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從漢高祖劉邦稱帝再到王莽篡漢，西漢王
朝一共歷經了10多位皇帝。其中，文帝劉恒
因卓越的治國理政才能，而被譽為「蓋其德
為三代後僅見之賢主」的一代帝王。
根據歷史文獻記載，漢文帝劉恒為漢高祖

劉邦第四子，母薄姬，漢惠帝劉盈之弟。公
元前196年，漢高祖封劉恒為代王，其為人寬
容平和，在政治上保持低調。公元前180年，
呂后離世，太尉周勃、丞相陳平等大臣迎立
代王劉恒入京為帝，是為漢文帝。漢文帝即
位後，重德治，興禮儀，勵精圖治，興修水
利重農業，生活簡樸。他在位24年，西漢社
會穩定，人丁興旺，經濟得到恢復和發展。
特別是其子漢景帝劉啟即位後，繼承和延續
了劉恒的治國之道，使得漢朝進入全盛時
期，被後人譽為「文景之治」。

薄太后墓文物體現農牧文化交流融合
隨着漢文帝霸陵準確位置的確認，也解決

了西漢十一陵的名位問題。特別是霸陵的雙

重陵園、帝陵居中、象徵官署機構的外藏坑
圍繞帝陵布局等，均為西漢帝陵中最早出
現，表明了皇帝獨尊、中央集權的西漢帝國
政治理念的初步確立。同時，霸陵平面格局
上承長陵、安陵的「無為而治」，下啟陽
陵、茂陵，平陵及杜陵的「獨尊儒術」，是
西漢帝陵制度發展演變的關鍵環節，也折射
出西漢帝國國家政治思想、意識形態的發
展、變化。
此外，霸陵出土的大量珍貴文物中，印

章、封泥及其他帶字文物等，證實了「陵墓
若都邑」、帝陵「模仿現實中的西漢帝國」

的建設理念。而薄太后南陵外藏坑出土的眾
多帶有草原風格的金銀器，亦是先秦兩漢時
期農牧文化交流與融合的直接證據，見證了
中華文明由「多元」到「一體」的歷史發展
趨勢。
專家指出，本次考古工作，對於包括漢

文帝霸陵在內的西漢帝陵規模、形制、布
局及內涵的基本掌握和釐清，不僅為西
漢帝陵制度形成與發展演變的研究提供
了詳實的考古資料，也為中國古代帝王
陵墓制度的深入研究奠定了基礎。
●香港文匯報記者 李陽波 西安報道

漢文帝劉恒雖然在歷史上赫赫有名，但對於他
的陵寢所在，漢代文獻僅記載「漢文帝葬霸

陵」，唐宋文獻則有「漢文帝葬白鹿原」之說，
元代則進一步提出了「白鹿原鳳凰嘴下」的位
置。白鹿原位於古城西安東南方向，是一處高聳
的黃土台原，因傳說周平王遷都洛陽途中，曾見
原上有白鹿游弋而得名。據悉，從1966年開始，
考古工作者便先後對白鹿原上相傳的漢文帝霸陵
進行了多次考古工作。直到2006至2009年，考古
工作者在霸陵陵區發現了一處神秘的墓葬—「江
村大墓」及其陪葬坑，得到重要線索。

文獻記載地無任何陵墓遺蹟
據介紹，由於2016年「江村大墓」外藏坑受

到盜擾，從2017年開始，陝西省考古研究院對
霸陵陵區展開了新一輪的考古調查和勘探，範圍
包括「江村大墓」 及其附近的竇皇后陵、薄太
后南陵和「鳳凰嘴」等，考古工作一直持續至
今。
「由於文獻記載漢文帝霸陵在『鳳凰嘴』，所

以我們採用考古勘探、地質探測等多種技術手
段，多次對這一地點進行了大範圍的細緻探
查。」陝西省考古研究院專家表示，讓所有人意
外的是，除「鳳凰嘴」下的10餘通明、清碑石
外，在這個地點並未發現任何陵墓類的遺蹟，被
誤認千年的霸陵，可能只是一處普通的山坡。為
了進一步釐清事實，找出真正的霸陵所在，隨後
陝西省考古研究院重點覆核勘探了「江村大墓」
及外圍區域。而這一次，豐富的發現讓考古工作
者驚訝不已，誤傳千年的歷史真相，似乎越來越
近。
在對「江村大墓」的發掘中，考古工作者發

