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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经国家文化行政管理部门批准后，始得进行发掘。

需要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进行考古发掘，由国家文

化行政管理部门会同中国社会科学院审核后，报国务院

批 准 。 张 占 民 特 别 介 绍 了 两 类 考 古 项 目 的 审 批 权 限 。

“属于一般考古项目，由国家文物局与中国社会科学院

考古所共同审核，审核后由国家文物局签发考古发掘执

照。凡属重点考古发掘项目，审批权集中到国家最高行

政机构。秦始皇陵无疑属于重点发掘项目，按程序先由

省级文物行政管理部门审核后，上报国家文物局。国家

文物局会同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所审核，上报国务院批

准。承担考古项目的发掘单位取得考古发掘执照后方可

破土挖掘。”张占民解释说，如果没有取得发掘执照便

组织考古发掘，就属于违法行为。

有资料显示，铜车马发现于1978年。张占民认为，

这种说法不够准确。铜车马坑的发掘是1980年11月3日

正式开始的，那时候叫试掘。尽管在此之前，秦俑考古

队在该区域已经做了不少工作，通过钻探对陪葬坑的形

制、隔梁的分布等情况基本掌握，甚至还出土了木车马

的金银构件，但坑里埋的什么东西还是不清楚。当年参

加铜车马修复工作、并担任领导小组副组长的陈梦东在

《秦陵二号铜车马》专辑的修复后记中这样写道，“铜

车马坑是1978年秦俑考古队钻探发现的。”这里说得很

清楚，是“铜车马坑”，而不是“铜车马”。

“ 发 现 铜 车 马 以 后 ， 考 古 人 员 还 在 坑 里 施 工 、 清

理时，就有当地村民用红绳子把发掘现场围起来开始收

费，交五毛钱或者一块钱就可以进去参观。这件事情当

时还上了报纸，不明真相的读者批评考古工作者用国宝

谋利，甚至上级领导找相关负责人谈话，追查责任。其

实跟考古人员没有任何关系，是村民自己搞的。”多年

后，张占民谈起当时的许多“花絮”，仍记忆犹新。

张 占 民 还 告 诉 记 者 ， 当 时 的 临 潼 县 希 望 把 铜 车 马

留在当地，由临潼县文化部门保管和研究。因为秦始皇

陵当时由临潼县负责保护管理，铜车马是在秦陵封土边

上发现的，不像兵马俑那样是在秦陵保护范围以外发现

的，理应由临潼地方政府保护。但是，铜车马的发现受

到中央和陕西的高度重视，国家文物局副局长孙轶青、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副所长王廷芳等专程来到发

掘 现 场 指 导 工 作 。 孙 轶 青 和 王 廷 芳 回 京 后 就 铜 车 马 提

取、保护、修复等问题向中宣部写了专题报告。中宣部

很快作了批示，其中提到将铜车马“移至秦俑博物馆修

复展出”。

考古显示，位于秦陵西侧的这个区域为一组大型车

马陪葬坑，该陪葬坑平面呈“巾”字形，长宽各55米。

其中，埋藏两乘铜车马的土坑为长方形，长11.8米，宽

3.1米。坑底距现地表7.8米。该坑未遭人为破坏，两乘铜

车马一前一后被放置在一个木椁中，马头朝西。由于木

椁腐朽，坑顶塌陷，出土时铜车被压碎，马腿被压断，

彩绘剥落严重，但各部件的位置基本未变。研究人员将

两乘铜车马由前向后依次编为一号和二号。经考证，一

号铜车马为史书记载的“立车”或“高车”，二号铜车

马 为 “ 安 车 ” 。 两 乘 铜 车 马 皆 为 双 轮 、 单 辕 、 四 马 系

驾，并各有一御官俑，其大小约为实物的二分之一。

“当时正下着雪，天寒地冻，参观者人流如潮，这对

文物的安全和清理工作十分不利。经报国家批准后，我们

把铜车马按照出土原状移至秦俑馆的修复室内进行清理和

修复。”秦俑馆首任馆长袁仲一在回忆中这样写道。

铜车马坑试掘前的复探工作只用了八天时间，从试

掘到两乘大型铜车马完全显露出来，刚好一个月。据张

占民介绍，当时秦俑考古队队长为杭德洲，铜车马坑的

试掘由袁仲一、程学华等负责，铜车马的提取工作主要

由柴中言（时任秦俑考古队副队长）和吴永琪（后为秦

始皇帝陵博物院首任院长）负责。

为 了 尽 快 将 铜 车 马 一 次 性 提 取 ， 并 且 确 保 铜 车 马

所有文物的绝对安全，铜车马提取采用了整体提取的方

法，据说这在我国考古史上是第一次采用这种方法。为

了保证文物的安全，同时避免因围观引起交通堵塞，提

取施工是在晚上进行的。为了确保起吊的成功与安全，

又向当地驻军单位求助，部队不仅派出吊车、汽车，还

派来了战士保卫安全。

1980年12月28日，在多方配合下，两乘铜车马起吊

成功，安全运至秦俑馆。整个发掘工作仅用了50余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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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陈梦东、袁仲一等人介绍，铜车马提取出坑后，

面临的一个重要问题就是整修复原。陕西省委、省政府

对整修复原工作十分重视，多次指示“要保证质量，恢

复原貌”，还通知有关单位要大力协助。国家文物局和

中央文博单位也多次听取汇报并派员指导工作。为了使

修 复 工 作 保 证 质 量 ， 在 修 复 前 作 了 充 分 准 备 和 试 验 工

作。1981年初至同年年底，秦俑考古队和秦俑馆先后派

出人员到西安、上海、苏州、北京等地向大学、科研单

位、文物单位、工厂等三十多个单位的学者、专家、教

授、老修复工人请教和研究讨论修复办法。回来后进行

模拟试验和提出修复方案，然后将试验情况和方案向陕

西省和国家文物局汇报。

为了使修复方案更全面，更切合实际，1982年1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