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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一

秦汉新城位于关中平原腹地，西咸新区几何中心，西接

咸阳主城区，南跨渭河与西安相联，山水俱阳，地当冲要，

境内众多古迹星罗密布，遗址源远流长，墓葬丰富多彩，文

物品类齐全，庙碑石刻浩若烟海，革命旧址英气熠熠，可堪

谓琳琅满目、洋洋大观，其中大秦帝国都城遗址和被誉为“中

国金字塔”群的九座西汉帝陵廊道绵延雄陈，以汉帝刘邦长

陵、刘彻茂陵、刘启阳陵最负盛名。它们如满天星斗般，穿

越了绚丽历史时空，见证着关中大地的灿烂文明，是中华民

族珍贵历史文化遗产中当之无愧的瑰宝。

自2010年以来，省委、省政府着眼于推进西咸一体化、

建设西安（咸阳）国际化大都市，部署西咸两市分设泾渭、

沣渭二新区。按照组织安排，我离开咸阳市委秘书长岗位，

转就泾渭新区管委会主任一职。上任之初，各级领导便以保

护历史遗产、传承优秀文化之大义见教，寄我以依托丰富秦

汉人文资源、培育历史文化旅游品牌之重任。待遍访遗迹，

广询专家之后，对这项事业意义认知愈发深刻，颇感使命之

崇高、责任之重大，此时就萌发了能编辑一部比较全面客观

准确反映秦汉历史文化遗存的书籍，成为我当时和现在的想

法和初衷。奈何千年望断，虽秦时明月依旧，汉时雄关犹存，

但历尽沧桑巨变之后，昔年的繁华气象喧嚣场景早已远逝，

战火硝烟金戈铁马尽归尘土，那深宫禁苑的肃穆庄严，那少

年游侠的意气狂放，那丝路西去的依稀足印，那笛萧琴瑟的

悲壮交响，都已经无从寻觅，使多少文人墨客空余千载之思、

万里之愁。更兼史籍散佚、文献不存，诸多珍贵资料因年代

久远非毁则朽，虽经一代代史家屡勤笔耕而缺失如故，偶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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完好者则体裁未备、义例弗彰。

时新区草创，事业肇始，新区满片荒滩，管委会人员

稀少，资金匮乏，租用楼房一层置为办公地点，工作开展每

多掣肘，动辄步履维艰。越明年，西咸新区发展得中省之高

度重视，出台总体规划，整合资源，搭建机构，理顺体制，

提出一系列新理念、新思路、新举措，泾渭新区乃更名演变

为秦汉新城，确定大遗址保护与田园都市适度开发的奋斗目

标，遂开新区建设之新局。

《秦汉新城历史文化遗存概览》一书撰成，实为艰辛不

易。在管委会组成部门刚刚搭建，职能还不尽有序规范使然、

人员严重紧缺的情况下，编写人员克服重重困难，扫除层层

障碍，昼则揽辔而求，夜则篝灯而识，寒来暑往而未有稍懈。

及框架初成，会集学博绅士，广采旁搜，览遍群书，征尽耆

旧。以史实为基础，参之里巷传闻、阡陌实迹，辨伪正讹、

订正舛错，芟繁就简、考补挂漏，削删叠见、剪诞存真。数

稿后复从事润色，点窜文字，历时二年就始成书问世。

品读全书，十余方面，娓娓道来，两千余年史事，历历

载之，纲条明晰，详而有体，华实兼优，图文悉备，源流毕

贯，颠末颇详，出其如椽，不啻为善志，令人受益良多。品

读全书，历史风云之激荡振聋发聩，勤劳淳朴的先民于这片

热土繁衍生息，迩来数千年，创造了丰富的物质文明，也创

造了辉煌灿烂、博大精深的秦汉文化，令人意绪萌发。品读

全书，无数散落民间之秦汉文化遗产升华为宝贵精神财富，

锻造出未来国际化大都市人文符号，为保护文物、研究历史、

启迪后人、继往开来提供了平台，令人颇感欣慰。品读全书，

方寸点滴间皆凝聚着诸位同志夙兴夜寐、不辞辛劳的执著虔

诚和呕心沥血、不为人知的努力付出，其艰辛车载斗量，其

不易难以曲尽，令人由衷钦敬。

盛世修志，亘古如斯。一个国家民族的历史文化由其典

籍承载，这不仅事关国故，更关系到能否使这些人类智慧结

晶实现源头永续、文脉持久、魅力长存。掩卷而叹，《秦汉

新城历史文化遗存概览》之编成，非但能起到播文化、彰学

术、启民智之功用，更将为我们推动事业发展提供了宝贵的

精神动力和智力支持。一书如斯，岂不盛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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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易》曰，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回眸创业历程，

