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作者自序  
1997 年一个偶然的机会，医院从昌平县城移至十三陵，算算已有

十年。我深深地被这里的绮丽风景和历史遗迹所打动，昌平办医失利，

本想以此暂为落脚，已待寻机到沙河发展，闲暇之时，背着照相机，

走遍了十三个陵的每个角落，走访了看陵人的后裔和熟知十三陵变迁

的乡亲，查阅了大量关于昌平十三陵的有关资料，撰写了这本杂记。

虽不完备，也点染一斑。有些考证亦有不到之处，但绝非没有根据。

我喜欢研究历史，十年间我从没放弃过搜集和了解这里的风土人情，

历史掌故和传说故事，亲临山川景色。虽然有转院再图发展的机会，

我毅然放弃了，因为我深深的爱上了这个美丽又充满神奇色彩的地方。

在我的诗作中有如下描述：  

明月清风山无语，  

春夏秋冬润无声。  

西北东南终有色，  

远山近水十三陵。  

十三陵，一段中国历史的缩影，我踏上了这一片土地，明朝就在

我的脚下，近在咫尺的昌平州治与京畿的历史，仿佛就在眼前展现。

它体现了一个朝代的兴衰，一个历史的瞬间，很多史书的记载，多是

以统治者的眼光，不乏贬褒不实，使之疑雾重重，我想用用常人的眼

光去解读历史，虽然表现得很直观，甚或土的掉渣，但这是一个视角，

我不企盼它能给人留下很深的印象，只是一个我自己整理的记录，一

种即将在人们记忆中消失的记录。  

书中所论有据者来自典籍，传说者可以野史定夺，言传者有据可

考，旨在把掌握的资料整理出来，雅俗共赏，茶余饭后作为消遣，并

作为记载，也就圆了我的夙愿。水平有限，但十年中煞是费了一番辛

劳。因涉及面广泛，只能算作一本杂记，我于一九九四年来到十三陵，

那时，除定陵、昭陵、长陵对外开放外，其余十陵尚未整理、修缮，

陵门铁栅遮拦，陵内杂草丛生，名贵的雕刻到处散落，明楼、城垣破

败不堪，一次到康陵走访，见几个外国人，摆着桌椅，趁凉消遣，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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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外国孩子在残破的殿基前踢着足球，心里十分难受，国宝级的文化

遗产，如此糟践，不仅又使我想起清代八国联军抢掠国宝血溅京城之

辱；我感到民族的尊严受到了侮辱，很不是滋味。我亲眼所见，有人

从陵中拿走刻字的方砖、瓦当。村中的房前屋后，道路两边，到处散

落着黄瓦和石雕的碎片。村中的屋顶上也铺就着陵区的黄色琉璃，刻

有年代与窑主的明砖镶嵌在老百姓的屋檐下和村中的大街小巷的墙

体中。而又有很多失去的遗址、传说以及民间文化慢慢地被人们淡忘；

所以我们有义务把它纪录下来，供后人们去品味。时值二零零四年，

十三陵被列为世界文化遗产，陵区得以妥善管理，国家拿出资金加以

修缮，心中十分欣慰，有些陵墓至今还在修缮之中。  

我爱这里的山山水水，真象为她做点什么，就此定下心来，做出

了考察写作的决定。昌平作为陵寝的首当保护者，许多陵卫的所在地，

所以书中对其亦做了相对的描述，涉及到十三陵周边地区的历史、风

情、传说亦做了记述。意在对陵区的总体作为烘托。  

原首都博物馆馆长考古学家、明史专家开挖定陵的队长赵其昌老

先生与我为邻，大概是他对这里有一种特殊的感情，他在这里买了一

所民房，携眷居住在这里。从他那里学到了很多明代的历史知识以及

考古常识，也提供了一些资料，我深深地为他的治学精神所感动。如

今这位饱读诗书，治学严谨的老人已经驾鹤西去了，我们不会忘记他

对中国历史研究的贡献。  

故宫依存，金碧辉煌的殿宇，庄严肃穆的黄瓦朱墙；而曾经驾驭

它的明王朝已化做冥然的烟云，隐匿在群山的陵寝之中，一个王朝的

背影，一个王朝的灭亡，不如说是一个封建家族的灭亡，世袭罔替的

皇位更替、权利、血泪、文化、战争，争霸天下，江山社稷的荣辱，

亡国之君的悲哀，嫔妃的哀怨陈述演绎和重复着历史；留给人们的是

深深地思索和璀璨的历史文化。人民创造了历史，王者改变着甚或扭

曲着历史。  

帝王的丧葬是民族历史文化的缩影，研究体味它的过程是一个学

习历史的过程，帝王为自己修建了陵墓，给民族乃至全世界遗留了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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贵的文化遗产，让我们跨过历史的时空，进入那神秘的殿堂，去感受

