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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探秘古代盗墓现象　　盗墓在我国是一项古老的活动，最早的记载见于新石器时代。
不过，那时的盗墓是偶然的，并没有形成规模。
专业盗墓盛行于春秋时期，这与那时开始形成的厚葬风气有关。
　　春秋时期，诸国争霸，全国出现了大大小小的许多相对独立的诸侯国。
这些诸侯国在财政上有独立自主的权力，只需要向名存实亡的周天子象征性地定期缴纳一些贡品就可
以了。
因此，诸侯王们都过着极为奢侈的生活，王宫内积聚了大量的珍奇财宝、金石玉器。
这些诸侯王大都相信灵魂的存在，他们认为，人死后要到另一个世界去生活，如果死后能够把生前使
用的东西全都带进坟墓里，到另一个世界仍旧能过着王侯般的奢侈生活。
俗话说上行下效，一些富裕的达官贵人也开始效仿诸侯们的葬制。
于是，厚葬之风渐渐兴起。
　　秦汉时期，由于生产力的发展，出现了又一个厚葬的高潮。
这一时期，统治者及社会上层人士无不在生前就对自己的陵墓大做文章。
后来的历代统治者都沿袭了厚葬的传统，厚葬之风有增无减。
清朝末年最后一位埋进清朝皇陵的光绪皇帝，虽然国力衰弱以至于亡国，但仍没有抛弃厚葬的传统。
　　在已经被发掘的墓葬中，处处都流露着让^、叹为观止的宝物。
商朝的妇好墓，就出土了铜、玉、石、陶、象牙、宝石等珍贵陪葬品1900多件，还不包括当时流行的
将近7000枚货币；汉朝中山靖王刘胜的墓葬中不但出土了大量珍贵的陪葬品，还出土了一件令世界为
之震惊的“金缕玉衣”，这件金缕玉衣是用1100克金线连接2498块精美的玉片组成的。
虽然秦始皇陵的地宫还没有被打开，但据《史记》记载，“天下徒送诣七十余万人，穿三泉，下铜而
致椁，宫观白官奇器珍怪徒藏满之”，可以看出陵墓里陪葬品的丰富。
　　这些被带人坟墓的宝藏从被埋入地下开始，就成了许多人觊觎的对象。
王侯们希望得到宝藏来扩充自己的实力，满足自己的奢侈生活所需；军阀们希望得到宝藏来扩充军饷
，充实部队，以取得战争的胜利；爱钱的官吏们希望得到陵墓巾的钱财来挥霍；苦难的百姓们希望得
到陵墓中的宝藏来改变生存困境；游手好闲的人们希望得到陵墓中的宝藏来发财⋯⋯种种原凶驱使着
各类人群去盗墓。
这些盗墓贼包括王侯、军阀、官吏、土匪、平民百姓。
　　我国历史上出现过三次盗墓高峰期，分别是西汉、清朝、现代。
西汉时期，盗墓盛行与当时的钱币制度有关。
官方允许私人铸钱，而铸钱的原料就是铜。
春秋战国时期以及秦朝陵墓巾的许多陪葬品都是铜制品，包括青铜器物和兵器。
这些陪葬品成为私人铸钱者稳定、大量的原料来源。
清朝时期，不仅社会上的各个群体盗墓，甚至许多历史学者、考古学家为了获得信息也加入了盗墓的
行列。
　　我国很多书籍中都对盗墓有着明确的记载，唐朝诗人写下的“白骨下纵横”、“荒冢入锄声”等
诗句就反映了这一现象。
有的盗墓贼为了使盗墓效果更显著还专门设置了一些专职盗墓的官吏，如曹操就设置了“发丘中郎将
”、“摸金校尉”的官职；大齐国皇帝刘豫也效仿曹操，设置了“河南淘沙官”、“汴京淘沙官”等
官职。
这些官职虽然名称小同，但职责都是一样的，就足盗取古墓获得财宝。
　　在几千年的盗墓过程中，盗墓技术、盗墓工具等都有了相应的发展，一些经验丰富的盗墓贼只用
眼看看地貌、摸摸封土、嗅嗅气味就可以准确地判断出有无墓葬，墓葬的大小、丰厚，墓葬的年代等
详细信息。
　　盗墓活动从古代一直延续到今天，并没有冈为时间的流逝而消失。
到了近现代，由于科学技术的大力发展，盗墓活动更为猖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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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我国政府制定了许多法律法规来保护古代墓葬，但是盗墓贼仍顶风作案。
1990年，两安的沣镐古墓被盗，盗墓者的技术、手段与盗墓工具都达到了惊人的程度。
其中，有些盗墓分子就在考古队工作过，有着丰富的经验。
盗墓现场共留下214个盗洞。
这些盗洞的钻探技术之精、速度之快、设备之先进，就是有些专业的考古队也达不到。
　　盗墓贼对陵墓的破坏是非常惨重的。
他们对陵墓野蛮地盗掘不仅破坏了陵墓建筑本身，更是将里面的珍宝盗走。
许多珍宝因为他们在盗墓过程中的不慎而遭到破坏，那些带不走的壁画等珍贵的文化遗产也受到了破
坏。
许多陵墓被盗后，都会出现尸骨暴露、瓷器碎片撒满陵墓的现象。
有的盗墓贼为了掩盖自己丑恶的盗墓行径，干脆放一把火把整个陵墓全部烧掉。
　　墓葬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重要历史遗迹与文化象征，通过墓葬可以了解一定历史时期的政治
、经济、文化、宗教等各个方面的情况。
但是，盗墓却给我国的文化事业、历史研究等多方面带来了巨大的灾难。
　　因此，面对着现代猖獗的盗墓活动，我们更应该加大对古墓的保护，挽救遗存的历史文化遗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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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盗墓在我国是一项古老的活动，最早的记载见于新石器时代。
