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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在茫茫的宇宙中，人类居住的地球仅仅是一粒微不足道的

尘埃。如今，宇宙飞船承载着人类的几千年文明已经飞向了宇

宙，但是这并不代表人类对赖以生存的地球已经全面了解。恰

恰相反，在地球上，在很多领域里还有很多的未解之谜等待着人

类去发现。

种种迹象表明，这个世界上存在着诸多的现象和事物，它们

躲在某一角落向我们露出狡黠的笑容。而以人类现有的智慧对

它们只能报以尴尬的无奈。因为它们的存在与我们对世界的习

惯理解实在是大相径庭。

当然，承认这些未知的存在，接纳这些不可理解的事实，并

不是对人类有限心智的嘲讽。毕竟，人类几千年的智慧，在数十

亿年的宇宙长河中实在是太不值一提了。若是一个新生智慧生

物刚一出现，便很快扫清了所有的认知死角，那才是与大自然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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客观规律相背离的怪事。

人类的文明史不止一次告诉我们，对未知现象的孜孜探索，

对神秘事物的苦苦追寻，这是人类作为一种智慧生物的天性所

致。而这种天性也正是人类繁衍生息、文明进化的不竭原动力。

爱因斯坦曾经说过：“我们所能感受到的最美妙的事物就是

奥秘。”面对所有出现过的未知事物和现象，人们都曾做出过努

力探索，甚至很多人“执著”地认为自己的发现就是对谜团最标

准的解答。而这种所谓的“执著”实际上是一种固执，是一种混

淆视听的偏执，是一种不负责任的表现。

鉴于此，本套《发现之旅》丛书，本着对广大读者负责的态

度，宁缺毋滥。在强调保持内容趣味活泼的前提下，用科学严谨

的态度进行编写。

另外，本套丛书在内容上只是对所写事物和现象进行客观

的描述，没有任何主观见解，仁者见仁智者见智，相信读者大众

会有自己独特的理解和判断。

本套丛书共１４本，内容丰富，知识面广，适合图书馆馆藏以

及个人收藏。因编者水平有限，书中难免有不足之处，敬请

斧正。

编　者

试读结束：需要全本请在线购买： www.ertongboo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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秦始皇陵

秦始皇陵是世界上规模最大、结构最奇

特、内涵最丰富的帝王陵墓之一。秦始皇陵

兵马俑是可以同埃及金字塔和古希腊雕塑相

媲美的世界人类文化的宝贵财富，而它的发

现本身就是２０世纪中国最壮观的考古成就。

法国总统希拉克对它的“世界第八奇迹”的赞

誉，使秦始皇陵为更多的世人所知。世界文

化遗产的桂冠，为秦始皇陵更增光彩。陵墓

中埋藏的珍宝价值更无疑是世界考古史上最

大的未知数。



２　　　　

“秦皇扫六合，虎视何雄哉，刑徒７０万，起土骊山隈。”这脍

炙人口的诗句出自大诗人李白笔下，它讴歌了秦始皇的辉煌业

绩，描述了营造骊山墓工程的浩大气势。

秦始皇（前２５９—前２１０），中国统一的秦王朝的开国皇帝，

嬴姓，名政，秦庄襄王之子，中国历史上杰出的政治家、军事家、

统帅。１３岁即王位，３９岁称帝。

战国末年，秦国实力最强，已具备统一东方六国的条件。秦

王政初即位时，国政为相国吕不韦所把持。公元前２３８年，他亲

理国事，免除吕不韦的相职，并任用尉缭、李斯等人。自公元前

２３０年至前２２１年，先后灭韩、魏、楚、燕、赵、齐六国，终于建立

秦始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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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中国历史上第一个统一的、多民族的、专制主义中央集权制国

家———秦朝。

据《史记》记载：“秦始皇十三岁（公元前２４６年）即秦王位，

即位后不久，就在郦山开始营建陵墓。统一天下后，又从全国征

发来七十多万人参加修筑。直至秦始皇５０岁死葬时（公元前

２１０年）还未竣工，秦二世时又接着进行了２年，前后费时近４０

年，真可谓工程浩大。”

