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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园寝”一词最早见于《后汉书》。
《后汉书?祭祀志下‘宗庙》：“古不墓祭，汉诸陵皆有园寝，承秦所为也。
说者以为古宗庙，前制庙，后制寝，以象人之居，前有朝后有寝也。
”可见，“园寝”一词最初的含意，就是指帝王的墓葬，包括“园陵”与“寝庙”两个部分。
《史记》卷九九《叔孙通传》：“高帝崩，孝惠即位，乃谓叔孙生日：‘先帝园陵寝庙，群臣莫能习
。
’徙为太常，定宗庙仪法。
”这里所谓的“园陵寝庙”，指的就是园陵及寝庙的礼仪制度。
“园陵”就是陵园，而“寝庙”，则是祭祀的场所，合而称之为园寝、陵寝、园庙或寝园等。
虽然叫法不同，但所指却是一样的，即都包含有帝王的埋葬地和祭祀制度两个方面的内容。
在清朝之前的中国历代封建社会，传统的墓葬等级观念只有“陵”与“墓”两种等级的区别。
皇帝的墓葬被称为“陵”（包括“陵寝”“园寝”“陵园”），除此之外，即使是诸侯王乃至太子的
墓葬，除非朝廷特殊的恩礼，也都只能称为“墓”。
“陵”（包括“陵寝”“园寝”“园陵”）作为一个特殊的词语，只能特指帝王的埋葬地，普通的百
姓墓甚至高级贵族墓葬都是不能随便称为“陵”的。
擅自称陵意味着僭越，是封建等级制度绝对不允许的。
“陵”与“墓”的区别，是封建等级制发展到一定时期的产物。
清朝人关以后，把“园寝”从“陵寝”中分离出来，在“陵”与“墓”之间，加了一个“园寝”的等
级，把皇帝与皇后的墓葬称作“陵”或“陵寝”，而将包括皇帝的妃嫔和皇子、公主以及皇族中其他
所有封授爵位的宗室贵族墓葬统称为“园寝”，在“陵”与“墓”之间建立起一种与以往历朝不同的
特殊的丧葬等级，这是与以往的历代封建王朝都有所不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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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清代园寝制度研究(套装上下册)》在吸收冯其利先生调查成果的基础上，对清代宗室墓葬的埋
葬方式进行了进一步的考察，认为：清初曾经有一段时间在葬式上仍然沿袭本民族的风俗习惯，甚至
在入关以后，这一习俗也一直在继续。
在清代康熙之前，满族贵族乃至皇帝本人仍多用火葬。
从已知的调查结果来看，这些采用火葬的宗室王公全部都是康熙之前死亡的，没有一个是乾隆以后入
葬的。
到了乾隆以后，土葬已经完全被清廷宗室王公所接受。
作者认为，清代的丧葬方式大致以乾隆朝为界，分为前后两个时期。
前期大约以火葬为主流，后期则一般皆为土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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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满族的前身是女真族。
自从蒙古族推翻了由女真族上层贵族建立的金王朝以后，女真遗部散居于长白山一带。
孟森《清史讲义》云：“元能灭金，不能灭女真之种，仅驱还女真故地，仍不能直辖其种人，举其豪
酋，世为长率，有五万户之设。
其中斡朵怜万户，后遂为建州女真。
清之始祖布库里雍顺，居俄漠惠之鄂多里城，盖即此始受斡朵怜万户职之女真部酋长，故推为始祖。
时在元初。
”有元一代，散居于长白山一带的女真各部族之间互相攻伐，明初时，已逐渐合并为建州女真、海西
女真、野人女真三大部，其后又按地域分为建州、长白、东海、扈伦四大部分。
据孟森《清史讲义》研究，建州女真之名，是因为这一支最初居于渤海建州而得名。
至明代中叶，女真内部不断发生战争，各部首领皆欲称王称长，导致了混战的不断加剧。
这种混战的局面，给女真各部族人民带来了深重的灾难，而战争恰恰又加速推动了女真内部统一的步
伐。
明神宗万历年间，努尔哈赤在长达三十余年的战争中，统一了女真各部，并于万历四十四年（1616）
正月壬申朔，即汗位于赫图阿拉，诸贝勒大臣上尊号日“覆育列国英明皇帝”，“建元天命，定国号
日金”，史称“后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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