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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自从进入阶段社会以后，人类“事死如事生”的观念十分浓烈，有钱人的丧葬渐渐进入奢侈。
居于社会之巅的帝王们，他们对于丧葬自然比一般百姓更加看重。
这些身为天下至尊的帝王们，没有一个不想长生不老，他们延续现世生活的欲望是十分强烈的。
于是很多人在生前，凭藉着手中至高无上的权力和巨大的财富，营建他们的万年寿域，希望生前享受
到人间的荣华富贵到了阴间仍能继续。
于是一座座帝王陵寝被建在壮丽辉煌的风水宝地上，留给后人一部部遐想万千的史话。
　　被后人奉若神明的帝王们是中国历史上地位非常特殊的人物，他们的生与死，往往系一朝一代的
更迭盛衰和国家社稷的安危成败。
帝王的陵寝，是当时社会政治、经济和文化艺术成就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中国有代丧葬文化的代表和
集中体现，它们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历史的徜徉和风云的变幻。
今天，当我们爬上那些古墓荒冢，抚摸那些断碑残石时，我们更想知道和帝王一起埋入地底的风风雨
雨，探索古老文化遗存的奇光异彩。

Page 2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中国王陵之谜>>

作者简介

　　张剑光，男，上海人士、教授，历史学硕士生导师。
上海师范大学人文学院文化典籍系主任、古籍研究所副所长。
主要从事中国古代史、历史文献学、中国经济史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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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有学者指出，《国语》上说，黄帝和炎帝是兄弟，司马迁在写《史记》　　时就已经否定。
炎帝和黄帝根本不是什么同父母兄弟，他们是两个不同时代　　、不同民族的首领。
一般人认为，炎帝生长在姜水，黄帝生长在姬水，两人　　都生活在渭河流域，这其实是不可能的。
炎帝族和黄帝族在生活习性和生产　　形态上是两个互相排斥的民族，不可能同时适应于一个环境，
更不可能在同　　一环境获得各自的发展。
两族因为生存引起竞争，虽然一时成为仇敌，但随　　着时间的推移，通婚、同化的结果，使他们已
经浑然一体。
炎帝最先发展的　　领地在哪里?炎帝的领地就在今湖南南部、罗霄山脉以西、南岭以北的湘江　　上
游，包括今衡阳以南的耒水、湘水、潇水诸流域，直至沅水、资水上游，　　然后逐步向东、向南、
向西、向北发展，特别是经湖北向北发展。
《竹书纪　　年》是最早说炎帝葬于长沙之茶乡的书，在唐代就有祭炎帝的仪式。
今天的　　炎陵所在具体位置是宋太祖赵匡胤登基后派人重新勘定的，自此以后，历宋　　、明、清
诸代祭礼不辍，其事除见诸各种方志外，留存墓地的祭文碑刻便有　　自明洪武四年至清光绪元年历
次祭祀所立共53块。
炎陵所葬不一定是炎族的　　始祖，可能是炎族势力北上以前某一个于民族有重大贡献的英雄，他是
炎族　　的象征和旗帜。
炎陵不可能是孤立的，应与炎帝生前的活动紧密联系在一起　　，炎陵所在之地就是炎帝生前活动之
地，也是炎族发祥之地。
　　两个炎帝陵，给后人带来了不少困惑，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是否是　　两地的人们在争抢着纪
念他?是否两个陵墓都是后人所说的衣冠冢，仅是人　　们的纪念地?而且，说长期在黄河流域活动的
炎帝最后崩葬于湖南的炎陵县　　，是否可信?长期以来，人们并没有能很好地解决这些问题，因而宝
鸡和炎　　陵县各有一个炎帝陵的局面一直存在着，自古以来两个地区的人们用各自的　　方式来纪
念这位华夏族的始祖。
　　在学术界，一些学者试图解决这个问题，对出现两个炎帝陵的原因进行　　解释。
近年来，较为新颖且有代表性的观点主要见于杨东晨先生的一些文章　　中，这些观点对上述问题的
