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声音简介 

国宝一百，件件精彩！ 

008清代 翡翠扳指——李莲英墓出土 

开篇 

这回咱说的这事儿，就发生在北京的海淀。北京

海淀有个地方叫恩济庄，那地儿过去是专门埋太

监的坟地。所以老人都管那个地方叫太监坟。在

过去，太监身体不全，都不能埋到祖坟去，死后

就在这片扎堆了。1966年正赶上“破四旧”。突

然有一天上级单位向六一学校的教师赵广智等人

传达指示，要求响应“破四旧”的号召，砸毁处

在六一学校西南边的李莲英的墓。 

（李莲英墓） 

李莲英的太监之路 

李莲英，估计所有人都听说过。这些年影视剧都

没少看。他是晚清的时候最有名的大太监，慈禧

太后身边的红人。死了就埋在这儿了。李莲英原

名李进喜。后来伺候慈禧太后的时候受宠，慈禧

太后就给他改了个名，说：“叫李莲英吧，别叫

进喜了。”莲和英都是花，莲就是莲花，英就是

盛开的花。估计当时慈禧太后正在赏莲花，一高

兴，顺嘴就给李进喜换了个名儿，赏给他了。 

（李莲英） 

李莲英，1848年出生在顺天府的大城县，就是今

天的河北大城。李莲英家里兄弟四个，他排行第

二。行排老二都比较机灵，老大都比较憨厚。李

莲英的父亲最早就是河间府的一个农民，因为家

里太穷了，赶巧他这远房叔叔没儿没女，就认了

李莲英他爹当儿子。还给他娶了房媳妇儿，所以

就有了李莲英。可没过几年，这叔父就去世了，

去世之后不知什么原因，他们这一家子人就迁往

了北京。到了北京以后，李莲英他爹妈，就开始

学一门手艺：手皮子，以此为生。手皮子啊，这

是一北京土话。它是一个比较下等的活儿。那皮

子的味特别大，难闻之极。现在没人干这活了。

熟皮子就是把兽皮，比如狗皮啊，兔子皮啊，还

有野兽皮啊，把这种生皮子扒下来以后呢，要进

行硝制。用硝把它身上剩余的脂肪全部刮去，使

这个皮子变得非常柔软，能够着身，这技术就叫

“手皮子”，严格说叫熟皮子。 

据清宫档案记载，李莲英是在咸丰七年，1857年

由郑亲王端华送进宫里当太监的，那年他本来只

有10岁，但记载说他有13岁了，可能怕人家嫌他

年纪太小不要他，所以虚报了几岁。这郑亲王端

华是咸丰皇帝死后留下的辅佐同治的顾命八大臣

之一，晚晴政坛非常重要的一个人物。刚开始进

宫，李莲英就跟其他小太监一样，早起晚睡，默

默无闻。后来一个偶然的机会，慈禧太后发现这

小太监挺机灵，就把他调到了身边工作，从此李

莲英就走上了发迹之路。野史里说，李莲英之所

以进宫后能被慈禧看上呢，是因为他有以个手艺

——会梳头。说他掌握了一套梳理新发型的技术。

这说法虽然流传很广，但我觉得实在不靠谱。我

想李莲英一定是因为平时做事特别仔细，而且是

超乎常人的仔细，再有就是为人比较宽厚。李莲

英在慈禧身边陪伴了她将近半个世纪，直到慈禧

太后去世。所以李莲英和慈禧的关系超乎了所有

人。《晚清宫廷生活见闻》一书中这样记载：“每

天三顿饭，早晚起居，他俩都互派太监或当面问

候……在西苑、颐和园居住的时候，慈禧太后还

经常来找李莲英说：‘连英啊！咱俩遛个弯去

呀！”慈禧太后跟李莲英俩人时不时地聊聊美容

啊，美甲这些事儿。你想想他们俩的关系能不好

吗！？ 

（慈禧太后和李莲英） 

光绪二十年（1894年），46岁的李莲英被赏戴二

品顶戴花翎。这二品相当于现在的副国级。虽说

这只是一种荣誉的象征，但这是太监中从来没有

过的。雍正皇帝曾明确规定，太监品级以四品为

上限。慈禧却给李莲英突破祖上留下的规矩，不

但超过了四品，还超过了好几级。可见慈禧太后

对李莲英的这份宠爱。清代祖制之所以限制太监

的品级，是吸取了历史上其它朝代的惨痛教训。

太监这词儿啊，最早是个官职名：太监，少监。

跟我们今天说的太监，根本不是一回事。从朱棣

以后，宦官权势日增，人们才把地位较高的宦官

都尊称为"太监"。据说这还是朱棣恩准的。太监这

