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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茂贞夫人的二号墓，结构与李茂贞相似，墓
室全长 60多米，在这座墓室中除了众多的陪葬物
外，考古工作者还在端门以及甬道清理出彩绘浮
雕砖。然而，就在考古工作者清理这些彩色雕砖
时，甬道的另一件文物引起了他们的注意——一
个石制的器物。这件石制的器物体型比较小，里
面是个石函，而且还有个铁盒。考古人员首先想
到的是，这件石函里放的会不会是佛指舍利？

史书记载，李茂贞和夫人生前信奉佛教，他执
政期间曾多次重修法门寺，使渐趋萧条的法门寺焕
然一新。那么，石函里放置的东西是否与法门寺有
关呢？也有人认为，石函里很有可能放的是“哀
册”。所谓“哀册”就是古代帝王死后，将埋葬日那天
所读的最后一篇祭文刻在册子上，埋入陵中。

石函里究竟埋着怎样的东西呢？
为慎重起见，宝鸡市考古工作者决定将石函送

到西安文物保护修复中心，请文物保护专家揭开石
函的神秘面纱。然而一个让人无法相信的事实摆
在了大家面前。在强大的X光面前，石函里显示的
只是一个长方形的铁制器物。

两个多月后，文保中心将石函上的淤土清理完
毕，当修复中心的人员小心翼翼取出铁制器物时，考古
人员顿感失落：原来只是块铁板。就在大家失落之际，
忽然有人意识到：这块铁板会不会是“丹书铁券”呢？

铁券，俗话叫免死牌，它有两块，一块给本人，
一块保存在皇室档案中，如果他本人或他的后人
干了违法乱纪的事，官方要追究责任时可以拿这
个铁券和皇家档案里头的铁券对应，免除罪行。

然而，考古工作者并没从史书中找到皇上赐
给李茂贞铁券的记载。不是铁券又会是什么呢？

从出土的文物中，我们依稀能看到这位中国
历史上第三位秦王的背影。但大唐秦王陵开掘的
地宫，却在向人们诉说着李茂贞非同寻常的人
生。李茂贞是矛盾的，他是唐王朝走向灭亡的掘
墓人，却又是唐王朝倔强的捍卫者。这一个个的
疑问，也许只有他自己才能给出明晰的答案。

谁是秦王？

说起秦王，大家都会想起那个统一
六国的秦始皇。而在陕西省宝鸡市的
一个小村庄，考古人员竟在一处古墓中
发现了刻有“大唐秦王”的墓志铭。

这个秦王到底是谁？他又有着怎
样的故事呢？

原来，这是两个有着丰富盗掘经验的盗
墓贼，他们此时挖掘的是一座古墓。

为了使盗掘万无一失，他们准备了很
长时间。更为重要的是，从村民们那里他
们探听到一个重要的信息，这座古墓中埋
藏着一位声名显赫的人物，这更加激起了
两个盗墓贼贪婪的欲望，他们迫不及待地
趁着夜色动手了。

就在他们的盗掘活动将要得逞时，派出
所和文物局的联合巡逻队发现了他们，盗墓
贼仓皇而逃，只留下了一个巨大的盗洞。

鉴于盗掘活动日益猖獗，宝鸡市文物局
决定对这座古墓进行抢救性发掘。然而，让
考古工作者没想到的是，正是这次挖掘，使
一个神秘的人物逐渐呈现在世人面前，他究
竟是谁呢？

宝鸡位于陕西省的西部，自古就是兵家必
争的军事重地，宝鸡在古代又叫“陈仓”，“明修
栈道，暗度陈仓”的故事就发生在这里。

陵塬村位于宝鸡市北边的陵塬上。陵
塬村背靠陇山，紧临渭河。站在陵塬上，巍

巍秦岭尽收眼底，村民们传说，古代有一位
王就掩埋在陵塬村的东面，但这位王到底是
谁，他们也不得而知。

1999年 11月，陕西省宝鸡市考古工作
队开始对陵塬村东侧的古墓进行抢救性发
掘。按照发掘的规程，考古工作者首先发掘
的是墓道。

墓道为斜坡状，然而随着进度的加快，
墓道的坡度也越来越大，向外运土的工具也
在不断改变。先是人力车，再是拖拉机，如
此巨大的墓道，在宝鸡市近几年的考古工作
中很少发现。

