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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纪念国立西北大学自汉中迁回西安 60周年】

西北大学对汉博望侯张骞墓的发掘与增修

姚　远
(西北大学 数学与科学史研究中心 ,陕西 西安　710069)

摘　要:为纪念国立西北大学自汉中迁回西安 60周年 ,通过文献调查与实地踏访 ,对 68年前

西北大学前身国立西北联大对汉博望侯张骞墓的发掘缘由 、发掘过程 、主要参与者 、出土文物 、增修

项目以及对当时 、后世的影响作了历史性研究 。结论认为这是迄今对张骞墓惟一的一次正式发掘 ,

确认了墓主身份 ,奠定了历史基础 ,在中国外交史 、对外开放史 、文化交流史和 “丝绸之路 ”研究上

均具有重要意义 ,同时也突出地彰显了西北大学在汉中 8年期间对陕南文化建设的重要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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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西北大学的历史学与考古学学术发展有着悠久

的历史 。仅在抗日战争期间 , “学校对于教学研究

工作尽力策划鼓励 , 以谋学术空气之保持 。当时

… …因地制宜 , 注重西北地区资料 , 进行研究工

作 ”。 “历史系搜集陕 、甘 、宁 、青 、新疆等省史料 ,成

立考古室。三十四 (1945)教育部更将所属西北艺

术文物考察团历年所集资料 ,拨归本校 ,遂将原有之

考古室扩大改为西北文物研究室 ”
[ 1] (P10 -12)

。在汉

中时期 ,西北大学历史学会先后进行了勉县历史考

察和考古调查 、各县诸葛武侯遗迹考察等 。

1938年 ,正值抗日战争爆发第二年 ,由西安迁汉

中城固不到半年(1938年 3月 16日正式迁离西安 )

的国立西北联大历史系考古委员会 ,于 7月 3日至 9

月 2日主持对汉博望侯张骞墓实施了发掘和增修。

2006年 10月 14日 ,事隔 68年以后 ,笔者再次

拜谒张骞墓 ,并访寻国立西北大学在城固 、勉县 、南

郑 、留坝 、洋县等地遗迹(见插页图片 ),形成此文。

一 、历史背景与发掘缘由

张骞( —前 114)为今陕西城固人 ,约生于汉

文帝时期 ,历任郎 、大行 ,受封为博望侯 ,死后归葬故

里(今城固县博望乡饶家营村)。他是中外历史上

著名的外交家 、探险家 、丝绸之路的开拓者。他两次

奉命出使西域 ,联络了当时西域 53国 ,加强了西北

各少数民族与汉族的经济 、文化联系 ,打通了横跨中

亚 、西亚的陆路交通 ,成为古代历史上历程最长的国

际性贸易通道 。他先后 20余年 ,不远万里 ,将中国

先进的文化和养蚕 、缫丝 、冶铁 、瓷器 、造纸 、农业技

术传播到西域各国 ,又将良马 、骆驼 、乐器 、魔术乃至

佛教文化带回中原 ,对中外政治 、经济 、文化 、科学技

术的交流与传播做出前无古人的贡献 ,故成为丝绸

之路的凿空者 ,也成为我国历史上第一个睁眼看世

界的人。

1938年 5月 ,国立西北联大校常委许诵明 、李

蒸及许寿裳 、黎锦熙等教授调查汉中著名古迹以后 ,

提出研究张骞 、萧何 、樊哙 、李固墓以及勉县诸葛亮

墓的民间刻石 、褒城石门和汉中其他古代文化遗迹

的计划书
[ 2]

。

其中为 “表彰我历史上之民族英雄汉博望侯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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骞起见 ”
[ 3]

,对张骞墓的发掘和增修 ,是为最重要的

计划之一。吴世昌指出:“吾校历史系同人以侯墓

近在咫尺 ,足式仰止 ,而东侧土层扰动 ,墓道凌乱 ,陵

前石兽 ,长埋榛莽 。若不加以修理 ,妥为保护 ,行见

先贤名迹 ,日就陵夷”
[ 4]

