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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秘的马家寨吴氏墓群

张维军

马家寨吴氏墓群，位于贵州省岑巩县水尾镇马家寨村，包括绣球凸吴氏墓群和凤凰湾吴氏墓群，占地 3000余平方米，共有

吴氏家族坟墓 400余座，其中陈圆圆墓、吴三墓、吴启华墓、马宝墓等雍正至宣统时期的清代古墓 68座。

整个墓群按照男左女右和辈分高低有规律地整齐排列，尊卑等级森严，颇有一股“皇家陵园”气象。马家寨吴氏墓群规模

巨大，排列有序，葬制奇特，碑文内容神秘，承载着非常重大的历史信息和深厚的文化内涵，对研究我国明清政治、历史、文

化等具有重要意义。

1984年 5月，岑巩县人民政府将陈圆圆墓公布为县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2011年 1月，马家寨吴氏墓群被黔东南州人民政

府公布为州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绣球凸吴氏墓群位于马家寨西侧绣球凸上，占地 2100余平方米，依山形而次第展开，十分壮观，共有吴氏家族坟墓 230余

座，墓主以女性为主，其中陈圆圆墓、吴三桂墓等雍正至宣统时期的清代古墓 30座。

陈圆圆墓，处于墓群中心位置。碑文阴镂“故先妣吴门聂氏之墓位席。孝男吴启华、媳涂氏；孝孙男仕龙、仕杰、杨氏；

曾孙大经、纯；孝玄孙朝达、选、豁、政、玺、桂、相、僅；皇清雍正六年岁次戊申仲冬月吉日”。其中只有“聂”字为简化

字。据吴氏秘传人解释：“故先妣”没用“清”字，表明她是明末的一位王妃。“妣”代表女性。“吴门”二字暗指陈圆圆是

苏州人（苏州古称吴门），对外可解释为吴家。“聂”字为吴家自创。因陈圆圆本姓邢，后跟养父母姓陈。“双耳”即隐陈圆

圆生前邢、陈两姓，邢有右耳，陈有左耳。“双”字古体为“雙”，其上为两个“佳”字，佳佳为好，花好月圆，暗喻“圆圆”。

“位席”显示她地位崇高，以女性而位居宗祠。十一个字连起来正好就是“明苏州氏陈圆圆王妃之墓”。

陈圆圆墓最早于 1982年被岑巩当地学者黄透松、晏晓明发现，经研究后通过媒体向外界公布考察结果，引起学界强烈反响

和媒体关注，国内外学者和游客纷纷前往考察探秘。1985年中国红学研究会会长、中国人民大学教授冯其庸，2002年国家旅游

局副局长孙钢，2014年中国著名作家、中国作协副主席叶辛等纷纷前来考察。2012年 5月，中国清史权威专家经过现场实地考

察论证，基本确认此墓为绝代佳人陈圆圆墓。

吴三桂墓，位于陈圆圆墓后 20米处。其碑文为：“受皇恩颐养一次八十五岁吴公号硕甫墓。雍正元年岁次癸卯季春月廿七

谷旦。”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员滕绍箴考释碑文为：“受皇恩颐养大周太祖高皇帝吴公号硕甫之墓，卒于康熙戊午年中秋。立

碑时间为雍正元年（1723)三月二十七日。”

凤凰湾吴氏墓群位于马家寨自然寨东侧凤凰湾，占地 800 余平方米，依山湾有序排列，共有吴氏家族坟墓 130 余座，墓主

以男性为主，其中吴启华墓、马宝墓等雍正至宣统时期的清代古墓 38座。

马宝墓，位于墓群中心位置，是吴氏家族墓群中唯一外人墓。其碑文为："清故上寿先考明公号公玉老大人之墓。”墓联为：

“重垒土茔，人祖即己祖；复修石台，若翁如吾翁。”“明”字非姓，是明朝的明，“明公”暗示马宝誓不降清，表示“比日

月之明，贵同王公”。“玉”乃宝物，以“玉”字隐喻“宝”字。吴氏秘传人解释说，碑联其意有二：一是肯定这座坟里埋的

不是吴氏的祖先，后人不要产生误解。二是因为马宝将军对吴氏先人有恩，要求后人把他视为自己的祖宗来敬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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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启华墓，位于墓群中心位置。其碑文为：“清故二世祖考吴公讳启华老大人之墓。”墓联为：“隐姓于斯，上承一代统

绪；藏身在此，下衍百年箕裘。”吴氏秘传人解释：碑文说明，吴氏来这里居住有隐情，是为隐姓藏身而来。墓主本名叫吴应

麒，字昌华，“麒”“启”谐音，弃“昌”取华，故改名为“启华”。联中“上承一代统绪”“下衍百年箕裘”，是引用古诗：

“有绍箕裘好，子承父志勤。辉先绪业旺，雄子振邦兴。”把“先绪”改成“统绪”，其意是要子孙“继承上辈遗志，完成上

辈（即吴周先人）未完成的宏伟事业，振作家声”。

吴三桂、吴应麒、马宝是当年吴三桂反清集团的核心成员，吴三桂反清失败后，清史对其人生结局下落都各有交代，作为

吴三桂的爱妾——一代佳人陈圆圆则下落不明。

如今，他们的墓地在西南边陲一个名不见经传的山村小寨同时发现，引发中国清史界的极大震动，经过几年研究，中国清

史编纂委员会、中国社会科学院、北京大学、中国人民大学等多家单位发起高端学术论坛，基本认定马家寨情况属实，专家们

一致认为，他们的墓地在马家寨的存在，填补了中国清史研究的空白，马家寨吴氏墓群对研究我国明清史政治、历史、文化等

均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应该引起政府和学界高度重视，采取措施给予必要的保护和研究开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