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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过两年多的努力，这本《清代园寝志》终于脱稿了。但是，关于清代园寝的话题 ，

却总感觉还有一些未说完的话。

在中国封建社会，人们习惯于把藩王的墓葬称之为"王坟"。清朝入关后，从顺治元

年开始，先后三次大规模圈占京郊500里以内土地以安置满洲贵族 、 勋 臣和八旗兵丁。满

族贵族在圈占中趁机强占大量民地、良田，设置皇庄、王庄及八旗官兵田庄。失去土地的

汉族农民于是只能在其庄园劳动，因此沦落为满族贵族的奴隶 ， 完全失去了人身自由，庄

主和农民之间变成了一种"主子"和"奴仆"的人身依附关系，这种关系在社会意识形态

上也留下了深深的印迹，表现在日常的用语上，就衍生出了一些称谓关系上的"奴化"语

词，如称自己为"奴蝉" "奴才而对自己所属的主人则称"主子" "主子爷"对宗

室王公则称"贝勒爷" 王爷"等等。 不平等的社会制度导致了民众整体的ß( 微心理，进

而对所有身份地位比自己高的人都称之为"爷"到了后来"爷"甚至成了二种名词的

后缀 ， 可以任意附加在某些称谓名词的后边 ， 如"军爷"官爷"之类 ， 以表示谦恭 。 于

是，原来在历代被称之为"王坟"的诸王墓葬，到了清代的下层民众口里，就变成了"王

爷坟"。这种民众的"整体的卑微心理"或许也是晚清国运的一种写照 ， 预示着腐朽的

王朝必然要走向灭亡。

把宗室王公的墓葬称之为"王爷坟 当然只是一种民间的通俗叫法。 i青代的"王爷

坟"准确地说只是清代宗室园寝的一部分。而所谓的清代园寝 ， 则是指包括清代历朝皇帝

的皇子 、 皇女 、 妃娱以及宗室各小宗所有有封爵成员在内的坟园 。 清代对这 -群特殊人群

死后的坟国选址、建筑规模、祭享方式、墓园保护等等，都规定了一套相当严格的制度。

每个个体的坟园称之为因寝 ， 不同等级的死者在丧葬方面的不同规定称之为因寝制度 。

关于1青代园寝的研究，过去并没有得到清史学者重视。大概因为清代园寝与清代的

陵寝比较起来，园寝是清代爱新觉罗宗室各小宗的墓葬，而清代的陵寝则是属于有清一代

历朝帝王及其皇后的墓葬，无论从规模上还是从社会的关注程度来看，皇陵都要比家族的

墓葬重要得多。 就文献资料而 言 ， 历代皇陵从选址到建造乃至于皇帝死后的下葬A祭祀

活动，都是历代封建王朝最为重大的事件之一，都有相对完备的档案史料可查，而宗室各

小宗的家族墓葬 ， 文献中则少有记载，这就使得对清代园寝的研究显得"先天不足很

难深入展开 。 所以， 自清代灭仁以来，对于清代皇 |凌的研究工作 ， 受到了史学界的普遍重

视，研究成果也不断涌现而对于清代|型寝的研究，则一直处于几乎空白的状态。

20世纪80年代，冯其利先生利用业余时间 ， 对清代园寝展开调查工作 o 经过多年的

实地调查，结合文献资料和对各地知情人士的走出，于1996年在紫禁城出版社出版了《清

代王爷坟》 一书。在这本书中 ， 作者对埋葬于北京、河北和天津等地的清代"王爷坟"的



位置、墓主、地面建筑的历史和现状等作了较为详细的介绍，为我们了解清代园寝在这

些地区的分布和现存状况提供了丰富的资料。但非常可惜的是，作者对这些"王爷坟"缺

乏深层次学术层面上的分析研究，我们很难从作者的介绍中看出清代园寝这种特殊的墓葬

形式与清代社会政治、经济、文化之间究竟有多少联系。同时由于作者对清代宗法制度缺

乏了解，未能把每个个体的"王爷坟"即园寝)与整体的家族圭地联系起来进行考察研

究，准确分析出同一家族圭地内个体园寝之间的相互关系，因此在对个别的园寝墓主的认

定上，就难免出现错误。另外，由于史学界对清代园寝的研究一直处于一种空白的状态，

人们普遍对清代园寝等级制度缺乏了解，所以作者在对一些园寝地面建筑的描述上，也常

常显得不够准确，甚至有时候错误地把园寝附近原本属于其他时代的建筑，都当成了该园

寝原有的建筑。这些问题的出现，其实反映了一个时期以来人们对清代园寝的普遍认识水