。为此 ,商准各级政府 ,会

同张骞后裔 ,开始发掘和增修工程。

之后 ,陈士骥 、周国亭发表发掘报告。次年由西

北联大在墓前刻立 “增修汉博望侯张公骞墓碑记” 。

1939年 4月 6日 ,西北联大全校师生 1 400余人 ,在

“民族扫墓节 ”,为弘扬民族精神 ,整队赴汉博望侯

张骞墓 ,举行祭扫活动 。

1939年 8月 13日至 14日 ,学校考古室举办了

张骞墓出土古物展览 。先后有时在学校的教育部次

长顾毓秀教授 、学校常委李蒸 、徐诵明 、胡庶华教授 、

学校秘书主任黎锦熙教授以及师生数百人参观 。

1942年 ,国民政府监察院长于右任在国立西北

大学视察并作《标准草书》的学术报告后 ,也到张骞

墓考察 。

二 、参与发掘和研究者

主持和参与此次发掘的为西北大学历史系教师

何士骥 、周国亭以及张循祖 、杨贻等 20余位学生 。

许寿裳 、李季谷 、陆懋德 、许重远 、黄文弼 、吴世昌等

亦为主要参与者和研究者 。县政府保安队成员陈思

礼 、联保主任朱秀峰 、保长饶胜五 、甲长饶文明等 13

人协助 。

墓道文物出土后 ,李季谷 、何乐夫 、周节常 、刘廷

芳等先生及学生阎应清等将其分类编号和展出 。

其 主 要 参 与 者 (可 考 者 ) 学 术 背

景
[ 5] (P146 - 149), [ 6] (P60 -63)

如下:

何士骥 ,字乐天 ,浙江诸暨人。毕业于清华大学

研究院 ,师从梁启超 、王国维等 。他毕生从事历史教

学与考古 ,曾任甘肃兰州玉泉山博物馆馆长 ,与西北

大学考古学系刘士莪教授多有往来。晚年退休后住

汉中邮电局其女儿处 。 1985年夏在汉中逝世 。

周国亭 ,国立西北联大历史系和国立西北大学

历史系教师 ,约在 1947年离开学校。

吴世昌 (1908— 1986),字子臧 , 浙江海宁人 ,

1927年至 1932年先后就读于南开大学和燕京大学

中文系 , 1935年获哈佛燕京学社国学研究所硕士学

位 ,聘为北平研究院史学研究所编辑和上海博物馆

特约研究员。 1937年至 1939年 ,先后任国立西安

临时大学和国立西北联合大学中文系讲师 。 1939

年后离校 ,相继任中山大学 、中央大学教授 。 1962

年自牛津 、剑桥访学回国后 ,相继任中国科学院文学

研究所研究员 、全国政协委员等 。著有《〈诗经 〉语

词研究》、《〈红楼梦 〉探源》等多部专著。他曾撰写

《增修汉博望侯张公墓道碑记》,生前收藏有碑记原

文手稿 ,将之精裱成卷轴 ,曾向北京大学中文系的曹

述敬先生展示 ,并不胜怀念地指出某处为许寿裳先

生修改 ,某处为黎锦熙先生修改
[ 7]

。

三 、墓冢发掘与增修

1.墓冢基本情况

张骞墓位于城固县城西北约 3公里的博望镇饶

家营村。 《史记 卫青列传》载:“将军张骞 ,为大行

而卒 ,冢在汉中 ”;南宋王象之《舆地纪胜》载:“张骞

……墓在城固县西二十三里 ,有碑 ,文字磨灭 ,不可

辨” ;《南史 齐宗室传》载:“梁州 (今汉中 )有古

墓 ,名曰尖冢 ,或云张骞坟”;明嘉靖《城固县志 地

理志》载:“石虎 ,西八里 ,地有二石 ,形如卧虎 ,列于

张骞墓前 ”。西北大学台湾校友史志超回忆:“张骞

墓在 (汉中)城东数十里城固境内 ,土丘旁矮房两

间 ,门外挂大鞋一双 ,长二尺余 ,不言可知 ,博望侯足

大健行 ,能走万里通西域也。”
[ 8] (P21 - 23)

