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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河北满城西汉中山王刘胜夫妇墓的发掘工作，是周恩来总理亲自批示，在中国科学院郭沫若院长组织
、领导下进行的。
发掘过程中，得到人民解放军的大力支持和协助。
中央新闻纪录电影制片厂和北京电视台曾到现场拍摄了彩色资料和电视片。
    满城汉墓是我国重要的考古发现之一。
两座墓都未经盗掘，出土的随葬器物不仅数量很多，而且有不少是具有很高的工艺技术水平和科学研
究价值的珍贵文物。
这些文物是研究我国西汉时期的手工业和工艺美术发展情况的重要实物资料，同时对研究汉代物质文
化和汉代历史也具有重要的意义。
墓中所出的不少文物曾多次出国展出，对弘扬中国优秀的古代文明起到了积极的促进作用。
1988年国务院公布满城汉墓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1991年这两座汉墓正式对外开放。
    考古发掘是集体的工作，只有依靠集体的力量才能完成。
满城汉墓的发掘也是如此，不是任何个人所能完成的，而是考古队全体人员共同努力取得的成果。
参加发掘的人员，除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的同志外，还有河北省文物工作队的同志。
此外，始终配合发掘的人民解放军4749部队的战士们，工作积极、认真，对发掘任务的顺利完成也起
了十分重要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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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卢兆荫所著的《发现满城汉墓》记录的是二十世纪最重大考古发现之一
——满城汉墓，这次考古发掘出土了两具金缕玉衣和长信宫灯等万余件文物。
本书作者负责并亲历这一发掘，再现了西汉帝国灿烂风华。
《发现满城汉墓》中所述的满城汉墓出土的珍贵文物，正是当时社会经济文化繁荣发达的真实反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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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卢兆荫
男，1927年1月生于福建莆田。
1949年毕业于福建协和大学历史系。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研究员，从事汉唐考古发掘和研究工作。
1968年6-9月发掘河北满城汉墓。
曾主编《西安郊区隋唐墓》和《满城汉墓发掘报告》，后者获中国社会科学院1977-1991年优秀科研成
果奖。
发表有关汉唐考古、汉代玉品和唐代金银器等学术论文数十篇，其中玉器和金银器的论文已汇集成《
玉振金声——玉器·金银器考古学研究》一书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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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陵山之谜    在河北省满城县县城西南约三华里处，有座名为陵山的小山。
那是一座孤零零的石灰岩小山，西面和北面是星罗棋布的大小山丘，西面与抱阳山相临，北面隔着一
些村落与玉山、大楼山相望，东面和南面则是一望无际的大平原。
    1968年5月22日，中国人民解放军某部在陵山上施工，在靠近山顶的地方，他们炸开的坑道下面发现
了一个洞。
战士们好奇地从洞口爬下去，发现下面是一个很大的洞穴，里面有很多盆盆罐罐的东西和泥人等，显
然是一座考究的墓葬。
他们向部队领导报告后，工程就停了下来。
随即，部队领导向省里作了汇报。
    省里马上派了两位考古工作者到现场进行勘察和保护。
    据初步勘察。
此墓规模很大，有很多东西，多已暴露，有些铜器上刻有“中山内府”字样的铭文，还有一些鎏金的
器物，并肯定是一座未被盗掘过的汉墓。
    5月27日，省里向中央写了简报，希望中央立即派专家到现场进行发掘和清理，并确定此墓有无长期
保护的必要。
    6月6日，河北省派张天夫同志到北京向中央办公厅作了汇报。
    6月18日晚，周总理在人民大会堂宴会厅举行欢迎坦桑尼亚总统尼雷尔的盛大宴会，在二楼休息厅休
息时，周总理向郭沫若谈了满城发现汉墓的事，要郭老负责办理此事，并尽快提出处理意见。
    6月19日，郭老叫秘书王廷芳一早就来到考古所了解情况。
经研究决定，由孙秉根和我去见郭老。
    上午十时，我们一行到了郭老家。
郭老在宽敞的会客厅和我们见面，王廷芳也在座。
郭老平易近人，和蔼可亲，先向我们介绍了他所了解的情况，同时也了解了考古所的一些情况。
郭老建议考古所先派两三位同志尽快去现场实地了解—下古墓的情况，然后确定下一步方案，并希望
在下午五点前将人员确定，同时附上姓名和简历，以便向总理汇报。
    下午四点，我把首先确定的王仲殊、卢兆荫、张子明三位同志的名单和简历送到郭老家。
后据郭老的秘书王廷芳回忆，郭老接到这份名单后，立即写了一封给周总理的信，谈了他的初步意见
。
信由王廷芳交给总理的司机，再由司机转给总理的秘书钱嘉楝，由钱嘉楝转呈周总理。
    6月21日下午，我和张子明同志参加了在中国科学院召开的会议，同时参会的还有古脊椎动物与古人
类研究所的两位同志，河北省来京汇报的张天夫以及郭老秘书王廷芳等。
会上讨论决定，组成以考古研究所人员为主的考古发掘队，参加人员除了先前上报的三位同志外，另
增加郭义孚、姜言忠、屈如忠、王振江；另有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的李炎贤、戴尔俭。
