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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秦始皇第一次巡游到西县告庙祭祖说]

秦始皇统一中国后，曾经五次巡游天下。其中，四次皆由西而东，巡

视新并的东方各国。唯有第一次，由东而西，巡视秦国旧土。两千年

前来，学术界对于东行的四次巡游，多有所关注，而对于西行的第一次

巡游则关注不多。可以说，此次巡游的路线至今不清楚，此次巡游的目

的至今不明白，留下了未解的疑难。

本文结合文献考证和实地考察，论证秦始皇第一次巡游天下的主要目

的，在于告庙和祭祖，也就是祭祀先王宗庙，向列祖列宗报告统一天下

大业的完成。其路线，当顺秦国宗庙所在地循行，首先循行咸阳地区
祭祀宗庙，然后沿渭河西行到雍县地区，祭祀和告庙当地所在的诸位先

王。继而沿汧河北行，经过回中宫翻越陇山，南下进入陇西郡前往西

县。西县是秦国的第一座都城，也是第一代秦公襄公的墓葬和襄公庙，
也就是秦国的祖庙之所在，在秦国的历史上具有不可取代的重大意义。

秦始皇在西县完成祭祖和告庙以后，继续巡行祭祀陇西和北地的山川神

祗，最后沿泾河回到咸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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秦始皇结束第一次巡游回到咸阳后，马上开始着手包括宗庙祭祀在内
的一系列改革，首先变更制度，生前在渭南为自己修庙—信宫。次年，

继续变更制度，将宗庙与寝殿分开，信宫作为自己的宗庙，改名为极
庙，将寝殿建在骊山始皇陵，极庙与骊山陵寝之间，修筑道路连接起

来。秦始皇所开始的这场宗庙祭祀制度的改革，是与他废除古来的谥
法自称始皇帝，以及二世元年改革宗庙祭祀等一系列举动密切相关的。

1. 礼县地区在秦国历史上的重要意义

2014年8月19日到27日，我与日本爱媛大学的藤田胜久教授、韩国首

尔大学的金秉骏教授以及首尔大学历史系的7名学生一道，进行了一次跨

越四川西部、甘肃东部、陕西西部的实地考察。这次考察的主题分别
是：一“羌人迁徙之道”。从成都出发，考察了汶川县、茂县、北川县、

青川县的多处遗址，然后经过甘肃省南部的陇南市，抵达礼县。二，

“秦人迁徙之道”。考察礼县后出发，继续考察了天水市、甘谷县、张家

川县、清水县的多处遗址，然后进入陕西省，经过宝鸡市抵达凤翔县考

察，最后经过咸阳市抵达西安考察。这次考察，为期9天，收获甚丰。今

天，笔者选取礼县考察的部分结果1)，结合文献史料，对秦始皇第一次

巡游天下的目的和去向作一考察2)。

1) 礼县是我们这次考察的重点，简短而言，22日上午参观了礼县博物馆，下午考察了

西山秦人聚落遗址、鵉亭山汉代祭祀遗址、大堡子山秦公大墓遗址、圆顶山秦人聚

落遗址，23日上午考察了祁山堡遗址和诸葛亮祠，然后前往天水。关于西县考察的

详细，笔者有意将来另外撰文叙述。

2) 关于秦始皇第一次巡游天下的目的，鹤间幸和先生曾经作过探讨，以为是向先王宗

庙报告统一天下的大业完成，樋口隆康先生也附同此说。稻葉一郎先生和桐本东太

先生则以为是与防卫匈奴的边防有关。不过，他们做上述的讨论时，西县秦公大

墓及其相关的发掘和研究尚未进行。本文在新的发掘、研究和实地考察的基础上着

重讨论秦始皇第一次巡游天下路线，在路线清楚的结果之上再讨论目的。诸位日本

学者的探讨，参见 鹤间和幸(1992), ｢秦帝国による道路網の統一と交通法｣, 中国



李开元 / 秦始皇第一次巡游到西县告庙祭祖说  97

简单概括而言，礼县在秦国历史中的重要之处如下：

一. 礼县地区，是秦国的西县所在。

二. 礼县地区，是秦国的发祥地3)。

三. 礼县地区，是秦国立国后的第一座都城所在。

四. 秦国祭祀上帝的西畤，在礼县地区4)。

五. 礼县大堡子山秦公一号墓和二号墓中的一座，是秦国第一代国
君，秦襄公的墓，祭祀秦襄公的宗庙，也就是秦国的祖庙，也
在西县。另一座，可能是秦国第二代国君，秦文公的墓5)。从
而，秦文公的庙，也应当在礼县。