个词是个尊称，没有贬义。 

李莲英的墓葬 

李莲英到了慈禧身边，得宠以后当了大总管，有

地位，也有钱呐。他跟其他达官显贵们一样，开

始为自己的死后打算。于是李莲英就在前面说过

的恩济庄，买了块风水宝地，活着的时候开始给

自己修墓。他那墓外边是三合土。所谓三合土，

就是熟石灰、沙子和黄土，按一定比例掺和在一

块。三合嘛，关键是这个比例要好。掺和好了以

后再用蛋清和米汤一搅和，干了以后跟水泥的硬

度差不多。一镐下去就是一个白点儿。李莲英这

墓就是用三合土弄的，固若金汤。赵广智这帮人

奉命挖了一个多星期，尝试了很多方法勉强才打

开了李莲英的墓，通过墓道挖掘，最后顺利地进

入了李莲英的墓室。墓室里面整齐有序，由此可

见，李莲英的墓自下葬以后没有被盗墓贼光顾过。

经过清理，里面的陪葬品有五十多件。其中一件

最引人注目，就是今天咱们要说的这翡翠扳指。

这扳指几乎满绿，水头特别好。熟悉文物的都知

道，这扳指，最早叫“韘”。《说文》里是这样

解释的：“韘，射也”，射箭的“射”。扳指的

功用是弯弓搭箭时戴在手上，防止被箭羽划伤。

最早期都是用皮骨或竹木等普通材料制作的，就

是个护具。 

（骨韘） 

清朝，满族人打下了天下。所以一直对骑马打仗，

弯弓搭箭非常重视。入关以后，清朝的皇帝每年

还要到木兰围场打猎。扳指呢，就是弓马娴熟的

象征，所以八旗子弟对扳指甚为重视，人手一枚，

慢慢形成风尚。清代后期，扳指成了手中的玩物。

贵族之间开始互相攀比，白玉的、玛瑙的、蜜蜡

的、青金的、翡翠的等等珍贵材料一股脑儿地都

上来了。有的上边还有图案和诗文，完全脱离了

最初的功能。购课微信761415738 

（带图文的扳指） 

 李莲英墓出土的这扳指就是一翡翠的，满绿。翡

翠真正流行就是晚清这会儿。因为慈禧太后特别

喜欢翡翠，所以上行下效，晚清以来开始流行玩

翡翠。陪葬有翡翠的基本都是晚清民国的贵族墓

葬。比如清东陵的慈禧墓里，据说有翡翠西瓜。

晚清重臣荣禄的墓里，包括李莲英的墓里，都少

不了翡翠的物件。李莲英这翡翠扳指就算好到头

了。传说这扳指当年是恭亲王的。李莲英看见后

特别想要，可恭亲王舍不得给。后来李莲英就找

到慈禧去告恭亲王的状，想方设法才弄到手。到

手后李莲英还特意拿到恭亲王面前去显摆，说自

己弄到了一个好扳指，拿来和恭亲王的那只比一

比。这故事一听就编得离谱。李莲英虽然在晚清

红极一时，但他也绝不可能如此跋扈。这传说不

符合他的性格。如果他有这种张扬的性格，绝不

可能在慈禧太后身边服侍那么多年。 

虽然带进了棺材，但这扳指并没有戴在李莲英手

上。据当年参与挖掘李莲英墓的老师赵广智说，

李莲英的棺材里，只有一个干瘪的头颅，下边根

本没有身子。如果是这样死亡的话，说明李莲英

不是正常死亡，而是被人杀死的。据此有人就开

始分析，说李莲英很可能是被隆裕太后处死的，

他死后，隆裕太后还把他的巨额财产充了公。不

过，朝廷杀李莲英应该是一件轰动一时的大事，

不可能一点文字都没有记载。还有人说李莲英死

于仇敌。其实啊，上边几种说法听着都不无道理，

可历史上并没有半点儿记载李莲英是遇害身亡的。

正史里说，李莲英是在宣统三年，因病而终的。

就连出土的墓志上也没有说被害。我觉得当时的

挖墓者可能恍惚没有看清。那个年代文物没有价

值，再加上五六十年代还比较迷信。所以后面的

这些回忆，可能都是半真半假的记忆。 

马爷说 

据说李莲英那脑袋后来被随意扔弃，学生们当足

球踢了，不知所终。这事也不实，人都腐烂了，

脑袋一踢就散了，踢不成。最终到底是怎么一回

事儿，咱谁都没看见。如果去首博，你就能看见

这个国宝级的翡翠扳指，见证了李莲英传奇的一

生。所以啊，过去的事儿，眼见不一定为实，耳

听不一定为虚。 

国宝情未了，下集听分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