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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记者 卞文超
本报通讯员 陈淑锋

3月4日，东平县梯门镇西梯门村。初春时
节，村西农田中作物犹未返青，旷野中黄土裸露。
在西扈山之阳，一座带有神道碑的大型林地，在开
阔地赫然而立。

“云蒙迁居，东原发祥”，墓葬门洞上书“少保
茔”，彰显一个家族过往的荣耀。据东平县史料记
载，梯门王氏始祖王海，于明朝初期从青州府迁居
梯门。王宪和儿子王汝孝，都是进士出身，被后人
赞为“父子二进士”，乡间至今流传着他们的佳话。

皇权交替之际

两赴南京迎嘉靖
梯门镇副镇长王笃兴介绍，东平出过四位尚

书，王宪是其中之一。王宪墓葬今存封土堆高1 . 5
米，宽6 . 5米。墓前一方建于明代的墓碑，上有“光
禄大夫勋柱国太子太保兵部尚书赠少保谥康毅荆
山王公墓”题字。村民王旭镇指着墓后不远处三座
线条柔缓的小山说，这块地方风水极好，背后的山
连起来，远看像一座“太师椅”。

墓前神道碑曾在“文革”中被摧毁，后被王氏
后人重新立起。原有石门三架，现残存一架；由南

向北依次有望天狮一对，石虎、石羊、石马、石人各
一对，造型高大，雕刻精美。据光绪版《东平州志》
载，王宪墓修建于嘉靖十九年，占地二百余亩，林
内古柏苍翠，遮天蔽日，“有神道碑”。

今王宪墓石碑上，墓主人生平清晰可见。王宪
字维刚，东平县梯门村人，明弘治三年中进士，历
官阜平、滑县知县，大理寺丞，右佥都御史。他奉旨
巡抚辽东，在应州抗敌有功，封户部右侍郎，赐其
子锦衣世百户；又改府陕西回朝任兵部右侍郎；后
因平盗乱有功，又赐锦衣。明武宗朱厚照南征，令
王宪督理军储，他恪尽职守，调度得当，凯旋升为
兵部尚书。

公元1521年3月，武宗病死。在皇权交替之际，
王宪因办事忠诚稳妥，被委以重任。由于武宗没有
留下子嗣，又是单传，因此皇太后和内阁首辅杨廷
和决定，由武宗的堂弟朱厚熜继承皇位。书信交由
王宪，奔赴南京请朱厚熜继位。

王宪独身前往，一路星夜兼程。大约半月后，
王宪赶到南京，朱厚熜见只有书信并无皇帝印玺，
认为王宪戏耍于他，当场大怒，令人责王宪四十
板，赶出南京。

王宪回到京师，皇太后亲授印玺，王宪重返南
京。朱厚熜二见王宪，王宪呈上印玺。厚熜收印后，
为辨真假，问王宪当时如何接过印玺，王宪回答
说：“背后接印。若不信，印摔掉一角为证。”朱厚熜
见王宪如此忠诚，当即口谕为王宪修王府四十里。

拒建尚书府

村名有迹可循
朱厚熜即后来的嘉靖皇帝。在南京歇息数日，

王宪陪朱厚熜回京，一路不离左右，时而谈论朝野
诸事，时而进献治国安邦之策。此间，朱厚熜特意
叮嘱王宪到其家乡时禀报，准备兑现之前许下的
承诺——— 划四十里为其建尚书府。

消息一经传出，地方官员便在今县城东十华
里处，建立了两个瞭望驿站，了解圣驾行踪。在县
城驻地派大内高手驻扎，并在今县城北十华里处
拟建寝宫。王宪对此不以为然，心中思虑如果修四
十里王府，虽然自己耀祖光宗，但周围的百姓却要
遭受磨难，不忍心惊扰。

进入山东境内后，朱厚熜多次询问是否到了
王宪家乡，王宪几次谎称，还有两三日路程。待走
过家乡梯门村四十里后，方报于朱厚熜：“罪臣该
死，罪臣犯了欺君之罪，圣上已经离罪臣家四十里
远。”

