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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前言：秦俑的主人是秦始皇吗？
1974年3月29日，陕西省临潼县的骊山北麓，西距秦始皇陵约2公里处，西杨村抗旱打井的9位农民，偶
然地挖出了一些真人大小的俑头、躯干和大量的陶俑碎片。
根据当地的传说可知，历史上西杨村的祖辈们，与陶俑直接接触的机会，还是非常之多的，这里的村
民们，几乎人人都知道，村子南部的地下，过去经常会挖到一些“瓦爷”。
这次，农民们将发现新“瓦爷”的消息，向乡领导作了报告，乡里再向县里作了汇报，县文化局随即
派人，前往打井现场了解情况，并将相关文物带回县里，经过几十天时间的工作，几尊完整的武士俑
，终于被拼接、修复成功。
出土了如此重要的文物，无疑是考古史上的一件大事。
在掘井的现场，前来参观的人群络绎不绝，人们又好奇、又兴奋，总是围着考古人员问个不停。
有的问：这里距秦始皇陵这么近，会不会就是秦始皇的陪葬品？
有的问：秦始皇陵到这里，中间有好几条大冲沟，它怎么可能是秦始皇陵的一部分呢？
有的问：打井中挖出的瓦爷，是不是和陵上过去出土的陶俑都一样的呢？
有的问：埋在地下的木头，没有大量的空气，是怎么燃烧起来的？
有的问：为什么只是看到一些铜的兵器，而没有其他铁制的兵器呢？
有的问：听说井底下有一道砖墙，那是什么样子的？
有的问：不知道地底下，到底还有多少这样的瓦爷啊？
由于提问的人实在太多，考古人员很难一遍又一遍地作出答复，这种情况之下，不管你信不信，各种
各样的传言也就迅速地出现了。
有的说：早就听老人们讲，这地下过去也挖出很多像人一样大小的陶人来，认为是不祥之物，就把它
打得粉碎了。
有人说：地下挖出的砖，质地很好，上面有字，好像能卖个好价钱。
有人说：听县文化馆的干部讲，地下挖出的陶人，好像是秦代武士俑，如果是这样，那意义就大了。
有的说：这里距秦始皇陵很近，可能是秦始皇的陪葬品。
有的说：皇帝死了总是要有人给他陪葬的，最早用活人陪葬，后来用俑来代替，秦始皇生前就为自己
预修了陵墓，陶俑肯定就是为他陪葬的。
大多数人都认为这些俑是秦始皇的陪葬品，但也有人提出了一些疑问：如果这些俑是秦始皇的陪葬品
，为什么在史料中一点记载都没有呢？
如果这些俑是秦始皇的陪葬品，为什么不放到秦始皇陵的里面去呢？
过去在秦始皇陵附近出土的跽坐俑，个子都很小，头上梳的发髻不歪不偏，为什么这边出土的陶人，
个子都很大，头上梳的发髻却歪到一侧，差别实在太大了，让人无法相信这同时都是秦代的风俗习惯
，唯一能解释得通的就是，这边的陶人所要陪葬的可能是另有其人，为了能进一步弄清情况，最好能
够去查阅一下，历史上还有哪些人是葬在骊山北麓这块土地上的。
等这些材料找到了，最终的答案自然也就出来了。
现场议论是七嘴八舌、众说纷纭的，说明公众对于秦俑问题的关注程度，从学术研究的角度来看，这
是产生多元学术思想的良好基础。
学术上有不同的意见是正常的。
比如，1974年７月7日，当国家文物局的代表，会同中国社科院考古所、陕西省文物部门的专家学者，
来到西杨村进行实地考察，当他们看到这里与秦始皇陵有2公里的距离时，就纷纷提出意见：秦始皇
陵的陪葬坑，怎么会放到如此遥远的地方？
至于陶俑的时代、性质、属主等问题，还不能作肯定、准确的判断。
国家文物局的任际奉处长，1976年看到一份对秦俑提出质疑的材料后，也曾表示“秦俑定性确实很匆
忙，文章提出的问题，谁也没有办法回答出来。
”中国考古学泰斗夏鼐先生，在1983年10月25日曾致信陈景元说：“目前，我还是赞同原来的说法，
但我的观点也不一定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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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来，他又亲口告诉陈景元：“当年对于秦俑的定性，最多只有70%的把握。
”1982年前后的一段时间内，胡乔木、梅益等领导同志，曾多次明确地批示，在秦俑研究的过程之中
，应该容许发表不同的学术观点。
因为只有提倡平等交流、自由讨论，才能使学术工作不断地推向更高的发展阶段。
时代在进步，社会在发展，世界迎来了21世纪，是应该还秦俑本身的一个学术面貌的时候了。
学术争鸣的问题，归根结底是学术界本身的问题，任何非学术性的因素，对于学术活动的各种限制、
干扰和影响，应该全部加以驱除，进而创造一个正常、宽松、良好的学术环境。
谁都知道，笔墨官司，有比无好；关于百家争鸣的问题，完全学术性的，在各种报刊上争来争去，本
身是一件好事；对学术思想的不同意见，什么人都可以谈论，无所谓损害什么人的权威。
其实“百家争鸣”，一直是我国积极提倡和推行的学术方针，这一方针无疑是十分正确的。
秦俑“定性”的本身，是一个单纯的学术问题。
2008年10月31日出版的美国《科学》杂志上，刊登了温家宝总理撰写的文章——《科学与中国现代化
》。
他语重心长地指出：“我们提倡在活跃的学术氛围下进行自由讨论，鼓励在好奇心的驱动下不断探索
，并且宽容失败。
”一个社会，只有“不拘一格，海纳百川”，才能才尽其用；一个国家，只有尽一切可能避免摧折贤
良，才会收获科学的秋天，思想的秋天。
应该说，这就是广大的知识分子最愿意听到的一番话，也是他们在自己的研究工作中，不断前进、不
