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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汉陵邑设置刍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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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陵邑是秦汉时期在关中地区帝陵旁建造的专供守陵"护陵和祭祀等需要的特别行政区#西汉关中先后有七

座陵邑!其中咸阳原畔即有五座#西汉大兴陵邑之风有其特殊的政治背景和经济原因#陵邑之设对关中经济"文教"学术

和社会风习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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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汉是我国封建社会前期的鼎盛时代#历时C))余年#为后

世留下了丰厚的物质和精神遗产#陵邑建置就是这一时期深受

朝野关注的文化制度之一$从汉初开始把各地功臣贵戚%豪杰

富户迁到高祖长陵之北设置陵邑#历经几代相沿#先后有七座帝

陵设置陵邑$到汉末#陵邑移民的后裔已有一百二十万#几乎占

三辅人口的一半&B’#且五方杂厝#风俗迥异#在长安附近形成了

一个独具特色的城市群落#成为当时京畿文化繁荣的标志和窗

口$本文以陵邑设置的社会背景%发展阶段及其对关中地区经

济%文教%风俗习惯的影响加以探讨$

一$陵邑设置的社会背景

"一#汉承秦制%大兴陵邑供奉陵庙之风

陵邑是古代帝王为了满足修筑庞大陵寝园林%保护陵寝以

及祭祀需要#迁徙大量人口聚居在陵旁而设置的行政区域#是帝

陵的重要组成部分$它伴随着陵园建制和陵祭等礼乐制度的发

展而逐步形成$先秦时帝陵不见有陵邑的设置#此制大致始创

于秦始皇$(史记)秦始皇本纪*载#始皇十六年!前("B年"#为

+侍奉陵园,#+置丽邑,#三十五年!前(B(年"+徙三万家丽邑,$&(’

(后汉书)东平宪王苍*亦曰-+园邑之兴#始自强秦$古者丘陇

且不欲其著明#岂况筑郭邑#建都郛哉！,始皇陵园内曾发现刻有

+丽邑五斗崔,%+丽邑一升半#八厨,等铭文的残陶片#也与历史

文献记载相印证#说明始皇陵邑的名称为丽邑$秦始皇陵丽邑

开创了中国历史上帝王设置陵邑之先河#西汉帝陵继承并发展

了这一制度#墓祭礼仪的进一步制度化即是例证$(汉书)韦贤

传附韦玄成传*载-+日祭于寝#月祭于庙#时祭于便殿$寝#日四

上食.庙#岁二十五祠.便殿#岁四祠$又月游衣冠,.诸陵+一岁

祠#上食二万四千四百五十五#用卫士四万五千一百二十九人#

祝宰乐人万二千一百四十七人#养牺牲卒不在数内,$可见西汉

墓祭礼仪次数之频繁%规模之宏大$

"二#设置陵邑的社会原因

西汉设置陵邑除了按照礼乐%祭祀制度+侍奉陵园,之外#还

带有强烈的政治%经济色彩$

从经济方面来讲#设置陵邑#是西汉政权解决府库空虚%财

政困难的重要举措之一$汉初#由于长期战乱#曾经繁荣一时的

关中之地满目疮痍#四处焦土$秦时被迫迁入的豪富乘机返回

故地#并携走大量财产#故而出现了西汉初年+天子不能具钧驷#

而将相或乘牛车#齐民无藏蓋,&"’%&汉书’食货志()的窘迫局

面$而且人口锐减#农业劳动力匮乏$高祖二年#+萧何发关中

老弱未傅者悉诣军,&"’%&汉书’高帝纪()#表明人力几近枯竭$

与此同时#+关中大饥#米斛万钱#人相食#令民就食蜀汉$,&"’%&汉

书’食货志()因而汉政府迫切需要增殖人口#恢复生产#充实京

师#以此来巩固新生政权#而陵邑的设置#恰恰一定程度上解决

了这一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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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汉中期!设置陵邑既是聚敛财富的重要手段!也是解决土

地问题的具体举措"如汉武帝时期!一方面由于对外连年战争!

