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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百年来被认为是汉文帝霸陵的“凤凰

嘴”，并不是这位帝王的真正归宿之所。陕西

省文物部门 12 月 14 日发布最新考古结果，

开创了“文景之治”的汉文帝，其陵墓位置、

规模已确认，并从霸陵周边的外藏坑及陪葬

墓中，出土了大量金银器、陶俑、铜印等珍贵

文物。“汉文帝霸陵”之谜被揭开面纱。

汉朝，是中国历史上一个强大的大一统

帝国。作为“文景之治”的开创者，汉文帝刘

恒的墓葬所在何处，似乎在历史上早有定

论。在西安市东郊的白鹿原上，一个被人们

称为“凤凰嘴”的地方，正是世传的汉文帝陵

所在。

悠悠灞河静静流淌，汉文帝就葬在距河

岸不远的地方，他的陵墓被称为霸陵。“凤凰

嘴”的外形如同一座形状规整的小山，让人

很容易联想到帝王陵常见的覆斗形封土。在 

“凤凰嘴”山脚下，有 10 多通明清时期的祭

祀碑，另有清代乾隆年间陕西巡抚毕沅题铭

石碑一通，上书“汉文帝霸陵”5 字，因而长

期以来“凤凰嘴”被认为是汉文帝陵。

确认汉文帝霸陵所在，自然要从“凤凰

嘴”开始。进入 21 世纪后，陕西省考古研究

院和西安市文物保护考古研究院的考古工

作者在这一区域展开了大范围的考古调查，

除发现在“凤凰嘴”顶部西南大约 600 米有

多处不同时期盗墓者留下的盗洞，未发现任

何人工修建或开凿的遗迹。

科技手段被应用到对霸陵的探寻中，考

古人员与地质工作者合作，采用地波探测

法、高密度电阻法、测氡法等科技手段，再次

对“凤凰嘴”进行复探，仍一无所获。

而就在距离“凤凰嘴”约 2 公里的地方，

一座“亞”字形大墓的发现，为寻找霸陵提供

了新的可能。这座新发现的大墓因位于西安

市灞桥区江村而被称为江村大墓，江村大墓

距离窦皇后陵仅 800 米。

据主持这一考古项目的陕西省考古研

究院研究员马永赢介绍，从 2017 年至今，经

过考古工作者的持续勘探，发现江村大墓是

一座深达 30 米的巨型墓葬，通过对江村大

墓周边外藏坑及陪葬墓的部分发掘，出土各

类陶俑 1000 多件，金、银、铜、铁、陶质文物

3000 余件。

这些出土文物的制作之精、规格之高，

无一不指向江村大墓墓主的“特殊身份”。在

江村大墓西南部的 2 号发掘点，考古工作者

发掘了多座外藏坑。在编号为WK22 的外藏

坑中，出土文物 200 余件，其中着衣陶俑 13

件。陶俑周围出土有陶罐、铜带钩、弩机、铜

镞、铁戟、剑、漆盾等。发掘中还发现大量红、

黑、褐色漆皮，虽然形状难辨，但从漆皮周围

发现的大量车马器小件来判断，这座外藏坑

至少放置有 2辆明器木车马。

陶俑在此前的汉代墓葬考古发掘中多

有发现，但着衣陶俑却是一种高规格的陪葬

品，目前主要发现于西汉的皇室成员墓葬

中。另外，外藏坑还出土了带有铭文的石器

和数枚铜印章。这些铜印章上，有“中司空

印”“中司空丞”“山官”“仓印”等字样。马永

赢说，这些印章标示了西汉中央官署机构的

名称，这印证了其墓主的身份只能是皇帝级

别的人物。

随后的考古勘探与发掘，更揭示出江村

大墓是一个宏大的墓葬系统：墓室四周向心

式分布外藏坑百余座，再向外探寻，东、西、

南方向还有多组外藏坑及40多处陶窑遗址。

不仅如此，江村大墓西、北 3000-4000 米的

区域内分布有数十座“甲”字形大型汉墓，这

些墓葬应为霸陵陪葬墓。

陕西省考古研究院副研究员曹龙说，

以江村大墓为中心，外藏坑、陪葬墓、陶窑

等遗迹在其周边呈放射状分布，这是一个

典型的汉代帝王陵墓葬形制。通过江村大

墓超大规模的形制、出土的高规格文物、与

窦皇后陵的位置关系等等，可以确定江村

大墓就是汉文帝霸陵。而这次考古发现，在

确定了汉文帝霸陵准确位置的同时，也解

决了西汉十一座帝陵的名位问题，对中国

古代帝王陵墓制度的深入研究具有极为重

要的意义。

据史料记载，西汉的开国皇帝刘邦划定

了渭河岸边的咸阳原为皇室墓葬区，因而西

汉时期的大多数帝王都安葬在咸阳原上。也

许是为了与皇室纷争保持距离，也许是出于

当时政治形势的需要，刘恒选择远离咸阳，

在灞河岸边规划自己的身后之地。

（据新华社）

汉文帝刘恒（公元前 202 年—前 157

年），汉高祖刘邦第四子，母薄姬，刘恒即

位后，称为薄太后。公元前 196 年，汉高

祖封刘恒为代王，其为人宽容平和，在政

治上保持低调。汉高祖死后，吕后专权，

