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风雪定陵--地下玄宫洞开之谜》

图书基本信息

书名：《风雪定陵--地下玄宫洞开之谜》

13位ISBN编号：9787800053702

10位ISBN编号：7800053709

出版时间：1997-01

出版社：新世界出版社

作者：杨仕,岳南

页数：434

版权说明：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以及在线试读，请支持正版图书。

更多资源请访问：www.tushu000.com

Page 1



《风雪定陵--地下玄宫洞开之谜》

内容概要

台湾《中国时报》十大好书排行榜上榜之作――《风雪定陵--地下玄宫洞开之谜》全面披露了新中国
成立后第一次以科学考古手段打开埋藏几百年的明定陵地下玄宫的详细经过，展现了万历皇帝及两位
皇后尸骨等出土器物的离奇遭遇和相关者在变幻莫测的政治风云中坎坷曲折的人生历程，追述了这座
皇陵鲜为人知的建筑始末及由此展开的君臣后妃之间的无穷争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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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短评

1、这是我年少时看过的第一本明史启蒙读物
2、吴晗拆胡同的黑历史就这样被洗白了？
3、补标

4、发掘过程扣人心弦，这一版我记得应该是最早版的。
5、百年沧桑，往事绵绵，十年浩劫，物是人非
6、还是当年在父亲的藏书中搜罗出来的⋯⋯记得是“儿时”，但看出版年也还好⋯⋯
7、PDF
8、好多年前读的，还行，要是照片再多点才更好，当时影像留的太少吗？
9、那年夏天，晚上一个人在寂静中读完，有时略有一些害怕，尤其是后面提到的一些灵异之处
10、99年看的，其中涉及的明史，文化大革命中的内容都深深的吸引了我。完全挖掘了我对历史，正
史的爱好！深入浅出很适合喜欢历史的普通人！在这本书的吸引下几乎读遍岳南的跟历史有关的书，
依然是这本最好！
11、书以两条脉络讲述，一条是墓主人万历的人生历程及历史背景，另一条是定陵一波三折可歌可泣
的发掘过程，前者我仔细地看完，对万历年少时的受教育状况深有感触，后者粗略的看完，可以简单
的概括为那个时代的愚昧
12、个人对于考古学的热爱是从这本书开始的，尽管很多当事人觉得在那个年代的挖掘并不是最好的
结果，没有好的保护措施以至于很多文物在重见天日的一瞬间毁灭殆尽。书里头写万历悲伤的人生倒
是很传神。
13、个别地方的描写未免有些浮夸，不过随着阅读，习惯这种语言风格也就好了。情节还真是像小说
一样让人不忍撒手啊~
14、应该是这本书引发了我对古墓类书籍的兴趣。
15、老师推荐的课外读物。想想还是大学好，天天有空看有兴趣的书。定陵已扫。
16、已经五年过去了，依旧对此书念念不忘。其实用不着虚构，现实本身就蕴藏着强大的魅力~考古
类纪实小说的最爱。
17、阿半~
18、“风靡全国的‘三家村’事件”
19、这本书还是当年在定陵门口买的。上面还有作者和开定陵的那教授的签名盖章⋯⋯
20、很早以前买的书，是次失败的考古工作，郭沫若等当时的御用文人，不懂考古，还瞎嚷这要挖乾
陵昭陵，一个定陵已经让他们千古罪人了