堪称筚路蓝缕，我们励精图治，必将玉汝于成。我生也不敏，

然何其荣幸恰生逢海内清平、五谷丰稔、人民安堵之盛世，

惟愿藉此书与大家共勉。是为序。

                        　　　　　　2012 年 5 月

      ( 作者系西咸新区管委会副主任，秦汉新城党工委书记、管委会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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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二

秦地披山带河，“厥土惟黄壤，厥田惟上上”。经历夏

商两个王朝，后稷教民稼穑，人始得以不饥。公刘复继其业，

周人因以勃兴。雍州之域，泾渭之会，丰渭之汭，岐、丰近畿，

属于“甚美膏腴之地”，称为天府，咸阳适当其间。文武周公，

可谓盛世，孔子曰，郁郁乎文哉，吾从周。秦襄公收周余民，

踞有其地，经过数世的艰苦经营，才于孝公十二年“作为咸

阳，筑冀阙，秦徙都之”。从此，秦都咸阳这个名字，便像

一颗晶莹的明珠，镶嵌在东方这本人类文明史的长卷上，闪

耀了一百多年，与希腊、罗马东西辉映。

秦王嬴政，“奋六世之余烈”，用了十年的时间，“振

长策而御宇内，吞二周而王诸侯，履至尊而制六合”，于公

元前221年之时，消灭了诸侯，统一六国。北驱匈奴七百余里，

使胡人不敢南下而牧马，士不敢弯弓而报怨；“南取百越之

地，以为桂林、象郡，百越之君，仰卧俛首系颈，委命下吏”。

当此之时，始皇自以为“关中之固，金城千里，子孙常王，

万世之业也”。“距华为城，因河为池”，于是雄踞咸阳，

“执敲朴以鞭笞天下”。“收天下之兵，聚之咸阳，销锋镝，

铸以为金人十二，以弱天下之民，立于宫门”。“每破诸侯，

彻其宫室，作之咸阳北坂之上。南临渭，自雍门以东至泾、

渭，殿屋复道、周阁相属，所得诸侯美人钟鼓以充之”。又“筑

咸阳宫，因北陵营殿，端门四达，以则紫宫，象帝居。渭水

贯都以象天汉，横桥南渡以法牵牛”，“咸阳之旁二百里内，

宫观二百七十，复道、甬道相连”。这些建筑不仅多而且大，

并且是“木衣绨绣，土被朱紫”，真可谓穷奢极欲。然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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楚人入关，西屠咸阳，烧秦宫室，火三月不灭，天下文物，