今张骞墓占地面积 1.05亩 (约 70m
2
),坐北朝

南 ,为一覆斗形土冢 ,南北长 35.6m ,东西宽 20m ,高

5m。墓前有 3通石碑 ,正中为 1776年(乾隆四十一

年)陕西巡抚毕沅所书 “汉博望侯张公骞墓 ”,右侧

为题刻 “增修汉博望侯张公骞墓碑记 ”,左侧为西北

联大发掘张骞墓纪事碑 。在墓前南之左右两侧建翘

亭安置西北联大清理出的两尊汉雕石虎 。

在西北联大发掘之前 ,张骞墓至少有过两次被

掘。 《南史 齐宗室传》有:“欲有发者 ,辄闻鼓角与

外相拒 ,椎埋者惧而推 。谓无此理 , 求自监督 。及

开 ,惟有银镂 、铜镜 、方尺 。”清袁枚《子不语》有:“盗

入张骞墓 ,见残漆棺 。”

2.西北联大的发掘与增修

西北联大考古委员会的发掘分为两次:第一次 ,

1938年 7月 3日①,开始发掘张骞墓前深陷地下的

石刻;第二次 , 1938年 8月 24日至 9月 2日 ,发掘张

骞墓冢 ,已发掘到墓冢东侧墓道东耳室 ,但尚未进入

墓室 ,由于此举激怒张氏后裔 ,遂中止发掘 ,改为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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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增修 。

这次发掘清理出的文物主要有两大部分:第一

部分是墓前石刻;第二部分是墓道。

第一部分对深陷水田下的东 、西相对两石虎作

了挖掘清理 ,仅用一日即完工 ,破除了过去民间所称

该石虎 “愈掘则入地愈深 ”、“水涨石高 ,永远能保持

其露而数寸之状态”的神化说法 。石虎 “蹲伏在地 ,

头毁 ,足残 ,尾缺 。表面多剥蚀 , 未见花纹与刻字 。

两兽腹下亦加详查 ,东面石虎曾经翻动 ,西面石虎未

动 ,惟肋骨每兽左右各七 ,隐然可见。颜色青黑 ,制

作古朴 ,状极生动 ,于考古学上 、艺术上 ,确为极有价

值之作品”
[ 9]

。东 、西两发掘坑的地层 “大致相同 ,

各可分为地面土 (或名耕种土 ,最上层 )、青灰色土

(次层)、褐色土 (微黄 ,最下层 )”, “因久经水湿及

扰动之故 ,层次虽有 ,似非原有状态 ”
[ 9]

。东坑出土

有:碎砖 14块 ,内仅 1块隐约有绳纹;瓦片 10片 ,均

无纹;陶片仅 1片 ,灰色无纹;另有瓷片 、新缸瓷片

等 。 “所出砖瓦 、陶片 ,十之七八 ,均为磨光而无锋

棱 ,为上下翻动过多之证 ,决非器物埋藏地下所有之

原状也 。”
[ 10]
西坑出土有:碎砖 15块 ,仅 1块为绳

纹;碎瓦 24片 ,除略见工作纹外 ,均素无纹;陶片素

而红色者 2小片 ,素而灰色者 2小片 。

第二部分对墓道的发掘 ,出土有:破残马骨 、灰

陶片 、带釉陶片 、瓦罐 (有两耳 )、砖 (墓门及全部墓

道之建筑 ,均系汉砖 )、瓦片及五铢钱 ,由此足证为

西汉墓;最重要的有似印泥者一方 (亦似封泥 ),篆

书 “博望□(或造 )铭 ”4字 , “当可为此墓系博望侯

墓之一证 ,且与《史》、《汉》所载张骞故里亦合 ”
[ 3]

。

吴世昌亦认为:“所见墓道汉砖 、破残马骨 、五铢汉

钱之属 ,即可断为汉墓;而散乱陶片中 , 间有 ‘博

望 ’ ,汉隶 ,尤足证为张公原墓为无疑 ”
[ 4]

。

此后 , “遂为鸠工培土 ,重加封植 ”
[ 4]

。

据汉中博物馆馆长冯岁平校友以后见到的文物

手抄目录有 14页之多 。新中国成立后 ,刘士莪教授

在西北大学文物陈列室 (现称西北大学历史博物

馆 )见到汉砖 、封泥等 3件张骞墓文物 ,后被征调到

北京参展未归还 ,西北大学现仅留复制件 ,原件现藏

北京故宫博物院 。

3. 增修碑记与文献

西北联大留下许多有关张骞的文献
[ 10] , [ 11]

