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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赵匡胤祖籍为涿州，早已是众说周知的历史定论，但近年来有人根据一些史料，牵强附会地搞出了一个赵匡胤祖籍“清苑说”，并极

力抄作，在保定闹得沸沸扬扬。如果要刨根问底，这个“清苑说”也确实不是什么新见解，自景德元年（1004年）宋真宗从清苑迁坟错认

祖宗以后就流传开了。但这个“清苑说”到底能成立吗？本文试图沿着历史发展的脉络，追根溯源，为赵匡胤祖籍再一次求解。  

失踪的三祖陵  

  赵匡胤在公元960年称帝后，追封自己的高祖赵朓为文献皇帝，庙号僖祖，坟墓为钦陵；追封自己的曾祖赵珽为惠元皇帝，庙号顺祖，

坟墓为康陵；追封自己的祖父赵敬为简恭皇帝,庙号翼祖，坟墓为定陵；追封自己的父亲赵弘殷为昭武皇帝，庙号宣祖，坟墓为安陵。 

  为什么自己当了皇帝也要追封祖宗为皇帝？当然是“孝”字领先，光宗耀祖之故。为什么只追封上四代？因为古代有“九族”之规

定，按照直系上朔四代、下推四代加上本人共九代，称为“九族”。本人的荣辱、沉浮与“九族”有很大关联，本人犯了重罪往往要株连

九族；得了荣华富贵，九族也往往跟着鸡犬升天。而九族之外的父老乡亲，与本人的关系只能算“远族”或“后裔”，不能算一家人。所

以赵匡胤登基后，只有高祖赵脁、曾祖赵珽、祖父赵敬、父亲赵弘殷有资格享受黄袍加身的荣耀，他们的坟墓也统称为“陵”，而不能再

叫“坟”。“坟”是平民百姓死后的葬身之地。 

  然而，遗憾的是，以上追封的四祖陵只有其父亲赵弘殷（宣祖皇帝）的“安陵”能够找到（在开封城东南，后被迁到河南巩县精心选

定的宋陵陵区按皇陵规格建陵正式建成）。其余钦、康、定三祖陵却沦落在了幽州。据赵匡胤《太祖实录》记载，“钦、康、定三祖陵并

葬幽州”，可是，幽州早在公元936年赵匡胤登基之前就被自称儿皇帝的石敬塘割让给了辽邦。当时一并割让的共十六个州，包括今天的山

西大同、京、津、冀等部分地区，史称“幽云十六州”。这十六州中的幽州，在赵匡胤四代先祖生活的唐、五代时期，与清苑县毫无关

系，在宋辽对峙的年代，二者分属两个国家，更是联系不到一起。对于家乡所在的这幽云十六州，赵匡胤始终耿耿于怀，开宝九年，他临

死前，群臣上奏，称其为“应天广运一统太平圣文神武明道至德仁孝皇帝”，赵匡胤说：“幽燕未定，何谓一统？”（《涑水纪闻》三）

赵光义继位后，曾三次御驾亲征，大举攻辽，结果均以失败告终，只好偃旗息鼓，从此，大宋的军旗就再也没有飘到过白沟河以北。应注

意的是，在赵匡胤、赵光义两朝，从未有任何文字记载三祖陵在清苑。三祖陵的空缺，成了两朝皇帝的一块心病，也成了一个历史性“老

大难”问题。那么，三祖陵到底在哪里呢？ 

 解读宋真宗迁坟事件 

   公元997年，赵光义死，宋真宗赵恒继位，他听有人说（注意！是听有人说）顺祖、翼祖葬在保定（清苑），他便心血来潮，想解决

这个历史遗留问题，便派内侍和地方长官共同察访，又令中书省、门下省两个部门共同商议，于是在景德元年（1004年）兴师动众，从清