诸吕掌握朝廷军政大权。公元前 180 年，

吕后一死，太尉周勃、丞相陈平等大臣迎

立代王刘恒入京为帝，是为汉文帝。

汉文帝即位后，励精图治，兴修水

利，衣着朴素，废除肉刑，使汉朝进入强

盛安定的时期。

汉文帝在位时，采取以德服人的态

度，曾经亲自为母亲薄氏尝药，深具孝

心，也是古代“二十四孝”中亲尝汤药的

主角。汉文帝崩于长安未央宫，后葬于

霸陵。

陕西发现汉文帝陵墓
记者 12 月 14 日从陕西省文

物部门了解到，考古工作者在位于

西安市东郊灞桥区江村发现了一

座大型汉墓，经过持续勘探及对大

墓周边部分外藏坑的抢救发掘，基

本确认这座大墓为汉文帝陵墓。

进入 21 世纪后，陕西省考古

研究院和西安市文物保护考古研

究院的考古工作者在西安市东郊

的白鹿原西部地区展开了大范围

的考古调查，并对世传的汉文帝陵

所在的“凤凰嘴”，以及窦皇后陵、

薄太后南陵等区域进行了大面积

的考古勘探，基本确定了汉文帝霸

陵陵区的大致范围、重要遗址的分

布状况和形制布局，并新发现了一

座“亞”字形大墓。这座新发现的大

墓因位于西安市灞桥区江村而被

称为江村大墓。

江村大墓地面无封土，墓葬形

制呈“亞”字形，四面带有梯形墓

道，墓室开口距地表 2-4.5 米，南

北长 74.5 米、东西宽 71.5 米，底

部距地表深 27-30 米。

江村大墓周围有上百座外藏

坑及陪葬墓，从 2017 年开始，考古

工作者对江村大墓和薄太后南陵

的部分外藏坑进行了抢救发掘，出

土了着衣陶俑、陶罐、铜带钩、弩

机、铁戟、车马器等大量文物。同时

还发现了两枚印章，其中一枚经清

理辨认，印文为“中司空印”。

在白鹿原西部有一个被称为

“凤凰嘴”的区域，这里有10多通明

清时期的祭祀碑，另有清代乾隆年

间陕西巡抚毕沅题铭石碑一通，上

书“汉文帝霸陵”5字，因而长期以

来“凤凰嘴”也被认为是汉文帝陵。

据了解，此次考古人员对“凤

凰嘴”区域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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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此次考古发现证实，‘凤凰嘴’

是后世讹传的霸陵。江村大墓陵区

与汉高祖长陵、汉景帝阳陵等西汉

帝陵形制要素相近、平面布局相似、

整体规模相当，而且有明显的发展

演变轨迹，另外结合文献记载，初步

推断江村大墓就是汉文帝的霸陵。”

主持此次考古发掘工作的陕西省考

古研究院研究员马永赢说。

（据新华社）

薄太后南陵外藏坑出土的彩绘陶俑   新华社发

薄太后南陵外藏坑出土的一组陶俑   新华社发

江村大墓 1 号发掘点   新华社发

江村大墓外藏坑出土的印章   新华社发

探秘汉文帝陵——

何为霸陵  为何霸陵

文景之治，是指西汉的汉文帝、汉景

帝统治时期出现的治世。

汉初，因多年战乱导致社会经济凋敝，

汉廷采取“轻徭薄赋”“与民休息”的政策。

汉文帝时期，两次“除田租税之半”，文帝

十三年，还全免田租。同时，对周边敌对国

家也不轻易出兵，维持和平，以免耗损国

力。这就是轻徭薄赋政策。

汉文帝生活十分节俭，宫室内衣服

没有增添，衣不曳地，车类也没有添，帷

帐不施文绣，更下诏禁止郡国贡献奇珍

异物。因此，国家的开支有所节制，贵族

官僚不敢奢侈无度，从而减轻了人民的

负担。

文景二帝还重视农业，曾多次下令

劝课农桑，根据户口比例设置三老、孝

悌、力田若干人员，并给予他们赏赐，以

鼓励农民生产。奖励努力耕作的农民，劝

解百官关心农桑。每年春耕时，他们亲自

下地耕作，给百姓做榜样。

文景时期，重视“以德化民”，当时社

会比较安定。到景帝后期时，国家的粮仓

丰满起来了，府库里的大量铜钱多年不

用，以至于穿钱的绳子烂了，散钱多得无

法计算了。

当时随着生产日渐得到恢复并且

迅速发展，出现了多年未有的稳定富裕

的景象。百姓生活水平得到了很大程度

的提升，汉朝的物质基础亦大大增强，

是中华文明迈入帝国时代后的第一个

盛世。文景之治，不仅是中国历史上经

济文化飞速发展的一个时代，同时也为

后来汉武帝征伐匈奴奠定了坚实的物

质基础。

汉文帝与薄太后

文景之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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