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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密最后的皇陵》

前言

　　在中国2000多年的封建社会里，各王朝建立了数十个皇宫。皇帝们营建了数百座皇陵。皇宫、皇
陵虽然只有一字之差，但其性质、含义却有着天渊之别。皇宫是阳宅，是皇帝处理国政和他的后妃、
子女们居住的地方。皇陵则是阴宅，是皇帝及其后妃、子女死后生活的另一个世界，是他们灵魂的□
宫。皇宫，可以几个朝代共同使用。比如清朝就使用了明朝的皇宫紫禁城。皇帝的寝宫可以多个皇帝
居住，比如紫禁城的养心殿，自从雍正皇帝正式确定为皇帝的寝宫以后，一直到清朝灭亡，清朝的8
个皇帝都住在那里。而皇陵则不然。皇陵必须是一个皇帝建一座（后来追封的除外）。　　由于皇陵
是在不同时期营建的，其规模、规制、质量、用料、．技术等均受当时的政治、经济、文化、科技制
约，所以每座皇陵能折射出那个时期国家政治、经济、文化、科技的状况，是当时国家荣辱兴衰的表
征。　　皇陵不仅是研究某一朝代、某一皇帝在位时期历史的重要史料，而且是研究清朝皇帝个人的
重要史料。　　皇陵，还是研究这一时期古代建筑的难得的实物资料。因为每一个朝代的皇陵不是一
座而是在时空上相连接的多座。每一座都有每一个时期的特点。　　皇陵，还是中国古代劳动人民智
慧的结晶，是中华民族优秀的文化遗产。清代皇陵现在都已被列人《世界遗产名录》，在世界文明史
上已占有重要位置。　　明清时期是中国陵寝制度史上的最后一个辉煌时期。清朝的陵寝制度在明朝
的基础上又有所改革和创新，从而形成了具有清朝特点的陵寝制度。　　清朝皇陵对外开放已几十年
，但世人对清陵的了解还很有限，还存在诸多疑问。　　笔者从事清代陵寝研究30多年，为了满足广
大读者了解清陵的迫切愿望，对清朝的皇陵予以全面地介绍。本书以正史、清宫档案为依据，并结合
对实地的深入调查，文字深入浅出，内容力求准确真实，希望能为对清代乃至中国陵寝文化有兴趣之
士打开一扇门。　　徐广源　　2010年7月25日 于兰阳故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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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密最后的皇陵》

内容概要

你知道慈禧的遗体是谁整理的吗？乾隆帝宠妃容妃(香妃)的头盖骨又是谁找到的？——是《解密最后
的皇陵》作者徐广源先生。
    乾隆帝的地宫到底埋藏了哪些“宝贝”？慈禧的陪葬品中真的有一颗硕大的夜明珠？孝庄皇后为什
么不与他丈夫合葬？真实的嘉庆帝是怎样的人？清代皇帝们如何给自己选择陵址？——《解密最后的
皇陵》作者徐先生以大量翔实真实的第一手材料，为我们解开了皇陵的诸多谜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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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密最后的皇陵》