,主

要有:何士骥 、周国亭的《发掘张骞墓前石刻报告

书》;西北联大历史系的《博望侯墓道古物校内展览

记》;王汝弼教授的 《谒博望侯墓放歌》(长篇古诗

稿 ,发表在《说文月刊》第四卷 );黄文弼教授发表有

《张骞通西域路线图考》;吴世昌的《增修汉博望侯

张公墓道碑记》。该碑记现立于张骞墓左侧 ,已用

玻璃罩之 ,有数处字迹磨灭 ,已难辨认 ,故特附记于

此。其碑阴刻有许寿裳教授篆意楷书 ,黎锦熙教授

使用新式标点符号写的《汉书 张骞传》。

增修汉博望侯张公墓道碑记

国立西北联合大学讲师吴世昌谨撰

国立西北联合大学教授黎锦熙书丹

旷观我国史乘所记 ,以一介行人 ,而能跋涉

万里 ,扬威域外 ,重致九译 ,荒服蛮夷者 ,得二人

焉 ,曰博望张侯 ,定远班侯。然班氏籍汉明之余

萌 ,乘西域之罴弱 ,运以权谲 ,事乃克济。未若

博望 ,犯方张之虏焰 ,假危道以远袭 ,凿空之功 ,

震烁古今。尝试次其勋绩 ,约有数端:匈奴肆

虐 ,远稽姬 、秦 ,山戎 、猃狁 ,并其异称。亶父之

走岐下 ,幽王之死骊山 ,惩前毖后 ,创痛巨深。

是以诗经口歌 , 戎狄是赝 。季子获丑 ,虢盘焉

铭。爰及末叶 ,凶焰益煽 。史称冠带七国 ,边胡

者三 ,于是赵王高阙为塞 ,秦 、燕限以长城。洎

乎楚汉之际 ,中原鼎沸 ,塞外群胡 ,益增猖披。

以高帝之雄略 ,犹不获逞志于冒顿 ,致有平城之

厄 、白登之围。下逮吕后 、文 、景 ,侵扰尤繁 ,驯

至遣书谩骂 ,杀戮疆吏 ,匈奴之加我黄帝子孙以

巨耻大辱者 ,久且烈矣。孝武痛祖宗之积耻 ,愤

华胄之见凌 ,于是倡议灭胡 ,发使西征。侯持汉

节 ,跬踬于风沙冰雪之乡 ,委顿于腥胳膻毳之

群 ,再使西域 ,数困虏廷 。廿载去国 ,万里经行。

偕往百士 ,归仅二人 。卒使威德遍于四海 ,赋贡

致乎汉廷 ,自有生民以来 ,未之有也 。侯既遍朔

漠 ,识其地理水草 ,卫青击胡 ,资为向导 ,用能建

不世之奇功 ,恐列祖之皇造 ,汉业既隆 ,边患斯

少。尔后贰师之破大宛 ,定远之服鄯善 ,莫不蹑

其芳躅 ,迹其故道。凡所躬历 ,当今甘肃新疆 、

俄属土耳其斯坦 、阿富汉 (汗 )之地 。副使间

出 ,历国十余 ,跨世界之屋梁 ,通中西之文化 ,探

黄河之真源 ,来异物于西亚。役属妫水之邦 ,创

通西南诸夷 ,即今邛属黔滇诸地;苗 归化 ,蚕

丛毕启 ,揆厥元功 ,亦莫非侯所创议 ,后之人君 ,

遂得拓疆数万方里 ,奠我中华数千年来之伟大

国基 ,我今日之能御侮图强 ,货殖恣所取给者 ,

胥有赖焉 ,而乡曲鄙儒 ,溺于清静无为之说 ,安

于疲软苟且之习 ,乃以汉武之庸武于戎工 ,引为

后世人主之大戒 ,何其陋也  昔杨子云:论前朝

之事 ,以为不一劳者不久佚 ,不暂费者不永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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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以忍百万之师 ,以摧饿虎之啄 ,运府库之财 ,

