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唐 献 陵 踏 查 记

巩 启 明

陕西省文管会于五十和六十年代曾对分

布在关中地区的唐十八陵进行过调查①
,

刘

庆柱
、

李毓芳同志于七十年代中期对唐十八

陵也进行过调查②
,

但后来的二十年间
,

人

为和自然的因素使多数陵区地貌
、

景观
、

建

筑遗址
、

石刻情况有所变化
,

笔者近年在研

究陕西帝王陵中
,

于 1995 年至 199 7 年
,

曾

三次赴三原县对唐献陵进行踏查
,

现将调查

情况予以介绍
。

献陵 陵台为极斗形
,

位于陵 园中部偏

东
,

底边东西长 13 9 米
,

南北长 1 10 米
,

顶

部东 西 长 30 米
,

南北 长 10 米
,

高 19 米

(图一 )
。

关于献陵的营建规划
,

唐太宗曾下

。

}
“ 石成 对

唐献陵是唐高祖李渊的墓葬
,

位于三原

县东北徐木乡永合村东北
、

秦窑村北
、

代庄

东
、

永合一组西及 富平县南庄南
。

唐李吉

甫
:

《元和廊县志》 卷 1 载
: “

高祖献陵在县

东一十五里
” 。

宋敏求
:

《长安志》 卷 20 载
:

“

高祖献陵在县东一十八里龙池 乡唐朱娜
,

封内二十里
” 。

毕沉
:

《关中胜迹 图志》 卷 8

载
: “

高祖献陵在三原县东北 四十三里
” 。

清

末重修 《三原县新志》 载
: “

唐高祖献陵在

县东北 四十里 白鹿原上
。 ”

后二者所记与今

之实际里数大体相合
。

《长安志 》 所记唐朱

邮
,

可能是今之唐村在源下
,

(三原县新志》
所记白鹿原即今之徐木原

。

《长安志》 所记
“

封内二十里
”

即陵区范围的大约面积
,

若

将全部陪葬墓包括在内
,

实际陵区面积就更

大了
。

今日之陵区除存有高大的陵家封土
、

陪葬墓及部分石刻外
,

陵园地面建筑荡然无

存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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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一 店献睦平面布局示愈图

诏有司过论
,

决定按东汉光武帝原陵高六丈

的规模营建
。

现存高度与记载大体一致
。

现

陵台四面坡上植有松柏
,

郁郁葱葱
,

四季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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米
,

青龙门距 陵台 13 0 米
,

白虎门距 陵台

198 米
。

调查时发现西神墙中部的白虎门
,

暴露清晰
,

南北长 19 米
,

东西长 14 米
,

门

外南侧有用条砖铺砌的散水
,

排列整齐
,

向

南延伸有 10 多米长
,

门内南侧有 铺地砖
,

有的砖面上有
“
御

”

字陶文
。

门址上堆积有

大量板瓦
、

筒瓦残块
。

筒 瓦中有一件完整
,

长 4 0 厘米
,

直径 14 厘米
,

可 见形制之 大

(图二
、

3)
。

在附近之代庄村内路旁遗有青

石 门磁一件
,

形体硕大
,

长 10 8
、

宽 51
、

高

4 2 厘米
,

中部有凹槽
,

槽宽 21
.

5
、

深 巧 厘

米 (图二
、

4 )
,

可能 是西神门所 用之 门磁

石
、

后搬移 至此的
。

其它 三神门地表 为农

田
,

尺寸结构不详
。

据本世纪初 日本学者足

立喜六调查献陵时
,

东
、

西
、

北三神门均有

圈址 存在③
,

不 知何 时夷 为平地
,

今 已 不

存
。

陵园四隅有角胭设置
,

调查时发现西南

角圈与东北角圈尚有残迹存在
。

农民耕地时

于西南隅发现有夯土层
,

面积较城墙所占面

积要大
,

可能是西南角胭址
。

东北角胭址
,

地面上尚有残迹
,

残存部分高出地面 8 0 厘

米
,

有砖砌墙面五层
,

砖面以 内为夯土层
,

墙面上抹有草拌泥一层
,

厚 1 厘米
,

草泥面

上涂白灰
,

厚 0
.

30 厘米
,

白灰面上涂朱红

色颜料
。

姻址上及其附近堆积有大量砖瓦残

块
,

涂红白灰墙皮等
。

朱雀门外为神道
,

即 自朱雀门偏西处至

华表
,

南北 长 5 7 5 米
,

宽 3 9
.

