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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莲英墓中身首异处之谜
李莲英是清末最有权势的宦官，他死于宣统三年，时年

64岁。1966年，李莲英的坟墓被砸开，令在场人吃惊的，是
棺椁里只有一颗腐烂的骷髅头！头部以下空空荡荡，连一
节小骨头也没有！他的死因也成了未解的谜团。

深受慈禧宠信
李莲英出生在清代直隶省（今河北）的河间府。他先后

在奏事处和东路景仁宫当差，直到 16岁时，才调到长春宫
慈禧太后跟前。

同治十三年（1874），年仅26岁的李莲英已任储秀宫掌
案首领大太监。值得一提的是，此职务一般需要进宫服役
30年才有资格担任，但此时进宫刚满十七年的李莲英已经
做到了。

光绪五年（1879），李莲英出任储秀宫四品花翎总管。
随着慈禧太后日益大权独揽，他的声望地位也一天天变得
显赫起来。李莲英 31岁时，已经可以和敬事房的大总管
（也就是清宫太监的总头目）平起平坐。

到了光绪二十年（1894），46岁的李莲英被赏戴二品顶
戴花翎。这还是李莲英在太监中所创的一个从未有过的先
例。因为早在雍正时期，雍正帝规定太监的品级以四品为
限，不能再高出这个等级。

慈禧太后对李莲英的宠信与日俱增，引起了朝野的议
论和不安。

光绪二十年，清军在甲午战争中吃了败仗，全国舆论一
片哗然。人们把矛头指向北洋大臣、直隶总督李鸿章，同时
也捎带批评了李莲英。这当然无法动摇慈禧太后对李莲英
的信任，她说李莲英干预政事显然证据不足。

戊戌变法后，李莲英言行更加谨慎，没有鲜明地表态站
在慈禧太后一边。虽然没有让慈禧太后怀疑他的忠诚，但
从此感情上有些疏远了。光绪三十四年（1908）10月22日，
慈禧太后死于北京西苑的仪鸾殿。李莲英办理完慈禧太后
的丧事，于宣统元年（1909）的二月初二，离开生活了 51年
的皇宫。内宫主政的隆裕太后，准其“原品休致”，就是带原
薪退休。李莲英死于宣统三年（1911），时年 64岁。他死
时，得到了清朝宫廷的千两白银，在北京恩济庄的太监墓地
修造了一座豪华坟墓。

棺椁里只有一颗腐烂的骷髅头
民间传说，李莲英在建坟时耗资巨大，动员数千民工。

从周围百里外村庄收买了大量鸡蛋，只要蛋白不要蛋黄，用
蛋白拌石灰，江米粥灌浆，修筑整个坟茔。另有传说北京有
座郑和衣冠冢，李莲英对郑和无限崇仰，每年清明节都要到
郑和的墓前朝拜。李莲英生前安排埋葬此处的目的就是为
了与郑和齐名后世。

据当地几位老者回忆，李莲英墓室修筑很富丽，按当时
的讲究，叫“两门王楦”，全用汉白玉建造而成。第一道门，
门框上有一副对联：通幽向明昭千古，大中至正固千秋;第
二道门的门框上也有一副对联：秉性惟真承眷厚，居身克谨
得安心。两门相距不足一丈，构造基本相同，门后皆刻有石
槽，当把石门关上时，一块巨石便滚落到石槽之中，使石门
再无法开启，以防盗贼入内。第二道石门上边还有一个三
寸多长的铁销，别在石缝之间。

过了两道石门，便是墓室。墓室长一丈二尺，宽一丈，
四周的墙壁全是用石头砌成，面上铺的全是汉白玉。棺床
是停放棺材用的，长约一丈，宽约四五尺，高约一尺，上面刻
着六角形的花纹。在棺床的正中间，有一个圆孔，但没有打
穿，圆孔四周，刻有弓水纹形的图案。在棺床下面有一口水
井，棺床正中圆孔正对着井口中央，这是宫廷里埋葬的讲
究，称为“金井玉葬”。

当时这种讲究有两个好处，一种说法是这种葬法象征
着源远流长，自己的后代辈辈兴盛，人财两旺;另一种说法
就是借助井水和冷氣，防止遗体腐烂。

1966年，李莲英的坟墓被“造反派”们砸开，在墓中发现
了许多价值连城的陪葬品。其中的一颗钻石帽饰，比英国
女王伊丽莎白戴的那颗还大，另外还有三件宝物：汉朝的青
玉土浸剑、满黄浸玉镯、宋代的青玉褐浸环，都堪称无价。
但令人吃惊且奇怪的，是棺椁里只有一颗腐烂的骷髅头！
头部以下空空荡荡，连一节小骨头也没有！李莲英的躯干
去了哪里，至今仍是一个谜。

李莲英究竟是否死于非命
自 1984年开始，专家们开始对李莲英的死因进行研

究。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一位研究员认为，机警圆滑的李
莲英绝不可能是被宫中仇敌所杀。在清朝开国之初，顺治
皇帝就规定了太监不许干预朝政，所以李莲英根本不可能
参与朝廷内的党派之争。等他出宫时，对于政事更没影响
了，所以杀他没任何意义。同时他还认为，李莲英被悍匪杀
死于讨债路上的故事更是杜撰。无论是李莲英的财富地
位，还是他离宫后岁过甲子的年龄，都不可能亲自出门讨要
债务。

争论没有结果，新的声音却再次出现。1990年，《纵横》
杂志刊登了一篇名为《李莲英身首异处之谜》的文章。文中
不仅肯定了李莲英被人杀害，而且详细描述了李莲英被杀
的细节：李莲英在出宫后，一直住在护国寺棉花胡同的一所
宅院内，过着与世隔绝的生活。一天，李莲英突然接到一张
请帖，发帖之人是清末第一号实权人物、袁世凯的红人——
九门提督江朝宗。请帖中说，要请李莲英在什刹海会贤堂

吃饭。面对这张非同一般的请帖，李莲英犹豫不定。权衡
半天，李莲英最后决定准时赴宴。不过，他万万没料到自己
会在回家的路上遭遇暗算。事后，其家人在后海找到了李
莲英的头颅，身躯却不知下落。

文章内，作者字里行间中提到的两个人难逃干系，一个
是请客人江朝宗;另外一个则是太监小德张。小德张，清末
又一位名噪一时的太监。因为得到隆裕皇太后宠爱，成为
二品太监总管。文中多次强调：小德张是李莲英的死敌。

文章刊登后，李莲英被杀于后海的说法开始流行。但
更大的争论也应声而起。有专家认为故事的细节不合逻
辑。然而，关于李莲英死因的争论一直不绝于耳。多年后，
李莲英之死的谜底或许有全部揭开的一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