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秦始皇祠庙考论

鹿习健

　　提　要：两汉时期统治者出于政治需要将秦始皇塑造成无德暴君，致使后世统治者大多不祭祀秦始皇，不

为其立庙。今在历史上有据可查的秦始皇祠庙仅有十余处，即秦代 “始皇极庙”“寝庙”；汉代 “始皇祠”“大

禹／始皇庙”；唐代 “咸阳始皇庙”；宋代 “临潼始皇庙”“绛县始皇庙”“诸暨始皇庙”“上虞始皇庙”；元明清

诸暨、上虞、海盐、象山、泰安、荣成、兴安等地秦始皇庙。这些秦始皇祠庙按地区及历史承袭关系大体可分

为 “会稽”和 “琅琊”两派系，至今仅存威海荣成始皇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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秦始皇嬴政统一六国后开创了大一统时代，并奠定了此后中国两千余年政治制度基本格局，

对中国和世界历史都产生了深远影响。但他却一直被后世统治者看作 “暴虐无德”，以致历代官

立、民间私立祭祀秦始皇的祠庙数量极少。钱建华、冯俊杰指出：“历史上，秦始皇庙在全国有

五处之多，但其他几处都已毁灭，成山头始皇庙是全国仅存的一处。”① 据正史、类书和地方志

所载可见，历史上有据可查的秦始皇祠庙实有１５处之多，笔者不揣浅陋，以地方志为基础、结
合正史文献及类书，以官立始皇庙为主、民间私立始皇庙为辅对其进行详考，兼谈祠庙沿革及相

关祭礼，以期促进秦始皇与地方史志相关研究，不当之处请各位专家学者指正。

一　秦代：始皇 “极庙”“寝庙”

历史上第一座始皇庙名为 “极庙”。《史记·秦始皇本纪》：“作信宫渭南，已更命信宫为极

庙，象天极。自极庙道通郦山，作甘泉前殿。”② 秦始皇二十七年 （前２２０）作 “信宫”，随即更

名 “极庙”，其实就是为自己立庙，属于 “宗庙”性质。秦二世元年 （前２０９）又尊此庙为秦国
“祖庙”。因秦代 “庙祭”始皇的相关礼仪制度文献无载，所以仅能依 “汉承秦制”来进行推

测。鉴于学术界对秦、汉 “庙祭”礼仪之异同仍存较大分歧，笔者也不敢妄断，不过必有一整

套服饰、器具、牺牲、礼乐制度，正所谓 “礼咸备、勿以加”。始皇 “极庙”遗址当在秦望夷

宫、咸阳宫、章台宫南北轴线和阿房宫、韩森冢东西轴线相交处③，即今西安市未央区土门街

道，后因西汉定都长安对该地区遗留的秦代建筑、基址皆进行过改筑，间接地破坏了 “极庙基

址”，导致秦始皇 “极庙”建筑形制无法复原。

除 “极庙”外，在临潼骊山秦始皇陵附近还建有 “始皇寝庙”。《史记·秦始皇本纪》：“二

世皇帝元年，年二十一。赵高为郎中令，任用事。二世下诏，增始皇寝庙牺牲及山川百祀之

礼。”④ “始皇寝庙”是秦代祖先祭祀制度的一大创新，被汉代所继承，《后汉书·显宗孝明帝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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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汉官仪》曰：古不墓祭。秦始皇起寝于墓侧，汉因而不改。诸陵寝皆以晦、望、二十

四气、三伏、社、腊及四时上饭。其亲陵所宫人，随鼓漏理被枕，具盥水，陈庄具。天子以正月

上原陵，公卿百官及诸侯王、郡国计吏皆当轩下，占其郡国谷价，四方改易，欲先帝魂魄闻之

也。”① 蔡邕 《独断》： “古不墓祭，至秦始皇出寝，起之于墓侧，汉因而不改，故今陵上称寝

殿。有起居、衣冠、象生之备，皆古寝之意也。”② 秦始皇寝庙 （寝殿、便殿），位于始皇陵封

土的北侧及内城北部西区，南北长约７５０米，东西宽约２５０米，占地１８７５万平方米。③ 其中，
寝殿南北长６５米，东西宽５５米，面积３５７５平方米，建筑平面近似方形，四周环有散水，以夯
土和立柱承托屋顶。在该遗址以北７５米处，还有东西向一字排开的４座建筑，应该是与之相配
的 “便殿”。寝殿是墓主灵魂日常饮食起居的处所，便殿则是供墓主灵魂休息闲晏之处。为了便

