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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动发掘的
唯一帝王陵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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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列报道⑦

先问大家一
个问题，我国古代
一共出现了多少
个皇帝？如果从
公元前 221 年嬴
政称帝开始算起，
到1912年溥仪退
位宣告中国帝制
的 结 束 ，在 这
2132 年 的 时 间
里，大大小小一共
出现了 422 位皇
帝（当然也有其他
的说法）。这么多
的皇帝，他们或许
治国有方，或许荒
淫无度，死后都被
埋葬在了精心挑
选的风水宝地之
中，形成了我国独
特的帝陵文化。

在如此众多
的帝陵之中，有一
座陵墓尤为特殊，
它是中华人民共
和国成立后第一
座、也是唯一一座
经由考古学家主
动发掘的帝王陵
墓，它就是明十三
陵中的定陵——
万 历 皇 帝 的 陵
墓。定陵发掘于
20世纪50年代，
受限于当时的历
史条件，以及技术
水平的不完善，定
陵出土的文物没
有得到很好的保
存，导致很多珍贵
文物损毁。也就
是在定陵发掘之
后，考古学界才有
了“不主动发掘帝
陵”的规定。

今天，定陵的
地宫已经成了著
名的旅游景点，还
能进入参观，但现
在大家眼前的那
个地宫，早就不是
万历皇帝下葬时
的样子。定陵在
发掘过程中有哪
些不为人知的故
事呢？“不主动发
掘帝陵”的规矩又
是怎么来的？让
我们一起回到现
场去一探究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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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7年5月，考古队
终于挖到了陵墓的外墙
——金刚墙。整座墙高
8.8米，厚1.6米，由4层石
条铺就，石基上方用了56
层城砖和灰浆砌成。最
让人兴奋的是，在金刚墙
的中央有个砖砌的梯形
券门，上窄下宽。大概率
来看，这就是400多年前，
万历皇帝下葬时的入口。

考古队从券门最上
面的几层砖开始拆起，很
快，金刚墙就被打开了一
个缺口。我国古代的各
种野史中，流传着各种关
于墓葬机关的传说，什么
暗箭、飞刀、毒气、陷阱
等 ，绘 声 绘 色 ，惟 妙 惟
肖。在这之前，还没有人
真正进入过古代帝王陵
墓，里面究竟是什么情
形，到底有没有机关，每
个人心里都没谱。

谨慎起见，副队长白
万玉决定先派一位同志
进入地宫看看情况。但
是 派 哪 一 位 同 志 进 去
呢？这就得考虑到多方
面的因素了：首先，这位同
志肯定要年轻力壮，万一
真有危险，跑得也快；其
次，还得有经验，能处理各
种突发情况；最后，胆子得
大。思来想去，白万玉最
后选中了庞中威。

多年之后，庞中威回
忆起当初的情形，仍然历
历在目。在进去之前，考
古队给庞中威做了很多
保护措施，不仅戴了防毒
面具，腰间还系了一根长
绳，另一头由洞口的人紧
紧攥着，万一有危险，就
赶紧往回拉。

下去之后，庞中威
弯着腰，躬着身，精神高
度集中，只听见脚落之
处，有“嗦嗦”的响声，后
来才知道，这些响声是由
地上散落着的腐木发出
的。当初将万历的棺木
搬进陵寝的时候，因为太
过沉重，工人们就想出了
一个办法，先在地上铺一
层圆木，通过滚动的方式
来搬运，达到四两拨千斤
的效果。三百多年过去
了，当初的圆木早已腐
朽殆尽，所以踩上去才
会有如此声音。

经过一番检查，墓内
什么事情也没有发生，于
是白万玉又派了几个人下
去。大家借助手电光，在
黑暗中慢慢向前探索。突
然间，有队员喊道：“地宫
门！”只见光亮的尽头，两
扇洁白如玉的大石门兀自
矗立在人们面前。
文图来源《围观考古现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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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到定陵的发掘，我们
不得不提到长陵。起初，考古
学家要发掘的帝陵是长陵，可
调查一开始便陷入了困境。
这是一次科学考古发掘，而不
是像孙殿英盗掘清东陵那样
的野蛮发掘，所有流程必须严
格按照考古程序来，考古学家
要尽可能先找到通往地宫的
隧道，在保证整个墓葬形制完
好的前提下进入地宫。所以
这第一步，就是通过勘探，找
到长陵的地宫入口。

