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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王子今教授的《中国盗墓史》，是一项杰出的研究成果。
对中国历代的盗墓史料，不论是文献的还是考古的，作者广搜博采，用力甚勤。
应该说，这是当代有关这个问题的值得称道的著作。
盗墓因于中国传统厚葬风习。
顾亭林《日知录》卷一五《厚葬》条引《吕氏春秋·节葬》说：“国弥大，家弥富，葬弥厚，含珠鳞
施，玩好宝贷，钟鼎壶滥，舆马衣被戈剑，不可胜数，诸养生之具，无不从者。
”“奸人闻之，传以相告，上虽以严威重罪禁之，犹不可止。
”十分明白，顾亭林引《吕氏春秋》这段话在于说明“厚葬”是盗墓的主要根源。
从西汉之初上溯战国时期，盗墓竟成为发家致富的手段之一。
司马迁《史记》的《货殖列传》说过：“掘冢，奸事也，而田叔以起。
”尽管被被视作“奸事”，但司马迁仍将“掘冢起家”的田叔，与“行贾”的雍乐成、“卖浆”的张
氏、“洒削”的郅氏等并列。
《游侠列传》也说，当时著名游侠郭解在“不可胜数”的多种活动中，“掘冢”同样是其中之一。
《庄子·外物》甚至还记载有这样一个故事：“儒以《诗》、《礼》发冢，大儒胪传曰：'东方作矣，
事之何若？
'小儒曰：'未解裙襦，口中有珠。
《诗》固有之曰：青青之麦，生于陵陂，生不布施，死何含珠为？
'按其鬓，压其频，儒以金椎控其颐，徐别其颊，无伤口中珠。
”不论这是否“寓言”，当时社会生活中应该确有其事，庄子才能够有所反映。
说明不但在司马迁的时代，不但是田叔、郭解这样的人物，即是“大儒”、“小儒”们，他们也都加
入了“发冢”的行列。
鲁迅先生说过：“洛阳邙山，清末掘墓者极多，虽在名公巨卿的墓中，所得也大抵是一块志石和凌乱
的陶器，大约并非原没有贵重的殉葬品，乃是早经有人掘过，拿走了，什么时候呢，无从知道。
总之是葬后以至清末的偷掘那一天之间罢。
”在这篇杂文中，鲁迅先生还提到“曹操设了'摸金校尉'之类的职员，专门盗墓。
”（《花边文学·清明时节》）这见于“建安七子”之一的陈琳代袁绍所作声讨曹操的《檄文》。
曹操除“设立”'摸金校尉'之类的职员外，还有同一类的“发丘中郎将”，“发丘”当然就是盗墓，
不仅如此，曹操还曾“亲临发掘”西汉梁孝王的坟墓，“掠取金宝”。
目的十分明白，这是为了利用冢墓之“厚葬”，借“摸金”、“发丘”来养活自己拥有的大量军队。
曹操尚“通达”，轻视世俗礼法，因而这不可能是出自敌对者袁绍的诬蔑，而是事实。
梁孝王不过是西汉景帝的亲弟，至于皇帝，当然更大大超过了诸侯王。
日本学者泷川资言《史记会注考证》的《孝文本纪》正义引《汉晋春秋》说：“愍帝建兴三年，秦人
发霸、杜二陵，珠玉彩帛以千万计，帝问索琳曰：'汉陵中物，何乃多耶？
'对曰：'天子即位一年而为陵，天下贡赋三分之：一供宗庙，一供客，一充山陵。
武帝享年既久，比崩，茂陵不复容物，赤眉贼不能减半，今犹有朽帛委积，珠玉未尽，此二陵是俭者
也。
”'汉文帝的霸陵和宣帝的杜陵，是被称为“俭者”的，但“珠玉彩帛”仍然“以千万计”。
至于汉武帝的茂陵，因为“享年既久”，以致“不复容物”，经赤眉发掘之后，到数百年后的晋愍帝
时，还是“朽帛委积，珠玉未尽”。
对这种厚葬的陵墓，直到近代还有军阀大规模盗掘清王朝“东陵”之举，乾隆和慈禧陵墓的地宫均遭
破坏。
这种为了财宝的“地下劫夺”，无疑给田野考古带来了不可估量的损失，事例太多，历经盗掘的“秦
公墓”即是最为显著的一例。
古代墓葬中除珍宝外有的还埋藏有文献典籍，当前田野考古中即有多次发现，如1957年武威磨嘴子出
土的《仪礼》木简，1973～1974年间长沙马王堆三号墓出土的《战国纵横家书》、《黄帝四经》等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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佚帛书。
可惜的是，古代盗墓者的目的根本不在文献典籍，如西晋初年被盗的“汲冢”——汲县的一座战国时
魏国的古墓，就埋藏有大量的古籍简策，而且相当完整，尽管“发冢者烧策照取物宝”，但这批劫余
的“断简烬札”还是装了数十车，《穆天子传》和仅存佚文的《竹书纪年》，即是出土于“汲冢”的
。
当时为《汉书》作注的“臣瓒”不但引用了颇多的《汲冢古文》，值得注意的是，他还引用过《茂陵
书》，十分可能，这同样是汉武帝茂陵的劫余。
王子今教授参加过田野考古工作，长期从事于历史教学，著述宏富，这部杰出的新作，为当前史学研
究填补了重要空白。
我有幸先读了本书文稿，现略举所见，爰为之序。
1999年上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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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著名历史学家王子今，以大量惊异离奇的故事，带你进入历史的幽暗地层。