不过，那时的盗墓是偶然的，并没有形成规模。
专业盗墓盛行于春秋时期，这与那时开始形成的厚葬风气有关。
　　春秋时期，诸国争霸，全国出现了大大小小的许多相对独立的诸侯国。
这些诸侯国在财政上有独立自主的权力，只需要向名存实亡的周天子象征性地定期缴纳一些贡品就可
以了。
因此，诸侯王们都过着极为奢侈的生活，王宫内积聚了大量的珍奇财宝，金石玉器。
这些诸侯王们大都相信灵魂的存在，他们认为，人死后要到另一个世界去生活。
如果死后能够把生前使用的东西全都带进坟墓里，到另一个世界仍旧能过着王侯般的奢侈生活。
俗话说：上行下效。
一些富裕的达官贵人也开始效仿诸侯们的葬制。
于是，厚葬之风渐渐兴起。
　　秦汉时期，由于生产力的发展，出现了又一个厚葬的高潮。
这一时期，统治者及社会上层人士无不在生前就对自己的陵墓大做文章。
后来的历代统治者都沿袭了厚葬的传统，厚葬之风有增无减。
清朝末年最后一位埋进清朝皇陵的光绪皇帝，虽然国力衰弱以至于亡国，但都没有抛弃厚葬的传统。
　　在已经被发掘的墓葬中，处处都流露着让人叹为观止的宝物。
商朝的妇好墓，就出土了铜、玉、石、陶、象牙、宝石等珍贵陪葬品1900多件，还不包括当时流行的
将近7000枚货币；汉朝中山靖王刘胜的墓葬中不但出土了大量珍贵的陪葬品，还出土了一件令世界为
之震惊的“金缕玉衣”。
这件金缕玉衣是用1100克金线连接2498块精美的玉片组成的。
虽然秦始皇陵的地宫还没有被打开，但据《史记》记载，“天下徒送诣七十余万人，穿三泉，下铜而
致椁，宫观白官奇器珍怪徒藏满之”，可以看出陵墓里陪葬品的丰富。
　　这些被带入坟墓的宝藏从被埋入地下开始，就成为了许多人觊觎的对象。
王侯们希望得到宝藏来扩充自己的实力，满足自己的奢侈生活所需；军阀们希望得到宝藏来扩充军饷
，充实部队，以取得战争的胜利；爱钱的官吏们希望得到陵墓中的钱财来挥霍；苦难的百姓们希望得
到陵墓中的宝藏来改变生存困境；游手好闲的人们希望得到陵墓中的宝藏来发财⋯⋯种种原因驱使着
各类人群去盗墓。
这些盗墓贼包括王侯、军阀、官吏、土匪、平民百姓。
　　我国历史上出现过三次盗墓高峰期，分别是西汉、清朝、现代。
西汉时期，盗墓盛行与当时的钱币制度有关。
官方允许私人铸钱，而铸钱的原料就是铜。
春秋战国时期以及秦朝陵墓中的许多陪葬品都是铜制品，包括青铜器物和兵器。
这些陪葬品成为私人铸钱者稳定、大量的原料来源。
清朝时期，不仅社会上的各个群体盗墓，许多历史学者、考古学家为了获得信息也加入了盗墓的行列
。
　　我国很多书籍中都对盗墓有着明确的记载。
唐朝诗人写下的“白骨下纵横”、“荒冢入锄声”等诗句就反映了这一现象。
有的盗墓贼为了使盗墓效果更显著还专门设置了一些专职盗墓的官吏，如曹操就设置了“发丘中郎将
”、“摸金校尉”的官职，大齐国皇帝刘豫也效仿曹操，设置了“河南淘沙官”、“汴京淘沙官”等
官职。
这些官职虽然名称不同，但职责都是一样的，就是盗取古墓获得财宝。
　　在几千年的盗墓过程中，盗墓技术、盗墓工具等都有了相应的发展。
一些经验丰富的盗墓贼只用眼看看地貌、摸摸封土、嗅嗅气味就可以准确地判断出有无墓葬，墓葬的
大小、丰厚，墓葬的年代等详细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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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盗墓活动从古代一直延续到今天，并没有因为时间的流逝而消失。
到了近现代，由于科学技术的大力发展，盗墓活动更为猖獗。
虽然我国政府制定了许多法律法规来保护古代墓葬，但是盗墓贼仍顶风作案。
1990年西安的沣镐古墓被盗，盗墓者的技术、手段与盗墓工具都达到了惊人的程度。
其中，有些盗墓分子就在考古队工作过，有着丰富的经验。
盗墓现场共留下214个盗洞。
这些盗洞的钻探技术之精、速度之快、设备之先进，就是有些专业的考古队也达不到。
　　盗墓贼对陵墓的破坏是非常惨重的。
他们对陵墓野蛮地盗掘不仅破坏了陵墓建筑本身，更是将里面的珍宝盗走。
许多珍宝因为他们在盗墓过程中的不慎而遭到破坏。
那些带不走的壁画等珍贵的文化遗产也受到了摧残。
许多陵墓被盗后，都会出现尸骨暴露、破碎的瓷器碎片撒满陵墓的现象。
有的盗墓贼为了掩盖自己丑恶的盗墓行径，干脆放一把火把整个陵墓全部烧掉。
　　墓葬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重要历史遗迹与文化象征。
通过墓葬可以了解一定历史时期的政治、经济、文化、宗教等各个方面的情况。
但是，盗墓给我国的文化事业、历史研究等多方面带来了巨大的灾难。
　　因此，面对着现代猖獗的盗墓活动，我们更应该加大对古墓的保护，挽救遗存的历史文化遗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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