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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西明代藩王墓》

内容概要

上世纪50年代以来，江西发现了近50座明代藩王系墓，其中有第一代藩王宁献王、淮靖王、益端王及
其王妃墓，也有世系王墓、郡王墓、镇国将军墓、辅国将军墓、奉国将军墓，还有郡主、县主及仪宾
墓。无论从数量上和多等级方面均是全国其他封藩地的考古发现不可比拟的。然而这些墓葬大多被盗
挖，经过考古发掘的墓葬，也属于严重被盗后的抢救性发掘清理。本报告收录的珍贵的文字和图片资
料，多为首次发表。报告的编写体例按江西三藩分封先后排列，即宁王系、淮王系、益王系。各藩王
系按入葬年月先后排序，并尽量将有承袭关系的家族墓排列其后，使之传序更为清晰。
本报告收录的考古资料十分珍贵，对于研究明代藩王的历史以及明代的分封制度具有较高的学术价值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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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插图目录
图版目录
彩版目录
前言
一 宁藩王系墓
 (一)宁献王朱权墓
 (二)宁惠王朱磐炕墓
 (三)新昌王妃葛氏圹志
 (四)镇国将军朱觐*墓志
 (五)乐安昭定王朱奠垒暨妃宋氏合葬墓
 (六)乐安昭定王妃钱氏墓志铭
 (七)乐安辅国将军夫人卢氏墓
 (八)端简王妃江氏墓
 (九)宁康王朱觐钧及妃徐氏合葬墓
 (十)宁康王次妃冯氏墓
 (十一)宁康王女菊潭郡主墓
 (十二)仪宾李廷用墓志铭
 (十三)镇国将军母刘氏墓
 (十四)康僖王朱宸浍圹志
 (十五)阌乡县君圹志铭
 (十六)奉国将军朱宸涤夫妇合葬墓
 (十七)奉国将军朱宸涪偕淑人陈氏次室恭人张氏合葬墓
 (十八)宜春怀简王孙辅国如夫人丁氏墓志铭
 (十九)宜春怀简王孙辅国夫人钟氏墓志铭
 (二十)黎城郡君江氏墓志铭
 (二十一)镇国将军朱觐钏墓志铭
 (二十二)辅国将军朱宸淌墓志铭
 (二十三)辅国将军朱宸淌妻张氏墓志铭
 (二十四)辅国将军朱宸泽墓志铭
 (二十五)辅国将军朱宸泽妻张氏墓志铭
 (二十六)辅国将军朱拱禄墓
 (二十七)奉国将军朱多灿暨妻陈氏墓志铭
 (二十八)奉国将军叶山主人妣淑人刘氏暨妣太恭人万氏合葬墓
 (二十九)进贤县主朱氏圹志铭
 (三十)庄僖王朱宸油妻裘氏墓志铭
 (三十一)镇国将军朱拱椓刘夫人圹志铭
 (三十二)皇明管理府弋阳端惠王次妃孙氏墓
 (三十三)镇国将军朱宸潽妻谢氏墓志铭
 (三十四)瑞昌府奉国将军坚白墓志铭
 (三十五)瑞昌荣安王镇国将军松鹤主人暨夫人合葬墓
 (三十六)辅国将军朱拱棱墓志铭
 (三十七)临川王府朱奠坳圹志
二 淮藩王系墓
 (一)淮靖王朱瞻块圹志
 (二)淮靖王朱瞻墺妃萧氏圹志
 (三)淮康王朱祁铨及妃崔氏圹志
 (四)淮恭王朱载*圹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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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益藩王系墓
 (一)益端王朱祐槟夫妇合葬墓
 (二)益庄王朱厚烨夫妇合葬墓
 (三)益藩铜陵恭简王朱载壤圹志
 (四)益恭王朱厚炫墓
 (五)益宣王朱翊矧夫妇合葬墓
 (六)益藩淳河王朱常内夫妇墓
 (七)益藩典仪所礼官邓显台墓志铭
 (八)益国群牧所昭信尉王槐亭墓志铭
 (九)益藩罗川王族墓
 (十)益藩淳河怀僖王妃江氏墓
 (十一)益定王朱由木夫妇合葬墓
四 有关问题的探讨
 (一)朱权墓前居宅构建及其原因
 (二)江西明藩王有关葬制
 (三)值得探研的葬物
 (四)明藩江西宗室文化与经济活动
附录
 (一)宁献王朱权生平史料辑录
 (二)益端王朱裙槟生平史料辑录
 (三)益端王墓碑
 (四)益庄王神道碑
图版
彩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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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西明代藩王墓》

精彩短评

1、绝美 南城县 益王
2、写了实在太简单
3、略简，个人对历史的追思终究无法与时间抗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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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西明代藩王墓》