5 米
。

神道东

西两侧有大型石刻布置
。

神道南按后来形成 的唐代陵寝制度应有

乳台
、

鹊台设置
,

献陵没有
,

但在陵园内有

献殿
、

寝殿
,

陵园西南有下宫建筑
。

献殿
,

位于朱雀门内约 10 米处
,

根据

土质及瓦片散布情况推测
,

其范围大约东西

长 2 0 米
,

南北长 8 米
。

遗址上砖瓦残块及

石灰渣粒
、

红烧土块堆积相 当集 中
。

寝殿
,

位于玄武门内
,

现今地表遗有 大量砖瓦残

块
、

石灰和红烧土块
,

其范围因未勘探难以

确指
。

下宫
,

位于陵园西南 2
.

5 公里之唐村北

1 0 0 米处 的源下
,

现存面积南北长 100 米
,

东西长 12 0 米
,

现为苹果园
。

农民前几年挖

坑种植苹果树时
,

挖 出砖瓦残块堆积地头
,

有几十卡车之多
。

可以想见唐宋时期这里宫

殿建筑之巍峨
,

北 宋 《新修唐高祖庙碑 》
云 : “

仍颁宠诏
,

就建灵祠
,

因献陵之下宫
,

据毕原之故地
,

鸿工岁时
,

不 日而成
。

观其

正殿
,

中蹲 景福 灵光之 比也
,

回廊口丛未

央
、

建章之类也
” ④

。

献陵封土前有清康熙二十年所建墓碑一

通
,

高 2
.

36 米
,

宽 0
.

8 5 米
,

题 曰 : “

唐高

祖献陵
” ,

保存完好
。

四神门外各有石虎一

对
,

身躯高大
,

姿态凝重
,

大小形制略 同
,

但保存现状各异
。

南神门外石虎
,

位于门址

南 165 米处
,

东西列置
,

东侧的头向西
,

立

于石 座 之 上
,

保存基 本完好
。

石 虎身长

2
.

7 5 米
、

高 1
.

8 0 米
,

胸宽 1
.

0 0 米 ; 石座

长 2
.

2 0 米
,

宽 1
.

1 5 米
,

厚 0
.

3 0 米 ; 础石

长 3
.

3 0 米
,

宽 1
.

7 0 米
,

厚 0
.

35 米
。

虎足

与石座连为一体
,

为一块整石透雕 而成
。

颈

下刻有 年代 及石 匠 名 字铭 文一 段
,

铭 日 :

“

武德拾年九月十一 日石匠小汤二记
” 。

据文

献记载
,

李渊于贞观九年 (公元 635 年 ) 五

月庚子卒于太安宫之垂拱前殿
,

冬十月庚寅

葬于献陵⑤
。

可见
“

武德十年
”

当为
“

贞观

十年
”

之误 (图二
、

5 )
。

西侧石虎于 1 9 5 9

年迁至西安碑林博物馆石刻室展出
,

保存完

好
。

石 虎 身长 2
.

4 8
、

高 1
.

70
、

胸 宽 0
.

8 5

米 ; 石座长 2
.

34
、

宽 1
.

14
、

厚 0
.

25 米 ; 础

石残
。

东神门外石 虎
,

位 于门址东 14 0 米

处
,

永合 一组村北
,

二虎 南北列 置
,

间距

37
.

50 米
。

南侧石虎已掩埋地下
,

石座暴露

地表
。

北侧石 虎
、

石座 均被
“

文革
”

时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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坏
,

现仅留残石块堆 积原地
。

北神门外石

虎
,

位于门址北 15 0 米处
,

南庄村西北隅
、

二虎东西列置
,

间距 37
.

50 米
。

东侧石虎掩

埋地下
,

仅留石座于地表
。

西侧石虎
、

石座

分离
,

石虎从腹部以下掩埋土中
,

虎头
、

虎

身
、

虎尾 出露 地表
,

保存完好
,

身长 2
.

5 0

米 (图二万6)
,

础石完整
,

仍留原地未动
,

长 3
.

3 0
、

宽 1
.

8 0
、

厚 0
.

3 0 米
。

西神门外石

虎
,

位于门址西 150 米处
,

代庄村内
,

二虎

南北列置
,

间距 37
.

50 米
。

南侧石虎
、

石座

分离
,

石虎腿 和咀 部残
,

虎身完 好
,

身长

2
.

7 0 米 ; 础石尚在
,

长 3
.

2 5
、

宽 1
.

7 5
、

厚

0
.

7 0 米
,

已断裂
。

北侧石虎
,

头
、

身
、

尾

均完好
,

身长 2
.

6 8 米
,

腹部以下掩埋土中 ;

础石稍残 尚在地表
,

长 3
.

