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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 辑 说 明

1． 《陕西文物年鉴·2010》是陕西省文物局组织编写的全面、系

统记载和反映 2010 年度全省文物、博物馆事业基本状况的资料工具

书。

2． 本年鉴正文包括 《综述》、 《考古工作》、 《文物保护工作》、

《博物馆工作》、《科研学术工作》、《文物外事及涉港澳台工作》、《政

策法规与社会文物管理》、《文物安全与执法督察》、《党建工作》、《人

事工作》、《财务与统计工作》、《直属单位工作》、《市 ( 区) 文物工

作》、《大事记》、《重要文献》等 15 篇和 《附录》。

3． 本 《年鉴》各篇稿件、资料、数据均来自陕西省文物局各相

关处室、各市 ( 区) 文化文物主管部门和省文物局直属单位。除 《重

要文献》篇中部分文献署名外，其余作者及资料贡献者均列在后记，

一并鸣谢。

4． 为避免内容重叠，本 《年鉴》相关篇章中记述的部分工作互

有详略，请相互参见。

5． 本 《年鉴》附录 1: 《2010 年全省文物系统著述目录》所收书

目仅限出版社正式出版物，所收文章仅限在省级以上正式报刊发表者。

6． 本 《年鉴》编纂过程中，疏漏与错误之处在所难免，敬希批

评指正。

编 者

2011 年 9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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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篇 综 述

陕西省文物局为省政府直属行
政管理机构，负责全省文物保护管理
工作。局机关行政编制 50 名，其中
局长 1 名、副局长 3 名，处级领导职
数 18 名 ( 含机关党委专职副书记 1
名) 。截至 2010 年底，局领导班子成
员为: 局党组书记、局长赵荣，副局
长郭宪曾、刘云辉、张文，纪检组长
张自鸣，副巡视员吴晓丛，局机关共
有公务员 46 人。

局机关共设 9 个处 ( 室) ，分别
为办公室 ( 财务处) 、政策法规处、
文物保护与考古处、博物馆与社会文
物处、督察与安全保卫处、外事处
( 兼台湾事务办公室) 、人事处 ( 离
退休人员服务管理处) 、机关党委、
纪检监察室。截至 2010 年底，局直
属事业单位 10 个、直属企业 1 个，
事业单位下属企业 2 个。

截至 2010 年底，经过第三次全
国文物普查，全省登记不可移动文物
点 4. 9 万余处 ( 2009 年公布数字为
8. 4 万余处。根据国家文物局新的认
定标准和统计方法，该数字调整为
4. 9 万余处) ; 有各级文物保护单位
3050 处，其中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

位 140 处、省级文物保护单位 668
处、市县级文物保护单位 2242 处;
有各类博物馆、纪念馆 178 座，其中
国家一级博物馆 6 座、二级博物馆
10 座、三级博物馆 13 座。免费开放
的博物馆 48 座。全省馆藏文物约
100 万件 ( 组) ，其中三级以上珍贵
文物约 10. 5 万件 ( 组) 。

本年度，全省文物工作深入贯彻
落实科学发展观，按照 “提升文物保
护水平，加快展示利用步伐，促进西
部强省建设”的发展思路，紧扣目标
任务，明确责任，创新发展，狠抓落
实，文物保护基础、博物馆建设、文
物安全管护、对外交流等工作得到了
全面加强，为陕西经济社会发展起到
了积极的促进作用，成为发展旅游业
和建设西部强省的重要支撑。

围绕大遗址保护这一重要任务，
一批重点工程取得显著成效。其中秦
始皇陵和大明宫遗址公园建成开放是
陕西创立大遗址保护与利用 “四个结
合”的典型范例，受到了国内外的广
泛关注。前者共征地 3386 亩、拆除
建筑 48 万平方米、搬迁居民 1007 户
和企事业单位 26 家，投资 5. 83 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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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 后者将遗址 3. 2 平方公里范围内
的所有群众和企事业单位全部迁出遗
址区以外重新安置，遗址区用于文物
保护展示，带动了该地区 19. 16 平方
公里的旧城改造，改善了遗址区群众
住房条件，让祖祖辈辈守着遗址的群
众享受到文物保护与改善民生并重带
来的成果。

按照国家文物局的有关通知精
神，省文物局及时对全省申报国家考
古遗址公园工作进行了安排部署。经
过大量艰苦细致的工作，陕西省的汉
阳陵、秦始皇陵、大明宫 3 处古遗址
入选首批国家考古遗址公园名录，入
选数为全国省区最多，占总数的四分
之一。此外，汉长安城遗址、秦咸阳
城遗址入选第一批国家考古遗址公园
立项名录。

