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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报告是2009～2010年秦始皇帝陵园考古工作的阶段性成果。
主要内容包括对前期成果的总结与认识、2009～2010年田野考古工作收获以及研究与探讨等部分。
报告的重要考古内容有陵园的曝露遗迹、陵园的城垣遗存、陵园内外城的北门等、陵园内城北部西区
的陵寝建筑以及新发现的陪葬坑等。
适合考古、历史及古代文化学者及爱好者阅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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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   插图：   秦汉帝陵除了地面建筑遗存外，还发现了大量的地下陪葬坑。
在讨论陵园内的这类遗迹象征意义时，还有一种思路值得探讨。
这一思路其实早在兵马俑坑发现后就为学者所用，近年来这一思路似乎走得更远，值得专门讨论总体
上这一思路从属于陵墓与都城、宫室象征研究思路的探索，但是如果我们将墓葬与都邑、宫室对应的
研究置于物质层面的话，则这一层次的讨论稍具有形而上的意味。
 在最初秦始皇陵兵马俑坑与西汉景帝阳陵南区从葬坑时，就有学者采用这一思路讨论这些陪葬坑的象
征意义。
兵马俑坑被发现后，其军事内容的性质逐渐为学者所公认，但是其所象征的军队的定位大家有不同的
认识，袁仲一先生在陵园象征都城的基础上提出兵马俑象征京师宿卫军。
黄今言先生曾在兵马俑所象征军队的问题上认为，兵马俑三坑不是象征左、中、右三军，而是象征秦
代中央军三系统的兵卫。
同样，在汉景帝阳陵南区从葬坑的定位上，发掘者认为帝陵南、西两处军事内容的从葬坑是汉北军的
缩影，南区和西区这两处从葬坑拟或象征着西汉北军的两个部分，或者就是北军的左、右两翼。
焦南峰也认为其可能与西汉当时的“南军”、“北军”有一定关系。
由于秦始皇陵与西汉阳陵最先发现的地下陪葬内容均为军事性质的陪葬坑，对这些军事内容象征意义
的讨论最为深入，从公认的结论看，这些陪葬坑均是都城某支军队的象征，而这一推断的思路则来自
于对葬坑与制度层面的职官内容的象征理解。
 在20世纪，秦始皇陵东侧的上焦村曾先后发现过100余座小型马厩坑，这些坑出土器物上的刻文有“
中厩”、“左厩”、“宫厩”、“小厩”、“大厩”、“大厩四斗三升”、“左厩容八斗”等，袁仲
一先生讨论这处陪葬坑象征了秦的宫廷厩苑。
这种由明确的文字材料对比得出的结论，多为学者所接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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