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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书书

再版说明

《学无涯丛书》是北京未来新世纪教育科学研究所组织编
写的一套综合知识丛书。主要供中学生课外阅读。

为了更好的适应中学生读者的阅读口味，增强他们的阅
读兴趣，保持《学无涯丛书》生命力，我们即时对这套书进行了
修订。修订版主要做了以下几个方面的工作：

一、调整丛书册数。对原来８０册一套的《学无涯丛书》进
行了分类整合，删去了一些专业性太强，不适合中学阶段阅读
的篇章，调整为现在的２０册一套。

二、订正数据。对丛书中的数据进行了进一步的调查核
实，对过时的数据进行了更新，确保了数据的准确性和时代
性。

三、丰富内容。增加了一个知识链接板块，插入了大量图
片。

《学无涯丛书》自出版以来一直受到广大中学生朋友的关
注，这是鼓励我们不断努力、追求完美的巨大动力，欢迎大家
对修订版《学无涯丛书》提出宝贵的意见。

编　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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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古人说“读万卷书，行万里路”，强调的是知识的扩展性要

与实践紧密地联系起来。中学生以学习为主，他们要扩大自

己的知识面，只能有选择性的博览群书。在浩瀚的知识海洋

中，选择最适合他们读的书。那么什么样的图书才适合青少

年阅读呢？什么样的图书才称得上是好书呢？什么样的课外

读物才能更好的辅助课堂教学呢？针对这些问题我们进行了

深入的思考和研究。一方面好的课外读物应该是对课堂内知

识的补充，它是课堂的外延；另一方面要有利于提高青少年的

素质，让他们开阔视野，增长见识，提高社会适应能力，从而架

起由学校通往社会的桥梁。

本着为中学生提供精品读物的原则，我们根据他们的认

知特点编纂了这套《学无崖丛书》。本套丛书共２０本，内容丰

富，知识面广，涉到世界上最著名的人文积累，如：名人、名画、

名曲……最动人的自然景观，如：名川、名花、名山……丛书语
—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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言优美，通俗易懂，并配有大量优美的插图配合阅读。是中学

生读者不可多得的一部好书。

出好书是我们的追求，也是我们在当前大力提倡素质教

育的环境下应尽的社会责任。但是由于时间仓促，能力有限，

书中难免有瑕疵，请各位读者提出宝贵意见，那将是我们最大

的荣幸。

编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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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名陵

陕西秦始皇陵

中国历史上第一座帝王陵园———秦始皇陵，位于西安以

东 30 千米的骊山北麓，南依骊山，重峦叠嶂，山林葱郁; 北临

渭水，逶迤曲转，银蛇横卧。高大的坟冢在巍巍峰峦环抱之中

与骊山浑然一体，景色优美，环境独秀。

秦始皇是中国历史上一位杰出的政治家，姓嬴名政，秦庄

襄王之子，公元前 259 年出生于赵国京都邯郸，公元前 246 年

13 岁即立为秦王，22 岁加冕亲政。自公元前 236 年至公元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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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1 年的 15 年中，秦国先后灭掉了韩、赵、魏、楚、燕、齐 6 个

