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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1991年1月16日，海湾战争一触即发。
中央电视台在报道这一新闻的同时，全文播放了关于建文帝下落的历史考证成果：　　“新华社消息
：对史学界长期争论不休的明建文帝的下落问题，上海史学工作者徐作生经过七年考证后认为⋯⋯”
　　新华社的这篇新闻，几乎被海外所有的华文报纸以醒目标题刊登。
美国一家报纸说：“一个中国学者，揭开了五百多年悬而未决的课题，其学术价值与斐然成就令人瞩
目。
”　　1994年8月，新加坡著名学者柯木林先生专程来沪探视徐氏，因故未遇；12月，他再次赴沪，徐
感其心诚，遂同邀游吴县，寻访建文帝出亡遗迹。
以下就是柯先生发表在新加坡《联合早报》（1995~6月13日和6月14日）的两篇连载报道，原题为：《
明惠帝失踪疑案——兼谈揭开谜案的徐作生》。
　　1399年，燕王朱棣为夺取帝位，起兵北平，发动了历史上著名的“靖难之役”。
1402年，燕兵攻陷京师（今南京），燕王即位，是为明成祖，当时皇宫一片火海，明惠帝（建文帝）
朱允蚊不知去向，成了历史上一大悬案。
　　明惠帝到底去了哪里？
他是否死于火？
还是逃亡在外？
这个问题不仅长期困扰着明成祖，也困扰了后来的数代皇帝，五百多年来，更成为史学界争论不休的
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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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古老的中国，不仅以悠久灿烂的历史而著称于世，而且因其存在许多历史悬案，让中华史册更显神秘
而诱人。
一代又一代的学者，为解开这些历史疑困，倾注了心血和热情。
本书就是一部极有价值的，专解中外历史重大悬案的专著。
作者徐作生几十年来，以浓厚的兴趣，持之以恒地对中外重大历史之谜倾心研究、探索，取得了一系
列重大成果。
这部《中外重大历史之谜图考》是其辛勤考察研究的结晶。
    全书共三集。
第一集6篇，分别介绍了对六大历史之谜，即：明代高僧姚广孝及其遗迹；明建文帝出亡遗迹；韦羌
山蝌蚪崖石刻；黔东南和西南诸地古老崖画；曹操七十二疑冢；如来佛故乡尼泊尔毗尼等的考察研究
成果。
书中113幅图片更令读者有身临其境其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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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徐作生，祖籍江苏建湖。
1949年10月22日生于上海。
毕业于上海教育学院（今归入华东师大）中文系，现为《文汇报》编辑。
17岁时即赴蜀身毒道，足迹最远处至徐霞客当年勘访未果的高黎贡山延脉——“野人山”牛身道，揭
解茶山“野人”的历史及今况。
1988年8月，在学术界首次提出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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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序一 十年之功系一谜序二 青灯黄卷出成果序三 蛛丝马迹中寻突破口序四 叩开历史迷宫第一篇 神秘谋
僧情系两帝——明代高僧姚广孝遗迹踏访  第一章 历史背景及谜’案焦点    一 溥洽下狱，谁是告密人   
二 十六字偈语，留下难解谜团  第二章 北京、吴县、太仓实地勘察图录    一 宁馨和尚杀人相——吴县
湘城姚少师祠    二 读书台求师悟道——吴县穹窿山朱买臣读书台    三 披缁人定戒香熏——吴县穹窿山
福臻禅院    四 释子圆寂惊间巷——北京房山崇各庄姚广孝骨塔    五 天子辍朝为治丧——明成祖《御制
姚少师神道碑》  第三章 考证结论    一 甘为仆隶佐尧舜——皇权争夺战中的一名主角    二 夜寒收汝入
