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距原有“帝陵”6.5公里 面积仅20余平方米

这一座，真的是隋炀帝陵吗？
乔显佳

公元 618 年，一个叫宇文化及的禁

军头领冷冷地命人将一条白绫绕上隋炀

帝的脖颈，左右用力拉紧。隋炀帝转瞬

毙命。这个仅存两代的隋王朝随着隋炀

帝的离世分崩离析，隋炀帝也被认为是

中国历史上最糟糕的皇帝之一。唐代编

撰的史书上记载他滥用民力，几乎年年

征发繁重的徭役；他骄奢淫逸，好向西域

各国炫耀夸富；他酷爱游玩，在位 14 年，

到处巡游占去了 11 年；他好大喜功，三

征高句丽，牺牲惨重，却无功而返。暴政

激起全国范围的农民大起义。最终，一

群心怀不满的御林军用白绫将他缢死。

然而，历史中的隋炀帝究竟怎样？

少年显英才

公 元 581 年 ， 北 周 小 皇 帝 的 外 祖

父杨坚篡周建隋，仅 12 天之后，年仅 13

岁的次子杨广，也就是后来的隋炀帝，

就被封为晋王。这是一个异常出众的

皇子，不仅外表俊秀，上天还赐予他超

乎 常 人 的 能 力。20 岁时，他统军 50 万

南下，平灭陈朝，自三国至南北朝长达

400 年的南北分裂局面在他手中轻松结

束了。第二年，旧陈全境爆发叛乱，他广

泛收纳江南人士，拉拢江南佛教界的头

面人物，不流血地将南方民众反隋的情

绪化为乌有。种种优异表现终于令父亲

作出决定，废掉他的哥哥，立他这个次子

为皇储。3 年后，隋文帝杨坚驾崩，杨广

继位。在挑选新年号时，新皇帝圈定了

古往今来年号中最大气磅礴的两个字：

大业。

心高气盛的杨广对父亲留下的帝国

并不满意。他废掉了父亲严苛的法律，

新修的《大隋律》是中国历史上最为宽大

的法律之一。他取消了连坐法，开创了

中国法律史上一个独一无二的先河。他

大赦天下，普免天下全年租税，在位 14

年间，还一再降低税率。

杨广即位不久便扩容最高教育机构

国子监，还兴办了十几类专门学校，培养

法律、算学、医药、天文历法等各种人才，

全国在校人数近 20 万，平均每 6 户中就

有 1 名子弟上学。大业三年，他更是下

诏建进士科，在中国古代史上正式创立

了科举制度，成为以后 1300 多年历代王

朝的选官制度。

到大业五年（公元 609 年），由于杨

广的善政，大隋帝国内财富迅速增加，人

口不断高速增长。号称中国第一盛世的

“贞观之治”期间，田地开垦量只有隋朝

的 1/3，朝廷控制的户口还不到大业年间

的一半。

几项大功绩

然而年轻的皇帝心中依然沉重。从

表面上看，大隋四海安宁，人民乐业，但

400 年南北分裂造成的种种隔阂，并没

有随着军事征服而消弥，两地相视，几如

异族。刁钻的江南大族不甘失败，很可

能再次滋事反叛。而辽东的高句丽也正

在积极与北方凶悍的突厥相勾结，遥相

呼应，威胁中原的统一王朝。

他需要一条沟通南北的大动脉，一

条大运河，既为了方便迅速地镇压南方

可能发生的叛乱，也为了将军队、武器、

粮食等物资运往北方，征伐高句丽。而

一座新的都城——洛阳将是这条运河

中 枢 。 同 时 ，他 还 设 计 了 一 条 宽 100

