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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庆祝中国共产党建党 96 周年，深入推进党

建与文博业务工作深度融合，推进“两学一做”学

习教育常态化、制度化，激发青年党员投身文博事

业发展的热情，进一步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

个自信”，6 月 30 日，北京市文物局联合首都部分

高校，在首都师范大学举办擦亮“首都历史文化遗

产‘金名片’青年党员党建讲坛”。

为解决党课形式单一、感染力不强等问题，市

文物局党组高度重视基层党建创新。2016 年，市

文物局机关党委结合“两学一做”学习教育，创新

基层讲党课的内容和形式，从局属各单位一线党员

中挑选出优秀人员组成“微党课”宣讲团。“微党

课”要求把大道理变成人人听得懂的大白话，把单

一的灌输变成互动交流。通过普通党员联系实际讲

党课，运用身边事例，现身说法，力争使教育效果

达到润物细无声、入脑入心、外化于行。北京市文物

局“微党课”的创新案例，还被北京市委组织部收录

在《基层党组织组织生活创新案例》一书中，以宣传

和推广。

为进一步探索党建工作促文博发展的创新之路，

今年北京市文物局主办“擦亮首都历史文化遗产‘金

名片’青年党员党建讲坛”，同时邀请北京大学、首都

师范大学代表首都高校共同参与讲坛活动，在文博行

业行政主管部门与首都高校如何发挥各自资源优势，

创新思路推动首都文化遗产保护发展上开展积极有益

的探讨。这次讲坛的主题是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两

次视察北京重要讲话精神，深入思考擦亮首都历史文

化遗产“金名片”与党建工作的关系，旨在深入探讨

作为一名首都文博系统的青年党员和从事高校文博专

业教学的青年教授，如何在一线工作中积极发挥先锋

模范作用，切实担负起时代赋予首都文博工作者的光

荣使命，以扎实有效的工作作风和奋发有为的精神状

态推动首都文博事业发展，以实际行动迎接党的十九

大胜利召开。

出席本次讲坛的有市文物局基层各单位和机关各

部门的青年党员，局属各单位党组织书记，北京大学

和首都师范大学的青年教授，共 150 余人。

讲坛共一天时间，分上午和下午两个时间段进行。

上午的讲坛活动由北京市文物局党组副书记、副

局长崔国民同志主持。首先由崔国民同志传达了市第

十二次党代会精神。

首都师范大学历史学院副教授、硕士生导师王涛

同志在主旨发言中，结合习近平总书记对文物考古工

作的指示，通过教学与研究的深入实践，阐述了首都

高校从事考古学研究的青年党员的使命与责任。

随后，大钟寺古钟博物馆王申、北京市文物局文

物监察执法队李德华、孔庙和国子监博物馆王前以及

首都博物馆李健四位市文物局系统青年党员分别在讲

坛发言。

下午的讲坛活动由北京市文物局机关党委专职副

书记、党组办公室主任王晨同志主持。

首都师范大学历史学院副教授、党委书记、教学

副院长董增刚，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助理教授张

剑葳分别作主旨发言。董增刚副教授的发言围绕其

对北京周边革命史迹的调研，从挖掘革命史迹的现

实意义，在如何使之成为党史党建、政治教育良好

资源上提出了鲜明的思路和见解。北京大学助理教

授张剑葳同志的发言，通过“金中都遗址保护与丽

泽商务区建设”的案例解剖、分析，倡议青年党员

要加强学习，深入挖掘历史；要严谨求实，守护遗

产；要紧跟党中央，钻研业务，前置研究。并强调

了青年党员要遵照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文物保护利

用工作的指示，从本职工作出发，擦亮首都历史文

化遗产“金名片”。

随后，北京市文物研究所张中华、北京西山

大觉寺管理处宣立品和北京文博交流馆王辉三位

青年党员发言。

本次讲坛在三个方面形成了共识：一是进一步坚

定了市文物局系统青年党员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想

信念，增强了对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精神学习

的自觉性；二是在推动党建与文博业务工作深度融合

上开辟了新的思路；三是进一步强化了“四个意识”，

坚定了“四个自信”，增强了青年党员在做好文博业务

工作中的责任担当。

会议要求全局各级党组织要进一步提高政治站

位，要在擦亮首都历史文化遗产“金名片”的工作实

践中努力发挥政治核心和服务保障作用，发挥政治优

势；全局所有党员要更加扎实地做好本职工作，充分

发挥先锋模范作用，切实担当起时代赋予我们的使命

和责任。

本次讲坛共征集文博系统书面发言稿件 40 余篇，

整理汇总后将编纂成册，作为本次讲坛的理论成果印

发给各单位党组织和参会青年党员。

会议还对局系统近期党建工作进行了安排部署。

                                           （市文物局机关党委）

北京市文物局举办“擦亮首都历史文化遗产‘金名片’青年党员党建讲坛”