10
、

宽 1
.

6 8
、

厚

0
.

6 3 米
。

神道东西两侧有石刻列置
,

从南向北计

有华表一对
,

犀牛一对
,

间距 39
.

50 米
。

东

侧华表
,

基本完好
,

通高 7
.

40 米
,

从下到

上 由础石
、

石座
、

柱身
、

柱顶组成
。

础石和

石座均 呈 方形
,

础 石 长 2
.

02 米
,

宽 1
.

9 8

米
,

露出地表部分厚 0
.

40 米 ; 石座长 1
.

59

米
,

宽 1
.

82 米
,

厚 0
.

43 米 ; 石座之上有圆

形石座一层
,

厚 0
.

35 米
,

并浮雕 二编龙
,

首尾相接呈环状
,

中央有樟槽圆窝一个 ; 柱

身八棱
,

下部最大棱 面 0
.

45 米
,

各面均线

雕缠枝蔓草花纹 ; 柱顶为八棱顶盖
,

其上圆

雕一蹲兽狮
,

腿残
。

西侧华表
,

地面仅存础

石一方
,

长 2
.

08 米
,

宽 2 米
,

柱身已掩埋

地下
,

距础石南 3 米处
,

柱顶于
“

文革
”

中

被破坏
。

石犀位于华表之北 70 米处
,

东者

完好
,

高 2
.

12 米
,

身长 3
.

35 米
,

体态硕

大
,

生动形象
,

独角
,

肢目
,

作走 动状
,

体

饰麟纹
,

右前足之底板上
,

刻有铭文数字
,

已德渝
,

残存
“

口祖怀远之德
”

字样
,

当初

应为
“

高祖怀远之德
”

六字
。

石犀与石座连

为一体
,

为一块 巨石雕成
,

石座长 2
.

64 米
,

宽 1
,

2 7 米
,

厚 0
.

2 4 米
。

石座下为础石
,

已

5 0

残
。

于 19 60 年 已搬至西安碑林博物馆 石刻

室展出
。

西侧石犀已掩埋地下
。

当地群众反映
,

早年石犀以北还有依次

排列的石人三尊
,

均属东列
,

皆面西
,

高 2

米多
,

身着长袍
,

双手持妨
,

文官模样
,

惜

已不存
。

下宫遗址 原有 宋开 宝六年 (公元 974

年 ) 新修唐高祖庙碑一通
,

不知毁于何时
,

但碑文尚存
,

被清王叔收编人 《金石萃编》

中
。

据载
: “

碑高一丈二尺六寸
,

广四尺九

寸
,

二十 五行
,

行五十九字 至六十 四字不

等
,

行书
,

额题
: 大宋新修唐高祖皇帝庙之

碑
,

十二字篆书
。 ”

由当时鹿口撰 文
,

张仁

愿书
。

碑文内容多系为李渊歌功颂德之词
,

同时将新修之殿宇形容为可与汉之未央
、

建

章二宫媲美
。

献陵陪葬墓集中分布在陵家之北和东北

的富平县 吕村乡一带
。

吕村乡旧称荆山原
,

原面平坦
、

辽阔
,

土层甚厚
,

是上好的墓园

之区
。

早年这里因是 皇家陵区
,

大家成群
,

松柏遍布
,

少有人烟
,

后来因人 口增加
,

村

落才逐步增多
。

正如 当地 民谣所称
: “

荆 山

原头四季青
,

松柏苍苍映太空
,

狐兔竞窜百

鸟叫
,

墓家臾臾罕人踪
” ,

乃是一片陵 园景

象
。

据 《唐会要 》 卷 21 记载
,

原有陪葬墓

25 座
,

即 :
楚 国太妃万 氏

、

馆陶公主
、

河

间王孝恭
、

襄邑王神符
、

清河王诞
、

韩王元

嘉
、

彭王元则
、

道王元庆
、

郑王元蛇
、

镜王

元风
、

哪王元亨
、

徐王元礼
、

滕王元婴
、

邓

王元裕
、

替王元夔
、

霍王元轨
、

江王元祥
、

密王元晓
、

并州总管张纶
、

荣国公樊兴
、

平

原郡 公王长楷
、

谭 国公邱和
、

巢 国公钱九

陇
、

刑部尚书刘德茂
、

沈叔安
。

按当时陪葬

制度规定
,

陪葬墓主的子孙亦可从葬
,

宫人

亦可陪葬
,

实际陪葬墓就更多了
。

建 国后
,



经富平县文物工作者多次调查及近年来笔者

复查
,

已发现 尚存封土者 26 座
,

已经夷为

平地封土不存者 20 座
,

已遭破坏及 发掘清

理者 6 座
,

合计 52 座 (图三 )
。

其具体位置

所在
: 三井村 3 座

,

均已平
,

其中 1 号位于

村东北 500 米处
,

2
、

3 号位于村西南 300

米处
。

双宝村 8 座
,

现存 5 座
,

已平 2 座
,

发掘 1座
,

其中 1 号位于村南 5 0 米处
,

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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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三 献陵陪葬墓分布示惫图 (采自富平地方志通讯 )

