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秦始皇陵考古发现展开幕
230件（组）文物再现“赳赳大秦”

9月8日，由陕西省人民政府指
导，中国考古学会、中国博物馆协会
支持，陕西省委宣传部、陕西省文物
局主办，秦始皇帝陵博物院、陕西省
考古研究院、临潼区人民政府承办
的“秦兵马俑考古发掘50周年暨秦
始皇陵大遗址保护研究国际会议”
在西安召开。来自国内外各相关考
古机构、高校及博物馆的 200余名
代表参加了大会。

会议回顾了秦兵马俑考古发
掘 50 年的保护研究历程。50 年
来，从举世震惊的“20世纪世界考
古史伟大发现”，到“边发掘、边保
护、边展示”工作原则的提出，秦兵
马俑坑遗址在让观众领略“世界第
八大奇迹”的同时，为我国大型考古
遗产的保护展示提供了经验和样
板；从“青铜之冠”铜车马历经8年的
修复重现，到“考古现场脆弱性文
物”的临时提取保护，卓越的科技和
工艺不仅展现了广大文物工作者持
之以恒的工匠精神，更凸显了我国
文化遗产保护领域精益求精的先进

水平；从秦兵马俑博物馆的建成开
放，到秦始皇陵国家考古遗址公园
的建设运营，再到对外展览的远渡
重洋、走遍国际，秦始皇陵及兵马俑
坑这一世界文化遗产围绕创新保护
展示理念和方法，积极开辟新领域、
探索新路径，推动中华文化的感召
力、吸引力、辐射力持续提升，截至
目前，累计接待海内外观众超过1.6
亿人次，成为全球知名文化旅游目
的地，以及保护研究、活化利用文化
遗产的典范。

大会举行了中央广播电视总
台大型纪录片《寻古中国（第二
季）——探秘秦始皇陵》开机仪式，
节目把考古探索与文献研究有机
结合，反映中华文明具有的突出特
性。大会发布了秦兵马俑一、二号
坑现场应急保护实验舱及考古发
掘平台建设成果，这是贯彻落实国
家文物科技发展规划，积极响应国
家文物局与中国电科集团战略合作
的重要举措；发布秦始皇陵沉浸式
数字体验项目，用AI互动方式，让

体验者在数字世界感受恢宏气势和
神秘秦陵；发布百戏俑坑考古成果
创新性转化案例，该案例通过《一指
千年》大型杂技剧，将考古发掘、科
学研究、保护修复与传统杂技完美
结合。大会宣布“千古一帝的地下
王国——秦始皇陵考古发现展”展

览开幕，该展览是以“秦始皇陵考古
成果”为核心内容的综合陈列，呈现
最新的考古发掘成果，是兵马俑坑
遗址陈列的有益补充。

本次大会特设“古代陵墓制度
与秦始皇陵考古发现”“考古遗产的
保护利用”“秦俑学与秦文化研究”

三个平行论坛，共有来自考古遗址
博物馆、考古机构、高校的百余位
国内外代表进行了学术交流。与
会学者从多角度阐释秦文明的深
厚内涵，讨论考古遗址博物馆的保
护利用，为遗址博物馆高质量发展
提供了强有力的学术支撑。

9月8日，以“秦始皇陵考古成
果”为核心内容的博物馆基本陈列

“千古一帝的地下王国——秦始皇陵
考古发现展”正式与广大观众见面。

八个单元
全景展示“赳赳大秦”

记者在展览现场看到，此次展
览内容分为八个单元，分别为：秦
始皇帝、丽山为陵、宫观百官、地下
军团、皇家苑囿、宫廷娱乐、侍奉如
常、幽宫紫台。

第一单元“秦始皇帝”介绍了
秦之崛起和始皇帝的一生，拉开了
展览序章；第二单元“丽山为陵”展
示了秦始皇帝陵“若都邑”“皇权至
高无上”的设计原则和“事死如事
生”的丧葬礼制；第三单元“宫观百
官”通过文献和考古勘探、发掘资料
的相互论证，对秦始皇帝陵园中象
征中央官署、宫室建筑、飤官等的遗
址和出土物进行阐释和展示；第四
单元“地下军团”是展览的视觉高
峰，展示了象征驻守在京城外的军
队秦兵马俑，以及其背后蕴含的历
史信息，包括兵马俑的制作工艺、艺
术风格、秦军武器装备等；第五单元

“皇家苑囿”展示了象征天子生前京
城苑囿的珍禽异兽、宫廷厩苑、禽苑
等，是地上苑囿被模拟于地下的真

实写照；第六单元“宫廷娱乐”书写
了华丽又新颖的宫廷娱乐生活，展
示了中国古代宫廷娱乐文化的丰富
性与独特性；第七单元“侍奉如常”
展示了秦始皇帝陵的“祔葬”与“陪
葬”，是中国古代政治制度由“血缘”
到“地缘”的真实写照；第八单元“幽
宫紫台”通过对“文献”中记载的联
想和科学数据的论证，与观众一起
想象秦始皇陵地宫的雄姿，描摹其中
的日月星辰、江河大海和广袤大地。

230件（组）文物
首次集中亮相

高级铠甲军吏俑、绿面跪射
俑、夔纹大瓦当、青铜鸿雁……此
次展览以秦始皇陵考古发掘成果
为基础，以秦始皇陵的设计思想为
主线，遴选了 50年来秦始皇陵考
古发掘成果中有代表性的 230件
（组）文物精品，全方位、多角度呈
现秦始皇陵的面貌、内涵和价值，
以及背后所蕴含的秦代政治、经
济、军事、艺术、思想等内容，带领
观众充分感受盛世强秦的恢宏历
史。这也是秦始皇陵考古成果首
次集中对公众展出。