从墓道的规模来看，古墓的主人应该是
一个身份极其显赫的人物。

考古人员首先对这座古墓的整体形制进
行了勘测，结果是：古墓由墓道、甬道、前室、后
室组成。这与唐代墓的形制相吻合。

在墓道里发现了两块刻有驾鹤西游图
的砖雕，两个坐在仙鹤上的女子，穿的是唐
代的服饰。由此可以推断，这应该是一座唐
代时期的古墓。

当考古人员清理完淤泥后，在古墓甬道中间
的位置，一块墓志铭显露了出来，这让众多的考
古工作者惊喜不已，根据以往的考古经验，墓志
铭上会刻有墓主人的名字和生平事迹，墓主人神
秘的身份似乎就在瞬间可以解开。

宝鸡市考古研究所的专家说，这个墓志铭
刚开始时上面的字被认为是“晋故贤德大夫人”
这几个字，但把第五个字认成“大”以后，就牵扯
还有二夫人、三夫人的问题，后来是陕西省考古
研究社的太尉先生来了以后，他首先看到那个

“大”字，说这个字可能是个“太”字。
考古人员经过进一步清理，在墓志铭上果

然又发现了太字下的那一点。由此得出结论，

这是一座太夫人的墓。这样的结果让考古队
员颇为失望。

这位太夫人是谁？她又是谁的夫人？种
种疑问让考古队员百思不得其解。

就在考古人员备感困惑时，陵塬村村民提
供了一条重要线索：在挖掘古墓的旁边还有一
座古墓，只不过在上世纪70年代，村民在平整
土地时将这座古墓夷为了平地。

这则意外的消息让考古队员颇为兴奋。
经过仔细勘察，在距离挖掘古墓20多米的地
方，果然又发现了一座古墓，他们将这座古墓
定为二号墓。2001年6月，考古工作者开始对
二号墓进行发掘。当考古人员把墓室中巨大

的条石移到地面后，两扇石门呈现了出来。石
门的出土，让考古工作者兴奋异常。墓穴中有
石门，就说明墓葬规模大、规格高。那么石门
背后，究竟隐藏着怎样的秘密呢？

从石门向北清理，又发现了一个墓志铭，
奇怪的是墓志盖上面没有字，所以不知道是谁
的墓。专家说，墓志盖上没有字的情况，相对
比较少见。

当考古人员搬开墓志铭的顶盖，轻轻刮去
浮在上面的泥土，几个字的出现让在场所有人
员大吃一惊：墓志铭的右上方赫然刻着“大唐
秦王”几个字！

大唐秦王指的又会是谁呢？

专家介绍，因为李世民在隋末农民起义
中帮父亲把政权拿到手，功劳非常之大，当时
唐高祖李渊就封李世民为秦王。李世民是唐
史上的第一位秦王。

唐太宗李世民登基后励精图治、仁德治国，
开创了中国历史上著名的“贞观之治”。在他执
政期间，唐代史籍已不用“秦王”这个称谓称呼
他。他去世后，葬在了陕西醴泉的九宗山。

这时，考古人员又从墓志铭下方发现了
“忠敬”二字。

继续清理墓志铭，逐渐出现了“大唐秦王

忠敬墓志铭”这些内容。按规律来说，墓志铭
前面首先是时代，第二个是爵位或官衔，第三
个是人名。按照这个规律的话，那么这座墓的
墓主应该是生活在大唐的秦王，名叫“忠敬”。

然而考古工作者从文献资料中并没找到
叫“忠敬”的大唐秦王。但他们却意外发现，
在史料中有个叫李茂贞的曾被封为秦王。

这个李茂贞和“忠敬”是否有关联呢？考古
人员经过调查，在当地老百姓中找到了答案。

原来，在当地老百姓心中，确实有一个秦
王叫李茂贞，陵塬村还有一村民开了一个名

叫“秦王山庄”的酒店。考古人员后来经过查
证文献资料才发现这个“忠敬”，就是李茂贞。

据史书记载，李茂贞原名宋文通，唐深州博
野人。18岁代父从军，参加了当时颇有名气的
博野军，开始了戎马生涯。宋文通骁勇善战，屡
建奇功，深得朝廷赏识，最终因在评判和护驾方
面的卓越表现，被唐僖宗赐名为李茂贞。