作者简介

徐广源，满族，河北省遵化市人，1946年生。现任中国紫禁城学会理事。从上世纪七十年代初开始研
究清陵。担任清东陵文物管理处研究室负责人近30年。参加过乾隆帝裕陵地宫、慈禧陵地宫、容妃（
香妃）地宫、纯惠皇贵妃地宫的开启清理工作。亲身探过8座清陵地宫。是他找到了容妃（香妃）的
头颅骨。1984年亲手整理过慈禧的遗体。30多年来一直从事清陵和清代后妃的研究。他是国家自然科
学基金资助项目《明清皇家陵寝综合研究》专家组成员。是我国清陵研究的权威专家。其专著有《清
东陵史话》、《清西陵史话》、《清东陵》、《清西陵》、《清朝皇陵探奇》、《解读清皇陵》、《
正说清朝十二后妃》、《正说清朝十二帝陵》、《清皇陵地宫亲探记》、《大清皇陵》。发表学术论
文60多篇。其事迹被90多部辞书所收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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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密最后的皇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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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上编 清陵综述
第一章 清陵巡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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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风水宝地
三 三大陵区
第二章 清陵的规制
一 至尊至上的皇帝陵
二 死后不同穴的皇后陵
三 同葬一处的众妃园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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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章 清陵的葬制
一 由火化改为土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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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帝后大葬典礼
四 棺椁的等级制度
五 随葬物品
下编 清陵各陵寝及内葬人物
第一章 关外三陵及妃园寝
一 清朝第一陵——永陵
二 努尔哈赤的福陵
三 清朝的第一座妃园寝——福陵妃园寝
四 皇太极的昭陵
五 鲜为人知的东京陵
第二章 清东陵各陵寝及内葬人物
一 扑朔迷离的昭西陵
二 关内第一陵——顺治帝的孝陵
三 清朝第一座皇后陵——孝东陵
四 典制大备的康熙陵——景陵
五 关内第一座妃园寝——景陵妃园寝
六 等级最高的妃园寝——景陵皇贵妃园寝
七 富丽堂皇的乾隆陵——裕陵
八 迷雾重重的裕陵妃园寝
九 承前启后的咸丰陵——定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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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二 铜梁铁柱的惠陵及其妃园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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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标准规制的泰东陵——乾隆生母孝宪皇后陵
三 西陵第一座妃园寝——泰陵妃园寝
四 外式泰陵内仿裕陵的嘉庆陵——昌陵
五 神奇的昌西陵
六 关内规制最低下的妃园寝——昌陵妃园寝
七 规制特殊的道光陵——慕陵
八 由妃子墓改建的慕东陵
九 中国最后一座皇帝陵——崇陵及其妃园寝
十 宣统帝墓地
第四章 陪葬墓及内葬人物
一 陪葬墓概况
二 关外三陵的陪葬墓
三 东陵两侧的陪葬墓
四 陵区东面的陪葬墓
五 陵区南面的陪葬墓
六 西陵陵园内的陪葬墓
七 西陵陵园之外的陪葬墓
第五章 陵寝的寺庙和行宫
一 陵寝的寺庙
二 陵寝的行宫
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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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密最后的皇陵》