21、刚看完。。。。可惜了。。。。。。古老的中国。。。。。。传奇色彩的中国古老文化，惊叹之
余陷入沉思。。。。。。当我们在失去古老文化产物的时候。。。。。国人有几个会真正心痛。。。
。。
22、作为去十三陵之前的背景阅读~细节很丰富，把万历生前经历和发掘过程作为两条并行的主线同
时展开，但是语言风格太蛋疼，几乎完全是那一套意识形态的语言和矫揉造作的细节描写。
23、一本非常出色的考古纪实书，对定陵的发掘过程，还有对万历的人生，都会有个较细致的了解。
24、签名版
25、大一时大头借来 一直保存在我这里 当年她力荐 看完我也很喜欢
26、这本书对我影响甚大啊
27、历史造就一切，历史毁灭一切。失去的，永不再有；现存的，应该珍视。
28、历史介绍太多  不需要
29、看得我很纠结
30、一段有淚的歷史
31、介绍定陵发掘工作的同时，穿插着讲解了明史和一些考古知识。万历和文官集团，以及文官集团
内部的争斗耗尽了明朝的国运。当皇帝无法与文官集团合作，整个国家机器近于停滞而边患又起，改
朝换代就很难避免。
32、初一暑假吧？应该是的。印象最深的是张居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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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与其说定陵毁于保存不当，不如说它毁于那个荒谬无伦的时代。中国之耻，文明之哀。
34、96年第一次去北京旅游在定陵广场买的，只记得看完后感觉很难过，万历皇帝和孝端孝靖皇后被
以科学的名义发掘出来，最终挫骨扬灰。
35、我的第一本准考古类书，从此一发不可收拾⋯⋯当年看这本书竟然哭过，我果然悲天悯人，连看
这种东东都会哭~~汗，难怪当年在乾陵莫名其妙哭得稀里哗啦~~~难道我真有皇帝情结？？！！还是
对历史爱得深沉？？！！汗死
36、高中时代的阅读；来京近八年后才去定陵，复制品粗陋不堪。
37、考古纪实穿插明代史，可读性非常棒。
38、小时候在爷爷家看的，痛惜中国考古学
39、借鉴《万历十五年》的内容和观点太多了
40、98年签售本，还是小学五年级读的(⊙o⊙)⋯
41、痛心于那些惨毁于盲目无知下的珍贵文物。
42、小学五年级时看的。那个时候很迷万历和郑贵妃的爱情故事。咻咻。
43、记得那年，在明十三陵前，赵其昌老人亲在给我签了名字，读来，真觉考古深奥啊
44、最早是在电视上听说这本书的，但是一直没有看到有卖的，后来看了电子版，觉得还行
45、有一半内容是明史，对于已经熟悉的读者来说基本可以全部跳过，至于定陵文武和工作者所遭受
的浩劫，相比残酷的真相来说，还是太轻描淡写了点。
46、资料丰富
47、早在中学就想读的书，一直到十五年后才在上下班的地铁上，和等上菜的间隙里读完了。悲喜惊
怒，尽管时而上帝视觉来回穿越于明后期文革期，唏嘘唏嘘，很多古物是无缘得见了。所以无比不耐
去读中国近代史。
48、哈哈，俺娘狂爱这书
49、好书，看了此书后方才对十三陵有了别样的情感
50、请司马南、胡锡进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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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书评