李茂贞最早被封为“陕西凤翔镇节度使”，
统领汉中、陇西等军事要地，他统治的区域最
多曾达到了四镇十五州，此时的李茂贞自感羽
翼丰满、兵强马壮，开始肆意干涉朝政。

公元893年，唐昭宗任命坛王李司州为靖西招
讨使，率 3万禁军征讨李茂贞，然而这次征讨却大
败而归，李茂贞则乘胜追击，进而围困长安城。唐
昭宗为化解这次危机，不仅处死了宰相杜涉能，还
晋升李茂贞为“秦王”。

把“秦王”称号封给李茂贞是极高的政治荣誉，因
为秦王是开国列祖列宗，而把列祖列宗的封号给了李
茂贞，可见李茂贞当时的政治地位和军事力量。

而此时，身为秦王的李茂贞并没打消控制中央
政府的野心，他先后又两次出兵京师，最终将唐昭宗
劫持到了凤翔城，而另一位早有篡位之心的东平王朱
温借讨伐李茂贞之名，将凤翔城团团围住。

专家说：“当时朱温的主要势力在河南，所以他
带着汴梁之兵力直扑凤翔，把李茂贞包围了一年，
而凤翔当时城内已到了每天冻死饿死的平民百姓
有1000多人的地步，即便跟随的宗师大臣每天也要
死三四个，皇帝没有办法，都是自己弄个小帽子拿
自己的珠宝、衣服换点豆子和麦子，让工人磨上，他
喝粥。后来，李茂贞实在没办法了，就请皇帝出来
求和，把昭宗交给了朱温，然后自己投降。”

凤翔围困战使李茂贞元气大伤，他的领地大
部分被朱温抢占，骄横一世的秦王李茂贞没了往
日的辉煌。公元907年，朱温建立后梁，曾经辉煌的
大唐帝国正式灭亡，从此，中国进入了五代十国时
期。但此时的李茂贞却不承认朱温的后梁国，仍坚持
使用大唐的年号。曾一心想颠覆唐王朝的节度使，此
时却摇身一变，成为大唐最坚决的捍卫者。唐朝灭亡
后，李茂贞仍割据凤翔，终因势力不济而不敢称帝。

公元924年，69岁的李茂贞病逝于凤翔府。第
二年，迁葬到宝鸡县的陵塬村，21年后，他的夫人刘
氏也随李茂贞葬在了陵塬村的东面。后唐庄宗在李
茂贞去世后，再次追封他为秦王，并赐谥号为“忠敬”。

神秘古墓 1999年初秋的一天，在陕西省宝鸡市陵塬村的村东，两个黑影借着暮
色的掩护在紧张地挖掘着什么。

谁是秦王 在中国的历史长河中，有“秦王”称谓的只有两个人：一个是统一六国、建立秦王朝的秦始皇，而他的陵寝远在陕西骊山脚下，秦朝与
唐朝相隔近千年，显然墓志铭上的“大唐秦王”指的并不是秦始皇。另一位有着“秦王”称谓的就是唐朝第二位皇帝——唐太宗李世民。

大唐秦王
2001年5月，考古人员撬开了这座古墓的石门，开始进入墓室。只是没想到，呈现在考古人员面前的竟然是3个盗洞！这3个盗洞导致

墓室长期被雨水侵蚀，淤泥几乎塞满了前室和后室，考古人员从这些叠压的淤泥推断出，早在1000多年前这座古墓就遭到了盗掘。

起兵故事
公元888年，唐僖宗病死，他的弟弟李烨即位，也就

是后来的唐昭宗。李茂贞并没把这位21岁的皇帝放在
眼里，他多次对唐昭宗出言不逊，并且蔑视朝廷。这让
性格刚烈的唐昭宗忍无可忍，决定出兵讨伐李茂贞。

未解之谜
考古人员发现，李茂贞及其夫人的墓同营不同

穴。李茂贞的一号墓，由墓道、封门、甬道、墓室等4
部分组成，总长50多米。

大唐秦王陵大唐秦王陵

二号墓中出土的大唐秦王墓志铭二号墓中出土的大唐秦王墓志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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