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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座古墓引发人们遐想

事情起因源于2015年2月10日，
笔者看到2015年2月9日刊登在《光明
日报》第五版的一篇题为《明建文帝曾
避难永州》的探索文章，并从2015年2
月6日—7日召开的全国首届建文帝踪
迹新田暨文化旅游产业发展研讨会得
知相关情况。

文章指出，目前，新田发现了疑似
记录有相关文字的碑刻，这些碑刻上留
有的文字疑似和建文帝下落有关。不
过，历史上的建文帝是否避难永州新
田，有待进一步考证。但是,前些年达
州市志办工作人员邓高到达川区（原达
县）中山寺考证，认为其可能为建文帝

魂归处。《达州日报》、中央电视台《走遍
中国》等媒体都曾有过报道。

当时宣汉县没有建立有关专门研
究唐甄（唐瑜）的组织和机构，也就没有
人去研究思考。2012年12月成立了宣
汉唐甄（唐瑜）思想文化研究中心，对唐
甄（唐瑜）思想文化进行研究，收集相关
史实，启动南坝唐瑜墓的保护性维修工
程。

宣汉唐甄唐瑜思想文化研究中心
一行人，曾多次前往土黄镇实地查看10
多年前发现的古墓，认为该墓与唐瑜墓
有颇多相似之处。尤其是土黄古墓墓
正中壁龛下面两侧均有七步梯，男墓壁
龛上方图案为四爪龙，女墓壁龛图案为
七尾凤。古代皇帝为九五之尊，皇帝墓
葬龙纹图案为五爪龙，皇后墓葬凤凰图
案为九尾凤。根据建文帝当时落难的
现状和背景看，他死后由九五之尊降为
四爪龙和七尾凤也是有可能的。对比
唐瑜墓，他虽是朱棣的老师，但死后没
有龙凤图案，由此可见土黄古墓墓主品
级之高，可能与皇室宗亲有关。

一副非同寻常的对联

土黄中心校小学大门口的石梯上
有一副对联，上联：发祥肇豫章随处声
威昭宇寰；下联：游宦终蜀郡满腔仁慈
震日月。

据土黄中心校66岁的退休教师唐
建良介绍，这里原为关帝庙，传说为明
代建筑。从对联内容看绝非本地人。

“发祥肇豫章”，指的显然不是本地人。
“豫章”，古代区划名称，最初为汉高帝
初年（约于公元前202年）豫章郡（治南
昌县）。东汉、三国、两晋以及南朝时
期，豫章郡、豫章国大致相当于今江西
省北部（吉安以北）地区；东汉末，扬州
豫章郡的一部分属交州。隋开皇九年
（公元589年）罢豫章郡置洪州，大业二
年(公元606年)又改南昌县为豫章县。
唐宝应元年（公元762年），因避代宗李
豫名讳，豫章县改名钟陵县，“豫章”成
为南昌的别称。

“游宦终蜀郡”指的是应有官位之
人，而非黎民百姓。“随处声威照宇寰”
和“满腔仁慈震日月”，更非本地普通老
人去世，当地一般人最常用充其量为千
古流芳之类，在那时的人还很少有宇寰
之类字眼。

土黄墓疑为建文帝墓？

明代建文帝朱允炆是明太祖朱元

璋之孙，1398年朱元璋死后以皇太孙身
份即帝位，年号“建文”。即位不久，建
文帝就采纳大臣“削藩”的建议，剪灭诸
王势力，巩固中央政权。但觊窥皇位已
久的朱元璋第四子燕王朱棣在北京起
兵反叛，数年后攻陷南京，建文帝战败，
史称“靖难之役”。

建文帝的生死一直是历史谜案。
一说朱棣攻占南京后，建文帝在宫中自
焚而死；也有说建文帝改换僧装，流落
江湖，不知所终。近年来，一个关于建
文帝可能避难湖南省永州市新田县和
落难宣汉的传说引起专家的关注。