平。 2007年 12月，北京市文物研究所宋大川、夏连保出版了《清代园寝制度研究》 一书，

对清代园寝制度的形成、建立和发展历程作了较为详细的论述。鉴于目前清代园寝多数都

己被破坏的现状， 2008年初，宋大川同志提出了编写《清代园寝志》的计划，并获得北京

市文物研究所及市委宣传部的支持，课题被列入北京市委宣传部社会科学"十一五社科规

划"重点科研项目。 2008年6月，北京市文物研究所组织成立了《清代园寝志》课题组。

课题组成员由宋大川、夏连保、郭力展、付幸、董坤玉、张利芳、丁利娜、王殿平等人组

成。宋大川同志主要负责课题的组织、协调工作，安排课题进度计划。夏连保负责全书的

统稿工作。王殿平、郭力展同志主要负责对园寝及相关实物的拍照。全书的文字撰写由夏

连保、付幸、董坤玉、丁利娜、张利芳五人完成。其中<<综叙》和除去《清代公主园寝

志 ·概述》之外的各部分的《概述》以及第一部分《清代宗室王公园寝志》的第一章一、

二，第二章 ( 一 ) <<广略贝勒禧英园寝)) ，第五章二，第三部分 《清代妃园寝志》第二章

一，由夏连保执笔撰写;第一部分第二章 (三 ) <<敬谨亲王尼堪及其子尼恩哈园寝》 、

二、五、七至九，第三章，第四章(二 ) <<己革裕亲王保泰家族莹地》、 (囚) <<北京市

朝阳区广渠门外裕郡王家族莹地及裕信郡王亮焕、多罗贝勒文和、固山贝子祥端园寝》、

三，第五章三、 ( 二 ) <<北京市房山区董家林多罗淳郡王家族圭地及淳慎郡王弘瞟、多罗

贝勒永望园寝》、六、七、十五，第六章三 ， 第七章一 、 三至五、七，第八章和第九章由

张利芳执笔撰写，第一部分第一章三、四，第二章 ( 二 ) <<多罗安平贝勒杜度及其后裔园

寝》、三、四、六，第四章(一) <<天津黄花山裕宪亲王福全园寝》、 (三) <<河北易县

南福地裕亲王家族莹地及追封裕悼亲王保续、裕庄亲王广禄园寝》、 二、四，第五章一 、

(一) <<河北易县淳度亲王允站园寝》、四、八至十四，第六章一 、 二、囚，第七章二 、

六由丁利娜执笔撰写:第二部分《清代公主园寝志》由董坤玉撰写;第三部分《清代妃园

寝志》除《概述》和第二章一外，由付幸撰写。第四部第一章由张利芳整理，第二章由董

坤玉整理，最后由夏连保审阅。书稿完成后，由宋大111 、夏连保对全书进行了审阅修改。

本书作为一本清代园寝的专志，最重要的就是对清代每一座园寝进行客观、历史、准

确的描述。为了能使这部《清代国寝志》尽量编写得真实可靠，课题组对各地可以考知的

每一座园寝进行了认真的调查和走访 。 但是，由于历史原因，清代宗室王公的园寝多数己

经被平毁，有些甚至己经很难考知其具体位置了。在这一点上，冯其利先生的《清代王爷

坟》给我们提供了非常重要的线索。



在本书的编写过程中，我们尽量考虑清代宗法制度的特点，结合文献资料的记载和实

地调查的情况，对每个家族的圭地变换、园寝与园寝之间的关系进行剖析研究。清代园寝

制度是中国最后一个封建王朝在特殊的历史时期和社会制度下所产生的一套特殊的丧葬等

级制度。在这一特殊丧葬等级制度下，清王朝依据宗室成员生前社会地位的等级，对各小

宗群体成员的墓葬规模和形制从制度上加以规范，其所依据的社会等级标准就是清代的封

爵制度。宗室成员生前所接受的封爵和死后受到的追封，都可能成为其丧葬"待遇"标准

的依据 。 因此，相同爵位的宗室成员，其墓葬的规模和建筑形制也都具有相似性，也可以

称之为共性。而这些被称为"园寝"的特殊群体的墓葬位置关系，又多数是按照清代的宗

法观念和昭穆制度来安排的，所以，我们认为，在清代园寝中，对宗室各小宗王公园寝的

研究，不仅需要注意它们之间的相互关系，更应该侧重于分析该家族圭地变换的客观因素

芋n二亏原因 ， 否则就可能得出错误的结论。但是由于我们的水平有限，加之时间紧迫， 真

诚地希望方家能对书中的缺点和错误不吝指教。

本书的编写工作得到了北京市各区县文管所的大力支持，特别要提出的是，课题组在

内蒙古和辽宁调查时，内蒙古喀喇沁王府博物馆吴汉勤馆长、辽宁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田立

