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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夫子”频侵扰
文保机构抢救性发掘

2002年，美国的一次拍卖会，第
一次把江村大墓推到了中国考古学
家面前。6件从这里被盗出境的西汉
黑陶俑出现在美国索斯比拍卖行的
拍卖图录上，即将被拍卖。我国政府
通过外交途径，及时进行了交涉。经
过多方努力，这6件陶俑于2003年回
到西安。随后，相关部门对这6件陶
俑的来历展开了调查，最终确定是盗
墓分子从江村大墓盗掘的。

江村大墓所在之处及周边，近年
来屡遭“土夫子”（即盗墓者）侵扰。
鉴于霸陵陵区文物近年来连续被盗
的严峻形势，经国家文物局批准，陕
西省考古研究院2017年开始对江村
大墓外藏坑、南陵外藏坑进行抢救
发掘。

汉文帝霸陵真实地点得以确认，
与汉武帝刘彻之妃“钩弋夫人”墓被
盗密不可分。“钩弋夫人”是汉武帝刘
彻之妃、汉昭帝刘弗陵之母赵婕妤，
其墓为汉云陵，是第七批全国重点文
物保护单位，位于陕西省咸阳市淳化
县铁王镇大圪塔村西。

2016年7月，汉云陵遭盗扰。公
安部将此案列为挂牌督办案件，直接
组织指挥陕西省公安机关开展侦查
工作。

警方循线追踪，历时一年多，打
掉8个盗掘古墓葬犯罪团伙，抓获犯
罪嫌疑人91人，侦破盗窃、盗掘、倒卖
等文物案件96起，扣押涉案车辆10
台，追缴文物1100余件。

1122月月1144日日，，国国家家文文物物局局在在京京召召开开
““考考古古中中国国””重重大大项项目目重重要要进进展展工工作作
会会，，公公布布了了陕陕西西省省西西安安市市白白鹿鹿原原江江村村
大大墓墓即即为为汉汉文文帝帝霸霸陵陵。。

据据此此前前史史料料记记载载，，汉汉文文帝帝霸霸陵陵位位
于于““凤凤凰凰嘴嘴””下下，，这这一一错错距距今今竟竟已已近近千千
年年。。考考古古专专家家是是如如何何确确定定霸霸陵陵位位置置
的的？？其其实实江江村村大大墓墓离离““凤凤凰凰嘴嘴””不不过过
22110000米米远远，，此此前前因因被被盗盗引引发发关关注注，，还还被被
怀怀疑疑是是馆馆陶陶公公主主墓墓。。

为何否了“凤凰嘴”？
没有汉代墓葬遗存

霸陵是汉文帝刘恒和窦皇后
合葬陵寝。根据史料记载，近千
年以来，人们一直认为霸陵位于

“凤凰嘴”。此次考古人员对“凤
凰嘴”区域进行了全面详细的考
古勘探，未发现任何人工修建或
开凿的遗迹，基本可以确定“凤凰
嘴”只是一道自然形成的黄土梁，
没有任何墓葬。

据媒体此前报道，按照西汉
帝陵传统，陵园一般建于黄土台
塬的边部，除帝陵陵园较为高隆
外，整个陵园内较为平整，高差
不大。

陕西省考古研究院副研究员
曹龙指出，“凤凰嘴”与陵园内最
低处高差达230米，在建陵过程
中难以建设外藏坑、礼制建筑等，
且“凤凰嘴”与窦皇后陵封土相距
2100米，比西汉国力最强的武帝
茂陵帝后陵墓之间的距离还大，
这显然不可能。根据西汉帝陵的
陵园规模，霸陵帝陵不可能位于

“凤凰嘴”。

2100米外的江村大墓
曾被怀疑是公主墓

江村大墓地处西安东郊白鹿
原的西端，东北约800米处为窦
皇后陵，西南约2000米处为薄太
后南陵，北部离原国保单位霸陵
所在“凤凰嘴”约2100米。

2001年，江村东侧一座大型
墓葬（即江村大墓）多次被盗，墓
室长、宽各约40米，深约30米，有
3道回廊。盗墓者当时共盗出
300件文物，有专家推测，被盗墓
葬可能是馆陶公主墓。

汉代公主、长公主、大长公主
墓葬皆类比诸侯王。但目前已发
现诸侯墓的规模，与江村大墓相
比都小了许多。而馆陶公主葬于
武帝时，其葬制不可能超越诸
侯王。

因此，曹龙认为，江村大墓位
置显赫、规模大、外藏坑数量多，
远远超过了诸侯王墓的等级，不
可能是馆陶公主墓。

陕西省考古研究院副研究员
杨武站和曹龙推测，根据霸陵陵
区地质、地貌条件，结合西汉帝陵
制度、墓葬形制，霸陵帝陵应为带
4条墓道的“亞”字形竖穴土坑墓，
并根据江村大墓的位置、规模、设
施，判断江村大墓为霸陵帝陵陵
址，即汉文帝陵墓。