庆陵在长陵西北 1.5 公里、献陵

西北约 0.5 公里的山洼里，是泰昌帝

朱常洛和皇后郭氏、王氏、刘氏的合

葬陵寝。

庆陵目前还没有正式开放，透过

陵墓前院外的铁栅栏远望，可以看到

前院的祾恩门、祾恩殿等建筑几乎坍

塌已尽，断墙碎瓦，杂草丛生，一片

荒芜；第二院落显然进行了整修，但

大门紧锁，不得入内。第二院落的对

面有个十几米高的小山坡，我站在上

面遥看着掩映在苍松翠柏之中重新修

饰后的明楼，脑中萦绕着朱常洛那命

运多舛的人生。朱常洛是万历皇帝的

长子，万历在位 48 年，是有明一朝

在位时间最长的皇帝，而朱常洛与父

亲正好相反，在位仅仅 29 天，不足

一个月，史称“一月天子”。朱常洛

还没有等到新年号的启用，就一命归西了，史书中只

好把万历四十八年（1620）这一年劈出三分之一即从

当年的八月初至十二月底定为泰昌元年。朱常洛尽管

只做了一个月的皇帝，在

即位之初，也还是做了些

好事，进行了一系列革除

弊政的措施，使朝政有了

些起色，天下称庆。 

朱常洛的陵寝建在一

个叫“景泰洼”的地方，

相传这是块吉地，但是对

于庆陵为何选在这里有不

同的说法。

一种说法认为，一个

月内两个皇帝接连龙驭上宾，朱常洛还未把父亲万历

的棺材下葬，自己就一命归西了，他还没有顾得上为

自己选吉壤、卜寿陵，营建陵寝，儿子天启皇帝朱由

校经与诸大臣们朝议，仓

促之下只得“鹊巢鸠占”，

就在已经废弃了 160 多年

的明代宗景泰帝朱祁钰

的景泰陵的废址上重建新

陵，不过庆陵也并不完全

就是朱祁钰当年的陵墓。

《钦定日下旧闻考》引《芹

城小志》：“光宗贞皇帝陵

曰庆陵，在裕陵西南，俗

传为景泰洼是也。先是景

泰中建为寿宫，英宗复辟，景皇帝葬西山之麓，陵基

遂虚。光宗上宾既速，仓促不能择地，乃用此为陵。”

还有，从陵址位置上看，庆陵也不是有意选定的，其

东侧是明仁宗的献陵，西侧是明英宗的裕陵，而光宗

朱常洛距离两位先祖辈分很远，从地理位置来说，不

符合昭穆之制。 

另一种说法认为，庆陵的位置虽系原景帝陵的故

址，但却是经过慎重选择，并经过反复斟酌后才确定

陵寝建筑格局的，并重新修建了陵寝的建筑。根据《明

熹宗实录》，朱常洛九月初一驾崩后，十月十日，熹

宗派遣官员前往天寿山

卜选陵地。经反复察看，

官员们上奏熹宗说“皇

山二岭最吉”。这个地

方“至贵至尊”，连潭

峪岭、祥子岭都不能相

比，并且附上了一份详

细的地图。熹宗看了地

图，觉得很满意，就马

上命令挑选一个好日子

动工。天启元年 (1621)