一下历史的云烟。  

就此，我们不得不提出一个问题，究竟是谁创造了历史，是帝王？

是人民？又是谁在推动着历史的进程？  

2007 年 1 月  

作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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卷一  陵园游记  

明朝十六帝昌平十三陵  

一个叫做天寿山的地方，埋葬着中国明代的十三位皇帝。十三陵

——一个王朝的背影……。  

明朝自太祖朱元璋，于公元 1368 年开国，至思宗朱由检，公元

1644 年自缢煤山，明朝灭亡，历经 277 年，先后 16 位皇帝在位。  

太祖朱元璋死后葬于南京钟山，名孝陵。朱元璋传位皇太孙朱允

炆，为惠帝。燕王朱棣打着清君侧的旗号，兴兵南下，激战四年，攻

破南京，夺得帝位，惠帝诈烧宫自焚，出逃，去向有诸多传说，不知

终于何地，视为明史一大疑案。朱棣即位后，迁都北京，并在昌平选

定陵址，死后葬于天寿山下，定名 “长陵 ”，从此，明朝诸帝，均在此

建陵。只有第七代皇帝朱祁钰，因英宗朱祁镇复辟后被废为郕王，死

后葬于北京西郊金山。自成祖朱棣至思宗朱由检，明朝有十三个皇帝

均葬于昌平，故称明十三陵。  

十三陵陵园 80 里，（约 40 平方公里）四周群山环拱，依山势修

筑边墙，主陵道长达 24 里，历经百年沧桑，年久失修，现仍存留断

壁残坦。陵墙随山环建，设有关口、门楼，驻兵把守。计有：中山口、

东山口、老君堂口、贤庄口、灰岭口、锥石口、燕子口、得胜口、西

山口、榨子口等十口。据传应有十三口，笔者考察，在裕陵以西尚有

上口和下口，在上口村的溪水旁还可以看到陵墙的断壁。上口即灰岭

口，下口即贤庄口但尚缺一口，在陵区仙人洞南有一 “钱粮口 ”为陵区

通往昌平州钱粮出入必经之路，是为俗称。从位置上看，居东、西山

口之间，实为中山口。所以十三口之说不属实。大红门为陵园大门，

面向正南，门三道，门口两侧有下马石两尊，上刻 “官员人等至此下

马 ”。  

大红门南，有石牌坊一座，五门六柱，重檐斗拱，为汉白玉雕成，

上有花纹、云龙、麒麟等走兽，雕刻十分精美，阳光下晶莹剔透犹若

天门降落人间，神采异常，十分壮观；做工、形制在国内十分罕见，

为稀有的国宝级建筑。大红门北，是一座碑楼，红墙黄瓦，高大宏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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楼内有螭首龟趺，上驮高大石碑，高约三丈，（经测量为 7。91 米加