建文四年（公元1402年）6月，为
躲避朱棣的追杀，建文帝只好逃出京城
南京，隐姓埋名，云游四海。建文帝失
踪后，据说最后踏上了巴蜀大地，先后
到过重庆、邻水、大竹、通江、巴中、
南部、阆中和达县等地。所到之处，朱
允炆留下了大量的遗迹和传说。

传 说 明 代 宗 景 泰 年 间 (公 元
1450-1457年)，建文帝病亡于达县龙
滩乡中山寺。代宗皇帝命礼部僧房司
选派高僧北京印秀和尚(号碧丰，天津宝
坻县人)前来治丧。印秀和尚把中山寺
扩建为“通州（今达州）第一梵刹”，又按
帝陵标准在中山寺东侧建墓室，虽经历
近600年风雨，至今地宫仍保存完好。
明神宗万历年间曾予整修，命吏部尚书
卫承芳前往督工，著《重建中山寺碑记》
传于后世，并在现达城小河嘴龙王潭处
建造“明惠庙”(建文帝又称惠帝)以资纪
念。现庙虽已毁，但两株黄桷树仍根深
叶茂，高大参天。

土黄古墓比唐瑜墓还修得气派精
致，不排除是建文帝墓，也可能是唐瑜
假墓。据南鲲一带传说，唐瑜死后发丧
时为了打乱人们的视线，不知其真正葬
处，同时发的48具灵柩，假丧就有47具
之多，而土黄古墓可能为其一处。当
然，也不排除该墓是有影响的皇室宗亲
之墓。

帝师唐瑜“潜伏”宣汉南坝

“靖难之役”后，公元1402年，朱棣称
帝，史称明成祖，年号永乐，唐瑜荣升为帝
师，辅佐大明统治46年（公元1381—
1427年），直至公元1427年仙逝。永乐
三年（公元1405），成祖召见唐瑜，封为开
国儒臣，再命以官，瑜称老不仕。辞曰：

“臣老矣，不能为陛下任使也。”三辞，乃许
之。于是，御赐玺书遣归，命其子孙入试
为吏者署籍为儒。唐瑜荣归老家浙江兰
溪县，筑室讲学，曰：“五经儒籍讲堂”（摘

自唐甄著《唐阶泰墓表》）。
帝师唐瑜回川据说是为寻找、监视避

难巴蜀的建文帝。昆池到土黄前河而上
几十里路，步行半天路程，水路更快，便于
监视。据道光十八年《唐氏族谱》记载，永
乐十二年（公元1414年），唐瑜任官分职，
游宦入蜀，寓夔至达迁东邑（今宣汉县），
因见土地肥沃，风光旖旎，定居前河兰木
沟（今南坝镇鲲池官池坝）。

据推测，这时唐瑜入川，实际上是为
巩固学生朱棣的政权，行钦差大臣之命
而以游宦入蜀之名作掩护，辗转来到东
邑前河兰木溪。兰木溪的对岸，就是南
坝。那时的南坝，已是三峡地区通向川
北和陕南的重要驿站。

呼吁专家学者考察发掘

笔者建议文物部门组织国内外专家
学者前往考证，若为建文帝之墓，明朝大

谜案可就此揭开，为研究明史提供重要
参考。若非建文帝墓和唐瑜假墓，可能
是其他历史名人墓葬，同样具有一定的
研究价值。

同时，当地党委政府和文物部门应
采取有效措施，重点保护。土黄墓发现
后，即有盗墓贼用充气钻钻了1大4小5
个孔。

目前，唐瑜古墓在保护维修之
中。经达州市文化部门批复修建唐瑜
墓保护维修设计方案后，宣汉唐氏宗
亲齐心协力筹集资金，经过前期精心
筹备和组织，于2015年4月正式动工
修建市级文物保护单位唐瑜墓。该工
程共分三期工程，一期工程为600平方
米主体工程唐瑜墓，所需资金由唐氏
宗亲及企业筹集，由主墓山牌楼、地
宫、坟园墩子、四方碑、桅杆、石
狮、牌坊名等组成。目前，已完成工
程量的80%。