朱厚熜龙颜大怒：“王宪欺君罔上，罪该……”
朱厚熜尽管很生气，但不想失去这位忠臣，遂道：

“王宪你欺君罔上，罪该穷八辈子！”王宪听之，急
跪奏曰：“万岁让我穷八辈，我的后辈如何维持生
计呢？”朱厚熜道：“朕特封你家林上的树，砍掉后
能再长出来，后世可卖柏树度日。”王宪听后，叩头
谢恩。

在东平一带，虽然没有建成王宪尚书府，但这
一传说仍有迹可循。为迎圣驾的两个瞭望驿站所
在地，今称为望驾村、顾驾村；县城驻地大内高手
驻扎的地方，称为护驾村；县城北拟建寝宫的地
方，称为驻驾村。“王家林的柏树砍了再生”之说也
流传至今。

据当地老年人回忆，王家林的柏树与其他地
方的柏树确实不同。砍后柏树又从底部多处发芽，
几年后就长成大树，且主干笔直，枝叶茂盛。

“蚂蚱兵”制胜

父子不忘龙山书院
王宪因保驾有功，一直为嘉靖皇帝殿前宠臣。

有人嫉妒，在皇帝面前谗言，王宪有不轨之举，被
降职为三边总制，治御边境。时逢西部边境起事，
嘉靖皇帝命王宪带兵五千前去御敌。

这段出征之行，被民间传为一段神话。王宪领
旨西征，行数日到达边境，安营扎寨。到西关后，率
部将察看地形和敌情，远观敌阵犯兵众多，而自己
仅率五千精兵，难以匹敌，便回军帐苦思良策。

正苦闷时，有一老翁求见。王宪忙离座出迎，
只见老翁年约六十，花白头发，红光满面，身着紫
色袍裤，手持竹拐杖，步入帐中，问王宪如何应敌，
王宪答曰：“敌多我数倍，除背水一战，别无良策。”

老翁笑道：“总制不可如此，老夫可助你迎
敌。”王宪道：“不知您有何妙计？”“天机不可泄露，
只是你明日午时，擂鼓叫战，大鼓三军士气，看准
时机，乘胜追击即可。我必来相助。”老翁说罢，独
自出帐而去。

王宪惊然，夜不能寐。次日午时，宪布阵叫战，
犯敌乘骑直奔王宪军阵。未及交手，忽见狂风大
作，满天蝗虫如流云飞驰。战马双目难睁，马失前
蹄，犯军纷纷落马，人马互相践踏，死伤无数。王宪
急令出击，大败敌兵。

战后，老翁又出现在王宪帐中。老翁道：“总制
获胜，此乃天意。只是我那儿孙们助你作战未能饱
食，你可否让它吃顿饱饭？”王宪答曰：“宪没齿难
忘，只是由于战乱频繁，百姓甚是艰难，请您带着
儿孙们，到东平州我家封地去饱食吧！”老翁听后
说：“谢总制美意。”话音未落，人已消失踪影。众将
大惊，王宪自语：“神助我也。”

王宪班师回朝，世宗(嘉靖皇帝)念他破敌有功，
凯旋归京后加封为兵部尚书。王宪为祭蚂蚱助战，
林后百亩良田从此再不耕种，俗称“蚂蚱地”。据村民
称，在王家林一带，至今仍可见“铁头蚂蚱”，它们当年
是否曾助王宪作战，今已无从查证。流传百年的乡野
传说中，却能窥见百姓对好官的崇敬爱戴之情。

数年后，王宪以年老辞归，死后赠官少保，谥
康毅。明世宗皇帝下谕致祭：“卿以高年凤望，台省
元老，出入累朝，险平一致，嘉名茂绩，简在朕心。”
王宪之子汝孝，嘉靖六年进士，官至河南右布政
使、顺天巡抚，助守蓟州战功显赫，官至礼部郎中
改翰林修撰。汝孝才华横溢，学识渊博，为官清廉，