平
,

2 至 4 号位于村北 20 0 米处
,

2 号尚存
,

座
,

其中现存 4 座
,

已平 2 座
,

1
、

2 号位

3
、

4 号已平
,

5 号位于村西北 4 0 0 米处
,

尚 于村东北 2 0 0 米处
,

l 号尚存
,

2 号已平
,

3

存
,

6 号位于村北 3 0 0 米处
,

1976 年发掘清 号位于村东南 25 0 米处
,

尚存
,

4 号位于村

理
,

即房陵 大长公主墓
,

7
、

8 号位于村北 东南 35 0 米处
,

尚存
,

5 号位于村 西南 30 0

50 0 米处
,

尚存
。

留招村 4 座
,

均 尚存
,

1 米处
,

尚存
,

6 号位于村西南 吕村中学门

号位于村东南 3 00 米 处
,

2 号位 于村 正南 前
,

已平
。

南庄村 7 座
,

其 中 6 座尚在
,

1

4 5 0 米处
,

西禹公路东侧
,

3 号位 于村西南 座已平
,

1 号位 于村北 250 米处
,

尚存
,

2

100 0 米处
,

西禹公路西侧
,

4 号位于村西南 号位于 1号之东 150 米处
,

尚存
,

3 号位于

11 00 米 处
。

南吕村 10 座
,

其 中 7 座尚存
,

1 号之 西 120 米处
,

尚存
,

4 号位 于村 东

3 座已平
,

1号位 于村东南 5 0 0 米处
,

尚存
,

2 50 米处
,

尚存
,

5 号位于村东南 250 米处
,

2
、

3 号位于村南 40 0 米处
,

尚存
,

4
、

5 号 即李元则墓
,

尚存
,

墓碑 已出土
,

6 号位于

位于村西南 250 米处
,

尚存
,

6 号位于村东 5 号墓之东南 40 米处
,

即李神符墓
,

尚存
,

南 2 0 0 米处
,

已平
,

7 号位 于村 南 头
,

尚 墓碑毁于
“

文革
”

中
,

7 号位于村南 10 0 米

存
,

8 号位于村东 4 00 米处
,

已平
,

9 号位 处
。

已塌陷
。

新庄村 4 座
,

其 中 2 座 已平
,

于村西北 巧O 米处
,

已平
,

10 号位于村西 2 座塌陷
,

1
、

2 号位于村东南 400 米处
,

已

北 2 50 米处
,

尚存
。

中吕村 1 座
,

位于村西 平
,

3 号位于村南 300 米处
,

已平
,

4 号位

南隅
,

已平
。

北吕村 1 座
,

位于村西 35 0 米 于村东南 250 米 处
,

已塌陷
。

卖家坡村 5

处
,

19 7 3 年发掘
,

即李风 墓
。

朱家 道村 6 座
,

均已平
,

1 号位于村南 50 0 米处
,

2 号
、



3号位于村东南 5 5 0米处
,

4 号位于 1 号之

西 6 0 米处
,

5 号 位 于 1 号西南 14 0 米 处
。

属于东上官乡的 3 座
,

其 中焦家堡村 l 座
,

位于村南 50 0 米处
,

即淮南公 主墓
,

墓志 已

出土
,

墓家尚存
。

双富村 2 座
,

l 号位于村

东南
,

2 号位于村西
,

均被毁
,

地面石刻尚

存⑥
。

李渊
,

字叔德
,

北周 天和 元年 (公 元

5 6 6 年 ) 生于长安
。

祖藉陇西成纪 (今甘肃

秦安县 ) 人
。

祖 父李虎曾助北周伐西魏有

功
,

为柱国
,

死后追封为唐国公
。

父亲李晒

为北周 安州 总管
,

柱国大将军
,

袭封唐 国

公
。

母独孤氏与隋文帝独孤皇后是姊妹
。

由

此
,

渊与隋文帝关系甚笃
。

文帝受禅时
,

渊

为禁卫官
,

后任憔
、

陇
、

歧三州刺史
,

大业

初为荣阳
、

楼烦二郡太守
,

及辽东之役又立

战功
。

大业 十一年 (公元 6巧 年 ) 为山西
、

河东慰 抚大使
,

次年为太原 留守
,

与突厥

战
,

屡战屡捷
。

大业十三年 (公元 6 17 年 )

