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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一个烈日炎炎的日子里，记者来到陕
西关中，怀着崇敬的心情，专程造访被誉为

“世界第八大奇迹”的秦始皇陵兵马俑。
走进兵马俑展厅，不由得对两千年前这

支地下大军惊叹不已，他们披坚执锐，军容
严整，气势磅礴，仿佛有一种神秘的魔力恍
惚间会把人引入战马嘶鸣、鏖战在即的历史
场景。

威武雄壮的军阵，再现了秦始皇当年为
完成统一中国大业而展现的军功和军威。一
个由 7000 多件兵马俑组成的气势磅礴的地下
军阵，令全球瞩目，举世震惊。

迷人的历史传奇

秦始皇 22 岁统一中国后，就下令大规模
地为他修建陵墓。因骊山风光秀丽，加上山
阳产玉，山阴多金，金玉双全，正符合他的
迷信思想，所以他把墓地选在骊山北麓。他
不仅从全国调来七十多万“刑徒”，还从山
东、河南等地征来大量民夫。

据传修建期间，秦始皇还下诏，令李斯
提前征集数千对童男童女，准备为他殉葬。
李斯见了诏书，吓得目瞪口呆。想来想去，
只好上书说：臣李斯，冒死直言，君征如此
众多童男童女殉葬，必使天下骚乱，不如改
用陶殉，以保大秦江山平安。秦始皇觉得也
有道理，就改变原意，立即下旨令李斯征集
全国能工巧匠，烧制规模宏大的出巡仪仗
队，而且要求烧制出的陶人陶马要和真人真
马一样大小。

几天后，李斯从民夫中挑选出数百名烧
制砖瓦的工匠，向他们宣读了圣旨，命令他
们按期烧好陶人、陶马。如若不然，定杀不
赦。

但是这些工匠只会烧砖瓦，谁也没有烧
制过陶人陶马，他们试烧多次都没有成功。
一百多名工匠因此被砍了头。在被杀的工匠
中，有个老工匠想出一个办法，在临死之前
告诉了他的儿子，要他单窑分段烧制。儿子
含泪埋了父亲后，便按照父亲生前的嘱咐，
单窑单俑分段烧制，烧成以后再组合。采用
这个办法后，陶人陶马终于烧制成功了。

试验成功后，工匠们齐心协力，夜以继
日，把几千件陶人、陶马终于按期全部烧制
出来了，并按照李斯的要求，把这些陶俑排
列成整齐的队形。

秦始皇驾崩以后，秦二世胡亥继承了帝
位。他怕工匠们泄露墓中秘密，便暗地把秦
始皇灵枢运入墓中，然后下令叫所有参加修
建陵墓的人，一齐到墓中看戏，并领取赏
金。可怜那些为修建秦始皇陵墓流血流汗的
工匠、民夫和刑徒，全上了秦二世的当。他
们刚刚走进陵墓，便活活地被封闭在墓中，
成了殉葬品。

传说只有一个小伙子逃出来，他就是第
一个把陶俑烧制出来的人。因为秦始皇陵墓
里的水道是他修砌的，所以当他见情况不妙

时，便钻进了水道，直到天黑时才逃出来。
后来他流浪关中，依靠烧制瓦盆、瓦罐和瓦
瓮 （关中放面的器具） 为生。直到如今，这
些陶制品在关中农村还很受欢迎。

历史光阴转到六七十年前，秦陵东的西
杨村畔一农民打井，挖掘了好几天就是不出
水，却挖出了一个瓦人，像真人一样大小。
他憎恨这个怪物，以为是瓦人在捉弄他，于
是把瓦人吊在树上，砸得粉碎，以消晦气。

1974 年春，当地的农民在挖井时，发现
一个圆口形的陶器，再挖下去，实际上是个

“瓦盆爷”，立在陶俑的身上，农民以为挖不
出水，又是这个瓦盆爷作怪，便又要把它吊
起来。水保员赶到临潼博物馆，请他们来鉴
别。博物馆的人也不太懂，就把它运到博物
馆暂存，还把碎片进行粘补，花了两个多月
修复了三个陶俑，当时此事也没有向上级汇
报。新华社记者蔺安稳得知这一情况后，立
即赶到县文化馆，他看这些“泥娃娃”同真
人一般大小，身披铠甲，手持长矛，雄纠
纠，气昂昂，完全是两千多年前秦代士兵的
形象，当即断言：“这很可能是稀世珍宝！”
蔺安稳回到北京，连夜赶写了 《秦始皇陵出
土一批秦代武士陶俑》一文。

