看，西汉帝陵
中，从开国之君汉高祖到末代皇
帝汉平帝的陵墓均为“亞”字形，
西汉的皇后陵墓也大多为“亞”字
形。据此分析，西汉时期有资格使
用“亞”字形墓葬者只能是皇帝或
者皇后。

江村大墓四周的外藏坑无论
从其数量、分布形式、规模尺寸、
形制结构、文物内涵等诸多方面
都与汉景帝陵高度一致，特别是
其中也出土了多枚官印，因此，这
些外藏坑也应当是模拟官署机
构。这种围绕主墓室设置的大量
外藏坑既然具有如此象征意义，
在中央集权逐渐加强的秦汉时
期，其墓主应当非皇帝莫属。而这
个位置的西汉帝王陵，只会是汉
文帝的霸陵。

算是保存得好的了

关于这次考古，陕西省考古
研究院、西安市文物保护考古研
究院有如下认识：

一是否定了“凤凰嘴”为汉文
帝霸陵的传统认识，确定了汉文
帝霸陵的准确位置，解决了西汉
十一陵的名位问题。包括汉文帝
霸陵在内的西汉帝陵规模、形制、
布局及内涵的基本掌握，为西汉
帝陵制度形成与发展演变的研究
提供了详实的考古资料，为中国
古代帝王陵墓制度的深入研究奠
定了基础。

二是霸陵的双重陵园、帝陵
居中、象征官署机构的外藏坑围
绕帝陵布局等，均为西汉帝陵中
最早出现，表明了皇帝独尊、中央
集权的西汉帝国政治理念的初步
确立；霸陵平面格局上承长陵、安
陵的“无为而治”，下启阳陵、茂
陵，平陵及杜陵的“独尊儒术”，是
西汉帝陵制度发展演变的关键环
节。同时，也折射出西汉帝国国家
政治思想、意识形态的发展、变
化。

三是霸陵出土的大量珍贵文
物中，印章、封泥及其它带字文物
等，证实了“陵墓若都邑”、帝陵

“模仿现实中的西汉帝国”的建设
理念。南陵外藏坑出土的众多带
有草原风格的金银器是先秦两汉
时期农牧文化交流与融合的直接
证据，见证了中华文明由“多元”
到“一体”的历史发展趋势。

抛开考古的理性判断，这项
发现还能触发我们不少怀古之
情。

“渭水桥边不见人，摩挲高冢
卧麒麟。千秋万古功名骨，化作咸
阳原上尘。”这是金代文学家赵秉
文当年经过五陵原时，面对西汉
帝陵有感而发留下的诗篇。

西汉帝陵大多规模庞大、陪
葬丰富，金灿灿的江西南昌海昏
侯墓比起来只是小巫见大巫，所
以都难逃盗劫和兵火。西汉末年，
赤眉军攻入长安，除不知所踪的
汉文帝霸陵外，其余西汉帝陵全
被盗掘。

今日人们所见西汉帝陵，虽
然墓冢封土仍高大雄伟，地下的
墓室却早已面目全非，恐怕只剩
一片狼藉。倒是这座薄葬的汉文
帝霸陵，因为机缘巧合，给我们带
来了不少意外之喜。

葛相关链接12月14日上午，国家文物局在北京召开线上会议，聚焦甘肃、河南、陕西三个重要考古发现和
研究成果。会上公布了陕西省西安市白鹿原江村大墓即为汉文帝霸陵。这一成果颠覆了千百年来
史学界的普遍认知，确认了汉文帝陵寝霸陵的真实位置。

江村大墓外藏坑出土的着衣陶俑。 新华社发

江村大墓外藏坑出土的印章。 新华社发

聚焦汉唐时期重要考古发现
和研究进展，国家文物局14日在
北京召开“考古中国”重大项目重
要进展工作会，通报陕西西安江
村大墓、河南洛阳正平坊遗址、甘
肃武威吐谷浑墓葬群等3项重要
考古成果。

其中，陕西西安江村大墓确
认为西汉早期汉文帝刘恒的霸
陵，河南洛阳正平坊遗址包括了
太平公主宅院，甘肃武威吐谷浑
墓葬群中的喜王慕容智墓是目前
发现唯一保存完整的吐谷浑王族
墓葬。

河南洛阳正平坊遗址是唐代
洛阳城郭城里坊区内的重要里坊
遗址之一，为文献记载唐代孔庙、
国子监、太平公主宅院(后改为安
国女道士观)所在。遗址平面为长
方形，南北长533 . 6米，东西宽
464 . 6米。坊内由“丁”字形道路
分隔为西半坊、东南区和东北区
三部分。正平坊遗址是唐代都城
里坊制度的生动例证，发掘所见
的丁字街连通南北坊门的里坊格
局，以及中轴对称和多进式院落
布局，体现了中国古代传统的城
市规划思想，对唐代政治制度史
和社会生活史研究具有重要价
值。 据中新社

河南洛阳正平坊遗址

发现太平公主宅院

甘肃武威吐谷浑墓葬

发现年代最早白葡萄酒

14日，甘肃省文物考古研究
所在线上介绍了武威天祝吐谷浑
王族墓葬群后续发掘进展和最新
学术成果。甘肃省文物考古研究
所所长陈国科用图文形式，详细
列举了考古调查中的文物保护与
研究，多项成果创国内考古“先
河”。其中出土的部分文物，为国
内同时期相关文物的首次或罕见
的发现。

陈国科介绍说，现在能够清
理出来有800多件组，它的材质包
括纺织品，漆，木器，金银器，还有
陶制彩绘壁画，包括我们见到的
文房四宝等等，还有咱们国内见
到的年代最早的白葡萄酒，这很
多都是非常重要的发现。

尤其重要的是在墓室里面发
现成套的武器装备，这个在以前
出现一半件就非常罕见，在这里
出现了成套的武器装备，尤其是
发现了一套铁铠甲，这个也是国
内目前能见到保存最完整的铁铠
甲的实物证据。

武威位于甘肃河西走廊东
部，自古以来是少数民族活动和
文化交流的重要区域。近年来，甘
肃省文物考古研究所联合国内多
家科研单位组建吐谷浑考古项目
组，廓清了墓群的基本布局。

甘肃省文物局局长马玉萍
说，这个墓葬级别比较高，他是王
族，又是唐代的将军。最幸运的就
是它没有被盗。马玉萍说，该墓群
的发现，使我们能够从文字和实
物层面，窥见归唐吐谷浑人物质
生活、思想观念、文化认同等历史
细节的变迁，生动揭示了吐谷浑
民族自归唐以后近百年间逐渐融
入中华文明体系的历史史实。

据中新社


	A03-PDF 版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