碑座约 10 米有余）上刻 “长陵神功圣德碑 ”字样。楼外四角，有四座

汉白玉华表，精美华丽，与天安门前的一对尤如孪生。观之，犹如四

根擎天大柱直指天穹。碑楼向北是神路，石人石兽分列两侧，。 24

只石兽，高大壮硕，由整块石料雕成，或卧或立，姿态生动，形态逼

真；石人有四武将、四文臣、四勋臣，武将顶盔贯甲虎视而立，文臣

全副朝服，拱手站立，神态庄严。再北过龙凤门沿神路过七孔桥，直

达长陵。长陵居正中位置，其它陵分列左右山麓，自东向西分别为：

德、永、景、长、献、庆、裕、茂、泰、康、定、昭、思。如按年代

排列是以长陵为中心，顺序为：长、献、景、裕、茂、泰、康、永、

昭、定、庆、德、思。年代较近的德陵在长陵的东北侧为排列的首陵，

它的前面约二里为永陵，年代最近的思陵在最末端，在长陵的西南侧。

十三陵各陵建筑自成布局、形制与皇祖朱元璋的孝陵一脉相承。祭殿

在前，寝宫在后，门廊、殿堂、明楼、宝城层次分明，肃穆整齐，从

宫前庄严的神道、无字碑，直达宝城，一线相贯，地势逐步升高，有

曲有直，有高有低，远山近水，连成一个气势宏伟的整体画卷。陵区

的排列整体布局庄严和谐，宾主分明，在青松翠柏的掩映下，黄瓦朱

墙，神韵幽深，显得格外庄严肃穆。一次，我在德陵与一位星相学者

相遇，在明楼上，他指着前面的山脉说，明楼正对的方向是山的凹陷，

说辞是不能把陵的风水挡住，而后山则必须是正对山的峰尖，谓之要

有坚实的依靠，而陵的两侧则必须有山相左，左为青龙，右为白虎。

前后左形成一个座椅状，行为稳坐江山。明楼之上远眺群山，苍莽巍

峨，层层相扣气势磅礴。  

十三陵的陵区内，共葬有十三位皇帝，二十三位皇后，17 个皇贵

妃、皇妃。还有数十个殉葬者。此外，还建有六座妃子幕和一座太监

陪陵墓。有代表性的是德陵东南侧的东井与位居定陵以西的西井、据

清代学者顾炎武、梁份的推测，两处分别埋着朱棣的十六位（有说是

三十位）陪葬的宠妃。昭陵西南约二里的宪宗万贵妃的万娘坟，世宗

妃子沈、文、卢的悼陵，世宗贤妃郑氏坟，神宗五妃坟，太子坟一座，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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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神宗五妃、二太子坟以及思陵北侧仅有的太监陪陵墓，葬着崇祯同

缢煤山的太监王承恩。这些陵墓虽没有皇陵的雄伟壮观，但占地十几

亩、几十亩不等。据考证，东、西井各占地约 50 亩，围墙是朱墙绿

瓦，自陵门一直延续至坟冢之后的山上。据当地老百姓讲：东井后山

的陵墙前建有房屋数十间，估计为守陵人居住之用，现已坍塌。碑为

青石，碑首两侧雕凤，为阴刻，雕刻线条单一，通高约三米，宽约 1

米，碑座略大于碑体，上雕以莲花瓣；无字无铭文。碑的前面是祭祀

大殿，面阔五间，进深两间。残存的围墙高约 3 米，厚约 80 公分，

外围包以青砖，中心是用碎砖石砌筑而成，东西井墓碑依存，东井祭

殿围墙尚残存，柱脚石依殿之轮廓摆放整齐，柱石直径约 50 公分。

碑后的山脚下是巨大的坟冢，坟冢近代曾被盗未遂，目前已经修缮加

固。整座园林轮廓清晰，植以松柏果树，建制虽然秀气端庄，清幽僻

静，但比起皇陵的建制和用料的考究亦显相形见拙。  

皇陵内的大殿，金碧辉煌，目前这最能象征各陵建筑艺术与风格

的祾恩殿，因数次战火的焚烧和破坏，仅剩长陵一座，这座建成于宣

德二年的辉煌建筑，历经五百年苍桑而无恙。大殿以六十根金丝楠木

大柱形成构架，中间四根高 14。3 米，直径 1。17 米。这样高大的楠

木柱，目前在国内已不多见，即使故宫的太和殿也不能与之匹敌，无

论是结构和建筑风格，都堪称中国建筑艺术的典范。  

除思陵外，其它陵都有监、园、卫等建筑，监即神功监，是管理

陵寝太监及护陵人员居住之地；园是种植祭陵瓜果园丁住地，卫是陵

卫驻军之地。思陵原是崇祯之田贵妃墓，清初葬入思宗改为思陵，故

无园、无监、无卫。要论各陵的大、小、奢、简，景陵最小，献陵最

简，比起后来诸帝，这二帝还算爱民勤政，不示奢华。最为壮观、奢

华的陵寝除长陵外，要数永、定二陵。其中永陵用料不尽奢华，围成

的顶端均用采于云南深山的五花石，采掘之艰辛堪比金子宝贵。  

永陵为万历朱翊钧的祖父嘉靖皇帝朱厚熜的寿宫，他在位四十五

年，陵寝是在他生前预建，规模较大，建筑也比其它陵墓华丽壮观。

陵院长度为 289.2 米，宽 149 米，宝城坟冢总面积为 51687.2 平方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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陵院面积为 41170.8 平方米；不计外罗城的总面积为 92，858 平方米。