各地 义兵烽起
,

天下大乱
,

李 渊次子李世

民
,

心怀大志
,

说服李渊于当年四月起兵太

原
,

兵力迅 速扩大
,

十月围长安
,

军至 20

余万
,

军纪 严明
,

甚 得人心
,

十 一月 入长

安
,

约法 12 条
,

废 隋苛政
,

尊场帝为太 上

皇
,

立杨惰 (场帝嫡长孙 ) 为帝
,

渊总揽大

权
。

义宁二年 (公元 61 8 年 ) 三月
,

场帝死

于江都
,

五月恭帝禅位
,

李渊即帝位于太极

殿
,

改国号为唐
,

改年号为武德元年
。

建国

后的武德年间
,

统一全国的战争仍在顺利进

行
,

李世 民功高势显
,

遂引起兄长李建成
、

四弟李元吉等的嫉妒
,

并谋害李世民未曾得

逞
,

又谋杀李世民
,

机密泄露
,

李世民决计

发动玄武门之变
。

政变之后
,

李渊才委世民

国事
,

七月立世民为皇太子
,

八月禅位于世

民
,

自称太上皇
。

贞观九年 (公元 63 6 年 )

五月
,

李渊病死于 长安大安宫之垂拱前殿
,

5 2

年 7 0 岁
。

十月葬于献陵
。

庙号高祖
,

溢 曰

大武皇帝
。

高宗上元元年 (公元 6 7 4 年 ) 八

月
,

改上尊号曰神尧皇帝
。

玄宗天宝十三年

(公元 755 年 ) 二月
,

加尊神尧大圣大光孝

皇帝
。

唐朝的建立
,

李世民功劳最大
,

但李

渊以前朝重臣
,

在乱世之中决策起兵灭隋建

立新的政权
,

其作用亦无人可比
。

晚年及时

禅位于李世民
,

退居太上皇地位
,

使李世民

充分发挥其一代明君的作用
,

将中国封建社

会的繁荣
,

推向颠峰
,

亦标是明智之举
。

唐朝初期的各项制度尚未完善
,

多沿用

前朝
,

陵寝制度也是一样
。

高祖李渊临死时

下沼 : “
既殡之后

,

皇帝宜于别所视军国大

事
。

其服轻重
,

悉从汉制
,

以日易月
。

园陵

制度
,

务从俭约
’ ,
⑦

。

在其遗诏中强调
: “

其

陵园制 度
,

务从俭约
,

斟酌汉魏
,

以为规

矩
” ⑧

。

太宗李世民为营建献陵
“

诏定 山陵

制度
,

令依汉长陵 (汉高祖 刘邦陵 ) 故事
,

务在崇厚
” 。

遂引起朝 臣争议
,

秘书监虞世

南两次上奏
,

陈述历代陵寝制度之得失
,

援

引汉文帝霸陵
“

既因山势
,

虽不起坟
,

自然

高敞
” ,

建议薄葬⑨
。

太 宗当时听取 了这 一

建议的一部分
,

而未完全采纳
,

只是缩减了

规制
,

既不按长陵高度
,

也不依霸陵山势
,

而是按东汉光武帝原陵高六丈的规格营建献

陵
。

献陵的形制是
“

积土为 陵
” ,

是仿照秦

汉的陵寝制度而建的
。 “

积土为陵
”

的形制
,

封土高大
,

形如覆斗
,

即选择高阜之地
,

从

地面向下深凿墓室
,

墓室古称
“

方中
” ,

地

面以 上的封土称为
“

方上
” 。

方 中的建筑方

法
,

是从地平面向下挖好墓穴
,

在墓穴中构

筑成殿堂形状
,

然后在其上置炭石
、

堆沙
、

填土
。

木炭防潮吸水
、

沙石防盗
。

有的在地

宫之上填以膏泥
,

以便密封与外面隔绝
。

方

中的地面以上积土层层夯实达到一定高度为

封上
。

后来仿照献陵
“

积土为陵
”