正月十九日，庆陵破土动工，地下玄宫自天启元年三

月营建，七月二十九日合龙门，历时四个月，九月光

宗入葬。《明史·熹宗本纪》载：“九月壬寅，葬贞皇

帝于庆陵。”天启六年

（1626）地面建筑完工。

尽管现在还无法确

定庆陵是否“鸠占鹊巢”，

但庆陵的陵寝建筑很有

特点。

1. 全部石材，“一

帝三后”。与以往一些陵

墓的玄宫建筑材料都是

砖石混用相比，庆陵玄

宫全部用石材砌成，且

棺床尺寸超过祖制“一帝二后”规模，是“一帝三后”，

工程质量十分精细。根据史料记载，从开始营建到玄

宫落成，共用去白银 150 万两。庆陵建造的规制是比

照朱常洛的爷爷朱载 的昭陵而建，后又参酌仁宗的

献陵，所以庆陵的规模并不小。

2. 两进院落，“重门相隔”。庆陵是十三陵中唯

一有相互分开的前后两进院落的陵寝，第一进院落的

祾恩门殿和第二进院落的三座门、明楼宝城彼此不相

连接，被一条排水小河和一座高约 10 米的小山坡相

隔，各殿之间重门相隔。在二进院落之间有神道相连，

并于第一进院落后建单孔石桥三座。

3. 暗渠涵洞，排水独特。庆陵的排水系统独具

特色，堪称一绝，对于宝城两侧山壑间的流水，其他

陵寝都是用明沟排水的方式从陵前绕道排出，而庆陵

的排水系统则是暗渠涵洞，在明楼前修建了一个平面

为“T”形的地下排水涵洞。宝城两侧的水流从左右

宫墙下的地下涵洞流入，在明楼前的地下汇合后向前

排出，从地下躲过环抱于前的龙砂，然后注入砂前的

排水明沟，经祾恩殿后的三座石桥，从前院的右侧绕

过陵前注入河槽。这种做法符合风水学中“水绕山缠”

的理念。至今庆陵的石砌水道保存完好，沿着排水沟

望去，沟沿两边松柏成排，在石砌水道缝隙中长出了

形态各异的松柏，有的拱翻了巨石，有的压歪了桥基。

                                                             （高明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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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树木掩映中的明庆陵三座门及明楼

明庆陵神功圣德石碑

5 月 11 日，作为全国唯一一个

国家级、国际化、综合性文化产业

博览交易会——第十三届中国（深

圳）国际文化产业博览交易会在深

圳会展中心开幕。北京市文物局组

织首都博物馆、中国铁道博物馆、

中国紫檀博物馆和北京百年世界老

电话博物馆等博物馆文创团队亮相

深圳文博会。此次展会，我局组织

的博物馆涵盖国有和民办、中央和

地方、文创试点和非试点博物馆，

具有一定的代表性。通过不同类型博物馆同台展示文

创产品，推动博物馆文创借力科技与生活，让文物活

起来。荣获 2016 年北京文化消费品牌榜十大文化创意

产品称号的首都博物馆的“再会多穆”系列文创、中

国铁道博物馆展示的铁路百年系列文创、紫檀博物馆

浓厚的非物质文化内涵的檀雕艺术品、“老电话”品牌

机产品及“玩悟”品牌文创产品受到广大参观者的青

睐。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宣部部长刘奇葆，在市委常

委、宣传部部长杜飞进，以及市文化资产管理委员会

办公室主任周茂非、北京市贸促会熊九玲会长的陪同

下，饶有兴趣地参观了北京市“走进文化博物馆”展

区，在首都博物馆展台，市文物局向德春副局长介绍

了北京地区博物馆及博物馆文创产品开发的情况。刘

奇葆部长询问北京的博物馆文创产品是否“走出去”了，

在听到肯定的答复后，刘部长鼓励北京地区博物馆要

加大文化创意产品“走出去”的力度，弘扬中华民族

优秀传统文化。在博览会开展期间，市文物局参展团

队与文化部对外文化交流中心、国家文物局中国文物

交流中心，市委宣传部、市文资办、市贸促会、市文

投集团相关领导在博物馆文创产品开发的现状与发展

政策方面进行了积极的交流。

                          （市文物局市场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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旧时老北京，每条街几乎都会有钱铺，都发行