苑迁走了两座坟墓。迁走的两具棺椁，先安放在开封的佛寺，准备在巩县宋陵陵区建造康陵、定陵正式安葬。谁知道十月份，宋真宗发现

所迁陵柩大有疑问，于是降下了亲自写的手诏。 

  因手诏为古文，晦涩难懂，这里恕不再引用，以下是桂郁、占儒先生翻译、赵尚铎先生校正的白话文，在此奉献给读者，以求让大家

弄个明白，其中包括真宗手诏、中书、门下枢密院上言、真宗口诏等几部分，均引自宋代李攸撰《宋朝事实》。 

 宋真宗手诏： 

  康陵、定陵已经迁来，要商议修建（陵园）。国家尊奉祖宗。修建园陵是件大事。从开国之日起，就制定了各种礼仪，很快就为四祖

确定了陵名，但是（三祖）陵并没有建起来，有关部门上报奏章，（有人）当面向朕（我）讲述听来的消息，说有两座陵还在清苑（保



州）。因为关系到宗庙，理应审核详实，询问了朝中大臣，听取了朝延内外的意见，宰相上表也说平时听说过，下人们都说有根据。朕认

为必须慎重，应多方调查询问。无论是派出查访的官吏，还是委任地方的官吏，他们上报的奏章都说：无疑。朕又让大臣商定意见，才有

了迁坟的请求，用来抚慰对祖先的追念之情，因为看到大家意见一致，所以才按礼仪把棺柩迁到佛寺，并筹划营建山陵（墓）。现在，两

具棺椁安放在佛寺已经有些日子了，不久就要举行安葬仪式。朕每有闲暇，常常阅览群书，见到《太祖实录》上明明记载着这两座祖陵所

在地，又都不指（是）保州。（我为此）忧疑思虑日夜不安。虽然朝延决定和查访工作都没有疑问，但是，却与真实可靠的历史文献的记

载有差异。何况，迁建陵寝、举行朝廷礼仪，没有比这更大的事情了。宜令中书省、门下省和枢密院，一起详细商定（解决这个问题的方

案，朕要听取）上奏。 

 中书、门下和枢密院上言： 

  （臣下认为）尊奉祖先，需有非常孝敬的心愿。（为祖先）修建陵园，必须遵守典章制度。当初刚刚建国，首先就制下礼仪章程，准

备举行四祖庙（供奉）仪式，接着建立了四祖陵园的名号。虽然（三祖陵）没有修建，但是已经详细记载在玉牒史书。有的部门，连上章

表，（向皇上）讲述他们的所见所闻，说得恳切激动；（皇上）询问主管大臣，也有同样的说法。采纳了群臣的意见，皇上对此特别审

慎，特意选派使臣，还委任地方官吏，各自前往调查，调查的结果是，事出有据，报告得周到详细。朝延上下都认为，这是最大的孝道，

是国家光大的征兆。于是举行了迎奉（灵柩的）活动，还是要举行安葬的礼仪。皇帝陛下一有闲暇就博览群书，见到信史（《太祖实

录》）上的记录，指出（清苑坟地）与记载不同。确如圣上所忧虑的，这事应该详细探讨，因为关系到皇家的血缘传承，应该非常慎重。

我们的意见：从清苑迁来的神柩，权且停止葬入皇陵陵区；二祖陵的营建要从俭，（陵内）葬以衣冠，有了（这个）陵园，用来举行朝拜

仪式，以抚慰尊敬祖先的情怀。（迁来的神柩）等到辨明身份，再择期举行安葬。这样不违自古以来的道义，也合于人情。以上大胆放肆

的意见，请圣上选择。 

  传达皇上口诏：“康陵定陵（令蓝继宗）停止修建。（从清苑）迁来的棺柩，以一品礼葬于河南县（洛阳），作两上（坟）位。” 