坤所长和吕学明副所长、辽宁市文物保护中心全晓红主任、清东陵文物管理处研究室李寅

主任、清西陵文物管理处耿左车主任及宣传科王娟同志，或不吝给我们提供相关资料，或

热情地与当地有关部门联系配合，或亲自带领课题组寻访相关遗迹，对课题组的调查给予

了全力的帮助，在本书出版之际，我们谨向他们表示衷心的谢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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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叙

"园寝" 一词最早见于《后汉书)) ，原本是指帝王的"园陵寝庙" "园陵"也叫

"陵园"而"寝庙"则是指祭祀的场所，合而称之为园寝、陵寝、园庙或寝园等，后

来特指埋葬及祭祀封建最高统治者皇帝及其皇后的墓园。

从秦汉以后一直到清代之前的中国历代封建王朝，传统的墓葬大致说来只有"陵"和

"墓"两大等级区别。在君主集权制的封建社会里，皇权至上，神圣不可侵犯。统治者为

了维护"天子"的绝对统治权威，在丧葬制度上规定，只有社会的最高统治者皇帝及皇后

的墓葬才可以称为"陵"包括"陵寝" "园寝" "陵园" ) ，除此而外，即使是诸侯王

乃至太子的墓葬，除非有朝延特殊的恩礼许可，也都只能称"墓"而不可以称"陵"。如

唐中宗李显的儿子李重润和女儿永泰公主，在武后大足元年(70 1) ，因私下议论张易之与

武后淫乱事而被武则天杖杀，唐中宗复位后，追赠二人位i益，以礼改葬，陪葬乾陵，并特

许二人墓葬"号墓为陵"以表示与其他宗王、公主墓葬规格的不同，反映了一种特殊的

等级观念l。由此也可以看出"陵" (包括"陵寝" "园寝" "园陵" )成为一个特殊的

词语，只能特指帝王的埋葬地，而普通的百姓甚至是高级贵族墓葬都是不能随便称"陵"

的。擅自称陵意味着懵越，是封建等级制度绝对不允许的。

当然，我们不能把"陵"与"墓"仅仅看成是名称上的简单差别，事实上这种差别的

本质主要体现的是一种等级观念和制度，包括葬地的选择、墓葬地面和地下建筑的规模以

及丧葬、祭祀礼仪等等一系列的具体等级制度，是对死者生前社会政治地位的观念认同。

这种丧葬制度上的等级制度，是封建社会等级制度发展到一定时期的产物。

【
综
叙
】

一、清王朝的建立与清代的园寝

清朝是由满族贵族建立起来的封建王朝，也是中国历史上最后一个封建王朝。满族兴

起于东北，满族的前身主要是女真族。元朝蒙古族推翻了由女真族上层贵族建立的金王朝

政权以后，女真遗部散居于长白山一带，到明初时，已逐渐合并为建州女真、海西女真、

野人女真三大部，其后又按地域分为建川、|、长白、东海、雇伦四大部分。随着女真各部落

的发展，各部首领皆欲称王称长，女真内部不断发生战争，而建州女真在不断的战争中逐

渐强大起来。

在建州女真中，爱新觉罗氏最为强盛。"爱新觉罗"为女真语"爱新" 一词汉译

((新唐书》卷九十四。Ij传六))稳德太子重润大足中，张易之兄弟得幸武后，或i替重润与其女弟永

泰郡主及主婿窃议，后怒，杖杀之，年十九。 …神龙初，追赠皇太子及i益，陪葬乾陵，号基为陵，赠主为公

主。((新唐书》卷九十六仔IJ传八))永泰公主，以郡主下嫁武延基。大足中，忡张易之，为武后所杀。

帝追赠，以礼改葬，号墓为陵。"