中央财力空虚!另一方面则是豪强兼并!引发严重的社会问题!

故先后四次徙郡国豪杰及訾三百万以上于茂陵!揽财数以千亿

计#昭$宣时期!仍然延续了武帝徙豪于陵的均田$限田政策!%汉

书&陈汤传’载陈汤上封事()初陵*即成帝延陵+!京师之地!最

为肥美!可立一县"天下民不徙诸陵三十余岁矣!关东富人益

众!多规良田!役使贫民!可徙初陵!以强京师!衰弱诸侯!又使中

家以下得均贫富"汤愿与妻子家属徙初陵!为天下先!于是天子

从其计"果起昌陵邑!后徙内郡国民",事隔三十余年!陈汤重提

徙陵!其原因赵克尧先生有着精辟的见解!即主要是针对)关东

富人广占良田!奴役贫民!使关东贫富之间土地多寡悬殊,-C.的

现象而提出的"

设置陵邑也具有深刻的政治涵义"汉初!新生政权面临两

方面的威胁(一是以六国旧贵族为主的关东豪族!一是掠夺成性

的匈奴游牧民族的威胁"汉初数十年!中原久经战乱!百业凋

敝!无论在经济上还是在军事上都无力与他们对抗!因此!消除

这些不稳定因素!维护政权的长期巩固!就成为西汉政府所面临

的首当其冲的重要命题之一"在这一背景下!即出现了移民以

设置陵邑之议"汉高祖采纳娄敬的建议!在位于长安西北的咸

阳原上迁徙民众!建立陵邑!即为京师设置一道坚固的屏障"

西汉中期!国势日盛!初期所面临的两大威胁已经基本解

决!这一时期设置陵邑的主要目的则在于打击新兴的豪族!维护

中央集权政治体制"西汉中叶!随着经济的日渐繁荣!各地滋生

一批新生势力!诸如豪强$富商大贾$兼并之家!他们的日渐壮

大!形成一股与王朝离心的力量!威胁到了汉王朝的政权!在此

背景下!主父偃再次提出了置陵邑之议()茂陵初立!天下豪杰兼

并之家!乱民众!皆可徙茂陵!内实京师!外锁奸猾!此所谓不诛

而除害"上又从之",-".!"汉书#主父偃传$%是故出现了西汉中

叶的数次迁徙民众以置陵邑的记载"正是通过这一方式!既使

这些豪族失却)地利$人和,之基础!亦严重削弱了他们赖以维系

的经济基础"

二!徙民置陵邑的发展阶段

西汉从长陵开始置邑!到延帝渭陵废置陵邑!终于东汉之

世!未再恢复"这B!)多年的历史!大致可分为西汉前期的初

兴$中期的鼎盛以及最终的废止三个阶段"

"一#西汉前期的陵邑

西汉前期的陵邑!先后有长陵邑$安陵邑$霸陵邑$阳陵邑四

座"刘邦定都长安后!社会经济一片混乱!无力与关东大族及北

方匈奴对抗!于是接受娄敬的建议!迁徙关东大族十万余人至关

中!高祖十二年!长陵建成!置长陵县!迁入万户!史籍中未见筑

陵后徙民的记载!笔者认为!此前三年高祖从关东徙入十万口移

民当是长陵居民的主要来源"到了惠帝和景帝时期!继续徙民

于陵邑!每个县邑估计都有!)))户"-B.这一时期的徙民主要来自

关东大族$六国功臣后裔以及三晋百姓"他们是关中地区抵抗

匈奴$保护陵园的一支重要社会力量!陵邑的设置也发挥了西汉

政府预期的)充实京师!强干弱枝,的历史作用"

"二#西汉中期的陵邑

西汉中期的陵邑为武帝茂陵邑$昭帝平陵邑和宣帝杜陵邑!

