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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统一王国的创立者秦始皇。在西方人眼里他是中国的拿破仑。13岁继承了秦国国君的王位，39岁出兵击败了

山东六国最后一个诸侯国，俘虏了齐王建，完成了统一中国的历史大业。接着他又不失时机地制定和颁布了一系列有利于统一的法令和措

施，逐步建立和完善了中国历史上第一个统一的政权。50岁病死在出巡途中“沙丘平台”（今河北巨鹿县境内），结束了短暂的一生。

秦始皇陵地宫九大未解之谜

神秘莫测的秦陵地宫在

司马迁笔下仅留下极为简略

的记载:“穿三泉，下铜而致

椁，宫观、百官、奇器珍怪徙

藏满之。令匠作机弩矢，有

所穿近者辄射之。以水银为

百川、江河大海，机相灌输，

上具天文，下具地理。以人

鱼膏为烛，度不灭者久之。”

考古专家们以此为线索，努

力寻找着能揭开秦陵地宫之

谜的种种蛛丝马迹。

司马迁说“穿三泉”，《汉旧仪》则言“已

深已极”。至深至极的地宫究竟有多深呢？

国内文物考古、地质学界专家学者对秦陵

地宫深度也作了多方面的研究探索。根据

最新钻探资料，秦陵地宫实际深度应与芷

阳一号秦公陵园墓室深度接近。地宫坑口

至底部实际深度约为26米，但是否如此尚

有赖于考古勘探进一步验证。

秦陵地宫门道数量问题，其实《史记》

中早有答案：“大事毕，已藏，闭中羡，下外

羡门，尽闭工匠藏，无复出者。”棺椁及随

葬品全部安置放在中门以内。这里涉及

既有中羡门，又有外羡门，其中内羡门不

言自明。地宫三道门似乎无可辩驳。

近年来，西安交大汉墓发现了类似于

“天文”“地理”的壁画。上部是象征天空

的日、月、星象，下部则是代表山川的壁

画。由此推断，秦陵地宫上部可能绘有更

为完整的二十八星宿图，下部则是以水银

代表的山川地理。

地质学专家常勇、李同先生先后两次

来始皇陵采样。经过反复测试，发现始皇

陵封土土壤样品中果然出现“汞异常”。

科学家由此得出初步结论:《史记》中关于

始皇陵中埋藏大量汞的记载是可靠的。

至于地宫为何要埋入水银？原来是以水

银象征山川地理，与“上具天文”相对应。

《史记》明文记载的有“金雁”、“珠

玉”、“翡翠”等。上世纪80年代末考古工

作者在地宫西侧发掘出土了一组大型彩

绘铜车马。车马造型之准确，装饰之精美

举世罕见。之前，考古工作者还发掘出土

了一组木车马，除车马、御官俑为木质外，

其余车马饰件均为金、银、铜铸造而成。

地宫外侧珍藏了如此之精美的随葬品，那

么，地宫内随葬品之丰富、藏品之精致是

可想而知的。

司马迁只留下一句“下铜而致椁”的

含糊记录。有学者据此得出秦始皇使用

的是铜棺。但《史记》、《汉书》明文记载:

“冶铜锢其内，漆涂其外。”“披以珠玉，饰

以翡翠”，“棺椁之丽，不可胜原。”这里的

棺椁恐怕只能是木质的了，如果是铜棺或

石棺肯定用不着土漆涂其外，从先秦及西

汉的棺椁制度考察，使用“黄肠题凑”的大

型木椁是当时天子的特权。

陵墓主持者之一李斯则说:“凿之不

入，烧之不燃，叩之空空，如下无状。”李斯

曾以左丞相身份亲自主持过陵墓工程，对

地宫的构造了如指掌。如果按李斯所言

可以推断秦陵当是一座密封的、真空的大

地堡式地宫。

《史记》记载:秦陵地宫“令匠作机弩

矢，有所穿进者辄射之。”指的是这里安装

着一套自动发射的暗弩。秦代曾生产过

连发三箭的弓弩。但是安放在地宫的暗

弩当是一套自动发射的弓弩。当外界物

体碰到弓便会自动发射。

秦始皇由死到下葬间隔近两个月。根

据当代遗体保护经验，一般遗体保护须在

死者死后即刻着手处理。如若稍有延误，

尸体本身已开始变化，恐怕再先进的技术

也无能为力。秦始皇遗体途中就开始腐

败，尸体运回咸阳等不到处理恐怕早已面

目全非了。据此推测秦始皇遗体保存完好

的可能性很小。 据《呼伦贝尔日报》

谜团一 幽幽地宫深几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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