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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书书

前 言

《世界大发现纪实系列丛书》经过专家学者们长达

两年的编撰工作，终于出版了。其间的酸甜苦辣难以用

语言来表达，但备感欣慰的是，崇尚科学的读者朋友们终

于可以一览为快了。

本套丛书共十五册，它们分别是《拨开宇宙的迷

雾———天文大发现》( 上、中、下) 、《精彩地球———地理大

发现》( 上、中、下) 、《自然世界的奇迹———数理化生物大

发现》( 上、中、下) 、《地下深处的秘密———考古大发现》

( 上、中、下) 、《神奇分界线———北纬 30 度的秘密》( 上、

中、下) 。人类的每一次重大发现，都不知凝聚了多少人

的汗水和心血，甚至生命。每一次震惊世界的发现，都给

人类带来无价的物质或精神果实，让我们真切地触摸到

自然或历史的本来面目。

19 世纪末，在公众甚至科学家中普遍存在一种情

绪，以为能被人们发现和解释的所有事情都已被揭示出



来了。在 20 世纪的头 5 年中，人类终于驾驶着一种机器

飞离了地面，爱因斯坦也打开了一扇通往未知世界的门，

直到现在我们仍在努力适应这个神奇无比的世界。20

世纪的科学巨人极大地扩展了人类的知识，使以前所有

的发现都黯然失色。这种富有戏剧性的发展使人们看待

科学的方式发生了突变。在 21 世纪，公众已开始认为科

学突破是理所当然的事情，而对一些所谓的未来学家自

吹自擂的预言却不以为然。

在人类以往重大发现所取得的惊人进展中，一些重

大的秘密仍未能得到全解。这些重大秘密中的细枝末节

已使人类困惑了几百年甚至几千年。比如说亚里士多

德，他第一个提出了鸟类迁徙的说法。他说对了一些事

情，也说错了一些事情。他所说错的事情却因为是他说

的而延误了人们进一步探究长达两千年之久。现在，我

们也只得到部分关于鸟类迁徙的答案。在另外一些情况

中，现代科学的巨大突破已在不曾想到的领域中遇到了

新的问题和困难。比如，我们对宇宙起源知道得越多，解

释就越抽象，以致许多科学家开始认为他们离神学而不

是科学更近了。

100 多年前，我们对大陆板块漂移一无所知，即使现

在我们也仍无法准确预测由板块运动引起的地震。恰好

在 60 多年前，人们首次提出可能存在黑洞。现在，我们

已可推知出它们的存在，但它们的性质却在某些方面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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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让人困惑难解了。

爱因斯坦说过，科学发展就好比吹气球，气球里面是

已知的知识，外面是未知的世界。已知的越多，气球的体

积就越大，它接触到的未知世界也就越广阔。

在科学发展进程中，发现一个规律，发现一个事实，

科学就前进了一步。而发现一种未知的现象，科学也同

样踏着它向前迈进。

科学史是用问号和答案写成的。问号后面是答案，

答案后面是问号。而且有时候，答案里面包含着问号，问

号也许就是一种答案。21 世纪科学的发展，往往就是在

问号里面找答案，在答案里面找问号。

发现意味着既拥有一个新的结束，又拥有一个新的

开始。

世界需要发现，人类更需要发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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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第八大奇迹
———秦始皇陵兵马俑

　　埃及的金字塔，巴比伦的空中花园，奥林匹亚宙斯神

庙，摩索斯国王陵墓，位于地中海、爱琴海之间的罗得岛

的太阳神巨像，今土耳其境内的以弗索斯月亮女神庙，埃

及港口的亚历山大大灯塔曾被历史公认为世界七大

奇迹。

２０００年后的今天，除了金字塔以外，其他六大奇迹

早已被历史冲刷得几乎不存在了。这时唯有秦俑从地下

又重新站立了起来，它是２０００多年前东方文明古国空前

绝后的历史遗址，在东方中国的世界第八大奇迹。

以考古学家身份高度评价秦俑价值的丹麦女王玛格

丽特二世，当她下到秦俑坑时，激动地说：“我搞了几十年

考古，也到过许多国家的考古工地，从来没有见到过这样

震惊人心的场面。”