这一时期的陵邑建制更为完善!规模更为宏大!而且社会影响也

更为突出"出于削弱地方豪强势力!促使中央权力$财力$人力

集中这一目的!移民的对象与前期略有不同!大多为各地豪杰$

高官和家产百万以上的)高訾,家族"同时!这一时期徙民规模

也大于前期!茂陵邑是五陵原中居住人口最多的!比当时的长安

还多三万余人"除此之外!陵邑的社会构成也发生重大变化!众

多社会名流也愿意前来居住!如大经学家董仲舒$孔安国!史学

家司马迁$班固!文学家司马相如就曾经住在茂陵邑"平陵邑中

云集了如朱云$张山拊$郑宽中$吴章等名冠当时的大儒!并享有

)京城文化中心,的美称"

"三#西汉末期陵邑的废置

元帝永光四年*前C)年+开始不再设置陵县!并将诸陵县分

属三辅*原属太常管辖+!即作为一般县城"西汉后期!随着豪族

的强大$王室之式微$经济困顿等问题的凸现以及儒家伦理影响

的逐渐深刻!使得废置之呼声渐高"以至连元帝也不得不承认(

)安土重迁!黎民之情#骨肉相附!人情所愿也"顷者有司缘臣子

之义!奏徙郡国民以奉园陵!令百姓*主要指豪富+远弃先祖坟

墓!破业失产,#)是以东垂被虚耗之害!关中有无聊之民!非久长

之策也//今所为初陵者!勿置邑!使天下咸安土乐业!无有动

摇之心",-".!"汉书#元帝纪$%遂废置陵邑!历时B!)多年的陵邑

制度消失在了历史的长河之中"

三!陵邑设置对关中经济!文教

和风习的影响

"""一#关中经济逐渐恢复发展$富甲天下

B&聚集天下财富于京师"汉初关中人口稀少!北方又有匈

奴威胁"汉高祖依娄敬建议!迁徙原齐国$楚国大姓田氏$屈$

昭$景氏以及燕$赵$韩$魏等六国旧贵族后裔及)豪杰名家,十万

口迁至关中-".!"汉书#娄敬传$%!其目的之一是企图利用这些

豪强地主的资财和人力以充实京师"以后汉朝廷又多次以筑皇

陵为由聚集天下富户于关中"至汉武帝时期!虽然国家日渐强

盛!但中央政权也同样面临着严重的财政危机"一方面!武帝穷

兵黩武!使得国库空虚#另一方面!豪强地主$兼并之家的势力逐

渐强大!他们)不顾黎民困重,-".!!"汉书#食货志$%)不佐国家之

急,"-".!"汉书#食货志$%为了摆脱经济危机和由之而带来的政

治隐患!汉武帝即通过各种途径来剥夺富商大贾财产!徙关东富

豪以置陵邑即是其中之一"武帝四次徙民B&G万户于茂陵!其

中元朔二年)徙郡国豪及訾三百万以上于茂陵,-".!!"汉书#武

帝纪$%此次共有!)))余户!大约占茂陵徙民总户数的"BH"汉

武帝强制迁徙这些豪富之家于陵县!加强督察!没收了诸如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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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房屋等不动产"从而增加了国家的财政收入#昭!宣时期"仍

然沿袭了徙豪于陵的政策"并且将富户的资财由武帝的三百万

降为一百万"扩大了徙豪范围#越来越多的豪富利益被剥夺"更

多的财富集中于京师"形成了长安和陵县为主体的特殊经济区#

班固在$西京赋%中描述了陵县的繁荣&’与乎州郡之豪杰"五都

之货殖"三选七迁"充奉陵邑#(过去史家仅认为汉初采取黄老之

术"轻徭薄赋"与民生息"是生产很快恢复!商业经济随之繁荣的

原因"实质上"剥夺天下豪富高訾之财富也是造成当时京城富甲

天下的重要因素之一#

(&农业生产的恢复与发展#西汉以关中为京畿之地而统摄

全国"因此"如何理顺各种经济关系"恢复!发展关中社会生产"