本年度，丝绸之路 “申遗”工
作有了新的进展。组织参加了国家文
物局召开的 “世界文化遗产监测工作
会议”，编制了陕西世界文化遗产第
二轮监测报告，向中国古迹遗址保护
协会报送了陕西 “申遗”文本补充
资料，组织大明宫、汉长安城、含光
门遗址和法门寺地宫、张骞墓等 “申
遗”文物点所在单位开展文物保护展
示工作。完成了茂陵本体围栏式保护
和彬县大佛寺木楼加固支撑工程，开
展了乾陵无字碑及述圣记碑和其他石
刻文物的保护，完成了 《含光门遗址
病害抢救性治理方案》的报审工作，
实施了张骞墓石刻文物保护修复和法
门寺地宫排水等保护工程; 组织 “申

遗”文物点开展 “申遗”环境整治
和档案建立等工作。截至 2010 年底，
全省各 “申遗”点环境整治工程进
展顺利，档案建设已进入实质性工作
阶段。

本年度，编制完成了 《关中———
天水经济区文物保护总体规划》 ( 大
纲) 和 《关中———天水经济区彰显
华夏文明历史文化基地建设规划 ( 陕
西省区域) 》以及文化遗产保护利用
项目库; 与杨凌示范区管委会签署了
《合作共建杨凌彰显华夏农业文明基
地协议》，共同推进隋泰陵遗址公园、
古邰国遗址公园、中国农业历史博物
馆等重点项目建设。省政府与国家文
物局在北京签署了 《合作共建彰显华
夏文明历史文化基地框架协议书》，
对陕西建设彰显华夏文明历史文化基
地各项工作的开展具有重要的推动作
用和现实意义。国家文物局局长单霁
翔、代省长赵正永分别代表国家文物
局和陕西省政府在协议书上签字。

在往年工作的基础上，全省第三
次文物普查电子数据和文物普查实地
调查阶段通过国家验收，圆满完成了
107 个县 ( 区) 的文物普查标本入库
工作，录入文物标本信息 46000 条;
共登记不可移动文物 49058 处，其中
新发现 34187 处、复查 14871 处，许
多新发现的文物点在时代、内涵上具
有重要学术意义，填补了本地区文物
时代或类别的空白。组织专家审核、
校验了延安、安康、商洛等 6 市第三
次全国文物普查数据，出版了陕西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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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次全国文物普查田野调查阶段的
大型纪实丛书——— 《踏遍青山》。文
物普查获得了国家局文物普查实地调
查阶段突出贡献奖。

本年度，考古勘探和发掘收获颇
丰。在主动性考古调查和发掘工作
中，申报发掘项目 75 项，获得批准
项目 47 项。组织开展了汉茂陵从葬
坑的考古勘探与试掘、唐景陵的考古
调查勘探与发掘、杨官寨遗址考古发
掘、周公庙遗址考古发掘等项目。在
配合基本建设考古发掘方面，2010
年，配合大型基本建设完成考古调查
项目共计 6 项，线路总长度约 400 公
里、总面积约 120 平方公里。组织开
展西安至商州天然气管道、西安至安
康铁路第二线等项目考古勘探工作，
西安咸阳国际机场二期扩建工程、西
安至平凉铁路、省级高速公路榆商线
洛南至岔口铺公路等项目考古发掘工
作。全年完成配合基本建设勘探项目
共计 353 项，勘探总面积 2300 万平
方米，公路、铁路里程 830. 3 公里。
完成配合基本建设考古发掘项目共计
75 项，发掘古墓葬 2100 余座、灰
坑、窑址、建筑基址等其他古代文化
遗存 12 处。

本年，富县秦直道遗址和西汉帝
陵考古调查两项入选 2009 年度 “全
国十大考古新发现”。秦兵马俑考古
项目荣获 2010 年西班牙阿斯图里亚
斯王子奖，这是中国首次获得这项在
欧美具有较高知名度、有 “小诺贝尔
奖”之称的奖项。为此，省政府对承

担秦兵马俑考古项目的秦始皇帝陵博
物院及作出贡献的文物工作者给予了
通报表彰。同时，为了推动基本建设
中的文物保护工作，省文物局举办了
“十一五期间配合大型基本建设考古
成就展”，省政府对省交通建设集团
公司等 20 个先进单位和靳宏利等 27
名先进个人予以通报表彰。