“历屡南北皆有声迹”。
王宪和王汝孝曾先后就读于龙山书院。王汝孝

遵父嘱，在龙山书院修碑撰文，感谢母校培育。碑文
曰：“清河泱泱，龙山苍苍。桃李天下，母校永光。”

■ 齐鲁名士

东 平 王 氏 一 门 两 进 士 梯 门 镇 残 存 东 王 林

王宪：宁可欺君 绝不扰民 □ 卞文超 刘凯思 整理

明清两代，东平人才辈出，龙山书院功
不可没。龙山书院位于山势峻拔、风光如画
的龙山之阳。它历经元、明、清三代，可谓
桃李满天下，人才遍域中。

书院原为封建时代名儒学者召集青年讲
学的地方，以研究四书五经等儒家典籍为
主，有时也兼论时政，对学术思想的发展有
一定的影响。至明清时，多数书院沦为准备
科举的场所。

东平龙山书院曾进行两次移建。清乾隆
二十五年(1760年)，龙山书院遭火灾，遂在
州城内北门里路西重建龙山书院；道光二十
六年(1846年)，东平遭水灾，书院受损，全
州绅民捐资，将书院移建于小东门里(现东
平一中校址)。新建书院，规模宏敞，有讲
堂、斋室、伙房、宿舍、办公房、藏书阁等
房舍百余间。光绪二年(1876年)，又在书院
东侧新建试院(亦称考棚)、堂室、号舍五十
余间，为童试(考秀才)场所。

东平龙山书院由州训导署领导，设书院
董事会。董事会成员由本州德高望众的知识
分子组成，公推书院负责人一人，元、明两
代称山长，清代称院长。书院章程规定：
“书院为作育人才之所，而山(院)长即为人
才模范。书院山(院)长由地方官绅自行延访
品学兼优之人充任，无论何人不得徇情压
荐。如山(院)长不实心教诲，即当辞谢，另
请名师，一切情面嘱托亦不允从。”

书院教习(教师)由山(院)长延请当地学
行素著之员生、举人、进士充任。下设监学
一人，负责生员管理；首士一人，负责办理
生员生活事务；学长一人(在众生员中选举
产生)，负责办理生徒有关学习事宜。

书院不仅有朝廷颁发的《书院章程》，
还有各自的院规。咸丰九年(1859年)，进士
蒋作锦(州城西南大渔营人)撰写东平龙山书
院条规16条，规定了院长、主讲、教习授课
和生徒学习、生活制度及奖惩条例，以及书
院经费管理和使用范围、手续等，各项规章
制度的要求都非常严格。如关于生徒学习、
考试及生活方面的规定：“诸生必须服从院
规。对违犯院规、不敬师长、荒废学业者，
进行严格管教，乃至鞭笞和除名。”“诸生
住院，饮酒、赌博者，查出重责不怠，院中
并禁闲人游戏。”

对书院教习亦有明确规定：“为人师
表，言行一致，处处做诸生模范。在教学
上，要因材施教，循循善诱，以‘学而不
厌，诲人不倦’夫子之言为座右铭。”书院
经费，主要来源于书院学田收入。

·相关链接·

龙山书院

荫东平学子

在我国西北城市银川的郊区，贺兰山脚下，一
片荒芜的沙野上，奇迹般地伫立着上百个或圆或
方的黄土堆，其中有些土堆的样子和古埃及的金
字塔有几分相似，人们把它们叫做“东方金字塔”。

银川是中国宁夏回族自治区的首府，在汉语
里，银川的意思是银色的平原。

史书记载，在公元十一世纪到十三世纪期间，
西北一带有一个叫西夏的王国，首都就在银川。那
时，这里耸立着金碧辉煌的宫殿，集市上热闹非
凡。

□1970年的初春，一位陕西考古工作者乘车
经宁夏前往内蒙阿拉善的途中，看到距银川市不
远的贺兰山下，分布着一片高低不同的黄色土丘，
这一信息当年并未引起宁夏考古界的重视。