诸侯国，彻底结束了战国群雄割据的历史，在血与火中，建立

了中国历史上第一个统一的、多民族、中央集权制的封建王

朝———秦王朝。“秦皇扫六合，虎势何雄哉; 挥剑决浮云，诸

侯尽西来。”秦始皇———这位叱咤风云的旷世君主，不仅为后

人留下了千秋伟业，还留有这座神秘莫测的皇家陵园。

古埃及金字塔是世界上最大的地上王陵，中国秦始皇陵

是世界上最大的地下皇陵。

秦始皇陵于秦始皇即位起开工修建，前后历时 38 年之

久，比著名的埃及胡夫金字塔的修造时间还长 8 年，动用修陵

人数最多时近于 80 万，几乎相当于修建胡夫金字塔人数的

8 倍。

陵园仿照秦国都城咸阳建造，大体呈回字形，陵墓周围筑

有内外两重城垣，陵园内城垣周长 3 870 米，外城垣周长6 210

米，陵区内目前探明的大型地面建筑为寝殿、便殿、园寺吏舍

等遗址。秦始皇陵封土夯筑而成，形成了三级阶梯，状呈覆

斗，底部近似方型，底面积约 25 万平方米，高 115 米，但由于

经历两千多年的风雨侵蚀和人为破坏，现封土底面积约为 12

万平方米，高度为 87 米，整座陵区总面积为 56． 25 平方千米。

秦王朝是中国历史上辉煌的一页，秦始皇陵更集中了秦代文

明的最高成就。秦始皇把他生前的荣华富贵全部带入地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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秦始皇陵地下宫殿是陵墓建筑的核心部分，位于封土堆

之下。《史记》记载:“穿三泉，下铜而致椁，宫观百官，奇器异

怪徙藏满之。以水银为百川江河大海，机相灌输。上具天文，

下具地理，以人鱼膏为烛，度不灭者久之。”考古发现地宫面

积约 18 万平方米，中心点的深度约 30 米。陵园以封土堆为

中心，四周陪葬分布众多，内涵丰富、规模空前，除闻名遐迩的

兵马俑陪葬坑、铜车马坑之外，又新发现了大型石质铠甲坑、

百戏俑坑、文官俑坑以及陪葬墓等 600 余处，数十年来秦陵考

古工作中出土的文物多达 10 万余件。在陵园里设立有多处

文物展台，展示了秦陵近 20 年来出土的部分文物。布置有水

道展区，重现当年陵园内科学周密的排水设施。相信随着考

古工作的进展，肯定还会有更大的意想不到的发现。

在凝重的绿色和高大的墓冢之间，为了让游客身临其境

的感受王者的尊荣、王者的威仪，秦始皇陵上演有大型的“重

现的仪仗队———秦始皇守陵部队换岗仪式”表演和集“声、

光、电”于一体的秦始皇陵陵区、陵园、地宫沙盘模型展示，再

现两千多年前神秘陵园的壮观场景，展示数十年来的考古成

果，生动直观的揭示秦陵奥秘，展示其丰富内涵。

秦始皇陵是中国历史上第一座帝王陵园，是我国劳动人

民勤奋和聪明才智的结晶，是一座历史文化宝库，在所有封建

帝王陵墓中以规模宏大、埋葬丰富而著称于世。1961 年被国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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务院公布为第一批重点文物保护单位，1987 年被联合国教科

文组织列入世界文化遗产保护目录，成为全人类共同的财富。

2002 年秦始皇陵荣膺国家 AAAA级旅游景区。

总 结
秦始皇陵是世界上最大的帝王陵寝，秦王嬴政在位 36

年，修陵墓也用了 36 年，历经两千多年的风雨侵蚀，被当地

人称为骊山园。秦始皇陵位于临潼县城东 5 千米，距西安市

约 37 千米。陵墓规模宏大，南倚骊山，北临渭水。根据卫星

拍照的图片来看，从骊山到华山正像一条龙，而皇陵正好位

于龙眼睛的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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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东孔林

山东孔林原本称至圣林，是孔子及其家族的专用墓地。

孔子死后，弟子们把他葬于鲁城北泗水之上，那时还是“墓而

不坟”( 无高土隆起) 。到了秦汉时期，虽将坟高筑，但仍只有

少量的墓地和几家守林人，后来随着孔子地位的日益提高，孔

林的规模越来越大。东汉桓帝永寿三年( 公元 157 年) ，鲁相

韩勅修孔墓，在墓前造神门一间，在东南又造斋宿一间，以吴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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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等若干户供孔墓洒扫，当时的孔林“地不过一顷”。到南北

