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盛唐陵的皇典范| 乾陵
乾陵位于陕西省县乾城北的梁山

上
,

距古城西安七十六公里
,

是我国唯一女的皇帝武则天ǎ图一à和丈夫唐高宗李治ǎ二图à的合葬墓
。

ǐ乾ì是之八卦一
,

符是号ō三ì
,

表代天的意思
。

传说
,

武则派下风天天出水高手袁天纲和李风淳在全国各地为她选穴
,

俩人分头从南到北
,

由西在 东向全国勘察
。

袁纲天先选中一块灵地
,

一埋下他枚铜钱
,

然后回京向武则天命复
.
李淳风不久也回到朝廷

,

他向武则夭说
,

他已在他选中的龙脉一下 埋处枚针
。

武则派去天人看
,

发现俩人勘察的竟是一块地
,

且那而个针正好插在那个钱眼里儿
。

这块就地是山 梁
,

袁天纲和李风淳二位这风水高手都认为还梁山有利于女主
,

所女皇以武则天便把梁选为山其唐夫高和宗自百己年后的ō万年寿域ó
。

乾而陵陵因山
,

在建乾县以北的

梁上山ǎ三图à
。

梁山山势拔峭
,

有三个山头
,

峰北最高
,

南面二峰较低
,

东西对峙
,

形成天然门阔
。

三峰耸立
,

就像一位仰卧的女人
,

北峰头为
,

南面二峰乳为
,

所们以人又把陵此叫姑婆陵
。

ǐ姑婆陵ì还有一种说法
,

武天则当皇了帝
,

娘她家武姓的势大 很力
,

埋葬武则天时武家人多势众
,

而李姓要么被武杀天则了
,

要么的活着人对武则天也心存怨恨
,

没有几个人

图一 武则天画像

王秀齐

图二 唐高宗画像

去哭陵
。

老姓知道百不葬的是李姓皇后
,

以只是为的姑武家婆
,

所以叫姑婆陵
。

公八元六三年
,

五十五的高岁宗死了
,

埋葬陵于乾
。

又过了二十三年
,

八十二的岁武则天也死了
,

她也下葬乾陵丈与夫葬合
,

武则天入葬陕西乾陵至今一千三百年
。

雄伟陵乾的仿唐长城安格局构筑
,

分为城宫
、

城皇和城外三部个分
。

内城面积约为二百三十万平方米
,

有南朱雀
、

北玄武
、

东青龙
、

西白虎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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门
。

城外周长四十公里
。

现华表有
、

冀马ǎ图四à
、

石狮ǎ五图à
、

石马牵与马石人ǎ图六à
、

翁仲ǎ七图à
、

无碑字
、

六十一蕃臣像等精美绝伦的大型石刻一百多件
,

被誉为唐石刻盛艺术的露展天馆览
,

也是我国现存古组成代大型石刻艺术的杰作
。

其中无碑字
、

六十一蕃臣像谜中有谜
,

下留了许多难解之谜
。

乾陵地是宫乾陵最神秘
、

最吸引人地的方
。

考古发掘和

文献记载证明
,

乾陵可能是目前唯一未被盗过掘的唐代帝王陵墓
,

其空间 地宫在二千七百至五千五百立方米之间
,

其地宫之谜更让人难以想象
。

乾陵陵前的朱雀门外并立着两通

高各六米左右的墓碑
。

西边为ǐ述圣纪碑ì
,

此碑为武则天撰写
,

唐中宗书写
,

以用歌颂高宗文的治武功
。

是武则 东天的ǐ无字碑úǎ图八à
。

在封建社会
,

帝王的陵墓本来是不树碑

的
,

墓内也不放墓志铭
,

但乾陵突破这一了惯例
,

所这两通石以碑具有特殊的历史价值
。

特别是无碑字给下留了 们人许多千古难解之谜
。

ō无字碑ì无字之谜ǐ无字碑ì取材于一块完整的巨

石
,

此碑高身七五点三米
,

宽一二点米
,

一厚点四九米
,

总重量九十为八八点吨
。

碑首有九条峡龙互缠绕相ǎ图九
、

图十à
,

左右两侧各四条
,

碑额正中偏右也侧有一条
,

所以此碑亦称为ō九龙碑ì
。

无碑字上原并来刻无有一字
,

那么
,

为何武则天为高宗树碑立传
,

对自只己树而碑不立传呢?千



余年来人们对此猜测种种
,

人们测的猜大略有四说
..