重衾——故主建文帝的暗中保护人  附录 明成祖《御制姚少师神道碑》  小贴士 与明代高僧姚广孝相关
的历史遗址第二篇 龙角葬当致天子——明建文帝出亡遗踪  第一章 历史背景及谜案焦点    一 皇孙既立
，危机伏下    二 太祖驾崩，诸王谋逆    三 暗杀密使，燕王发难    四 “阖宫自焚”，成祖演假戏    五 逊
帝出亡，天下议纷纷  第二章 却说潜龙去此中——实地勘察图录之一    一 剃度神乐观——南京聚宝门
神乐观澧泉    二 御幄神塔祭慈闱——孝陵殿遗址寻旧迹    三 遥想“一代读书种子”——雨花台梅冈方
孝孺墓    四 驸马梅殷喋血处——在南京寻宁国公主府    五 “瓜蔓抄”大劫难——甘肃正宁寨子村景清
故里  第三章 八千里芒鞋徒步——实地勘察图录之二    一 义马嘶鸣触祭台——广西宜山县小北门江岸
“建文帝手迹”    二 转轮藏内有玄机——吴县上方山治平寺转轮藏基座    三 谁是告密者——太湖西洞
庭岛鼋山普济寺  第四章 穹窿山里觅“圣迹”——实地勘察图录之三    一 乾隆皇帝的考证——拈花寺
御碑和“宝藏库”石刻    二 石鼓无言说“皇驾”——穹窿山皇驾庵雕龙柱础    三 龙角葬当致天子——
建文帝陵寝形制  第五章 考证结论    一 大臣子夜报信疾——建文帝殁年：四十七岁    二 成祖为何隐去
这段历史  附录一 明成祖《御制大明孝陵神功圣德碑》  附录二 明·杨士奇《僧录司右善世南洲法师塔
铭》  附录三 建文帝朱允炆年表  附录四 50年前的木牌也是考据?——《青川县青溪发现明十四陵》一
文“赏析”  附录五 郑和下西洋起锚地：太、沪建文帝出亡遗踪踏勘录  小贴士 与建文帝出亡有关的主
要历史遗址第三篇 韦羌怪石藏日月——仙居蝌蚪崖石刻揭秘  第一章 历史背景及谜案焦点    一 蝌蚪文
是夏禹镌刻的吗    二 形异迹秘鬼莫窥  第二章 仙人古篆难寻觅——实地勘察图录之    一 引言——韦羌
山蝌蚪崖位置图    二 蝌蚪绝壁愁攀缘——从官坑远眺蝌蚪崖    三 关于韦羌山蝌蚪文的三次科学考察  
第三章 蝌蚪文作者是天外来客?——实地勘察图录之二    一 从古老的传说中寻找蛛丝马迹    二 韦羌山
蝌蚪文年代揭示  第四章 蝌蚪文中藏玄机——实地勘察图录之三    一 神工鬼斧凿“天书”——蝌蚪崖
石刻图像    二 “天书”译读：椎髻跣足性淳朴    三 “天书”译读：畲山重阳祭盘瓠  第五章 天姥歌谣
动地来——实地勘察图录之四    一 天姥山及其古老的民族——浙闽畲族聚居区六座天姥山    二 天姥山
畲族始祖南迁之印迹——福鼎天姥山的天姥宫祠    三 结语  附录一 我国畲族文化遗迹首次在仙居发现  
附录二 新昌天姥山蝌蚪文石刻勘访记  附录三 跋语  小贴士 与蝌蚪文及畲族文化相关的历史遗址第四
篇 夜郎崖画泄天机——贵州东南和西南诸地古老崖画探秘  第一章 历史背景及谜案焦点    一 众说纷纭
的夜郎悬案    二 夜郎谜案的考察缘起  第二章 远古的信息——实地勘察图录之一    一 峡谷深处藏瑰宝
——关于花江大峡谷两处崖画    二 山地民族生活场景——关于长顺傅家院崖画  第三章 裸体的船夫—
—实地勘察图录之二    崖画解读：豚水放舟斩蛟龙  第四章 汉廷使节入夜郎——实地勘察图录之三    崖
画解读：置釜而炊飨远客  第五章 谁是崖画的作者——实地勘察图录之四    崖画解读：从图腾崇拜一
窥端倪  第六章 归顺汉廷贡良马——实地勘察图录之五    崖画解读：夜郎国贡马与史迹印证  第七章 寻
觅夜郎王后裔——实地勘察图录之六    一 多同后裔已历91世    二 夜郎国都城蠡测    三 结论：夜郎国都
城在广顺，夜郎王多同为苗族  小贴士 与夜郎悬案相关的崖画分布遗址第五篇 奸雄死后亦欺人——曹
操七十二疑冢踏访  第一章 历史背景及谜案焦点    一 七十二具灵柩同时出城    二 在《遗令》中设下机
关  第二章 疑冢累累漳水头——实地勘察图录之一    一 玄武池中有“曹操墓志”    二 曹操所建的金凤
台遗址  第三章 解开疑冢之谜——实地勘察图录之二    一 游走无定的西门豹祠    二 疑冢确切数字：134
座  第四章 翁媳陵寝互倚傍?——实地勘察图录之三    一 宫闱内幕“爆料”惊人    二 曹操与其媳有隐私 