朝高齐时，才植树 600 株。宋代宣和年间，又在孔子墓前修造

石仪。

进入元文宗至顺二年( 公元 1331 年) ，孔思凯主修了林

墙，构筑了林门。明洪武十年 ( 公元 1684 年 ) 将孔林扩为

3 000亩的规模。雍正八年( 公元 1730 年) ，大修孔林，耗帑银

25 300 两重修了各种门坊，并派专官守卫。据统计，自汉以

来，历代对孔林重修、增修过 13 次，增植树株 5 次，扩充林地

3 次。整个孔林周围垣墙长达 7． 25 千米，墙高 3 米多，厚约 5

米，总面积为 2 平方千米，比曲阜城要大得多，孔林作为一处

氏族墓地，2 000 多年来葬埋从未间断。在这里既可考春秋之

葬、证秦汉之墓，又可研究我国历代政治、经济、文化的发展和

丧葬风俗的演变。1961 年国务院公布为第一批全国重点文

物保护单位。“墓古千年在，林深五月寒”，孔林内现已有树

10 万多株。相传孔子死后，“弟子各以四方奇木来植，故多异

树，鲁人世世代代无能名者”，时至今日孔林内的一些树株人

们仍叫不出它们的名字。其中柏、桧、柞、榆、槐、楷、朴、枫、

杨、柳、檀雒离、女贞、五味、樱花等各类大树，盘根错节，枝繁

叶茂;野菊、半夏、柴胡、太子参、灵芝等数百种植物，也依时争

荣。孔林不愧是一座天然的植物园。

“断碑深树里，无路可寻看”。在万木掩映的孔林中，碑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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石如林，石仪成群，除一批著名的汉碑移入孔庙外，林内尚有

李东阳、严嵩、翁方钢、何绍基、康有为等明清书法名家亲笔题

写的墓碑。因此，孔林又称得上是名副其实的碑林。

概 括
孔林是孔子及其后裔的墓地，是世界上时间最长、保存

最完整、规模最大的宗族墓地。孔林位于山东曲阜城北1． 5

千米的地方，现在的规模达到了两平方千米，其中古树参天，

遮天蔽日，围墙绵延 7． 25 千米。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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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明朝十三陵

明朝 13 个封建皇帝的陵墓———十三陵，坐落在北京西北

郊昌平县境内的燕山山麓。据京城约 50 千米，总面积 120 余

平方千米。这里自永乐七年( 1409 年) 五月始作长陵，到明朝

最后一帝崇祯葬入思陵止，其间 230 多年，先后修建了 13 座

金碧辉煌的帝王陵墓、7 座妃子墓、1 座太监墓。共埋葬了 13

位皇帝、23 位皇后、2 位太子、30 余名妃嫔、1 位太监 ( 世系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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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是当今世界上保存完整埋葬皇帝最多的墓葬群。

有人要问，明朝十六帝，为什么叫十三陵呢? 这要追述一

下明朝的历史。明朝开国皇帝朱元璋，建都于南京，死后葬于

南京钟山之阳称“明孝陵”。第二帝朱允文( 建文帝) 因其叔

父朱棣以“靖难”( 为皇帝解除危难) 为名发兵打到南京，建文

帝不知所终。有人说出家当了和尚，总之是下落不明 ( 这在

明朝历史上是一个悬案) ，所以没有陵墓。第七帝朱祁钰，因

其兄英宗皇帝被瓦剌所俘，宫中无主，在太后和大臣的旨意下

即了帝位。后英宗被放回，在心腹党羽的策划下，搞了一场

“夺门之变”，英宗复辟，又坐了皇帝。朱祁钰被害死，英宗不

承认他是皇帝，将其在天寿山区域内修建的陵墓也给捣毁了。

而以“王”的身份将他葬于北京西郊玉泉山。这样，明朝十六

帝有两位葬在别处，一位下落不明，其余十三位都葬在天寿

山，所以称“明十三陵”。

十三陵是一个天然具有规格的山区，其山属太行余脉，西

通居庸，北通黄花镇，南向昌平州，不仅是陵寝之屏障，实乃京

师之北屏。太行山起泽州，蜿蜒绵亘北走千百里山脉不断，至

居庸关，万峰矗立回翔盘曲而东，拔地而起为天寿山( 原名黄

土山) 。山崇高正大，雄伟宽宏，主势强力。明末清出著名学

者顾炎武曾写诗描述这里的优胜形势: “群山自南来，势，若

蛟龙翔; 东趾踞卢龙，西脊驰太行; 后尻坐黄花( 指黄花镇) ，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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