章节摘录

　　中国古代早期，起码在周朝以前，人死埋葬后，地面上不堆筑坟头，不栽树木，地的表面上不留
任何痕迹。古书上称这种葬法为“不封不树”。之所以有这种做法，一方面因为当时还没有祭祀先人
的做法，另一方面因为不想让人找到墓穴的准确位置，以免被盗。到了春秋后期，才开始出现坟头。
当时人认为坟头高大就能表明死者尊贵，有权势。在这种理念的支配下，坟头越堆越高大。堆筑高大
的坟头，是需要人力、物力、财力的，这对于连生存都难以维持的平民百姓来说谈何容易！只有那些
高官贵族，特别是君王们才能做到。这些人为了显示自己的尊贵和权势，不惜耗费大量的钱财，役使
成千上万的民工，拼命地将自己的坟头堆得高大无比。据有的史料记载，秦始皇的坟头当时竟有115米
之高，一般的国君的坟头也有几十米之高。因为这些坟头就如山丘一样，有的坟头比小山还要高大，
所以就称这些高大坟头为“陵”。“陵”字就是“大土山”的意思。俗话说“富贵莫如帝王家”。一
国之中，只有国王（皇帝）最富有，最有权势，所以他们的坟头最高大，最有资格称“陵”。慢慢地
，“陵”就成了皇帝坟墓的专用词，其他任何人的坟头都不能超越皇帝的坟头，更不能称“陵”。　
　古代有“事死如事生”的理念，认为对待死去的人，要像对待活人一样，以此来表明对死去先人的
孝敬、尊重。所以要修建规模宏大的陵墓，就像生前居住的宫殿一样。当时，建皇陵是国家的第一号
工程，称之为“钦工”，皇帝要派最信任的朝廷大臣为承修大臣；要聘用第一流的风水大师相度陵址
；要调用全国最高水平的工程设计人员和建筑师；要采用国家最高级别的建筑形式；要使用当时最好
的建筑材料；运用最先进的施工技术；调动国家最精锐的军队来保卫皇陵；采用最高的祭祀礼仪。汉
代明文规定动用全国收人的三分之一来营建皇陵。陵寝之规模要看当时的国家经济实力，如果适值国
家动乱、财政紧张，那么所修建的陵寝就规模小、规制低，质量差。如昌西陵，它是嘉庆帝孝和皇后
的陵寝。孝和皇后死于道光二十九年（1849）十二月十一。她当了29年皇太后也没为她营建陵寝。她
死后33天，道光皇帝也驾崩了。新即位的咸丰皇帝一边调动全国军队竭力镇压刚刚兴起的太平天国农
民大起义，一边还要办理皇祖母孝和皇后和皇父道光皇帝的丧事；同时还要营建孝和皇后的昌西陵。
当时国家政局不稳，财政极度紧张，而这三件大事都势在必行。在这种情况下，不得不缩减昌西陵的
规制。裁撤了方城、明楼；将大殿由重檐改为单檐；将配殿和宫门由五间改为三问。只用了一年半的
时间就建成了，花了44万两银子，比修建一座妃园寝用银还少。从昌西陵中能透视出当时国家的政治
、经济等情况。　　我们再看看在清朝盛世建的乾隆帝的裕陵。不仅皇帝陵所有建筑一应俱全，而且
石像生设了8对，超过了康熙帝的景陵和雍正帝的泰陵。在陵寝门前修建了清陵中唯一的三路一孔拱
桥。地宫里雕满了佛教题材的经文和佛像。裕陵规模之大、用料之精、雕刻之美，在清陵中首屈一指
。从裕陵可以看出乾隆盛世时国力的雄厚。　　可见，皇陵还是国家状况的缩影。　　二风水宝地　
　皇家很相信风水。他们认为把陵寝建在风水宝地上就可以“开福祉于隆基，绵万年之景运”。就是
说如果将陵寝建在风水宝地之上，国家就会兴盛，国运就会长久，江山社稷就会稳固。清朝皇帝们似
乎对陵址风水的要求较其他朝代的帝王更高更严。顺治帝的孝陵是清朝在关内建的第一座陵寝，陵址
是顺治帝亲自选择的。《清史稿》和史料价值极高的《啸亭杂录》都记载了顺治帝亲定陵址的情况：
章皇（顺治）尝校猎遵化，至今孝陵处，停辔四顾日：“此山王气葱郁非常，可以为朕寿宫。”因自
取佩掷之，谕侍臣日：“落处定为佳穴，即可因以起工。”后有善青乌者（古代精通风水、占卜等的
人），视丘惊日：“虽命我辈足遍海内求之，不克得此吉壤也。”　　康熙皇帝的祖母孝庄文皇后死
后停灵于东陵大红门外的暂安奉殿达37年之久。康熙帝生前始终未能解决孝庄皇后的陵寝问题。雍正
帝即位后就着手解决孝庄文皇后的陵寝问题。他决定将暂安奉殿改建为陵。理由是“自孝庄文皇后安
奉以来，我圣祖仁皇帝历数绵长，海宇义安，子孙繁衍，想孝庄文皇后在天之灵极为安妥”，以此来
证明暂安奉殿所在之地是一个风水宝地，在那里建陵是应该的。雍正皇帝对自己陵址的要求简直达到
了苛刻的程度。昌瑞山下的孝陵和景陵附近本来有许多的上吉佳壤，可是他都看不上，而是选中了遵
化东北的九凤朝阳山。就在即将动工兴建之时，有位大臣发现这个地方“规模虽大但形局未全，穴中
之土又带砂石”。雍正皇帝不能容忍自己的万年吉地有如此瑕疵，于是毅然废弃了九凤朝阳山吉地，
派大臣重新相度陵址。后来选中了直隶易县境内的泰宁山，就是后来的清西陵这个地方。道光皇帝对
陵址更为重视，甚至把对风水的要求放在了陵制之上。他说：“国家定制，登极后选建万年吉地，总
以地臻全美为重，不在宫殿壮丽以侈观瞻。”还说选择陵址时“惟择坤灵钟毓，干脉延长之处以定福
基。其四至之广狭，不必过拘”。这一切都表明皇帝对自己的陵是否建在风水宝地之上是何等重视。
他们是多么希望通过将自己的陵建在风水宝地上来达到江山永固、帝祚绵长、子孙兴旺的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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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密最后的皇陵》

