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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清朝乾隆皇帝的裕陵自乾隆八年（1743年）始建至今已267年，基本就是一个清朝统治中国的时间。
裕陵将近三百年的沧桑岁月与中国上下五千年文明史相比，虽然只是沧海一粟，但对于这座辉煌壮丽
的皇帝陵寝来说，却是时间在岁月下的辨认。
富有传奇色彩的墓主人和他的陵墓由于时间的流逝。
留给人们的则是越发的传奇与神秘，这些谜团至今困惑着无数的学者，也吸引着数不清的历史爱好者
，为之争论不休，为之不停地探索，这些则给了笔者一次编写此书的机会。
清朝是我国历史上最后一个封建王朝，从顺治元年（1644年）到宣统三年（1911年），统治中国长
达268年。
其问经历了10个皇帝，除末代皇帝溥仪未建成陵寝外，其余9个皇帝分别葬在了清东陵和清西陵，所以
有“十个皇帝九帝修，只有宣统转幽州”之说。
清东陵坐落在河北省遵化市马兰峪以西的昌瑞山脚下，位于北京东125公里。
其中葬在清东陵的皇帝有：第一帝顺治、第二帝康熙、第四帝乾隆、第七帝咸丰和第八帝同治。
从康熙二年（1663年）顺治帝入葬，到1935年葬入同治帝陵的敬懿皇贵妃和荣惠皇贵妃止，历时272年
，葬入5位皇帝、15位皇后、136位妃嫔、1位皇子，共157人。
清东陵始建于顺治十八年（1661年），陵园总面积达2500平方公里，是我国现存的规模最大、体系最
为完整的古代帝王陵墓群之一。
1928年7月，国民革命军第十二军军长孙殿英制造了震惊中外的第一次东陵大盗案。
他打着消灭土匪、“崩皇陵也是为了革命”的招牌，盗掘了清东陵随葬品最多、价值最高的乾隆帝的
裕陵地宫和慈禧皇太后的菩陀峪定东陵（以下简称慈禧陵）地宫。
他们劈棺扬尸，将价值连城的旷世珍宝洗劫一空。
清东陵就是因为发生了这一重大事件才引起了世人的关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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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乾隆帝，是大清帝国最鼎盛时期的一代君主，历史上的乾隆不仅富有，而且贪婪、盲目自大，而
他死后的墓地则更为神秘：风水绝佳却没有逃过被盗，地宫坚固却没有挺住军队的炸药，号称“十全
老人”的一代真龙天子却被劈棺扬尸。
乾隆帝地宫在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中被打开，面对地宫墙壁上各种佛像和西藏文字，佛教会长
摇头、班禅大师沉默，更令人们惊诧的是：鼎盛时期营建的乾隆地宫不仅漏水还是歪的，因为怕坍塌
被10根石柱子支顶着⋯⋯　　作者以清宫档案为基础，利用自身独特的环境，运用通俗的笔触．通过
对地宫考古现场发掘过程的记述，向您讲述您所关心和想要知道的一切历史真相。
书中的200多张珍贵历史图片和考古现场图片，为读者提供审美享受的同时，也能让其展开自己丰富的
想象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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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徐鑫，满族，1973年生于河北省遵化市。
受父亲徐广源先生影响，自幼爱好历史，对清代陵寝兴趣尤其浓厚。
1993年8月开始在清东陵工作，正式解读清陵——这部用砖石瓦木写就的清代历史，致力于清代陵寝的
研究、发掘和保护。
在国家一级刊物上发表学术性文章数篇，出版有《走进香妃墓》、《点击乾隆陵地宫》、《雾开慈禧
陵》、《香妃遗事》、《悬念康熙陵》、《铁腕女人》、《香妃画像》、《地下佛堂》等多部著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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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章 一条震惊世界的新闻第一章 惊天的行动上报计划受阻王冶秋局长的决定第二章 再现历史的辉煌
“十全老人”的遗憾为了子孙香火一个民间传说营建“天国”死后的拥有地宫里的五个女人第三章 帝
国的落日乾隆帝与大贪官天上只有一个太阳一段历史往事第四章 古墓史上的黑暗“要想富，盗古墓”
盗陵内幕大曝光调查案发现场第五章 查办东陵盗案东陵的神秘来客一篇日记的记述发现一具女尸神奇
的乾隆头颅骨不得不说的几件小事第六章 国民政府的处理明争暗斗的较量消失的国宝第七章 走进地
官找到地宫入口一千斤顶与鬼挡门神秘的金井第八章 沉重的遗产再次上报计划依然迷雾重重清理现场
的会战第九章 拨开历史迷雾神秘的亡灵世界暗藏着的玄机佛教会长与班禅大师这样的一个答案尾声 
今天与明天附录附录一 裕陵圣德神功碑碑文附录二 乾隆帝后妃表附录三 清代皇帝简表后记 划过的痕
迹主要参考书鸣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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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插图：裕陵坐落在清东陵第一位主人顺治帝孝陵西侧的胜水峪，与他的祖父康熙帝的景陵一起形成对
孝陵的左依右傍、左陪右护之势。
《礼记·祭义》中说：“众生必死，死必归土，此谓之鬼。
骨肉毙于下，阴为野土。
”中国传统文化很大一部分是儒家文化。
儒家思想以忠、孝为主旨，“生养死葬”是尽孝的一个最基本的标准。
儒家本着“事死如生”、“事亡如存”的观念开创了我国丧葬礼制的先河。
乾隆帝是大清国在北京的第四位皇帝，顺治是第一，康熙是第二，雍正是第三。
而此时的东陵只有三个皇帝来聚齐，独少了雍正帝，那么雍正帝葬在了哪里？
原来由于雍正帝中途变卦另建新的陵园而改葬在河北易县境内的泰宁山下。
那么，按照“子随父葬”的传统，乾隆帝应该陪伴在他的父亲雍正帝身边，为什么乾隆帝却葬在了遵
化的东陵呢？
原来，入关后的清朝皇帝此时在河北的遵化和易县营建了两处帝王陵墓地，遵化的叫东陵，易县的叫
西陵。
由于两处帝王陵墓都是依山傍水、风景秀丽的风水宝地，如何选择帝王的万年吉地问题，便摆在了乾
隆帝的面前。
对此，乾隆帝颇费了一番脑筋。
考虑自己若在易县皇父泰陵旁边建陵，那后世子孙势必纷纷效仿，群趋而西，那么遵化东陵的孝陵、
景陵将日远日疏，因而冷落了东陵。
为了平衡两陵的关系，乾隆帝决定在孝陵、景陵附近选择自己的陵址。
对此，乾隆在嘉庆元年(1796年)十二月二十二日的一道谕旨中作了明确的规定：向例，皇帝登基后即
应选择万年吉地。
乾隆元年，朕绍登大宝，本欲于泰陵附近地方相建万年吉地，因思皇考陵寝在西，朕万年吉地设又近
依皇考，万万年后，我子孙亦思近依祖父，俱选吉京西，则与东路孝陵、景陵日远日疏，不足以展孝
思而申爱慕。
是以朕万年吉地即建在东陵界内之胜水峪，若嗣皇帝及孙曾辈，因朕吉地在东择建，则又与泰陵疏隔
，亦非似续相继之义。
嗣皇帝万年吉地自应于西陵界内卜择，著各该衙门即遵照此旨，在泰陵附近地方敬谨选建。
至朕孙缵承统绪时，其吉地又当建在东陵界内。
我朝景运庞鸿，庆延瓜瓞①，承承继继，各依昭穆②次序，迭分东西，一脉相连，不致递推递远。
且遵化、易州两处，山川深邃，灵秀所钟，其中吉地甚多，亦可不必于他处另为选择，有妨小民田产
，实为万世良法。
我子孙惟当恪遵朕旨，溯源笃本，衍庆延禧，亿万斯年，相承勿替，此则我大清无疆之福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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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记

