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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上 : 景泰陵碑亭。

图右 : 明成化年间所立陵碑。

图 f : 清朝复建的棱恩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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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二E密林先生给我送来他撰写的 《景泰陵志》 的书稿，我的第一反应

是 : 景泰帝、 景泰陵太值得写成书向世人介绍了。因为景泰陵被圈在军

事大院里，很少有人能亲睹它的真容。 许多老海淀也不知道在玉泉山以

北的群山中还有一座 "十三陵外又一陵" 。 这是海淀区内 l准 -的一座皇

帝陵役。 人们大多知道有"景泰蓝不知道明代还有个景泰皇帝。

景泰帝是值得研究和宣传的皇帝。 在明代帝王中，他是一位处在历

史的风口琅尖上颇有作为的皇帝。 若认识他，就得研究土木堡之变、 英

宗被俘、 于谦保卫北京城和南宫夺门之变等等。 这对我们认识明代政治、

太监归政、 皇族内部争夺帝位的争斗等 ， 会加深一步认识。景泰帝有可

隘|可点的地方 他不是主动地阴谋篡夺皇位，而是应于谦等大臣之请、

遵从皇太后之命才登极的 i 他是在朝廷无主、 政治混乱而又 11面强敌威胁

京城的紧急情况下即位的，对于稳定政局、 重振朝纲起到关键作用;他

赞同和支持于谦等重臣的紧急御敌措施，为夺取北京保卫战的胜利也有

一份功劳。 正因为如此，时人与后世舆论大多对景泰帝被贬抑的遭遇抱

有不平和同情之心。王密林先生在这本书里痛快淋漓地表达了公众的心声。

王密林先生在书中详细介绍了景泰陵周边的地理环境和社会环境，

景泰陵墓葬的规制及其历史沿革。本来景泰帝在位时，他己在天寿山明

陵着手修建自己的"寿陵"了。 他被贬斥为邸王后毁弃寿陵别葬于金山 。

书中对陵墓的建筑布局、葬仪规制以及由于坟主政治地位的变化所引起

的堂舍和设置的诸多改变，作了详细的历史性的记述q 这是以往有关著

作从未涉及的。关于金山的 《地名手遗》 也是精彩的一节。娘娘府、韩

家府、 道公府、杰王府、四王府、丰户营、 董四墓等这些沿用至今又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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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大居民耳熟能详的村名 ， 书中有根有据地发掘出它们的历史真面目 。

这里埋葬的都是皇帝的子女和皇后妃琪，是金山陵园的相关部分。 它们

又与今天的现实世界联系起来 ， 匡正了一些无据的猜测和民间传闻。 这

大大提高了本书的知识性和可读性。

本书对于古人墓葬的研究有着多重的重要意义。 我曾在 20 多年前

撰写出版过一本 《京西名墓>> ，共写了包括景泰陵在内的 36 座名人坟墓。

从中我认识到墓葬是一种复杂的社会文化现象。墓址的选择要看风水。

风水理论有浓厚的迷信色彩。 然而剥掉那层玄秘的外衣，我们看到一幅

人类原始生活的图画.人们选择背山面水的地域建造住宅或坟莹，背后

的山遮挡寒风，前边的水提供饮用和灌溉之利。 这无疑是人为适应 自然

所取得的生活经验的反映。墓葬是各个历史时期的生动记录 ， 是那个时

代政治、经济、社会发展状况的反映。墓葬还是一项有价值的文化资源，

对我国传统文化的传承和借鉴有着一定的现实意义。

正是从这个角度 ， 我看到了王密林先生这部著作所具有的社会科学

文化价值。 这是我看到的单座名墓的第一本专著。 海淀境内有许多座值

得研究和撰写的名人墓葬 ， 如耶律楚材墓、 礼亲王墓、醇亲王墓、纳兰

性德祖圭、 样式雷祖圭、 外国传教士墓园 、 太监墓园等。 如果以王密林

先生为榜样，将这些名墓都能进行细致研究并各撰写出版一本专著，那

将是一项非常有意义的文化工程，使我们从一个独特的角度审视海淀区

和北京市的社会历史发展的脉络。

北京市和海淀区正在努力壁画和建设'三山五园历史文化景区

而金山陵园和景泰陵就在这个景区范围之内，是它的组成部分。 在建陵

时从风水角度观察 ， 背后绵延的金山， 墓前的玉泉山和北旱河就是看中

的重要的风水支点上;明代皇帝渴陵时休息或驻畔的地方在昆明湖畔的

功德寺 i 墓园建筑在清代是遵乾隆皇帝和慈禧太后御旨重新修建的，而

那座雕刻着 "大明恭仁康定景皇帝之陵"的墓碑，因为镑刻上乾隆御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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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 《题明景帝陵》 诗而被改称为"御制诗碑"了。王密林先生这本 《景