尽管历朝历代的皇陵几乎无不建在风水宝地之上，但都未能避免他的王朝的覆灭。每一个帝王都未能
延年益寿、万寿无疆、帝运长久。清朝最后的同治、光绪、宣统三帝竞都没有子嗣。同治帝只活了19
岁，宣统帝在皇帝的宝座上只坐了3年就被辛亥革命的炮声赶下了台。　　实际上风水的好坏对国家
的兴衰、帝祚的长短、子孙的多少根本起不了任何作用。有一个好的风水，只是有一个优美合谐的自
然环境而已。　　我们看看每座皇陵，特别是明清两朝的皇陵，都是群山拱卫，众水环流；负阴抱阳
，避风躲洪；清荣峻茂，地势雄秀，是古代建筑的人文美与山川形胜的自然美的高度有机结合的典范
。　　英国著名科学史学家李约瑟说：“皇陵在中国建筑形制上是一个重大的成就⋯⋯它整个图案的
内容也许就是整个建筑部分与风景艺术相结合的最伟大的例子。”他对明十三陵给予了极高的评价。
他说“在门楼上可以欣赏到整个山谷的景色，在有机的平面上深思其庄严的景象，其间所有的建筑，
都和风景融汇在一起，一种人民的智慧由建筑师和建筑者的技巧很好地表达出来。”　　清东陵陵园
总体建筑布局更是古代建筑、设计大师将人文美和自然美有机结合的一个杰作。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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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密最后的皇陵》

精彩短评

1、方方正正的科普阅读，阅读的电子书，有一些错误不知是不是校对的问题，比如在说道光谥号时
，落款为“皇后”⋯⋯
2、书的内容很一般，只能说是把作者众多作品进行了摘选，没有图片，内容很简单，买错了
3、很全面也很具有条理性的阐述了清朝皇陵的结构及供奉的尊卑区别，让我更好的了解了我国封建
最后一个帝国王朝
4、皇陵从另一个角度反应了这个皇朝的文化。
5、我看过的书也不少，在关于清朝的皇陵的书，这本书不错，也很具有科普意义
6、用来收藏的书籍，能了解更多的历史
7、还没看 应该不错 很喜欢历史类的书籍
8、对清朝皇陵建制的介绍和所埋人物的简单介绍。有几处陵寝作者亲探过。
9、徐老师的书朴实 考证详尽 学术严谨  徐老人好 书耐读 此书耗费徐老心血 祝徐老早日康复
10、《解密最后的皇陵》是我国权威陵寝研究专家徐广源先生的新著，作者的水平毋庸置疑。书籍分
上下两个部分，上部分主要对清朝陵寝制度做了一个概括，很清晰的叙述了清朝陵寝各个制度的情况
，最重要的这些制度都是官修档案记载，是真实的。下半部分逐一皇陵埋葬人做个详尽的介绍，前世
今生，来龙去脉一目了然。当然书中也有不足，图片相对较少，但这并不是作者的错。幸运的是为数
不多的图片都是彩图，清晰度没得说。当当发货也快，总体来说很满意！
11、内容又从另一个主线介绍了清东陵，知识面也有所提高，就是图少了点
12、一直很喜欢关于陵墓的书，徐广源是个很不错的专家，书的内容很好，吸引人，好看。双11买的
，上面显示5折，等拿到书看了原价，发现不是5折，这不是误导消费者吗！算了吧，总之也比书店便
宜。

Page 9



《解密最后的皇陵》

版权说明

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请支持正版图书。

更多资源请访问:www.tushu111.com

Page 1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