断探索、不断取得优秀成果的原动力。
从2009年6月13日开始，秦俑坑进入第三次大规模考古发掘工作，引起了国内外公众和媒体的高度关注
。
本书中提出的观点和研究成果，欢迎国内外各界朋友共同探讨和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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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2009年6月13日，秦始皇陵兵马俑一号坑开始第三次大规模发掘，再次引起全世界的关注和讨论。
    　　秦始皇陵地官里真的是“以水银为江河大海”吗？
“汞异常”究竟是怎么回事？
秦始皇生前有没有预修过陵墓？
秦始皇陵的面积到底有多大？
秦始皇陵地官里埋葬的真是秦始皇吗？
吕不韦戈是如何出现在俑坑的？
本书是系统研究兵马俑的专著．作者根据工程外部的防洪体系、俑坑内部的淤泥层数、出土在淤泥层
表面的吕不韦戈，加上陶俑出现楚人所特有的“歪髻”、楚人特有的“尚赤”服色、坑内有众多的老
年兵俑、有各种“违抗”秦代制度的车马具、有大量已被禁止使用的青铜兵器等，有力地说明了秦俑
坑与秦王朝没有实质性的联系。
与此相反的是，根据确凿可靠的史料记载和大量的出土文物，作者有力地证明了：在两千多年之前，
曾经统治过秦国达41年之久的那位神秘人物，才是不为世人所知的俑坑的真正主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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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陈景元，1937年生，浙江金华人。
早年毕业于西安建筑科技大学（六年制）建筑系，后为江苏省国土厅高级工程师。
1957年考上大学后，一直从建筑技术角度去研究秦始皇陵和秦阿房官。
他用30多年的时间，撰写了120多万字的研究文章，提出兵马俑的主人不是秦始皇的观点。
主要作品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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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篇　秦宣太后与俑坑的建造　历史文献中的秦俑记载　陶俑身上的“生僻字”　是谁策动了“灭楚
计划”？
　两千多年前的“慈禧太后”　秦宣太后如何退出政坛　“芷阳”究竟是城还是县？
　一个来历不明的“东陵侯”　“秦东陵”是虚构出来的　秦宣太后陵在骊山北麓的证据　研究历史
不允许“创作”史料　秦宣太后陵的位置很确凿  　兵马俑坑与墓葬等级无关  　秦宣太后下达陶俑制
作令　俑坑边上的神秘大墓　俑坑具有楚俗的铁证后记：一个跨世纪的考古奇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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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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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记

本书所涉及的内容，严格地限制在有关秦兵马俑“定性、定名”中的学术是非的范围之内，它完全属
于考古领域本身正常进行的一场学术争论，因而它不与各种非学术性的理念有直接的牵连；更不与政
治、商业及其他方面的敏感问题有任何的冲击。
也就是说，这是一本完全不带有“红”或“黑”色彩的学术著作；这是一本“以理说话，以材料说话
，以文明语言说话”的书；这是一本“摆事实、讲道理，以事服人、以理服人”的书。
不管怎样，从挑战者这一方面来说，这是以规范自己、约束自己、要求自己、把握自己，作为撰写此
书立论和行文标准的。
“以事服人、以理服人”去论证问题是一个方面，而是否真的能够让对手心服口服，那又是另外一回
事了。
因为，在学术争论中，对于同样的一个问题，大家从“不同角度、不同视野、不同专业、不同材料占
有”出发，往往会产生不同的学术观点，这是一种正常的现象。
学术上不同的观点和看法，应该采取一种积极的、开放的态度，去正确地面对和妥善地处理。
应提倡“百家争鸣”的方针，并通过平等交流、自由讨论的办法，让大家解放思想、开动脑筋，将自
己的学术观点，都能说够、说透。
只要把握好大的方向，只要真正有“理”，何愁不能去“走遍天下”！
在学术争鸣的讲坛上，观点对立的双方，应该是完全平等的。
有的观点支持者再多，是一家之言；有的观点支持者再少，也是一家之言。
在学术领域中，是没有什么“大家”和“小家”之分的；关键的问题是，被称为“一家”的先生们，
都应拿出自己的学术成果，以学术对学术、以观点对观点的方式，进行开放的、公正的学术争鸣。
于光远先生曾经说过：“学术问题，一不能搞少数服从多数，二不能搞民主集中制。
”而一旦非学术的手段强行介入学术的领域，性质立即发生变化，学术之争就变成非学术较量，学术