成为汉初统治集团能否维持!巩固政权的首要任务#围绕这一

问题"汉初几代君臣以’无为而治(为主导思想"休养生息"轻徭

薄赋"至汉武帝时期"关中社会经济最终达到了鼎盛时期#关中

地区农业生产的迅速恢复与发展"除政治上与民休息"关中优越

的地理自然条件"农业技术迈进等因素之外"也与西汉政府推行

陵邑之制"迁徙大量人口的举措密不可分#其一"迁徙人口补充

了农业劳动力#长期战乱使关中人口锐减"出现了大量耕地撂

荒的现象"故此补充劳动力就成为恢复!发展农业生产的关键因

素#西汉政权多次设置陵邑"大量迁徙人口"也即着眼于此#据

$通考%B(C卷引$汉旧仪%&惠帝安陵!文帝霸陵!景帝阳陵邑各万

户#以后的平陵!杜陵皆三到五万户#$汉书)地理志%载"’汉

末"长陵邑户口已多达五万零五十七户"人口达七万九千四百六

十九#茂陵邑户六万一千八十七"口二十七万七千百七十七#(

由于移民"关中人口急剧增加"陵邑亦成为关中人口最稠密的地

区#这些移民中有相当数量的劳动者"不仅解决了当时关中农

业生产恢复!发展所面临的劳动力匮乏问题"出现了耕地面积的

迅速拓展"而且也为建设大型水利工程!改善关中农业生产环境

与条件提供了充裕的劳动力资源#据$汉书)百官公卿表%载"

当时主管陵邑的中央官衙是太常"其属下有都水丞"治渠堤水

门"表明陵邑之民可能参与了关中水利建设活动"景帝阳陵出土

的水工遗迹也证实这一点#其二"陵邑在农业发展中的示范作

用#由于各陵邑移民主要来自关东农业发达地区"大多具有丰

富的农业经验"他们的到来"带来了先进的农业经济管理思想!

生产技术与生产工具"与关中地区的农业技术相交流!融合"这

些地区迅速成为西汉时期农业生产技术最发达的地区之一#武

帝时期"茂陵人 董 仲 舒 针 对 关 中 轻 视 宿 麦 陋 习"上 书 武 帝 说&

’$春秋%它谷不书"至于麦禾不成则书之"以此见圣人于五谷最

重麦禾也#今关中俗不好种麦"是岁失$春秋%之所重而损生民

之具也"使关中益种宿麦"令毋后时#(*"+!"汉书#食货志$%从此"

冬小麦在关中逐渐受到重视"并最终成为关中的主要粮食作物

之一#西汉大农学家赵过的代田法也是在这里进行实验!示范"

并不断向其他地方推广#$汉书)食货志%载&’过使教田太常三

辅#(太常为九卿之一"专门掌治因徙民而建制的各陵邑"而各陵

邑就在三辅之地"故是说赵过在三辅太常管辖的陵邑教民行代

田法#从农业推广学角度出发"赵过一个人不可能跑遍三辅教

民"而可能是在一个相对集中的地区"太常所管理的陵邑"正可

作为一个农业技术示范推广中心#这里太常民即是各陵邑中的

陵户"表明在代田法普遍推广的浪潮中"三辅陵邑之民率先得利

并发挥了示范作用"’是后河东!弘农!三辅太常民皆便代田(*"+"

!"汉书#食货志$%出土的居延汉简也表明代田法从陵邑推广到

边疆的事实#代田法采取半面耕和半面锄相配合的方法"是与

耦耕!耧车等’便巧(农器相配合的"因此"陵邑的农业示范作用

绝非仅仅局限于代田技术#

"&京畿地区商业的勃兴与繁荣#’汉兴"海内为一"开关梁"

弛山泽之禁"是以富商大贾周流天下"交易之物莫不通(*"+"!"汉

书#食货志$%商业经济出现了全面的繁荣"不仅商业活动频繁"