以填庐山之壑 ,为不悔也 ,借如武帝狃于故习 ,

博望阻于(踬 )步 ,则吾汉族之凌夷 ,宁待石勒 、

刘豫 、契丹 、女真乎  比年倭寇河朔 ,流毒海陬 ,

国黉播迁 ,西暨汉中 。南郑屏山襟川 ,炎汉以

兴 ,灵秀所钟 ,实生人杰 ,博望之故里 、陵墓 ,胥

在城固 。廿七年春 ,吾校历史系同人以侯墓近

在咫尺 ,足式仰止 ,而东侧土层扰动 ,墓道凌乱 ,

陵前石兽 ,长埋榛莽 。若不加以修理 ,妥为保

护 ,行见先贤名迹 ,日就陵夷。因即商准各级政

府 ,会同张公后裔 ,将墓侧原有缺口 ,稍加清除 。

所见墓道汉砖 、破残马骨 、五铢汉钱之属 ,既可

断为汉墓;而散乱陶片中 ,间有 “博望 ”汉隶 ,尤

足证为张公原墓为无疑。遂为鸠工培土 ,重加

封植。蒸 、诵明 、庶华等 ,念斯文之在兹 ,惧典型

之或失 ,用敢撮述其事 , □□先哲 ,于以赞翼教

化 ,昭明□德 ,策励来兹 ,永垂不朽 。庶几□往

来 ,韶华夏之洪泽;立懦振颓 ,完复兴之大业也 。

国立西北联合大学常务委员会李蒸 、徐诵

明 、胡庶华谨立

中华民国二十八年五月吉日 ,田鸿玉刻石

立

三 、发掘意义与结论

这是迄今对张骞墓惟一的一次正式发掘和科学

发掘 , 在中国外交史 、对外开放史 、文化交流史和

“丝绸之路”研究上均有重要意义 ,同时也突出地彰

显了西北大学在汉中 8年期间对陕南文化建设的重

要贡献 。这次发掘:一是出土了汉砖 、汉五铢钱 、

“博望”封泥等文物 ,确证为西汉张骞原墓 ,为研究

我国第一个外交家 、探险家和忠于汉民族 、勇敢实践

汉武帝抗击匈奴国策的伟大历史人物张骞奠定了科

学依据;二是引起当地政府 、张骞后裔对丝绸之路凿

空者张骞的重视 ,提高了当地人的文物保护意识 ,为

1956年将其列为陕西省人民政府重点文物保护单

位 、2005年列为国家文物保护单位和今天与丝绸之

路沿线诸国联合申报世界文化遗产奠定基础;三是

通过调查 、发掘 、增修 、展览 、参观 、研究 、祭扫等活

动 ,进行了生动的抗战教育 ,激发了师生和民众的爱

国抗日热情 ,也成为后世振兴民族精神 、进行对外开

放教育的基地。

陈东原教授强调教育价值与历史修养的重要

性 。他认为:“今天走到城固西郊拜谒汉博望侯张

骞墓那里几片残砖 、一座孤坟 ,在普通人看起来并没

有什么价值 ,有历史观念的人 ,便可以想到 2000年

前的这位大外交家 ,躯体虽残而精神犹存。若再想

到他如果活到今天岂不是又为国事奔走吗 ” “总

之 ,我们不仅要寻求知识和训练智慧 ,并且对于目前

的事物要有历史眼光的观察 ,如此可珍重现在 ,努力

将来 ,切切实实地努力我们的事业 ,所以不论学什么

学科的人都应知道教育的价值和历史的修养 ”
[ 12]

。

赖琏校长更将张骞作为战时西北大学所处地域

文化的代表 ,并主张将发扬光大历史文化和创建新

文化作为西北大学的办学宗旨之一 。他指出:“西

北大学处于巴山秦岭之间 ,复为博望侯张骞的故里。

此时此地 ,我们远观周秦汉唐之兴盛 ,环视大西北区

域之雄伟 ,人人应以恢复旧的光荣 ,建设新的文化为

己任 ,为最高理想”
[ 13] (P44 - 45)

