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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西汉高祖刘邦经秦末战争势力壮大，建立汉朝。在最初的四年里，定都栎阳(今西安市阎良区武屯镇)。汉高祖五年(公元前202年)采纳娄敬的意

见，设置长安县，在秦兴乐宫的基础上修建长乐宫。第二年(公元前201年)，长乐宫建成，刘邦由栎阳徙都长安。从此开始了长达200余年的西汉

王朝定都长安的历史。 

长安城作为当时政治、经济、文化的中心，尤其是文化的核心地位及文化的辐射作用在西汉时期不可忽视。在当前秦汉考古学的研究中，尽管墓

葬发掘数量庞大，但是作为首都长安地区考古学文化面貌的研究一直未受到应有的重视。如果能把墓葬研究与考古学文化面貌的研究结合起来，

将会有助于诸如汉初中小型西汉墓葬的特征、汉代考古学文化的形成等问题的解决。 

在讨论秦文化发展历程时赵化成先生认为，汉初秦国本土的关中，秦人后裔还保留一定的秦文化传统，但已经与六国文化融和，这已经被西安、

咸阳等地发掘的秦墓及西汉初期秦人后裔墓葬里的其他文化因素所证实。例如《塔尔坡秦墓》、《任家嘴秦墓》、《西安南郊秦墓》里的三晋文

化因素、蜀文化因素等。 

在进一步总结战国中期至汉初秦文化的转变时，赵化成认为这种变化，从考古资料来看，可归纳为：1)传统铜、陶礼器消失，代之而起的是与中

原相似的器形与组合；2)铜、陶礼器受三晋文化影响而发生上述变化，但小型墓葬仍保持传统的鬲(或釜)、盆(或有甑)、翁、罐那样的日用陶器

组合，也出现了鍪(来源于巴蜀文化)、蒜头壶、茧形壶、铲足跟袋足鬲、双耳深腹罐(后两者为西北戎人典型器物)；3)洞室墓的出现；4)小型墓葬

中直肢葬数量明显增加，增加的原因，并非表明庶民或奴隶地位的上升，而是受三晋文化的影响；5)坟丘墓及高台建筑在关东六国出现较早，秦

国显然是从那里学来的；6)“物勒工名”制度的普遍实行。“物勒工名”制度起源于三晋，在东周列国中，除三晋外就数秦国发达。甚至认为

“从某种程度上讲，战国中期以降的秦文化差不多就是三晋文化(主要是魏国)在秦地的延续与发展”。这是对战国中期至汉初秦文化转变特征的

深刻总结，毫无疑问揭示了秦文化转变的本质内涵。 

但是笔者以为秦文化的这种转变，至秦末已经完成。也就是说秦文化是带着这种特质进入汉初的。在西汉建立后，这种转变了的秦文化作为汉文

化构成中的一个重要部分，在秦人后裔的墓葬上充分地体现了出来。同时作为构成汉文化的另外一个重要部分楚文化，早在春秋晚期时也已渗透

到了关中的秦文化，藤铭予先生在  《秦文化从封国到帝国的考察》一书的第五章秦文化的稳定发展阶段(春秋晚期至战国中期)中，认为从春秋

晚期开始，秦墓中出现了与前期完全不同的带格、柱茎、有首剑，如甘谷毛家坪M18：1为扁柱形茎，窄菱形格，圆首；类似的剑还有凤翔西沟

道M26：1，长安客省庄M220：14。在讨论这些剑的起源时，大多认为它们可能来源于吴越地区，战国时则以楚地最为多见。凤翔西沟道M26

中，随葬了一件铜缶(M26：11)，小直口，圆肩，肩上有铺首衔环，与楚地春秋战国时期常见的浴缶非常相似，而不见于此前的秦文化墓葬中，

可视之为来源于楚地的文化因素。其在第六章秦文化的转型阶段(战国中晚期至秦代)中认为，这一阶段墓葬中随葬了较多的铜镜，主要为羽状纹

镜、羽状地花纹镜、龙凤纹镜和弦纹镜。弦纹镜被学者认为是秦文化系统铜镜，而各种以羽状纹为主要花纹或以其为地纹的铜镜，是战国时期以

至于直到汉初在楚国地区流行的铜镜，已经为学界所认同。因此在秦墓中出现的这些花纹镜应该是来自楚国地区的文化因素。其实墓室使用白膏

泥填封、木椁边箱、广泛随葬竹、木漆器也被认为是楚文化影响的结果。有关墓室使用白膏泥填封在战国早期的雍城大墓已有先例。  

目前长安城郊可以确认的西汉早期(从汉初至汉武帝元狩五年)的考古学文化有秦文化、汉文化与楚文化。虽然见不到完整的楚文化的墓葬，但其

文化因素在文景时期各种规格的西汉墓葬中有所反映。比如陕西新安砖场积炭墓的井椁、着衣俑，中小型墓葬随葬陶器上的繁缛的彩绘纹饰等

等，完全不同于战国中晚期秦文化陶器上的暗弦纹，应是楚文化影响的结果。 

从《龙首原汉墓》发掘报告观察，文景时期中小型西汉墓葬随葬器物中的仿铜陶礼器鼎、盒、壶、钫已经成套出现；模型明器仓、灶与战国中晚

期秦墓中出土的同类器相比较，种类、形态与出现频率已发生较大的变化；实用器的种类、形态也有区别。葬具、葬式上的差别更为显见，在文

景时期及以后的汉文化墓葬中没有简化的木椁、无屈肢葬，而战国、秦统一后、甚至汉武帝前后秦人后裔墓葬中曲肢葬占相当大的比例。与秦文