秦始皇陵位于临潼县城以东约５千米的骊山北麓（ｌù）。秦

始皇陵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规模庞大，设计完善的帝王陵寝。

在我国陵寢修建史上名列榜首，它甚至比埃及胡夫金字塔修建

的时间还要长８年。

秦始皇陵原名“丽山”或“郦山”。据三国时人说：“坟高五十

余丈，周回五里余”。经折算，高合一百二十多米，底边周长两千

一百六十七米有余。上面种草植树，确实很像是一座山。北魏

时伟大的地理学家郦道元（公元４６６或４７２？－５２７年）说，因为

始皇陵所在地区的地质多砂石，缺乏纯净的黄土，就从陵冢东北

五里的吴家寨子附近的低洼地带把土运来。

古代为了对死去的帝王举行祭祀，往往在墓旁建造寝庙。

在庙内放置死者的衣冠、牌位，又围绕陵墓建筑城垣，以备守护，

这就是所谓的“园寝”。这种设园建寝的制度也是从秦开始的。

秦始皇陵的特别之处是它筑有内外两重夯土城垣，象征着都城



４　　　　

的皇城和宫城。陵冢位于内城南部，呈覆斗形，现高５１米，底边

周长１７００余米。据史料记载，秦陵中还建有各式宫殿，陈列着

许多奇异珍宝。秦陵四周分布着大量形制不同、内涵各异的陪

葬坑和墓葬，现已探明的有４００多个。

秦始皇陵园面积约２．１３平方公里，整个陵园布局一目了

然，可分为四个层次，即地下宫城（地宫）为核心部位，其他依次

为内城、外城和外城以外，主次分明。早在４０多年前，考古工作

者就对秦始皇陵园进行了第一次全面考古勘探，弄清了内外城

的构造等，获得了一些基本数据。自２０世纪７０年代秦兵马俑

发现以来，几代考古工作者在秦始皇陵园内外陆续勘探发掘了

数百万平方米的建筑基址，６００余处各种陪葬坑、陪葬墓及修陵

人墓，发掘出５万多件各类文物。但这个规模空前的陵园仍留

下许多谜团。

“４０多年来的最大成就之一，就是现在秦始皇陵园的布局

基本清楚了。秦始皇陵园，又名骊山园，南高北低，南北落差达

８５米，是一座南北大于东西的长方形陵园，陵园的城垣由内外

两重构成，两座城垣都是呈南北向的长方形，相互套合，呈南北

长东西窄的‘回’字型，其城墙总长约１２公里，与西安的明代城

墙长度相近。”秦兵马俑博物馆名誉馆长、秦陵考古专家袁仲一

说。他说，陵园核心的核心是地宫。秦陵地宫位于内城南半部

的封土之下，相当于秦始皇生前的“宫城”。始皇陵是一座充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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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神奇色彩的地下“王国”。那幽深的地宫更是谜团重重，地宫

形制及内部结构至今尚不完全清楚，千百年来引发了多少文人

墨客的猜测与遐想。地宫是什么样的结构？地宫内藏匿了多少

奇器珍宝？地宫内有没有防盗机关？地宫挖了多深？始皇帝是

铜棺石棺还是木棺木椁？始皇帝的尸骨是否完好无损？……这

一系列的悬念无不困扰着专家学者。目前只能根据现有考古材

料结合有关历史文献作初步的探讨和推测。对此，《史记》记载

其“穿三泉，下铜而致椁，宫观、百官、奇器珍怪徙藏满之。令匠

作机弩矢，有所穿近者辄射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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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