对于现在的礼县地区，也就是秦国的西县在秦国历史上的重要意义有

了上述的认识以后，我们再结合文献史料的解读，考察秦始皇第一次巡

游天下的去向和目的。

秦始皇统一中国后，曾经五次巡游天下。其中，四次皆由西而东，巡

视新并的东方各国。唯有第一次，由东而西，巡视秦国旧土。两千年前

来，学术界对于东行的四次巡游，多有所关注，而对于西行的第一次巡

游则关注不多6)。可以说，此次巡游的路线至今不清楚，此次巡游的目的

礼法と日本律令制, 東方書店 (后收入同氏著(2013), ｢秦帝国による馳道の整備と巡

狩｣, 秦帝国の形成と地域第二章第二節, 汲古書院); 樋口隆康(1996), 始皇帝を掘

る, 学生社 ; 稲葉一郎(1989), ｢始皇帝の巡狩と刻石｣, 書論二五号 ; 桐本东太

(2004), 中国古代の民俗と文化, 刀水書店。

3) 笔者在这里称礼县为秦的发祥地有两重意义，1非子受封于秦以前与其族人一道居

住在礼县; 2襄公立国在礼县。

4) 史记, ｢封禅书｣。“秦襄公既侯，居西垂，自以为主少暤之神，作西畤，祠白帝，

其牲用  驹黄牛羝羊各一云。”; 史记, ｢秦本纪｣。“秦襄公于是始国。……乃用  驹
黄牛羝羊各三，祠上帝西畤。”

5) 关于大堡子山两座秦公大墓的墓主，由于盗掘严重，已经无法根据发掘和出土文物

作出准确的判定。对于学者间不同意见的综述，参见 刘明科(2005), ｢秦族源及早期

都邑、葬地歧说集举｣，秦西垂文化论丛，文物出版社。笔者管见，秦襄公的墓

葬和宗庙在西县，史书有明确记载，两座秦公大墓，其中一座肯定是襄公墓，说详
下文。另一座，以秦文公墓说较为有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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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今不明白，留下了未解的疑难。

2. 解读 “出鸡头山、过回中”

史记⋅秦始皇本纪曰：
二十七年，始皇巡陇西、北地，出鸡头山、过回中。

这段文字，是史书中关于秦始皇第一次巡游的唯一记载，只有简短十

八个字。比较 秦始皇本纪中其关于其他四次巡游的记载，特别是关于

第五次巡游的记载，我们可以清楚地认识到，这段文字是残缺的断片记
事。不过，这段记载尽管残断，却仍然是我们考察秦始皇第一次巡游的

基本史料。下面，我们首先对这段史料作精密的解读。

 “二十七年”，始皇二十七年，公元前220年，秦统一天下的第二年。

本纪中关于秦始皇巡游天下的记载，除了第五次详细记载了年月日而

外7)，其他四次，皆只记年8)。五次巡游的记载，第一次最为简略不详。

“陇西”和“北地”，秦郡名。“巡陇西、北地”，概言此次巡游的范围是

陇西郡和北地郡，至于具体去了什么地方，语焉不详。

“鸡头山”，山名。鸡头一词，史记中两见，另一见于 五帝本纪：
6) 关于秦始皇第一次巡游天下的路线，王京阳(1980), ｢关于秦始皇几次巡游路线的探

讨｣, 人文杂志 1980年第3期, 第70-76页中曾经做过探讨。不过，王氏的探讨尚未

能深入，他对“出鸡头”和“过回中”的解释也过于含糊不清。

7) 史记, ｢秦始皇本纪记｣载秦始皇第五次巡游曰：“三十七年十月癸丑，始皇出游。……

七月丙寅，始皇崩于沙丘平台。”

8) 这种只有记年而不记日月情况，正是司马迁所使用的秦国系列史料 秦记的特点，

他在 史记, ｢六国年表序｣中说：“独有 秦记，又不载日月，其文略不具。”关于 

秦记为秦国史料系列的卓见，参看 藤田胜久著(2008)，曹峰、广濑熏雄译, ｢“史
记”秦本纪与“秦纪”｣，“史记”战国史料研究第二编第一章一，上海古籍出版社, 第
222-22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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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帝) “西至于空桐，登鸡头。”也作山名。关于鸡头山的所在，历代诸
说分歧，整理概括有以下三种。