1、最近盗墓类小说泛滥,与那些胡编乱造相比,还是看看纪实类的文字更有意义些.2001年春曾陪友人一
起游十三陵,那时候还没有写游记的好习惯,印象中就是走过长长地的通往地下的台阶,步入古老幽深的
地下玄宫，仅看到三口用白灰和水泥复制的朱红色棺椁,以及放置随葬品的朱红箱子,面对这些,没有神
秘的感觉,没有远古的气息，这些远不如地上部分的明楼、大殿、宝城壮大宏伟。这本书不但描述了开
挖定陵的前后考古过程,还描写了明朝兴衰史，尤其是万历帝执政期间的历史。我没有看过黄仁宇的《
万历十五年》，不知道他们笔下万历是否是以同样的面貌出现。重要的还在于描写了吴晗和海瑞极其
相似的遭遇。历史的海瑞，现实的吴晗，阴差阳错，三百年后纠缠在一起。不同的时代，相似的际遇
，死者为活者打开了心灵的闸门。一出《海瑞罢官》，成为“文化革命”的导火索。明陵的发掘是历
史学家、北京市副市长吴晗，他学生时代的宿愿，也是他建国以来鼎力促成文化事业方面的一件大事
。自从万历帝后的棺椁被毁之后，他就重新考虑发掘定陵的得失。当那个皇帝和两位皇后的骨架被腾
升的烈焰，顷刻化为灰烬的消息传来时，他才清楚地认识到，在10年前那场争论中，郑振铎、夏鼐两
位铮友的远见。此时，假如郑振铎、夏鼐出现在眼前，他会爬起来抓住他们的手说：“如果那时我能
看到今天，也许不会⋯⋯” 　　1955年10月3日吴晗召集郭沫若 沈雁冰 邓 拓 范文澜 张 苏在挖掘长陵
的申请报告上签名，请求对十三陵中的明朝统治者朱棣的长陵进行发掘。 朱棣是明朝开国皇帝朱元璋
的儿子，他在世时迁都北京，是十三陵的首陵，殉葬品可能多于其他陵墓。尽管遭到郑振铎、夏鼐的
反对“我国目前考古工作的技术水平还难以承担这样大规模陵墓的发掘工作，出土的古物在保存、复
原方面的技术也不过关，如此规模庞大的陵墓发掘和出土文物的保存，就连世界上技术先进的国家也
会感到头痛⋯⋯”但最终得到了周恩来总理的批准。由于长时间的没有找到线索，工作队决定把目标
重点放在“献陵”。“献陵”位于长陵西侧一华里的黄泉寺山下，埋葬着朱棣的长子朱高炽。陵园规
模较小，距长陵地域最近，入葬时间上前后紧接，从发掘工作考虑，如果试掘，以献陵最为合适。不
仅埋葬制度、地下建筑结构，必然有很多可供参考之处，试掘之后还可以直接把设施、人员拉到长陵
，工作、食宿解决起来都比较方便。于是对献陵开始了第一步工作：查阅史书，收集资料，实地勘察
，寻找线索。但近半个月的勘察仍无线索。定陵营建年代较晚，地面建筑保存得比较完整，将来修复
起来也容易些。万历是明朝统治时间最长的一个，做了48年皇帝，可能史料会多一些。定陵虽是明代
陵墓中建成较晚的一个，至今只有三百多年，但风雨剥蚀、战乱兵燹，使这座十三陵中仅次于长陵的
巨大陵园残破不堪。高大宽厚的朱红色外罗城早已荡然无存，陵墙两处倒塌，那辉煌地象征皇帝权力
与威严的黄色琉璃瓦大殿，只残存几排柱础石，似乎在向世间诉说着所经历的劫难。据史料记载，定
陵曾遭受过三次大火的焚烧，以至造成毁灭性的破坏。清军入关后，对明陵进行了大规模破坏，并放
火焚烧了万历帝的定陵和天启帝的德陵。清廷出于民族利益，对十三陵进行了修缮。经工作队考察，
所谓乾隆帝对十三陵的修缮，只是利用旧料，拆大改小而已，这在定陵的祾恩门、祾恩殿遗迹中反映
最为明显。而天启皇帝的德陵，史料虽记有修缮事宜，但实际并未动工。1989年8月21日，《北京晚报
》在头版头条位置报道了这样一条消息——明定陵考古历30年而完成。定陵挖掘后的三十年，才完成