于死者灵魂到宗庙中去接受祭祀典礼，秦始皇后又修筑 “极庙道”通骊山，把宗庙 （极庙）与

园寝 （寝庙）连接起来，称为 “衣冠道”，后亦被汉代继承。④ 参照汉代文献可知始皇置 “寝

庙”是为实行 “墓祭”，每逢 “晦、望、二十四气、三伏、社、腊及四时上饭”，平时则需 “其

亲陵所宫人，随鼓漏理被枕，具盥水，陈庄具”。“寝日四上食” “便殿岁四祠”体现了 “视死

如生”的理念，但秦祚短促，二世而亡，加之二世不曾亲临骊山始皇陵，所以秦代 “墓祭”当

缺 “天子致祭”。

秦代无诸侯王国，秦所设各郡亦不立始皇庙及秦先公、王庙，且秦始皇时已把祭祀纳入法制

的范畴进行严格管理。云梦秦简 《法律答问》：“擅兴奇祠，赀二甲。何如为奇，王室所当祠固

有矣，擅有鬼位也，为奇，它不为。”⑤ 可知秦代除国都咸阳 “始皇庙 （极庙）”和临潼骊山始

皇陵旁的 “寝庙”外当再无其他官立祭祀祠庙。不过民间仍存私立祠庙。 《三国志·魏书》：

“《朗家传》曰：会稽旧祀秦始皇，刻木为像，与夏禹同庙。朗到官，以为无德之君，不应见祀，

于是除之。居郡四年，惠爱在民。”⑥ 又嘉泰 《会稽志》详载：“秦始皇庙在 （诸暨）县西一里，

《会稽记》云：始皇崩，邑人刻木为像祀之，配食夏禹。后汉太守王朗弃其像江中，像乃溯流而

上，人以为异，复立庙。唐叶天师焚之，开元十九年县尉吴励之再建，庆历五年知县寇中舍毁

之，改作回车院。今院侧仍有小庙存。”⑦ 秦始皇逝世后，会稽民间将其与大禹合祭于同一庙中，

此庙在唐、宋时期屡毁屡建，在南宋施宿、沈作宾编 《会稽志》时仅见存一小庙。按嘉靖 《浙

江通志》：“秦时开县建治，宋建今治。”可知南宋诸暨县城与今县城位置相同，“始皇庙”就在

今诸暨市城区中心偏西。另据嘉泰 《会稽志》：“上虞县，秦始皇庙在县东南三里。”⑧ 可见宋代

在会稽地区还有 “上虞始皇庙”。宋代上虞县治在今惠丰镇⑨，按 “东南三里”推知 “上虞始皇

庙”在今惠丰镇起凤塔。“会稽地区”民间私立此庙祭祀始皇延续不绝，后逐渐发展成为明清时

期诸暨、上虞、象山、海盐等县 “始皇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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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两汉时期：“始皇祠”
秦亡后，“始皇极庙”“寝庙”皆毁于战乱，至汉高祖十二年 （前１９７）下旨保护秦始皇陵

