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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皇陵埋藏的大清史》

前言

中国人的传统观念是，生前住阳宅，死后灵魂住阴宅。所谓阳宅，对于平民来说就是自己的家院；对
于皇家来说就是皇宫。所谓阴宅，对于平民来说就是坟墓；对于帝王来说就是陵寝。    清朝皇帝和以
往历朝封建帝王一样，凭借自己至高无上的权力和无与伦比的财富，在生前营建了规模宏大、气派豪
华的皇宫，如秦始皇的阿房宫、明清时期的紫禁城，享尽了人间的荣华富贵。为了死后能够在另一个
世界里继续生前的享乐，同时也是为了推崇皇权、荫及子孙，皇帝们营建了规模庞大、堪比皇宫的阴
宅——陵寝。    在中国的殷周时期，人死入葬后地面上是没有坟头的，也不栽种树木，称为“不封不
树”。那个时期，即使贵为帝王也是如此。地面上的坟头，最早出现于春秋时期，普遍实行于战国时
期。真正将帝王的坟墓称为“陵”，则是在战国中期，在公元前335年左右。    ‘    在中国的陵寝史上
，先后有三个辉煌时期。第一个辉煌时期是秦汉时期。这一时期陵寝的特点是封土高大，呈覆斗状，
圹室宽大豪华。秦始皇陵是这一时期的代表。魏晋南北朝时期，由于战乱不断，政权更替，社会秩序
混乱，经济遭到严重破坏，帝王陵寝多被挖掘，致使许多帝王实行薄葬，陵寝规模也较小，这一时期
是陵寝的衰退时期。第二个辉煌时期是唐朝。这一时期陵寝的特点是因山为陵，以自然山丘为封土，
在山腰开凿墓室。这一时期的代表陵寝是唐太宗的昭陵。唐朝十八陵横跨关中六县，绵延300里，展现
了大唐盛世的雄浑气势。到了五代十国时期，诸侯割据，唐朝时期的统一局面被打破，战争连年，民
生凋敝。统治者们忙于战争，无暇顾及陵寝，也没有足够的财力营建规模巨大的陵寝。到了两宋时期
，社会秩序虽然相对稳定，经济也有所恢复，但国力始终不强，又不时受到北方入侵者的威胁，战争
也时有发生。加之宋朝实行皇帝死后建陵，七个月入葬的制度，这就决定了宋朝陵寝的规模不会很大
。元朝则实行深埋，地表不留任何痕迹的做法。因此说，五代十国至元朝是陵寝的收缩时期。在经过
了400年的低潮之后到了明清时期，陵寝制度出现了第三个辉煌时期。明太祖朱元璋对以前的陵寝制度
作了重大改革，主要有以下四点：    一、将封土，即坟丘，由覆斗形改为圆形或长圆形。    二、陵院
由方形、坟丘居中，改为前后多进院落，封土居于最后一院的格局。坟丘改称宝顶。    三、取消寝宫
，扩大献殿。取消宫人留宿以昼夜服侍墓主人的制度。    四、依山建陵，坐北朝南。    经过这一系列
的改革，从此出现了一个崭新的陵寝制度。    清朝入关以后，摒弃了关外的陵制，仿照明陵，同时也
有创新和发展，在关内相继营建了规模宏大、制度更臻完备的两大皇家陵园，即清东陵和清西陵。无
论是明十三陵，还是清东陵、清西陵，与以往历朝皇陵相比，最大的区别和特点是：众多的陵寝都建
在一个统一的区域内；有共用的石牌坊、共用的陵园总大门、共用的陵园围墙；首陵居于陵山的主峰
之下，处于全陵园最尊贵的位置；首陵神道尽管弯弯曲曲，但总是曲不离直，最后通到陵园总大门—
—大红门，从而成为整个陵园的中轴线；各非首陵的神道又分别与首陵神道相接，形成一个枝状的神
道网。这些特点是以往历朝皇家陵园所不具备的。特别是清东陵和清西陵又有明十三陵所不具的特点
，即将同一朝的皇帝陵、皇后陵和妃园寝建在一起，形成了一个相对独立的区域。在这个区域内，以
皇帝陵为主，皇后陵和妃园寝为辅，尊卑、隶属关系分明。    帝王的阴宅就是皇陵。清朝是中国长
达2000多年的封建社会的最后一个王朝，因而清朝的皇陵就成了中国皇家的最后阴宅。    清朝入关前
的皇帝和被追尊为皇帝的祖先葬在关外的今辽宁省。入关后的10个皇帝都葬在了关内的清东陵和清西
陵。清东陵和清西陵是我国现存规模宏大、保护最完整的中国帝王陵园，都建在河北省境内，一个在
北京东面的遵化，另一个在北京西面的易县，距北京都只有130公里左右，坐汽车两三个小时便可以到
达。清东陵和清西陵早在1961年就已确定为全国第一批重点文物保护单位，清东、西陵和关外三陵又
都荣登《世界遗产名录》。然而许多国人对这些国宝级的文化遗产，却茫然不知。对于这些人来说，
凡一提陵园，言必称十三陵，似乎中国的封建帝王都埋在了十三陵。我经常进京，无论到商店买东西
还是住宿，几乎每次开发票时，工作人员问我的单位名称，我说清东陵时，他们十有八九都表示不知
道这个地方。我问他们：“知道康熙、乾隆、慈禧吗？”他们都毫不迟疑地说：“当然知道”。我说
这些人都葬在清东陵了。他们都认为这些人都葬在北京明十三陵了。    我在清东陵工作了30年，一直
从事清陵的研究工作。曾亲身参加过裕陵地宫、慈禧陵地宫、容妃（香妃）地宫、纯惠皇贵妃地宫的
清理；探视过诚嫔地宫、果郡王园寝内的永礤、绵从的地宫、保圣夫人地宫、果亲王允礼的地宫；亲
手整理过慈禧的遗体；亲身找到了香妃的头颅骨，对清东陵和清西陵及关外清陵进行过多年的实地考