钱票在社会上流通。发行的纸币，都是白纸坊制纸行

所特制的。每张纸票，按照尺寸大小，不裁边也不修

边剪齐。在纸票相应地方，会留下暗记或者头发、鸡

毛之类。所以，造假币的人，

虽然伪造精细，但那些暗记

却学不来。当时，有条街的

一个钱铺，生意非常好，钱

票流通非常顺利。仿造假钱

的人，在颜色、图章、字迹

方面都可以乱真，但仍被该

钱铺店员识别出来。

如果某人伪造某钱铺的

纸票，将其所制假币到这个

字号的柜台去取钱，行话叫

做“撞柜”。如果将柜台“撞

过”，则可以将假币带到市面

上去流通，否则就不能流通。

但是，钱铺里识别假币的秘诀，制假币者终不能掌

握。造假者研究几天，拿着真钱到钱铺交易，暗中看

人家怎么识别。当真票给伙计时，伙计转身向内，不

一会儿取钱如数兑付；接着用假票交给伙计，伙计也

转向内，一般几秒之内就能

识出假票。制假者发现假票

票角有口水湿润的痕迹，其

他没有什么特别之处。制假

者赶紧回到家，终于悟出了

其中的奥秘。原来，票的暗

记，不在颜色、图章、字迹

等，而在纸票的味道。某钱

铺的老板是山西人，他们的

钱票都用醋泡过，含有酸味。

验票时，则用舌头而不用眼

睛。这个办法很快被人掌握

了。这家钱铺的汇兑业务又

多，很快这种尝味道的办法

就失效了，由此给该钱铺带来了亏空几万吊的经济损

失，只好关门撤店了。

嘉 庆 十 五 年（1810） 时， 这 样 的 店 铺 多 达

三百五十余家，滥发钱票，真假没有保障。五城御史

有办法，下令新开张的钱铺，必须五家互相担保。遇

到有店家弃店逃跑，其他店家要照票分别赔偿，并不

许多出票款。

道光五年（1825）奏准：不管是新开还是旧有钱

铺，全部互相联络结为互保关系。结保的铺子无论远

近，以五家为限。令各个铺子报知上级管理部门，上

报各铺的字号、花名、籍贯清册。如还有关张者，其

他互保的四家代为开票存钱；若五家同时关闭，肯定

是有诓骗行为，无论财主还是管事的，都要送刑部治

罪，并查明犯罪人的家属追还赃款。

光绪九年（1883）议准：自光绪九年以后开设的

钱铺，必须取得其他四家建立互保关系的证明，方准

营业。必须将字号、东家、店伙计造册呈报有关管理

机关存案。如有私自开设，私下经营者，一经查明，

则地方官从严惩处。以后，钱铺经营开始有保障了。

（本文根据市文物局图书资料中心所藏民国时期

剪报编辑整理。原作者 ：静华。）

民国报影 ：旧都昔日之钱铺

市文物局图书资料中心藏民国时期剪报（局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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征稿启事

《北京文物》由北

京市文物局主管、北京

市文物局图书资料中心

主办，是一份面向全市

文博工作者发行的内部

刊物。每年发行六期，

主要栏目有：

◆文博要闻：文物工作

重要会议、重大决策。

◆博物馆资讯：北京地

区各博物馆举办的展

览、讲座等文化活动。

◆文物调查：对北京地

区可移动文物及文物古

建调查新发现，考古工

作发掘成果。

◆学术沙龙：学术研讨

与学术交流活动，学术

理论和学术动态等。

◆职工活动：全市各文

博单位职工文化活动。

◆文博茶座：普及文博

有关常识。

◆文博人：展示文博工

作者风采。

为增进全市文博

行业的交流，使大众对

文博行业有进一步深入

了解，欢迎各文博单位

及文物爱好者赐稿：

◆稿件以800字以内为

宜，图文并茂,并注明

作者姓名、联系方式。

◆ 投 稿 邮 箱 为 ：

bjwwb2005@126.com

特 别 说 明 ：2016

年 2 月，《北京文物》

编辑部已注册开通微信

订阅号“北京文物报”。

自 2016 年 3 月 1 日起，

所有通过审阅的稿件均

可能通过本刊的微信平

台在网络上传播。若作

者不同意稿件在微信平

台使用，可在向本刊投

稿时做出说明；若无相

关说明，即视为同意。

在门头沟区斋堂镇沿河城村柏山寺北山坡间，

原建有一座金末元初的古塔，如今古塔已毁，塔铭

现存门头沟区博物馆，为汉白玉质，长0.5、宽0.42米，

存石碑两通，其中石碑一竖刻楷体字共 22 行，满行

28 字，内容记述通悟大师生平事迹。石碑二，竖刻

楷体字共 19 行，满行 3 至 16 字不等，内容记述修

塔众弟子姓名。二碑共计 830 字。进士王廷 撰并书

篆，丁巳年（蒙哥汗七年，1257）三月弟子宗主道理建，

首题 ：德兴府樊山县圣泉柏山寺故通悟大师玄公塔

铭并叙。塔铭所载通悟大师亦号龙溪老人，生于大

定二十五年（1185）十二月二十五日，卒于元宪宗

蒙哥五年（1255），于金末元初，战乱之时，坚守佛

家本分，弘扬佛法，足迹遍及今房山与门头沟等京

西地区，是金元之际的一位高僧。

据《门头沟区一九五八年文物普查档案资料》

记载，门头沟沿河城乡西城门外山腰原有古塔一座，

古塔坐北朝南，砖砌六角形和尚塔，砖砌须弥座，上

刻万字花纹和雀替花纹，三檐转角斗拱，每层檐的

斗拱为三踩单翘，每角宽 1.08 米，高 4 米，塔正前

刻有篆字“通悟大师玄公灵塔”。下有两扇砖门，后

有两扇窗，塔右侧有石刻塔记，左侧为修塔人名。

据塔铭记载：“师讳祖玄，通悟乃师号也，亦号

龙溪老人，俗姓杨，祖居本土人也……幼礼花严大

师出家其于教也……蒙本府官众请师住持法云等寺。

师乃复完殿宇，重新佛像……至于重新诸圣之法像，

再 白莲之社众乃朱窝、结石、大明等寺，复得修完者，

皆师之德力也……师大定二十五年十二月二十五日

生，至乙卯年三月二十七日遗颂辞其大众而终。”