第五章 曹操陵会在漳河河底吗——实地勘察图录之四    一 曹丕为什么“祭先王于河上”    二 曹操陵寝
惊现河底    三 千古疑案又添新说  第六章 遗言“金银珥玉不得入墓”——实地勘察图录之五    一 从其
孙曹奂墓形制可窥操陵之一斑    二 曹陵外形应像一座大燧    三 简短的结语  附录一 曹操遗嘱辨伪  附录
二 从疑冢诗文中寻找踪迹  小贴士 与曹操疑冢相关的历史遗址第六篇 佛祖亦自凡胎出——如来佛故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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尼泊尔兰毗尼考古  引言  第一章 历史背景及谜案焦点    一 如来佛是神还是人    二 如来佛娶妻生子是历
史事实吗  第二章 艰难的朝圣之旅——实地勘察图录之一    一 凉国公阿尼哥——中尼友谊公路的由来   
二 喇嘛老藏医——延请班丹老人治病    三 车陷珠峰高原冰窟——喜马拉雅山履险    四 持“尚方宝剑”
出关——和15名尼泊尔小商贩的一段历程  第三章 佛教古都“有容乃大”——实地勘察图录之二    一 
珠宝“烧鸡”遍王都——加德满都之行    二 拜访国会议员——东部古城巴德冈奇遇    三 少年向导碧希
努——博卡拉河谷屐痕    四 古建筑上的性雕塑——佛国古城帕坦奇异的文化现象    五 觐见比兰德拉国
王——王宫背景下的珍贵留影    六 一宅跨两国——在尼泊尔边境城市拜尔瓦过抹红节  第四章 寻访如
来佛出生地——实地勘察图录之三    一 寺庙多如民宅——尼泊尔佛教的历史与今状    二 释迦遗址何处
寻——从玄奘著作中“按图索骥”    三 找到了如来佛降生图石刻——摩耶夫人庙长老一席谈  附录 释
迦牟尼诞生地被确认  小贴士 与佛祖释迦牟尼相关的历史遗址附 篇  我和历史之谜——兼致广大青年读
者  愿随夫君探悬案——代后记  徐作生历史悬案考察成果对照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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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建文四年（1402年）初，燕兵进人安徽境内，占领萧县。
平安在燕王身后跟踪追击，到了淝河，与燕将白义、王真、刘江交战。
这一仗，平安大胜，斩了王真。
王真是燕王的一名得力大将，燕王曾经说过：“我的部属如果都能像王真一样，打仗把生死置之度外
，何事不成！
”王真被斩后，燕王亲自上阵迎战。
待到敌对双方混战一起时，平安有一个部将叫火耳灰，他骑马手执长矛，大叫一声，瞄准燕王猛刺过
去。
马忽然失蹄，未刺中，火耳灰被燕王擒获。
继而，在安徽灵璧县西南的齐眉山一战，徐达的长子徐辉祖奉朝廷之命，赶来援助平安，平安又获胜
。
这时，燕王手下的将士议论说，还是暂时北撤为好，以保存实力。
燕王道：“朝廷军队缺粮，士兵饥疲相迫，如果拦断其运粮饷的要道，就可趁机取胜。
”当时，建文帝听信传言，说燕兵已往北撤回北平，于是召还徐辉祖，从而使得平安势单力薄，败于
齐眉山。
这一仗，平安被掳。
　　五月己丑，盛庸的军队败到淮河。
建文帝见形势急迫，再次派遣使臣到燕王那里，商议割地请和。
这时燕王军队势如破竹，已根本不把建文帝放在眼里，又如何肯就此罢兵。
　　六月癸丑，右军都督佥事陈暄反叛朝廷，带着他的舟师投降了燕王。
盛庸与燕兵战于浦子口（今南京浦口），兵败失利。
乙卯，燕兵从高资港渡江，盛庸率水兵迎战，又败，水兵弃船往四处逃逸。
建文帝在燕兵压境的情况下，又派李景隆及谷王朱穗、安王朱楹前往燕军，重申前约，并同意以长江
为界线，平分天下。
燕王不予理睬，仍以武力相侵。
乙丑，燕王师一举渡过长江，打到南京金川门下。
建文帝这才知道，是徐增寿充当内奸，泄露了军机，于是将他召来审问，一剑把他刺死在左顺门的殿
廊之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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