由中国科学院胡寿永同志带队，河北省的张天夫同志陪同，预定6月25日集中出发。
    6月22日，周总理批复意见，同意郭老的意见，并附来一封总理给北京军区郑维山代司令员和陈先瑞
副政委的亲笔信，要他们协助办理此事。
    6月24日下午，王仲殊和我又去了郭老家，向他汇报我们的准备工作情况，以及一些发掘工作的设想
。
郭老对我们的意见表示赞同，并提醒我们注意后室可能会有壁画以及简牍一类的随葬品，要我们有所
准备。
    6月25日上午，我们从北京出发。
为了保证工作的顺利和人员的安全，出发那天，北京军区特意派赵参谋陪同我们离开北京去保定。
当天中午到达保定车站时，河北省军区、驻军首长及省革命委员会同志到车站迎接。
下了火车，我们乘汽车去河北省军区，在那儿吃完午饭休息到下午五点，我们才出发去满城县。
到了满城县，军区安排我们住在4749部队司令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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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天晚上，我们就开会研究工作，准备第二天上陵山，开始发掘工作。
    在离开北京之前，我们就听说了这个汉墓在满城的陵山上。
那么，这座小山为什么叫“陵山”，古代只有帝王的坟墓称为“陵”，究竟山上有哪个帝王的坟墓？
这是我首先感兴趣的问题。
    从地理位置观察，河北平原的西侧是雄伟的太行山脉，峰峦起伏，险峻异常。
在山脉的东麓散布着许多大大小小的山丘，形成一片丘陵地带。
陵山就在这个丘陵地带的东部边缘，它的西北有著名的狼牙山。
    陵山的周围分布着许多村落，在它的东南脚下有北陵山村和南陵山村。
据当地群众说，这两村原为一个村，村名为陵山，后来因为人口增多而一分为二。
另外，在陵山东南两公里左右有一个守陵村。
为了弄清楚“守陵”的由来，我们特意到村中访问年纪较大的村民。
据他们说：“我们的祖先是给人守坟的。
”那么究竟守的是什么人的坟呢？
他们也毫无所知。
    为了进一步弄清楚陵山之奥秘，我们又查阅了有关文献。
《满城县志略》卷二《古迹附陵墓》载：“齐顺帝陵在县西三里陵山南阿，故老相传为齐顺王之陵。
”《大清一统志》卷十记载：“南面数大冢相传为齐顺王陵”。
然而我们通过考证，历史上汉代以前既没有“齐顺帝”，也没有“齐顺王”，而且满城自古以来就不
属于齐地。
我们还注意到，在陵山的南坡及其与东南小山峰的毗连处，确有18座小墓，墓上尚存有石块垒成的坟
丘，当地群众传说为“王子坟”，这些小墓很有可能是陪葬墓或附葬墓。
那么，这些小墓究竟陪伴的是哪位帝王呢？
    看来要彻底揭开这个谜，只有通过考古发掘工作。
因此，发掘陵山上发现的这座古墓就显得格外重要了。
    P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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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记

满城汉墓营建于西汉武帝(刘彻)时期。
汉代是中国历史上强大而繁荣的朝代，经过西汉初期六七十年的休养生息，到武帝在位时经济有了很
大的发展，积累了大量的财富，给社会文化的迅速繁荣提供了良好的物质基础，从而进入西汉的鼎盛
时期。
满城汉墓出土的珍贵文物，正是当时社会经济文化繁荣发达的真实反映。
    作为考古工作者，除做好田野发掘工作和及时编写发掘报告外，还应从事有关的考古学研究；同时
还要从社会需求出发，做些学术普及的工作。
在考古发掘报告的基础上，写出科学性和可读性兼备的考古普及读物，有助于读者通过出土的实物资
料了解我国古代的物质文明和中华民族的优秀文化传统。
这也是浙江文艺出版社编辑、出版本书的主要目的。
    本书在写作上力求简明扼要、通俗易懂，并配备较多的线图、照片，以利于增强对文物的感性认识
。
书中所用的照片，多数是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姜言忠同志拍摄的。
本书的责任编辑俞玲芝同志，不仅在编辑出版中付出辛勤的劳动，而且在书稿撰写过程中，对书的内
容取舍、编写体例等方面，提出许多建设性的意见，对本书的顺利脱稿起了重要的作用。
在此一并表示感谢！
    卢兆荫    2011年3月1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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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体关注与评论

每个人都知道中国有所谓《二十五史》，就没有人注意现在从地下发掘的东西，比十部《二十五史》
还要多⋯⋯    任何研究文化、历史的朋友，都不应当疏忽这份无比丰富宝藏。
    ——沈从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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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卢兆荫所著的《发现满城汉墓》是在考古发掘报告的基础上，写出的科学性和可读性兼备的考古普及
读物，有助于读者通过出土的实物资料了解我国古代的物质文明和中华民族的优秀文化传统。
本书简明扼要、通俗易懂，并配备较多的线图、照片，以利于增强对文物的感性认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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