   《宋朝事实》作者补注：“大中祥符四年（1011年）正月，皇帝亲自驾临汾阴，到了西京（洛阳），派遗‘知制诰’钱惟演用‘香币

酒脯’前去祭告‘一品坟’。（以后）每到朝拜诸陵的日子，（对一品坟）以‘少牢’致祭。” 

   通过以上精彩的历史记录,我们完全可以得出如下结论：一、宋真宗迁坟虽然兴师动众，多次调查研究，但毕竟还是出了错，错就错

在他听信了众人的传言。忽略了《太祖实录》的记载，另外也说明迁坟没有迁出什么有力的物证。所以他才痛下决心，将两位无辜的“神

灵”按“一品坟”规格草草埋葬。这是他没有办法的办法。二、各位臣子虽然自称费尽了心血，但却劳而无功，毕竟是“迁”无实据，所

以也只好任由皇帝自己定夺。虽然有辨明身份后“再择期安葬”的敷衍之语,但真宗并未采纳。三、每到朝拜诸陵的日子，对“一品坟”仅

以“少牢”这种低规格的方式致祭。这已十分清楚地告诉我们，“一品坟”中埋葬的决不是顺祖、翼祖，宋真宗并不认为这就是康、定二

陵，否则决不会、也不敢如此地冷落二位神灵。四、三祖陵并葬一起合乎古代家族聚葬的风俗和制度，要迁坟也要迁三个，为什么只迁了

两个？另外一个（赵朓的钦陵）到哪里去了？由此可以断言，大臣们并没有真正像他们自已表白的那样，认真做过什么调查研究，很可能

一开始就弄错了。错把赵氏家族的旁系、支系亲属（即九族以外的人）当成了三先祖本人。对于这样一门子远房亲戚，宋真宗只能按“一

品坟”对待，这是可以理解的。 

 宋陵和“一品坟”的启示 

   为什么皇帝死后要建陵？因为古代陵和坟有性质上的区别。普通百姓死后弄一个土堆埋掉就算了，皇帝是九五之尊，不能这样草率，

他们生前高高在上，死后在阴间还要“牧民王天下”，生前有什么，死后还要有什么。看看宋陵陵区那高大的石牌坊，威严的宫殿，“文

武百官到此下马”的石碑，无一不是继续统治天下的象征。虽然三祖陵是追封的假皇帝，但建陵的规格断不能降低。据河南巩县宋陵陵区

有关的记载，陵区占地面积约三十平方公里，北宋的九个皇帝，除徽宗赵佶、钦宗赵桓被金兵俘去死在东北外，其余七个皇帝都葬在这

里，加上宣祖赵弘殷这个假皇帝，共八位，故有“七帝八陵”之说。而我们前面所说的钦、康、定三祖陵在这里却是一片空白。除了“七

帝八陵”之外，陵区还有冠准、包拯、曹彬等大臣的墓，而从清苑迁来的两个“一品坟”，在北宋一百三十多年中，始终没有进入宋陵陵

区的资格。面对这豪华奢侈的陵墓群，再看看远在洛阳的两个“一品坟”，我们还能说它们就是顺祖、翼祖的康陵和定陵吗？宋真宗在把

二位“神柩”钦定为“一品坟”的同时，却并没有忘记为自己修建威严壮丽的“永定陵”，皇陵的威严气派与“一品坟”所形成的巨大落

差，真让人感慨万端，天子与庶民的区别，在死后竟也是如此之大，天上人间啊！ 

  宋真宗生前导演的迁坟闹剧，对后世产生了极大的不良影响，在黎民百姓中的影响不必说，（如清苑县至今有“平陵”“停陵”等地

名），就连后世的王公大臣，也像患了“迁坟后遗症”，每每提到清苑，都是宁肯信信其有，不肯言其无，并借此肃然起敬，向皇上表忠

心。如李纲、种师道这些武夫都曾向皇上表白：清苑是“祖宗陵寝”所在，决不能让外敌占领；像韩绛、吴处厚、周辉这些文臣也振振有