而定陵长度为 317.5 米，宽 150.3 米；宝城坟冢面积为 41526.5 平方

米；陵院面积为 42935.9 平方米；不计外罗城总面积为 84462.4 平方

米。永陵总面积虽比定陵大 8395.6 平方米但定陵的陵院面积却比永

陵的面积大 1765.1 平方米。  

定陵建筑于永陵之后，又是晚辈，按祖制不能超出永陵。神宗在

建制上玩了个心眼，表面上，孙子不能超过爷爷，祖制也不允许，但

在陵院建筑面积上，还是占了便宜。比起仅隔一里之遥的万历父亲穆

宗的昭陵相比就更显得定陵的博大宏伟与昭陵的小而拘谨了，在制定

预建方案时，虽遭群臣反对，但万历不予理睬，谕令工部按原计划修

建。就连陵后的小裕山，也不惜与其父同名被神宗改称为大裕山。可

见神宗不仅是个暴戾昏君，更是个不孝子孙。  

陵区北新村西，有一占地百余亩的行宫遗址，目前被桃园占据，

四周有巨大条石围就，根基厚实，宫殿巨大的柱脚石随处可见。村民

盖房挖地基时，挖出大量的青砖根基有好几米深，挖出的青砖隽刻 “嘉

靖十六年 ”“窑主孙杰 ”字样。在胡庄西泰陵园附近也有一行宫旧址，

民间传说：“新行宫在永陵监南，老行宫在泰陵园门前 ”；说明此行宫

建于嘉靖年间，年代晚于老宫。而老宫的建筑年代则不详。北新村村

南是存储建陵用料的工部厂设工部衙门。建有衙门府邸，村内有土地

庙一座。后为工部厂村，现归北新村行政区域。  

建陵用的木材都是香楠木，产于云南、四川等地。砖是大型城砖，

每块五十斤，砖上印有 “寿工 ”二字，称为 “寿工砖 ”，多来自山东。石

料多是豆渣石，青石、汉白玉、花斑石等，有的来自京郊房山和河北

遵化，也有的来自河南、云南等地。这些材料大都是从水路，旱路运

载而来，有些巨大的石料重达几百吨，运载时选在冬季，几里地一口

井，泼水成冰，然后用牲畜人力拖拽运抵。用工之浩大可想而知。  

陵区有发自老君堂、锥石口、得胜口三条溪流，到七孔桥汇成水

系，至东山口注入现在的十三陵水库。在昭陵以西有一小山，清泉常

年不断，有汉白玉砌就一方龙池，池边刻龙头九个，水由龙头流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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汇入三条河流，目前水位下降断流，龙池犹存，而泉水已被一口水井