步、长达 3000 里、从陕西榆林直通北京

的驰道，作为将来征讨高句丽的陆上运

输线。

一场轰轰烈烈的建设运动在隋帝

国开展起来。周长近 60 里的东都洛阳

竟然仅仅不到 10 个月就出现了轮廓，

而大运河的一期工程通济渠用时更短，

这段千余里长、40 步宽的河道，仅用了

171天。

工程安排得差不多之后，杨广又开

始了马不停蹄地巡游，南下江都、北出塞

外、东赴涿郡、西出青海……在位 14 年，

隋炀帝仅在京都居住了一年。

远征高句丽成滑稽大游行

大业七年（公元 611 年），准备停当

的隋炀帝下诏讨伐高句丽，中国历史上

空前规模的对外战争爆发了。四面云集

而来的 113 万征讨大军浩浩荡荡地踏上

征途。如果再加上 200 多万民夫，真可

谓是漫山遍野似的杀向辽东。

大军远征利在速战和隐蔽，隋炀帝

却反其道而行之，直至第二年正月隋军

才齐集于涿郡，行动迟缓，贻误战机。他

还对整个战事大肆铺张炫耀，甚至将兵

力部署公诸天下，希望以军事威吓逼降

高句丽。然而这种屡试不爽的策略在

高句丽面前却没有奏效。隋军抵达辽

东城时，面对的是一个金城汤池般坚固

的城市。战斗经验丰富的高句丽人冒

死坚守，援军又从四面包抄，耀武扬威

的隋军全线崩溃，一场声势浩大的远征

顿时成为滑稽透顶的军事大游行。而

此时，国内也开始出现动乱。虽然隋炀

帝兴办的每一项工役单独看来都可称

之为功德无量的大好事，但如果将这些

大好事相加，人们就不难发现，其劳役

总量惊人，大大超出了当时人民所能承

受的限度。长时间超负荷的劳动，恶劣

的伙食，加上医疗、劳保设施的缺乏，导

致大批民工生病甚至死亡。而攻打高

句丽的兵役徭役量更超过了前几年几

项大工程的总和。

山东王薄首先揭竿而起，一时间大

隋天下燃起了 20 多处烽火。紧接着，关

陇贵族也正在抛弃他。

被贵族抛弃

所谓关陇贵族，就是山西、陕西一带

鲜卑贵族联合汉族世家大族形成的军事

贵族集团，他们既有胡族血统，又汉化较

深，能文能武，出将入相。在西魏、北周、

隋和唐初他们都占据着统治地位，各大

家族互相通婚，形成庞大的利益集团。

隋文帝、隋炀帝、唐高祖、唐太宗、唐高宗

都是关陇集团的核心人物。直到武则天

统治时期，这个贵族集团才彻底瓦解。

隋炀帝只顾着激情四射地完成自己的帝

国规划，却没有注意自己的种种行为早

已引起关陇贵族们的不满。他发明的科

举制度打破了门第、地域、年龄界限，触

动关陇贵族们的利益，他们不但旧日的

经济特权、政治特权被剥夺殆尽，并且子

孙后代也无法把家族的基业传下去。杨

玄感就是这样一个愤怒的贵族。尽管他

叛乱仅仅一个月就被消灭，却如同打开

了“潘多拉之盒”。大业十三年，蒲山公

李密、唐国公李渊等手握重权的大臣不

约而同起兵，割据一方，众多世族亦加入

其中。

一直到死，杨广都认为他的真正敌

人不是农民起义军，只要能防止贵族们

纷纷起兵，维持住帝国政治的平衡，隋军

还是有能力消灭各地的农民起义军。在

闻听昔日贵族全部起来反对自己后，杨

广的意志完全崩溃了。他逃到了江南的

离宫之内，万事不管，整天饮酒为乐，那

个励精图治者变成了及时享乐主义者。