碑文中涉及很多重要历史信息。如“值兵革之

际”，与房山区万佛堂孔水洞旁立《重建龙泉大历禅

寺之碑》中提到的“未几，适值干戈四起”，都指金

末蒙军攻打中都及周边地区。通悟大师在多座佛寺

弘扬佛法，逢金末元初于乱世，并以佛法度黎民于水

火之中，这一时期的中都时常受到蒙军的袭击，已

处在风雨飘摇之中，随时会陷落。据《元史》载：“六

年……九月，拔德兴府，居庸关守将遁去。遮别遂

入关，抵中都。”“八年……是秋，分兵三道……帝

至中都，三道兵还，合屯大口。是岁，河北郡县尽拔，

唯中都、通、顺、真定、清、沃、大名、东平、德、

邳、海州十一城不下。”“九年……六月，金 军斫答

等杀其主帅，率众来降。诏三摸合、石抹明安与斫

答等围中都。”蒙古成吉思汗十年（1215）蒙军最终

占领中都，“五月庚申，金中都留守完颜福兴仰药死，

抹 尽忠弃城走，明安入守之。”

碑中又载：“蒙本府官员请师住持法云等寺”，

其中提到的“法云寺”，即金章宗营造的西山八大水

院之一——香水院。据景爱、苗天娥《金章宗西山

八大水院考（上）》载：“在海淀区北安河北、妙高

峰下原有法云寺 , 群山环绕 , 景色幽深 , 清泉淙淙 ,

宛若仙境 ,此即金章宗的香水院 ,史籍中记载非常明

确。”通悟大师圆寂升天之时，“天色晴明，彩云屡现，

祥风遽生，使数尺灵幡崛然而起于空中，离地约百

余丈，见之者无不骇然。”灰尽烟灭，得舍利许多，

于大明及该寺分建二塔供奉之。并由进士王廷 撰写

塔铭，内容是对通悟大师一生传法功绩的高度概括。

其用词之精辟，可知玄公立于朗朗乾坤，历兵革而

坚持弘法，彰显了一代名僧崇高的佛教精神。

据笔者实地调查，北京市房山区河北镇云蒙山麓

万佛堂孔水洞旁立有一通石碑，即窝阔台九年（1237）

立《重建龙泉大历禅寺之碑》，该碑与通悟大师关系

密切。碑文记载了历史上一次重建龙泉大历禅寺的

经过。据碑文载，宋、金攻打辽爆发“辽末烽火”“宋

金兵革”，金军夺取燕云十六州。龙泉大历禅寺皆为

灰烬之余。后有海慧、玄觉住持龙泉大历禅寺。玄

觉示灭后，“有司命龙溪老人开堂住持”。不久，蒙

军攻打中都，龙泉大历禅寺再次被毁。后中都归于

蒙军统治，战事平息。由此可知，龙溪老人成为有

记载的金代最后一位该寺住持。“由乃龙溪老人于庚

寅年退居圆明之后……”从碑文可知，窝阔台二年

（1230）龙溪老人退居燕京圆明禅寺。对于被战乱摧

毁的龙泉古刹故地，感慨万千。“发上圣心，不任久

废”，决定重建古刹。龙溪老人不但完成了对龙泉大

历禅寺的建筑重建，还制定了佛门寺规，约束僧众

言行。碑阴所刻《龙溪规式遗言之记》详细记录了

清规戒律内容，以告诫僧众遵照执行，使该寺逐步

步入正轨。至此，龙泉大历禅寺完成了由废毁至重

兴的转变，龙溪老人功不可没。此碑真实记录了龙

溪老人传法史实。                      （马   垒）

从《柏山寺通悟大师玄公塔铭》管见金末元初龙溪老人传法事迹

北京市东城区灯市东口东

北，史家胡同和内务部街两条胡

同西口之间的西向临街处，是一

排临街小店。在其中一座小店的

南墙角有一个头颅破损只剩身躯

的蹲坐状的石兽。破损的石兽和

鲜亮的商业店面并不协调，但早

在数百年前它已经立在这里了。

而这个店面所在位置就是曾经的

灯市口二郎庙的旧址，寺庙早已

经无存，只有这个石兽还留在原

地，民间传说它是寺庙二郎神所

属的哮天犬。

二郎庙当年规模不大，但并

不普通。它位于传统的东西商业

街和东单方向的中部，坐落在明

清著名的商业区。它坐东朝西，

寺庙西向偏南对着灯市口大街，

它的朝向不同于多数内城寺庙。

这里有限的空间里中曾拥有和中

型寺庙类似体量的 2 米多高的石碑（有碑帖拓片留

存）、2 米多的高大香炉（寺庙调查记载）、10 米左

右的旗杆（老照片），以及一个造型古怪的石兽（实

