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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当大雪纷纷落下，第一个在雪地上行走的人踩踏出了一条足迹，后面的大多数行人便依据这条足
迹行走了下去。
在历史的长河中，类似依据前人开辟的道路行走的事例比比皆是，这就是习惯的形成，又因为巨大的
历史惯性，这个习惯形成之后就会开始左右历史的走势。
盗墓的起源其实是与这一现象有关的，第一个实施重殓厚葬的人导致众人争相效仿，也正是因为如此
出现了大量的奢华墓葬和价值连城的陪葬品，引得无数盗墓贼“竞折腰”。
这同样印证了那句：一个行为决定一种习惯，一个习惯决定历史的走向。
于是乎这才有了盗墓行业的产生和发展，其他与盗墓有关的一切都是建立在这一基础之上的。
　　河洛之地，十墓九空，中华大地其他地方的古墓葬其实也大抵如此。
与考古发现一同见诸报端的往往都是文物保护工作者对墓葬已经被盗掘的遗憾和叹息，几乎每一次对
古墓葬的考古挖掘都是抢救性挖掘。
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状况？
我们的好奇心与求知欲在这一个个盗墓事件面前被彻底地激发了，我们想知道盗墓起源，想知道盗墓
的发展脉络和轨迹，也想知道盗墓与反盗墓在历史上的反复较量和博弈的形态。
　　正因为如此，这本《中华上下五千年盗墓趣话》就是完全以满足读者的对盗墓的好奇心和求知欲
为本位的。
它总体上可以分为两个部分，第一部分以时间为主线，一直从先秦时期丧葬习俗、重死轻生的观念、
陪葬品的特点以及先秦盗墓事件讲到民国年间的盗墓趣闻，时间跨度之长是一般的同类书籍无法比拟
的；第二部分完全以盗墓为核心，从盗墓主体即各类不同身份的盗墓贼讲到盗墓的一般程序、盗墓的
神兵利器以及反盗墓措施等。
我们在这里用手术刀式的手法向大家解剖整个盗墓的各个方面。
有时候我们以一个横截面的方式去考察，但是这并不排斥我们以俯瞰的姿态去审视盗墓史上的点点滴
滴。
　　相信这本书将会带给你一次神秘、震撼的阅读旅程。
　　（一）阅读本书，你会发现有些是纯粹知识性的内容，比如隋文帝泰陵的祭祀坛就有15万平方米
，又比如军阀温韬盗掘了除乾陵之外所有的关中唐陵。
但是这些知识性的东西是溶解在有趣的故事当中的，或者是与一些犀利的史评结合在一起的，而这些
史评是建立在历史材料的基础之上的。
　　（二）阅读本书，你看到的更多的是故事性内容，情节跌宕起伏，如同小说一般引人入胜，但这
些故事性内容本身来自于真实的历史当中。
有时候就是这样，历史比小说更加好看，历史的发展超越了人类的想象力。
　　（三）阅读本书，也可以体会到中国传统文化的博大精深和源远流长，比如风水学说。
　　（四）本书一个显著的特点就是借助一些现代的理论分析一些盗墓问题，比如心理学的有关知识
，甚至社会学知识的应用，比如路径依赖理论，这是我们在撰写本书时所做的一些新尝试。
　　总之，本书以双主线和多角度试图向各位读者完整地阐述生动而又浩繁的盗墓历史以及严谨而富
有实效的盗墓专题。
当你读完本书，除了实践经验的缺乏之外，你可以拍着胸脯说我比盗墓贼更懂得盗墓史和反盗墓的措
施，而这恰恰是我们的初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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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一部充满悬疑的盗墓史，记叙了从先秦到民国的历代盗墓大案，有充满智谋的盗墓与反盗墓较量
，也有陵址与风水的诡异巧合，神秘、刺激中讲述中华上下五千年盗墓趣话。
　一本记载翔实的盗墓贼“手记”，囊括了谣言和正史中的四大盗墓门派、盗墓贼盗墓必经的八大程
序、传说中能避邪的盗墓法器、历代帝陵王冢的“防盗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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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在先秦时期，鼎是最重要的青铜器物品之一，一方面鼎是用来烹煮和盛放肉类的器皿。
在《曹刿论战》中有所谓“肉食者鄙”的说法，因为生产力低下，物产不足，所以在古代“肉食者”
都是有身份，地位的人。
因此到了后来用“钟鸣鼎食之家”来形容一个家族的富贵；另一方面，鼎也是一种礼器，用于旌功、
祭祀、丧葬，也是权力的象征。
在丧葬中，鼎的数量可以用来表示死者的地位，“天子九鼎，诸侯七鼎，大夫五鼎，元士三鼎或一鼎
”，五鼎墓、三鼎墓、一鼎墓都在考古活动中有发现。
相传大禹收集九州的兵器制造了“九鼎”，所以鼎也象征着国家权力，被视作传国重器，后来商朝灭
亡，西周建立，“九鼎”也被运到了新都城镐京，所以“定鼎”也表示建立新的政权。
正如《左传》所说：“桀有昏德，鼎迁于商；商纣暴虐，鼎迁于周”。
另外天子遇到什么重要的仪式或在表彰臣子的时候往往会铸造鼎，并且将事件、臣子功绩记录在鼎上
。
鼎上的文字刻有铭文，记录了相当多的典章制度、册封、战争等，具有相当高的历史价值，同时西周