而且富商大贾遍布全国各地"尤其是关中之地"更是富商云集"

富甲天下"出现了以长安和陵县为主体的特殊商贸经济区#这

一现象的出现"也与陵县移民有着密切联系#一方面"陵邑移民

中许多为各地的富商大贾"他们不仅有较高的经营水平与商业

头脑"而且也有较为雄厚的资金积累"因此能够很快在陵邑之地

重新以商业经营而东山再起#例如关东的齐田家族"一直以经

商为主"迁到关中后"很快就成为大贾"’关中富商大贾"大抵尽

诸田"田墙"田阑#(*"+!"汉书#食货志$%这一现象的长期积聚"使

得诸陵邑也成为了富商云集的中心地区之一"’前富既衰"后富

继起"自元成讫王莽"京师富人杜陵樊嘉"茂陵挚纲"平陵如氏!

长安丹王!鼓樊少翁!王孙大卿"为天下高訾#樊嘉五千万"其余

皆巨万#(*"+!"汉书#食货志$%另一方面"设置陵邑"使得大量人

口迁移至京畿地区"尤其是有较高消费水平的商贾!豪族的云

集"创造了丰富的商机"刺激了京畿地区商业繁荣#商业的繁荣

及可观的经济收入"也深刻影响了当地的社会时尚"使得关中许

多民众放弃了先民’好稼穑(之传统"投入经营商业的浪潮之中"

’长安诸陵"四方辐辏并至而会"地小人众"故其民益玩巧而事末

也#(*"+!"汉书#食货志$%近年来西汉诸陵新发现的许多考古资

料"也映证了当时这里商业经济之发达#如阳陵!杜陵中存在大

量的五铢钱"足见当时商业贸易之规模,平陵出土了陕西乃至中

原地区最早的骆驼骨架"表明当时诸陵县甚至已经同西域!中亚

等地区有着频繁的商业贸易往来#

!二"学术文化的兴起与繁荣

大批显贵豪族和众多知识渊博的经学家!文学家!史学家的

迁徙"不仅改变了陵县的政治!经济作用"而且提高了关中的文

化素质#

西汉朝廷一些重要官员就是从这些移民后裔中选拔出来

的#如车千秋"是齐诸田后裔"其先人由齐地迁至关中长陵"武

帝以为丞相#冯唐!袁盎!董仲舒!杜周等高级官员也是关东移

民#武帝以后"这种现象在进一步发展"仅从关东徙至平陵邑之

后成为官宦的就有几十人#他们具有较高文化水平"因此在利

用行政手段促进学术文化传播或推行某种思想的过程中发挥了

重要作用#儒学的东渐就是一个典范#正是在董仲舒等的传播

与推动下"不仅使儒学在关中地区生根"而且亦基本完成了历史

上儒学文化中心自东而西的转移#故至东汉时"郑玄’因山东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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足问者!乃西入关!因逐郡卢植事扶风马融"#

陵邑地处全国文化中心!官僚地主和文人学士居多!世家地

主大都$好礼义#!他们或聚徒受经!或拜师习经!关中地方的讲

学修文之风渐盛"仅长陵%杜陵就出现了$七相五公#"西汉后

期!共有(B位丞相!其中就有魏相%韦贤%王嘉%平当%平宴出自

平陵邑"甚至到了东汉还有不少大儒出自平陵邑!如大鸿胪韦

彪!光禄勋张湛%博士苏竟%右中郎贾棱%槐立候窦武"另外许多

著名的文豪学士也居住在这里"如平陵邑的大文学家朱云%张

山拊%郑宽中%吴章&茂陵邑的司马相如%司马迁"他们不仅为封

建社会培养了许多优秀人才!而且对后世的文学创作%史学研究

都产生了重大影响"

综上可知!关中长安诸邑聚集着全国精英人才!他们为西汉

文教学术的繁荣创造了巨大的精神财富"据王子今先生统计!

