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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仁红

探访

如果要问2000年帝制时代最受
宠的妃子是谁？

很多人会不假思索地回答： 杨
贵妃。

正确的答案是： 错！ 应该是万
贵妃。

万贵妃何许人也？ 她是明朝宪
宗皇帝朱见深的宠妃万贞儿。

万贞儿4岁入宫， 开始时， 她只
是朱见深的奶奶孙太后跟前的一个
普通宫女， 孙太后安排她照顾刚出
生的皇子朱见深， 从此， 万贞儿与
朱见深一辈子就纠缠在了一起。 朱
见深18岁时登基， 万贞儿被册封为
贵妃， 是为成化元年， 那一年万贞
儿35岁， 她比朱见深大17岁， 与朱
见深的生母周氏同岁。

朱见深本来想立万贞儿为皇后，
奈何她出身寒微， 就立了吴氏为皇
后， 但这个吴氏看不惯万贞儿专宠，
训斥了万贞儿， 一个月后， 吴氏即
被废， 终身打入冷宫。 新立的皇后
王氏深知万贞儿非同小可， 根本不
敢与她争锋， 听任万贞儿宠冠六宫。

万贞儿37岁时， 终于生下一个
男孩， 朱见深喜出望外， 当即决定
要立为太子， 然后万贞儿顺理成章
就能成为皇后。 奈何不到一年， 这
个孩子死了， 万贞儿从此再没能生
育。 但朱见深不相信万贞儿不能再
生育 ， 继续专宠她 ， 又过了10年 ，
直到万贞儿46岁了， 朱见深才开始
接触别的嫔妃， 但他仍然宠爱着万
贞儿， 并加封她为皇贵妃。

成化二十三年正月， 万贞儿走
到了生命的尽头。 朱见深悲痛欲绝，
为之辍朝七日 ， 并哀伤地感叹道 ：
万侍长走了， 朕在人世又岂能久留？
那一年八月， 朱见深因悲伤过度离
世， 两人相约再见于地下。

像万贵妃这样， 终身受宠于皇
帝， 且最终引得皇帝过度悲伤相随
于地下， 这样的专宠地位， 试问哪
个妃子能与之相提并论？ 至于杨贵
妃， 最终还被李隆基赐死， 成为帝
王心术的陪葬品， 她的地位又怎能
与万贵妃相比呢？

万贵妃死后 ， 皇帝下令厚葬 ，

以皇后的规格下葬在昌平十三陵苏
山东麓， 并安排官兵守卫， 有官员
管理祭祀。 这种待遇， 在明朝也是
独一无二的。 清代改为坟户看守保
护， 经世代繁衍， 看守的坟户形成
村落， 遂成万娘娘坟村， 由此形成
今天昌平十三陵著名的万娘坟村。

万贵妃去世的那一年是1487年，
万娘坟建成距今已经有535年的历史
了。 在中国的历史上， 一位宠妃的
墓园被单独守护500多年， 且形成了
守护者的村落， 这恐怕也是绝无仅
有的。

由于近代以来中国国势衰败 ，
万娘坟的地面享殿、 配殿在清末因
失修而倾毁。 1937年， 掘墓土匪程
彦斌垂涎万娘坟中丰厚的陪葬品 ，
率众将墓室轰开盗掘， 随葬品被抢
劫一空。 但是， 万娘坟村的村民依
然奋力守护着遗址， 将墓园的规制
一直保护至今。 解放后， 人民政府
重视文保工作 ， 与当地村民一道 ，
将万娘坟的遗址包括围墙 、 碣石 、
供桌等遗迹， 都予以圈制起来， 加
以守护。 万娘坟园寝东门外现存一
棵古槐， 墓园内剩有2棵古柏， 均被
政府列为一级保护古树， 也得到了
村民的妥善管护。

深冬时节， 我们慕名来到万娘
坟村， 但见古村静谧肃穆， 村子的
中心部位， 便是有高大围墙维护的
万贵妃墓园。 墓园内的坟冢、 碑石
遗存， 均被妥善保护着。 “我们这
里的人， 几百年来都是万贵妃的守
墓人， 虽然墓冢已经被破坏， 但只
要万娘坟这个名字一直在， 我们就
会一直守护着她。” 当地村民非常坚
决地表示， “对万贵妃这样的历史
人物如何评价， 我们不好说， 但她
已经成为我们村历史传承的一部
分。”

对于万贵妃的历史评价， 一直
以来有两派。 一派就是 “奸妃祸水
派”， 这一派认为万贞儿出身寒微，
貌不出众 ， 且比皇帝大了17岁， 却
霸占专宠， 致使明宪宗在登基的前
10年子嗣不旺。 这一派还传言说万
贞儿极为妒忌， 对宪宗周围怀有身

孕的妃子与宫女都加以毒害， 毒杀
了不少皇嗣。 万贵妃不择手段以维
持 自 己 的 独 宠 地 位 的种种毒辣手
段也被各种野史广泛传播。 另一派
为 “客观中立派”， 这一派认为万贞
儿并无干政谋私的劣迹， 也没有干
过毒害皇嗣的恶举， 她只是性格比
较狡黠， 善于逢迎上意， 且她个性
刚强， 经常挺身出面保护年幼的朱
见深 ， 皇帝在她那里特别有安全
感， 因此得以专宠二十多年。 她身
为嫔妃 ， 想维持自己的专宠地位 ，
采取一些逢迎之举 ， 也无可厚非 。
且万贵妃正是因为自己个性刚断坚
毅， 才能够在数次战争风波中保护
了弱势的朱见深， 这也是史家公认
的。

