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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一座半圆形的“城”；所以又叫“团城”、罗圈墙”，由

青砖垒砌，“高一丈六尺一寸，周围五十九丈五尺“，上顶

外有雉堞，内有女墙，这里的马道倾斜与方城相反，向外倾

斜，并有排除积水用的“荷叶沟”。相传。修宝城要用“童

子夯”。所谓“童子夯”，就是修城夯打衬上时，用十岁左

右的童男踩踏，不用木夯或石夯。因为在古代人心中、童男

童女是圣洁、吉祥的象征。 宝城中间是一座高大的圆丘，叫

“宝鼎”，又叫“独龙阜，实为坟丘、高二丈，由下至上斜

长十二丈，周长三十三丈。它用三合土（白灰、黄土、砂子

）掺合堆筑，要层层夯实，并进行五次“盘踩”。每次盘踩

要在三合上中掺糯米汤，米汤粘稠，冷却之后坚固，最后在

宝鼎外皮还要抹一层厚厚的白灰，使表面光洁，免受雨水渗

透、冲刷。大约是乾隆时期，在宝顶之上栽了一棵榆树，以

附会永陵“神榆”。神榆是乾隆皇帝给永陵古榆的封号。永

陵是清代祖陵，内葬太祖之远祖、高祖、祖父、父等肇兴景

显四祖，此陵主顶上有一棵巨大的榆树。“轮盘郁，圆复数

亩”，盘根错节、长势奇特，民间称之为“神榆”，并有许

多神话传说。乾隆皇帝东巡祭祖时，封它为神树并御书《神

树赋》一篇，刻于碑石。盛京将军每月要将神榆的长势和保

护情况向皇帝奏本一次。为附会永陵神树，又在福陵和昭陵

各栽一棵榆树。清朝逊国之后的近百年间，福陵整个宝顶已

为榆树及丛木所覆盖。 宝顶之下是福陵的“心脏”部位地宫



。说起地宫，人们往往有神秘莫测之感，原因是官书对皇陵

地宫内部及埋葬情况讳莫至深，加之一些不经的传闻所至。

近几十年明清两代一些皇陵地宫相继出上修复展览。如北京

明十三陵的“定陵”（万历皇帝陵），其地宫于1955年发掘

；河北遵化马兰峪清东陵的“裕陵”（乾隆皇帝陵）于1928

年被孙殿英炸开、盗运，其地宫也已于近年开放；还有河北

易县清西陵的定东陵（慈格太后陵）地官也于近年公展。从

已开放这些地宫得知，地宫入日在陵的正前方，是一条坡形

甬道，甬道尽头是由九券、四门组成的“主”字形地宫，最

里边的券堂叫“金券”，是主要墓室，内有石床，帝后棺椁

全部摆在石床之上，正当中是皇帝梓棺、梓棺之下有“金井

”一眼。谈及“金井”。人们更是津津乐道。相传它是“海

眼”，里边波涛汹涌。其实，从出土的金井看、它不过是直

径十厘米深不足尺的孔洞，“井内”葬有皇帝、皇后一些珍

宝。金井只是地宫定位的水准点，是风水先生选陵址时定的

穴位，并没有什么神秘之处可言。其它券位陈放随葬品。地

宫内部四壁刻有佛经文及佛像。并有几层厚重的石门、每层

门用“自来石”封闭，十分坚固。 《清圣祖实录》记载，康

熙二年九月癸酉：“改造福陵，昭陵地宫”。同年“十二月

辛酉，改造福陵地宫完成，安奉大祖高皇帝宝宫”。 《黑图

档》康熙五年京行档记载“营建两陵（福陵、昭陵）团城”

（宝城）。康熙六年二月“两陵团城工程今已竣工”，可见

福陵整个地宫建于康熙二年至六年之间。先修地宫，后修宝

顶及宝城。由于福陵地宫建筑年代较早，它要比乾隆、慈禧

地宫简略，至于其内部构造究竟如何，里边葬有那些后妃等

等问题，只有等将来的发掘方见分晓。 地宫内所葬者除大祖



努尔哈赤、孝慈高皇后之外，是否还有其它后妃，至今还是

谜。不过有人认为，福陵地宫应葬有九人遗骨，除努尔哈赤

、孝慈高皇后之外，还有大妃乌喇纳拉氏，庶妃代日札、阿

济根以及为孝慈殉葬之四名婢女。 100Test 下载频道开通，各

类考试题目直接下载。详细请访问 www.100test.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