停车枫林，蓦然回首，雕栏玉砌，只是，朱颜改。
欲语，泪先流。
将近四十岁的人了，总感觉碌碌无为，生活在人生边缘而无缘品味人生，就像别人端着香茶清香弥漫
，自己却只能远远闻其香。
浅浅的人生，淡淡的哀愁，深深的痛，自己的文字、生活，只是飘渺的过去、陈旧的古董，一个人知
道。
白天欢笑的面罩虚伪；夜间独自的流泪真实。
回首自己过去，没有私欲、贪心、欢笑，只是麻木、空白。
忽然间，头再次很痛，手指则忍不住在键盘上不停地敲打，写下了站在人生边上的几句话。
用心写生命从明天开始，我要开始新的从未有过的快乐生活，到大草原，静静地看风吹草低见牛羊，
到温暖的海边享受阳光、沙滩、贝壳、海鸥⋯⋯我会坐在宽敞高大的屋子里，读书、看报纸、品茶、
上网、听音乐、写文字⋯⋯独自享用时间、孤独带给自己的轻松和自由。
静静地一个人躺在床上发呆，任由思想放马天空⋯⋯夜晚，安稳地睡觉到天亮⋯⋯我要把自己的每一
个生活点滴写进自己的生命，把孤独藏入深深的心底，把寂寞放进属于自己的天地，只愿能用心写下
自己生命的过程。
只是一点人生感悟，一点生活心得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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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下佛堂:清东陵乾隆陵地宫清理之谜(彩图珍藏版)》：清代皇陵地宫探秘丛书

Page 8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地下佛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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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www.tushu007.com

Page 9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