察。我从1977年开始到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查阅清宫档案，一直到现在，掌握了大量的第一手资料。  
 本书对关外清陵、清东陵和清西陵分别进行了介绍。书中介绍了陵寝的选址、营建、规制、内葬人物
、掌故，均以正史和清宫档案为依据，并结合实际现场调查，同时对野史、民间传说也予以介绍。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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别是对当前社会上和影视剧中不正确的说法进行了匡正。对于清东陵和清西陵共有的内容，如机构、
行宫、庙宇、祭祀、礼仪、保护、加入世界遗产等则统一进行了介绍。限于笔者的水平，书中的不妥
之处在所难免，恳请广大读者指正。    徐广源    2011年6月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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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皇陵埋藏的大清史》对关外三陵、清东陵和清西陵分别进行了介绍。书中介绍了陵寝的选址、营建
、规制、内葬人物、掌故，以正史和清官档案为依据，并结合实际现场调查，同时对野史、民间传说
也予以介绍和澄清。特别是对当前社会上和影视剧中不正确的说法进行了匡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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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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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简单的祭祀——展谒礼
清明节，皇家也扫墓
大祭礼
小祭礼
祭品样色
第三十四章  清东西陵的被盗和新生
清东陵的被盗
清西陵的被盗
陵寝的保护及地宫的开放
清陵荣登《世界遗产名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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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   插图：   ◎会发声的石桥 清东陵的石桥有百余座之多，有拱桥，有平桥；有带栏杆的、有
带栏板的；在拱桥中，有七孔的，有五孔的，有三孔的，还有一孔的。真可以说是形式多样，种类繁
多。在清东陵的百座石桥中，当以孝陵的七孔拱桥最著名。 孝陵七孔拱桥全桥长110米，宽9.08米。桥
面两边的石栏杆有栏板132块，望柱134根，火焰式柱头。桥下有7个巨大的拱券式桥洞，远远望去如玉
龙卧波，长虹经天，十分雄伟壮观。它是清东陵桥面最长、桥孔最多的拱桥。然而它之所以闻名遐迩
，既不在于它拥有最长的桥身，也不在于它具有最多的桥孔，而在于敲击一下这座桥的栏杆，就能发
出钟磬般的声音。尽管每块栏板的形制相同，大小一样，同一石质，然而发出的声音却不相同，有的
清脆响亮，有的婉转悠扬，还有的浑厚低沉。我国古代音乐分“宫、商、角、徵、羽”五音，因此有
人就把孝陵七孔桥称为五音桥。 这座桥用的是什么石料？为什么会发出声音？该桥的石料既不是名贵
的汉白玉，也不是坚实的艾叶青，更不是粗硬的豆渣石。从表面看，该桥石料并没有什么新奇之处。
据有关部门初步化验得知，该桥的石料中含有50％的铁质方解石，当地人把这种石叫响音石。大概这
就是石桥能发声的缘故吧。究竟是不是这个原因，还有待于科学工作者进一步研究、考证。 笔者通
过30年来对清东陵的实地考察得知，能够发出声音来的，不只是孝陵的七孔桥，孝陵的五孔拱桥、三
孔拱桥也都能发出声音。而且孝陵华表下的石栏杆也是如此。在一般情况下，每座新建的陵寝，所用
的石料都是一样的。按照这个理论推断，凡是孝陵初建时的原装石料都能发声。可是事实上并不是这
样，有的能发声，有的就发不出声音来。这是怎么回事？通过对这些石料进行详细地观察考证，发现
凡是不能发出声音的，都是后来维修时更换的新石料，与原来的不是同一种石质。孝陵石料能发声堪
称一绝。 当我们在清晨或夜幕降临之际，漫步于松柏成荫的东陵古建群之间，敲击一下五音桥的石栏
杆，仿佛听到了佛山古刹中传出来的晨钟暮鼓之声，颇有一番怀古之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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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短评

1、读了一部分. 不错.将会认认真真地阅读.