取代。  

陵区有山有水有林，风景优美，群山耸立，如拱似屏，座座陵冢

依偎在山峰之下，青松翠柏丛中掩映着黄瓦朱墙，幽深静匿，雄伟壮

观。远远看去透露着神秘、壮观，纵深之处给人以无限的遐想，引来

了无数中外游人来此观光。  

朱棣亲临选陵址  刘伯温邀功藏杀机  

明成祖朱棣在南京即位后，改年号永乐。他镇守北京多年，虽不

如南方富庶，富有军事天才的他，却深知它在军事上的重要地位，它

西北雄踞太行山、燕山山脉，北有四道雄关阻隔大漠，又有元大都的

基本格局，东南地域开阔，面临渤海。便于挟制北方民族的内侵，内

陆回旋余地甚大，又便于开展农耕，可谓天时地利人和。即位后便决

定迁都北京，永乐四年征调工匠、民夫上百万人，开始修建宫殿、坛

庙、园囿。永乐五年，皇后徐氏去世，没有在南京建陵安葬，立即派

礼部尚书赵羾和江西术士廖均卿前往北京寻找 “吉壤 ”。  

历代帝王都喜欢神话自己，认为死后依然是帝王，仍要过奢华生

活，必须选好葬身之地。陵地风水好坏，关系着皇权的延续、盛衰，

社稷的安危，所以对此十分重视。选择陵地，除派朝中一、二品大员

外，还要请深晓地理、风水的术士参加。选定后还要画成图帖，呈送

皇帝过目，皇帝看过图帖还要亲自视察，看好了才能定下来。  

成祖派去的人，遍查北京四郊，足足跑了两年时间，才找到几处

可供挑选的地方，最早是口外的屠家营，但因皇帝姓朱，朱和猪是同

音，猪进了屠家营定遭宰割杀剐，犯忌不能用。另一处选在昌平西南

的羊山脚下，但山后的小村叫 “狼儿峪 ”， “猪 ”旁有 “狼 ”更是不吉利，

也不能用。再一处是京西的 “燕家台 ”，可永乐皇帝感到 “燕家 ”和 “晏

驾 ”是谐音，不吉，又遭否定。京西的潭柘寺景色虽好，但山间纵深

狭窄，没有子孙发展的余地，亦未被采用。直到永乐七年才选中了现

在这块陵地。  

5



选陵之说，民间有很多传说。选陵是皇族的一件大事，谁若做好，

无疑会得到皇帝的赏识和重用。宰相刘伯温是前朝元老，他老谋深算，

深得朱棣赏识，他得知初定陵址后，即带人微服来到此地，他事先看

重了陵区北部的黄土坡，坡后山形陡峭，山前视野开阔，水系流畅，

对面山形壮阔，流光溢彩，坡上向阳处，有一坟冢，被四座小坟包绕，

站在此处，放眼瞻望，好不气派。一打听，为近村毛家祖坟，他遂来

到毛家，正赶上毛家媳妇临盆生一子，心中大喜，这是吉兆，他进院

贺喜，送些银两即告辞回京。  

一个月后，他带上满月礼品，一干人等前来祝贺，毛家人见此人

出手阔绰，仪表不凡，十分诧异，请入席盛情款待，席间，只字未提

吉壤之事，二次返京。两次造访，见毛家之人忠厚纯朴，料定迁坟之

事不难左右便心中有数。为事情的置办埋下了一个伏笔，此事亦未向

朱棣禀报。事过一年，待毛家孩子一周之际，他又来访，进门大呼道

喜，毛家大惊，问喜从何来？他即阐明身份，说明来意，皇帝姓朱，

“毛系猪之所附 ”吉壤选在毛家祖坟，毛家后代必然兴旺，如应允，赐

京南豪宅一座金银若干，待禀报皇帝另行封赏。毛家大喜，摆盛宴款

待，当即应允，尽快迁坟。刘伯温命打造处制大铜钱一个，重八斤，

上刻 “天赐吉地 ”，命人秘密埋于坟地中央，深一尺八分，暗做标记。

他胸有成竹的晋见朱棣呈上图帖。  

成祖看了图帖后，趁到北方寻边之际，前来观察陵地。成祖携文

武大臣、风水先生们轻装简从一路风尘来到昌平。走到龙母庄时，成

祖见庄上吹吹打打正在娶亲，心中纳闷， “今天不是黄道吉日，为何

会有人娶亲，是谁给择的日期？ ”那家人不知是皇帝屈驾前来，告诉

他是本村道人姚广孝择的日子。成祖让人找来姚广孝，问他今为五鬼

进宅的鬼日，为什么要给选定这个日子？姚广孝笑着说： “我知道今

天不是黄道吉日，可是我算定今天有贵人到庄上来，龙虎相冲，凶煞

神自然会退避，这叫逢凶化吉。 ”成祖听了大喜，心想： “此道高才，

见识极广，何不让他帮我看看陵地呢 ”，于是，说明身份、来意，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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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一起去勘察陵地，一介村夫哪有资格给皇帝选坟，朱棣即时封他为