(1) 鸡头山是大陇山的别名。这个意见较早，出于北魏的郦道元。

秦始皇本纪 正义引 括地志云：“鸡头山，在成州上禄县东北二

十里，在京西南九百六十里。郦元云：‘盖大陇山异名也。’”不过，今本 

水经注无此语，当是轶文。大陇山，即今天的六盘山脉南段，也称陇
山，南北纵贯宁夏、甘肃南部和陕西西部，绵延约240公里，是泾河与
渭河的分水岭。

(2) 鸡头山又名笄头山，是崆峒山之别名，乃是泾水的源头所在。地在

唐代的原州平高县西百里，即今天甘肃平凉县的崆峒山。

这个意见，最早见于南朝顾野王的 舆地志。五帝本纪 正义引 

括地志云：“笄头山一名崆峒山，在原州平高县西百里，禹贡泾水所

出。舆地志云：‘或即鸡头山也。’” 索隐也曰：“山名也。后汉王孟

塞鸡头道，在陇西。一曰崆峒山之别名。”

(3) 鸡头山在唐代的成州上禄县东北二十里，即在今甘肃西和县境内9)。

这个意见，出于唐代的 括地志。秦始皇本纪 正义引 括地志云：
“鸡头山，在成州上禄县东北二十里，在京西南九百六十里。”

以上三种意见，时代不同，意义相异，又有密切的关系，须放在不同

的语境中作合理的解释，作为秦始皇第一次巡游中出现的地名，当结合

下文之“回中”作解。

关于“回中”，虽然也有种种不同说法，笔者清理概括如下：

9) 谭其骧编, 中国历史地图集第五册。其具体位置，有人认为在今成县鸡峰山，有人

认为在今西和县塔子山，见 杨晨雨(2008), ｢秦始皇所登“鸡头山”再考｣，陇南日报 
2008年10月21日。



100  인문논총 제73권 제3호 (2016.08.31)

(1) “回中”，宫名。
本为秦宫，汉初尚存，文帝十四年，为匈奴骑兵烧毁10)。回中宫被焚

毁后，其旧址所在作为地名继续存留 (详下)。关于回中宫的所在，汉
书⋅武帝纪师古注引如淳曰：“三辅黄图云，回中宫在汧也。” 后汉
书⋅郡国志右扶风汧县“有吴岳山，本名汧，汧水出。有回城，名回

中。”据此，回中宫在汉右扶风汧县境内，大致在今天的陕西陇县一带，
具体位置，期待考古发掘。

(2) 回中，地名。
 后汉书⋅来歙传：建武八年“春，歙与征虏将军祭遵袭略阳，遵道

病还，分遣精兵随歙，合二千余人，伐山开道，从番须、回中，径至略

阳，斩嚣守将金梁，因保其城。嚣大惊曰：‘何其神也。’”此处的回中，

当为地名，即回中宫旧址所在，与番须相近，都在汧县境内11)。

(3) 回中，道路名。
 汉书⋅武帝纪元封四年“冬十月，行幸雍，祠五畤。通回中道，遂

北出萧关。”回中道，武帝时开通，道路由汧县北上通往萧关，因为经
过回中宫旧址，所以称回中道。

比较历代诸说中关于鸡头山和回中的解释，我们可以看到关于回中的

意义和所在，是比较清楚的。回中既是宫名也是地名，地在汧水上游，

大致在今陕西陇县的陇山东侧一带。关于鸡头山之所在，诸说分歧较
大，舆地志以为是今甘肃平凉之崆峒山，括地志以为是在今西和县
境内，二者相距约200公里，前者在陇山北头，后者在陇山南面之西秦岭
10) 史记, ｢匈奴传｣。“汉孝文皇帝十四年，匈奴单于十四万骑入朝那、萧关，杀北

地都尉卬，虏人民畜产甚多，遂至彭阳。使奇兵入烧回中宫，至雍甘泉。”

11) 后汉书, ｢隗嚣传｣曰：“八年春，来歙从山道袭略阳城。嚣出不意，懼更有大兵，

乃使王元拒陇坻，行巡守番须口。”李贤注：“番须口与回中相近，并在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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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脉处。将陇山北头的崆峒山称为鸡头山，与黄帝西行的传说有关，而