并建 “始皇祠”进行祭祀。《西汉会要》：“高祖十二年，诏与秦始皇帝守冢二十家，楚魏齐各十

家，赵及魏公子无忌各五家，令视其冢，复亡与它事。（《本纪》）。给祠。”① 《三秦记》：“始皇

墓在骊山北，有始皇祠，不斋戒往，即疾风暴雨，人理欲上，则杳冥失道。”② 西汉时期为秦始

皇立 “祠”祭祀不仅是继承秦代为周天子立 “祠”的传统、体现 “兴灭国，继绝世”的精神，

更主要的是明确表示将秦始皇划入 “前 （先）代帝王”之列、宣告 “大汉代秦”的正统性。参

照 “魏公子无忌”来看汉代的祭祀礼仪或同为 “岁以四时奉祠”③。汉代 “始皇祠”在今陕西临

潼骊山。《太平寰宇记》《长安志》皆载：“露台祠即始皇祠。《三秦记》曰：骊山 （顶）颠有始

皇祠，不斋戒而往，即风雨迷道，强即死。”④ 《临潼县志》：“露台祠即仁 （人）祖庙，骊山东

二十里。”⑤ 即是今骊山顶任宗街办 （人祖庙）。

两汉时期，出于政治的需要将秦始皇塑造成 “无德暴君”。其中贾谊 《过秦论》：“怀贪鄙之

心，行自奋之智”“以暴虐为天下始”，大体代表了 “汉人评秦”的观点。到汉武帝时期 “罢黜

百家、独尊儒术”，更是完全奠定了秦始皇 “暴虐”“失德”的论调。这是历代统治者大多不予

官祭始皇、“始皇庙”稀少的主要原因。到魏晋南北朝时期，南北对峙、政局动荡，而隋朝又国

祚短暂，皆无官立、私建秦始皇祠庙。

三　唐宋时期：“始皇庙”
唐初虽承隋制于高宗显庆二年 （６５７）七月重开祭祀前代帝王，但因秦始皇属 “无道”帝王

而不予祭祀。《旧唐书》卷２４《礼仪四》：“显庆二年六月，礼部尚书许敬宗等奏曰：谨案 《礼

记·祭法》云：圣王之制祀也，法施于人则祀之，以死勤事则祀之，以劳定国则祀之，能御大

灾则祀之，能捍大患则祀之……汉高祖祭法无文，但以前代迄今，多行秦、汉故事。始皇无道，

所以弃之。”⑥ 《通典》《唐会要》《文献通考》对此皆有相同记载。至唐玄宗天宝年间始在咸阳

城内建 “始皇庙”进行祭祀。《唐会要》卷２２《前代帝王》：“（天宝）七载五月十五日诏……
历代帝王肇迹之处，未有祠宇者，所由郡置一庙享祭，取当时将相德业可称者二人配享。秦始皇

帝都咸阳，丞相李斯、将军王翦配。”⑦ 自此开启祭祀历代帝王的中央、地方双轨制时代。唐代

祭祀秦始皇按照 “祀先代帝王”来执行。《唐会要》卷２２《前代帝王》：“令郡县长官，春秋二
时，择日粢盛蔬馔时果，配酒脯，洁诚致祭。”⑧ 又 《唐六典》卷４《尚书礼部》：“凡五礼之仪
一百五十有二：一曰吉礼，其仪五十有五……二十六曰享先代帝王，日、月、星、辰、社稷、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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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帝王、岳、镇、海、渎、帝社、先蚕、孔宣父、齐太公、诸太子庙为中祀。若诸州祭岳、镇、

海、渎、先代帝王，以太牢……若诸州祭岳、镇、海、渎及先代帝王，笾豆各十，鼎、簋各二，

俎三。”① 即由地方长官主持，按照 “中祀太牢”，“笾豆各十，鼎、簋各二，俎三”的规格来进

行祭祀。唐代官立 “始皇庙”当在唐咸阳县城中或附近以便施行 “官祭”。按 《咸阳县志》：

“《旧志》称：城昔在杜邮西，明洪武四年县丞孔文郁建今治，有李炳记。”② 唐代咸阳县治位于

白起堡 （今渭城区任家咀），“始皇庙”或同在此地附近。

宋太祖乾德四年 （９６６）下诏保护历代帝王陵，并在其陵墓或陵庙所在地重开祭祀。《宋史》
“先代陵庙”载：“秦始皇帝，汉景帝、武帝……各置守陵两户，三年一祭以太牢。”③ 开宝三年

（９７０）又派长吏致祭，《宋史·本纪第二·太祖》：“（开宝三年）甲辰，诏：西京、凤翔、雄耀
等州，周文、成、康三王，秦始皇……凡二十七陵，尝被盗发者，有司备法服、常服各一袭，具