关中从政的文人中!汉书合计有C(人!其中出身于陵邑的计")
人!占AB&C"H!而班固专为立传的"C人中!出身于陵邑的计((
人!占GD&A!H"’!(东汉前期!三辅在文化上的优势依然十分明

显"在全国统计 到 的!GD中 书 籍 中!出 于 三 辅 的 有DA种!占

B!H&CA)位列传士人中!三辅籍的有GG位!占BGH&不列传的士

人!()位 中 有G"位!占B(H&(B"处 私 家 教 授 中 有((处!占

B)H&在")(位公卿中有"A位!占B(H"’G(

!三"社会风习向多元化演变

关中居民自古就有好$稼穑!植五谷!地重#’"(!"汉书#食货

志$%的传统风俗"但由于大量来自各地不同成分的徙民的流

入!使关中$五方杂错!风俗不一!贵者侈靡!贱者薄仁义!富强则

商贾为利!贫穷则盗贼不禁!闾里嫁娶尤尚财货!送死过度#’((!

风俗渐化"

由于社会财富的高度集中!许多大族高官%豪杰巨富的聚

集!关中奢靡之风骤起"茂陵富人袁广汉!$蒙强巨万!家童八九

万人"于北邙山下筑园!东西四里!南北五里!构石为山!高十余

丈!连延数里!养白鹦鹉!紫鸳鸯!奇兽怪禽!委积其间#!"西京杂

记$%"长陵邑武安侯田蚡!即孝景王皇后同母弟也!生长陵!官

至丞相!生活极度奢侈")汉书*田蚡传+曾生动地描绘了他的

生活,$治宅田朱第!田园极膏腴!市买郡县器物相属于道!后房

妇女以百数!诸奏珍物狗马玩好不可胜数"#厚葬之风也是愈演

愈烈!做为守陵的陵邑居民纷纷效仿皇家丧葬礼仪!如安陵人剧

孟!$其母死!客送葬车千于乘#"’C(!"汉书#高帝纪$%

$斗鸡走狗#等娱乐活动在陵邑中也很盛行"从山东徙居茂

陵的文固阳父子$善训野雉为媒!用以射雉"每以三月之月!为

茅长障以自翳!失以射之!日连百数"茂陵轻薄者化之!皆以杂

宝错厕翳障!以青州芦苇为弩失!轻骑妖服!追随于道路!以为欢

娱也"#’"(!"汉书#食货志$%邑里达官富人及其子弟们纷纷效

仿!$董司马好之!以为上客"#另一茂陵人李享!好弛骏狗!逐狡

兽!或以鹰鹞逐雉兔"’"(!"汉书#食货志$%这也成为邑中无聊之

民和纨绔子弟的一种娱乐活动!当时的杨万年有猛犬!名青骏!

买之万金"另外!盛行于关东的博戏%蹴鞠在陵邑区内也开始风

行"安陵人许博昌!善陆博!他编著的)陆博经+三辅儿童皆诵

之&景帝阳陵出土的六博棋!也说明当时陵区的一般管理人员也

把它作为一种消遣娱乐的工具"蹴鞠是一种相当于现在足球的

体育运动!安陵阪里公乘项处病!因没有听大夫的话而参与当时

诸陵少年盛 行 蹴 鞠 的 娱 乐 活 动!$因 而 腰 蹙%寒 汗 出 多!及 呕

吐"#’C(由此可见当时人们是非常喜欢这种运动的!直到唐代!长

安仍盛行蹴鞠之戏!足见其影响之久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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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似文献(10条)

1.期刊论文 梁安和.Liang Anhe 论西汉帝后陵墓文化 -咸阳师范学院学报2001,16(6)
    本文从陵墓的形制、规模、礼制建筑、供奉祭祀、陪葬情况及陵邑的设置等方面较为全面地剖析了西汉帝后陵墓文化.