現，這座「亞」字形的大墓，東距竇皇后陵約
800米，地表無封土，墓室邊長73米、深30餘
米，東墓道最長，約135米，墓室四周向心式分
布外藏坑百餘座。引人關注的是，在「江村大
墓」外圍不僅發現了卵石鋪砌的陵園設施「石圍
界」，以及外陵園夯牆遺址，同時還發現了20
多座應為陪葬墓的大型漢墓、陶窯遺址。而在外
藏坑中，不僅出土大量的着衣式陶俑，還清理出

「中司空印」、「中司空丞」、「山官」、「倉
印」、「廄廥」等明器官印多枚。

「江村大墓」與其他西漢帝陵形制相近
「種種跡象表明，『江村大墓』絕對是不同凡

響。」專家表示，首先，「亞」字形大墓，在漢
代是只有皇帝、皇后才能用的專屬墓葬形制。其
次，大量官印的出土，說明在「江村大墓」外
圍，有百餘個官署機構圍繞墓葬分布，而在古代
也只有皇帝才能有這樣的地位。第三，「江村大
墓」與竇皇后陵屬於雙重陵園布局，也就是說兩
座墓葬雖有獨立的陵園，但在兩座陵園外又有一
個夯土圍牆，將兩座陵合圍在一個大陵園內，是
漢代帝后合葬的典型葬制。「根據這些考古調
查、勘探、發掘成果來看，『江村大墓』及其周
邊的遺蹟，形成了一個較為完整的陵區，與漢高
祖長陵、漢景帝陽陵、漢武帝茂陵等西漢帝陵形
制要素相近，平面布局相似，整體規模相當，並
有顯而易見的發展演變軌跡。結合文獻記載，我
們認為『江村大墓』正是漢文帝霸陵。」

布局體現中央集權理念
折射政治思想發展變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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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村大墓江村大墓
KK2727外藏坑出外藏坑出
土一組印章土一組印章。。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李陽波 西安報道）提起漢文帝劉恒，很多人都會立即想

到「文景之治」，然而就是這樣一位西漢盛世的開端者，其陵墓不僅遠離漢高祖

劉邦長陵所在的「皇陵區」，同時各朝各代史書文獻更是記載寥寥，以至於千餘

年來，人們將西安白鹿原上的一個突兀的山頭「鳳凰嘴」，當成他的陵寢，立碑

拜謁。12月14日，中國國家文物局舉行「考古中國」重大項目進展線上發布會，

正式「糾錯」並確認漢文帝霸陵的真正位置。香港文匯報記者從負責該項目的陝

西省考古研究院獲悉，經過多年的考古發掘，以及對墓葬形制和出土文物的縝密

分析，基本上否定了「鳳凰嘴」為漢文帝霸陵的傳統認識，而距離「鳳凰嘴」約

2,100米遠的「江村大墓」，就是真正的漢文帝霸陵（圖片均為受訪者提供）。

江村大墓
與鳳凰嘴、南陵及
竇皇后陵位置關係

考古糾千年謬傳
漢文帝霸陵今確位

「江村大墓」確認為真身 距「偽陵」鳳凰嘴2100米

Q&A
Q：到目前為止，霸陵考古出土文物有哪

些？

A：考古工作者指，霸陵被盜嚴重，不
過，在陪葬墓中，仍清理出土玉衣片
2,000多枚，以及伎樂俑、陶編鐘、編
磬等珍貴文物200餘件。另外，其他
墓葬還出土了帶有「襄城家」銘文的
銅鋗等文物。外藏坑中清理出「中司
空印」、「中司空丞」、「山官」、
「倉印」、「廄廥」等明器官印多
枚。