文物科技工作方面，本年度，省
文物局组织召开了 “砖石质文物保护
重点科研基地工作座谈会”和 “陶
质彩绘文物保护重点科研基地学术委
员会会议”，讨论科研基地管理运行
工作及下一阶段的工作方向和任务;
完成了 《唐李倕墓出土冠饰修复与复
原》等 4 部保护研究报告编写工作;
开展了国家文物局大型遗址保护管理
机构调查及研究课题的研究并撰写了
研究报告; 申报了第四批国家文物局
重点科研基地工作，省考古研究院
“考古发掘现场文物保护国家文物局
重点科研基地”获得批准，使陕西所
属国家文物局、科技部文物保护科研
基地增至为 4 家，数量位居全国第
一; 上报了 “含光门遗址病害抢救性
治理方案”并得到国家文物局批准，
正在组织实施; 主持或参与完成了对
湖南岳麓书院藏新化维山古墓壁画的
保护修复工作、“古建彩画保护技术
及传统工艺科学化研究”、 “敦煌研
究院古代壁画脱盐关键技术研究项
目”，其中 “古建彩画保护技术及传
统工艺科学化研究”、 “敦煌研究院
古代壁画脱盐关键技术研究项目”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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获得国家文物局科技创新奖二等奖。
博物馆工作方面，省内新设立或

新开放的各类博物馆 14 座，全省博
物馆、纪念馆总数达到 178 座，数量
位居全国前列。西安碑林博物馆新石
刻艺术展厅、新的宝鸡青铜器博物院
正式对观众开放。全年举办新展览
54 个、接待观众 1250 万人次。举办
了 “何家村窖藏出土文物展”、 “大
西北遗珍展”、 “关中—天水先秦文
化巡礼展”、 “长安佛韵展”等专题
展览，产生了广泛的社会影响。在辽
宁大连举办的 “陕西历史博物馆藏唐
代文物精品展”、在深圳举办的 “陕
西出土周秦汉唐文物展”等都在当地
引起强烈反响，为宣传陕西、扩大文
化交流做出了应有贡献。

本年，依法推动民办博物馆建
设，指导审批设立了秦砖汉瓦博物
馆、陕西万达博物院、西安美都艺术
博物馆、西安于右任艺术博物馆等 8
家民营博物馆。大唐西市博物馆经过
多年筹建，于本年正式对外开放。

本年度，公布了全省第二批 43
座免费开放博物馆、纪念馆名单，全
省免费开放博物馆增至 48 家。全省
9 个设区市有免费开放博物馆，其中
免费的一级博物馆 2 座、二级博物馆
6 座、三级博物馆 6 座。加大对免费
开放博物馆的管理力度，对 48 家已
免费开放的博物馆实施了绩效考核，
在全国博物馆纪念馆免费开放工作会
议上，陕西省文物局向大会汇报了博
物馆免费开放工作所取得的成绩和经

验，得到了与会者的好评。
本年度，博物馆服务工作进一步

提升。积极推进博物馆教育纳入国民
教育体系工作，为全省义务教育阶段
中小学生组织编写陕西文化遗产乡土
教材，截至年底已完成大纲和教材初
稿。参加了第 14 届东西部经贸洽谈
会，完成了 20 多个展位的布展工作，
省文物局被评为西洽会工作 “先进单
位”，获旅博会 “最佳组织奖”和
“最佳布展奖”。大力支持上海举办
世博会，先后组织陕西历史博物馆、
西安博物院、法门寺博物馆收藏的
16 件 ( 组) 一级文物参加了上海世
界博览会中国国家馆、城市足迹馆的
展出; 被誉为“青铜之冠”的秦始皇
帝陵博物院所藏秦陵一号铜车马首次
离馆在上海世博会展出，作为中国馆
镇馆之宝成为世博会的亮点。

本年度，全省文博系统共征集文
物 3200 多件 ( 组) ，比上年度增加
15%。完成了全省 200 件 ( 组) 馆
藏珍贵文物修复工作。编制了陕西
2010 年及 “十二五”文物科技保护
经费需求，向国家文物局申报陕西省
考古研究院收藏珍贵铁器、秦始皇帝
陵出土彩绘青铜水禽等保护修复项目
经费共计 2. 3 亿元。组织开展了对秦
始皇兵马俑博物馆等 8 家收藏单位进
行可移动文物资质年检工作以及对汉
阳陵博物馆 “文物保存环境监测”
项目、咸阳文保中心陶器修复等文物
科技保护方案评审验收工作。