聚而复散。

汉兴，因秦都，析渭南以为长安，京畿千里。而咸阳秦

宫被视为葬区，高坟大冢，星罗棋布，五陵邑中，虽无台观

殿阙，然吏二千石，高赀富户及豪杰兼并之家，世世迁徙不歇，

故“五方之音错杂，风俗不一”，文物制作之精，可谓一时

冠绝。赤眉以来，屡遭劫掠，火烧宫室市里，长安因之为虚。

宗庙园陵，惨被盗掘，凿棺污尸，耳不忍闻，金缕玉匣，掳

掠殆尽。其所遗者，仅荒冢残阙，断桥陈仓，然而铜牛金马，

玉石雕刻等稀世珍宝，往往出于其间，兽群、兵阵，沉埋待发。

北朝以来，下逮隋唐，洪渎高原，又名北邙，名臣家墓，

错落于秦汉陵冢之间，石兽石马，人物壁画，墓志碑铭等艺

术珍品，仍然是劫余的奇葩。

宋、元、明、清，关中失都，昔日五陵原之繁华胜景，

也随之每况愈下。然而前朝之事业余续，仍不绝如缕。

今天，科学发达，文化昌明，五陵原这个地方，既失去

都城的地位，也不是要津关卡，所值得眩耀的，就是那些古

老文化给我们遗留下的秦宫汉冢，断垣残壁，好像一座座沉

埋地下的博物馆，等待后人的开发，把东方的文明，发扬光大。

秦汉新城管委会编写的《秦汉新城历史文化遗存概览》，

是一部记录这一区域的资料书。得此专辑，足不出户，即可

浏览秦汉新城范围内历史文化遗存之大要。非论非赋，不文

不白，略述梗概，用知这里曾经是全国文物之荟萃。是以为叙。

                                            2012 年 5 月

（作者系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学

术委员会主任、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考古系学位委员会主任、博士

生导师、教授，《考古学报》主编）

5



一
、
《
秦
汉
新
城
历
史
文
化
遗
存
概
览
》
记
录
的
是
秦
汉
新
城
范
围
内
的
历
史
文
化
（
物
质
的
、

非
物
质
的
）
和
文
物
工
作
情
况
。

二
、
全
书
共
分
遗
址
、
陵
墓
、
石
刻
、
鉴
赏
、
事
件
典
故
、
地
名
掌
故
、
民
风
民
俗
、
诗
歌
俚
语
、

非
物
质
文
化
遗
产
、
近
现
代
史
迹
、
秦
汉
新
城
十
胜
、
文
保
工
作
、
考
古
研
究
、
文
献
资
料
等
十
四
篇
，

另
有
引
言
、
概
述
、
附
录
、
表
格
及
插
图
、
照
片
等
，
力
图
对
重
要
内
容
有
一
个
全
面
的
记
述
。

三
、
全
书
各
篇
均
有
延
伸
阅
读
，
以
扩
大
信
息
量
，
方
便
读
者
对
相
关
内
容
的
深
入
了
解
。

四
、
全
书
所
涉
及
历
史
纪
年
，
一
般
均
夹
注
公
元
纪
年
，
公
元
前
的
加　

前　

字
，
其
他
直
接
写

年
数
。五

、
全
书
使
用
简
化
字
。
凡
引
文
中
出
现
繁
体
字
或
异
体
字
，
一
般
改
为
规
范
的
简
体
字
。
凡
异

读
字
或
生
僻
字
酌
情
括
注
汉
语
拼
音
。

六
、
本
书
附
有
主
要
参
考
文
献
，
文
中
不
再
一
一
出
注
。

凡   

例

6



１

前   言

2009 年 6 月 国务院批准《关

中—天水经济区发展规划》，提

出“加快推进西咸一体化建设，

着力打造西安国际化大都市”。 

2010 年 2 月 21 日 陕西省推

进西咸新区建设工作委员会办公

室暨西安沣渭新区、咸阳泾渭新

区管委会挂牌成立，标志着西咸

新区建设正式启动。 

2010 年 12 月 《国家主体功

能区规划》提出“推进西安、咸

阳一体化进程和西咸新区建设”，

西咸新区的建设自此上升至国家

战略层面。

2011 年 5 月 17 日， 陕西省

城乡规划委员会在西安召开全体

会议，部署全省城乡规划工作，

审议并原则通过《西咸新区总体

规划》。省政府就此设立西咸新

区管委会，领导五个组团的开发

建设工作。