一说武天则自认为功高莫名
,

取ī论语íǐ无民而称德焉ó之意
,

故立无碑字
,二说知过她有自
,

不好用文字述说
,

与其写碑文
,

不如不写为妙
.三说武则天留遗有言
,

己之过功
,

让后人评说
.四说为宗中李显为她立碑时左右难为

,

他若扬武褒则天
,

刻上ō大周天轮册金圣皇帝ó
,

作为李唐子孙
,

从祖感宗情上讲来
,

是他不情

愿的
,

若刻上ǐ则天后皇ó
,

但他母亲又明明做过大周皇帝
,

一之因字不铭之了
。

上以四种法说
,

初听似起来乎不无据根
,

但忽视一了个基本事实
,

那就是无字碑正面从到下上布满了四点五厘米见方的格子
,

经考古工作者仔细观察和研究
,

这些小格子是不后人所为
,

而是初制碑时准备用的
,

这说也明
,

时当可能已经准备好碑文
。

根据留在碑阳上的格子计算
,

碑约三文千三百字
。

那么

碑文容内是什么?什为么不上刻去呢?这是解无字碑无字之谜的首题要前
。

ǐ无字碑ì字有之谜ō无字碑ì为何无声息无的变成

了ǐ有字碑ì呢?这又是一谜
。

碑上现有四十二段文字
,

正面三十一段
,

背面十一段
,

后人系所撰
,

起于宋
,

止于明
。

最早一段的题是字北宋赵信



崇宁二年ǎ一一 O三à刻的ǐ开封王谷正叔按行边部
,

南还京兆
,

道经奉天
,

同邑尉李定
,

应之恭拜乾陵
。

时男仅从行
。

崇宁癸未季冬初八题月ì四十四字
。

在这四十二段文字中
,

除汉字外
,

还有一种早已绝迹的鲜为人知的数少民族文字
。

这段文字居于碑正面最主要的显著位置
,

周围是由六点二厘米宽的线刻蔓草莲花纹图案组成的

图八 乾陵无字碑

边框
,

高八一点三米
,

宽零点二九米
,

像是一块碑中之碑
。

框内刻好 完字
,

旁边有汉字译文
。

上部正中是十二个阴刻隶书汉字ǐ大金皇统都帝弟经略郎君行记ó
,

分三行竖刻
,

每行四字
。

正中右边五行为少数民族文字
,

左半边有八十四字的楷书文译
:

ǐ大金皇弟统径略郎君响臣
,

疆场无
事

,

猎于梁之山阴
,

至乾唐陵
,

殿房颓然
,

一无所睹
。

鸡有命司
,

爱工饰 修
,

今复渴陵下
,

绘像一新
,

回廊四起
,

不胜顽择
,

与礼阳太守归 饮而酣
。

ó郎君称ō皇帝ó而姓无名
,

下款署ō天会十二年纪ó
,

金系当太宗之弟
。

金史载金世祖子十一人
,

康自宗
、

祖太
、

太宗而外
,

还八有人不知是谁
。

这个皇帝是谁
。

这个ō皇弟ì是谁?仍是一谜
。

无字碑上的少数民族文字之谜明代著名石学赵金家涵在ī石墨

镌华í里提到无字碑上ō皇大金统都 帝弟经略郎君行记ì这种文字说
:

ōǎ郎君记行à碑一字不能辨
,

盖女真
字

:…字乾刻陵无碑字上
。

ì们人方道这知是女真文字
。

到从明清
,

及至现在
,

这种说法仍广流传为
。

ǐ女真字ó是我金国代女真人参

照汉字创造文字的出
,

有大字
、

小字两种
。

大字于二一九年颁成制行
。

可是金初延袭使用的是辽代契丹小字
。

ī郎君行记í刻于二三四年
!