活动不是变成学术吹捧，就是变成学术围剿。
当年胡乔木、梅益等同志，对秦俑不同的学术观点，是作出过几次重要批示的，是有书面材料可以证
实的，是赞成进行学术争鸣的。
所以，对秦俑“定性”等问题，提出不同观点，是一个很单纯的考古方面的学术问题，学术上不同观
点的产生，是研究工作不断向深度、广度推进的一种必然趋势。
经过反复地交流、讨论，能够暴露出更多新现象、新证据，对秦始研究的总体发展是有好处的。
秦俑是举世之宝，它既属于陕西，更属于整个世界，不仅秦俑馆在研究它，国内外还有更多的人，在
关注它、研究它。
作为世界一流的遗址博物馆，这里的一举一动，一招一式，都受到了全世界的瞩目。
科学不分国界，学术不分地域，观点不分时限，秦俑问题也是一样，任何人、任何时候，都可以对它
进行各种的研究。
作为一个高品位、高档次的秦俑博物馆，如果能够广泛地听取各方面的意见，收集各种不同观点的研
究成果，这都应该是“秦俑学”宝库之中的珍品。
当然，听取、收集各种材料，并不意味必须要赞同、支持别人的观点。
但如果他们只认一家，排斥百家，以我独尊，自我称霸的话，那么就一定会受到来自各方的谴责。
任何科学研究的道路，从来都不是平坦的，搞学术、搞争鸣，实际上也是在探索和追求一种学术真理
。
在这个过程之中，有人出来阻拦、施压，那毕竟是少数；有人感情上接受不了，发出种种怨言，应当
给予理解；还有人沉默、观望，也是常有的事。
在这种情况下，唯一正确的做法，就是千方百计拿出最好的成果，让人们参加评论、发表意见，并且
认真地加以分析和研究，只有做到有错必纠，这才是做学问、搞研究的真本事、真功夫，也是做一个
学者，最根本的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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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体关注与评论

前几天买回一本书，是陈景元花了三十多年心血，写成的一部惊世之作，书名叫《兵马俑真相：俑坑
的主人不是秦始皇》，且不论作者观点和学术见解作如何评价，但为了弄清真相，作者花了差不多毕
生的精力收集资料，实地考察，查阅文献，这样的学术坚守，就足以让我为之敬仰。
该书不仅观点鲜明突出，而且每一个问题，每一个见解都用详实史料，事实和其他各种证据作了周密
论证，并对数十年来兵马俑的研究作了一个客观的述评和综合的梳理。
我与陈先生素不相识，这之前也未曾拜读过先生的大作，但是对于这一本书，作为一名考古工作者，
在这位非考古学大师面前，实在为之钦佩。
因为，书中所用之知识，不仅涉及到考古学，地理学，历史学，文献学，建筑学等，可谓综合了众多
的学科知识，所用的材料，可以信手拈来，可见其学术功底非同一般。
更难能可贵的，先生不屑于所谓的专家权威，敢于直面科学事实，敢于做一般人不敢想之事，足见其
学术勇气非凡。
书中从各种不同的材料，不同的角度，不同的学科出发，提出了一个令世人为之感到震惊的观点，就
足见其一斑。
虽然这本书还摆在书桌上没有细细地研读完毕，但仅见其读过的章节，总让人有了一种酣畅淋漓的快
感，不能不说是一本好书，同时也为考古学界的一些作为感到悲哀不已。
任何学科，一旦脱离了客观事实，一旦为了一已之利就为此而置之度外，让无数人为此蒙蔽，实为学
术界之可悲。
也许这也就盛世下面的悲凉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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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全世界都错了！
兵马俑根本不是秦始皇的！
从这里开始，改变对世界的看法：对秦始皇陵和兵马俑的重新认识，将改变我们原有的经验和感觉—
—只有正确对待历史，才能重新认识世界！
他是一个痴迷于秦始皇陵和兵马俑研究的学者；他用了三十多年的时间，只为搞明白一个学术问题；
他一心要推翻、否定“秦始皇兵马俑”的定性结论；他耗尽自己的心血，写出了一百多万字的系统论
著；他想向世人证明，“兵马俑”的主人，不是秦始皇；他将改变地球人的一个观念，使人们重新认
识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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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人推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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版权说明

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请支持正版图书。

更多资源请访问:http://www.tushu007.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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