在文物信息化工作方面，按照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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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省政府信息化工作要求，积极推进
省文物局电子政务网络建设，提升了
信息化工作水平; 组织召开了全省数
据库工作会议，通报了全省数据库工
作进展情况，讨论通过了 《数据库管
理暂行办法》; 先后对铜川、咸阳、
汉中、安康、渭南市文物数据库工作
人员进行系统培训; 高标准完成了
130 个文博单位馆藏一般文物的数据
采集、报送工作和 25 万件馆藏一般
文物数据录入工作，规范了一级文物
类别划分、文物名称、出土地点和收
藏单位的数据; 完成了全省近 200 个
节点的链接，每一个链接单位都能登
录数据库查询、阅览相关文物数据信
息，这是全省文物数字化管理一次质
的飞跃。完成了陕西省文物信息网的
域名申请，启动了全省数字博物馆建
设工作。

在文物法规建设和执法工作方
面，建立了全省文物系统文物保护政
策法规工作联席会议制度，使文物法
规建设工作形成了上下联动、齐抓共
管的良好局面; 组织人员深入咸阳、
延安、安康等市对全省文物保护法规
执行情况进行了调研，配合省人大对
《延安革命遗址保护条例》执行情况
进行评估形成评估报告; 按照省人
大、省法制办要求完成全省现行文物
地方性法规、规范性文件、省本级行
政许可项目的清理工作，制定了 《陕
西省文物局起草地方性法规政府规章
规范性文件工作规程》。同时，通过
严格依法行政，加强了文物拍卖、复

制、鉴定和出入境管理工作，使得社
会文物管理进一步规范。

在文物安全工作方面，省文物局
除了继续坚持与省直文博单位和各市
( 区) 文物管理部门签订年度文物安
全和消防安全责任书外，本年度的一
项重要机制创新是建立了以副省长景
俊海为召集人，省文物局、省公安
厅、省国土资源厅等 10 个厅局领导
为成员的全省文物安全工作联席会
议。省文物局与省公安厅联合下发了
《关于建立文物公安联合执法长效机
制的通知》，建立了联合联席会议制
度，信息互通、专项打击、案件督
办、表彰奖励等工作制度，不断加大
打击文物犯罪的力度。全年协同公安
机关积极开展打击文物犯罪专项行
动，共破获文物案件 140 余起，追回
文物 1043 件。特别是将流失海外长
达 6 年之久的珍贵文物———唐贞顺皇
后敬陵石椁成功从美国追索回归，在
社会上产生了积极影响。2010 年，
省文物局被国家文物局、公安部表彰
为全国重点地区打击文物犯罪专项行
动 “组织协调先进单位”。

文物督察工作方面，本年度，督
察汉长安城遗址违章建筑、富平县唐
帝陵保护范围内开山炸石等各类违法
事件 132 次; 指导唐帝陵所在市、县
文物行政部门制定了唐帝陵定期巡查
制度和唐陵开山采石治理巡查办法，
并要求唐陵所在县政府全面启动唐陵
保护规划的编制工作; 调整充实和加
强了文物执法队伍建设，在全国重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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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物保护单位和省级文物保护单位密
集区新增了 510 名文保员。

在文物对外交流工作方面，本年
度，组织出国 ( 境) 团组 71 批 229
人次，邀请国外专家 12 批 42 人次;
完成接待法国总统萨科奇、国际博协
欧洲委员会主席等外宾和港澳台客人
80 批 1451 人次。全年在 8 个国家和
地区举办文物外展 12 个、引进展览
2 个，收到了良好效果。在瑞典东方
博物馆举办的 “中国的兵马俑展
览”，瑞典国王卡尔·古斯塔夫十六
世及王后西尔维亚，瑞典文化大臣莱
娜·阿德尔松·利列罗特，中国驻瑞
典大使陈明明参加了开幕式。该展览
是由习近平副主席和瑞典国王卡尔·
古斯塔夫十六世亲自确定的交流项
目，不仅在该国引起轰动，还在海外
形成了陕西文物展览的热潮。

在赴台参加 “2010 台湾陕西周”
活动中，陕西省文物局与台北故宫博
物院达成合作共识，代省长赵正永率
领的陕西省政府代表团出席了双方合
作共识对外宣布仪式和台湾中台禅寺
举办的 《石墨真宝———西安碑林博物
馆碑拓特展》开幕活动，两项活动成
为 “2010 台湾陕西周”的高潮和亮
点，得到了省政府领导的高度评价。

在文物宣传工作方面，成立了省
文物局文化遗产宣传基地，创建了利
用手机群发宣传短信的机制。指导并
组织全省文物系统在 “5·18 国际博
物馆日”、 “文化遗产日”、 “12·4
法制宣传日”期间围绕主题开展了丰