《中国盗墓史》(插图珍藏版)是一本有著名历史学家所写的最权威的盗墓史。

《中国盗墓史》详细讲述了各个时代的盗墓现象和反盗墓斗争，分析了盗墓引起的复活、发冢求亲、
打旱骨桩、发墓鞭尸等各种盗墓心理和现象，梳理了盗墓技术的历史发展线索，论述了盗墓活动客观
上对文化发现的意义，是一本由著名历史学家所写的最权威的盗墓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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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王子今，1950年12月生。
1982年1月西北大学历史系考古专业毕业。
1984年12月获历史学硕士学位。
现为中国秦汉史研究会副会长，北京师范大学历史学系教授、博士生导师，中国人民大学国学院兼职
教授，山东师范大学齐鲁文化研究中心学术委员会委员、校外专职研究人员，主要研究方向为秦汉史
。
出版《秦汉交通史稿》、《史记的文化发掘》、《秦汉区域文化研究》、《睡虎地秦简&lt;日书&gt;甲
种疏证》、《走向大一统的秦汉政治》等学术专著20种，发表学术论文328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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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插图：墓葬中随葬品数量增加所反映的私有财产的出现与私有制的发生，被看作文明进程起
始的重要标志之一。
古来有“事死如事生”Ⅲ、“事亡如事存”的说法。
于是，财产的占有，有时并不因生死的界隔而发生根本变化。
“生前认为最珍贵的物品，都与已死的占有者一起殉葬到坟墓中，以便他在幽冥中能继续使用。
”在人们的意识中，当财富成为生世炫耀的光荣的同时，似乎也可以成为死后生活的保障。
而在宗法制度下，政治权力及社会权力的继承者要明确正统身份，维护正统地位，丧葬礼仪也是表明
“尊尊”“亲亲”之关系的重要形式。
于是，传统社会的道德秩序，规定了“厚葬”的合理性。
商王陵墓区中的墓葬多经历代盗掘。
王陵的浩大规模以及零星精美随葬品的发现，使我们可以推知当时葬事的豪华。
1976年河南安阳小屯村西北发掘的妇好墓，是甲骨文发现100年来，殷墟考古发掘70年来，所发现的唯
一1座尚未经历盗掘的王室贵族墓，也是迄今唯一能与甲骨文和历史文献联系的1座商代王室贵族墓。
墓主妇好，就是乙辛周祭卜辞中的武丁的法定配偶妣辛。
殷墟5号墓中出土随葬器物的数量、品种以及有铭文的青铜器数量之多，是前所未有的。
其中的“司母辛”组铜器数量虽然有限，但是非常重要，例如其中的2件大方鼎，大小仅次于“司母
戊”大鼎。
2件四足觥的形制也极其别致罕见。
此外，还出土石雕卧牛1件，上有“司辛”2字，可能是“司母辛”的省文。
墓中出土器物共1928件，其中青铜器468件，种类器形齐全，几乎包括了以往殷墟出土铜器的所有品种
，制作精致，纹饰华美，造型凝重。
随葬玉器755件，工艺水平极高。
又有绿晶、绿松石、孔雀石和玛瑙珠47件，水晶制品2件。
珍贵的象牙雕刻品等，也显示出当时上层社会生活的奢贵。
妇好虽然是王室贵族，但是与商王还是有地位尊卑高下的差异。
通过殷墟5号墓的考古发现，可以推知殷商帝国最高权力者商王的墓葬，随葬品一定会更为豪奢富丽
。
周人以长期经营农耕事业的成功逐渐兴起于西方。
在战胜殷商之后，也部分继承了殷商贵族的奢逸之风。
周人文化建设的成就，则突出地表现在宗法关系的政治化与制度化。
正如有的学者所指出的，“周人在宗法关系政治化的过程中，不但把殷人已经实行但尚未明确总结的'
亲亲'原则观念化，更明确地在思想和制度上区分嫡庶，提出了'尊尊'的原则，把宗族内部本来因血缘
亲疏相同而居于同等地位的人进一步依嫡庶身份的不同划分为不同的等级，从而使宗族内部的等级关
系更加细密和固定，并通过'礼'的强制约束使这种等级关系制度化。
”在周人专政的年代，礼制对于丧葬的规定细致而严格。
不同阶层死者的丧仪、墓穴、葬具以及随葬品的规格，都有明确的制度。
周代礼制，明确对于天子、诸侯、卿、大夫、士和庶人的等级序列的严格区分。
士的上层以上的社会阶层，属于贵族。
贵族身份是世袭的。
贵族统治其结构的稳定性，是依靠血缘纽带得到保证的。
而礼制的基本宗旨，是维护这种血缘关系。
士的下层分子以及在社会中占广大比例的庶人，属于被统治阶级。
身份称谓各个不同的各种奴隶，也同样属于被统治阶级。
按照周时正统礼制的规定，死者生前的地位越高，则丧仪越隆重，棺椁越华美，随葬越丰厚。