这片黄土丘，当地的老百姓一直称它为昊王
坟，老百姓所说的昊王坟的“昊”字就是西夏开国
皇帝李元昊的“昊”。许多年来，就这片陵墓群的归
属，史学界和考古界从没有过明确的定论。

1971年冬天，宁夏驻军某部为完成战备训练
任务，在陵区内开挖战壕，当挖到地下一米多深
时，翻出了不少刻有奇怪文字的残碑碎片。宁夏博
物馆考古工作队的队长钟侃带人赶到现场，当看
到那一块块残碑上的文字时，钟侃震惊了，这是早
已消失在历史中的西夏文字啊。

仅仅凭着残存的文字，就可以肯定，这里确实
是西夏国的遗址。后来，人们又在明代的史书上发
现，贺兰山下埋葬着西夏国的几代国王。由此，考古
学家初步断定，这里分布着的遗址就是西夏王陵。

西夏王陵的发现，让人们充满希望，也许王陵
能告诉我们许多关于这个王国的往事。

□1972年夏天，挖掘考察工作开始了。据《宁
夏嘉靖新志》记载：贺兰山下西夏王陵的建造形制
是仿河南巩县宋陵而做。但在之后的整个挖掘考
察过程中，却揭示出了与宋陵越来越不相同的内
容，这就如西夏文字，初看像汉字，细看一个不认
识。

在东西宽4 . 5公里、南北长10多公里、总面积
近五十平方公里的土地上，排列着九座大型的帝
王级陵墓和两百多座大大小小的陪葬墓。

勘察结果表明，每座陵墓的形制大同小异，四
周都筑有夯土城墙，城内分前、中、后三个部分，组
成了一座座封闭式的庭院。

人们考虑再三，决定试掘地表没有明显盗洞
的编号为6号的陵墓。从1972年开始，挖掘工作持
续了三年时间，一个深24 . 6米、长49米的墓道终于
被清理出来。

通向地下宫殿的道路越来越近，人们的心情
开始激动了，西夏的国王会给我们留下什么样的

遗产呢？
然而，进一步的深入却带来了深深的失望。
一座豪华的地下宫殿竟然只留下为数不多的

物品，它们都被埋在淤土或堆土中，大概是盗墓贼
不小心遗落的。

幸好地面的文物清理得到了一些收获。
在对西夏王陵的发掘清理中，最早出土的是

三尊石刻雕像，它们既像人，又像兽，面目狰狞。
此类石雕在国内属首次发现，当时并不清楚

它们最初的作用与功能。之后，随着发掘清理范围
的扩大，出土数量的增多，其中一尊石雕上出现的
西夏文字才道破了天机。原来这是承载石碑刻文
的人像石碑座，也叫碑雏。

关于石碑座的用途仍然存在争论，有人认为
它们是用来驮石碑的。石碑上记载着国王的一生
事迹，也许还有功过的评价。

但是，所有的墓碑都已不知去向，只有大量的
残片散落在墓地里。

当清理7号陵墓时，一共出土了1775块刻有西
夏文字的残碑片。西夏文学者李范文被指定对残
片进行拼对，一个由16个字组成的残碑，最终成为
揭开这片陵墓群神秘面纱的物证。这16个字翻译
出来以后，就确定了这个皇帝是西夏第五代皇帝
李仁孝。

这是一件特别幸运的事，在少量的16个字中，
竟然明确地找到了陵墓主人的线索。直到今天，寿
陵仍然是九座西夏王陵中惟一一座可以确定墓主
身份的陵墓。

发掘成果虽然不尽如人意，但王陵庞大的规
模足以说明，西夏国曾经拥有强大的国力和辉煌
的过去。

□大概涉足过西夏王陵的人都有过这种感
觉，那些被称为陵的黄土包和平时见到的坟丘没
什么两样，只是显得高大一些而已。其实不然，根
据专家考证，它原本的形制并非如此，而是一个个
挂满琉璃的宝塔式建筑，名为陵台，又称封土，属
陵城内的主体部分。