2011 年 6 月 13 日，国新办新

闻发布厅“西咸新区规划”新闻

发布会正式举行。此举标志着我

国按国家战略打造的又一个城市

新区正式诞生。

西咸新区五个组团分别为沣

东新城、空港新城、秦汉新城、

沣西新城、泾河新城。

秦汉新城是陕西省委、省政

府按照国务院《关中——天水经

济区发展规划》要求，重新规划

成立的西咸新区管委会五个组团

之一，总面积 302 平方公里，范

围包括渭城区的正阳、窑店街道

办以及渭城、周陵街道办的部分

区域，秦都区的双照街道办，兴

平市南位镇，泾阳县高庄镇的部

分区域。规划建设用地 50 平方公

里，遗址保护区面积104平方公里。     

秦汉新城位于西咸新区五个

组团核心区域，是面积最大的文

化新城。地理区位优越，她南跨

渭河与西安相望，北临西北最大

航空港——西安咸阳国际机场，

西至兴平南位镇行政边界，东至

包茂高速，从东至西长达 40 公里

（指阳陵到茂陵的距离），距西

安目前的市中心约 20 分钟车程，

距西安新行政中心不足 10 分钟车

程；包茂、福银、连霍等国家级

高速公路和陇海铁路干线穿越或

环绕四周，交通极为便利。这里

历史悠久，风光秀美，物华天宝，

人杰地灵，文物资源丰富，周秦

汉唐遗迹遍布，大秦帝国都城遗

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址和被誉为“中国金字塔”的西

汉帝陵廊道绵延雄陈于新城中部，

其中最以汉帝刘邦长陵、刘彻茂

陵、刘启阳陵久负盛名。 

考古调查与发掘表明，远在

史前时期，先民们就在这里刀耕

火种，繁衍生息。滔滔的泾河渭

水是他们天然的渔场，河流两岸

及渭北台塬茂密的森林与草场，

是他们采集和狩猎的地方。得天

独厚的自然条件，使这里成为中

国农耕文化的重要发祥地之一。

殷商时期，这里成为周王季（周

文王之父季历）的封地。商代末年，

这里又是周文王第十五子毕公高

的封地。公元前 770 年，周平王

东迁洛邑时，秦襄公护送有功，

故赐之岐丰之地，此后，今秦汉

新城范围被逐步纳入秦国版图。

公元前 350 年（秦孝公十二

年），秦孝公自栎阳（今临潼）

迁都咸阳，经历代苦心经营，至

秦王嬴政时，建立了中国历史上

第一个统一的、多民族的中央集

权制封建国家。唐代大诗人李白

曾赞道：“秦王扫六合，虎视何

雄哉，挥剑决浮云，诸侯尽西来。”

据史载，“秦每破诸侯，写仿其

宫室，作之咸阳北阪上”。当年

的咸阳原，驰道纵横，宫阙林立，

高殿低宇，比比皆是。其中有富

丽堂皇的咸阳宫，高大雄伟的望

夷宫，美人充之的仿六国宫室等，

景象蔚为壮观。正如唐代诗人李

商隐所言：“咸阳宫阙郁嵯峨，

六国楼台艳绮罗；自是当时天帝

醉，不关秦地有山河。”这里作

为中国历史上秦国和秦王朝长达

144 年的政治、经济和文化中心，

许多惊心动魄的重大历史事件曾

在这里发生：商鞅在这里变法图

强，惨遭车裂，但秦法未改，为

秦始皇统一六国奠定了坚实基础；

韩施疲秦计，秦修郑国渠，反倒

使秦国沃野千里，富甲天下；荆

轲刺秦王，图穷匕见，留给后人

的是“风萧萧兮易水寒，壮士一

去兮不复还”的悲壮和无奈；六

王毕，秦皇立。“废分封，立郡县”

是中国政治制度的创举，影响中

国历史几千年；“书同文，车同轨，

统一度量衡”，极大地促进了商

品流通、文化交流和生产力的发

展，具有重大而深远的历史意义。

秦人兼容并蓄的博大胸怀和积极

向上的开拓进取精神，值得我们

在改革开放的今天继续发扬。秦

是短命的，秦始皇的暴政和秦二

世的荒淫无道终使秦像天空中的

一颗流星，瞬间即逝。秦人的历

史成败，给古今中外的政治家留

下了无尽的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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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兴，高祖刘邦定都长安，