词地称清苑有“上世陵寝”、“皇朝远祖坟”云云。久而久之，便演绎成了“宋三陵”在清苑的历史传说。更有趣的是，自真宗以后的仁

宗、神宗、徽宗、钦宗诸皇帝竟也先后奉天承运，七次下诏书，对清苑的“远祖坟”做“善后工作”，有的提出要扩充占地面积，增加守

园人；有的提出要在这里建学校，让皇族子孙们受到良好的教育等等。真可谓皇恩浩荡，恩宠有加。 

  然而，只要我们稍加分析和思索，就不难发现，真宗以后的任何一位皇帝，都没有提出来要为“一品坟”正名，如果果真迁走的是



康、定二陵，为什么在长达百年的时间里还不为他们正名？如果迁走的不是康、定二陵，又凭什么说“宋三陵”在清苑？这里有一个明显

的逻辑问题：如果承认“一品坟”为对，那么“宋三陵”在清苑之说必为错（因为迁走的不是要找的人）；如果承认“宋三陵”在清苑之

说为对，那么“一品坟”的说法必为错（因为要找的人已经迁来）。二者只能居其一。甘蔗没有两头甜，而“清苑说”论者偏要既认为

“一品坟”为对，又要认定“宋三陵”在清苑也为对，其不自相矛盾！莫非赵家的老祖宗都会分身术？任何事物，有因才会有果，宋真宗

迁坟是“清苑说”惟一的起因，没有宋真宗迁坟这场闹剧，“清苑说”就不会得以流传，“清苑说”的所有论据都是建立在这个大前提之

上的，既然这个大前提错误百出，那么，建立在这个大前提基础上的立论还能成立吗？ 

  其实，北宋自真宗以后的皇帝们并不认为真宗迁走的是康陵、定陵，也并不认为康陵、定陵还在清苑。在他们的有关诏书中，从未明

确称清苑的坟地为“文献皇帝陵”、“惠元皇帝陵”、“简恭皇帝陵”，或径称“钦陵”、“康陵”、“定陵”（在朝廷的官方文件中，

这应该是极严格的规范用语），他们只是用“宣祖皇帝祖坟”，“远祖坟”，“祖宗之地”，“东安村坟地”这些词来泛称。他们也没有

在清苑就地建陵的打算（如果承认这里是三祖陵所在，这是完全应当做而且必须要做的）。他们更没有再次迁坟的计划（恐怕是迁坟迁怕

了）。这就充分说明，这些皇帝们虽然不否认清苑为三先祖的祖宗之地，但也决不认为三先祖本人（三祖陵）就在这里。说来说去，他们

对待清苑坟地的态度，与宋真宗对待“一品坟”的态度是毫无二致，可以说是一脉相承的，即：至多认为它们不过是赵家的远房亲戚罢

了。然而，“清苑说”论者却读不懂这些诏书中的微妙与堂奥，竟认为“一代又一代宋朝皇帝们早已把清苑作为他们的祖宗之地而别无他

顾”，“其切切深情，浓浓乡思，已见豁然跃于纸上”。可惜这抒情诗般的浪漫，不过是“清苑说”论者的自我陶醉而已。总揽“清苑

说”的所有文章，都是把后世大臣、皇帝的上述言论或诏书作为论据，而对宋真宗生前导演的迁坟闹剧却极力回避或歪曲，甚至抛出一些

未经权威专家鉴定的石人、石马来自己证明自己，这是做学问的正确态度吗？ 

  事实上，正因为得不到三祖陵所在的幽州，这一代代皇帝们早已在无奈中变得失望而绝望进而由敬祖变为敬天，宋真宗迁坟失败后，

更加痴迷于道教，曾胡说自己梦见了“元始天尊”，天尊说：“吾，人皇九子中一人也。是赵之始祖。再降，乃轩辕皇帝”。（李焘《续

资治通鉴长编》卷七九），宋徽宗也曾自称“上帝元子太霄帝君”降世，让朝臣们称他为“教主道君皇帝”……这一幕幕滑稽剧的上演，