丹麦首相安高·约思森看后评价：“秦俑面目各不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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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真是到了神的地步。”

罗马尼亚前国防部部长斯坦库·列斯库先生则说：

“埃及金字塔很伟大，但它是一个粗犷的劳动，而秦兵马

俑每一件都是精美的艺术品。”

前联合国秘书长德奎利亚尔参观后感叹：“作为联合

国的秘书长，我希望所有的军队，都像西安的兵马俑

一样。”

千古一帝秦始皇

秦始皇，名嬴政，公元前２５９年出生，１３岁即位。按

照秦国制度，他在２３岁时举行成年加冕典礼，开始亲理

国事。从公元前２３０年到公元前２２１年，这位铁腕人物

以１０年时间统一中国，公元前２１０年７月病逝于出巡途

中，终年５０岁。

关于这位皇帝的功过是非，至今仍是历史学家们争

论不休的话题。然而，可以肯定一点：他是对中国历史发

展产生极为深远影响的罕见人物。他开创了中国延续

２０００多年之久的中央集权封建专制政治体制，也是中国

历史上的第一位皇帝，因为“皇帝”这一名称是由他发明，

并沿袭使用到２０世纪初的。

秦始皇身材高大，大腹便便，鼻梁高耸，嘴唇肥厚，细

长的眼睛闪烁着阴鸷的目光，骄傲的胸脯像猛禽般隆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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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话声音嘶哑而尖锐。他思想锐敏，行为果决，好大喜

功，精于权术，同时残忍暴戾，冷酷无情，刚愎自用，奢靡

无度。他的一生在血雨腥风的政治斗争中度过，满足狂

热的征服欲望成为他生活的第一需要，而这种征服最直

接有效的手段是野蛮的杀戮。东征西杀的不断成功养成

他好大喜功的性格，至于每次成功需要付出多少生命的

代价，他从来不屑一顾。至高无上的地位和冷酷无情的

性格使得他十分孤独。他没有朋友，甚至没有心腹，因为

对心腹也须有足够的信任，而他对任何人都谈不上信任。

如果要讲信任，他只信任自己。他病态地坚信，他在一切

方面都具备超人的天赋，“天下之事无大小皆决于上”是

理所当然的。另一方面，他确实也是中国历史上最勤勉

的皇帝之一。除不顾颠簸劳顿，五次巡游天下外，即使身

在朝廷，他也躬亲文墨，无分巨细，白天审理案件，夜间批

阅文书。他为自己规定了工作定额，每天阅批６０千克文

书，常常为此工作到深夜。

究竟谁先发现了兵马俑

１９７４年３月２９日，陕西省临潼县（现西安市临潼

区）晏寨公社（现晏寨乡）西杨村的几位村民在村南一片

柿子林中打井抗旱。在井下挖土的村民发现了一个窟

窿。挖开窟窿后，他看到一个类似瓦罐的东西。村民们

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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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些丧气，以为挖到了古人的砖瓦窑。他们继续往下挖，

