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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长陵》

内容概要

《明长陵》主要内容简介：在我们伟大祖国首都北京的北部，有一处世界闻名的名胜古迹，这就是明
十三陵。明十三陵位于北京市昌平区的北部山区，距离北京城中心区约50公里。这里山清水秀、水土
深厚，自然景观幽美壮观、气势磅礴，因此被明成祖朱棣选中，作为皇朝的万年吉壤、陵室根基，在
这里营建了自己的陵寝——长陵。此后，又相继有明代十二位皇帝的陵墓在这里营建，形成了一处与
山水自然环境融为一体，布局主次分明，错落有致，规模宏大的帝王陵寝建筑群。人们因此通称这里
为“明十三陵”，或“十三陵”。作为中国古代帝王陵寝的杰出代表作品，明十三陵在历史、科学和
艺术方面具有非常重要的研究和观赏价值，因此，早在1961年即被国务院公布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
位。2003年，经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遗产委员会审议通过，又作为世界文化遗产“明清皇家陵寝”
的扩展项目列入《世界遗产名录》。从此，明十三陵不仅是全中国人民的，也是全世界人民的宝贵财
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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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长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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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长陵》

章节摘录

　　第一章　概说明帝陵　　我国古代的墓葬文化源远流长，内容博大精深，丰富多彩。特别是帝王
级的陵墓，因墓主社会地位至尊至贵，以及受当时宗法礼制、追求墓葬防盗耐久、讲究风水择吉而葬
等诸多因素的影响，使其不仅在建筑规模的宏大方面远胜人臣墓葬，而且更富于神秘莫测的特点。　
　明朝是我国封建社会后期的一个统一王朝。从1368年创建到1644年灭亡，统治中国长达277年之久。
明朝的建立，结束了元朝蒙古贵族对中原各族人民的统治，帝王的丧葬礼俗也由元朝沿用蒙古习俗不
建陵寝的“潜埋”方式，重新恢复为中原沿袭数千年之久的山陵墓葬形式。　　明朝的帝王共有16位
，其中仅第二帝惠帝朱允炆（明太祖朱元璋之孙，年号建文）因叔侄皇权争战。宫中起火，下落不明
，没有陵墓，其余15帝均有陵墓保存至今。太祖朱元璋开国后称帝南京，所以他的陵墓--孝陵就建在
了南京城外的钟山脚下；景泰帝朱祁钰由于英宗复辟后被废为郧王，死后以王礼葬于北京西郊的金山
，成化年间宪宗为他恢复帝号，王坟因之改为帝陵，时称景皇帝陵寝；其余工3位皇帝全部葬在了北
京城北的天寿山脚下，形成了一处规模宏大的帝陵墓葬群，人们因此合称其为“明十三陵”，或简称
为“十三陵”。此外，还有明太祖朱元璋父母的陵墓，在安徽凤阳，名为“皇陵”，朱元璋祖父母、
曾祖父母、高祖父母的陵墓，在江苏盱眙，名为“祖陵”，明世宗朱厚熄父母的陵墓，在湖北钟祥，
名为“显陵”，也都是按照帝陵规制营建或改建的（图1）。　　十三陵位于北京市昌平区辖区内的
北部山区，南距首都北京中心区约50公里，陵域面积达80余平方公里。巍巍燕山山脉自西北逶迤而来
，在陵域周围形成天然屏障。环山之内，是洪水冲刷而成的小盆地，山壑中的水流在平原中部交汇后
曲折东去。绿树浓荫之中，一座座红墙黄瓦的陵园建筑檐牙高啄，金碧辉煌，坐落在东、西、北三面
的山麓上。　　其中，明成祖朱棣的长陵位于北面正中位置，其余各陵分列左右，整体布局庄严和谐
，宾主分明，在青山碧水的掩映下显得格外肃穆幽雅。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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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长陵》

编辑推荐

　　《明长陵》揭开皇家陵寝神秘面纱，掀起明史研读热潮。

Page 5



《明长陵》

精彩短评

1、我竟然是这本书在豆瓣的第一位读者，是我的气质跟豆瓣太不搭了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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