为金"觉罗"就是姓的意思。爱新觉罗氏只是当时女真各部落中的-个血缘族氏，根据

《清史稿》的记载，爱新觉罗氏的祖先在很早的时候就已居住在赫图阿喇。至努尔哈赤的

祖父觉昌安时，共有兄弟六人:长曰德世库，次刘阐，次索长阿，次觉昌安，次包朗阿，

次宝实。"诸兄弟各筑城，近者五里，远者二十里，环卫而居，通称宁古塔贝勒"。而

"景祖(觉昌安，即努尔哈赤的祖父)承祖业，居赫图阿喇 o 景祖有子五 : 长礼敦，次额

尔夜，次界堪，次塔克世(努尔哈赤的父亲) ，是为显祖宣皇帝，次塔察篇古。时有硕色

纳、加虎二族为暴于诸部，景祖率礼敦及诸贝勒攻破之，尽收五岭东苏克苏浒河西二百里

诸部，由此遂盛"明神宗万历初，明朝的总兵李成梁攻打觉昌安的孙女婿间太所统领的

女真部落，觉昌安率领儿子礼敦、额尔衰、界堪、塔克世、塔察篇古及孙子努尔哈赤、舒

尔哈齐等人前往救援。"有尼堪外兰者，诱阿太开城，明兵入歼之"努尔哈赤的祖父觉

昌安及父亲塔克世等人都在这次战斗中被明军所杀，努尔哈赤和他的胞弟舒尔哈齐混于乱

兵之中被俘。李成梁的妻子看到努尔哈赤的相貌奇特，私下把他们兄弟二人释放了。努尔

哈赤和舒尔哈齐回到家后，就以祖、父遗留下的十三副盔甲重新组织人马，其后用了三十

余年的时间，最终统一了东北女真各部，雄居东北，并于明神宗万历四十四年 (1616) , 

即汗位于赫图阿喇，诸贝勒大臣上尊号曰"覆育列国英明皇帝"建元天命，定国号为

金，史称"后金"。努尔哈赤统一女真各部后，爱新觉罗家族就成了后金的实际统治者。

后金天聪十年(1636) ，皇太极改元称帝，改国号为大清，将以建州女真为核心，海西女

真为主体，包括部分汉人、蒙古人、达斡尔人、锡伯人、朝鲜人等在内的统一以后的女真

各部统称之为"满族"于是爱新觉罗这个家族就成了满族所建立的王朝的皇族。

皇太极改元后，清廷根据爱新觉罗皇族内部成员与努尔哈赤的血缘关系远近，将努尔

哈赤父亲塔克世(即显祖)以下的子孙，统称之为"宗室"而将塔克世之前各祖先的子

孙，统称之为"觉罗"。在封爵制度上"始定王公等爵，以封显祖子孙" 2。这里所谓的

显祖子孙，就是指努尔哈赤的兄弟及其后人。至康熙以后 ， 又根据宗室成员和康熙皇帝的

血缘关系远近，将宗室分为"宗室"和"近支宗室" 3。从《清会典》、 《清会典事例》、

《清通志》、 《清文献通考》等有关典籍的记载中可以看出，清代所谓的园寝，主要有以

下几个类型: 一是清王朝历朝皇帝除皇后以外的其他所有配偶的墓葬。如《请会典事例》

中所谓的昭西陵贵人园寝、景陵皇贵妃园寝、景陵妃园寝、泰陵皇贵妃园寝、裕陵皇贵妃

园寝、昌陵皇贵妃园寝、慕东陵庄顺皇贵妃园寝、定陵皇贵妃园寝等: 二是皇子及宗室亲

王以下所有功封、恩、封、袭封、考封的高级贵族的墓葬。如朱华山端慧皇太子园寝、皇

十二子园寝、文营台荣亲王园寝、朱华山理密亲王园寝、张家庄端亲王园寝、王家庄怀亲

王园寝、妙高峰醇贤亲王国寝等:二是所有皇女(固伦公主、和硕公主)和宗女中具有郡

主、县主、郡君、县君、乡君品级的格格墓葬。如梁各庄慧恩固伦公主园寝、许家峪端悯

清
代
园
寝
志

《清史稿》卷一《太祖本主己》。

《清朝文献通考》卷二百四十六。

《听雨丛谈》卷一 国朝发祥于长臼山，姓爱新觉罗氏。始兴于宁古塔，奄有辽左，已历累世。八旗之制，

最为精i羊。凡我显祖宣皇帝(塔克世)位下之摘派子孙，谓之宗室 3 伯叔兄弟之裔，谓之觉罗。自圣祖仁皇帝

位下之子孙，谓之近支宗室，凡命名皆随天潢，用弘永绵奕载衍派。嗣圣位下子孙凡在三服以内者，并下一字

偏旁亦排，用玉心丝言也。宗室有罪黝为红带子，觉罗有罪魁为紫带子。此例道光年间已停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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固伦公主园寝、陈门庄端顺固伦公主园寝等l。由此可知，清代所谓的"园寝"指的就是