传统的丧葬习俗一般墓穴应当是在封土的正
下方。可西夏王陵的墓穴并非置于封土之下，而是
远在封土正前方。

西夏王陵的基本形制和宋陵有相似之处。但不
同的是，西夏王陵内的地面建筑大多都是塔式风

格，这与中原地区的唐陵、宋陵有着本质上的区别。
西夏王陵的陵台不居中，偏离陵园的中轴线，

位于陵城的西北角。
就西夏王陵主体建筑偏离中轴线的现象，专

家们有多种说法，多数认为我国古代许多游牧民
族崇奉萨满教，他们认为：中间乃“神灵”之位，人
应当有所避讳。即便是君主以及他死后的陵墓也
不能占据正中，因为那是主神的方位。

但也有人推测西夏王朝起源于西北，又强盛
于西北，在它看来，西北是吉祥之地，所以它的陵
台偏向西北角有图吉祥之意。

皇家陵园的石像生自东汉创制以来，其位置
均列于陵园正门外的神道两侧，成夹道之势。但早
已随着陵园的毁坏而消失的西夏王陵石像生，根
据发掘的痕迹表明，初建时则全部摆放在陵城内，
这更为唐陵、宋陵所不见。

就目前发掘的情况看，西夏王陵的陵寝墓室
均是人为掏制的土洞墓穴，无一砖石结构。更令人
不解的是，在他们简陋的墓室内很少发现有贵重
的陪葬品。

在对西夏王陵的整个挖掘清理过程中，考古
工作者一直有个从未实现过的心愿，那就是希望
能打开一个完全没被盗掘过的陵墓。

1977年2月，机会来了。他们怀着这个心愿将
目光聚焦在了陵区内的一座陪葬墓上。

7个月后当墓门终于被打开，突然出现在墓室
斜角的盗洞，一下让在场的所有人都失望了，这仍
然是一座没能逃脱劫难的墓。心灰意冷的考古人
员只得进行一些常规的清理工作，可几天后奇迹
出现了，一尊造形精美的鎏金铜牛从黄土和沙石
中慢慢地显露出它的原形。

这尊已被国家定为一级文物的鎏金铜牛身长
1 . 2米，体重188公斤，通体鎏金，造型生动、形象逼
真，在国内属首次发现，是一件无可置疑的国宝级
文物。

与鎏金铜牛一起重见天日的还有一件与铜牛
大小相近的石马。

□2000年，人们开始对编号为3号的陵墓进行
保护性发掘。这项浩大的工程直到2003年才基本
结束，清理的发掘面积超过三万平方米，出土了14
万件建筑装饰构件。由于出土时大多呈碎裂状，几
乎所有的构件都需要修复，经过清理、拼对、整形、
填补等几道程序，人们得以看到几个世纪前党项

人的作品。

2000年5月，考古人员在对3号陵墓的陵城东
南角进行清理时，在地下50厘米处发现了一个直
径10多厘米、具有佛像特征的实心灰陶佛头。

当年9月，地面清理转移到了该陵的东门，就
在这里，一个大体完整、带有翅膀、造型独特的佛
像被清了出来。当时在场的宁夏考古研究所副所
长杜玉冰女士根据自己学术上的积累，确认此物
名为“迦陵频伽”。