事实上， 正是万贞儿给了皇帝
足够的安全感与踏实感， 才让她专
宠不衰。 至于她的毒害皇嗣、 虐杀
嫔妃的事情， 明代的正史并无记载，
连乾隆皇帝在评析万贵妃时， 都为
其鸣不平， 认为附加在她身上的诸
多劣迹， 并不是事实。 另外， 朱见
深在位23年， 励精图治， 对纠正朝
政弊端颇有建树 ， 史称 “中兴之
主”， 是一位政绩可观的好皇帝。 由
此可见， 他确实专宠万贵妃， 但并
没有因女色误事， 这也从另一个角
度证明万贵妃算不上 “红颜祸水”。

万贵妃与明宪宗的爱情， 足够
成为千古传奇。 万贵妃的一生， 尽
管享受了几乎无以复加的帝王专宠，
然最终归于虚空， 这也证明了完美
的人生是不存在的， 彩云易散琉璃
脆， 不管生前多么显赫， 对荣华富
贵多么孜孜以求， 最终都难免流于
虚幻， 许多的事情， 也非人力所能
强求也。 而后人评价万贵妃， 但愿
更多从历史的事实出发， 而不要让
各种流言混淆视听 。 万娘坟遗址 ，
因为有这里的村民的世代守护， 得
以保存至今， 这里， 也必将继续成
为后人追溯传奇的地方。 有诗为证：

逆袭专宠足传奇， 爱恨当时已
迷离。

彩云易散琉璃脆， 荒冢无言草
萋萋。

它在雄伟瑰丽的黎母山脉西北麓，自
南至北横卧， 因起伏的弧形似一把巨型古
剑而得名“峨剑岭”。

峨剑岭虽不高，海拔仅543米，然而，海
南岛的地形是四周低平，中间高耸，而它正
好盘踞在中部隆起的白沙县境内， 自然就
拥有了得天独厚的高度。

我们从白沙县城往东走六七公里，峨
剑岭就赫然出现在了眼前，天格外蓝，云儿
洁白，郁郁葱葱的峨剑岭被烟雾缭绕，像仙
子飘飞，给人无限遐想。

跨过长波江大桥，就到了峨剑岭山脚，
视野里尽是碧绿葱茏， 一排排茶林沿着山
坡缓缓而上， 一丛丛茶叶浓浓密密地簇拥
着，挨挨挤挤但又整齐有序，山风吹过，满
山遍野散发着绿油油的清香， 一切都是那
么的美好！

这里具有热带山区气候特征，日照长、
阳光充足，常年平均气温22度。且黎母山脉
溪泉纵横，是南渡江上游，也是昌化江和珠
碧江的发源地，三江之源，舒适的气候，丰
沛的水资源，使得峨剑岭生态资源丰富，景
色秀丽多姿。而山上几十万年前的“天外来
客”更是给这道山岭增添了不少的神奇。

据《海南岛白沙陨击坑》一书说，大约
在70万年前，一颗直径380米的小行星坠落
在峨剑岭上，爆炸形成了一个3.7公里的陨
石坑， 这是全球仅有的十几个伴有陨石碎
块的陨石坑之一。我们继续上山探访，山路
并不宽， 但水泥路面可以通达山上的每一
个村子。茶园最外的田垄上种着咖啡树，我
很好奇，原来，咖啡豆并非长在枝桠上，而
是挂在了绿叶下。路边的丛灌里，一蓬蓬红
色的鸡冠苋在迎风摇曳， 蜿蜒的山路也就
变得充满了诗意。徒步到达山顶后，发现通
往陨石坑观望台的阶梯小路已立有 “正在
维修，禁止通行”的告示，虽有遗憾，但我们
对于峨剑岭仍然充满着浓厚的兴趣。 山上
草木葳蕤，到处盛开着马缨丹和蟛蜞菊，有
名贵的黄花梨和黑格木。 林中有许多我们
没见过的鸟，不惊不恐，在我们身边悠闲地
踱步。从山顶放眼望去，方圆数公里内，茶
林茂密连绵起伏，茶田肥沃绿荫如海，一派
田野好风光，让人仿佛进入了世外桃源。

话说这里的茶事， 已有很久的历史。
相传很早以前 ， 黎母山里居住着黎族先
民， 以打猎为生。 一天， 一群人追逐一匹
坡鹿到了峨剑岭， 太累就歇了下来， 有位
年轻阿哥实在太渴， 从大叶茶树摘了几片
叶子咀嚼起来， 不一会， 感觉不再那么渴
也不累了， 从此， 峨剑岭上大叶茶的神奇
功效就这么传开了。 黎族先民有以茶为药
的习俗， 他们当中的一些人迁过来居住，
开山种茶， 一代代流传了下来。

得以天赐良土， 上世纪七十年代， 峨
剑岭被指定开垦种植 “陨石坑茶”。 如今，
茶农承包到户 ， 农家只出人工 ， 政府出
地、 供苗、 收购。 这里还发展了特色旅游产
业、 特色种植产业。 所谓一方水土养一方人，
当年奔跑在峨剑岭上的黎家猎户， 如今都
过上了富足稳定的生活。

峨剑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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