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西汉帝陵田野考古工作的新进展
焦南峰

( 陕西省考古研究院， 陕西 西安市 710054)

拜读了咸阳市文物考古研究所编著的《西汉

帝陵钻探调查报告》一书，我认为这是一部较为

重要的田野考古报告，其成果显示了西汉帝陵田

野考古工作的新进展，“善莫大焉”，可喜可贺。
西汉帝陵的考古工作从 20 世纪初到 21 世

纪的今天，已经有了超过一百年的历史。一个世

纪以来，从中、日、法、美多国专家的短期踏查、测
量，到陕西省考古研究院、咸阳市博物馆的部分勘

察和试掘，再到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陕西

省考古研究院等研究机构的系统调查和重点发掘，

取得了令世人瞩目的重大成果
［1 －2］。

20 世纪 60 年代至 70 年代前期，陕西省考古

研究所、陕西省文物管理委员会、陕西省博物馆、
咸阳市博物馆等单位勘察了茂陵，并先后对长陵

的陪葬墓、汉文帝窦皇后南陵的从葬坑、阳陵的

刑徒墓地等进行了试掘，了解了个别帝陵的部分布

局及结构，开始对西汉帝陵的形制特点有所了解，

并发表了若干篇调查、试掘简报
［3］，成为现代科

学意义上西汉帝陵考古工作的奠基和初步发展

时期。
上世纪 70 年代后期到本世纪初，中国社会

科学院考古研究所、陕西省考古研究院先后对西

汉帝陵进行了较为系统的考古调查和勘测。社

科院考古所对汉宣帝杜陵的从葬坑、门阙、寝园

遗址进行了较大规模考古钻探和科学发掘; 陕西

考古院对汉景帝阳陵进行了长时间大规模的勘

察、钻探和发掘; 对汉武帝茂陵、汉惠帝安陵、汉

昭帝平陵等进行了部分钻探和试掘。在此期间

社科院考古所的专家陆续刊布了《西汉诸陵调查

与研究》、《西汉十一陵》、《汉杜陵陵园遗址》等

系列研究成果
［4］; 陕西的考古工作者也发表了一

系列有关长陵、安陵、阳陵、茂陵的考古简报和论

文
［5］。通过近 30 年的考古工作，基本确定了西

汉十一陵的名位及排列顺序，了解了西汉帝陵形

制结构的基本要素，掌握了西汉帝陵布局“阳陵

模式”的基本特点及规律
［6］，把西汉帝陵田野考

古工作推到了一个前所未有的制高点。
2001 年 7 月 ～ 2005 年 10 月的五年间，咸阳

市文物考古研究所对西汉帝陵( 除汉阳陵) 进行了

较大规模的考古调查和钻探，《西汉帝陵钻探调查

报告》就是其研究成果总结。与首部有关西汉帝陵

整体的阶段性田野考古成果《西汉诸陵调查与研

究》相比，《西汉帝陵钻探调查报告》不仅有地面调

查、平面测绘的成果，还首次公布了汉高祖长陵、汉
惠帝安陵、汉武帝茂陵、汉昭帝平陵、汉元帝渭陵、汉
成帝延陵、汉哀帝义陵、汉平帝康陵及钩弋夫人云

陵的考古钻探资料。这些新的钻探资料丰富了我

们对西汉帝陵的认识，例如: 汉高祖长陵发现了陵

园“垣墙四面均开有门，东、西、北面皆发现一门，南

面发现两门。”［7］
帝、后 2 座陵墓“发现其东、南、北

均有一条墓道，西面均未发现。”陵园内“共发现陪

葬坑 33 个。”汉武帝茂陵帝陵“陵园内陪葬坑共

钻探出 63 条，围绕茂陵封土呈放射状分布。”“陵

园外陪葬坑共发现 115 条”。“在东距茂陵 1． 1
公里的陪葬墓的东侧、茂陵东司马道的北部，”发

现“茂陵邑周长 11190 米，总面积 5536500 平方

米”等等。收获丰硕，不胜枚举。
咸阳市文物考古研究所在调查、钻探咸阳辖

区内西汉 9 座帝陵的同时，较为全面地搜集了汉

文帝霸陵、汉景帝阳陵、汉宣帝杜陵、太上皇万年

陵等陵墓已经发表的考古资料，广泛汲取了各方

面专家的研究成果。因此《西汉帝陵钻探调查报

告》内容丰富，价值颇大，是西汉帝陵研究的重要

的阶段性成果。
杂处在西汉帝陵之间的“周王陵”及其附近

的所谓“周公陵”、“鲁公陵”，一直是确认西汉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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陵名位、研究西汉帝陵布局的难点之一，咸阳市

文物考古研究所针对这一难题，进行了认真调查

和钻探，发现了南北向长方形布局的陵园 2 座、
亚字形大墓 4 座等。《西汉帝陵钻探调查报告》
初步认定其为战国秦的“公陵”和“永陵”［8］，为

西周王陵探索疑点的排除、秦人陵墓系列链条缺

环的弥补以及西汉帝陵的研究补充了基础资料。
《西汉帝陵钻探调查报告》作为西汉帝陵田

野考古工作的阶段性成果，在众多新发现、新成

果公布的同时，我们也看到若干不足之处。例

如: 包括汉景帝阳陵在内的西汉中晚期 8 座帝陵

的外陵园未能发现; 多座帝陵的墓道未探出或未

探全; 有的帝陵的陪葬坑也未探全。存在上述不

足的原因笔者认为大致有三点: 一、西汉帝陵作为

十多个自成一体又相互关联的陵墓类大遗址，具有

占地面积大、遗址遗迹类型复杂多样、遗迹遗物埋

藏深而丰厚的特点，故其调查、钻探的难度较大; 二、
咸阳市文物考古研究所科研力量有限、经费严重不

足、设备紧缺加之工作时间远远不足; 三、传统学术

认识的局限。
瑕不掩瑜，《西汉帝陵钻探调查报告》虽有

瑕疵，但仍不失为一部重要的学术著作，它的编

写与出版对西汉帝陵的学术研究、大遗址保护将

起到重要的作用。
“十一五”期间，陕西省考古研究院与咸阳

市文物考古研究所联合组成汉陵考古队，展开了

咸阳地区西汉帝陵大遗址考古调查、勘探与发掘

工作。四年多来，我们采取“全方位调查、大面积

普探、重点地区详探、关键部位试掘、高精度测绘

及资料数字化”的工作思路，田野工作与资料整

理齐头并进，取得了较大成果。截至目前，已先

后完成汉武帝茂陵、汉平帝康陵、汉元帝渭陵、汉
惠帝安陵、汉哀帝义陵以及“周王陵”的考古调

查与勘探
［9］。

“十二五”期间，我们将继续与咸阳市文物

考古研究所合作，进行汉高祖长陵、汉昭帝平陵、
汉成帝延陵的考古工作; 与西安市文物保护考古

研究所合作展开汉文帝霸陵、汉宣帝杜陵、汉成帝

废陵—昌陵等考古工作。我们希望通过认真细致

的田野工作和研究，使西汉帝陵的考古研究达到新

的水平，为西汉帝陵的大遗址保护提供科学翔实

的基础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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