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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北临城：
普利寺遗址又有新发现

新华社石家庄电（记者 王昆）记者近日从河
北省临城县政府了解到，临城县普利寺塔周边进行
土地平整、垃圾清运时，发现了普利寺旧址基础。

临城县文物保管所在普利寺旧址清理出了一
尊唐代佛龛残件，两根正德年间的石柱，三个直径
为1米的柱础、地砖和琉璃瓦构件等遗迹遗物。同
时，出土一通明代石碑，距今已有406年。

普利寺始建于南北朝，距今已有1500余年的
历史。现普利寺已废，仅存普利寺塔，是全国重点
文物保护单位。

临城县文化广电体育和旅游局局长贾文博
说：“本次发现的房屋旧址和部分石刻，对研究普
利寺的规模和肇建年代均提供了实物资料，为下
一步普利寺遗址的考古研究提供了不可多得的珍
贵资料。”

河北隆尧发现
明代万历年间碑刻

新华社石家庄电（记者 李继伟）记者近日从
隆尧县委宣传部获悉，该县文物保护人员发现一通

“巡抚都察院禁谕明文”碑，碑文记载了两个村庄
80年集市相争的详细过程及官府判案经过。该碑
高188厘米、宽86厘米、厚27厘米，碑两面均有文
字，碑文共2105字，大部分碑文清晰可辨。碑文显
示，该碑刻立于明万历十四年（公元1586年），距今
已有434年历史。

据隆尧县文物保管所所长李方介绍，公子村
和魏家庄村虽是邻村，但属不同府县，两村“争集”
持续时间长、涉及人员多。该碑碑文内容丰富翔
实，情节曲折复杂、引人深思，对于研究明代官府
政令、民风民俗和民间商业形态，具有十分宝贵的
历史价值。

山东济潍高速沿线新发现
11处文物点

新华社济南电（记者 孙晓辉）记者近日从山
东省文物考古研究院获悉，经过一个多月的系统调
查、勘探，考古队伍在济南至潍坊高速公路沿线共
登记13处文物点，新发现章丘张家庄村遗址、青州
市苏峪寺遗址、淄川吕家河遗址、昌乐县大吉阿村
遗址等11处文物点。

据介绍，13处文物点分布在章丘、淄川、青州和
昌乐4个县市区，包括5处战国-汉代遗址，1处汉-
魏晋遗址，1处明清遗址，4处明清墓地，1处近代抗
战遗址以及1处紧邻工程线路的汉魏封土墓。

据悉，济南至潍坊高速公路项目主线全长
162.5公里，从西向东依次经过济南市章丘区、淄博
市淄川区和潍坊市青州市、临朐县、昌乐县。

成都发现有6000多座墓葬的
“通史式”古代墓群

新华社成都电（记者 童芳）成都文物考古研
究院近日公布，在成都市南部发现战国至明代的
6000余座古代墓葬，出土数万件珍贵文物。墓葬
类型主要为崖墓、岩坑墓、砖室墓等，时代自战国至
明代，出土数以万计的陶、瓷、铜、铁、玻璃、石质等
不同材质文物，其中以战国末期“郫”戈、西汉时期
带外文字母的“龙纹铅饼”、新莽时期错金“一刀平
五千”钱币、东汉时期画像石棺、晋代印度-太平洋
珠等文物最具历史与艺术价值。

上述考古成果为探索丝绸之路上的中西文化
交流、古代社会变迁等重要课题，提供了非常丰富
的实物资料与历史信息。

壮美故宫600年

守着过去岁月的午门
■ 池晨曦

午门是北京故宫的正门，位于
紫禁城南北轴线上。始建于明朝永
乐十八年（1420年），清朝顺治四年
（1647 年）重修，清朝嘉庆六年
（1801年）再修。午门居中向阳，位
当子午，故名午门。