在秦都故址上修建新城。武帝元

鼎三年（前114），改新城为渭城。

西汉时这里是拱卫京师长安的京

畿要地和丝绸之路西出长安的第

一站。这里又是西汉皇家重要的

陵园区，西汉十一位皇帝中的九

位就长眠在咸阳北原。因在高祖

长陵、惠帝安陵、景帝阳陵、武

帝茂陵、昭帝平陵设置了五座供

奉陵园的陵邑，后世又称这里为

五陵原。

唐时，这里是京城长安的近

畿之地和重要门户，又是西出阳

关的必经之地和驿站。人们常在

这里设宴送亲人，洒泪别故旧。

唐人王维的“渭城朝雨浥轻尘，

客舍青青柳色新。劝君更尽一杯

酒，西出阳关无故人”的名句正

是这种送别情怀的描绘。

悠久的历史孕育无比丰富的

人类文明。秦汉新城范围由于古

代长期处于中国政治、经济、文

化和交通的中心区域，使这里古

迹遍布、文物荟萃，各个时期的

文化积淀十分丰厚，形成了特有

的秦汉新城文物鲜明的特点：

一、数量众多，种类齐全，

等级颇高，国内罕见

秦汉新城是中国历史上第一

个封建帝国——秦的都城所在地，

是汉、唐等十余个王朝的京畿重

地，被誉为“中国第一帝都”、

“东方金字塔之都”和“天然历

史博物馆”。悠久的历史给这里

留下了极为丰富的文化遗产，主

要体现在古遗址、古墓葬、古建

筑等方面。据统计，在秦汉新城

范围内现有各类文物点300余处，

其中古遗址 11 处，古墓葬 200 余

处，列为重点文物保护单位34处，

其中国家级 11 处（都城遗址 1 处，

陵墓 10 处），省级 6 处（古遗址

1 处，陵墓 5 处），市区县级 18

处（古遗址 2 处，陵墓 16 处）。

国家 4A 级景区 2 处。古建筑、古

石刻多处。馆藏青铜器、瓷器、

陶俑、玉器、金银器、砖雕、字

画等珍贵文物上万件。真可谓古

遗址、古墓葬、古建筑、古石刻

一应俱全，金、银、铜、铁、玉、

陶等器物应有尽有。而古遗址、

古墓葬则数量众多，既有宫殿建

筑遗址、作坊区遗址，也有郡县

治所遗址、古渡遗址，最具代表

性的是秦咸阳城遗址。古墓葬分

布广泛，西汉皇帝中有 9 位葬于

咸阳原上，此外还有秦公陵、秦

永陵、北周孝陵、李昞兴宁陵、

春秋中期墓葬群、战国中晚期秦

人墓葬区等知名墓葬。新城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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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寺、庙、祠、观、亭、台、楼、