化相同的是文景时期中小型西汉墓的形制从某种程度上讲可以说是战国晚期、统一秦墓葬形制的延续，相当一部分随葬陶器的种类与形态也来源

于、并很明显可以看出与秦文化的渊源。这种在秦文化上基础上发展起来但又明显区别于秦文化的新的考古学文化，就是汉文化。毫无疑问长安

城郊中小型西汉墓葬中表现出来的汉文化，带有强烈、浓郁的秦文化特色。 

同时在《龙首原汉墓》的中小型墓葬里还可以发现一些不见于秦文化的因素，如随葬仿铜陶礼器外表繁缛、浓艳的彩绘云气、三角形纹饰及《长

安汉墓》里釉陶壶肩部、釉陶奁腹部的山、动物、云气等纹饰。对于这些纹饰，研究者大多认为来源于楚文化中的漆木器。 



大型西汉早期墓葬中的墓室内木椁的边箱、青膏泥填充、随葬陶俑等葬俗也被认为是受楚文化影响的结果。当然大型墓葬中的典型秦文化因素还

有很多，并且持续时间也比较长，比如在汉景帝阳陵、宣帝杜陵陪葬坑中茧形壶、蒜头壶的发现等等。但是，给人们明显的印象是，长安城郊中

小型西汉早期墓葬中的秦文化因素浓郁，楚文化因素较少。反而大型西汉墓葬中楚文化因素较秦文化反映得更为充分。 

长安城郊汉文化中的其他五国文化因素，因为不显见，人们很少重视，研究的也少。笔者以为长安城郊中小型西汉墓葬简报、报告中常常被提到

的异形器，可能与此有关。 

此种现象正好与西汉早期的历史发展相吻合。随着秦末战争的胜利，楚人成为西汉王朝统治者的主体，楚文化影响与作用日益扩大。这些楚文化

因素的影响与出现无不与秦末汉初楚人大量进入关中地区有关。秦末汉初，在秦文化本土——关中争雄称霸的两大军事集团的首领刘邦、项羽，

皆来源楚地。其所统帅的军队里也随处可见楚人的影子，当然也不乏其他五国人员。 

西汉统治者的主体(贵族)来源于楚地，除过葬于封地者大部分随葬帝陵或者葬于长安城郊。如果不能完全按照楚地的风俗埋葬，那么其墓葬中必

然带有浓厚楚地的风格。也正是这些贵族带着楚文化，来到了秦人的腹地关中，必然遭遇到最多的文化是秦文化，遭遇到最多的人是中下层秦

人。所以在几种文化碰撞、融合后产生的汉文化中，反映中下层的部分秦文化非常浓郁。 

刘邦集团获胜后，建立了汉朝。为了加强中央集权统治，迁徙了齐国田师、楚国昭氏、屈氏、景氏，以及燕国、赵国、韩国和魏国的贵族，还让

关东豪杰十余万人落户关中。 

西汉王朝初期，中央政府修建了长安城。为修建长安城及其宫阙建筑，中央政府征调了大量劳力，甚至妇女、奴隶。这些劳力中不乏其他五国人

民。 

据刘庆柱先生的《西汉十一陵》一书长陵邑一节，近年来长陵邑内发现了一些具有山东齐地风格的树木双兽纹、双鸟纹、树木箭头乳丁纹半瓦

当，这种瓦当在山东临淄齐古城遗址1976年春季的桓公台工地发掘中，于其汉代文化层曾经出土，而且比较常见，其时代可以确认为西汉。因此

长陵附近出土的上述齐地风格的瓦当，应为西汉时期的遗物，该是高祖“徙齐诸田”于长陵的佐证。也是齐文化在关中地区发现的佐证。 

笔者以为在汉初就是楚文化、转变了的秦文化与其他五国文化再次融合，才形成了汉文化。而关中地区，这种融合、碰撞发生最早，也最为激

烈，结果汉文化也形成最早。长安城郊中小型西汉墓葬的最早大规模出现为文景时期，所以成熟的比较大面积的汉文化的出现也为文景时期。 

因此可以说汉代考古学文化在长安城郊形成于文景之时，首先在中小型墓葬中表现出来；是在秦文化的基础上形成的，但又与秦文化有很大的差

别。形成之初的汉文化与秦文化最明显的差异，不是表现在墓葬形制上，而是反映于随葬器物的特点、组合及葬具、葬式上。 

综上所述，汉初长安地区的文化面貌应是以秦、楚文化为主，其他五国文化为副的格局。也正是这几种文化因素在不断地碰撞、融合、交流中，

最终在文景时期形成了汉文化。如果此种文化假设成立的话，那么也就不难理解在汉初的长安城郊找不到中小型西汉墓葬的原因了。很简单，因

为汉文化还处于形成之中，其因素表现还不明显，容易混同于当时秦人后裔的墓葬。同样的道理，汉初除了秦人后裔的墓葬外，似乎也应该有楚

文化因素明显，甚至完全是楚文化的墓葬。长陵的齐文化瓦当的发现就是例证。 

《西安龙首原汉墓》把42座西汉墓葬经过分析比对后认为除过M10为秦末汉初以外，其他墓葬的年代该在文景至武帝初年。编者把武帝初期看作

是西汉早期后段。在《长安汉墓》中又对其作了补充，“认为此批墓葬的年代当在高后两年(公元前186年)至武帝元狩五年前后，即西汉早

期”。把上限提前了六七年。也就是说其中有一些墓葬为文景以前的，与上面的分析相合。

采编：管理员 中国文物信息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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