对定陵的文物整理，学术报告的完成。遗憾！这一切，对为此付出心血乃至生命的挖掘、考古人员来
说，无疑是来得太迟了，他们中的许多人永远无法见到了。悲剧是从那一场运动开始了，风暴卷着狂
潮漫过十三陵，涌进定陵地下玄宫。火光骤起，三具尸骨和它的发掘者、保护者，顿时成为“专政对
象”。随着烈焰的升腾，中国考古史记下了最悲惨的一页——巨大的金丝摘木棺椁，它的消失和定陵
博物馆的成立，竟是在同一天进行的。在那段非常时期中，考古队队长赵其昌要躲在废弃的古墓里，
才能撰写定陵发掘报告。老专家的去世，不能不说是件憾事。但是，更大的遗憾则是三具尸骨的消失
。没有文化的农民为了保护文物不被破坏而失去生命；而愚昧和无知的博物馆讲解员却引导起一场焚
烧尸骨的“革命”。文物仓库保管员李亚娟李亚娟原是北京市一位普通的家庭妇女。1958年定陵出土
器物在神武门展览时，被临时招聘为解说员，以后便来到定陵博物馆负责仓库管理工作。在大多数人
失去理智的“文革”狂潮中，李亚娟始终以清醒的头脑，不惜代价以尽职责。　李亚娟只是一个具有
初中文化的女性，对于文物的保护与管理，则是出于职责的考虑，未必来源于对中国文化的深层认识
。十三陵，真是一处世间难得的好地方，不愧为皇家圣土。在这块古老神奇的土地上，叠刻着历史与
现实，过去与未来的印痕。每一座殿宇，每一座陵园，都是一部历史的画册，国家民族的兴亡盛衰，
帝王将相的悲欢离合，黎民百姓的喜怒哀乐，都在这里淋漓尽致地展示出来。这是一个浓缩的帝国，
大明帝国近三百年历史风情的总记录。穿越在这琉璃飞檐、苍松翠柏组成的历史画廊里，我们的心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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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分外沉重。一个曾经叱咤风云、呼风唤雨、改天换地的帝国，终于走向了衰亡；散落在这一隅之地
，令人不禁心怀怆然。除长、定、昭三陵尚存之外，其余诸陵当年辉煌的殿宇、磅礴的明楼、宏伟的
朱墙，已是残破不堪，满身疮痍，容貌全非。历史长河奔腾不息，飘荡跳跃的浪花总会消失。一切事
物来自自然，最后的结局也只能是重新回归自然。这是永恒的真理。看完书后，又下载了《考古中国
——定陵传奇》来看，相对来讲，虽然当时留下了影像资料，但关于这段历史仍很有限。任何一个帝
王都想不朽，没有什么可以不朽，所以人死后还是火葬好了，把骨灰撒到自己想长眠的地方。这样即
便日后世事变迁，也不会有被人掘墓挖坟了。
2、99年在上海偶然买的书，没想到对我产生重大影响。从此相信一定有适合我这样对历史爱好，却只
是爱好没机会也没能力读到浩瀚史料的人的普及本！书中平实的叙述，能看出做了非常多的工作。涉
及的明代，文革的史料扎实，一下子让我对教科书中晦涩的历史有了全新的看法。再也不看戏说和演
绎，历史本身很精彩。看到有些人把这本书和现在的盗墓一类的书相提并论，个人觉得完全不能一起
谈的。这本书中的记述是经得起考证的。因为是本书，我辗转北京，上海，深圳买了岳南几乎全套的
考古类的书，风格很像但明显还是这本花的时间最多，还是这本最好！
3、读这本书时还是97年，那时还没有网络也才能静下心来多看几本书，呵
呵http://www.douban.com/subject/1023188/