情虽然不清，但地宫之上确实存在一超出正常值数倍的强汞异

常区。据最新考古勘探资料表明：秦陵地宫东西实际长２６０米，

南北实际长１６０米，总面积４１，６００平方米。秦陵地宫是秦汉时

期规模最大的地宫，其规模相当于５个国际足球场。通过考古

钻探进一步证实，幽深而宏大的地宫为竖穴式。

其次是内城。内城是秦陵园的重点建设区，内城垣内的地

面地下设施最多，尤其是内城的南半部较为密集。地下宫城、寝

殿及车马仪仗、仓储等众多的陪葬坑均在内城的南半部。内城

北半部的西区是便殿附属建筑区，东区是后宫人员的陪葬墓区。

这种布局清晰地说明：内城南部为重点区，北部为附属区。而南

北两部设施的内涵，均属于宫廷的范围。

试读结束：需要全本请在线购买： www.ertongboo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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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次是外城，即内外城垣之间的外廓城部分。根据考古资

料，其西区的地面和地下设施最为密集。由南向北依次分布着：

曲尺形大型马厩坑、３１座珍禽异兽坑、４８座后宫人员的陪葬墓、

三组四合院式的园寺吏舍建筑基址。东区的南部有一大型陪葬

坑，试掘方内出土了大批石铠甲及少数车马器，而“百戏坑则在

其南侧不远处。其南、北两区目前尚未发现遗迹、遗物。这种布

局说明外廓城的西区是重点区，其内涵为象征京城内的厩苑、囿

苑及园寺吏舍。其与内城相比，则显然居于附属地位。

最后是外城垣之外的地区。其东边除了众所周知的秦兵马

俑坑外，还有９８座小型马厩坑及众多陪葬墓。其西边则有三处

修陵人员的墓地、砖瓦窑址和打石场等。其北边发现有藏有禽

兽肢体及鳖的仓储坑、陵园督造人员的官署及郦邑建筑遗址。

其南边靠近骊山则有一宽约４０米的防洪堤。

秦陵考古勘探队队长段清波说：“经过两千余年的历史风

雨，除了封土和南部的内城垣仍有局部残留之外，秦始皇陵园的

建筑几近荡然无存。经对东边的内外城门及其附属遗址和其他

几处城门基址、城垣等进行勘探发掘，发现东西两边的内外城门

皆为院落式建筑，并伴有三出阙式建筑。而尤其重要的是，陵园

的内城垣是内外两面皆有回廊的回廊式城垣，其四角也各有角

楼。”由于秦始皇时代中国社会正处于大转型时期，秦始皇陵的

过渡性与复杂性常常出人意料。秦始皇陵不仅在中国陵寝史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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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设陵邑、建寝殿便殿，并首开大规模修建陪葬坑之风气。同

时，秦始皇陵也与秦国历代王陵的建制有所不同，而且秦始皇陵

园内一墓独尊，没有发现皇后陵。

被誉为“世界第八大奇迹”的秦兵马俑博物馆位于西安临潼

县秦始皇陵东１．５公里处，是秦始皇陵的从葬坑，１９８７年由联

合国教科文组织列入“世界人类文化遗产”目录。

秦始皇兵马俑

１９７３年３月，西扬村决定在村南１６０米的柿树林畔打井抗

旱，这里地处骊山冲击扇前缘，历经山洪泥石淤积。３月２４日

动工，挖到３米多深时，发现下面是红烧土、烧结硬块和炭屑灰

烬，大家以为碰上了老砖瓦窑，继续往下打。１９７３年３月２９

日，这是一个值得永远纪念的日子，在５米多深处的井壁西侧，

阴暗的光线下露出了“兵马俑”宁静的面容，村民们正诧异间，恰

好公社干部房树民来检查打井进度，他下到井底仔细观察，发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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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土的砖块与秦始皇陵附近发现的秦砖一模一样，他急忙告诉

