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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彻底的洗劫——楚幽王墓
桂系军阀的疯狂盗掘

1933 年，安徽寿县暴发大饥荒，在朱家集附近

的地主、豪绅眼看社会秩序已失，天下大乱，便乘机

纠集一批流氓地痞，在光天化日之下盗掘了当地叫

做李三孤堆(又名楚幽王墓)的一座古墓，斩获了一

大批价值连城的青铜器和上千件珍贵文物。

正在盗徒们挥汗如雨地大肆盗掘之时，有人到

县衙报案，并通电全国报馆。事发后，报纸竞相披

露，全国震动，舆论沸腾，纷纷表示要严查案情，对

罪犯处以极刑。国民党地方政府迫于各方面的压

力，立即出动警力进行侦办，所涉罪犯多数被抓获，

盗掘文物大部分被缴获，送至省文物部门收藏（现

藏安徽省博物馆），只有一些便于匿藏的小件器物

未能追回。

由于盗掘者胆大包天，自以为风平浪静，在盗

掘中进展缓慢，加上报案及时，警方出动还算迅速，

尚未将墓盗空即被迫停止，这为墓葬再次被盗埋下

了伏笔。

1935 年，当地一些不法之徒，趁新一轮兵荒马

乱之机，于月黑风高之夜，再次对这座劫后残存的

墓葬进行盗掘，掘出文物数百件，全部被歹徒瓜分，

未久即失散，大多数被外国人弄出境外。

1938 年，桂系军阀、国民党第十一集团军总司

令李品仙驻守寿县之时，偶闻李三孤堆古墓未被全

部盗空，大量珍宝尚在墓穴深处，贼心顿起。经过

一番密谋，仿照十年前国民革命军第十二军军长孙

殿英率部盗掘清东陵的诡计，以军事演习和剿匪为

名，由交际科长邓峙率领三个运输连的兵力，浩浩

荡荡地开赴朱家集古墓现场，明火执仗地公开进行

盗掘，

据说整整挖了 3 个月，直到把墓内劫余的青铜

礼器、乐器、兵器、玉器、石器（磬）等数百件珍贵文

物洗劫一空。盗掘的官兵深感几个月来费力劳神，

流血流汗，所获珍宝并没有想象中之多，愤懑之下，

索性把墓中棺椁一并带走。至此，整座大墓的随葬

器物算是被彻底洗劫一空，只留下一个黑糊糊的土

洞向世人昭示着世事沧桑。

李品仙所劫得的墓中文物，大部分通过上海码

头秘密运往香港销赃，后来这批文物全部失散，下

落不明。当时只有一件青铜大鼎（高 1.13 米，口径

0.87米，重400多公斤），因重量超群，当地的盗墓贼

无力弄出坑外，因而两次盗掘均未损毫发。李品仙

部虽凭着人多势众，把这件大鼎弄出了墓坑，用汽

车拉到了寿县营区，但因躯体过于庞大，无法掩人

耳目偷运至香港销赃，若锯成一块块废铜又实在可

惜，在两难中，李品仙迟迟未能想出处理的办法。

随着抗日战争越演越烈，国军步步退却，李品仙部

移防他处，这件大鼎被扔在营区成了无主之物。后

来安徽省博物馆将其收藏，并陈列展出。1958年9

月17日，毛泽东视察安徽省博物馆时，曾专门参观

了这件大鼎。

最无奈的帝王——朱元璋
子孙“天启掘陵”两次

朱元璋开创的大明王朝以刑律严酷著称，但白

纸黑字的盗墓处罚条例，实际上并未能镇住盗墓者，

和过去朝代一样，境内盗冢现象不断。

甚至，朱元璋的子孙也干起了盗墓的勾当，不

同的是，是以破坏风水的名义进行。

明朝建立以后，朱元璋并没有破坏金陵（北京

地区第一个皇陵，金海陵王完颜亮所建）。与秦汉

唐宋这些帝王陵一样，金陵也得到了保护，一直到

朱由校当皇帝的天启元年（1621 年），明朝才“罢金

陵祭祀”。

朱由校是在危机重重的时代背景下当了皇帝

的，开始也是忧国忧民。他在天启元年即位后，在

不到一年的时间里，辽东重镇沈阳、辽东首府辽阳

相继失陷，辽河以东全部沦为后金所有。身边的臣

僚说这是女真的余孽在作怪，这才有停止供祀金陵

的事情。

朱由校当时还是一个大男孩，任凭臣僚做主，金

陵便不再受到保护。 到了天启二年（1622 年），努尔

哈赤在关外闹腾得越来越厉害。正月未出，清兵便

攻占了西平堡，王化贞、熊廷弼这些明朝东北“剿匪

总司令”，被逼得退守关内。此时的朱由校不得不动

手了，只好祭出“救国秘招”——“泄王气”“断龙脉”，

挖掘后金的祖坟，通过风水厌胜之术，以此阻止满军

入关。 朱由校派出“工程兵”，先是把金陵的地面建

筑全部砸毁，然后挖开地宫墓道，掘开地宫，并将地

表上巨大的石头、碑刻、础柱等推入墓道和地宫内。

这种破坏，殃及到了大房山以外的金墓。

天启三年，后金的发展势头不见减弱。臣僚再

给朱由校指点迷津，认为这是上次龙脉断得不彻底

所致，朱由校信以为真，再次派出“工程兵”到大房

山，在铲平金陵的基础上，又修建了好几处关帝庙。

朱由校的两次盗墓行动，被称为“天启掘陵”。

在《明史》上并未见交代，还是清人揭了他的老

底。 康熙皇帝说，朱由校当年是听信了“虚诞之

言”，不知道检讨反省自己的行为得失，竟然“毁及

前代帝王之陵”。

楚幽王墓里盗出的国宝

□盗墓笔记之安徽故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