4、最近的日子，许是满清的大人们已经被压榨太多的缘故，很多的书籍或者电视不约而同把镜头瞄
准了有明一代。看了《明朝那些事儿》和湖南卫视的15多少年，加上最近盗墓的书籍挺火的，想起了
看过的这本老书。不知道万历在刨张居正祖坟的时候，估计是想不到自己会被以后的一级政府给“倒
斗”了吧？书写的满不错的，夹叙夹议，既有发掘的历程，也有后人的思考，尤其是第一篇就是，吴
晗在被自己的主子打入大牢，想起自己挖坟掘墓的报应，后悔不已，历史总是惊人的相似，有些意思
！
5、99年时去北京游览定陵后买的书，在回家的火车上把书一口气看完了，原来把尘封的历史逐渐揭开
是这么引人入胜的事情，使我印象深刻
6、　　当年直接参与定陵发掘的，不少人后来的情况都很糟糕，有的甚至未得善终。已知的情况是
，力主发掘的明史专家吴晗狱中自杀，死前头发被拔光，这都是大家知道的；起先反对发掘，后还是
积极参与、担负发掘指挥工作的郑振铎，在出访阿富汗和阿拉伯联合共和国的途中，飞机失事遇难；
开棺时的摄影师刘德安上吊了；考古专家白万玉晚年神志不清，脑溢血去世⋯⋯摘：帝后棺椁与七条
人命　　1990年秋，当我们来到定陵打捞历史的碎片时，听到了一个恐怖而又令人不解的消息：当年
扔掉的棺椁被当地农民捡去，并有七人为它丧了命。　　1959年，万历和两个皇后的楠木棺椁，在定
陵博物馆办公室主任的指挥下，扔进宝城外面的山沟后，当天下午就被附近的农民一抢而光。大家见
到这块表面剥蚀、整体却完好如新的棺木，如获至宝。有一对年迈的夫妇，特地用这珍贵的楠木请人
打做棺材，以备后事。事情竟如此巧合，第一具棺木制成后，老伴蹬腿归天；第二具刚刚完工，老头
子也一命呜呼，前后不到半个月。　　老夫妻的突然去世，使知道底细的人大为震惊，这个故事也就
越传越神秘。然而，五个月后，一个更加神秘恐怖的故事又发生了。　　在捡棺木的公社社员中，裕
陵村农民××收获最大。棺木扔下宝城时，他正和老婆在陵墙外的山坡上劳动。他意识到这是难得的
好木料，于是立即行动，和老婆一起将宽大厚实的金丝楠木板一块块连拖带拉弄到自己地里。其他人
在他的启示下，这才开始了行动。　　××把木板拉到家中，立即找人做成了两个躺柜，端端正正地
摆在堂屋里。村人有的羡慕他发了一笔横财，有的则不无忌妒地警告说：“皇帝的东西不是随便可以
用的，要是没那福份，消受不起，还会搭上性命⋯⋯”　　这些话，××没放在心上，然而令人百思
不得其解的是，悲剧真的发生了。　　这是一个星期天的中午，××和老婆带着满身泥水收工回家时
，突然发现四个孩子不见了。他老婆的心“怦怦”直跳，冥冥中一种不祥的预感似乎在催促着她，顾
不上做饭，便急忙院内院外四处寻找呼喊。当夫妻俩转了一圈重新回到屋里时，蓦然发现躺柜边放着
四双小鞋。俩人只觉头部“嗡”的一声炸响，迅速打开柜盖，只见4个孩子相互挤压着，早已气绝身
亡。孩子们的手指根部渗出了血渍，柜壁布满了抓过的痕迹。　　警车鸣叫着开进裕陵村，闪光灯在
躺柜前“啪啪”闪烁。当地公安人员将4个孩子（3男1女，最大的12岁，最小的女孩仅5岁）的死因作
了详细分析后，得出“系缺氧憋死”的结论。　　我们来到裕陵村××家中，见一位身材高的汉子站
在院子中间，满头花白的头发遮掩着一张黑土似的脸，浓密的胡须像丛生的野草，呆滞的目光怔怔地
望着我们，竟看不出表情上的变化。　　当年那四个孩子死后，夫妻俩在短短的几年中又生了4个（
这次是3女1男）。令人悲叹和困惑的是，他唯一的儿子高中毕业不久，未能施展自己的抱负，却在一