物遗存）。在一开间的小庙里安排这么多体量与其规

模并不相符的东西，让人感到它的与众不同。

据康熙年间的《重修二郎神庙碑记》记载，灯

市口二郎庙相传唐贞观二年（628）始创，元延佑二

年（1315）、明万历四十二年（1614）都进行过修缮。

康熙二十五年（1686）二郎庙发生了火灾，被彻底

焚毁。后来住持和信众用了 10 年时间募化，才把寺

庙重新建立起来。康熙三十五年（1696）六月完工，

并请到了当时的户部

右侍郎石文桂撰写了

碑文，道士马良骏等

刻碑为记。

二郎庙供奉清源

真君，也称二郎神。

灯市口二郎庙康熙年

重建后，因为灯市口

地处商业繁华地带，

寺庙位置和结构又多

有特殊，很多文学作

品里都会提到它，灯市口二郎庙当时几乎成了一个

地标式的建筑。在乾隆年间纪昀的《阅微草堂笔记》

卷十九《滦阳续录》里就有关于二郎庙“日出金光”

的记载，从此灯市口二郎庙就被一种神秘气氛所笼

罩，声望不断扩大，备受人们关注。到民国后，部

分书籍记载的二郎庙内容主题发生了变化，内容多

是狗神显灵、野狗附道等忠犬、义犬、神犬的传说。

突出“狗”的神性，借代指哮天犬显灵，二郎庙甚

至被直接翻译成“狗神庙”介绍给外国人。这种联

系究其缘由，是民间把宋代加封为清源真君的赵昱

和明代成型的二郎神杨戬混淆了。何时开始混淆还

无从考证，清中期和晚期碑文和其他记载里二郎庙

中都没有关于哮天犬塑像的记录，从 1928 年寺庙调

查资料中，也没有看到二郎庙内有哮天犬塑像的记

载。可见当时的二郎庙还在固守着宗教的传承，依

然供奉清源真君赵昱。但从民国后的记载看，民间

的视角已经非常固化地认为，二郎神就是民间通俗

文学作品中手持三尖两刃刀、带着哮天犬的杨戬，

灵动忠诚的哮天犬，更是已经变成了二郎神特有象

征和符号，是二郎庙的主要“代言人”。而庙南侧石

兽头部破损后，被描述

为二郎神标下哮天犬的

造像，更把这种传说推

到了高潮。这种寺庙没

有变化，而所奉神祇却

悄悄发生了变化的情况

非常少见。

因灯市口二郎庙早

期记录不完整，所以在

很长一段时间内，现存

残破石兽到底是不是石

狗一直有争议。直到近些年，一张 1920 年左右的灯

市口二郎庙近景的老照片面世，可知当时灯市口二

郎庙前的石兽还完好。通过照片可以清晰地看出石

兽是一个披发扭头造型的石狮，作为镇兽守护在寺

庙门口，门北侧还有一个石狮子。虽然大门两侧狮

子成对，但北侧狮子造型不同于南侧，为正坐造型，

卷鬃毛，两个狮子造型不统一的原因不明。

通过和北京石刻艺术博物馆藏北京地区各代石

狮实物对比，发现这种扭头且鬃毛披散的石狮造型

接近辽、元时代的造型。这种假设一旦能证实，则

这残狮就是 1920 年时，二郎庙所存康熙之前的实物

了。确定残石兽的性质，也进一步证实了民国时期

二郎庙狗神传说只是民间的附会，而非寺庙宗教传

承的内容。

有老人回忆，解放初期，二郎庙还保持完好，“文

革”中变为了民居。1976 年唐山大地震时倒塌，房

管部门翻建时将其改为红砖瓦房。石碑和一只完好

的石狮被文物部门运走，另一只破损的石兽被留在

原地一直至今。

                                （韩立恒）

曾
经
的
灯
市
口
二
郎
庙

作者收藏的灯市口二郎庙老照片

《北京文物》2017 年第 1期刊登了《北

京地区方圆结合型古建筑漫谈》一文，提

到北京地区现存的方圆结合型建筑共有 7

处 10 座。本人没有对此作过深入调查，但从开列的

名单来看，至少石景山区模式口的明代田义墓园内的

一处八角圆形攒尖顶碑亭，未在此列中。

田义是明万

历时司礼监太监，

万 历 三 十 三 年

（1605）去世。关

于田义墓，最早

见诸文字的是刘

若愚《酌中志》：

“田至乙巳八月

卒，葬磨石口。”