1974年6月30日，李先念批示：“建议文
物局与陕西省委一商，迅速采取措施，妥善
保护好这一重点文物。”国家文物局有关人员
立即飞赴西安，直抵临潼，经过现场勘察，
决定组建秦俑考古队，进行挖掘清理工作。7
月 15 日，一支由经验丰富的考古专家组成的
工作队，开进了骊山脚下秦始皇墓地旁，揭
开了国际考古史上壮丽的一页。1979年10月1
日，举世闻名的“秦始皇兵马俑博物馆”落
成开放。

让人惊叹的秦俑之谜

如果把兵马俑和古希腊、古罗马的雕塑
放在一起，可能看不出兵马俑在艺术方面的
精美，兵马俑胜在“奇”上。它究竟是怎样
的奇法？兵马俑博物馆前老馆长袁仲一先生
曾经说过：“为什么说兵马俑是个奇迹？我总
结出了三个字：大、多、真。大就是陶俑像
真人真马一样大小，过去在博物馆里经常看
到一些陶俑，但都比较小，一般都二三十厘
米，最多也就六七十厘米。兵马俑真人一样
大小，在感官上超过了人们的想象。量达到
一定程度的时候在感官上发生一定变化，它
会自然地产生一种力量和艺术上的崇高感。
兵马俑 1、2、3 号坑出土的秦俑达到 8000 多
件，仅 1 号坑就有 6000 多件，大气磅礴，邓
小平当年看到后一直感叹‘不得了，不得
了’。”

从兵马俑发现开始，袁馆长就一直没离
开过这个地方，别看挖出来的文物有 8000 多
件，可他都能如数家珍般说得很具体。他介
绍说，兵马俑都是一个个雕出来的，不是用
模子做出来的，雕塑的人很多。据初步统

计，发掘和修复过程中，发现制作者的名字
有 87 个，这些人都是老师傅了，下面还有一
些徒弟。估计有上千人参加了这个工作，在
中外雕塑艺术史上这都是奇迹。宫廷工匠制
作的作品从形象来说都是大力士，非常英
武，来自民间的工匠制作的风格比较清新活
泼，高矮胖瘦都有，这和他们的生活环境有
关系。所以，希拉克提出了兵马俑是世界第
八大奇迹，全世界的人都接受了。

当然，出土文物在证实一些史实的同
时，也同样给专家学者带来更多的问题，兵
马俑由于其特殊时代、背景和出土量之大，
它制造出的未解之谜也远远多于任何出土文
物。这些谜团涉及政治、社会、科技、文化
等方方面面。

过去认为中国的雕塑艺术是在南北朝以
后佛教传入中国才真正发展起来的。兵马俑
被发现以后，可以看出中国的雕塑艺术远在
秦代就已经达到了很高的成就。古代民间雕
塑有六法，堆塑捏贴画刻，兵马俑上都有。
另外从雕塑风格上讲，秦的雕塑艺术与西方
有所不同，西方是高度的写实，秦俑不是这
样，它写实，但带着一定的写意。

在兵马俑出土的青铜剑上，记者在现场
看到，这些剑出土时候都非常锋利，基本上
光亮如新，有的根本没有生锈，制作得也非
常规整，经过检测，它表面上经过了铬盐氧
化处理。根据以往的记录，这种技术德国在
1937 年发明，美国在 1950 年发明，但两千多
年以前，中国就掌握了这门技术，真是冶金
史上的奇迹。

出土的青铜剑在古代到底是怎样的工艺
流程？有人做过各种模拟性实验，北京冶金
技术研究院做过一个实验，用老陈醋、土硝
和铬矿石混在一起加热，加热到 800 摄氏度，
变成液体，涂在剑的表面。有人还用蓝宝石
在剑的表面上摩擦，可以把铬涂在剑的表面
上。

尤为值得称道的是，这些青铜剑的韧性
异常惊人。有一口剑，被一具150公斤重的陶
俑压弯了，弯曲度超过 45 度。当陶俑被移开
的一瞬间，奇迹发生了，青铜剑反弹平直，
自然还原。这精湛的铸剑技艺，令人膛目结
舌，却不知为何。

另外，像出土的铜马车，一辆车有 3000
多个零部件，组合起来非常复杂。它的车盖
有 2 平方米，薄度为 2 至 4 毫米，是浇铸而成
的，这对温度的要求非常严格，过高过低都
会“千疮百孔”，还有车上的伞，首先要浇铸
成铜块，边上用锻造技术，这涉及到合金量
的比例，如果含锡量过多或过少都不行。