Page 8



《风雪定陵--地下玄宫洞开之谜》

个静谧的深夜，趴在躺柜上神秘的死去。据说是因为用煤烧地坑，引起一氧化碳中毒而死。　　我们
走进屋里，一种恐怖、凄凉的情绪迷雾一样在心中升腾翻滚。潮湿阴暗的堂屋中，两个朱漆躺柜静静
地依墙而卧，俨然两副棺椁，令人毛骨惊然。××的妹妹见哥哥无力解释孩子的死因，便主动上前掀
开柜盖给我们讲述30年前那悲惨的一幕。她说：“在柜盖和柜壁之间有一个铁挂钩，柜盖盖严后可以
锁上，孩子们一定是钻进躺柜里打闹时，不料盖子自动落下，挂钩正好挂住。这样，任凭里边怎样叫
喊挣扎，也只有死路一条。”　　面对两个棺椁状的躺柜和近乎痴呆的××，一种莫名其妙的念头涌
上我们的心头：会不会因为这两个躺柜再生不测？当我们问××为什么不将躺柜扔掉，以免看着它伤
心时，他似乎没有听懂我们的问话，木然地望着，没有回答。他的妹妹说：“好多人都劝他扔掉，说
这柜子里附了鬼魂。我就不同意这点，这些迷信的说法不可信。我看一切都是命中注定。没有这个躺
柜，5个孩子也不一定能保住⋯⋯”　　转了一圈又回到命上。不知她所说的“命”算不算迷信。
7、利用周末的时间，读完了这本书，思绪不懂为何一下子就回到从前，书的最后，赵老那几笔真是
感人，唉，不幸生在共产朝。
8、品味周恩来“我对死人不感兴趣”这句话——《风雪定陵》读后感阎崇年老师的《明亡清兴六十
年》和当年明月老师的《明朝那些事》的有声读物我都听过了，忽然有了想看《风雪定陵》一书的念
头（这里插一句（《鬼吹灯》的书有人去把它做成有声读物，《风雪定陵》其实更应当被制成有声读
物，但是无人去做）。昨晚，在网上将《风雪定陵》找出来扫了一遍，只挑同挖掘有关，挑同领导人
有关的章节细细地看了看。一直看到今天凌晨二点半左右才将书扫看完。看后对周恩来的一句话很想
回味一下，在股市开盘前，我又将《风雪定陵》找出来，这回索兴将毛泽东和周恩来同定陵有关的文
字复制下来了。1958年，中央的领导先后去十三陵水库参加劳动。毛泽东来到朱元璋的四儿子明成祖
朱棣的长陵，在同身边的周恩来简断的对话后，周恩来问毛泽东，还去定陵吗？毛泽东的回答是“他
日再去吧”。说完他就钻入轿车走了。毛的突然改变参观定陵的计划，让许多人不解，也让毛成了新
中国领导人中唯一未进入定陵的人。这之后还有一件小事应当一提，有个负责文化和定陵博物馆的人
当面向周恩来建议，要在定陵明楼上挂一幅红军长征的图。此言一出，遭到了周恩来的讥刺：“我参
加过长征，我不会画，你们谁会画？”这位献计者若是知道毛泽东到了长陵而不去定陵时周恩来的想
法的话，那就是给钱、提干、或打死他都不会去献计的。如果说周恩来对上述那位未被提到名字的人
，是用了讥刺的话语的话，那他对当时的北京副市长吴晗说的话，则是有点令人背上直冒寒气的。吴
晗着急地问：“总理，您看这长陵发掘的事？”周恩来沉思片刻说道：“我对死人不感兴趣！”挖掘
万历的定陵，是周恩来签字同意的。一共花了40万元人民币。40万元人民币这在现在不算什么，一些
被抓的贪官上港澳用公款赌钱，输的钱就够把整个明十三陵翻几翻了。但是周恩来不糊涂，毛泽东连
看都不想看的东西，他是牢记在了心里。所以当吴晗追问长陵发掘的事时，周恩来给北京副市长一句
冰冷的话，“我对死人不感兴趣！”。书中没有再对吴晗听闻此言后的表情描写。也不用再作吴晗的
脸部特写了，就连我们读者都能感同身受了。周恩来的话，岂止是在谈一个长陵挖不挖的事，言外之
意早就超出了文物考古的范畴。联系吴晗写的《海瑞罢官》，周恩来岂肯再往这事里面参和。毛泽东
喜欢的事就做，他不喜欢的事就刹车，否则就是自讨没趣了。和这篇读后感无关的话是，秦皇陵等国
内一些还未开挖的墓，在不挖的话，里面的东西早晚都会烂光的，等科技先进到了能保护文物时再挖
，既不可能也没意义。还是早点挖吧。2009年1月20日星期二阿诈里周曙光领境外活动经费的线条容留
他人卖淫和容留他人造谣免费双色球2009年第09期预测《巫山神女》也成低俗画了吗？(本博讨厌联想
电脑, 联想把伪劣配件高价卖给不知情的用户，上过联想电脑的当,不欢迎使用联想电脑的用户看博客,
请联想用户自觉勿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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