Q：為何說霸陵的「正位」解決西漢十一陵名
位問題？

A：西漢十一帝陵，除漢文帝劉恒霸陵位
於白鹿原，漢宣帝劉詢杜陵位於少陵
塬上，其餘9位均集中安葬在渭河北岸
的咸陽塬上。其中大多數帝陵規模龐
大，氣勢宏偉，除文帝霸陵外，均有
高大的封土和規整的陵園，整體布局
集中。此前，10個帝陵均有明顯標
誌，位置精準，而霸陵雖然相傳為
「鳳凰嘴」，但並無證據支撐，此次
精準確認，亦補足西漢11帝陵名位。

Q：為何歷史上漢墓大墓多數都難以保存？

A：關於漢墓十有九空，成為盜墓賊重要
目標有很多的分析，目前被大眾所能
接受的有以下幾個觀點。首先，漢代
重視喪葬，事死如事生，往往把大量
的貴重物品作為陪葬品供逝者享用，
陪葬豐富，容易被盜墓賊盯上；其
次，東漢時期曹操為了補貼軍費，設
置摸金校尉的官職，專門盜墓竊取裏
面的寶貝，那麼西漢的墓就成為東漢
摸金校尉的首要目標；第三，漢朝的
陵墓大部分有封土堆，還是祠堂、神
道等顯著標識物，易於被盜墓者發
現；第四，漢朝距今時間久遠，大約
2,000年的歷史，所以歷代盜墓者的出
沒，也導致漢墓被盜的幾率增大。不
過值得慶幸的是，還是有一小部分漢
墓逃過了一劫，保存完好。其中長沙
馬王堆墓、海昏侯之墓等，更是出土
大量的奇珍異寶，留存了重要的歷史
文物資料。

整理：香港文匯報記者 李陽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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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有一則著名的「親嘗湯
藥」典故，其中的主人公就是
文帝劉恒和母親薄太后。在此

次考古確定霸陵位置後 ，考古工作者發現，其母親
薄太后的南陵，距離真正的霸陵僅2,000米。生前母
慈子孝，身後母子相依相存，讓人動容。

「親嘗湯藥」典故成孝敬父母美德
對於「親嘗湯藥」的典故，文獻中這樣記載，生母薄

太后，帝奉養無怠。母長病，三年，帝目不交睫，衣不
解帶，湯藥非口親嘗弗進。漢文帝即位後，以仁孝之
名，聞於天下，侍奉母親從不懈怠。母親臥病三年，他常
常目不交睫，衣不解帶。母親所服的湯藥，必須是他親口
嘗過後才放心讓母親服用。「親嘗湯藥」的典故也成為孝
敬父母、感恩親情的傳統美德。

薄太后陪葬殷實凸顯文帝仁孝
據介紹，薄太后南陵亦為「亞」字形大墓，封土周圍有20座

外藏坑，在封土西北約200米處還探出380餘座小型外藏坑。特
別值得一提的是，文帝一生節儉，倡導薄葬，這與此次考古，
「江村大墓」也就是霸陵的出土器物形成印證。而其母親薄太后
的陵墓卻陪葬殷實，僅在K1外藏坑就清理出土塑衣彩繪陶俑160
多件，金、銀、銅製車馬器200餘件，陶罐、鐵釜、銅環等文物百

餘件。另外，還出土「長信廄印」、「長信廄丞」等銅印、封泥多
枚。
K2外藏坑目前僅發掘東半部分20米，就清理出土原大木車遺蹟3

處，原大銅製車馬器上百件。從木車遺蹟和車馬器擺放的情況來看，
推測至少放置3-4輛木車。此外，對於南陵西北39座小型外藏坑，目前
發掘工作正在進行中，部分坑已露出底部陶棺，內有動物遺骸一具，初
步鑒定其種類有金絲猴、丹頂鶴、烏龜等。

有專家表示，文帝以仁孝治天下，薄太后南陵的「厚葬」，從某種程
度上也凸顯了他的仁孝。

●香港文匯報記者 李陽波 西安報道

陵寢「亞」字形 大量官印出土 帝后雙重陵園布局

●●江村大墓江村大墓KK1515外藏坑出土外藏坑出土
的部分彩繪着衣式陶俑的部分彩繪着衣式陶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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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 村 大 墓 1 號 發 掘 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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