富多彩的宣传活动，全年全省文物系
统开展法律 “六进”活动 300 次。

本年度，组织完成了 《陕西文物
年鉴·2009》编撰出版工作; 编发
《陕西文物信息》12 期; 各种媒体宣
传陕西文物工作达 4600 余条 ( 篇) ;
及时向省委、省政府和省委宣传部报
送各类信息 69 条、刊发 38 条，信息
的报送量、刊发总数均列省直宣传文
化系统前列，获得省委宣传部 “舆情
信息先进单位”; 8 件外宣品在全省
优秀外宣出版物评选活动中获奖，占
省级单位获奖数的三分之二; 《秦始
皇帝陵》一书获得被誉为全球印刷
“奥斯卡”的第 61 届美国印刷大奖
———班尼金奖; 与媒体合作，先后组
织进行了 “陕西第二批 43 家博物馆
纪念馆免费开放”、 “秦始皇陵园考
古新发现”、“陕西 10 个考古项目候
选年度十大新发现”等 10 次集中的
宣传报道，多数报道在国内外引起较
大反响，引起全国 “两会”代表、
委员和中央媒体或大型网站关注。此
外，陕西民间人士王勇超、赵生祥和
中德文物保护合作陕西项目德方负责
人苏珊娜女士成功入选第三届 “薪火
相传———中国文化遗产保护年度杰出
人物”，对全社会参与文物保护起到
了积极的宣传作用。

在相关文化产业工作方面，本年
度，省文物局积极探索总结出加快文
博系统文化产业发展的新模式，提出
了 “规范文物复仿生产、开拓文物创
意产品、丰富群众文化生活、推动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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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产业发展”的工作思路。成立了陕
西博物馆协会文化产业专业委员会，
组织了首届陕西文博系统优秀文化产
品评比大赛，推出了一批文化产业重
点项目。组织协调全省文博系统四十
多家单位参加了第 14 届东西部合作
贸易洽谈会和陕西省第三届旅游商品
博览会，全省文物系统的新项目、参
观景点、重点项目和博物馆免费开放
等在展会上备受关注。

在机关建设工作方面，本年度进
一步完善了机关各项管理制度，制定
了省文物局政务督察暂行办法，加大
对重点工作的督办督察力度，省文物
局被省政府办公厅评为政务督察先进
单位; 严格落实 《首问负责制》、

《限时办结制》等制度，提高机关行
政效能; 加强后勤管理工作，使后勤
服务管理更加规范化，切实提高服务
质量; 深化机关节能活动，积极推进
物业管理社会化工作。本年还加大了
专项经费监管力度，建立健全各类财
务管理制度，汇集印刷了陕西文物系
统财务工作手册; 为进一步加强财务
队伍建设，举办了项目管理和财务人
员培训班，全面提高财务管理水平;
狠抓增收节支，调整和优化支出结
构，加强支出管理，提高经费使用效
益，增强财政资金、专项资金、事业
资金使用的规范性、安全性和有效
性; 加大政府采购力度，加强省局系
统资产管理，取得明显成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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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篇 考古工作

【概述】2010 年，陕西省考古工作以
秦咸阳城遗址、秦直道遗址、汉唐帝
王陵的考古调查、勘探和杨官寨、周
公庙、秦雍城、秦俑一号坑等遗址的
主动性考古发掘为主，为省大遗址保
护、文物科研及规划工作提供充分的
考古依据。为配合考古遗址公园建
设，完成秦始皇陵 54. 6 万平方米考
古勘探，丰富了对遗址区文化内涵的
认识，同时也为遗址保护展示及环境
整治工作提供了可靠的证据和基础，
保障了秦始皇陵博物院按期开放和申
报 “国家考古遗址公园”成功; 对
秦咸阳城遗址南部区域进行了详细的
考古勘探，为遗址博物馆合理选址做
好了前期考古工作和选址依据; 开展
了汉长安城未央宫遗址区域考古勘探
工作，完成了未央宫前殿遗址周边区
域的勘探工作，实施了未央宫前殿遗
址南侧环境整治工作; 秦直道遗址，
蓝田吕氏家族墓葬群、凤栖原西汉家
族墓地考古发掘工作产生了巨大的影
响，出土了大量精美的文物。同时配
合社会经济和城市建设的高速发展，
积极做好基本建设中的考古勘探和发
掘工作，组织实施了省域内延安至延

川高速公路、延长石油管道运输、西
安至宝鸡客运专线、西铜高速公路改
扩建项目、榆商高速公路等多项大型
基本建设项目的考古调查、勘探和发
掘工作。既为陕西省基本建设项目提
供了重要的决策依据，有力支持了省
经济建设，同时抢救保护了大批珍贵
文物，也取得了考古学术研究方面的
重要收获。

【考古发掘项目申报及资质管理工
作】本年度，由省局审核并向国家文
物局申报项目 75 项，其中 47 项获国
家文物局批准; 考古发掘个人领队资
格 1 人通过审核，获得国家文物局颁
发的考古发掘个人领队资格。