阁等多达百余处。这些建筑可分

为祭祀类、宗教类。据碑文记载，

兴起于北周、隋、唐、宋至明清

达到顶峰，庙会香火缭绕，僧徒

来自四面八方，有官祭，也有民

祀等形式，官祭以周文武成康陵

庙最盛。秦汉新城 302 平方公里

范围内就有 11 个文物点被公布为

国家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这在

全国是罕见的。

二、帝陵分布集中，规模宏大，

保护利用前景广阔

西汉十一位皇帝中的九位葬

于五陵原上。五陵原位于咸阳市

区北部，西起兴平市南位镇，东

到高陵县的马家湾泾渭交汇处，

北接泾阳县高庄、蒋刘、大平等

乡镇，南达市区毕原路一线，东

西长约 50 公里，南北最宽处 12

公里，横跨高陵、泾阳、渭城、

秦都、兴平五县市区，总面积约

500 平方公里。五陵原南临渭水，

北倚九嵕，原面地势高爽，视野

开阔。据 1957 年文物普查统计，

五陵原秦渭二区一带原面上有封

土的帝王陵及陪葬墓多达 800 余

座。五陵原西汉帝陵数量之众多，

规模之宏大，内涵之丰富，时代

序列之完整，实属罕见，在全国

占有重要地位，具有极高的保护

利用价值。概括起来有十大优势：

（1）数量多、等级高、内涵丰富

的人文资源优势，这是保护利用

的基础。（2）具有参观考古发掘

现场和地下博物馆的特色优势。

（3）具有历史悠久、风格独特、

精美绝伦的出土文物展示优势。

（4）具有申报为世界文化遗产的

潜质和前景优势。（5）具有东靠

西联、地处西线龙头地位的区位

优势。（6）具有重要景点建设已

粗具规模的基础优势。（7）具有

依托咸阳国际机场、312 国道、福

银高速、陇海铁路，交通便捷的

交通优势。（8）具有自然景观与

人文景观融为一体的人文生态优

势。（9）具有帝陵集中、时代序

列完整的陵文化研究优势。（10）

具有规模宏大、承载力强做大文

章的规模优势。

三、碑石雕凿精美、气势壮观，

在全国颇具影响

这里被誉为“中国的露天石

雕馆”。范围内有西汉纪功性质

石雕群，东汉时期的走兽，唐代

的华表、石狮，神态各异的拴马

石等，均堪称世界范围内的经典

之作。作为“文武圣地，礼仪之根”

的周陵，已有两千多年公祭的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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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周陵祭祀活动始于北魏，从

唐开始，历代帝王大都来此祭拜，

故有“咸阳祭周”，“曲阜祭孔”

的说法。周陵博物馆现存的历代

帝王祭周陵时的御制祝文碑、御

制祭文碑，目前较完善的碑石有

44通，上朔至宋开宝六年（973），

下至民国二十一年（1932）。其

中宋代2通、明代8通、清代32通、

民国2通。被誉为“周陵小碑林”。

为研究古代的祭祀制度提供了宝

贵资料。霍去病墓前的大型石雕

群“马踏匈奴”、“卧象”、“伏

虎”、“人与熊”、“野猪”、

“怪兽吃羊”等 16 件作品，气魄

恢宏，风格豪迈，其造型生动逼真，

有出神入化之妙，是“借石拟形”