从已经发掘的西周贵族的墓葬出土情况看，事实与礼书记载的贵族列鼎而食的制度大体相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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礼书所反映的当时的贵族用鼎制度，大致可以分为5等：“士”一般用一鼎；“士”在特殊情况下用
三鼎；“大夫”用五鼎；“卿大夫”用七鼎；“天子”用九鼎。
用簋数目，往往与列鼎相配合。
根据《仪礼·聘礼》、《公食大夫》与《礼记`玉藻》的记载，四簋与五鼎相配，六簋与七鼎相配，八
簋与九鼎相配。
其他有关盘、匝、壶等器用的数目，也都有相应的规定。
关于天子用鼎的数量，《周礼·天官·膳夫》也有“王日一举，鼎十有二，物皆有俎”的说法。
有的学者于是以为：“天子的用鼎数恐应以《周礼》为准，是十二件鼎。
”在考古实践中，九鼎墓、七鼎墓、五鼎墓、三鼎墓、一鼎墓，以及不随葬鼎的小墓都有发现。
春秋时期，社会出现被称为“礼坏乐崩”的剧烈动荡。
进入春秋中晚期之后，埋葬制度中“礼”的约束受到严重冲击。
对于传统列鼎制度的僭越，已经相当普遍。
不完全符合周礼的规定，不严格遵受周礼的约束，已经成为一种社会倾向。
“在属于统治阶级的墓葬中，尽管还保存一定的等级界限，但是在每个等级之中，都存在严重的僭礼
越等的现象。
”许多地区都出现了随葬陶鼎的小墓。
而鼎原本“是标志贵族身份最重要的一种礼器”，“庶人用陶鼎随葬”，“应该是一种严重的'违礼'
现象。
”当然，我们在注意到这种社会倾向的时候，也不能作不符合历史真实的过度夸大的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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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记

1998年到1999年间，有学友问起近来所作的课题，得知正在写这本书，或似欲言又止，表情之微妙，
隐约透露出对这一选题的某种睨视。
大约许多人认为盗墓是历来人所不齿的社会丑恶现象，以此作为专业研究课题，似乎是不适宜的。
其实，作为历史遗迹，所有的现象都可能包涵有重要的文化信息。
况且历代盗墓行为的出发点是多有不同的。
且不说在经济与政治极不平等的时代，发掘墓葬有时可以看作一种表现财富平均意识和政治复仇行动
的方式，历史上因盗墓而获得的直接的文化发现，也是不可以忽视的。
本书以中国历代盗墓及相关现象作为研究对象，期望通过必要的历史总结，说明这些历史文化现象的
文化背景和文化影响，以求深化对中国传统文化的全面认识。
这样的工作，当然是初步的。
在有的方面，只能进行很简略的分析。
更有成效的研究，还有待于将来可能的续作和其他学者的工作。
本书写作最主要的参考书，是西江大学周苏平博士的学术专著《中国古代丧葬习俗》。
利用国际互联网查询二十五史等中国古代典籍，可以实现较高的工作效能。
本书是作者第一部借助这一手段尝试探讨中国古代历史文化的成果。
就此应当感谢台湾“瀚典”、“寒泉”，大陆“象牙塔”、“唐研究”等网站的策划者和工作者为研
究者提供了诸多便利。
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陈爽博士、中共中央党校文史教研部梅敬忠教授等学友教示有关方法，提
供大量资料，使作者得益甚多。
陕西省文物保护技术中心张在明研究员，国家文物局宋新潮研究员，陕西省考古研究所焦南峰研究员
，中国历史博物馆考古部信立祥研究员，陕西省历史博物馆刘福德研究员、马振智研究员，中国社会
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吴玉贵研究员、定宜庄研究员、王震中研究员、盂彦弘博士，中共中央党校马小军
教授、李书磊教授、刘悦斌教授、陈宇飞教授，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吕微研究员，河南省社会
科学院考古研究所蔡万进博士等，在选题拟定、结构设计、资料辑集等方面对作者提供了各种无私的
帮助。
这本小书，实际上是凝聚了诸多学友深厚的学术友谊的成果。
作者谨此深致谢意！
本课题的研究和本书的写作，得到了方诗铭先生的鼓励和教示。
方诗铭先生在笔者1984年进行硕士论文答辩时任答辩委员会主任。
此后15年来，每学有疑问，写信求教，方先生总是从容告语，谆谆不倦，而尤重于勉励支持。
此次作盗墓史的探讨，方诗铭先生知道后，在多次来信中都曾经有所指导。
书稿完成之后，又得知方先生愿意赐序，作者深以为欣幸。
作为学生，对于先生的勖勉，不仅衷心感激，同时也看作一种鞭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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