以为鸡头山在陇山南头的说法，或许与秦始皇第一次巡游有关。考虑到 

“出鸡头山”一语所表达的旅途走向的意义 (说见下)，笔者以为，郦道元

以为鸡头山是大陇山之别名的意见，比较中肯概括，今从之。

有了上述认识以后，我们再来细读“出鸡头山，过回中”一语。“出鸡
头山”的出，当作经过、穿过讲。公羊传⋅桓公十二年：“祭仲将往省

于留，塗出于宋，宋人执之。”即为此意。秦始皇第一次巡游时，回中宫
尚存，“过回中”，就是经过了回中宫。从而，“出鸡头山，过回中”，应
当解读为第一次巡游的取道方向，即经过回中宫，翻越陇山 (鸡头山)。

回中在陇山东，翻越陇山后进入陇山西，秦之陇西郡，由此得名。于

是，上述“出鸡头山，过回中”的路线，就直接与“巡陇西”连接起来了。

从而，按照这种解释，秦始皇第一次巡游的取道方向应当如下：由咸

阳出发，沿渭水西行到雍县，再沿汧水西北行，经过回中宫穿越陇山，

然后前往陇西郡，再去北地郡。

3. 解读“先王庙或在西、雍”

陇西郡在陇山以西，秦始皇经过回中宫穿越陇山进入陇西郡以后，具

体去了什么地方，由于史书没有记载，我们只能依据间接的史料作合理

的推测。

秦始皇五次巡游天下，有种种的目的，其中一个最重要而且非常具体
的目的，就是祭祀。秦之国家祭祀，大致分为三种，一，祭祀天地; 二，

祭祀山川; 三，祭祀祖宗。关于前二者，史书有记载，学者的研究和论述

较多12)，关于秦的祖宗祭祀，由于史书上基本上没有记载，研究也比较
12) 此类研究主要集中在汉代，简略追溯到秦。日本学界的研究概况，目黒杏子(2005), 

｢漢代国家祭祀制度研究の現状と課題｣，中国史学第15巻。综合性研究，参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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少13)。史记⋅秦始皇本纪二世元年条曰：

二世下诏，增始皇寝庙牺牲及山川百祀之礼。令群臣议尊始皇庙。

群臣皆顿首曰：“古者天子七庙，诸侯五，大夫三，虽万世不轶毁。

今始皇为极庙，四海之内皆献贡职，增牺牲，礼咸备，毋以加。先王
庙或在西、雍，或在咸阳。天子仪当独酌奉始皇庙。自襄公以下轶
毁，所置凡七庙，群臣以礼进祠，以尊始皇庙为帝者祖庙。

古代国家的祖宗祭祀在宗庙。这条史料，是关于秦之宗庙祭祀的唯一

一条比较完整的材料，笔者称之为“二世元年改革宗庙诏”，非常珍贵，
稍作详细的考证分析。

“始皇寝庙”。寝庙，寝殿和宗庙。“始皇寝庙”，即下文的极庙。蔡邕 

独断说：“宗庙之制，古者以为人君之居，前有‘朝’，后有‘寝’，终则
前置‘庙’以象朝，后制‘寝’以象寝。庙以藏主，列昭穆; 寝有衣冠、几帐、

象生之具，总谓之宫。”古代君主的宗庙建在都邑之中，有庙和寝两进，
前后相连。庙在前，供奉亡主和先祖牌位，如同君主朝见群臣和处理政

务的朝廷所在。寝在后，供奉亡主的衣冠几帐等生活用具，如同亡主饮
食起居的所在。宗庙四周有围墙，整体如同宫殿，故也称宫14)。

古来宗庙和寝殿修在一起的制度，到秦始皇时出现了变更。独断
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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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皆故寝之意也。”“古不墓祭”的说法，

金子修一(2001), 古代中国と皇帝祭祀, 汲古書院。 中国大陆的最新的研究，参
见 杨华(2011), ｢秦汉帝国的神权统一—出土简帛与“封禅书”、“郊祀志”的对比考