当禁卫军中的关陇子弟发现他已经颓废

不堪时，便发动兵变，将他缢杀。

之后的事情就很简单了，关陇集团

新的代表李渊平定了农民起义并战胜各

路诸侯，最后建立唐朝。而唐太宗李世

民为了证明唐取代隋的合理性，示意魏

征等人修《隋书》时，对杨广的暴虐大书

特书。历代小说家们为了满足老百姓的

猎奇心理，也大肆渲染隋炀帝荒淫的私生

活。隋炀帝就这样被一步步妖魔化了。

作为隋朝仅有的两位皇帝之一，生

前受万人朝拜的隋炀帝杨广可曾料到，

他的功过是非竟也成为史学界一个争议

不断的话题。谥号被定为“炀”，便注定

了杨广在史书中被定格成骄奢淫逸、好

大喜功的昏君形象，而事实上，骂名之下

的他又有建功立业、有所作为的一面。

隋炀帝陵此前被发现位于江苏扬

州邗江区槐泗镇槐二村。然而，日前，

在江苏扬州邗江区西湖镇的一处工地

上，考古人员又意外发现了一座隋炀帝

陵墓。消息传来引起多方关注。

两证据直指墓主为杨广

据《扬子晚报》报道，新发现的“隋

炀帝陵”地处江苏省扬州市邗江区西湖

镇一个名为“中星海上紫郡”楼盘的中心

地段，该楼盘目前正在建设中。扬州市

文物考古研究所的考古队在此地发现两

处墓葬，均为隋末唐初砖室墓。而西侧

墓中出土的一方墓志，铭文中有“隋故煬

帝墓誌”字样，显示出墓主可能为隋炀帝

杨广。

在随后的发掘过程中，出土了 4 件

规制极高的鎏金铜铺首、金镶玉腰带等

文物。其中，鎏金的铜制衔环铺首，器型

很大，和金镶玉腰带一样，为典型的皇家

规格。这些文物的发现再次印证此墓即

为隋炀帝真墓。可惜的是，考古人员在

墓葬中并未发现棺椁和骨骼的遗存，为

科学鉴定墓主身份留下了遗憾。

据 介 绍 ，已 发 掘 出 的 西 侧 墓 葬 南

北长 4.98 米，东西长 5.88 米，面积仅 20

余平方米，墓葬形制很简陋，由墓室、

耳室、甬道组成，损毁较为严重。可以

说连一般古代有钱人的墓制规格都达

不到。

两座“帝陵”相距6.5公里

在 此 次 考 古 发 现 之 前 ，曾 有 一 个

“隋炀帝陵”，位于江苏扬州邗江区槐泗

镇槐二村，是由清代大学士阮元发现并

加以整修的。墓地有阮元修陵时立的

石碑。碑文题“隋炀帝陵”四字，是当时

的书法家、扬州知府伊秉绶书写。碑文

右侧为“大清嘉庆十二年在籍前浙江巡

抚阮元建石”，左侧为“扬州府知府伊秉

绶题”。

业内人士介绍，这种误判之所以出

现，在于唐代以后隋炀帝陵渐渐荒芜，

不为人知。清嘉庆年间，大学士阮元经

考证认为，今槐二村的一处大土墩为隋

炀帝陵，于是出资修复。

此次发现的隋炀帝陵位于江苏省

扬州西部，与城北槐二村的“隋炀帝陵”

相距约 6.5 公里。史料记载，隋炀帝死

后，最初由萧皇后将其葬在江都宫流珠

堂，后大将陈棱感念其恩，又将其移葬在

吴公台下。唐朝建立后，唐高祖李渊以

帝礼将其陵迁至雷塘。江苏扬州文物考

古研究所所长束家平在新闻发布会上

说：“隋炀帝在唐初改葬雷塘有明确记

载，但现在墓地却在 5 公里外的曹庄被

发现，其中的缘由还有待考古发掘去解

决。这里究竟是不是吴公台，和江都

宫、雷塘到底是什么关系，目前仍然是

个谜。”

墓志铭是“铁证”