2、看过徐广源的书，比较喜欢他写的书，他亲自参加了有关陵墓的发掘工作，书很真实。
3、里面的插图是我最喜欢的，很棒！！！推荐
4、通过这本书对大庆的皇陵有了比较全面的了解，真不错。
5、好书.丰富了自己.
6、内容比较全面的书
7、内容涵盖大清国全部皇陵，但讲得却不精细。
8、内容太肤浅，就跟一本介绍景点的导游手册差不多，这个银子花的不值。
9、徐广源的书买了许多，这本先粗略翻了一下不错！
10、不错，一看题目就想看
11、历史迷的最爱
12、书很好看，喜欢历史，喜欢考古，不错
13、看目录感觉不错就买了
14、读历史，乐趣无穷
15、就是觉得图片好少 还有分的段落不是很清晰  想看的找了一会
16、一直觉得徐老师的作品不错。
17、对大清又有了很多的了解
18、书是很好的，关键是觉得作者严谨认真，写出来的东西有理有据。有这样的作者也是读者之福。
唯一的缺憾在于图片不是彩色的，但并不影响阅读。很赞
19、作者的园寝方面书籍都很好吧。
20、看着像是库存了很久的那种= =要命
21、下午六点左右下单，第二天上午就到了！物流很快!
22、一向喜欢各种陵墓，喜欢去逛也喜欢去研究，去听它们的故事。去过清西陵，还没去过东陵，在
书店看到了这本书，厚厚的一本，图文并茂，而且作者也比较权威，满意。
23、书读了一半，真长见识。学到了很多东西
24、喜欢历史的朋友千万不能错过
25、皇家生活，揭秘不为人知的历史细节
26、以几个皇帝的皇陵为入手点 讲述了历代皇帝的生前事 
27、篇幅再长点就好了
28、通过一座座冰冷的陵寝将整个大清史帝后部分鲜活的展现出来，可以说是了解清史的入门级读物
。喜欢作者不妄下结论的治史作风，遇到谜团，解答的方式是列出诸种可能和传闻，由读者自行判断
。而不是主管地提出论断，贻误他人。通过这本书对褚英和乌喇那拉皇后产生浓厚兴趣，想就这些题
材写写小说。
29、非常感兴趣的内容，一定会好好阅读的！
30、所以看一看就知道下面了
31、内容非常充实，很有意思，对于培养对清朝的兴趣、了解古代丧葬制度非常有帮助。真体会到了
最后一个封建王朝的魅力所在。非常不错，纸张很好，排版也很规矩，厚厚的一本，值得购买
32、我想说，第一次在当当购书，书及时收到~但是！这本书明显的被压皱了，边缘有些微破损，感
觉像是二手书，没有塑料外皮包装，这是因为双十一的缘故的吗请问？还是因为书降价了所以就怠慢
了我们这些消费者啊？失望了~
33、书很哈哦，还没来得及看
34、之前在图书馆读过，然后买回来，这本书是可以了解到很多清朝id历史，值得学习，以史为鉴、
、、
35、徐老师的书总是不会让我失望，印刷很好，如果是彩图就更好了，老师加油~
36、个人不是很喜欢！
37、这书和徐老师之前出的大清皇陵差不多，大清皇陵虽然少了关外三陵，但其它的资料内容更多，
哈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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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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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