正逢早已绝迹契的丹小字和女真大字并用时期
,

而且女真字的建创又丹受契字的影响
,

使断们好判人不碑上所刻文字
,

究竟属于哪一种?论怎但不么讲
,

这碑上有少数民族文字的碑刻又示无了 得显碑字的特殊价值
。

综合上述我们以可看出
,

武天则

无字碑之所以名最气大
,

除了因为武则天是中历国史上唯二位女皇帝外
,

还与无碑字形体高大
、

造独型特
、

众谜待解有关
。

乾陵六十一蕃臣像揭秘在乾陵朱雀门前石的狮之南的左29



右两边共有六十一蕃臣像ǎ图十一à
:

左列二十九尊
,

其中五尊残缺较甚
;

右列三十二尊
,

分四行排列
。

六十一尊石人像中除二尊部残头存外
,

其头均 余缺
。

初当这里建有两个大型侧殿
,

东西相对
,

六十一石人像轩于殿中
,

殿后毁
,

现仅存遗址
。

石人像一般高在一点五至一点七

米之间
,

宽零五六米点
,

底座零乘 点九以零点九米
,

地露面出高四厘米
。

从服饰来看
,

它们多穿圆领紧袖武士袍
,

袍式为多枉右式
,

双手拢袖作抱易于胸前状或双手作持易于胸状前
!