察｣，历史研究2011年第5期 ; 田天(2014), ｢西汉末年的国家祭祀改革｣，历史

研究2014年第2期。

13) 比较成系统的研究有陈戍国(1993), 秦汉礼制研究，湖南教育出版社, 涉及秦的

宗庙祭祀之内容，参见其第一章第一节 秦朝的继承制度与宗法观念，第2-10页。

14) 关于古代的陵寝制度，参见 杨宽(1985), 中国古代的陵寝制度史研究，上海古籍

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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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界有争论15)，秦始皇变更古来的制度，将寝殿从宗庙中迁移出来，修建在

陵墓旁边，应当是可信的。变更后的这种宗庙制度，为汉代继承沿用16)。

极庙，本名信宫，秦始皇二十七年修筑，二十八年改名为极庙17)，为
始皇帝生前为自己修筑的庙，遗址在今咸阳市渭河南岸草滩镇东南的闫
家寺村18)。

“先王庙或在西、雍，或在咸阳。”古来的注家，皆将“西雍”理解为西

方之雍，断句为“先王庙或在西雍，或在咸阳”，现在看来是不对的。由于

甘肃礼县秦公大墓的发现，基本上可以确定秦国第一代国君襄公和第二代

国君文公的墓和庙都在秦之西县。从而，诏文中的“西”，就是指的秦之西

县，先王庙在西者，就是指襄公和文公庙。先王庙之在雍者，当指静公到

出公之22代秦公宗庙，与其墓葬同地，都在秦国旧都雍城地区。或在咸阳
者，当概指除去在西县和雍县以外的，在首都咸阳及其附近地区的其他先

王陵寝宗庙，若从献公计数到庄襄王，共7代秦国君主19)。

“天子仪当独酌奉祠始皇庙。” 会注考证引王念孙曰：“‘酌’当作酎，

汉制，以八月尝酎，盖本于秦。”可从。据此诏令，从此以后，在众多的

先王宗庙中，天子亲自前往祭祀者，只限于始皇庙。

“自襄公以下轶毁，所置凡七庙”。天子七庙之说，为儒家推崇整理的

周代礼制，礼记⋅王制曰：“天子七庙，三昭三穆与太祖之庙而七。”

按照这种制度，从秦襄公到秦始皇的三十三座宗庙，将只保留以襄公庙
为祖庙的七座，其余的都将废弃不再祭祀。因王朝的宗庙祭祀不合于古

15) 参见杨宽, ｢“古不墓祭”问题的讨论｣，收入同氏著, 中国古代的陵寝制度史研究，
第106-109页。

16) 汉代的宗庙制度和实际状况，参见 汉书 ｢韦玄成传｣。

17) 史记 ｢秦始皇本纪｣二十七年条曰：“焉作信宫渭南，已而更命信宫为极庙，象天

极，自极庙道通骊山。”; ｢六国年表｣ 二十八年条曰：“为太极庙。”

18) 王学理(1999), 咸阳帝都记，三秦出版社, 177-178页。

19) 徐卫民(2002), 秦公帝王陵，该书后附有“史书记载和实际考察中的秦公帝王葬地

一览表”，中国青年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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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礼制而要求改革的类似议论，见于西汉元帝时御史大夫贡禹的上奏，

“古者天子七庙，今孝惠、孝景庙皆亲尽，宜毁。及郡国庙不应古制，宜

正定。20)”我们知道，汉承秦制，汉代的种种制度，基本上是继承秦制而

来的。汉代的宗庙祭祀制度，也是沿用秦制，只是将祭祀的对象由秦的

先祖改为汉，以汉高祖刘邦的高庙为祖庙重新排列。禹贡的上奏及其尔
后汉朝君臣的议论和时断时续的实施之详情，对于复原秦之宗庙祭祀和

理解“二世元年改革宗庙诏”，具有极大的参考价值，因为内容庞大，笔
者拟撰专文论述，恕不赘言。

“群臣以礼进祠，以尊始皇庙为帝者祖庙。”以襄公为祖庙的秦国七宗

庙，由大臣们按照制度进行祭祀，以此祭祀上的差别，尊显以始皇庙为
帝者祖庙的不同。

综上所述而简略言之，“二世元年宗庙改革诏”的基本内容如下：1将秦

国古来的宗庙祭祀断分为两个系统，一是以秦襄公庙为祖庙的秦国系

统，由大臣祭祀; 二是以秦始皇庙为祖庙的秦帝国系统，由天子亲自祭祀。

2新的宗庙祭祀，将按照天子七庙，亲尽轶毁的制度实行。以西汉元帝时
事例来看，宗庙祭祀改革，涉及诸多方面的问题，实施起来非常困难。

二世元年的宗庙改革，是否得到实行，由于史料的欠缺，已经不得而

知，成为将来的课题21)。在此，笔者只想结合本文的目的明确以下两
点：1秦国的宗庙，集中在西县、雍县和咸阳地区; 2西县的秦襄公庙，
是秦国的祖庙，万世不轶毁，代代奉祭祀，在秦国的国家祭祀中具有非