精彩书评

1、&lt;图片3&gt;时间：2010-02-20 书名：《江西明代藩王墓》章节：《朱氏八支宗谱·宁献王事实》
小节：荒谬之荒谬1、从各藩王封地可见，大多为守护北方边境（）。从地理上来看，宁王不但是防
卫第一链条，而且深入蒙古草原腹地。若北平宣府大同等第2链条稳固，第1链条无碍，可以在草原上
自由驰骋，甚至可以做进攻力量。如果北平宣府等第2链条出问题，那么大宁就是最凶险之地，好在
明朝初立，兀良哈各部安稳。&lt;图片1&gt;2、有宁王在草原腹地驰骋，对北平宣府等第2链条壁垒的
安全才有了更好的保障，因此宁王与诸王之间的关系互不可缺。靖难之役虽然保证了明王朝的延续，
但是由于燕王防内变而调宁王于江西，将大宁放弃，产生了两个后果：一是，战术防御体系的失效：
放弃了太祖制定的宁王与诸王之间的立体防御体系，等于为后世明朝的灭亡和中间数次游牧和渔猎文
明之间的冲突留下伏笔。一是，丧失国土，失去东北有效控制权：放弃大宁之后兀良哈成为独立的整
治势力，客观上使辽东到外兴安岭大片土地孤悬国土之外，而丧失了控制能力。也导致了东北地区的
第3势力女真人兴起成为可能。3、燕王解决内部隐患将宁王调江西的手法与太祖藩王守边的政策虽然
内容相反，但是最后的结果都是留下了各自颠覆其初衷的重要隐患。4、宁王塞外耕、书、勤俭，二
十一岁作《家训》，靖难之时，多谋、重情而无手腕。若可以违反正常认识事物规律的原则，以结果
来看。宁王善于治国，但立国魄力还是燕王略更胜一筹。与能力无关而在心性。宁王善谋，燕王善战
，或许还应该加上，燕王霸气和勇绝宁王不比。http://www.douban.com/note/135742380/ 图片宁藩资
料http://www.douban.com/note/135437889/ 『迷』明代藩府著述辑考、近二十年来国内学界对于明代宗
藩的研究综述、清疏旷放的林下风致图片资料http://www.douban.com/photos/album/38587722/　『迷·
一个人的历史⋯⋯』书影 http://www.douban.com/photos/album/43125446/　『迷·一个人的历史⋯⋯』 
宁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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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西明代藩王墓》

章节试读

1、《江西明代藩王墓》的笔记-第192页

        明初一统，宁王这样的无数英雄人物辈出，但守恒只能是一时，变才是永恒不变的自然之道。

碑文中，在宁王的笔下，地理上对农耕文明没有经济利用价值的阴山和辽水才是游牧民族应该去的地
方。

因此，明朝的疆域心理版图（土地的边界）依然是固守蒙古高原以南，以阴山和辽水为界限。以农耕
文化心理为基础。这两处去年8月西、东两次行程充分领略了阴山高丛之上还有浩浩蒙古高原，辽水
之东还有千山万壑。

4000年前亚欧大陆上的气温骤降，使北方高原和草原上的人们从农耕走向游牧和渔猎。南方继续堆筑
家园发展农耕文明。

地理+物候——决定了人类不同文明存在形式的基础；
战争——强化了不同文明之间的界限；
时间的交融——奠定了超越一切障碍的可能。 

2、《江西明代藩王墓》的笔记-第191页

        
言无言之言，是为记

3、《江西明代藩王墓》的笔记-第191页

        言无言之言，是为记

4、《江西明代藩王墓》的笔记-第190页

        
1、从各藩王封地可见，大多为守护北方边境（）。从地理上来看，宁王不但是防卫第一链条，而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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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入蒙古草原腹地。若北平宣府大同等第2链条稳固，第1链条无碍，可以在草原上自由驰骋，甚至可
以做进攻力量（见：http://book.douban.com/annotation/11439601/）。如果北平宣府等第2链条出问题，
那么大宁就是最凶险之地，好在明朝初立，兀良哈各部安稳。

2、有宁王在草原腹地驰骋，对北平宣府等第2链条壁垒的安全才有了更好的保障，因此宁王与诸王之
间的关系互不可缺。靖难之役虽然保证了明王朝的延续，但是由于燕王防内变而调宁王于江西，将大
宁放弃，产生了两个后果：
一是，战术防御体系的失效：放弃了太祖制定的宁王与诸王之间的立体防御体系，等于为后世明朝的
灭亡和中间数次游牧和渔猎文明之间的冲突留下伏笔。
一是，丧失国土，失去东北有效控制权：放弃大宁之后兀良哈成为独立的整治势力，客观上使辽东到
外兴安岭大片土地孤悬国土之外，而丧失了控制能力。也导致了东北地区的第3势力女真人兴起成为
可能。

3、燕王解决内部隐患将宁王调江西的手法与太祖藩王守边的政策虽然内容相反，但是最后的结果都
是留下了各自颠覆其初衷的重要隐患。

4、宁王塞外耕、书、勤俭，二十一岁作《家训》，靖难之时，多谋、重情而无手腕。若可以违反正
常认识事物规律的原则，以结果来看。宁王善于治国，但立国魄力还是燕王略更胜一筹。与能力无关
而在心性。宁王善谋，燕王善战，或许还应该加上，燕王霸气和勇绝宁王不比。

Page 8



《江西明代藩王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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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ushu000.com

Page 9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