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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2009年是长陵开工修建整整六百年。
为了纪念这个特殊的日子，北京昌平区十三陵特区办事处和中国明史学会联合举办了一次明史学术研
讨会。
长陵是明朝永乐皇帝朱棣的陵墓。
这位被后人称为开创“远迈汉唐”的永乐盛世的一代帝王，六百年前，在他尚未将国都迁至北京之前
，就决定将自己的陵墓修建在这里。
这是一件引起后人讨论的事情。
但是过去明史界对这个问题的讨论，较多地仅限于历史层面，而且大都仅限于将朱棣定位为一个政治
历史人物的研究，今天看来，这显然是不够的。
　　近年来，历史研究者们从新的研究方法和新的角度，推动了史学研究的发展。
不仅开辟了新的研究领域，而且对于以往研究较多的问题也有了新的认识和理解。
　　这次学术会议的一个主题是对于帝王陵寝文化的研讨。
帝王陵寝文化这个概念的提出，把我们的研究从单一的政治史扩大到军事史、经济史、文化史、社会
史的范畴，从单一历史人物和陵墓的研究扩大到陵寝文化、宫廷文化等方面，并且与文物考古、园林
建筑、文学艺术乃至环境保护等诸多学科结合起来，发展而成为一系列的综合研究。
我认为这不仅开启了一个新的综合研究领域，而且必将带动传统的历史学研究。
　　我很赞成帝王陵寝文化这个提法。
这个提法把诸多学科所涉及的方方面面研究内容集合在了一起。
　　前些年，故宫博物院郑欣淼院长提出了一个“故宫学”的概念，就是一个以现存北京故宫为主要
载体的综合研究。
如今在郑院长领导下，故宫学研究已见成效，并由此而带动了明清宫廷文化史以至明清史的研究。
　　由十三陵特区办事处主办的帝王陵寝学术研讨会，在我记忆中这已经是第三次了。
这些学术研讨会是以帝王陵寝为载体的综合研究。
若假以时日，我想也必见成效，并对于明清陵寝文化研究起到很大的推动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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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涉及内容包括明史研究（包括政治、经济、社会、文化、军事等）、陵寝建筑研究、遗产保护研
究等，从不同角度细致入微地展现了十三陵的方方面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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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那么，成祖何以会接受文官集团的压力呢？
　　就中国传统政治而言，君主与文官集团之间的理性合作是君权有效性得以实现的基础。
如果君主个人权力经常逾越理性的限度，必然会打破两者制约的平衡，引起政治危机的频频发生，乃
至出现灾难性后果，君权绝对的意义也就此变为绝对的君权滥用，皇朝的长治久安根本无从谈起。
制度安全决不能仅依靠君主个人道德的自律，必须建立在君臣合作契约的法则上，而高炽无疑比高煦
更适合与文官集团达成理性的合作，至少从文官集团对前者的支持就清楚地表明了这一点。
成祖心中自然明白，马上可以得天下而不能治天下的道理，仅借助武人的力量不足以构建一个强盛的
大明王朝，元朝的失败就是鲜活的例证。
　　文官集团最冠冕堂皇的依据就是“居嫡长者，必正储位”的《皇明祖训》，无论成祖心中对此的
认同程度有多大，但它的约束作用却是显而易见、真实存在的，致使以《祖训》为借口夺位的朱棣即
便心怀不满亦不好发作，如鲠在喉。
　　一般而言，帝王可以轻易地让不顺从自己的人走向厄运，但是，文官集团的执著精神和刚谏直臣
的鲜血却实实在在地阻断不少皇帝个人自由意愿的实施。
君主权威表现在惩处冒犯天颜者的最终裁决权上，而不是自由意愿得以实现的个人问题上。
正是个人自由的意愿不能实现，所以，成祖日后才会对文官集团采取严酷的惩罚来发泄被迫妥协而产
生的怨气。
　　最后需要补充说明的是，高炽能够得以储权，还与其没有明显过失有关。
尽管他的仁孝未必可以打动朱棣，但却无法让父亲找到废弃他的理由，以守为攻的策略使得咄咄逼人
的高煦相形见绌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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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明长陵营建600周年学术研讨会论文集》明长陵是明成祖朱棣和皇后徐氏的合葬陵墓，也是十三
陵中营建时间最早、规模最大、地面建筑保存最为完好的陵墓。
它营建于永乐七年（1409），宣德二年（1427）陵园殿宇工程大体完工。
此后，在正统初年（1436～1438）和嘉靖年间（1522～1566年）又陆续增建了陵园的神道墓仪设施。
长陵在陵寝制度上沿袭了前朝制度，又有创新，使陵寝制度更臻完善。
它奠定了十三陵的陵寝格局，并对清朝帝陵的陵寝制度产生了深远影响。
　　长陵墓主朱棣对中国历史产生过重大影响，堪称一代雄主。
以长陵为首的十三陵，承载着丰厚的历史文化，反映了当时的天人观、天下观、政治观，代表了当时
建筑、艺术的最高水平，是当之无愧的中国和世界的优秀文化遗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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