同寻常的意义。

20) 汉书 ｢韦玄成传｣。

21) 贾谊 过秦论概述秦之亡曰：“一夫作难而七庙毁”。如果所言确实，二世之宗庙
改革当鲁莽推行了，且成为秦帝国崩溃的重要原因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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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秦始皇到西县告庙祭祖

秦始皇二十六年，秦灭齐，统一天下。统一天下，是中国历史上一件

大事，也是秦国历史上的一件大事。据 史记⋅秦始皇本纪统一天下的

同年，始皇帝下令议论新的称号时说：“寡人以眇眇之身，兴兵诛暴

乱，赖宗庙之灵，六王咸伏其辜，天下大定。”同年，在决定不行分封而

行郡县的诏令中说：“赖宗庙，天下初定。”将统一天下伟业的完成，归
集为宗庙神灵的庇佑。

古代国家的宗庙，不仅是祭祀祖先的场所，也是施政的场所。继位、

册命、告朔等典礼仪式，都在宗庙举行。国家之大事，如军事、巡游、

婚丧等，也须要到宗庙报告，史家称为告庙22)。秦始皇赖宗庙之神灵统
一天下后，祭祀列祖列宗，向列祖列宗报告统一天下大业的完成，是他

称皇帝后必须做的事情。如上所述，秦国的宗庙，集中在咸阳、雍县和

西县，而西县的秦襄公庙，乃秦国的祖庙，自然成了秦始皇称帝后必须
亲自前往祭祀和告庙的第一要地。

 史记⋅秦始皇本纪二十七年条记载秦始皇第一次巡游后，紧接着记
叙秦始皇修建信宫和改名为极庙的事情曰：

(二十七年，始皇巡陇西、北地，出鸡头山、过回中。) 焉作信宫渭南，

已而更命信宫为极庙，象天极，自极庙道通骊山。”

“焉”，连接词，作于是讲，表示上下文间之承接关系。礼记⋅祭法：
“坛 (土＋单) 有祷，焉祭之，无祷乃止。”如果按照这种意义解读这段史

料的话，始皇帝巡游陇西北地与修筑信宫，更名极庙之间，自有某种内
在的联系。笔者以为，这种内在的联系，就是宗庙祭祀。二十七年，巡

游西方祭祀了诸位先王的宗庙，特别是在西县的秦襄公的祖庙，回来以

后，开始着手改革宗庙祭祀，于是变更制度，生前在渭南为自己修庙—

22) 张鹤泉(2003), 周代祭祀研究第五章 ｢周代的宗庙祭祀活动｣，台湾文津出版，第

129-19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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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宫。次年，继续变更制度，将宗庙与寝殿分开，信宫作为自己的宗