贵为“帝陵”，可扬州此次发现的隋

炀帝墓规格比人们想象得明显要小。

仅从现有照片来看，与其他一些南北朝

至隋唐时期中低阶层“大户”墓葬差不

多，甚至更小。如此寒酸的墓葬，真是

隋炀帝陵墓吗？

陕西省一位考古专家说，自己没有

去过现场，但是从新闻报道出来的情况

判断，“（是隋炀帝的墓葬）问题不大”。

同为帝陵，陕西西安汉阳陵封土像

一座山，考古人 员 仅 清 理 外 围 少 部 分

丛葬坑，规模已足以令世人震惊。相

比而言，同为帝王的隋炀帝陵墓规模

简直微不足道。对此，这位考古专家

说 ，我 国 在 西 汉 时 厚 葬 风 达 到 顶 点 ，

东汉以后相对“薄葬”。何况，汉阳陵

埋 葬 的 是 处 于 西 汉 王 朝 鼎 盛 期 的 汉

景 帝 ，而 隋 炀 帝 属 于 末 代 之 君 ，根 本

无 法 相 比 。 对 于 砖 石 墓 是 否 符 合 皇

家 陵 墓 的 规 制 等 疑 问 ，他 解 释 说 ，我

国西汉以前帝王墓为竖穴木椁，东汉

以 后 改 为 洞 室 墓 ，用 石 头 和 砖 砌 成 ，

明 十 三 陵 中 的 定 陵 就 是 这 种 砖 石 结

构的陵墓。

考古专家认为，带有明确墓主身份

的墓志铭，属于“铁证”，在以往考古研

究中大部分是一致的，“他人没必要制

作一块别人的墓碑埋葬，墓葬里的墓

志铭都是写墓主本人的。造假的情况

往往只出现在随葬品的质量和数量方

面。”陕西这位考古专家说。

山东省石刻博物馆副馆长杨爱国

也表示，古代帝王死后，一般不用墓志

铭，而是用美玉制作成的“哀册”。在扬

州发现的隋炀帝陵墓之所以比较“寒

酸”，与当时的特殊情况有关。“只要有

墓志铭就没问题。”他说。

山东省济南市文物局原局长、考古

学博导崔大庸认为，隋炀帝并非“小墓

大主人”的唯一代表，陕西乾县曾经发

掘出唐代永泰公主墓，规格看起来同样

较小。而且，考古证明，隋唐时期皇室

墓葬单个墓室的规格都在 4 至 5 米见

方。要搞清此墓的规格，还必须了解其

墓道长度、封土的体量，以及天井的数

量等。

寒酸墓葬的历史原因

山东省济南市社科院副院长张华

松说，隋炀帝死前已经四面楚歌。到处

是农民起义军，像河南的瓦岗寨、河北

的窦建德，山东乃至济南也是起义军重

要的活动地，其中起义军领袖王薄占据

今山东章丘、邹平、淄川交界处的长白

山，济南章丘杜伏威组织的义军震撼

了 隋 朝 的 根 基 。 而 且 ，当 时 ，他 还 面

临 军 阀 割 据 、大 臣 纷 纷 背 叛 的 境 况 。

其 中 ，王 世 充 占 据 洛 阳 ，太 原 留 守 李

渊 及 其 儿 子 也 背 叛 了 隋 朝 。 在 江 都

（今扬州）的隋炀帝自觉气数已尽，在

一 次 照 镜 子 时 哀 叹 ：“ 好 头 颅 ，谁 来

砍！”一语中的，没想到最后他被逼自

缢，草草埋了了事。因此，隋炀帝的陵

墓肯定不会像政权稳定更替的皇帝规

格那么高。

据史料记载，公元 648 年，萧皇后

病死，唐太宗李世民命将其尸骨送至江

都与隋炀帝合葬。东侧的二号墓是否

为萧皇后墓室，两座墓葬是何关系？如

果能证明二号墓为萧皇后墓，即可为隋

炀帝的陵的真实性提供重要依据。

众所周知，隋炀帝这个谥号正是唐高祖李渊加给

杨广的。在谥法中，“炀”的意思有去礼远众、逆天虐

民、薄情寡义、离德荒国等多种含义，明显是个恶谥。

但是李渊又以帝王的规格，为隋炀帝修建了陵墓。这

是为什么？

南京大学历史系教授张学锋分析说，在魏晋南北朝

时期，汉族政权的更替总要走一个禅让的形式，王莽、曹丕

都是这样做的，宋代以后才是通过征伐直接推翻。公元617