“这尊形体硕大的青铜鼎出土
于百戏俑坑棚木上方的填土中，通
高 61厘米，腹深 34厘米，重 212千

克，是目前秦陵考古发现的体量最
大的鼎，被誉为‘秦陵第一鼎’。”在
秦始皇帝陵博物院工作人员的指
引下，记者看到展柜中的青铜鼎花
纹繁复精美，腹部饰蟠螭纹，足部
饰兽面纹，造型稳重大气。青铜鼎
与百戏俑同出于一个遗址坑，有学
者认为应该是举鼎时的一件道具，
也有人认为是大型礼器，由于秦末
战乱，被从寝殿中移出埋藏于此。

“快看快看，这件文物上有个
‘厨’字，会不会和厨房有关啊。”展
柜中一件“厨”字陶器残片吸引了
观众目光。“‘厨’字指秦始皇陵园
内的食官下辖的供厨，是供给膳饮
的处所。”该院工作人员介绍，这件
陶器残片出土于秦始皇陵的飤官
官署建筑遗址。在古代，飤官是掌
管宫廷饮食的官吏，丽山飤官就是
掌管陵寝祭祀时的膳食供应机构
及其官员。飤官官署建筑遗址考
古出土有大量的板瓦及筒瓦，还发
现有秦代的井和渗井。在遗址出
土物中有罐、壶、盆、缶等饮食器，
还有铜马蹄、铁铤铜镞、铜灯台、铜
权、铁剑等。其中有 4个陶瓷器的
盖子上，清晰地用秦篆刻着“丽山
飤官”“丽山飤官右”，证明了这里
就是秦始皇陵的飤官官署建筑。

“展览是五十年来秦始皇陵考
古发掘、文物保护和学术研究成果
的综合展现。”据秦始皇帝陵博物院
陈列展览部副主任叶晔介绍，此次
展览以秦始皇陵考古发掘成果为基
础，以秦始皇陵的设计思想为主线，
展示秦始皇陵的总体布局、礼制建
筑、陪葬坑、陪葬墓及出土文物等，
以及在“事死如事生”的丧葬理念之
下，这些遗址、文物所反映出来的秦
代政治、经济、军事、艺术、社会生
产、娱乐生活、精神思想等方面的丰
富内涵。展览还通过大型沙盘、考
古模型、数字交互、现场连线等多种
展示手段，将历史语境、遗址场景
带入展览现场，让文物说话，让遗
址活起来，提升观众参观体验感。

9月8日，秦兵马俑一号坑“现
场应急保护实验室”、二号坑“考
古现场发掘与保护平台”正式建
成并投入使用，实现了文物从出
土环境向文物库房保存环境的平
稳过渡，探索形成了“现场应急保
护体系+考古平台体系+专用装
备+信息化支撑体系”的秦兵马俑
发掘新模式。

记者在秦兵马俑一号坑展厅
看到，“现场应急保护实验室”位于
一号坑修复区，包含应急保护实验
舱、舱内环境调控系统、专用照明
工作系统、工作记录系统、文物信
息采集系统、文物吊运装备、文物
专用定制装备等，构建起从考古发
掘现场到实验室修复的全流程闭
环体系，使彩绘俑尤其是漆底彩绘
得到更为及时的全面保护。

考虑到秦兵马俑二号坑 1994
年第二次发掘曾经出土大量彩绘
跪射俑，秦陵博物院除在二号坑内
建设了拥有发掘舱和实验舱的“考
古现场发掘与保护平台”，还对发
掘现场进行环境控制，并建立人
员、文物、覆土运输通道，让考古发
掘在全面保护中进行。

记者在采访中了解到，二号坑
“考古现场发掘与保护平台”由中国
电科集团所属电科芯片承建。“我们
为秦兵马俑二号坑设计新建的考古
发掘与应急保护系统，能为兵马俑
提供从发掘到进入库房的全流程闭
环保护，最大程度留住兵马俑的‘本

色’。”据中国电科集团所属电科芯
片相关项目负责人介绍，他们研发
了包含发掘舱和实验舱的智能系
统。其中，考古发掘舱能对彩绘俑
发掘区域进行全流程、全区域覆盖，
可随甬道移动，能拆卸拼装多次使
用。兵马俑出土后，即可得到及时
的全方位保护，支持考古专家直接
在现场进行简单的紧急修复、应急
保护工作，减少褪色、失色等损伤。

“这套系统还包含了环境控制
模块、照明模块、科学仪器搭载平
台等，具备文物发掘、文物保护、信
息采集、文物转运等多重功能。”专
家表示，有了这些“黑科技”，发掘
过程中人、土壤、文物能安全有效
地在舱内转移与运送，完善优化了
文物发掘、应急保护的工作流程。

“每一件带有彩绘的兵马俑一
经出土，就要经过X光射线探伤、
超声波检测、三维图像采集等程
序，之后还要经过现状记录、清理、
加固、拼对粘接、补全，然后绘图、
建立保护修复档案、留观等步骤，
最后归还考古及藏品管理部门。”
秦始皇帝陵博物院文物保护部副
主任惠娜说，秦兵马俑一号坑“现
场应急保护实验室”、二号坑“考古
现场发掘与保护平台”的建成投
用，为文物提供从发掘到进入库房
的全流程闭环保护，最大限度降低
文物发掘、转运、修复、存储等过程
中的环境影响。

本版文/图 本报记者赵争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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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民参观“千古一帝的地下王国——秦始皇陵考古发现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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秦兵马俑考古发掘50周年
暨秦始皇陵大遗址保护研究国际会议召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