清王朝历朝皇帝的皇子、皇女、皇后以下的妃娱及其宗室各支内有封爵的成员在死后按照

不同的等级规格建立起来的坟园。也就是说，清王朝在中国古代传统的"陵"和"墓"两

种墓葬等级之间，又在制度上增加了一个特殊的"园寝"等级序列。

清代历朝皇帝依据宗室成员生前的身份地位一一主要是爵级和血缘远近的不同，对他

们死后的坟园大小、地面建筑、丧葬和祭祀礼仪以及守陵户的数量等制定了不同的标准，

这是与以往的历代封建王朝都有所不同的。清代园寝制度的建立，是清朝皇族宗室内部等

级制度在丧葬上的具体体现，也是中国宗法制度和封建礼制在清朝皇族内部的一种新的表

现形式。

清代园寝产生的社会历史原因

清朝将宗室高级贵族的墓葬称之为"园寝"当然并不是一种简单的名称的更改，

而是有着其深刻的社会历史根源。清朝的园寝制度是满清封建政治制度的一个有机组成部

分，它体现了清廷入关后，王朝统治者的一种新的等级观念，是在新的历史形势下，为了

维护封建最高统治集团的政治利益而对中国传统的丧葬等级制度实施的一次变革。

清朝入关后，在顺治元年 (644) 、 )1顷治四年 (647)和康熙八年 (669) ，先后三

次强行大规模圈占京郊500里以内土地以安置满洲贵族、勋臣和八旗兵丁2。其具体办法是:

政府派遣官员，骑马拿绳索将所经过的地方加以丈量，这些原本由汉人耕种的土地经圈占

后就变成了所谓的"官地"朝廷再将这些"官地"分赐给八旗将士，名之曰"圈拨"。

于是这些原本有主的汉人土地就"合法"地强行转移到了八旗将士手中，变成了他们的财

产。据《清会典·户部》记载"凡宗室王贝勒贝子公将军，赐能辅庄园各有差，通计八

旗万三千三百三十八顷有奇。凡勋戚世爵职官军士，赐能辅庄田各有差，通计八旗十有

四万百二十八顷七十一亩有奇。凡能辅旗庄，国初颁赐己定，厥后皇子分封，公主赠嫁，

皆取诸内府庄田。承平以来，边界益拓，盛京东北及诸边口外，古称四脱不毛之土，多辟

为腆壤。八旗户口滋繁，咸取给焉。凡八旗官兵所受之田，毋许越旗卖买及私售与民，违

者以隐医官田论。凡牧场近京之地，肝阳相连，尽给八旗官兵。以沙地不耕者为场，盛京

及沿边之地，广漠无际，屯垦所不能尽。择水草肥美者为场，以牧上既马及骆驼牛羊。次

给宗室王公八旗官兵以广牧政。" 3八旗贵族在圈占中趁机强占大量民地、良田，设置皇

庄、王庄及八旗官兵田庄，而京最一带的汉民失却了赖以生存的根本，其中的一部分人便

沦为满清贵族的奴隶。满清贵族强迫失去土地的汉族农民在其庄园劳动，可以被随意处

死，毫无人身自由可言。作为征服者的满清统治者，在政治、经济、文化以及受教育等各

个方面都享有着特权。这种特权的长期存在，导致了意识形态里的新的等级观念的产生。

【
综
叙
】

l 参见光绪本《清会典》卷六一、光绪本《清会典事例》卷九四九。

2 四库本《清会典》卷十《户部))近击战五百里内，当明季兵赛之后，野多旷土，定鼎之初以锡，群策群力，

垂为世业。墟市不改，丘家如故，有民田犬牙相错者，取别州县闲田易之，傅旗人各安其业，以正经界，其征

输之籍尽除之。"

3 四库本《清会典》卷十。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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