形若朱雀 明三暗五

午门，坐北朝南，在明清两代的国家礼仪以及皇
家活动中，是接受万人跪拜的地方。布局、结构都代
表了中国古代对神圣的理解和一种古老的和谐。

午门的平面呈“凹”字形，沿袭了唐朝大明宫含
元殿以及宋朝宫殿丹凤门的形制，是从汉代的门阙
演变而成。午门分上下两部分，下为墩台，墩台高
12米，整体通高37.95米，正中开三门，两侧各有一座
掖门，俗称“明三暗五”。墩台两侧设上下城台的马
道。五个门洞各有用途：中门为皇帝专用，此外只有
皇帝大婚时，皇后乘坐的喜轿可以从中门进宫，又通
过殿试选拔的状元、榜眼、探花，在宣布殿试结果后
可从中门出宫。东侧门供文武官员出入。西侧门供
宗室王公出入。两掖门只在举行大型活动时开启。
墩台上正中门楼一座，面阔9间，进深5间。墩台两
翼各有廊庑13间，俗称“雁翅楼”。廊庑两端建有重
檐攒尖顶的方亭。正楼两侧有钟鼓亭各三间，每遇
皇帝亲临天坛、地坛祭祀则钟鼓齐鸣，到太庙祭祀则
击鼓，每遇大型活动则钟鼓齐鸣。午门整座建筑高
低错落，左右呼应，形若朱雀展翅，故又有“五凤楼”
之称。

地位崇高 典礼之所

在很多描述明清时期的影视剧中，大臣得罪了
皇帝，皇帝一生气，便下令将其“推出午门斩首”。这
是怎么回事呢？

在明清两代，确实处斩过许多朝臣。尤其是明
代，有过多起诛杀朝臣的大案。但据历史典籍的记
载，都证明他们不是被斩于午门之外。像明初洪武
年间宰相胡惟庸、大将军蓝玉等大臣的被杀，据《明
史》所载，都是“弃市”，“弃市”就是“刑人于市，与众
弃之”之意，也就是被斩于市曹，即街市所在。

实际上，午门非但不是血腥之地，而且还是国
家举行重要典礼的场所。清朝时期的午门，就是承
办“颁朔大典”和“受俘礼”的重要场所。“颁朔大典”

即为朝廷向全国颁布次年历书的重大仪式，一
般会由皇帝亲临午门主持。《清史稿·礼志

八》明确记载：“时宪书成，钦天监官
岁以十月朔日进，并颁赐王公百

官。午门行颁朔礼，颁到直省，
督、抚受朔如常仪。”“受俘礼”

即为国家发生重大战争，大军凯旋，皇帝亲自接受
战俘并给予处置决定的仪式。清朝时期的“受俘
礼”举行地点，《清史稿·礼志九》也有着明确的说
明：“翼日，帝御午门楼受俘。”

那“推出午门斩首”这个说法又是从哪来的
呢？《明史》记载，公元1519年，明朝皇帝朱厚照要到
江南选美，群臣上谏阻止。朱厚照大怒，下旨廷杖
大臣百余人，其中11人被当场打死。此后明朝还有
很多官员，因为触犯皇帝而在午门外被廷杖致死。
因此“推出午门”便成了让官员们人人生畏的一个
圣谕。这个说法在民间以讹传讹，便成了“推出午
门斩首”。

阴阳和谐 古典之美

午门面向正南，五行属火，是积极的红色。不只
是红墙，梁枋上的彩绘亦以红色为主，门楼内外檐朱
红地绘“西番草三宝彩画”，显示光明正大。

凡属皇权和神权范围内的建筑，其门钉数目一
般都是每扇门以阳数“九”排成九行九列共81颗。

“九”除了代表最大和最多的阳数外，古时候还代表
“吉祥”，所以八十一钉代表了皇权和神权至高无上
的权威地位。仔细看就会发现午门两侧掖门的门
钉为72颗，在数目和等级上均低于正中3座门。那
是因为文武官员都必须从左、右掖门通行，所以左
右两掖门的门钉数也减少一列为72颗。掖门侧身
而设，选用9路8颗门钉，其中8为偶数，按阴阳五
行说属阴，在午门建筑中属于阴阳结合。

不仅如此，午门的建筑形式也很特别，用榫卯来
比喻很是恰当。榫卯是在中国古代建筑中经常用到
的一种结构方式，用凹凸互补的结构部件相互连接
以达到固定以及美观的作用。“凹”其实在古代认知
里是代表阴，反之，“凸”则代表了阳。而午门从地理
位置看，处在紫禁城正南端，太阳的正方位，属于阳，
但是从建筑设计来看，午门呈“凹”字形，属于阴。从
这点看得出建设者有意设计成阴阳和谐、有界与无
形相对存在的建筑，同时印证和象征了古人对崇尚
天、地、人和谐相处的传统理念。

午门作为北京故宫的正门，取“居中向
阳，位在子午”之意。它高大雄伟，双观
对峙，崇楼高耸，如五凤展翅，是中
国皇宫建筑中的精品之作，蕴含着
丰富的传统文化元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