2.期刊论文 梁安和.LIANG An-he 西汉"陵市"简析 -西安电子科技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5,15(4)
    两千多年的中国封建社会中,出现过许许多多的大都市,这些都市既是政治经济文化的中心,又是商业中心.随着商品货币经济的发展,也出现了一些专

门性的商业市场,如军市、奴市、关市等.而西汉的"陵市",则是帝陵设邑制度的产物,是中国历史上非常独特的一种商业市场,是商品货币经济比较发达的

标志之一.

3.学位论文 张贝贝 西汉陵县徙民诸问题管窥 2009
    陵县(邑)徙民问题是研究西汉时期政治军事制度、豪族问题等相关课题的重要组成部分。陵县徙民现象本身与陵县的设置相始终也几乎贯穿整个西

汉王朝，同时也仅在西汉王朝如此长时间地存在过。

    本文围绕西汉时期陵县徙民现象分别讨论了三个问题，一是陵县与徙陵政策的兴起与废罢，该部分内容以时间为主线，分别介绍了陵县徙民在不同

历史时期所呈现出的不同特点，包括社会环境、政治环境等几个方面。并在行文中对学界存有争议的“惠帝安陵昌优之徙”、“文帝薄葬说”等问题阐

述了自己的学习心得。始于西汉初年的陵县徙民将大量的关东人口分批次地迁入关中地区，对关中地区必然产生巨大的影响，本文的第三章即以此为问

题展开讨论，避繁就简地讨论了陵县徙民对关中影响的两个方面即对关中经济以及对“大关中”区域形成的影响。陵邑徙民的功能之一还在于对地方豪

强势力的摧抑、打击，因而本文在第四章就陵邑徙民与西汉时期豪族群体发展的关系问题进行了分节讨论，以武帝朝为界划分出两个历史时期，阐述了

豪族在西汉时期出现自身发展的“两个春天”的前因后果。

4.期刊论文 宋超 "五陵"与"五陵少年"--以诗赋为中心的考察 -咸阳师范学院学报2005,20(1)
    西汉年间,经过长期的陵邑建设,在渭河以北的咸阳原上形成了著名的"汉五陵".五陵邑由于具有特殊的地位,在西汉中后期政治生活中曾发挥了重要

的作用.在骚客诗人的笔下,"英俊之域,黻冕所兴"的"五陵",与以"任侠"、"纨绔"为特色的"五陵少年",成为一个恒久为之歌咏感叹的对象.检讨"五陵"及

"五陵少年"的形象,对于认识五陵邑的政治地位与社会风尚的变迁或有裨益.

5.期刊论文 李朝阳.林文君 汉安陵邑出土的五铢钱 -西安金融2003,""(10)
    安陵是西汉第二位皇帝汉惠帝刘盈的陵寝,其北面就是安陵邑.据文献记载安陵邑曾是周代早期的程国都邑,惠帝时重置.2002年6月当地农民在农耕时

发现一个陶函,内装五铢钱120多枚,均匀地铺满陶函底部.经过分类拣选,这批五铢均为西汉各期五铢,分为三种八个类型.

6.期刊论文 王子今.Wang Zi-Jin 西汉长安居民的生存空间 -人文杂志2007,""(2)
    有关西汉长安居民户口的数量,《汉书·地理志上》提供的数据是"户八万八百,口二十四万六千二百".有学者以为户均3口的数字偏低,若每户以5口

计算,当在40万以上,再把皇族、士兵、僮仆等计算在内,全城人口当在50万左右.或说"西汉长安城在鼎盛期的实际人口数可能远远不止五十万."有的学者

根据关东漕运至长安的粮食数量,估算可以养活46万人.有的学者则就其计算方式提出异议.论者认为,"汉代城市中有不少农民.大城市中农民比较少,但也

不是没有."以为长安城中居民有在城外耕作的农民的说法,尚需提出充分的论据.以考古数据与文献记载相结合,我们可以较为真切地认识西汉长安居民的

生存状况.元康四年"诏复家"时居于关中的"亡国""列侯"家族成员,有长安40例.分析相关现象,也可以帮助我们了解西汉长安居民人口控制的政策.西汉长

安城内有限的平民居地集中"口二十四万六千二百",以当时的居住习惯判断,生存空间十分狭小.然而通过"乡"的设置,推想有部分长安户籍资料统计的民

众居住在城外的可能.而长安大都市功能的实现,又因诸陵邑的作用而有以补充.