。

当时西北大学师生在对汉中历史人物的研究

中 ,的确受到了很好的熏陶。孙宝琛学长认为:“西

安与汉中正是我大汉民族强盛时期的圣地 ,学子们

在播迁中自然会体验到先民创业艰巨的地理环境和

开拓精神 ,教授及同学们由西安迁往城固 , 攀登秦

岭 ,不畏跋涉之苦 。在城固初期教授及学生的生活

是何等艰苦 ,大家都坚毅地接受了 ,而且心神愉快地

接受 了 , 充 分 体 现 了 中 华 民 族 的 传 统 精

神。”
[ 14] (P27 - 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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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orthwest Un iversity and the Excavation and Repa irm ent of the Tomb

ofHan BowangM arquis Zhang Q ian

YAO Yuan
(Research Center for the History ofMa thema tics and Science, X i′an 710069, China)

Abstract:A s part o f the ce lebrations for the 60
th
ann iversary of theN orthw estUniversity′s removing from H anzhong

to X i′an, a research, based on historica l literature and spo t investigation, was made on the excavation of the Han

Bow angM arqu is ZhangQ ian′s tomb, including the research fo r its excava tion, the main participants, the unearthed

re lics and the repair pro ject as w ell as its influence on its coeval socie ty and the fo llow ing gene ra tions. This excava-

tion, launched by the N ationalUnified No rthwestern University( the forme r o f NU), was considered the only first

forma l and scien tific archaeo logica l undertaking, which not only identified the status o f tomb owner, bu t also had

farreach ing sign ificance in the h isto ry of China′s diplomatic re lations, the history of open ing up to the ou tside w orld

and the silk Road studies. A t the same time the excavation w as also a remarkab le contribu tionmade by NU to the

cu ltural deve lopment of the sou thern Shaanx i area when it stayed a tH anzhong for the e ight years.

Key words:Zhang Q ian;Bow angM arquis tomb;archaeo log ica l excava tion;the pe riod of w ar against Japan;N a-

tiona lNorthw estUniversity(NU)

西北大学隆重举行考古专业成立 50周年庆典

10月 22日上午 ,西北大学考古专业成立 50周年庆典大会在北校区隆重举行。国家文物局局长单霁翔

向大会发来贺信 。国家文物局副局长张柏 、陕西省文物局局长赵荣出席庆典大会。西北大学校长孙勇也发

来贺信 。西北大学党委副书记李焕卿 、副校长方光华 ,著名考古学家石兴邦 、张忠培 ,考古专业老教师刘士

莪 ,以及各省市文物考古馆所 、全国各大学考古文博院系负责人 、考古专业毕业生代表出席会议 。著名历史

学家张岂之 、彭树智以及全国上百家考古文博单位发来了贺信。

文博学院党总支书记王雁玲主持大会。她代表西北大学文博学院 、文化遗产学院向长期以来支持学院发

展建设的领导 、专家和校友表示感谢。文博学院副院长张宏彦向大家介绍了考古专业 50年来的发展历程 ,特

别是近年来在 “211工程”的支持下 ,考古专业在人才培养 、科学研究和专业建设方面所取得的丰硕成果。

随后 ,国家文物局副局长张柏致词。他代表国家文物局对西北大学考古专业成立 50周年表示热烈祝

贺 ,对考古专业 50年来所取得的成就表示充分的肯定 ,对西北大学文博学院 、文化遗产学院为我国考古文博

事业所作出的巨大贡献表示感谢 ,并希望文博学院 、文化遗产学院特别是考古专业师生再接再厉 ,为我国文

化遗产保护事业作出新的贡献 。陕西省文物局局长赵荣 ,西北大学副校长方光华 ,著名考古学家石兴邦 、张

忠培先生 ,西北大学考古专业老教师代表刘士莪 ,兄弟单位代表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所长王巍 、陕西

省考古研究所所长焦南峰 ,高校代表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院长赵辉 ,校友代表新疆考古研究所所长于志勇

等分别致辞 。大家充分肯定了西北大学考古专业 50年来取得的显著成就 ,希望考古专业师生继续发扬优良

办学传统 ,不断开拓创新 ,进一步提高教学质量和科研水平 ,为我国文化遗产保护事业作出更大的贡献。

最后 ,西北大学文博学院考古系主任王建新致答谢辞。他对各级领导 、专家学者 、广大校友和来宾长期

对考古专业发展的支持表示衷心感谢 ,并表示今后将继承弘扬勤奋 、严谨 、求实 、创新的学风 ,与全体师生一

道共同推进考古专业建设发展迈上新的台阶。 (综　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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