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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场传真

乾陵发现神秘圆环状遗迹（12月17日）

作者：   发布时间： 2006-12-17  文章出处：香港大公报

   

    埋葬中国唯一女皇帝武则天与唐高宗的乾陵，因其宏大的建筑格局和难以估量的地宫遗存，以及「无字

碑」、「无头俑」之谜难解而举世瞩目。陕西考古人员日前对乾陵遗址调查时，意外发现陵区南部存在十余

处巨型圆环状遗迹，其中最大处直径约一百一十米。这一前所未有的发现，专家尚未能解释其由来和目的，

更增添了乾陵的神秘色彩。 

专家确定圆环为历史遗迹 

    西安文物保护修复中心与乾陵博物馆组成的调查组日前研究航拍照片时，发现这些巨型圆环，最先引起

专家注意的是其中直径最大的一处（见图）。文物保护修复中心研究员秦建明向大公报记者介绍：「从原始

航拍图片可以看到这处若隐若现的圆环影像，起初我们以为这只是虚幻的光晕现象，但仔细分析，结果却大

出所料。」 

    据西北工业大学计算机信息工程系图象专家特效处理后的图片显示，大圆环直径约110米，环宽大约为3

米左右，处在较为平坦的耕地中，呈淡淡的暗色调，与周围田野的色调明显有别。除西南部约四分之一不清

楚外，圆环的其余部位十分规整，只是在道路经过处出现短缺，通过与早期的航空图片比较和地层校正，专

家基本确定圆环应是历史遗迹。 

初步推测是人工挖掘壕沟 

    历史上乾陵拥有至少30平方公里的广袤土地。在远离梁山主峰之南的3到5公里处，大片农田和一些沟壑

间隐藏著这些神秘遗迹，这一地区依然属于乾陵的范围。「我们对这批航拍图片进行大面积搜索，又发现了

与大圆环类似的总计十余处小环。」秦研究员介绍，这些小环直径多在30到40米左右，错落分布在东西长4公

里，南北宽约2公里的地带，分布状况目前看来并不规律。其中的一些圆环已经有所残缺，据推测还应有类似

遗迹，但可能因自然侵蚀和平整土地等活动导致已然消失。 

    秦建明研究员认为，根据多年考古经验，这些圆环，有可能是人工掘出的壕沟，由于年代久远，这些圆

环被深埋于地下成为潜沟。 

大圆环中心为燕国公墓葬 

 



    古人设置圆环的目的究竟何在，是出于迷信的厌胜术，还是法象天上的星宿？是一种地域的划分，还是

军事防御的环壕？专家查阅了大量资料，却尚未找到这些圆环的相关线索。 

    目前，直径最大的圆环因拥有特殊「圆心」，成为专家为破解圆环之谜而确立的研究重心。乾陵博物馆

馆长樊英峰介绍，图片中显示大圆环的圆心其实是已发掘的唐朝燕国公李瑾行的墓葬，为乾陵陪葬墓之一。

圆环是否属这座乾陵陪葬墓的建筑遗迹，目前还不好说，因为自新石器时代起，乾陵所在地便一直有人类活

动，秦始皇曾在此建梁山宫、唐安史之乱后期一度又为叛军所占据。但如果确定该环与李墓有关，则应当属

于乾陵的遗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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