时期的大篆文字以及鼎的形象设计都具有十分重大的艺术价值。
因此，在有“青铜时代”之称的商周时期，鼎可谓最为尊贵的陪葬品。
　　与鼎有关的成语很多，例如一言九鼎、大名鼎鼎、鼎盛时期、鼎力相助等，另外还流传着与鼎有
关的故事。
传说当年项羽就力能扛鼎，几个人都抬不起的巨鼎被项羽一只手就提了起来，这种力气实在是一般人
无法做到的，项羽因此也声名远播，人们认为他是真汉子。
另外历史上还有“问鼎”的典故，根据《左传》记载，当年周王朝受到外族入侵攻入了洛阳，强大的
楚国国君楚庄王率兵勤王。
一时之间，楚庄王得以知道周天子的孱弱势力，心生鄙夷和轻慢，甚至有取而代之的想法。
楚庄王在检阅军队的时候，周天子派人前来犒赏慰问，这楚庄王竞问来人周鼎的大小和轻重。
结果被一个大臣严厉呵斥：鼎的轻重是不能询问的。
所以后来人们用“问鼎”来比喻篡位夺权的野心。
　　如今出土主要有司母戊鼎、大盂鼎、大克鼎、毛公鼎和颂鼎等，这些都是西周时期的著名青铜器
。
秦朝以后，鼎的原始意义逐渐消失，而随着佛教的传播在中国保存下来，成了放在寺庙之前用作装饰
和焚香的容器。
在这些著名的青铜鼎器中，司母戊鼎是最富盛名的。
它的发现还与盗墓贼分不开。
　　据说20世纪30年代末，有一个名叫吴希增的盗墓贼正在“探墓”，当钻杆打到地底下十来米的时
候，发现探头碰到了硬物，抽出来一看，探头竟卷了刃，在其上还留了一些铜绿。
根据以往经验他知道遇到好东西的可能性很大，于是找来几名搭档开始挖掘。
刚开始进行得十分顺畅，这些盗墓贼都是经验老道的人物，干起来这盗墓的老本行十分得心应手。
经过一番周折，终于挖到了宝物的位置，一番清理整个宝物的样子才显露出来，原来是一个巨大的青
铜鼎！
司母戊鼎沉睡了许多年终究难免被侵扰。
盗墓贼不知道这个鼎的名字，只见它横卧在泥土里，大如马槽，所以后来司母戊鼎也被叫做“马槽鼎
”。
　　盗墓贼们欢呼雀跃，他们大声喊着：“这下发达了！
”。
　　一名年轻的盗墓贼难以抑制自己内心激动的情绪，对旁边的吴希增说到：“吴叔，您看这鼎应该
是什么年代的，又能值多少钱啊？
”　　吴希增略微沉思了一会说道：“应该是先秦时期的东西，这么大而且如此完整的青铜鼎少说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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值20万银元吧。
”吴希增知道20万银元在这兵荒马乱的年代意味着什么，所以虽然久经盗墓考验，他的身子还是禁不
住有些颤抖。
　　但是最麻烦的问题出现了，搬运该鼎成了一个棘手的问题，各种办法都用过了不奏效。
最后吴希增顾不得盗墓要隐秘行事的忌讳，找来了四十多个壮年男子帮忙才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才将该
鼎运到了地面，可谓历经千辛万苦，搬运的时候就如同在推动一座小山一样。
　　虽然他们行事极为隐秘，但还是有人泄露了消息。
当时驻守安阳的日本警备队队长黑田荣次以及各路古董商人都得知了此事，其中北京古董商萧寅卿出
价20万银元购买，但要求村民将之分解成40块以便分批装箱运走。
但是一方面司母戊鼎硬度太高，另一方面村民怕萧寅卿出尔反尔，分解的司母戊鼎就不好出手，于是
停止了分解，并且出于安全的考虑，再次将司母戊鼎埋人地下。
果不其然，后来日伪宪兵队前来搜寻，村民采取金蝉脱壳、以假乱真的办法，用别的出土文物保住了
司母戊鼎，最终司母戊鼎也没有落人日伪手中。
到了1946年，司母戊鼎才被重新挖掘出来得以重见天日。
　　司母戊鼎的名字是根据其腹身刻有的“司母戊”三个字确定的，整个司母戊鼎呈长方形，边沿很
厚，轮廓方而直，重达八百多吨，高近1，5米，简直就是一个庞然大物，显示出不可动摇的威严和重
如山岳的气势。
根据古文献的记载，司母戊鼎应该是使用大量的铜、锡以及铅等金属按照一定比例在熔炉中整体炼制
而成的。
在鼎的四周和中央没有纹饰，但是在其余的地方都在细密、精细的云雷纹之上都有饕餮、牛首等主要
纹饰。
另外在鼎耳外廓上刻有两只猛虎，血盆大口张开相对，虎口中探出人头，造型十分别致。
司母戊鼎的纹饰、造型都显示出商王朝时期的青铜器铸造水平，被誉为“青铜之冠”。
对司母戊鼎的艰难搬运工作，令人十分诧异，因为司母戊鼎毕竟只是商王祭祀母亲“戊”的墓葬品，
那商朝国君的墓葬品和随葬鼎更加无法想象有多厚重。
所以鼎真正是“贵”且“重”。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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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盗墓贼竟因为恋尸癖而奸尸、卞壶墓开后尸体竟“爪生达背”、名曲广陵散来历竟与盗墓有关、
刘表尸体香气十里之外可闻、隋朝昏君掘李唐祖坟保江山、元代皇陵反盗墓的撒手锏、朱元璋用孙权
墓守灵、乾隆裕陵里“活见鬼”现象、袁世凯为当皇帝扒祖坟⋯⋯通过阅读一个个匪夷所思的盗墓故
事，带您走进一个神秘莫测的奇幻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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