棺椁重葬，所在长吏致祭。”④ 但因唐代咸阳始皇庙早已毁于五代战乱，且昭应 （临潼）县秦始

皇陵附近又无专供祭祀祠庙，故此宋太祖于开宝九年下旨建 “始皇庙”。《长安志》：“开宝九年

诏建……秦始皇庙，去昭应县一十里。”又 “秦始皇庙在县东一十五里会德乡”⑤。即今临潼秦

陵街道吴西村。此庙至元代已毁，《类编长安志》：“始皇庙，在秦始皇陵北五里会德乡，今石碑

尚存。”⑥ 清代虽又重建更名为 “灵台祠”，但祭祀 “神主”已非秦始皇，《临潼县志》：“灵台

祠，在县东南，秦始皇建，一在县东十五里会德乡，或云即始皇庙。”⑦

从宋太祖乾德四年、开宝三年的诏书来看，秦始皇地位有所提高，他与汉景帝、汉武帝、魏

文帝等 “守成”帝王相同，这在一定程度上宽松了祭祀环境。所以两宋时期除朝廷官立始皇庙

外民间也开始有私立 “始皇庙”。《太平寰宇记》：“绛县……古里车箱城。去县东南十里。在太

阴山北，四面悬绝。西魏大统五年，修其城，东西长形如车箱，因名。禹庙。夏禹之庙，始皇庙

亦在此。”⑧ 山西绛县的大禹庙内同时合祭秦始皇，在古里车箱城附近，即今绛县城关镇。

四　元明清时期：“秦始皇庙”
元、明、清三代虽然不废崇祀历代帝王之典，但皆以秦始皇 “暴虐失德”而不予官祭，即

使乾隆朝将历代帝王庙祭祀者增至１８８位，亦不将秦始皇入庙。受其影响，该时期仅有少量民间
私立 “始皇庙”，且皆以人格祭祀、不上神祠，祭礼无考，现分地区详述。

（一）浙江省：主要集中在 “会稽旧地”，即今上虞、诸暨、鄞县、余姚、海盐等地。秦始

皇三十七年 （前２１０）东巡会稽，借越人世代奉祀大禹的身份意识，通过祭祀大禹、会稽刻石，
在越人的文化传统中阐述皇帝的神圣权威，以此展现其教化权、加强地区控制。⑨ 故此本地有祭

祀始皇传统，到元明清时期至少仍存有５座 “秦始皇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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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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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仲夫点校：《唐六典》卷４《尚书礼部》，中华书局，１９８２年，第１０８页。
臧应桐纂修：道光 《续修咸阳县志》卷２《沿革·城池》，“中国地方志集成”陕西府县志辑，上海书店出
版社，１９９３年，第４册，第３３０页。
《宋史》卷１０５《志第五十八·礼八》，中华书局，１９８５年标点本，第２５５９页。
《宋史》卷１《本纪第二·太祖二》，第３０页。
宋敏求：《长安志》，第３６９页。
骆天骧撰，黄永年点校：《类编长安志》卷５《祠·露台祠》，三秦出版社，２００６年点校本，第１５３页。
史传远纂：乾隆 《临潼县志》，第２３２页。
乐史撰，王文楚等点校：《太平寰宇记》卷４７《河东道八·绛州·绛县》，第９９２—９９３页。
参见李磊：《吴越边疆与皇帝权威———秦始皇三十七年东巡会稽史事钩沉》，《学术月刊》２０１６年第１０期。



１上虞县秦始皇庙，在今绍兴市上虞区惠丰镇凤鸣山下清水塘。《上虞县志》：“旧太祖庙，
在二十一都清水塘北。《康熙志》云：去南城外三里有旧太祖庙。《王氏备稿》曰：《万历志》

本作旧始皇庙，《康熙志》始改名太祖，今从之。”又：“今择实有事实者载之，其无事实而省，

府志已载者亦录，唯秦始皇庙因前令胡尧戴毁其像，不准奉祀，从删。”① 此庙又称 “秦王庙”。

《绍兴府志》：“秦王庙。《嘉泰志》：秦始皇庙在县东南三里。《上虞志》：在南城外郭城下。”②

清初已将其改建为 “清太祖庙”。

２海盐县秦始皇庙，在澉浦镇秦驻山，庙前有石碑，有怪松。 《浙江通志》： “秦始皇庙。
《海盐县图经》：在县南一十八里秦驻山。按 《吴地志》云：秦始皇庙，失其建立年代时日。董

 《澉水志》曰：今庙前有飘松一株，伐去复生，时显戈甲光怪之异。”③ 《嘉兴府志·海盐

县》：“秦始皇庙前松，又有始皇庙碑。”④ 该庙曾是明清时期海盐一景。⑤

３诸暨县秦始皇庙，其上承秦汉、唐宋时期诸暨始皇庙而来，同在县城西，即今暨阳街道。
《诸暨县志》：“秦始皇庙，万历 《绍兴府志》：在县西一里。”⑥ 因在清代县志中均为追述，推测