泰陵志>> ) 是对三山五园历史文化景区内有价值历史景观的深入研究的

新成果，自然会受到学术界和政府相关部门的重视。 海淀区档案馆发现

并组织出版这部书， 是颇具战略眼光的 。

王密林先生继即将出版 《 自得园志》一书以后，又成功地奉献出这

部题材新颖而内容厚实的专著，显示出他对文史研究的饱满热情和不俗

的功力 。 他多年来如饥似渴地学习历史文化知识，四处寻找和积累有价

值的资料。 从本书引用古今书籍范围之广，即可看出他博览群书、资料

储存之丰厚。志书和其他文史书籍要以资料说话，新的观点、新的结论

要以新鲜的资料为根据。 而这一点，正是本书成功的关键。

我很高兴为本书写序，祝贺本书的出版!希望能看到王密林先生新

的研究成果面世。

张宝章

2015 年 12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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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淀区历史文化之悠久 ， 古迹遗存积淀之丰厚 ， 正待深入挖掘 。 僻

处于海淀金山一隅的景泰陵已经有 500 多年了 ，作为-代被贬抑的帝王

明景泰皇帝朱祁缸的|凌寝 ，在这 500多年的沧桑岁月 中，历经了山河变迁 、

朝代更迭，能保存至今 ， 实属不易。现存的|凌寝虽卑隘狭小且损毁严重、

建筑寥寥，但作为海淀区辖内唯一的帝陵，其具有的历史与文化价值已

不待言。 就总体而言 ， 景泰陵的历史和文物价值也并不逊色于名闻遐边

的明十三陵 ， 同样是明史及北京史研究中不仁IJ 或缺的重要见证。 而它因

种种历史原因所形成的特有的在"帝与王之间"的陵寝形制 ， 更是中国

古代皇家陵寝中的绝世孤本。

景泰帝即位于明朝因土木之变而风雨飘摇之时 ， 可谓临危受命，他

拒绝南迁倡议， 采纳贤臣于版的战守之策，内除奸馁 ， 外抗强敌 ， 取得

了北京保卫战的辉煌胜利，使明朝转危为安，也使北京这座天下名都、

文化基萃之地避免了一场足以致命的兵火劫难。 作为北京保卫战的最高

统帅， 景'泰帝于明朝 、 于北京 ， 甚至于中国历史的发展进程 ， 都有着深

远而正面的影响。 之后他在位的 7 年多时间里，励精图治，广开言路 ，

选拔贤能，推行新政，创立团营，治理黄河，减免赋税， 富国强兵 ， 政

绩斐然 ， 在明朝乃至中国历代皇帝中，都算得上是大有为之君。 而他在

夺门之变的内部倾轧、骨肉相残的斗争中成为失败者并因此而硕命丧身，

以及身后所遭遇的种种不公，更使人对他产生了深切的同情，数百年来 ，

不知有多少人在临景泰陵前凭吊， 写下了多少哀婉凄楚的诗词歌赋，作

为明朝"最有故事的皇帝 他的生前身后都是同样的精彩。 作为景泰

帝在世间的唯一遗存 ， 景泰陵更是有着非同一般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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景泰陵的独处金山，使它疏离于明代最大的帝王陵寝群落十三陵，

所以往往被人们忽略，岁月的流逝又导致其早期的文献档案大多已经散

失 ， 现存的又很零散、 简略，甚至存在着许多谬误和彼此矛盾之处，使

景泰陵沿革变迁的情况都不是很明朗， 与其相关的若干史实也还有许多

语焉不详之处 ， 这无疑会影响到我们最大限度地利用景泰陵的历史文化

价值，发挥其所具有的教育作用 。 而收藏编辑研究档案，搜访文献史料，

摄抬地方遗闻，做补阙拾遗的工作 ， 恰是档案工作者肩负的责任，正谓:

千秋功业，自足下始。

海淀区档案局(馆) 一直对历史文化遗存档案资料的编辑研究做着

深入不懈的努力和探索。编辑出版本书的目的，就是通过对现有文献史

料的爬搜剥剔 、 汇总编辑、 演绎重构，使人们能对这一处珍贵的历史文

化遗存有清晰的认识，对它的价值能够有深入的认同及专业的辨识，或

可展现出供学者们探索的脉络，对景泰陵的保护与开发做些抛砖引玉的

工作。

海淀区档案局 (馆)

2015 年 12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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