皆腰束革带
,

脚靴穿
。

残存的二尊像 头为鼻高
,

深目短须
,

嘴厚唇
,

雕刻得生动而很有气度
。

乾陵为何要树立这六十一蕃像臣

呢?过去一般传说这些石人像是武天 则主持高李治宗礼葬时依照前加来参送葬的各国王侯使节宾模客为特雕刻

而成的
。

根据史料记载及考古新发现证明这是一种误解
。

一九五七年
,

考石人员在整修倾复及埋没的石人像时
,

发现埋倒于地下的石人像背后刻有和 国名职官姓名
,

看清迹字者仅有六尊
,

即木俱罕国斯口口口勒
!于闻国口尉迟口口口

.吐火王罗持了口口口达健
,吐火口口口口口口阿史阿忠节

;
使口力贪开口于

!
口仙口口河口口延

。

由此证明
,

这石批人在像初雕时
,

每石个人像背后背部都刻有姓名
、

职衔
、

族别或国别等文字
。

北宁元口口口年间
,

陕西转运使

游雄师
,

曾考察过这六十一石像人背部所刻的文字
,

并转刻成四块碑文
,

立于石人像东西两侧
,

不幸碑刻现已毁失
。

元朝人李好文在编ī长安志图í时寻得其中三碑
,

录得补者阔人 三十九
。

后经著名历史学家陈生灿先国考补
,

现存名实际只有三十六位
。

它们中
,

除吐谷浑
、

吐蕃
、

剧首领突ǎ即蕃将à各二人外
,

绝大部分为唐安西
、

北廷
、

北安等都护府属下的地方或少数官员民族首领ǎ即蕃将à
。

这



图十一 乾陵六十一蕃臣像

三十位名单中
,

绝大多数前面冠一ǐ故ì字证明在立像时
,

这些人已经故世
,

故不可能成为参加高宗葬礼的宾客
。

在中国历代帝王陵墓中
,

唐唯有昭和陵乾陵有蕃将石刻
,

这一石刻反映唐了太宗
、

唐高时 宗期民融族合
、

民族团结和统治集团多民族成分的历史证见
。

也是这些蕃将对唐朝皇帝谨恭臣属
,

侍卫宫的历阔史缩影
。

所以说这些石人像的特模是以将蕃等为模特
。

根据乾陵无字碑上的ī朗君行记í记载推断
,

这六十一石人像原来还经过彩绘
。

宗 唐太昭陵前只立了十四尊石人像
,

而乾陵则立了六十一尊
,

这说明唐朝到了高宗
、

武后时期的

民族关系
、

边疆开拓有了新的发展
。

唐前期在ǐ四海同归ìǐ蕃汉一

家ì的指导思想下
,

对蕃普将遍赐汉姓
,

引为国宗
,

甚至结为亲属
。

德武七年ǎ六二四à秦王李世民利与领可汗
、

突厥可汗结成兄弟
。

而女皇武则天则首开认蕃人为儿义之风
,

她先首认后突厥可汗阿默史那为义儿
。

另一个团结少数民政族的策是广为联姻
。

除们人所知文的成公主
、

金城公主与吐联姻蕃外
,

唐代计共与蕃国
、

蕃州君长联姻达六国二八十人
。

此外
,

还有为各少数民族蕃将蕃臣封王制度的
。

他们得到唐天子的优崇礼遇
,

汉比臣将汉有过之而无不及
。

唐昭陵十四尊石人像和乾陵六十一尊石人像也说明了这一历现史象
。

六十一蕃臣像无头之谜那么
,

六十一蕃臣像为何仅仅头

部被破坏
,

是谁干的呢?破坏于何时呢?传说
,

这六十一蕃臣像有中一尊背部刻有ǐ十姓可汗阿那元史



庆ó的石人
,

名叫ǐ阿那史元庆ì的蕃国国王
。

他有三个子儿
。

其中小子儿平时喜练爱武
,

脾气暴躁时无人敢惹
。

有一次他与临国打战
,

两军阵他前把邻国主帅骂得狗血淋头
。

那帅主可无奈何
,

盛怒之中突然想一了件往事
,

便当挖众苦说
:

图十二 官女图

ǐ你还有脸骂人
,

你知道你父亲是
怎样当上国王的吗?他为国了当王被成刻石拱像手恭立于武则陵天前守陵

。

ì王子听后满脸赤红
,

怒火冲天
,

举刀冲过了来
,

把对方主斩帅于马下
。

后来
,

他扮装成嘛喇
,

偷偷潜入

大唐
,

来到乾陵
,

按照石人像背后的刻字很快找到他父亲的像
。

他便举起石要砸头碎父亲的像
,

但被护陵的官兵现发后毒一打了顿
,

无法下手
。

第二天晚上
,

他另生一计
,

趁月夜人无
,

钻到陵的区庄稼地里乱踩乱踏
。

天亮后
,

他又穿喇着嘛服近饰村里化到附缘
,

散布谣言说
,

庄稼是石被人踏了
。

村们到地民里一看
,

便信以真为
,

拿起铁橇
、

铁杆
、

铁斧蜂拥而出
,

冲上乾陵
,

把所有石人像头全部破坏了
。

诚然
,

传说毕竟是说传
,

但从中

我们可以看出
,

六十一尊石人像与人破是为坏分不开的
。

乾陵为一个制高点历史上亦为兵家必争之地
!

千余年来
,

在此地战 知发生不少了多争
。

这也不排除六十一石头人在战争中破坏的可能
。

近有来人认为
,

乾所县在之地为

关中盆地与渭北高原的断裂带上
,

据县志记载
,

此地在历上史曾过生发好次几大地震
,

在地震中石人相互碰撞掉头之事也会发生
。

还有认人为
,

明



朝年末
,

瘟地当疫流行
,

村认民乾 是为陵上这些石人在作鬃成妖
。

有诗云
:

ō黄昏下人不山行
,

蹂人田禾食牛羊ó
。

于是
,

地村当民奋起将其石人头打掉
,

从此六十一蕃臣像身首分离
。

这些说法是正否确
,

有待进于一步研究
。

乾地陵宫之谜乾陵地宫ǎ玄宫à的情况怎样呢?

