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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旨在通过对秦始皇陵的建造周期、文物遗存分布和环境的互动关系、封土建筑、三出阙、外藏系
统等秦始皇陵寝制度方面重大问题的研究，纠正长久以来对于秦始皇的错误认识，较全面地展示秦帝
国丰富多彩的政治文化生活以及陵寝对于帝国政治理念与体系的再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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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段清波 男，1964年2月生。考古学博士，西北大学教授，1998—2008年任秦始皇帝陵考古队队长。
　　在主持秦始皇帝陵考古期间，发表30余篇考古学论文，对秦始皇陵区开展长期的考古勘探，发现
一批具有重大学术价值的陪葬坑、城门及三出阙建筑遗址、陪葬墓地、修陵人墓葬、地宫阻排水系统
等文物遗存；发掘了含石质铠甲、百戏俑、文官俑、青铜水禽的陪葬坑；发掘了内城墙廊房建筑遗址
；发掘了修陵人乱葬坑等，为学术研究提供了一批珍贵的考古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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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二节 古代墓道发展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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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三节 陵园设计理念的体现
　第四节 小结
[附录一] 科技视野下的秦始皇帝陵——“863”计划中的秦陵考古遥感与地球物理综合探查技术
　第一节 项目概况
　第二节 项目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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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六节 项目的结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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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参考文献
后 记

Page 5



《秦始皇帝陵园考古研究》

章节摘录

版权页：插图：秦始皇帝陵园位于骊山北麓的冲积扇上，地表南高北低，东阜西卑，南北高差甚大。
陵园外城南北垣间相差近80米（外城南垣海拔521米，外城北垣海拔443米）；东西高差19米（外城东
门海拔498米，外城西门海拔479米），看似平整的陵园东西外城间竟然也有近20米的高差。现封土东
西边缘的高差为4米（东边缘海拔492米，西边缘海拔488米）；封土南北边缘高差19米（南边缘海拔
为502米，北边缘海拔为483米）。陵北的平台与外城北垣问的高差达37米（陵北平台海拔480米，外城
北垣海拔443米）。陵园南高北低，相差较大，测定陵墓封土的高度若从南侧选择测点的话，所测出的
数据要小得多。从现在内城南门地表测量，封土相对高度仅21.6米；而从北垣处测量，相对高度则较
大，外城北垣处为87米，内城北门处77米。在地表环境高差如此之大的条件下，勘测陵墓本身的高度
，测量位置就显得非常重要，但合理的测点位置却并不容易确定。刘占成认为测点应当选择在封土边
缘的地平面，若将测点选在封土北侧，封土现高35.5米；文献上记载的高度若为“十五丈”，尺值
按27.65厘米计算，陵原高41.475米。这样，现高与文献记载间仅有6米的差距，表面上看这确乎是一个
能让人接受的说法。王学理认为文献上“五十丈”最有可能是“三十丈”传抄致误的结果，若此，尺
值按23.2厘米计算，三十丈合69.6米，测点选在封土的西北基，从航测地图上计算，现封土的高度
为51.668米（封土顶部海拔532.468米，封土西北角海拔480.8米），由此推算出两千年间封土降低了
近18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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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秦始皇帝陵园考古研究》是国家哲学社会科学成果文库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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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短评

1、秦始皇陵考古队长的研究成果，学术价值很高。但不适合一般爱好者阅读。
2、段老师写的这本书非常好，就是运来的时候封面稍微有些折了
3、朋友推荐的，写的很详细，引人入胜。
4、我是看了央视一套秦岭水银之谜！才愈发感想，买了此书。。。
5、goog~~~~~~~~~~~~~~~~~~~~~~~~~~~~~~~~`
6、研究了一辈子皇陵的队长的心血
7、刚从西安看过秦始皇陵，因为旅游激发了对秦始皇陵的兴趣，才决定在当当上搜一下，没想到就
搜到了这么一本书。拿到一看，居然欲罢不能。虽然本人不是考古专业，但却是资深的土木工程师，
知道这本书的含金量，绝对值得一读，让考古圈外的人们也体会一下人家考古工作者的严谨的学风，
博学的知识。更重要的你可以重新认识一下秦始皇。
8、替别人买的 朋友看了 包装 印刷都很好 内容还没有细看！买书就到卓越来
9、秦始皇陵考古成果，虽然过于专业，但内容还是比较有知识性
10、80*50*15米的墓室，逆天啊！
11、论点充足，有些观点很新很有见解，有些比较观望
12、很喜欢段老师，写的也挺可读的，对于想了解始皇的人来说还是不错的
13、昨天中午订的书 今天上午我就拿到了 速度是没得说的

再说书 精装本 皮很厚实 怎么折腾 怎么翻都木事儿 刘庆柱先生做的序 刘庆祝先生可是秦汉考古这方面
的权威 再说作者~~~前秦始皇陵考古队队长 绝对是没话说的 绝对是最有发言权的 我得瑟一下 内容很
专业 是考古专业人士 尤其是学习秦汉考古的人士的必备资料 外行看着可能会有些吃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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