7.期刊论文 汤其领.陆德富.TANG Qi-ling.LU De-fu 关于西汉陵县制度研究的几个问题 -徐州师范大学学报（哲

学社会科学版）2006,32(6)
    陵县作为西汉特殊地方行政组织,对西汉的政治、经济、文化均产生了重要的影响,其相关问题值得深入研究.西汉陵县的设置究其根本原因是为了

"强本弱末",削弱地方,巩固中央;同时也是统治者推崇皇权,使陵民"事死如事生"观念的反映.西汉一朝从高、惠到文、景,再到武、昭、宣计7帝都设置了

陵县,并多次徙民充实人口.西汉陵县不同于一般郡县,虽地处三辅之地,但直属于太常管理,陵县令的禄秩也高于一般县令,与郡守相当.而陵民负担则与一

般郡县相同.尽管陵县有巩固中央集权、开发关中、繁荣京师的作用,但其后期表现出不利于治安管理、田地资源紧张及生态环境破坏等种种弊端和社会

问题,致使元帝终废置陵县,诸陵邑也分属三辅.

8.学位论文 张佩 西汉长安城商品经济研究 2007
    本文试图集中研究西汉长安城商品经济的各个方面，这有助于全面认识和理解西汉长安城商品经济的特色及其在全国经济中的地位，也提供了一个

新的都城研究视角。在具体的研究过程中，笔者努力实现历史学、经济学、考古学等相关学科知识的综合运用，努力做到经济理论与经济史、都城史的

统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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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文的创新之处在于：①西汉长安城东西二市地理位置很有特点：北临渭水，方便物资运输；由于上林苑的存在，市场位置安全；远离宫殿区，市

场的交易更为自由。二者联系紧密，形成商业与手工业相结合的市场。②西汉长安城中行业众多,物质消费品丰富，以文化娱乐活动为主的“精神消费品

”也逐渐增多。③胡商通过“丝绸之路”带来了西域特产，也带来了大量的黄金，这有助于理解西汉存在大量黄金的问题。④本文并不拘泥于传统的

“贫富悬殊"观点，直接指出：因为在长安城内及周边陵邑居住着大量富有的消费者，因此其消费水平确实比较高。总之，长安城商品经济水平高于同时

期其它地区，其消费水平具有自己的特点，并不能完全代表西汉整体水平。

9.期刊论文 王子今 西汉"五陵原"的植被 -咸阳师范学院学报2004,19(5)
    西汉时期"五陵原"有较好的植被.因陵邑的设置等原因,原有植被遭到破坏.不过,由于当时社会生态观念的作用,这种人为损害是有限度的.而这一地

区人工造林育林的成就,在中国林业史上据有重要的位置.绿色的"五陵原",对于西汉帝都的环境选择和环境营造,有特殊的意义.

10.期刊论文 陕西省考古研究所 西汉安陵调查简报 -考古与文物2002,""(4)
    咸阳地区为开发旅游资源,修建一条连接西汉帝陵的五陵塬旅游公路.所谓五陵塬,是指茂陵、平陵、安陵、长陵、阳陵五个带有陵邑的西汉帝陵所在

的咸阳北塬.其实除霸陵、杜陵外,其余西汉九陵均在此公路旁.在进行路基钻探时发现了一批战国、秦、汉墓葬(简报另文发表),同时在公路穿越安陵时

发现有夯土遗迹,陕西省考古研究所随即派人对墓葬及夯土遗迹进行了清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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