艺术风格的典范，对石雕艺术发

展有深远影响。郭沫若先生在茂

陵视察时指出：“霍去病墓前石

刻是国粹。”鲁迅先生到茂陵参

观后赞道：“惟汉人石刻气魄深

沉雄大”，“其手法简直是前无

古人”。唐李昞的兴宁陵现存石

刻 16 件，其中华表 2 件、独角兽

2 件、石马 4 件、石狮 2 件、翁仲

6 尊，这些石刻高大雄伟，浪漫夸

张，神形兼备，尤其突出了独角兽、

石狮强悍勇猛的习性，具有隋与

初唐古朴浑厚的风格，兴宁陵首

创放置独角兽的先例。它们对于

研究陵墓石刻的传承关系有着非

常重要的意义。

四、区内重大文物考古发现

层出不穷

1961 年在秦咸阳遗址范围内

出土了秦诏版等珍贵文物，是研

究秦统一六国及相关问题的重要

实物资料。1965 年在渭城区杨家

湾出土了震惊中外的“西汉三千

彩绘兵马俑群”。这批文物数量

之众多、步伍之严整，实属汉代

出土文物所罕见，它对研究西汉

的军制、战阵、战车的衰落和骑

兵的发展及雕塑艺术、埋葬制度

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1965 年

12 月 20 日中国历史博物馆馆长

龙潜先生参观后题词说：“人马

三千排咸阳，古物满馆真琳琅。

出土盖过十六年，愧杀当年楚霸

王。”1966 年和 1972 年在汉元帝

渭陵附近出土了汉玉奔马、玉熊、

玉辟邪、玉鹰、玉俑头等一批玉

雕珍品，被专家称为汉代雕塑艺

术史上的一朵奇葩。1975 年在

秦咸阳三号遗址出土了建筑壁画

“车马出巡图”，是迄今为止发

现的时代最早的建筑壁画。1981

年在汉武帝茂陵附近出土了鎏金

马、鎏金银竹节熏炉等 230 多件

珍贵文物，其中鎏金马为国家一

５



级文物，多次出国展览引起轰动。

1989 年在修机场高速公路专用线

时发现汉景帝阳陵 24 个大型从葬

坑，被评为 1990 年全国十大考古

发现。1995 年以来，汉阳陵考古

工作队对阳陵的结构布局及陪葬

墓墓园进行了大规模地调查、测

绘、钻探和发掘，出土文物 9300

多件，探明帝陵从葬坑为 86 座。

1993 年在渭城区陈马村北周武帝

宇文邕孝陵，出土墓志铭和金质

“天元皇太后玺”等一批珍贵文

物，填补了北周帝陵资料的空白。

1995 年在塔儿坡发掘战国秦墓

381 座，出土我国最早的战国骑马

俑，首次发现纪年商鞅镦并出土

大宗陶文。2002 年在汉昭帝平陵

发现了大型动物从葬坑，埋葬动

物 64 具。2007 年，咸阳市文物考

古研究所同陕西省考古研究院联

合对周陵进行了详细的钻探，探

明了周陵外园墙，南陵和北陵共

用的陵园园墙以及两陵各自的墓

道，并发现了 6 处建筑遗址、27

座外藏坑、161 座陪葬墓。考古发

现，周陵的外陵园园墙由墙垣和

外围沟两部分组成。周陵虽没有

最终定论，但已被“初步判断”

为战国晚期的“秦王墓”，极有

可能是秦悼武王及其夫人的“永

陵”。2008 年，对渭城西路廉租

小区古墓葬进行了抢救性发掘清

理。共发掘战国墓葬和西汉墓葬 7

座，出土文物 21 件，取得较大收

获。从 2009 年 9 月开始，考古工

作者对茂陵 400 多个陪葬坑中的

两个进行考古发掘。其形制一个

是由斜坡通道与坑体两部分组成，

另一个则是由斜坡通道、坑体与

洞室三部分组成，各自出土了 40

具马骨，共发掘出80具成年马骨。

这些陪葬的马应该属于珍贵品种 ,

所发掘的陪葬坑应该是汉武帝当

时陪葬的军队。2011 年 7 月，考

古人员在渭城区渭城镇坡刘村附

近发现 4 座小型唐朝尼姑墓，其

中两座出土了墓志铭。还出土一

个表情生动的胡人盘抱烛台柱，

坐在一尊大象上。这是首次发现

唐代尼姑墓地。此次考古发掘，

为研究唐代寺庙文化提供了珍贵

资料。在秦汉新城这块神奇的土

地上，还有众多的惊世之宝有待

发现……

博大精深的文物古迹，是秦

汉新城一笔珍贵的文化资源，也

是中华民族的瑰宝，更是人类共

同的财富，有效保护好这些国之

瑰宝，充分发挥其无可替代的独

特作用，是秦汉新城管委会和全

体民众义不容辞的历史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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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一方雄奇而壮美的热土。

历史，曾经在这里放牧狂飙猛进的奔突。滚滚沙尘，赫

赫伟业，积淀起帝国的豪强，大秦的神勇。

文明，曾经在这里高歌叱咤风云的剽悍。浩浩卷轶，灼

灼焕彩，演绎出大一统的魅力与激情。

滔滔渭水，不舍昼夜，带走了多少毁誉沉浮的英雄梦？  

巍巍九嵕，伟岸轩举，凝聚着多少沧海桑田的乾坤情！

八百里秦川山环水绕，气韵沉雄。

五千年文化灿若锦绣，由此肇基。

享誉中外的咸阳原，就雄踞在这“山水俱阳”的怀抱之

中。自从秦始皇在这里建立起中国历史上第一个统一的封建

中央集权国家，古往今来，多少史家、政要对它气壮山河的

岁月评说指点；多少骚人墨客从它的兴衰荣辱中引发怀古幽

情。

“秦王按剑，视山东险阻，了如几席。叱咤雷霆军

百万，一时山崩河决”。从这里，我们看到的是一位横扫天

下、气吞山河的封建帝王的雄风霸业。公元前 221 年，七雄

并峙的战国时代落幕，天下大定，华夏乾坤尽归于秦。随

后，登上中国历史上第一个皇帝宝座的嬴政推出施政大手

笔——废封邑，设郡县，书同文，车同轨，统一货币、度量衡。

这一创举，实为华夏民族形成一个统一国家的实质性标志，

后来的历代王朝无不沿袭这一建国和治国的模式。其彪炳千

秋的万世奇勋，正如一位现代诗人所吟咏的那样：华夏五千

载，浩浩古战场。千流归大海，一统在咸阳。车同轨，驰八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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