1—6 月，组织开展了考古勘探
资格审核工作，为省内 15 家考古单
位颁发了陕西省配合基本建设考古勘
探资格证书，下发了考古勘探领队资
格 97 人，探工资格 562 人，逐步实
行持证上岗制度。

【考古现场文保重点科研基地建设】
本年度，省考古研究院申报的 “考古
发掘现场文物保护国家文物局重点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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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基地”获得国家文物局批准，该基
地将以考古文物出土特殊时间段为对
象，围绕保护体系建立、相关基础研
究、建立规范程序、引用关联技术等
重点方向开展科研和文物保护工作。

欍欍欍欍欍欍欍欍欍欍欍欍欍欍欍欍

欍欍欍欍欍欍欍欍欍欍欍欍欍欍欍欍

氥

氥氥

氥

主动性考古调查和发掘工作

2010 年，在主动性考古调查和
发掘工作方面，组织完成了周公庙遗
址 400 平方米的考古发掘工作; 清理
商周时期灰坑 52 座，房址 1 座，出
土一批西周刻辞卜骨和卜甲，有助于
深化周公庙遗址聚落布局的研究; 完
成了对雍城遗址的城内道路与排水系
统进行了考古调查; 完成了秦咸阳城
遗址南侧部分区域 126 万平方米的考
古勘探，勘探工作，发现秦汉时期的
墙基 1 处、灰坑 1 座、道路 4 条、陶
窑 3 座，对研究秦咸阳城遗址的分布
范围和保护规划的编制提供了资料;
组织对汉惠帝安陵、汉哀帝义陵、汉
高祖长陵和武帝钩弋夫人云陵开展了
大规模的考古调查、勘探和测绘工
作，对汉武帝茂陵的 2 座外藏坑进行
了考古发掘，取得了重要的收获，为
西汉帝陵的保护与研究提供了可靠的
资料; 对唐宪宗景陵开展了考古调查
和试掘。调查面积 20 平方公里，全
面掌握了景陵陵园的完整结构。发掘
了景陵下宫和西鹊台遗址，基本搞清
了这两处遗址的结构。继续组织做好
杨官寨遗址、凤栖原汉代墓地的考古

发掘工作。

【秦雍城遗址勘探】本年度，围绕
“秦雍城道路与排水系统的调查与发
掘”及 “雍城秦公十二号陵园 37 号
墓葬墓上建筑考古发掘”项目作前期
准备工作，完成大墓周边约 12000 平
方米的详细考古勘探。

【秦直道遗址调查】本年完成秦直道
遗址延安市富县、甘泉县的考古调查
工作。总计调查秦直道路线约 150 公
里，发现秦汉建筑遗址 6 处，墓葬群
5 处，绘制道路柱状剖面图 14 张，
采集文物标本 100 余件。富县境内秦
直道主体线路穿越南村沟、葫芦河、
埝沟，皆行经山脊之上，地表植被为
低草或密林，长约 125 公里，最宽处
66 米，最窄处 12 米，部分路段被完
全冲毁。甘泉县秦直道全长 34 公里，
道路呈西南—东北走向，除在方家河
附近下山、上山外，基本行走于山脊
之上，堑山、堙谷、凿石开路迹象明
显。道路保存基本完整，局部略有中
断，另有 2 处路面被冲毁约三分之
二。

2010 年 7—10 月，为了解决秦
直道在兴隆关一带的走向问题，秦直
道考古队还对黄陵兴隆关和甘泉方家
河的秦直道及其附属设施进行了小规
模发掘，取得了突破性成果。共发掘
探沟 11 条，解剖烽燧 2 个，发掘面
积约 250 平方米。主要收获是发现了
秦直道的四叠层路面。通过发掘获

—9—

第二篇 考古工作



知，秦直道在兴隆关以南仅一条线
路，一直从秦沿用至唐宋或更晚; 在
兴隆关以北则向东行穿越子午岭，继
而北行，且一直沿用至西汉晚期; 东
汉开始，东线废弃，改从兴隆关直向
北行，且一直沿用至唐宋; 而所谓的
西线则与秦直道无关。

此次考古调查和发掘，还在黄陵
兴隆关以东发现了秦直道上最宽的堑
山路面，宽度达 66 米。对两座方形
和圆形烽燧的解剖，搞清了秦直道沿
线烽燧的形制和使用方式。对甘泉方
家河直道的发掘，解决了秦直道下
山、过洛河的线路问题，即: 不是在
圣马桥直接过河或向下游延伸过河，
而是围绕圣马桥墩台下坡并转弯 180
度后从上游过河，而圣马桥墩台或可
认为是中国古代道路交通转盘的首次
发现。