田义墓园的规模

宏大，素以精湛的石雕艺术著称于世，是目前北京地

区唯一一座保存完好的宦官墓园，称其为石雕艺术的

精品，毫不为过。

其他的按下不表，单说碑亭。田义墓园的碑亭

位于中轴线上，进入田义墓神道门，沿着神道向前，

两侧为石像生，入棂星门，只见中轴

线上并列有三座碑亭，均为砖石结构。

东西两侧是方形歇山顶碑亭，略低一

些，中央是圆形攒尖顶，八角形碑亭，

取“天人合一”的哲学思想，表达的

是“天圆地方”的传统礼制。攒尖的

建筑形式，宋代称“尖”“斗尖”，直

到清代才称为“攒尖”，一直沿用至今，

分为重檐和单檐两种，又有角形攒尖

式和圆形攒尖式之分。

三座碑亭，两侧略低，以中亭最为高大，高 5.5 米。

亭内立《皇帝敕谕南京司礼监太监田义》碑，碑阳刻“皇

帝敕谕田义任南京副守备”圣旨，碑阴

为墨书佛经《般若波罗密多心经》，中

亭为单檐攒尖顶，没有垂脊，亭顶覆竹

节瓦，层层上收，顶部缀宝顶，碑亭四面各开有一券门。

《北京地区方圆结合型古建筑漫谈》文中未提及

方圆形古建筑下部有八角形的形式，而说的是六角形，

这似有误，这种形式的建筑除四方外，还有八角形，

而无六角形。田义墓中碑亭内部结构与东西碑亭略有

不同，八角形亭以磨砖对缝砌墙，亭身上为一圈青石

圈梁，四边为斜墙，在衔接圈梁处之上，以青砖层层

上收，顶部砌作穹窿顶，内部砖砌的叠涩出挑很小，

形成一个完美的弧度，中心嵌有一蟠龙石雕藻井。

田义墓碑亭极具特色，有如下两点：1. 外形以“天

圆地方”，对应动和静；2. 碑座左右两侧分别刻“雄

狮林间休憩图”“猛虎下山啸风图”，对应的也是动与

静，是明代石构建筑形式的代表，是明代建筑艺术虚

与实、对立与统一的审美观的具体表现。                                                           

                                                           （陈    康）

6 月 13 日至 16 日，北京市

文物局在首都师范大学举办第

十六期北京地区文博行业专业

技术人员和管理人员培训班。

这次培训班按照市文物局

年度培训计划举办，是学习、宣

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两次视

察北京重要讲话精神和对文物

工作的批示、指示精神，贯彻

落实市委市政府对历史文化名

城保护利用和历史文化遗产保

护传承安排部署，进一步提升

北京文博管理和技术人员政策

水平、业务素质和工作能力的

有力举措。

市文物局在首都师范大学

的支持下精心设置课程、甄选

专家、组织参观，以

学习领会习近平总书

记重要讲话精神为核

心，重点安排“三个

文化带”建设保护和

文博业务两个方面

的课程。“三个文化

带”建设保护专题，

专门邀请市文物局党

组书记、局长舒小峰

和首都师范大学历史

学院教授郗志群分别

从市级层面和学术角

度阐释解读北京“长城、西山、运河三个文化带”的

概念提出、地理界定、历史沿革、文化内涵、工作举

措和远期规划。文博业务专题，专门邀请国家文物局

督查司副司长岳志勇讲解文物安全监管，安排故宫文

创产品研发运营的一线

领导介绍文创产品研发

和销售经验，安排市信

息安全测评中心领导讲

解文物系统信息安全和

网络安全。此外，为巩

固优化学习成果，还专

门安排学员参观学习

正在首都博物馆举办

的“美·好·中华——

近二十年考古成果展”，

组织学员论坛交流心得

体会。学员们普遍表示，

培训既有政策解读、理论阐释，又有工作举措和实操

经验；既体现政策高度，又体现理论深度，更体现工

作的时度效，是一次“解渴”管用的培训。                    

                                              （市文物局组宣处）

专
业
技
术
人
员
和
管
理
人
员
培
训
班

市
文
物
局
举
办
北
京
地
区
文
博
行
业

明田义墓八角圆形攒尖顶碑亭

田义墓园中的三座碑亭

该门墩是清代遗物，石灰

岩质地，高 72 厘米，宽 24 厘米，

残长41厘米。这件精美的门墩，

自从 2000 年由原宣武区房管部

门征集到馆时，就早已失去了

它的另一半，就是这样“孤零”

