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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中国历史文化大讲堂·文博系列》第一批推出《中国古代陶瓷器》、《中国古代青铜器》、《
中国古代玉器》、《中国古代书画》、《中国古代紫砂器》、《中国古代佛教文物》、《中国古代建
筑》和《中国古代陵墓》，共八种。
它们是关于上述诸门类文物及文化遗产的概述性著作，大都是以各位作者各自的授课讲义为基础整理
修订而成，其基本属性是大学本科专业教材。
　　南开历史学科有重视教材建设的优良传统。
积极倡导创办博物馆学专业的郑天挺教授曾经在1960年代初担任全国文科教材历史组的主要负责人，
主持史学教材选编工作；本专业的首任主任王玉哲教授不仅有专著《中国上古史》传世，还在1980年
代末组织骨干教师编写了国内第一部中国古代物质文化史教材——《中国古代物质文化》，在国内各
高校文博考古专业中产生了广泛的影响。
教材编纂的耗时费力是有经历者所共知的。
一部好的教材，应该高屋建瓴，具有完整的知识体系、合理的编排结构；对于原始数据的利用，应该
是在消化吸收的基础上，以清晰合理的思路来统帅编排，使之条理化、系统化；行文要符合教材的特
点，深入浅出，并尽量适应读者群的需要；还特别要注意学术观点的普适性（不一定都是作者本人或
作者所赞同的），而很多涉及的问题也不能深入展开，只宜点到为止；一些新兴的学科门类或分支的
教材，还具有很强的原创性，与专著几无差异。
同样地，一部好的教材，应该是进入不同学科领域的最佳引路者，有些不但能使读者得其门径，还可
能会使之受益终身；教材的编纂，能够不断促进教学内容的更新，使课程体系乃至整个专业的学科体
系进一步完善；教材建设是学科发展的基础性工作之一，也是专业建设水平的重要标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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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中国古代陵墓制度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一项重要内容，也是中国传统礼乐文明的重要物化表现形式，不
同时代的陵墓制度反映了不同时期的文化思想和社会风貌，因此，古代陵墓制度是对中国传统文化进
行深入研究的一个重要切入点。
对历代陵墓制度进行系统、深入的研究，有助于对中国传统文明进行更深层次的探索；对于中国古代
礼制文明的研究来说，其意义尤其重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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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金代皇陵最初在黑龙江，今黑龙江阿城金上京会宁府遗址西面有金太祖旧陵的遗址。
《金史》记载，海陵王贞元三年（1155年）春，在中都大房山云峰寺营建列帝新陵，次年即正隆元年
（1156年）十月，又“葬始祖以下十帝于大房山”。
大房山金陵共有17座，但由于它们在元初和明末经过两次大规模的政治性破坏，早已面目全非，这里
的考古调查与发掘工作正在展开，金陵的面貌逐渐清晰。
　　由蒙古族建立的蒙古一元朝相继攻灭了西夏、金和南宋，重新统一了中国，元代的帝王丧葬制度
与前代迥异，据《元史》和陶宗仪的《南村辍耕录》、叶子奇的《草木子》等明初文献记载，元诸帝
崩后均归葬于“起辇谷”；不封不树，地下无墓室玄宫，地表亦不建陵园等一应设施，起辇谷的地望
也是众说纷纭。
以其实行“秘葬”，可以认为元代不存在正规的陵墓制度。
　　第七期：全新发展和集大成时期（明清）　　中国古代陵墓制度经过辽、宋、夏、金四朝之停滞
与元代之中衰，从明初开始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时期。
明朝建立后，明太祖对于前代陵墓制度因革损益，创立了全新的皇帝陵墓规制。
明代帝王陵墓确定了中国传统社会晚期帝王陵墓制度的发展模式，它们以鲜明的创新特色标志着中国
古代陵墓制度走到了一个新的、也是传统社会中最后的一个发展阶段。
相对于汉、唐、宋而言，明陵创新多而继承少，但它对于清代的陵墓制度却有重大的影响。
明朝共传十二世，十六帝。
其中15位皇帝及5位追封皇帝分别葬于6处，这6处皇陵在今江苏盱眙（明祖陵），安徽风阳（明皇陵）
，江苏南京（太祖孝陵），北京昌平（十三陵，即成祖长陵、仁宗献陵、宣宗景陵、英宗裕陵、宪宗
茂陵、孝宗泰陵、武宗康陵、世宗永陵、穆宗昭陵、神宗定陵、光宗庆陵、熹宗德陵、思宗思陵），
北京海淀（景帝陵），湖北钟祥（睿宗显陵）。
另有建文帝葬所不详。
　　清朝自太祖、太宗建国，传十一世，十二帝，除末帝溥仪未正式建陵外，余十一帝并四位追封先
祖分葬于5处，分别在今辽宁新宾、沈阳和河北遵化、易县。
清朝追尊四祖均葬赫图阿拉，初称“兴京陵”。
太祖曾迁景祖、显祖葬于辽阳，称“东京陵”。
顺治十五年（1658年），将二祖还葬兴京，次年，定兴京陵称为“永陵”。
清太祖葬盛京沈阳东北，名福陵：清太宗葬盛京之北，名昭陵。
永陵、福陵、昭陵号称“盛京三陵”。
关外三陵保留了若干满洲旧俗，与明清两代其他皇陵有明显的差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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