这是游人到乾陵参时普遍观心关的又一热个题话门
。

因为书史上没有细详记载
,

成为一个不解之谜
。

其实我们只加分要略析
,

从蛛丝一马迹之中
,

我

图十三 宫女图

们便会推知乾陵地宫是诸唐陵中最为豪华地的一座下殿宫
。

其一
,

从继位治李到武则天执政
,

恰在贞观之治之后
,

唐朝正处于前荣繁 期阶段
,

社相会对稳定
,

经恢济复较快
,

国力强盛
,

物基质础雄厚
。

因而随珍地葬的宫内宝奇器不但数量多
,

而且质地等级也很高
。

其二
,

唐初对外经济
、

文化往来

泛广
,

有不少国家和我国数少民族的蕃王断不向朝廷进贡一些珍贵宝物
。

例如乾陵陵所前置石的狮
、

驼鸟
,

就是唐代艺术家根据送他们到长安的狮子
、

驼鸟而雕刻成的
。

因此他们所贡的宝物
,

治在李
、

武死天则后
,

必然作当生前在阳间享受的必需而品葬干地宫内
。

其三
,

乾陵陵园设的计
,

布和局

石刻的件数
、

类别
、

造型及陵以园内外丽庄宏观的筑建来看
,

用于地宫内装饰和随葬不品会亚于筑地面建
。

其四
,

唐代帝王大都爱好书法
,

治李终临前遗嘱将他生喜前所爱的王羲之书法埋葬进去
。

此因乾陵地宫中



图保存有他一生中掀所收集珍藏的大四量名人
、

名家墨断迹及古典书籍
。

从这个意上义证明
,

乾陵地宫是一座文化宝库
。

其五
,

从陵

园布局和陵前石雕群来看
,

武则天把乾陵修建得不于同历代帝王陵墓
。

当韦待价按照武则天的要求标准完成乾的 陵营建任后务
,

武则天是很满意
,

重赏他了
,

ǐ加紫金光禄大夫
,

长为三品官
,

赐物一积ì
。

地宫的结构及其随葬以及品他们死后所享受一切的无

疑要超过所有帝王
。

其六
,

从知已有关资料知得
,

唐代

陵墓中的随葬品是丰富而贵重的
,

有银 金制品
、

珠玉珍宝
、

琉璃
、

瓷陶
、

漆木器
、

边周各的国贡品
、

丝绸
、

书画二二彩以及石刻造像和大量陶俑
。

其七
,

从已知发掘唐的乾陵陪葬

墓等有关资料得知
,

壁画是乾陵陪葬要墓的主出土文物之一
,

面积大
、

品位高
、

题材广
、

内新容
。

永泰
、

章怀
、

鹤德等陪葬墓土约出一了千百平二方米绚丽多彩的墓室壁画
,

堪称我唐国瑰代丽的地下艺术画廊
。

其中ī宫女图íǎ图十二
、

图十三à
、

ī打马球图íī客使图íǎ图十四à
、

ī狩猎出行图íī观捕鸟蝉图í等
,

对研究唐代筑建
、

服饰
、

风俗等到都有珍贵的料史价值
。

我们可以想象一旦乾地陵掘将宫发土出数以万计平方米的唐代珍贵壁一圆
。

乾陵地宫可能没有被盗唐朝前期繁荣盛昌ǎ图十五à
,



根据文献记载和考古勘探资料表明
,

确知乾陵是凿山穿穴而建
,

其工程浩大
、

规模宏伟
、

封严密闭
。

旧时有曾三起盗乾陵未遂事件
:

第一起在唐末
,

黄巢动用了四十万起义大军在梁山西侧挖陵
。

但因搞错了位方
,

也没得手
;
第二起据ī新五代史

·

温韬传í记载
,

在五代时梁
,

温韬曾任耀州
、

崇州
、

裕州
、

胜静军节度使
,

镇

辖关中地区
。

ǐ韬镇在七年
!

唐诸陵在其境内
,

悉发掘之
:…唯乾陵风雨不可发ì ;

第三起在民国初年
,

军阀孙连仲率领一团人马
,

在梁山上以搞军演事习为由
,

炸开了乾墓陵道的三层竖石
。

正在此时
,

一股龙卷风袭来
,

刹那间天地昏暗
,

部属纷纷议论当地群众所说盗乾陵必遭天谴
,

孙仲 连听后也十分心虑
,

遂罢盗陵之举
。

他所炸开墓道离墓门还十分远遥
。

二十

图十五 唐长安图

世纪五十年代末
,

考古工作者对乾陵作详细了的勘查和试掘
,

将 并墓道全部露揭出来
,

墓道

开凿在靠近山顶的南面部腰山
,

为一北南由向开凿的坑道式墓道
,

长六十三点一米
,

宽三九点米
,

接近墓处缩 门窄至二点八米
。

墓道内全用石条封闭
。

石长条一百二十五米
,

宽零点四至零点六米
,

平行石条间用铁细腰栓板左拴右拉
!上下层用铁棍穿插
,

再用铁浆灌注缝隙
,

与史书记载相同
。

由山体表面至地宫口深十七米
,

共砌封石三十九层
!

表层四百一块十
,

共砌石条四千一百块
。

石钉条上刻多文字
!

以千字文记位编号
。

墓道两侧石壁绘有壁画
,

除门道中段的上的层石移有其条动外余均完整如初
,

没有发现被盗的痕迹
。

二十纪世六十七十年代以至目前考古工者作以对乾陵山体及周围作了准确细致的复查
,

也没有发现任何凿打山洞或盗掘的迹象
。

乾陵筑于石之山中
,

从别的地方打洞进去很不容易
。

据此
,

可以断定乾陵地宫可能没有被盗
。

ǎ本文者作工作单位为陕西西安始秦兵皇马博俑物馆研究部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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