但不“寂寞”地在北京石刻艺

术博物馆的“精品厅”内陈列

着（新改陈已将其收回库中），

常常引起观众的驻足与惊叹。

这是因为，门墩虽小，花样不少。

按普通抱鼓门墩的常理来

讲，其正面

兽口衔环之下，大多仅

仅浮雕装饰出一组宝相

花来，但它却不同！乍

一看，是一堆球球；仔

细观察，原来是九个狮

子共同戏耍一只绣球。

九狮各具神态，一球暗

藏于中，大狮高踞鼓顶，

仰天张嘴，四肢委地，

似乎表现出一种爱抚和

喜悦的心情，颇有些洋

洋自得之意。如果是仅

仅在抱鼓的正面雕刻繁

缛复杂、做工纤巧，恐怕会给人以顾此失彼、

头重脚轻之感，但此门墩的设计者则完全

考虑到了整体协调、上下比例、左右呼应、

传统继承与潮流时尚诸方面的因素。

首先，这个门墩基本结构就是：圭角

云纹、石门枕、须弥座、上下枭、束腰、

槛槽（断缺）、海窝（断缺）、荷叶、双小鼓、

大立鼓、鼓子芯儿、鼓钉、伏兽（狮子），

所以它上下比例结构完美匀称。

第二，该门墩以透雕、镂空雕的手法

雕刻九狮戏绣球，而不是简简单单的浮雕，

以免使人看起来有痈赘之感；最后大狮高

高在上，统领全局。

第三，鼓前的九狮戏

绣球，从上逶迤至下，既

美观舒展，也减省了小鼓

及须弥座锦铺的装饰。

第四，大鼓的双面鼓

子芯儿，起台辟圆形平面，

镌刻了规整的文字瓦当图

案，上刻“延年益寿”“吉

祥如意”瓦文体篆书字，

有与众不同的“金石”韵味，

这与清乾嘉之后金石研究

收藏的热潮是分不开的。

          （刘卫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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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1972年4月从陕北插队回来，

进入北京大学历史系考古专业，当

时我们是考古专业招收的第一批工

农兵学员。那时的教学体系和方法

在不断探索，“文革”前，大学一、

二年级先打基础，三、四年级才进

入实习阶段。但是受“文革”中对

大学进行“上、管、改”的思想影

响，系里考虑让我们这些新学员对

考古挖掘有感性的认识，所以1972

年 9月1日开学后，我们仅仅上了

两个月的课，只学了旧石器时代的

考古知识，就被送到琉璃河实习了。

当时，有一部分同学住在董家林、

黄土坡的老乡家，另外一部分住在

董家林村的大庙里（后为董家林村

委会，现已被拆除），由邹衡先生带

队。工作一开始，学生们“遍地开

花”般地到处试掘，但大家都比较

懵懂，只要邹衡先生下令在哪挖掘，

我们就到哪破土。先是在大庙前布

了四个探方，我们按照老师的指点，

按照考古学的基本方法，学习如何

布方、留关键柱、揭表土，怎样切边、

刮平面，依据土质、土色的不同而

划分层位和各种迹象。

就这样挖了一个多月，因旁边

的刘李店村大搞农田基本建设，很

多推土机轮番作业。当我们去看时，

发现文化层已被破坏了，生土中分

布着大、小灰坑，我们清理出不少

陶片。邹衡先生让当地人赶快停下

来，但是没有效果。他立即回学校

向领导作了汇报。当时派驻北大军

管的是 8341部队，由姓王的政委负

责，邹衡先生就向王政委作了汇报。

后来，就报到市革委会。邹衡先生

说这个遗址非常重要，希望停工开

展考古工作。市里下令停下后，我

们开始在刘李店发掘，但叠压关系

已经破坏殆尽，打破关系尚存在。

这次实习，我们清理出不少陶片，

其中有带瓦钉的西周时期板瓦。通

过这次发掘，邹衡先生大胆推测这

里是西周燕国的始封地，当时该观

点在国内是第一次提出。

（根据北京市文物研究所研究员

赵福生先生口述整理）

口述：琉璃河遗址被推测为西周燕国始封地

石刻馆收藏的九狮戏绣球门墩

市文物局党组书记、局长舒小峰解读“三个文化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