解决足够引起人们深深的思考。
　　炎帝神农氏的父族有熊氏和母族有蛟氏，都是古代中原以郑、洛为中心　　地的古氏族，至炎帝
时已处母系氏族的繁荣阶段，社会经济、文化已有较大　　发展，所以便将许多发展创造都集记在炎
帝身上，加之其裔族广布于渭水、　　汾水及黄河流域和长江以南，故又形成大江南北有许多炎帝神
农氏的传说和　　遗迹。
宝鸡市南姜氏城附近有“九圣泉”、神农庙，主要就是纪念当时炎帝　　为人类作出的贡献。
　　宋人罗泌的《路史》中说：“炎帝柱，神农子也。
⋯‘以从事于殖畴百　　疏，区百谷，别其疏邀深耕，圣作以兴。
岁天均时而地均财，于是神农之功　　广而天下殷赈矣。
任公而不物，任法而不数⋯⋯亦日列山氏，五帝以来稷之　　。
”据一些史书记载，这个列山氏柱是一个相当能干的首领，他可能是因为　　兄弟之争，也有可能是
贤让，从今陕南宝鸡带领部分族人，沿后世称的武关　　道，经河南西南部，辗转进入湖北随州。
列山氏是神农氏炎帝之子，自然也　　是号称炎帝。
《史记正义》引《括地志》说，厉山“在随州随县北百里，山　　东有石穴。
昔神农生于厉乡，所谓列山氏也”。
列山氏将宝鸡的神农遗迹带　　入该地，所以这里也有九井、神农社。
　　至列山柱之子列山氏农时，氏族部落发展壮大，部分人又向南迁徙，进　　入今湖南省南部地区
，将炎帝神农氏、列山柱的遗迹也随之带入。
今湖南宜　　章县南的骑田岭，也有如北方“神农种谷于淇田之阳”的地名。
　　共工氏也是神农氏子的裔支，是炎帝子炎居的后代，但没有继承“炎帝　　”的名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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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工氏约是炎帝裔支的第六代孙。
他带领部分族民离开渭水向东　　迁徙，先居于陈，后迁于共。
共工氏传至后土、噎鸣时，部落已有十二个氏　　族，力量壮大。
继承了炎帝名号的第八代孙榆罔是炎帝另一个儿子的后代，　　也带了大部分族民离开渭水沿黄河南
岸东迁，先入居陈，后又迁入鲁，居于　　大庭氏故邑，号称炎帝神农氏的榆罔帝和当时东方的少吴
部族关系较好，曾　　封泰山禅。
之后因战争变故：榆罔帝的部族之民大部分与黄帝族融合，形成　　华夏族。
不过榆罔帝不甘心受黄帝制约，带领部分族民南逃人江汉地区，后　　又徙入炎帝列山氏农的居地厉
乡。
由于一地难容两位炎帝，于是榆罔又与族　　民辗转南徙今湖南南部一带，受到当地土人和炎帝柱的
裔族的欢迎。
《帝王　　世纪》说炎帝晚年，为民治病，采药到湖南，以及茶陵的神农捣药亭等，都　　应指榆罔
帝。
　　P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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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体关注与评论

　　历史本来就是个大迷宫。
有的谜早已不成其谜，有的却不止一个谜底，　　还有的至今尚无谜底，或许永远不会有谜底。
这不是作者偷懒，或者故意留　　一手，历史就是这样——是千古遗憾。
读者有兴趣，不妨自己去找找谜底。
　　——葛剑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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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我国古代的帝王坟墓，象征着古代帝王的强大皇权，也是我国古代文化凝结。
深埋地下的神秘帝王陵墓，隐藏着太多的秘密：秦始皇陵之谜、黄帝陵之谜、汉武帝之谜、南越王陵
之谜⋯⋯本书带着审视历史的目光，将这些谜团一一解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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