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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作为记载历史的另一种形式，帝王陵墓保存着最为完整、最为真实、最为生动的历史文化信息。
作为历史的微缩景观，帝王陵墓的经历又暗合了历史的兴衰和流变。
因此，在探寻历史文明的轨迹和文化传承的脉络时，帝王陵墓成为我们触摸历史大势的表情符号。
　　殷墟遗址，保留着中国最早的文明记忆；秦陵和壮观的兵马俑，体现了一个帝国最壮观的国家行
动；“金字塔”般的西汉帝陵群，贯通了十几世帝王的梦想；东汉、曹魏、西晋、南北朝时期诸种形
态的皇陵，隐藏了帝王们复杂微妙的心思；唐代帝陵的龙脉和大势，凸显了一个帝国的威势和尊严；
北宋帝陵的葬式背叛，传递出宋王朝的雄心与理智；南宋帝陵的日渐式微，承载着一个没落王朝的颓
势和叹息；明清帝陵的山水形胜，凸显了“人与自然和谐”的文化大观。
　　《皇陵破：市文物局长手记》从殷墟发现的商王后期陵墓开始，代具有代表性的帝王陵墓的风水
选址、规划理念、礼制建筑及出土器物等进行了扫描，特别是对历代帝陵的风雨际遇包括盗墓历史进
行了揭示，让我们看到了皇陵的真实命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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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庞联昌，1966年10月出生。
长期从事文物保护、管理和研究工作。
先后在《十月》《散文》《散文选刊》等全国十几家文学刊物上发表散文、随笔200多篇，出版个人散
文集两部。
长篇散文《盗墓的历史》曾在2009年《美文》杂志连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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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在1931年的发掘中，考古组首次将地层学原理应用于高楼庄后冈的清理现场。
　　1934年至1935年，在侯家庄西北冈发现商王陵区，陵区里的墓葬坑道密密麻麻，陪葬器物丰富多
样，葬制特殊，引起了很大轰动。
其中，一个殉葬人数最多的墓葬，墓室长21.3米，宽18.9米，四侧各有一条长斜坡墓道，墓内发现的人
殉、人牲数量达160多个，这些人埋于墓底部或者墓道之中，该墓的东侧还发现了22个人坑，共有殉
人68个。
另外一个随葬品较多的墓葬，残存的随葬品分为四层，上层是青铜礼器和玉器，著名的牛鼎和鹿鼎就
随葬其中。
牛鼎长64.4厘米，宽45.6厘米，高73.2厘米；鹿鼎长51厘米，宽38厘米，高60.8厘米。
第二层放置兵器，有铜矛36捆，每捆10把。
第三层也放置有兵器，有铜簋百余件、铜戈370把。
最底层放置车饰、皮甲、皮盾等。
整个随葬品排列有序，数量之大、制作之精，令人惊叹。
　　在1936年殷墟的第13次发掘中，一个窖穴中出土了近两万件形状规整、积叠有序的甲骨片，这次
发掘是殷墟历次发掘以来出土甲骨最多的一次。
　　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殷墟考古被迫中断，这时已经对殷墟进行了15次发掘。
1950年，考古组再次来到安阳，开始了新中国成立以来第一次对殷墟的发掘工作。
1976年，考古组在小屯西北地发现商王武丁配偶妇好之墓，这个墓葬没有被盗、保存完好。
妇好墓是目前唯一能与甲骨文联系并断定年代、墓主人及其身份的商代王室成员墓葬。
　　直到1986年，近60年的殷墟考古，已经对十几个点进行了20多次发掘，发现了110余座宫殿宗庙建
筑基址、12座王陵大墓、2500多座祭祀坑和族邑遗址、家族墓地群、甲骨窖穴等大量遗迹；发现了数
十处青铜冶铸、制玉、制陶、制骨、制车、纺织等手工业作坊；出土了约15万片甲骨、6000多件青铜
器和大量精美的玉器、陶器、骨器等。
我们可以想见，商王陵墓如果不是被大规模盗掘，发现的随葬器物将更为惊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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