【秦始皇帝陵考古】秦俑一号坑发掘
工作在上年考古工作基础上，继续对
9 号、10 号过洞进行考古发掘。出土
小件器物包括车马器、兵器、生产工
具等类型，共计 310 余件 ( 组) ; 揭
露陶马 3 组 12 匹，陶俑编号 120 余
件; 清理战车 2 乘、战鼓 2 处、兵器
柲 10 处、弓弩箭箙 12 处、漆盾 1
处、另有建筑材料朽迹如木、席、夯
窝等痕迹多处。上半年，在 9 号过洞
新出土了一件将军俑，铠甲与其他俑
不同，做工非常精细，甲片较小，铠
甲边缘处有几何彩绘图案。这是一号
坑出土的第 9 件将军俑。此次新发现

的将军俑位于 9 号过洞中部，埋在两
辆战车之间，体积较大，腰部以下保
存完整。

2010 年 5—9 月，在考古发掘
中，又相继发现秦盾、弩韬、漆鼓等
重要文物。本次发掘出土的盾，属于
9 号过洞的第二辆车的右侧，尺寸大
小恰好是以前秦陵一号铜车马上铜盾
的一倍，但因使用者级别的关系，纹
饰差别很大。原一号铜车马上铜盾出
土于秦陵一号铜车马车舆右栏板内侧
前部，为实用盾的一半大小，铜盾边
栏内绘有天蓝色的流云纹饰，云头波
折卷曲相互勾连，流云外的空白区域
填满白色的谷壁纹，在边栏围绕的中
央界域内绘有四条变相夔龙纹，两两
左右相对回顾成为一组。而此次在一
号坑清理的漆盾目前看到的边栏绘制
多层几何纹，线条隐约，有红有绿有
白。背面朝上，因此可也看到握手部
分，只髹漆未彩绘，虽然因为等级的
区别，此次出土的秦盾比不上秦陵一
号铜车马上铜盾的精致，但这是三座
俑坑中出土的第一件皮质漆盾，正确
的称呼是 “孑盾”，其功用应是与
剑、矛等武器配合使用的。除了首次
出土的皮质漆盾外，考古人员还在发
掘中发现了较为完整的装弓弩的袋子
———韬。以前发现过多件韬，原发掘
报告中都有介绍，但一般都是和弓弩
混在一起，迹象有点杂乱，可观性稍
差一些。本次发掘的这件韬总长 150
厘米，完全脱落在陶俑脚下，尤其是
织物炭化组织结构清楚，甚至边缘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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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还有白色的缝合线迹。彩绘漆鼓遗
迹在俑坑中虽多有发现，但鼓面却一
直未获得重要实物资料，本次发掘广
泛开展小面积解剖的 “精工细作”，
意外地找到了两处彩绘鼓面遗留。因
受淤土叠压，上层鼓面下陷低于鼓
壁，又与下层粘结在一起。

秦始皇帝陵园考古勘探主要围绕
“秦始皇陵遗址公园”建设项目展
开，本年度，主要勘探区域位于内城
垣南墙以南、横二路以北及内城垣以
内西北部区域，同时，在工程建设区
域进行勘探，为遗址公园建设提供科
学依据。

本年度，共完成 47. 6 万平方米
的考古勘探，其中秦陵园内完成约
32. 3 万平方米，内城垣南墙以南区
域完成约 15 万平方米，共发现古墓
葬 6 座，丰富了秦始皇帝陵园地下文
化遗存的内涵。内城垣以内西北部区
域为秦始皇帝陵园陵寝建筑遗址区，
通过本年度考古勘探，搞清了这一区
域地下建筑遗址的分布范围、内涵及
具体形制结构，为遗址公园建设及后
续展示利用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西汉帝陵考古调查】本年，西汉帝
陵考古主要对汉惠帝安陵、汉哀帝义
陵、汉高祖长陵、武帝钩弋夫人云陵
展开了大规模的考古调查、勘探和测
绘工作，其中，安陵、义陵的各项工
作已经结束。对汉武帝茂陵的 2 座外
藏坑进行了考古发掘。

安陵调查区域 10 余平方公里，

普探面积逾 250 万平方米，详探约
150 万平方米。确定了安陵陵园和陵
邑的形制与范围，发现外藏坑 168
座，建筑遗址 2 处，探明陪葬墓 50
余座。安陵陵区由陵园、陵邑、陪葬
墓区三部分组成。安陵陵园位于整个
陵区西南，陵邑在陵园北侧，陪葬墓
居于陵园东侧。