大家停止打井，匆匆赶往县城文化馆报告，就这样，举世闻名的

兵马俑被发现了。

１９７４年的这一发现震惊中外，１９７５年国务院批准在一号坑

原址上建一座占地１６０００平方米的博物馆，并于１９７９年１０月

正式对外开放。二号和三号展坑也陆续于１９８９年和１９９４年正

式展出。１９９９年６月，又奇迹般地发现彩色兵马俑，其高超的

彩绘艺术和富有力感的造型再次向世人展现了西安古文化的博

大精深。凡来中国旅游的海外游客都有这样的体会：“到中国而

没来西安，等于没到中国；到西安而没到兵马俑，等于没到西

秦始皇兵马俑

安。”法国前总理希拉克曾经游览过世界上许多著名的胜地和景

点，当他踏着兵马俑坑的阶梯下到发掘工地时，不由地赞叹说：

“世界上有七大奇迹，现在秦俑坑的发现可以说是第八大奇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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秦始皇兵马俑

新加坡总理李光耀参观时非常高兴的伸出大拇指说：“这是世界

的奇迹，民族的骄傲。”

一号坑：主力阵容，１９７９年开放，规模最大。俑坑呈东西向

长方形，长２１０米，宽６２米，距原地表深４．５米，面积１４２６０平

方米。坑内有１０道宽２．５米的夯筑隔墙，形成南北面阔９间，

周围绕以回廊的格局。现发掘已出土陶佣１０００余尊，战车８

辆，陶马３２匹，各种青铜器近万件。根据出土兵俑的排列密度，

估计一号坑共埋葬兵马俑６０００余件。东端３列步兵俑面向东

方，每列６８尊，是军阵的前锋；后面接着战车和步兵相间的３８

路纵队构成军阵主体；俑坑南北两侧和西端各有１列分别面南、

面北和面西的横队，是军阵的翼卫和后卫。

二号坑：军阵之迷，１９７６年发现，位于一号坑北侧约２０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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兵马俑将军

处，是秦俑坑中的精华，二号坑的发现揭

开了古代军阵之迷。整个平面呈曲尺

形，东西最长处９６米，南北最宽处８４

米，深约５米，面积约６０００平方米。四

个单元组成：第一单元即东边突出部分

由持弓驽的跪式和立式驽兵俑组成；第

二单元即俑坑南半部由驷马战车组成车

兵方阵；第三单元即俑坑中部车徒结合，

由车、步、骑兵俑混合编制组成长方阵；

第四单元即俑坑北半部由众多骑兵组成

的长方阵。四个方阵有机组合，由战车、

骑兵、驽兵混合编组，进可以攻，退可以

守，严整有序，无懈可击。

三号坑：统帅三军，１９７６年发现，

１９８７年开放，规模最小，位于一号坑西

端北侧，与一号坑２５米，东距二号坑约

１２０米，三个坑呈“品”字状排列。它东

西宽１７．６米，南北长２１．４米，平面结构

“凹”字状，深５．２５米，面积５２４平方米，

仅相当于一号坑面积的３．６％，二号坑

面积的６．７％。



１１　　　

问题在线　　　　　
秦始皇陵墓高度是多少？

史学大师司马迁是第一位记载秦始皇陵高度

的学者。他在《史记》中说：“坟高五十余丈”。按当

时每尺２３厘米折算约为１１５米。２０世纪初两位外

国学者记录了秦始皇陵的高度，１９０６年日本足立

喜六先生考察后记载，“陵高７６公尺”。１９１７年法

国维克托·萨加伦先生考察后指出“它有１５０英尺

高，底座四边，每边有１０００英尺长”。２０世纪６０年

代初，陕西省文管会王玉清等先生测量的结果为

“高度为４３米”（陕西省文物管理委员会《秦始皇陵

调查简报》，《考古》１９６２年第８期）。１９８２年利用

精密水准仪再次测量了陵墓封土，测得结果：“坟高

５５．０５米，中间第二台阶高３８．４４米。”（秦陵《关于

秦始皇陵封土建筑问题》，《考古》１９８３年１０期）。

通过这些不同时期的数据可以看出至２０世纪末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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