四步交叉印证
揭开“霸陵之谜”

据央视报道，考古专家采用
四步交叉印证，一步一步揭开了
文帝“霸陵之谜”。首先，确认江
村大墓规格为皇家陵墓；其次，依
据中司空印等出土文物，佐证墓
主人身份；再次，由江村大墓与窦
皇后陵合围，再次证实墓主人身
份应为“帝王级”；最后，“凤凰嘴”
下空空如也的“假”霸陵，反向印
证真霸陵所在地实为江村大墓。

据悉，江村大墓平面为“亞”
字形，地表无封土，墓室边长约
72米、深30余米，墓室四周发现
110多座外藏坑，外藏坑外围有
卵石铺砌的陵园设施（暂定名

“石围界”），边长约390米，石围
界四面正中外侧有门址，推测可
能为独立的帝陵陵园（窦皇后陵
也有独立的后陵陵园）。

江村大墓与窦皇后陵外围
发现陵园园墙遗存，推测共处同
一座大陵园内，大陵园东西长约
1200余米，南北宽约863米。

考古发掘了江村大墓的8座
外藏坑，出土陶俑、铜印、铜车马
器及铁器、陶器等1500余件，铜
印印文有“车府”“器府”“中骑千
人”“府印”“仓印”“中司空印”
等，表明江村大墓周围外藏坑应
为模仿现实官署、府库建造。

江村大墓的形制、规模均符
合西汉最高等级墓葬规格，加之
其周边分布窦皇后陵、薄太后
陵，专家确认江村大墓为汉文帝
霸陵。

汉文帝是谁？
西汉11帝陵还有哪些？

汉文帝是西汉第三代皇帝、
汉高祖刘邦第四子、汉武帝刘彻
的爷爷。汉文帝生活中非常节
俭，对百姓们却十分仁厚，他下
旨减免百姓赋税，给予百姓实
惠。在汉文帝的治理下，西汉国
力越来越强盛，府库充盈，开辟
了 中 国 封 建 社 会 第 一 个 治
世——— 文景之治。

据悉，西汉帝陵共有11座，
分别为汉高祖长陵、汉惠帝安
陵、汉文帝霸陵、汉景帝阳陵、汉
武帝茂陵、汉昭帝平陵、汉宣帝
杜陵、汉元帝渭陵、汉成帝延陵、
汉哀帝义陵、汉平帝康陵。2014
年，包括茂陵在内的29座汉唐帝
陵被列入申报世界文化遗产
项目。

此次考古发现为西汉帝陵制度
形成与发展演变的研究提供了丰富
的资料，出土的众多带有草原风格的
金银器，见证了中华文明由多元到一
体的历史发展趋势。

专家表示，本次考古工作否定了
“凤凰嘴”为汉文帝霸陵的传统认识，
确定了汉文帝霸陵的准确位置，解决
了西汉11陵的名位问题。包括汉文
帝霸陵在内的西汉帝陵规模、形制、
布局及内涵的基本掌握，为西汉帝陵
制度形成与发展演变的研究提供了
更多考古资料，为中国古代帝王陵墓
制度的深入研究奠定了基础。

霸陵的双重陵园、帝陵居中、象
征官署机构的外藏坑围绕帝陵布局
等，均为西汉帝陵中最早出现，表明
了皇帝独尊、中央集权的西汉帝国政
治理念的初步确立；霸陵平面格局上
承长陵、安陵的“无为而治”，下启阳
陵、茂陵、平陵及杜陵的“独尊儒术”，
是西汉帝陵制度发展演变的关键环
节，同时，也折射出西汉帝国国家政
治思想、意识形态的发展、变化。

霸陵出土的大量珍贵文物中，印
章、封泥及其他带字文物等，证实了

“陵墓若都邑”、帝陵模仿现实中的西
汉帝国的建设理念。南陵外藏坑出
土的众多带有草原风格的金银器是
先秦两汉时期农牧文化交流与融合
的直接证据，见证了中华文明由多元
到一体的历史发展趋势。

国国家家文文物物局局公公布布重重要要考考古古成成果果

汉汉文文帝帝霸霸陵陵

据新华社、央视新闻、
人民日报客户端等

揭秘

意义

背后

交叉印证揭开文帝“霸陵之谜”

草草原原风风格格金金银银器器见见证证
中中华华文文明明由由多多元元到到一一体体

找找到到了了

江村大墓1号发掘点

江江村村大大
墓墓外外藏藏坑坑出出
土土的的马马骨骨、、
金金饰饰小小件件及及
薄薄太太后后南南陵陵
外外藏藏坑坑出出土土
的的陶陶俑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