宣汉土黄古墓引发的猜想唐瑜，字敬鼎，祖籍浙江兰溪
县，出身翰林。朱棣登位后，他荣
升帝师，赐封开国儒臣。1414年，
游宦入川，营居室于鲲池（现宣汉
县昆池镇）兰木沟，开办乡学，启
蒙乡邻，影响深远。殁葬南坝东
阳溪。作为浙江人的唐瑜，其入
川至今还是一个谜。

宣汉县有人经过研究，认为
土黄古墓与明朝建文帝朱允炆或
者明成祖朱棣的老师唐瑜有关。

唐瑜墓

土黄古墓

维修中的唐瑜墓

崖柏为何物？此物为柏科崖柏属的植物，生长于海拔
1500米以上的地区，目前尚未由人工引种栽培。目前，世
界自然保护联盟IUCN红色名录认定崖柏为极危物种，处
于灭绝的边缘。崖柏的采伐和交易已经被有关部门明令禁
止。

3亿年前，崖柏诞生，与恐龙同时代，被世界林木研究
专家组（SSC）植物学家称为世界上最稀有、最古老的物种，
是世界上仅存的植物“活化石”，被誉为国宝。崖柏生于岩
石缝隙里，以枝叶来吸收养分，异常稀有，尤其是现时真正
野生存活的崖柏更是非常稀少，大多都在风吹雨打中拦腰
折断，需经历几百上千年的风雨洗礼才能长成。资料显示，
1999年，重庆市城口发现崖柏野生植株并采集到带球果的
标本，从此改写了崖柏的历史。2002年，重庆开县再度发
现野生崖柏。由此，重庆被认为是世界仅存的崖柏分布地。

但近几年，四川省林业厅派出调查队不间断地在万源
市境内及宣汉县等地，开展野生植物资源调查，寻找崖柏。
2014年，四川林业厅在宣汉县三墩乡、漆树乡等地林区首
次发现崖柏。2014年9月，万源市八台山景区工作人员在
海拔1905米的独秀峰对面悬崖，首次发现崖柏。该崖柏野
外居群，数量近200株（丛）。据专业人士分析，该崖柏群形
成时间大约有千年以上，将改写崖柏在国内仅存分布地的
历史。2014年12月，在八台山景区海拨2100米的情人谷山
嘴处，再次发现稀有的崖柏，成群落分布。该处崖柏叶扁
平、宽短，叶色浓绿，树形优美。大的胸径有15厘米，小的
仅2厘米，高约3—5米，或直立，或横斜，郁郁葱葱。

自古以来，崖柏深受皇室、佛教、道家、现代文人墨客的
追捧和喜爱。在古代，崖柏早已被李时珍记载入著名的中
国医学宝典《本草纲目》中，“木之文理，大者多为菩萨云气，
人物鸟兽，状极分明可观。有盗得一株径尺者，值万钱。宜
其子实为贵也”。

崖柏药用价值极高：安魂、定魂——能明显改善失眠多
梦，其香味可提高血液含氧量，使人精神愉悦。在日本，柏
木香气被誉为“空气维生素”，有癌症专家让病人在柏木林
中进行保健治疗。用崖柏做熏香，让崖柏的香气环绕在病
人周围，可以改善病人心情，提高免疫力。排毒、养颜——
《本草纲目》载：“可利水道，兴阳道”。崖柏五行属金，能助
肺气，合皮毛；崖柏饮片冲茶泡酒，可润肠祛油，促进新陈代
谢，清除体内垃圾，美颜润肤。抗炎、解毒——崖柏芳香之
气，能净化空气、杀灭细菌和病毒，具有抗炎消肿的功效。
崖柏精油对虫蚁叮咬、无名肿痛有奇效。《中国药典》载：“蜀
东有痔疮者，坐柏木，止痛消肿奇效；其木煮水，泽头发，治
疥癣。

一些文人雅士还将枯死的崖柏制成千奇百怪的根雕作
品，用来赏玩，怡情冶性。

寻找“植物大熊猫”崖柏
●世界最稀有、最古老的物种，处于灭绝的边缘
●万源、宣汉均有发现

□赵林 特约记者 王永明 摄影报道

峭壁上的崖柏

崖柏根雕作品

□唐益生 桂德承 余江汪 摄影报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