的唐代帝

陵
,

还有敬宗李湛庄陵
、

武宗李 握端陵以 及

嘻宗李俱靖陵
。

这是唐代帝陵主要形制的一



种
。

然而
,

献陵仿照汉制是因为
:
当时本朝

的陵寝制度尚未完备
,

二是唐初国势
、

财力

尚不强盛 ; 而庄陵
、

端陵和靖陵倒是 由于晚

唐国势衰微
,

财力不支
,

朝廷政权惶惶不安

所致
,

尤其靖陵乃是草率为之
。

古制
“

积土

为陵
”

者称为
“

山陵
”

或
“

山
”

的名称
。

因

其高大如山
,

故称
“
山陵

” 。 “

山陵
”

泛指国

君帝 王 的陵墓
。

同时又 有称
“
山

”

者
,

但
“
山

”

作为帝王陵墓名称
,

必须有实际山名
。

如秦始皇帝陵又称
“

骊山
” ,

汉高祖长陵又

称
“

长 山
” 。

此 后
,

凡 帝王 的陵 墓 泛指 为
“
山陵

”

或
“
山

” 。

实际上
“

依山为陵
”

的帝

王陵墓
,

才是名副其实的
“

山陵
” ,

如汉文

帝猫陵
、

唐太 宗昭陵等
。 “

积土为 陵
”

的
“
山陵

”
只不过是因其形状像似高山而已 0

。

唐朝凡有国哪
,

多以宰相为礼仪使
,

掌管

山陵制度
,

并由将作监负责设计
、

施工及供应

各种建筑材料
。

其设计原则有 二
: 一是必须

体现皇帝玉尊玉贵的极权思想 ;二是荃地 的

选定
、

兆域的界限
、

规模的大小
、

陵园建筑设

施及石仪内容等的平面布局和立体效应都必

须体现当时的国势状况
。

献陵的营建集中反

映了这些思想原则
,

为以后诸帝陵的营造影

响极大
。

太宗李世 民为其父营建献陵的制

度
、

思想确定后
,

遂命当时宰相房 玄龄负责
“

护高祖 山陵制度
’ ,

0
,

将作少匠 闻立德负责

设计施工营建 。
。

经过五个 月的紧张施工
,

建成的献陵平面布局
: 陵台居 中

,

呈覆斗形
,

四面围以神墙
,

四神墙中部各辟神门一座
,

有

门阂
,

周垣四 隅设角圈
,

于司马门内设寝殿
,

朱雀门内设献殿
,

朱雀门外设神道
,

神道两侧

置石仪
,

陵园西南设下宫
,

陵园东北设陪葬墓

区
。

这样的平面布局
,

对秦汉魏晋南北朝的

陵园平面布局来说
,

已经有了很大的发展
,

也

就是说它不仅继承了前朝的陵寝制度
,

而且

又向前发展 了一步
,

并对后世有着深远 的影

响
,

富有承前启后 的作用
。

但从唐代整个陵

寝制度来看
,

献陵陵 园的平 面布局
,

仍 不完

善
,

以至于后来的昭陵
、

乾陵才逐步发展完善

起来
。

帝王陵墓四周围以墙垣 的制度
,

创始于

秦始皇帝陵
,

其平面呈长方形
,

有 内外两重夯

土墙垣
。

西汉继承秦制
,

于诸帝陵四周围以

夯土墙垣
,

其平面呈正方形
,

符合
“
以方为贵

”

的思想
。

东汉除光武帝原陵筑有四面神墙围

成的周垣外
,

自明帝提倡节俭薄葬 以后 不设

周垣
、

代以
“

行马
”

(拦阻人马 的木制誉戒设

施 )
。

魏晋南北朝多因国柞较短
,

战乱频仍
,

国势衰弱的缘故
,

对帝陵的营建多数从俭
,

少

数略加祟厚
,

多数无神墙周垣设施
。

到了唐

朝
,

又承秦汉制度
,

在帝陵四周围以墙垣
。

唐

代帝陵无论是
“

积 土为陵
”