清初已毁。

４鄞县 （今宁波市鄞州区）秦始皇庙。鄞县有两座 “始皇庙”。一是 “大雷山始皇庙”。

《鄞县志》：“大雷山，县西六十里，《成化志》：有始皇庙，相传始皇曾登大雷，《陆云答车茂安

书》曰：昔秦始皇留鄞县二十余日，则遗迹此山。”⑦ 二是 “翁岩始皇庙”。《鄞县志》：“秦始

皇庙，五十里翁岩亦有始皇庙。”⑧ 五十里翁岩即今宁波市鄞州区翁岩。这两处俗名又称为 “上

姚坑”“下姚坑”。《新修鄞县志》：“秦始皇庙。县西五十里，下姚坑。瞬井龙王庙，县西六十

里，上姚坑，本祀秦始皇，国朝同治九年改建易今额，为龙神祠。”⑨ 上姚坑 “大雷山始皇庙”

在清代同治九年 （１８７０）改建 “瞬井龙王庙”。今在章水镇密岩村 “皇岙山”上发现一座 “秦

始皇庙遗址”，按距离推算当为上姚坑 “大雷山始皇庙”。而在横街镇云洲乡大雷山板仓岭，当

是下姚坑始皇庙。

５象山县秦始皇庙。《象山县志》：“秦始皇庙，县治西大雷山下，久塌。”瑏瑠 今象山县 “大

雷山”虽与鄞州区 “大雷山”重名，但并非同一座山脉。今在象山县墙头镇大雷山大雷庙 （寺）

旁立有 “秦始皇庙遗址”碑，秦始皇庙当在该处。

（二）山东省：山东省始皇庙主要集中于 “琅琊旧地”，即今山东泰安、威海等地。秦始皇

一生三次东巡齐地皆驻跸 “琅琊”、秦二世东巡 （前２０９）亦皆驻跸 “琅琊”，无疑对 “琅琊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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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⑧
⑨
瑏瑠

郑桥等纂：康熙 《上虞县志》， “中国方志丛书”华中地方，台北成文出版社，１９８３年，第 ５４５号，第
３９０—３９４页。
李亨特，平恕等修：乾隆 《绍兴府志》卷３６《祠祀一·坛庙》，“中国方志丛书”华中地方，台北成文出版
社，１９７５年，第２２１号，第４０５１页。
沈翼机：乾隆 《浙江通志》卷２１９《祠祀》，乾隆元年 （１７３６）刻本。
钱以垲，吴永芳：康熙 《嘉兴府志》卷７《古迹》，康熙六十年 （１７２１）刻本。
按：乾隆 《海盐县续图经·名胜谱七·祠宇》载有彭孙怡诗作 《过始皇庙》。

沈椿龄等修：乾隆 《诸暨县志》卷１３《祠祀》， “中国方志丛书”华中地方，台北成文出版社，１９８３年，
第５９８号，第５９９页。
钱维乔修，钱大昕等纂：乾隆 《鄞县志》卷３《山川》，乾隆五十三年刻本。
钱维乔修，钱大昕等纂：乾隆 《鄞县志》卷７《坛庙》，乾隆五十三年刻本。
戴枚修，张恕纂：光绪 《新修鄞县志》卷１２《坛庙中》，光绪三年 （１８７７）刻本。
童立成修，冯登府纂：道光 《象山县志》卷１０《坛庙》，道光十一年 （１８３１）刻本。



地”的政治、经济、文化都产生了不可估量的历史影响，从而使秦始皇崇拜在此地区得以延续，

到元明清时期该地区至少仍存两座 “秦始皇庙”。

１泰安县秦始皇庙，在今泰山景区内三官庙，至清代已改为道观。《游岱杂记》：“泰山石
经峪西三官庙，故人祖殿也。《岱记》：人祖即祖龙，谓秦始皇。宫里村又有汉武帝庙。秦皇汉