再清楚不过地折射出这些皇帝们由敬祖到忘祖、由敬人到敬天的心路历程。某些人带着偏见看历史，必然与历史的真实相去甚远。 

历史的定论 

  赵匡胤“世为涿州人”是千年历史定论。为什么会形成这样一个定论？还是让历史记载来作回答吧： 

  （1）《宋会要·帝系之一》对四先祖的记载：高祖，赵朓，“汉京兆尹广汉之后，生于燕蓟，仕唐，历永清、文安、幽州三县令……

陵曰钦陵，在幽州”；曾祖赵珽，“藩镇从事兼御史中丞……陵曰康陵，在幽州”；祖父赵敬，“历营、蓟、涿三州刺使……陵曰靖陵，

在幽州，本曰定陵，乾兴元年七月改”；（2）《宋史·礼志》的记载：“顺祖、翼祖皆葬幽州。”（3）《宋朝事实》的有关记载：“自

国初加四祖陵名，钦陵、康陵、定陵并葬幽州”。（4）《光绪顺天府志》“地理志十一：“涿州，其屯：治东东关，二里史家庄，庄东里

许。旧有北台村，为宋艺祖故居。一统志：北台村在涿州东三里，宋太祖故里，今为清凉寺”。（5）《涿州志》《涿县志》均记载：“宋

太祖姓赵讳匡胤涿之北台村人也。” 

  通过赵朓“生于燕蓟”等以上记载我们得知，至少在赵朓的父辈就已经在幽燕地区安家落户，三先祖均在这一地区为官，死后也安葬

在这一带。涿州清凉寺北台村有三先祖故居，这里应是赵匡胤的祖籍。但是为什么在《宋史·太祖本纪》中又将赵匡胤记为“涿郡人也”

呢？我认为这就像宋徽宗“恩赐”涿州名为“涿水郡”一样，是历史地理学研究的另一个问题。即使赵匡胤确认为汉代京兆尹赵广汉之

后，“涿郡”二字也必是由宋朝赵氏兄弟、父子们和修史官共同精心商议后而确定的。因此才记录在《太平御览》、《国史会要》等官修

史书中，决不是元朝史官编撰《宋史》时率意所为。以后又经过历史学家们的研究考证，最后才得出了赵匡胤“世为涿州人”这一结论，

并编入了《辞源》、《辞海》《中国历史大辞典》以及各类历史教科书中。 

  综上所述，我们可经说，赵匡胤“世为涿州人”这一结论，是千年历史诞生的女儿，她经过历代风雨而容颜未改。虽然近年有人强行

把“清苑说”编入了《保定市志》和《保定历史文化丛书》，刻上了保定军校广场石雕墙，但这正应了毛泽东主席晚年写的两句词：“五

帝三皇神圣事，骗了无涯过客。” 清苑说”除了给人们造成混乱，给保定这座历史文化名城增加笑料以外，还能有什么价值呢。时间已经

证明，历史上的“清苑说”早已被历史学家们所抛弃，今天被一些人牵强附会重新抄做出来的“清苑说”，也决不会成为中国宋代这道历

史难题的正解。 

 

新闻录入员：oldliu （共计 317 篇）     

 ·上一条：闲游惠安“洛阳桥”  (12-23) 

 ·下一条：《宋会要》载赵匡胤先祖史料解读 (12-24) 

 相关专题：无

 尚无信息

 相关信息：赵匡胤

· 解读《详定康陵、定陵诏》，再辩赵匡胤 (12-28) 



· 《宋会要》载赵匡胤先祖史料解读 (12-24) 

· 拭目看赵匡胤祖籍清苑说 (12-17) 

· “赵匡胤祖籍之谜”试解 (9-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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