“迦陵频伽”作为建筑构件出现在西夏王陵，
说明唐宋时期随着佛教在中国的世俗化，许多被
赋予神的化身的崇拜物已走出佛经故事，作为一
种艺术题材被广泛应用。

在西夏国统治的时期，这里是佛教的世界，到
处耸立着各式各样的佛塔。

考古发现进一步证实了西夏人对佛教的尊
崇，佛像是西夏艺术的象征。在俄罗斯圣彼得堡博
物馆里，保存着在内蒙古黑水城发现的一尊双头
佛像，它称得上是世界佛像的精品。

佛教融进了西夏人生活的每个方面，在西夏王
陵出土的许多建筑构件实际上都跟佛教信仰有关。

甘肃武威一带曾经是西夏王国的领地，在这
里也发现了不少古王国的遗物。两百年前，就在武
威这座大云寺内，一位前来游历的学者发现一块
石碑上刻着一些古怪的文字，看起来很像汉字，但
博学的学者却一个字都不认识。绕到石碑的背后，
看到了汉字，根据上面记载的年号，学者终于弄明
白，原来石碑正面是失传已久的西夏国文字。

就在武威的西夏文石碑被发现后的一个世
纪，俄罗斯的探险家柯兹洛夫又在黑水城发现了
大批西夏文典籍，西夏文成为一门新兴的国际学
问，各国学者都试图破解它的含义。迄今为止，一
共发现了六千多个西夏文单字。

从外形上看，西夏文和公元前二世纪左右的
汉字小篆很相似，无数的线条叠加在一起，写起来
比小篆还麻烦。西夏人肯定没有想到，正是西夏文
字的繁复特性为日后的失传埋下了祸根。

西夏文字在创立后经过近一百年的发展，渐

趋成熟，大量的西夏书籍出现了。它们中有一
部分是用手工书写的，一部分属于雕版印刷
品，还有一些却令人疑惑。

在银川，宁夏考古所的牛达生则仔细研
究了另一本西夏文佛经，他认为这本佛经是
木活字的印刷品。边框的不整齐和倒字的出
现，是活字印刷的最好证据。

西夏文书籍被认为是世界上最早的活字印
刷品，这进一步证实，活字印刷术最早出现在中
国，后来通过“丝绸之路”，又逐渐流传到欧洲。

□通过对3号陵的研究，人们终于大致弄
清了西夏国王的陵园结构，所有王陵的形制
几乎完全一样。

这种形式在古代中国的墓葬中是独特
的，西夏人为什么这样设计，现在还没有确切
的答案，惟一可以肯定的是，这与西夏人对佛
教的崇敬有关。

3号陵的墓主人是谁，也引起了人们的兴
趣。有人根据文献资料记载的墓葬制度，作了
大胆的猜测，认为3号陵的主人就是西夏的开
国英雄——— 李元昊。

公元13世纪，中国北方的蒙古草原，崛起
了一支无比骁勇的游牧民族——— 蒙古。公元
1224年，蒙古人开始进攻繁华的黑水城。黑水
城的军民抵抗了3个月，十万将士几乎全部战
死，城市沦陷后，竟然没有一个人投降。

铁木真到死也没有看到西夏国的灭亡。
公元1227年，铁木真在征讨西夏的过程中去
世。这时候的西夏国也已经耗尽了气力，不久
之后，西夏末代国君不得不亲自前往蒙古统
帅的驻地投降。

为了完成铁木真的遗愿，蒙古军队进入
西夏国的首都后，开始了毫无节制的屠杀和
破坏。文明的成果转眼间变成了废墟，更有无
数无辜的西夏人被残酷杀害。

延续了190年的西夏国灭亡。
据史料记载，西夏共传位十帝，除最后一

任献城投降的晛帝被蒙古军队带到成吉思汗
的出生地萨里川祭杀外，其他九位加上开国
帝王李元昊的祖父李继迁、父亲李德明都葬
在了贺兰山下的皇家陵园。如果是这样，西夏
陵区内就应当有11座帝陵才能对号入座。但
截至目前只发现了九座。有专家认为第八代、
第九代帝王均死于1226年成吉思汗围攻西夏
的战乱时期，此时正值国家危难，顾不上造
陵。但有的专家对此说法持不同看法。

那么两座找不到踪影的帝王陵到底哪里
去了？这也许永远是个历史
之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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