武而有祠，淫矣。今秦皇庙既改道观，而汉武庙尤频修，见子仲冕辑邑志，因命列其祠寺观中，

尽刊其碑记不录，且于金石卷末，著其义焉。阅 《居易录》所引 《会稽旧记》：秦政与大禹同

庙，王朗除之。”①

２荣成县秦始皇庙，在威海荣成市成山镇成山头，是唯一留存至今的 “秦始皇庙”。该庙坐

北向南，单进二重院带西小院。前后五座殿宇，分前后两排，后排西为始皇殿。旧时，始皇庙每

年农历元旦、三月二十三日和六月初五日有庙会。②

（三）广西省：秦始皇在广西地区开凿 “灵渠”沟通湘江、漓江以打通南北水道，平定南越

（前２１４）后设立桂林、象郡、南海三郡，使秦文化深入两广一带，位于兴安县灵渠分水坝处的
“秦始皇庙”可视为当时秦人 “始皇崇拜”的孑遗。《广西通志》：“秦城在县西四十里，旁有秦

王庙，盖始皇二十三年筑，以限越者，今城废庙存。”又：“《分水庙记》：分水庙祀龙神及马伏

波……在县南九十里，灵川至此分二道，南漓江北湘江也。庙前古堤，俗呼天平石。秦时戍五

岭，命史禄建渠即此地，故有秦城及始皇庙遗址。伏波将军交趾之役，疏之以通粮道……御史鱼

孟威增修之灵济祠，即史禄以下四贤祠也。”③ 四贤祠即是桂林兴安县兴安镇 “四贤祠”，但已不

供奉秦始皇而是秦监御史禄、汉伏波将军马援、唐桂管观察使李渤、唐桂州防御使鱼孟威４人。

结　语
综上所述，历代官立、私立 “始皇庙”至少有１５座，分别是秦代 “始皇极庙”“寝庙”；汉

代 “始皇祠”“大禹／始皇庙”；唐代 “咸阳始皇庙”；宋代 “临潼始皇庙” “绛县始皇庙” “诸

暨始皇庙”“上虞始皇庙”；元明清诸暨、上虞、海盐、象山、泰安、荣成、兴安等地秦始皇庙，

其中仅有荣成始皇庙留存至今。（见表１）

表１　历代秦始皇庙情况表

年
代序

号
秦 汉

魏晋南北

朝至隋
唐 宋 元明清 性质

１ 始皇极庙

２ 始皇寝庙
始皇祠 无 咸阳始皇庙 临潼始皇庙 无 官立

３
会稽大禹／
始皇庙

沿用 毁后复建 毁后复建 诸暨始皇庙 沿用

４ 上虞始皇庙 沿用

会稽系

始皇庙

私
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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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孟昭水校点集注：《岱览校点集注》，泰山出版社，２００７年，上篇，第３７０页。
参见钱建华，冯俊杰：《山东威海现存古戏台考》，《艺术学界》２０１０年第１期。
金 纂修：雍正 《广西通志》卷１１７《艺文》，雍正十一年 （１７３３）刻本。



（续表）

年
代序

号
秦 汉

魏晋南北

朝至隋
唐 宋 元明清 性质

５
海盐

始皇庙

６
象山

始皇庙

７
鄞县

始皇庙

大雷山始

皇庙

（上姚坑）

８
翁岩始

皇庙

（下姚坑）

会稽系

始皇庙

９
泰安

始皇庙

１０
荣成

始皇庙

琅琊系

始皇庙

１１ 兴安始皇庙

１２
绛县大禹／
始皇庙

私立

结合表１可见，官立 “始皇庙”与国家祭祀制度紧密相连，或在国都，或在 “肇迹之处”，

或在秦始皇陵附近。而民间私立 “始皇庙”则多集中在浙江和山东地区，大体可分为 “会稽系”

和 “琅琊系”两支，而以 “会稽系”诸暨县始皇庙延续时间最长。这种分布格局绝非偶然，体

现出秦始皇东巡、南巡后对这两个地区所产生的政治、文化影响。而山西绛县始皇庙和广西兴安

始皇庙是为受秦文化影响、承袭秦人 “始皇崇拜”而来。当然，文献所载仅是当世所立部分秦

始皇祠庙，尤其是在唐、宋两代当有更多未见记载的民间私立秦始皇祠庙。总之，各地始皇庙都

反映出官方、民间对秦始皇功绩的认可，体现出历史对秦始皇的评价。

（作者单位：西安市临潼区秦东陵文物管理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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