或者是
“

因 山为

陵
” ,

除昭陵外其余各陵四周均围筑墙垣
,

平

面为正方形
,

但受山区地形复杂的制约
,

致使

多数帝陵只能是大概的方形
。

四面神墙设 ! 神门的制度
,

自秦始 皇陵

开始
。

秦始皇帝陵内城北墙开二门
,

东
、

西
、

南墙各开一门
,

外城 四 面神墙各开一 门
。

西

汉诸陵于四面神墙各开一门
。

唐代诸陵除昭

陵因山势制约只设南门和北门外
,

其余各陵

均于四面神墙各开一门
。

唐陵城门的形制和

结构
,

根据勘查资料可 以复原
。

献陵西 门址

面阔 19 米
,

进深 14 米
,

乾陵各门址规模较

大
,

面阔在 26 至 2 7 米之 间
,

进深在 13 至 巧

米之间
,

桥陵南北 门址面阔 2 9 至 31 米之间
,

进深在 10 至 n 米之间
,

东西 门址 面阔在 2 5

至 2 8 米之间
,

进深均为 8 米
。

献陵
、

景陵
、

光

陵
、

崇陵等都有门墩石 尚在
,

大小尺寸形制相

仿
。

这样的门址平面尺寸比例及门墩石大小

来看
,

复原起来的城门建筑形制
,

不像是过洞

式建筑
,

而可能是四周围以墙体前后开 门的

过殿式建筑
。

这种过殿式建筑
,

实际上应是

一座殿堂
,

只是它主要用作门罢了
。

西汉诸陵的四神门两侧多数设门闭
,

为

三出阀
。

唐朝的献陵也设门胭
,

昭陵因山势

制约仅南北 门设三出门胭
,

自乾陵以后各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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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四门均设三出门胭
,

较前不同的是其位置

移到神门以外了
,

使陵园气势更加宏伟
。

唐

代以前的陵园似无角阔的设置
,

自唐献陵开

始除昭陵外
,

各陵的陵园四隅均设角闭
,

使陵

园整体更加辉煌
。

在帝王陵园内营建献殿和寝殿的制度
,

由来已久
。

商代和东周诸侯王的陵墓上都有

殿堂建筑
,

称为享堂
。

秦始皇陵
“

起寝于墓

侧
” ,

即将寝殿移建 于墓侧
,

今秦始皇帝陵封

土之北侧有寝殿遗址
。

西汉诸帝陵园内都有

寝殿建筑遗址 尚存
。

唐初献陵和昭陵不仅在

陵北的玄武门内设寝殿
,

而且在陵南的朱雀

门内设献殿
。

据文献记载寝殿和献殿 的用

途
,

是皇家举行重大祭奠仪式 的活动 中心
。

《唐会要 》载 : “

贞观十三年正月一 日
,

太宗朝

于献陵… …七庙子孙及诸侯百僚
、

蕃夷君长

皆陪列于司马门门内
。

… … 太宗哭于阅门
,

西面再拜
,

坳绝不能兴
。

礼毕改服入于寝宫
,

亲执懊
,

阅视高祖及 先后 服饰之 物
’ ,
。

。

此

后
,

高宗渴昭陵在寝殿举行
,

玄宗渴昭陵在献

殿举行
。

可见寝殿
、

献殿都是举行皇家祭奠

活动的地方
。

自乾陵以后
,

陵园内只有献殿

设置
,

祭陵活动也只能在献殿举行
。

下宫
,

也叫寝宫
。

下宫是对陵寝所在的

地宫而言
,

一般都设在陵城之外的西南方
,

唐

代诸帝陵园都有设置
。

这是供墓主灵魂饮食

起居生活的处所
,

是春秋祭
、

朔望祭
、

节 日祭
、

日进食
、

朝夕祭
,

宫人供养 如常仪之处
,

同时

也是皇帝渴陵
、

公卿巡陵以及宫人
、

官吏留守

居住的地方
。

献陵下宫距 陵五里
,

此后除昭

陵外其它诸陵大体都遵从此制
,

或 因地制宜

略有不 同
。

关中唐十八陵的下宫建筑
,

均 已

倾废
,

即其遗址也多遭破坏
,

近世以来也从未

进行过实地勘探和发掘
,

其建筑布局
、

结构
、

规模均不得其详
。

但据 《唐会要 》卷 20 所记

来看
,

贞元十四年 (公元 79 9 年 )遣右谏议大

夫崔损充修八陵使
, “

及所司计料
,

献
、

昭
、

乾
、

定
、

泰各造屋三百七 十八 间
,

桥 陵一 百四 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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间
,

惟建陵不复创造
,

但修茸而 已
” 。

可以想

见原来的建筑规模比此数量更多
。

另据近几

十年来研究者踏查测量过 的资料来看
,

献陵

下宫遗址南北长 10 0 米
,

东西长 12 0 米
,

昭陵

下宫遗址面积南北长 33 4 米
,

东西长 23 7 米
,

乾陵下宫遗址南北长 2 9 8 米
,

东西长 282 米
,

桥陵下宫遗址南北
、

东南各长 300 米
。

由此

可见诸陵下宫占地面积之大
,

实为一组规模

宏伟的建筑群体
,

系整个陵园范 围内的一项

重要设施
。

献陵四神门外各设石虎一对
,

于神道两

侧从南向北设置华表一对
,

石犀一对
,

石刻品

类极简
,

但雕刻工艺及其价值极高
。

古代帝

陵前列置石刻的制度起源甚早
,

清陈元龙《格

致镜原》卷七引《物原》载
: “

周宜王始置石鼓
、

石人
、

貌
、

虎
、

羊
、

马
” 。

又引 《三辅黄图》载
:

“

青梧观在五柞官之西
,

梧桐树下
,

有石麒麟

二枚
,

刊其胁文字
,

是秦始皇骊山墓上物也
,

头高一丈三尺
” 。

这是说周秦帝王陵 已置石

人
,

石兽等石刻
,

但这些记载至今未被考古资

料所证实
。

西汉帝陵有否石刻布置
,

无论是

文献记载或者是考古工作均未发现
。

东汉帝

陵始有石刻布置
,

现有石象仍遗地表
。

魏晋

帝陵多强调隐蔽
,

无石刻布置
。

南北朝时期
,

陵寝制度逐渐得到重视和恢复
,

北魏孝庄帝

静陵的前面于 19 7 6 年 出土石人 和石人头各

一件
,

西魏文帝永陵前有石人
、

石兽各一对
。

南朝宋
、

齐
、

梁
、

陈诸帝陵前一般都有石兽 (麒

麟 )
、

石华表及石碑等石刻布置
。

这些石刻
,

虽说陈设简单
,

品类不多
,

但由于形体高大
,

造型庄重
,

总体气势则显得威武壮观
,

表明此

时帝陵布置石刻的制度已经初创
。

到了唐

代
,

帝陵前列置石刻的制度
,

才逐步完善
。

献

陵石刻总的看来
,

无论 品类或数量 以及陈设

位置都比前代有所发展
,

对后世也颇有影响
。

至于献陵四神门置虎
,

神道置犀的作法
,

均不

见于前代
,

这可能有三种原因所致
: 一是古人

迷信鬼神
,

传说有一种叫做阁象的怪兽
,

好食



死人肝脑
,

而周象畏虎及柏
,

故在墓上植柏和

刻置石虎
,

借以辟 邪之义。
。

二是李渊信奉

道教
,

自然不能采用佛教圣物狮子置于墓前
。

三是古人信祥瑞
,

麒麟
、

象
、

犀都被视为神异

嘉瑞之物
,

有镇山
、

镇水的作用
,

秦时李冰在

四川曾作石犀以镇蜀中江水
,

献陵神道置巨

大石犀一对于陵前
,

可能也是取自镇山镇水

借以样瑞之义。
。

唐朝的陪葬制度
,

仿自汉代
,

太宗李世民

极为重视
,

于贞观八年 (公元 6 35 年 )下诏
:

“

佐命功臣
,

义涂舟揖
,

或定谋惟握
,

或推身行

阵
,

同济艰危
,

克成鸿业
,

追念在昔
,

何 日忘

之
。

汉代将相 陪附
,

又给东园秘器
,

笃忠之

义
,

恩义深厚
。

自今以后
,

功臣密戚
,

及德业

佐时者
,

如有龚亡
,

宜赐莹地 一所
,

及 赐以秘

器
” 。

十一年又诏 曰 : “ 皇运之初
,

时逢交泰
,

谋臣武将等
,

先朝特蒙顾遇者
,

自今以后
,

身

龚之 日
,

所司宜即以闻
,

并于献陵左侧
,

赐 以

墓地
,

并给东园秘器
。 ”

二十三年又诏
: “

宜令

所司
,

于昭陵南左右痛
,

封量取地
,

仍即标志

获域
,

拟为葬所
,

以赐功 臣
。

其有父祖陪陵
,

子孙欲来从葬者
,

亦宜听许
’ ,

。
。

由此
,

高祖

献陵
、

太宗昭陵陪葬甚多
,

前者 5 2 座
,

后者竟

达 16 7 座
,

极盛一 时
。

自高宗
、

武后 乾陵开

始
,

或因皇帝昏庸无能
,

或因君 臣不睦
,

或因

皇亲骨肉相残
,

或因奸党横行
,

或因内忧 外

患
,

或因国势衰微
,

致使发达兴旺 的陪葬制

度
,

犹如 昙花一现
,

而走 向 了每况愈下的境

地
,

逐渐减少
,

到晚唐甚至不复存在了
。

唐高祖李渊献陵
,

是唐朝第一座皇帝陵

墓
,

其陵寝制度既源 自前朝又有所发展
,

各项

设施都为后来陵寝制度的进一步发展和完善

打下了基础
,

甚至对后世有着深远的影响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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