“瓦罐”变成了像一个人的脖腔，之后便是身子、胳膊、腿、

铜兵器、砖头等，他们紧张起来，以为挖到了“瓦爷庙”（神

庙），挖出的东西是“瓦神爷”。“瓦神爷”是当地农民对陶

质神像的俗称。原来，这里的村民祖辈相传地底深处有

“瓦神爷”。它深居地下，行踪诡秘，从不轻易露面，然而

谁一旦遇见，便会带来不祥。比方说，好端端正在打井，

本来已渐渐出水，忽然遇上“瓦神爷”，顿时井底干涸，只

好自认倒霉。

所以，老实忠厚的村民们总是遵循长辈告诫：倘若打

井、掘墓时碰上“瓦神爷”，最好悄悄挪个地方，千万不要

声张，免得再惹祸殃。于是，整个村子沸沸扬扬地议论起

此事来。晚上，村里一些上了年纪、思想上有点迷信的

人，怕得罪了这些“瓦神爷”，三五成群来烧香叩头，祈求

“瓦神爷”不要降罪于村民。

其实，早在这次发现以前，秦俑已经多次向人们传递

了他们存在的信息。因为在后来对俑坑的发掘过程中，

考古工作者还先后发现和清理了几十座墓葬，其中就或

多或少地发现有兵马俑碎片。而在２０世纪３０、４０和６０

年代，西杨村附近还出土了４个跪坐俑，但它们有的被视

如草芥，有的被当做神像，有的虽被视为文物，也没有得

到足够的重视。而这次发现却非同往常，它翻开了秦陵

史上新的一页。这一天，也成了秦俑史上一个特别值得

纪念的日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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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是无巧不成书。正当西杨村的村民们面对“瓦神

爷”不知所措的时候，晏塞公社水保员房树民来了。他是

来检查打井情况的，当听说挖到５米多深还不见水时，他

来到了井边，仔细察看现场和从井中挖出的秦砖及“瓦神

爷”后，凭着自己的文物知识，他让村民们立即停止打井

并向县文化馆报告了此事。县文化馆王进成馆长接到报

告后马上带领文物专干赵康民、丁耀祖骑自行车来到了

西杨村。在临潼这块风水宝地，他们接触了许多的文物，

但像这样真人一般大的陶俑却还是第一次碰到。它们是

哪朝哪代的？用来干什么的？王进成他们心里一点底也

没有，但隐隐约约觉得，这么高大的陶俑绝非等闲之辈，

很可能是极富价值的国宝，应该赶紧收集起来！但是，井

边周围一片狼藉。附近到处都是陶俑残片，井底下的秦

砖也被村民们挖光了，拿到家里。有人已把铜箭头、铜弩

机当做废铜卖掉，有的村民们还把比较完好的陶俑头支

起来，戴上个破草帽放在庄稼地里吓唬麻雀。三人看到

了这些情况，立即组织村民召开座谈会，向村民们宣传国

家文物政策，动员村民们把井下出土的文物拿出来。赵

康民取出一叠麻纸，把井下出土比较完好的俑头、俑身和

俑腿全部包扎起来，放在自行车上。接着他又到三任、晏

寨供销社将村民卖掉的铜箭头等文物收缴回来。临离开

西杨村前，他又嘱咐村民们用箩筛将井口旁那堆混有陶

俑碎片的土全部筛一遍，然后将每块碎片都收集起来连

同铜簇等一并送交县文化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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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理说，临潼县文化馆应该将这一重大的考古发现

向上级汇报，但当时出于各种原因，他们隐瞒了这件事，

只由赵康民在文化馆的一角悄悄进行修复。从严格意义

上说，赵康民应是秦始皇兵马俑最初的发现者。

我们不知道，如果没有另一个人的介入，赵康民的修

复工作还会进行多久，可怜的陶俑还要在黑暗的角落里

待多长时间。６月的一天，在新华社工作的记者蔺安稳

从北京回家乡临潼探亲。

当他得知西杨村村民打井挖出“瓦神爷”后，急忙到

县文化馆观看正在修复中的秦俑，并向赵康民进行了采

访，还到西杨村打井工地进行现场观察，很快写出一篇题

为《秦始皇陵出土一批秦代武士俑》的重要情况反映。他

将此文交给了《人民日报》编辑部。随后编辑部将该文编

发在专供中央领导传阅的《情况汇编》上，这是关于秦俑

发现的第一次内部报道。这篇稿子印发后，立即引起中

央领导的重视。时任国务院副总理的李先念，对这一罕

见的重要文物发现十分重视，作了如下批示：

“建议请文物局与陕西省委一商，迅速采取措施，妥

善保护好这一重点文物。”

随着蔺记者的文章面世和李先念副总理的批示，秦

俑从此得到了世人的重视和了解，揭开掩盖了它２２００多

年的面纱从地下走了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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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世纪世界考古史上最壮观的发掘