长陵是明成祖朱棣的陵
墓，是十三陵的首陵，其规模
也是十三陵中最大的。考古
人员围着陵墓的宝城、宝顶
忙活了好几天，连个地宫的
影子都没找到。这里插一
句，所谓的“宝城”“宝顶”，是
古代陵墓的专业术语。明代
的帝王陵采取的是封土形
式，地宫之上堆成一个高高
的土堆，四周再砌上高大的
砖城，城墙上还设有垛口和
女墙，像一座小城，所以被称
为“宝城”。高大的封土远远
望去，就像突出的圆顶，因此
又被称之为“宝顶”。

一筹莫展之际，发掘委
员会迅速作出对策，决定先
找其他皇陵试掘，积累经验，
再向长陵发起冲击。1955年
11月23日，著名历史学家吴
晗向国务院作了汇报，提出
将永陵作为试掘的陵墓。

他在报告中写道：鉴于长
陵已有600余年历史，很可能
地层已发生变化，土壤产生淤
积等情况，建议正式发掘前，
进行一次科学勘测。根据勘
测结果和我们所掌握的资料，
先在永陵进行部分试掘，以便
积累经验，拟定开发长陵的详
细计划。

永陵是明朝第十一位皇
帝世宗朱厚熜，也就是嘉靖
皇帝和陈氏、方氏、杜氏三位
皇后的合葬陵寝。由于嘉靖
皇帝在位时间长达45年，所
以永陵修建时间也很长，其
规模在十三陵中仅次于长
陵，保存情况较好。

可是，对永陵的勘探工
作依然一无所获。无奈之
际，“长陵发掘委员会”决定
将发掘目标转向定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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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陵是明代万历皇帝朱翊钧
的陵墓。在22岁时，万历就开始
修建自己的陵墓，前后历时六年
时间才完工。史料中记载，“给事
中惠世扬、御史薛贞巡视陵工，费
至八百余万云”，也就是说，修建
定陵总共花费了白银八百多万
两。这什么概念呢？万历中期，
当时全国每年的赋税收入大概在
白银四百万两左右，造一个定陵
竟然用去了当时全国两年的赋税
总收入。定陵虽然历史上曾遭受
过三次大火，但一些地面建筑仍
然保存了下来。通过这些地面建
筑，考古人员推测，或许能够找到
陵墓构造的线索。

几经波折，那一天终于来
了。当队员们勘探到宝城的一角
时，队长赵其昌突然发现，在离地
面三米多高的城墙上方，有几块
城砖塌陷下来，露出一个直径约
半米的圆洞。由于当时没有梯
子，附近又找不到大块石头和木
料，队员们便搭人梯上到了洞
口。经过观察发现，这个洞口像
是券门的上端，光照处可辨别砖
砌的痕迹。往里挖了一段时间，
突然有一位工人发现，其中一块

砌在墙里的石条上，赫然刻着三
个大字：“隧道门”。

果不其然，往下挖了十多天
后，发现了一个券门。为保证陵内
的安全，考古队决定不将券门拆
通，而是在第一条探沟的延长线
上，挖开了第二条探沟。万万没想
到，正是这个决定，使考古队让关
键证据在眼皮底下溜走了，从而多
走了很多弯路。

第二条探沟整整挖了一个多
月，却始终没有新线索出现。于
是，主持发掘的中国现代考古学
奠基人夏鼐决定加深探沟。一
天，一个参与挖掘的民工，意外地
发现了一块带有刻字的小石碑，
碑上刻着16个字：此石至金刚墙
前皮十六丈，深三丈五尺。

短短 16 个字，却至关重要。
这句话的含义简洁明了：只要再
往前挖16丈，深3丈5尺，就能挖
到金刚墙了。明朝人把地宫的
墓墙称为金刚墙。所以这块墓
碑，等于是明确提示了地宫的具
体位置。

为什么墓边会出现这种类似
于“指路”性质的石头呢？这不等
于是给盗墓贼提供方向了吗？这
就得说说明代的陵墓制度：明代，
比较讲究帝后合葬，也就是皇帝
和皇后死后葬于一处。可人的生
死是不能控制的，有个先后顺序，
总不能皇帝和皇后连去世的时间
都保持一致吧？所以，如果皇帝
先死，皇后死后就得重新挖开陵
墓安葬。为了不对陵墓造成破
坏，就得事先在陵墓的入口、隧道
口、墓门等地方留下指示标记，方
便二次入葬。我们前面说的小石
碑，起的就是这个作用。

根据石碑提供的线索，考古
队修改了挖掘计划，在通往宝顶
中心的方向，开挖了第三条探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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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陵：

明定陵重门。

明定陵宝城。

明定陵地宫棺床及棺椁复制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