庙，改名为极庙，将寝殿建在骊山始皇陵，极庙与骊山陵寝之间，修筑

道路连接起来。如果笔者的上述解释不误的话，秦始皇废除古来的谥法

自称始皇帝、变更陵寝制度生前修筑宗庙、将宗庙与陵寝分开，以及二

世元年改革宗庙祭祀的一系列有关宗庙祭祀的举动，就可以得到上下相

承的合理解释了。

秦始皇第一次巡游天下的次年，也就是二十八年，第二次巡游天下，封

泰山，禅梁父，祭祀天地和山川。南至琅琊，筑琅琊台刻石颂扬统一天

下的功德曰：“今皇帝并一海内，以为郡县，天下和平。昭明宗庙，体道

行德，尊号大成。”文中的“尊号大成”，指的是皇帝称号的确定，具体而

言，就是二十六年秦国君臣议论尊号的结果。“昭明宗庙”，彰显了宗

庙，指的是宗庙祭祀和告庙的完成，具体而言，应当就是第一次巡游天

下的结果。

综合以上之论述，笔者推断，秦始皇第一次巡游天下的主要目的，在

于祭祖和告庙，祭祀先王宗庙，向列祖列宗报告统一天下大业的完成。其

路线，当顺秦国宗庙所在地循行，首先循行咸阳地区，然后沿渭河西行到

雍县地区，祭祀和告庙诸位先王。继而沿汧河北行，经过回中宫翻越陇
山，南下进入陇西郡前往西县。西县是秦国的第一座都城，也是第一代秦

公襄公的墓葬和襄公庙，也就是秦国的祖庙之所在，在秦国的历史上具有

不可取代的重大意义。秦始皇在西县完成祭祖和告庙以后，继续巡行祭祀

陇西和北地的山川神祗23)，最后沿泾河回到咸阳，回到咸阳后，开始着手

包括宗庙祭祀在内的一系列改革，其详细，当另撰它文探讨。

23) 宗庙祭祀以外的目的，特别是沿途对于天地和山川的祭祀，当另作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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국문 초록

秦始皇의 第一次 巡游와 西县에 이르러서의 告庙祭祖

李开元*24)

진시황(秦始皇)이 중국을 통일한 후, 일찍이 5차례에 걸쳐 천하를 순

유(巡遊)하였다. 그중 4번은 모두 서에서 동을 향하며 새로 병합한 동방

의 각국을 순시(巡視)하였다. 유일하게 제1차 순유에서만 동에서 서쪽으

로 진나라의 구토(舊土)를 순시하였다. 2천년 전부터 학술계는 동쪽으로

의 4번의 순유에 대해 많은 관심을 가졌으나 서행(西行)의 제1차 순유에 

관해서는 관심이 적었다. 이 순유의 노선과 목적은 오늘날까지도 불명확

하여 미해결 난제들을 남겨놓고 있다. 

본문에서는 문헌 고증과 실지 조사를 종합하여, 진시황의 제1차 순유

의 주요목적이 고묘(告廟)와 제조(祭祖), 즉 선왕(先王)의 종묘(宗廟)에 

제사 지내고 열조(列朝)와 열종(列宗)에게 천하통일의 대업을 완수함을 

보고하는 것에 있었음을 논증하였다. 그 노선은 응당 진국(秦國)의 종묘 

소재지를 따라 순유하는 것이었다. 우선 함양(咸陽)지역을 순행(順行)하

며 종묘에 제사를 지낸 뒤, 위하(渭河)를 따라 서쪽으로 옹현(雍縣)지역

에 이르러 그곳의 여러 선왕에게 제사를 지내고 묘(廟)에 고하였다. 뒤이

어 견하(汧河)를 따라 북행(北行)하여 회중궁(回中宮)을 지나고 농산(隴
山)을 넘어 남하하여 농서군(隴西郡)으로 진입한 뒤 서현(西縣)으로 향

 * 베이징(北京)대학 중국고대사연구중심 연구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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했다. 서현은 진나라의 첫 번째 도성으로 제1대 진공(秦公)인 양공(襄公)

의 무덤과 양공묘(襄公廟), 즉 진나라의 조묘(祖廟)가 있는 곳이다. 진나

라의 역사에서 결코 대체할 수 없는 중대한 의의를 가지는 곳이었다. 진

시황은 서현에서 제조(祭祖)와 고묘(告廟)를 완수한 이후 계속 순행하여 

농서와 북지(北地)의 산천신지(山川神祗)에 제사 지내고 마지막으로 경

하(涇河)를 따라 함양으로 돌아왔다.

진시황은 제1차 순유을 마친 뒤 함양으로 돌아온 후 곧장 종묘제사를 

포함한 일련의 개혁에 착수하였다. 우선 제도를 바꾸어 생전에 위남(渭
南)에 자신의 묘(廟, 信宮)를 세웠다. 이듬해에도 계속 제도를 바꾸어 종

묘와 침전을 분리하였는데, 신궁(信宮)은 자신의 종묘로 삼아 극묘(極廟)

로 개명하였으며 침전은 여산시황릉(驢山始皇陵)에 건축하고 극묘와 여

산능침(驢山陵寢)의 사이에 도로를 개설하여 연결하였다. 진시황이 이렇

게 종묘제사제도 개혁을 시작한 것은 그가 고래(古來)의 익법(謚法)을 

폐지하고 스스로 시황제(始皇帝)라고 칭한 것과 아울러 이세원년(二世
元年)의 종묘제사 개혁 등 일련의 거동과도 밀접한 관련이 있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