１９７４年７月１５日，始皇陵秦俑考古发掘队首批队

员一行四人，告别十一朝古都西安，来到风景优美的骊山

北麓。他们一到西杨村，也顾不得休息，就立刻赶到柿树

园，开始了紧张的工作。首先是对已暴露的遗迹遗物进

行登记、绘图和照相，接着就开始了新的发掘。据他们多

年的考古经验，既然这是个殉葬坑，面积就不会有多大，

正如队长袁仲一后来在一本书中所写的：“当时大家做梦

也没有想到俑坑的规模会如此的巨大，认为十天半月就

发掘完了。”既认为十天半月就会发掘完毕，他们离开西

安时只带了几件更换的衣服，住就住在生产队的场房里，

吃则是在农民家里轮流吃饭，总之，考古队员们压根就没

做长期工作的打算。谁知十天半月过去了，别说发掘完

毕，就连俑坑的边也没有摸着。

从８月１日开始，考古队兵分两路，一路的主要任务

就是寻找俑坑的边沿。他们拟定了以打井发现处为基

点，以十字交叉法和梅花点形式逐步扩散的方案，于是，

沿着发掘方位，从东向西，从南向北，每隔３米就用探铲

打一个探孔。这种探铲最早是盗墓者的主要工具，后经

过改进就成了考古工作人员的利器。它可以在地上打

孔，并将土层及泥土里的掺杂物携带到地面，有经验的考

７

































　
　
　

８　　　　

一号兵马俑坑陶俑出土原状

古工作者据此就能判断地下遗存的状况。探铲慢慢地向

西移动着，它告诉人们距离打井处５０米的地方有俑，距

离１００米的地方还是有俑。

近一年之后，他们终于在距井口以西２００多米的地

方找到了俑坑的西边，而北边也在距井口６００多米的地

方发现了。现在他们可以准确地告诉大家了：这个埋藏

地下多年的宝藏坑东西长２３０米，南北宽６２米，深５

米～６．５米，总面积达到１４２６０平方米！

在考古队一路进行钻探的同时，另一路则继续向南、

北、西三面扩方发掘。由于稍后发掘的都是武士俑，考古

人员有些习以为常了，各人都在忙各人的一摊，工地上一

片平静。就在这时，一个足以打破这种平静的发现又出

现了。这是一组车马，四匹陶马齐头并立，虽然马身上的

金、铜、石等马具装饰均已脱落或被扰动，但依然显示出

雄赳赳纵横沙场的姿势。马后驾车一辆，只可惜已被焚

毁，仅留下车辕、车厢的木炭遗迹。尽管如此，考古队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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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情绪还是为之大振，他们期望发现更多新的遗物遗迹。

而不久，他们就如愿以偿。那是一柄长近１米的青铜剑，

它静静地躺在泥土中，好像一直在等待着人们来发现它。

当考古队员将其轻轻拿起并拭去上面的泥土时，它立刻

显出银白色的剑身，发出一道耀眼的寒光，２０００多年泥

水的浸蚀并没有掩盖住它曾经的风采，不仅光亮如新，而

且十分锋利。

它出土后不久，考古队员张占民就别出心裁，做了一

个相当有趣的试验。他将一叠纸铺在桌面上，而后用剑

从上面轻轻划过，不料这轻轻的一划竟把１９张纸斩成两

截。后经光谱和化学分析，其主要成分为铜锡合金，另外

还有微量的镍、铜、硅、钴等元素。尤令人惊奇的是剑身

表面还有一层含铬化合物氧化层，这表明秦剑已作了铬

盐氧化处理。以铬盐氧化法处理兵器表面可防腐蚀，这

在中山靖王刘胜的墓中亦有发现。由此可见，我国至少

在秦汉时代就已掌握了这一工艺。但究竟当时的工匠们

是如何进行化学镀铬的，对我们现在的研究人员来说还

是个谜。

陶俑、陶马，各种青铜武器如剑、戟、戈、矛、弯刀、铍

等等出土的越来越多，也越来越引起人们的重视。西北

大学历史系考古专业的几十名学生也在刘士莪教授的带

领下闻讯赶来，发掘进度明显加快。不久发掘面积已达

６００多平方米，至此俑坑的东端已全部揭开，共发掘出高

大的陶质武士俑５００余件，驾有战车的大型陶马２４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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