年，李渊攻入长安，立杨广的孙子杨侑为帝，遥尊杨广为太

上皇。杨广去世两个月后，李渊逼杨侑将帝位禅让给自己，

建立了唐朝。禅让的形式表明，唐朝承认隋朝的合法性和

杨广的皇帝身份，因此才以帝礼安葬杨广。

此外，杨广和李渊本身就是表兄弟，二人的母亲是

亲姐妹。中古时期是世家大族占统治地位的时代，也可

以说是贵族的时代，门阀观念、家族观念很强，因此李渊

为杨广修陵是合情合理的。

有专家认为，杨侑墓在今陕西扶风县，墓葬封土为

覆斗形，这是皇帝和王侯墓葬的封土形制，隋炀帝陵也

应如此，而被清阮元考证为隋炀帝陵的槐二村大墓，封

土为馒头形，那应是一座汉墓。

隋炀帝是如何走向穷途末路的
杨 光

相关链接

李渊为何给隋炀帝修帝陵

新发现的隋炀帝墓为砖石墓，规格不高，颇为寒酸。 刻有“隋故炀帝墓志”的墓志铭。 古墓出土的文物鎏金铜铺首。

曹操墓风波未了，杨广陵又炙手

可热。随着“扬州惊现隋炀帝陵”的消

息公之于众，媒介和公众都把关注的

目光投向了扬州城北的考古现场，聚

焦在了承担该项考古工作的扬州考古

工作者身上。众多的疑问汹涌而来：

为什么墓主遗骨不见踪影，为什么墓制

规格这么寒酸？陪葬品明显不够帝王

分量，墓志铭上也有诸多疑点……媒体

的抱怨也连绵不断：匆匆召开的新闻发

布会上，新闻通稿中的内容被刻意模

糊；要联系扬州文物部门采访，他们电

话不接，上门接洽，也找不到人影。讳

莫如深的背后究竟潜藏着什么？

对于媒体和公众来说，对这样一

个重大考古发现的关注再自然不过，

毕竟，隋炀帝名气太大、传奇太多，即

使千年之后，关于他的一切，依旧会激

发出大家浓厚的兴趣。人们期待考古

工 作 能 够 拨 开 迷 雾 ，还 历 史 一 个 真

相。而事实上，公众这种与生俱来的

好奇、对历史谜团孜孜不倦的探索，正

是考古工作不断得以发展的一大动

力，是考古工作的价值所在。也正因

此，当代的众多考古大家，都以实际行

动大力推动“公众考古”工作，希望专

业的考古能够融入公众生活。

对于媒体和公众来说，对这样一

个重大考古发现的质疑再自然不过，

毕竟，在市场经济的环境下，即使如

考古这样的“冷门学科、冷门工作”，

也日益受到包括商业利益、经济效益

等诸多其他因素的影响和渗透。在

一些地方、一些项目的操作过程中变

得浮躁而功利，甚而至于完全被利益

绑架。

不过，在这里，我们想说的是，请

相信专业考古工作者的职业操守，多

给隋炀帝陵的考古工作一些时间。考

古是一门专业性很强的学科，有一套

经受了历史和时间检验的已然成熟的

操作规范。考古结论的得出，需要有

完整而有说服力的证据链条作为支

撑，而要形成完整、有说服力的证据

链，则需要发掘出土的文物以及相关

的众多文献资源作为印证。所有这

些，都需要严谨细致的田野发掘及研

究 工 作 ，需 要 一 个 较 长 的 时 间 和 过

程。目前，新发现的隋炀帝陵的发掘

工作才刚刚开始，发掘出土的文物，究

竟是不是还存疑，诸多的疑团该如何

一一解开，都需要考古工作者严格按

照考古学科的专业要求，抛弃浮躁的

心态，摒弃一切干扰，一步一个脚印地

往前推进。而这也就要求媒体和公众

有更多的耐心，给考古工作者营造一

个良好的学术环境。

让学术的回归学术，考古的回归考

古。恐怕只有如此，杨广陵才能吸取前

车之鉴，不再成为又一个“曹操墓”。

让
考
古
的
回
归
考
古

土

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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