义陵调查范围约 6 平方公里，普
探面积 300 余万平方米，详探 120 万
平方米。确定了义陵陵园以及帝、后
陵寝的范围和布局，发现建筑遗址 9
处，外藏坑 17 座，古墓葬 300 余座，
确定为汉墓者 20 座。

茂陵外藏坑的发掘工作始于
2009 年 9 月，截至本年底，MDNK26
的工作已经结束，MDNK15 的工作尚
在进行。MDNK15 由斜坡通道与坑体
两部分组成。该坑清理长度 10 米，
出土马骨 18 具。MDNK26 由斜坡通
道、坑体及洞室三部分组成。斜坡通
道位于坑体南端中部，坑体平面为长
方形，四壁向下内收，坑体东西两壁
下部各开挖 10 个洞室。每个洞室内
放置两匹马骨，大多数洞室内放置 1
件陶俑，个别放置 2 件。经鉴定，
K26 出土的马骨均为成年公马的骨
骼。

上述考古工作，全面了解、掌握
了西汉早期安陵，晚期义陵的范围、
布局及结构，为西汉帝陵制度的深入
研究奠定了基础; 为西汉帝陵的保护
提供了可靠的资料; 本次考古工作利
用现代测量、计算机等科技手段，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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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了汉惠帝安陵、汉哀帝义陵的 GIS
地理信息系统，为这些田野考古成果
后期的资料整理、推广使用奠定了基
础; 茂陵外藏坑的发掘为了解西汉中
期帝陵外藏坑的结构、内涵提供了重
要资料。

【唐代帝陵考古调查】本年，主要进
行了唐景陵考古调查。唐景陵为唐宪
宗李纯的陵墓，位于蒲城县城西北 7
公里的金帜山，依山建陵，坐北朝
南，围绕陵山四周修建有夯土城垣，
城垣四角有角阙，四面各有门址，门
前有石狮和三出门阙; 南门神道两侧
列置翁仲、仗马、鸵鸟、翼马、华表
等石刻; 北门神道两侧列置仗马三
队; 陵山西南约 3 公里有下宫遗址，
南神道正南 2 公里有鹊台遗址; 这些
遗址以陵山为中心构成了景陵陵园的
完整结构。景陵的田野考古工作以考
古发掘为主，同时对景陵陵园区域内
的广阔面积进行了详细的踏勘调查。
共完成考古调查面积 20 平方公里，
在陵区内角阙、门址附近采集各类建
筑材料标本 20 余件。完成考古发掘
面积 700 平方米，出土文物 200 余
件。种类包括筒瓦、板瓦、瓦当、条
砖、方砖、鸱尾等各类建筑材料，及
铜钱、瓷碗、瓷盏、陶盏、陶罐等生
活用品。本次发掘发现唐、宋两期建
筑遗址。唐代建筑为下宫大殿遗址，
平面为长方形，东西宽 34 米，南北
进深 24 米; 宋代建筑为宋代在唐代
建筑基址上新建的 “唐宪宗庙”建

筑遗址，建筑平面大致呈 “凸”字
形，由于晚期修建梯田埂，建筑东侧
已遭毁坏，东西残宽 27 米，南北进
深 16. 7 米。通过这次发掘，首次了
解了唐陵下宫遗址内大殿建筑的布局
和构造工艺，并且验证了宋代在下宫
立碑、翻修、重建等史实。也为下阶
段对其他唐陵下宫遗址的考古勘探提
供了重要参考。

【统万城遗址考古】2010 年，统万城
考古工作的目标是寻找道路交汇点。
9—10 月，统万城考古队按照年初计
划共布 10 × 10 探方 7 个，发掘面积
约 700 平方米。发现蒙元时期建筑基
址一组，主要遗迹有残墙、土炕等，
破坏严重，布局不清。另有一座用竖
立的板瓦砌成的圆形地面，估计其上
应为圆形帐篷。发现的建筑材料均为
统万城宫殿等建筑坍塌后的残砖遗
物，表明宋代统万城遭焚毁后，这一
带仍有少量居民 ( 牧民) 生活。

本年，还对与统万城密切相关的
巴拉素白城台遗址进行了考古调查和
局部勘探。白城台遗址位于统万城东
北约 46 公里，城垣颜色与统万城相
似，据考证为赫连勃勃之父刘卫辰所
建。大夏国建立后，白城台与统万城
形成犄角之势，拱卫大夏京畿区安
全。上世纪 80 年代，考古工作者在
此曾做过初步调查。本次调查后发
现，城垣走向及轮廓大致清楚，除西
门外，其他三座城门已被沙漠覆盖。
经钻探得知，白城台城垣为方形，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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