这些陶人陶马在暗无天日的地下掩埋了
20 多个世纪，出土后，仍然保持了色泽纯、
密度大、硬度高特点，以手敲击，金声玉
韵，真是达到了“炉火纯青”的境界。当代
的制陶工艺大师经过十多年的努力，至今仅
能仿造一些简单的陶人。他们想要复制陶
马，反复试验竟无一成功。秦代这种杰出的
泥塑工艺和制陶工艺，使后人佩服得五体投
地。但它的技术、配方失传，成了谜。

“赳赳老秦，复我河山。血不流干，誓不休战。”秦，始终是一
个谜一样的国家，谜一样的时代。

2016年6月6日，参加第八届世界华侨华人社团联谊大会的99位
侨领，来到秦始皇兵马俑博物馆，“对话”千年秦俑。气势磅礴的

“地下军阵”令侨领们印象深刻，感叹“祖辈创造的文化令人震撼”。
来自苏里南的侨领李学雄沿着兵马俑坑仔细观看。他说，每个

秦俑的装束和神态都不一样，个性很鲜明。他表示，能够有机会
“穿越”2000多年，与秦俑“零距离”接触，领悟博大精深的中华文
化，作为炎黄子孙由衷感到骄傲。

“从陶俑头顶的发髻，到脚上穿的鞋，都能看到当时雕塑艺术的
高超与华夏民族的强盛。”对于旅居韩国二十余载的尹昕而言，亲眼
一睹兵马俑了却了一桩夙愿。

祖籍浙江的戴华东在西班牙经营餐饮业。他表示以前在电视里
看到过兵马俑，规模很大，场面很宏伟，今天能够亲眼见“真容”，
还是非常震撼和自豪。他拍了许多照片，表示要与朋友一起分享源
远流长的中国文化。

“名不虚传”是来自莫桑比克的侨领江永生看到兵马俑后的第一
印象，他说，第一次近距离观看兵马俑，为祖辈创造的伟大文化感
到震撼，希望日后能多参访一些中国的历史文化古迹。

据统计，秦始皇帝陵博物院已累计接待中外游客 6000 多万人
次，外国元首近200位。

与此同时，从1982年第一个兵马俑专题展在澳大利亚展出后至
今，陕西以秦兵马俑为主题或主要参展文物的出国 （境） 展览已达
上百个，境外观众总数超过1亿人次。6月中旬，在陕西文物对外交
流50年成果发布新闻会上，陕西省文物局副局长周魁英表示，秦俑
主题展已成为21世纪极具影响力的中国文化形象符号之一。

阿斯图利亚斯王子奖在欧美享有盛誉，俗称西语世界的“诺贝
尔奖”。各奖项的获奖者均是世界各国的重要政治家、思想家、文学
家、艺术家、社会学家和科学家等。每年一度的颁奖盛况吸引了世
界各地千余名记者及各国电视台、电台和报刊的争相报道。2010年5
月，中国西安兵马俑考古项目以其独特的历史文化价值，在20多个
提名项目中脱颖而出，获得了阿斯图利亚斯王子奖社会科学奖。

陕西省文物局文物交流合作处处长张彤告诉记者，让他最感动
的一次是去年在丹麦的兵马俑展上，丹麦女王不仅亲自出席了全程
展览活动，还罕见地以王夫亨里克亲王的名义，宴请中方的工作人
员并亲自作陪，表达了具有考古学背景的她对中国兵马俑和中国考
古的推崇。

在新西兰的兵马俑展出中，许多当地毛利观众每天都会像祭拜
祖先那样给兵马俑塑像献上冬青树叶。

看看秦兵马俑出国展览的盛况：2007年 9月 13日，兵马俑展在
大英博物馆开幕，6万张门票被抢购一空；2009年，在美国举办的兵
马俑展，40万名观众参观展览，创下该馆参观人数的历史最高纪录。

周魁英向记者介绍，从20世纪60年代开始，陕西文物担负起越
来越多的对外交流任务，以秦兵马俑、西周青铜器、汉唐丝路文
物、大唐长安文物、历代陶俑为特色的陕西出境文物，代表中国传
统文化频繁亮相世界各地，先后到过全球五大洲的50多个国家和地
区、巡游世界150多个城市。

中国兵马俑，
让世界着迷

本报记者 陆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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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印 度
总 理 莫 迪 ：

“兵马俑是中
国 文 明 成 就
的见证者。”

▶英国女王伊
丽莎白二世：“铜
车马比我们宫廷的
马车还要好！”

▶ 美 国
前 国 务 卿 基
辛格：“兵马
俑 是 中 国 将
会 拥 有 光 辉
未 来 的 证
明。”

▲联合国秘书长潘基文：“人间奇迹，举世无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