“寻陵侯 ”。  

在刘伯温的领引下，一行人从龙母庄往北走，在刘伯温的引领下，

来到黄土山，风水先生们极尽奉承夸张只能是，说这里是龙头，那里

是龙尾；又说蟒山、虎山是青龙、白虎，监守陵区大门等；他们吹得

这里龙蟠虎踞，日月星辰，诸般灵瑞无所不有，无所不包，乐得成祖

连连点头。一行人来到黄土坡上，刘伯温十分得意，站在埋置铜钱处，

请成祖前后观望，只见燕山余脉自西北逶迤而来，曲折环绕，形成一

道天然屏障，四面青山山形奇特，草木丰盛，中间一片平原，广袤宽

阔，风景绮丽，山水顺流而下，在平原东西两侧，有青山两座，犹如

两位将军，形成保卫之势，真是山清水秀吉壤宝地。成祖大悦，连连

说好。刘伯温取出三把青锋宝剑望着姚广孝说： “吉壤既定，不知龙

穴何在，请先生赐教 ”，广孝沉吟半晌，看着伯温脚下说：“就在先生

脚下，请移步。 ”说着取剑顺势插下，伯温大惊，心中暗想：此非凡

人也，自己的安排莫非被他发现？广孝见他迟疑，说： “大人若不信

请一试 ”，成祖见状，提起宝剑一并原位插下，伯温无奈，亦提起宝

剑插入穴中，众人顺剑扒开黄土，见三支宝剑均从铜钱穿过，顿时山

呼万岁，乐得成祖神采飞扬。他问姚广孝： “寻陵候，你看看，这地

方可以埋葬我的几代子孙吗？ ”姚广孝说：“此地山间明堂广大藏风聚

气，可以埋葬皇上的万子重孙。 ”据传，这是隐语，即告诉成祖，到

万历皇帝的孙子崇祯，明朝就要灭亡了。成祖不知，听了十分高兴，

命他一起回京，共商建陵事宜。  

站在一旁的刘伯温十分尴尬，做了两朝宰相，从未失算，今日却

败在一个山野道人之手，心中暗想：此人神机妙算，城府甚深，如被

重用，必然对自己构成威胁，必须设法将它除掉。表面却不露声色。 

刘伯温的脸色，姚广孝早已察觉，本想推辞但皇命不可违。为筹

建事宜经常往返于陵区和京城之间，一日，刘伯温命广孝去陵区丈量，

临行前送他一帖，叮嘱他：“此乃天机，不可泄漏，待回京时再看。”

广孝办完公务，展帖细看，上书：“回城三十里不可回头 ”。心中疑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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见天时已晚，只好回京。一路谨慎小心，一干人等行出三十余里，渐

渐放松了警惕，广孝忽闻身后有风声响起，有人喊他名字，一回头，

被一记重物击中头部，坠马身亡。成祖闻知，下旨修一贯以示纪念，

既北京以北的回龙观。  

亦有说姚广孝非道既僧，但若僧何以修贯铭念？有诗为证：非僧

既道姚广孝，众论民传多唠叨，足智多谋不逢时，枉作忠贤叛离骚，

五孔桥下不理佛，离经叛道摈弥陀；终是道僧王仕梦，痛归黄泉负逍

遥。  

永乐七年，成祖改黄土山为天寿山，下令圈地八十里，动工修建。

先后用了十八年的时间才修成，这就是十三陵中的首陵－长陵。  

选定陵址，兴师动众，备料施工，耗资钜万。聚能工巧匠，精雕

彩绘；驱民夫役作，力疲身伤。定陵的修建耗用白银八百万两，长陵

的建制更加宏大，估计在一千万两以上。选陵之说属民间传说，据考

证，姚广孝确有其人，出身佛门，实为朱棣的文臣，曾参与《永乐大

典》的编辑工作。刘伯温是太祖朱元璋的宠臣位居翰林大学士，后为

朱棣所用。并未直接参与建陵事宜，故亦仅作为野史参照。  

揭开十三陵地宫之谜  

世代风流总被风吹雨打去。繁华奢丽过眼皆空；透明 277 载看风

尘烟雨，终成一梦。惟有青山常在，青冢犹存，需日渐夕阳下，无语

诉说斑斑风尘……。  

定陵于 1957 年被发掘，地宫洞开之时，轰动世界，几十年来，

凡到北京旅游，都把 “地上登长城，地下看定陵 ”视为兴事。  

由于定陵屡遭焚烧，大殿荡然无存，但从长陵祾恩殿现存的六十

根楠木大柱中，仍可想象，定陵初建之时所用木料该是何等气度。定

陵所用楠木计二万余根，最粗的直径可达 1.4 米以上。花斑石，产于

云南崇山峻岭的悬崖峭壁之上，开采、运输的价值与白银等同；定陵

整个宝城的垛口、明楼的女儿墙都用花斑石砌成，就连明楼的地面都

是用花斑石铺就，砖缝中浇铸铁汁固定，因年代久远，侵蚀后已换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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