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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鸡鸣驿壁画》序
张立方

鸡鸣驿，位于河北省怀来县城以西 30 公里处的鸡鸣山下 , 因山而得名，是目前我国现存

最大、功能最齐全的古驿站。驿城以鸡鸣山为屏障，依山而建，“鸡鸣春晓”为“宣府八景”

之一。城南平坦的驿道和远处连绵的群山与雄浑古朴的城墙相得益彰，构成一道独特景观。

鸡鸣驿如果仅仅被看作驿站 , 未免过于单纯。驿城是一个历史缩影 , 城内大量的文物建筑

在古代兼具邮驿、军事防御、居住、商业、文化、宗教功能，这里还遗存有大量的附属文物

和相关文献遗存、民间传说，历史信息很丰富，是这个区域乡土生活和文化的物化见证。驿

城内分布有永宁寺、泰山行宫、文昌庙、龙神庙、财神庙、城隍庙等 , 儒释道聚集一堂。多所

庙宇内遗留下的明清壁画，至今色彩依旧，人物栩栩如生，反映了当年鸡鸣驿商贸发达、文

化繁荣的景象。譬如泰山行宫描绘碧霞元君的 48 幅壁画，诙谐独特的三句半式的说明文字，

活灵活现 , 实属难得。财神庙中的沥粉贴金壁画，显示出浓厚的民俗情趣。与泰山庙壁画有着

明显区别的是财神庙壁画，财神出行、和合二仙、外邦进贡、龙吐元宝等图画还比较清晰，

人物形象与动物神兽都很传神。这些壁画作品都是古代美术可贵的实物例证，在残垣断壁中

投射出曾经的辉煌。

难忘 2008 年 12 月 12 日上午那一刻 , 祥云飘飘 , 微风徐徐 , 艳阳高照 , 国家文物局和河

北省人民政府在鸡鸣驿城保护工程现场举行了“鸡鸣驿城抢修保护工程全面启动仪式”，自

此开始了鸡鸣驿系统的全面保护工作。到目前为止 , 经过各方共同努力 , 鸡鸣驿城城墙整体加

固保护工程、鸡鸣驿城内文物建筑保护维修工程已完成 , 鸡鸣驿村传统村落保护工程已进入竣

工阶段，鸡鸣驿邮驿博物馆已见雏形 , 有关古代邮驿文化的研究、传播逐步展开。出版《鸡鸣

驿壁画》是保护利用工作的一项重要内容，由此可以进一步推进文化遗产价值研究，促进传

统文化融入当代生活。期待鸡鸣驿未来更美好。是为序。

                                                                        2016 年中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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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鸡鸣古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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鸡鸣古驿

驿站，是古时专供传递文书者或来往官吏中途住宿、补给、换马

的处所。中国是世界上最早建立信息传递组织的国家之一，邮驿历史

长达 3000 多年。遗憾的是，目前留存的邮驿相关遗址、文物并不多。

位于河北省怀来县境内的鸡鸣驿，作为国内现存规模最大、保存现状

最好、古代邮驿功能最齐全、最富有特色的一座驿城，被誉为中国邮

驿考古和机要考古的活化石。 

京畿古驿  历史悠久

《畿辅通志》卷四十三“驿站”条载：“驿传，所以通朝廷之政

教者也，言传号涣而万里奔走，其事甚重，其费甚烦。”“而尤烦且

重者无若京畿。国家定鼎燕京，东发通蓟，趋山海关以达盛京；北起

昌平、宣化，出居庸由蔚州以达三晋；……四海之内，驿站咸会归于

神京。《诗》曰：商邑翼翼，四方之极。又曰：邦畿千里，惟民所止。

此之谓也。” 据以上记载可知，在漫长的古代社会驿站是向上汇报民

生军情，向下传达政治决策的通信机构，是信息传递、邮件投送的中

转站，是一个国家信息传递的生命线。这些意义重大、任务繁忙的驿

站分布在全国各地，其中以京畿地区分布最为集中。直到现在，北京

周边地区还保存着不少的古代驿站，如通州“潞河驿”、房山”固节驿”、

昌平“榆河驿”“居庸关驿”、密云“古北口驿”等等。在京畿地区

众多遗存的古代驿城中，“鸡鸣驿”是现存规模最大、保存现状最好、

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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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代邮驿功能最齐全、最富有特色的一座。

鸡鸣山驿（简称鸡鸣驿），位于太行山、燕山两条山脉所夹的山

谷地带，是先秦上谷干道穿越宣、怀两个山间盆地时的必经之地。经

由此地，向东南，过土木、榆林、居庸、榆河、皇华五驿直抵京师；

向西北，至宣德驿（宣化）析为两路，一路西北上东门驿（张家口），

经库伦（乌兰巴托）直通俄罗斯，俗称张库大道，另一路西行过怀安、

大同，历长城沿线诸驿通达新疆；向南，有古桥跨过洋河，经涿鹿、蔚县，

历太行八陉中的飞狐陉直驰险塞紫荆关；向北，沿两山峡谷的僻路上行，

仅50公里即达明长城外侧。因此，鸡鸣山驿在历代驿置上始终被列为“极

冲”。自元代定都大都后，这一带在元、明、清均成为重要的京畿地区，

因其扼守京师西北交通要道，鸡鸣山驿成为明、清时西北地区邮驿系

统中，特别是宣化府 16 座驿站中最重要的一座。

据考古调查，鸡鸣驿城内外发现有汉代、辽代时期的砖瓦，西南

城墙的夯土中夹杂着战国、汉、辽时期的陶片。由此可知，早在战国

时期鸡鸣驿一带就有人类定居繁衍。历史上的鸡鸣驿，秦时属上谷郡

所辖，汉时属幽州、冀州，晋属广宁郡，唐置武州，历经辽、金，元

为顺宁府，明为宣府镇，清改宣化府。

驿站这种通信机构早在商周时期就已经出现，而鸡鸣驿作为驿站

始于先元蒙古国时期。据文献记载，先元蒙古国时期，鸡鸣驿地区曾

设“府邸店”，是直属西京路德兴府的一座驿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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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永乐十八年（1420 年），为传递西北军情情报，特别是出于对

蒙古各部作战需要，这里再设驿站，且因鸡鸣山而得驿名。次年（1421

年）因防御之需扩筑土垣，周长约两公里，使之成为宣府进京的最大

军邮驿站。成化八年（1472年），明廷拨款修整土垣。成化十七年（1481

年）都御史秦弘会同镇守官员再次督修营堡。嘉靖三十八年（1559年），

操守指挥王漠“修城高三丈五尺，方三里，四十六步，门楼三，角楼四”。

嘉靖四十二年（1563 年）“仲秋敌诡计钩垣，将城攻坏”，鸡鸣山驿

城由此毁于战火。隆庆四年（1570年），时任内防守指挥的王懋赏“监

督起工，砖包，修完东、南城二面，五年修完西、北城二面，大墙平

高三丈，上加女墙五尺，四围城台，共六百九十九丈，重券东西城门，

开越楼越城各二座，更铺一十二间”。 

清康熙三十二年（1693 年），撤销了宣府都司、卫、所，改置府、

厅、州、县。鸡鸣山驿脱离军管，改隶宣化县，单设驿丞署，负责驿

站所有事宜，同时改指挥署为把总署，负责城守之责。乾隆三年（1738

年）三月至次年七月，清廷拨银21000余两对鸡鸣山驿四面城墙、土牛、

垛口、女墙、东西二门、城楼券洞进行了大规模维修，并在东垣外新

筑护城石坝一道。

民国 3 年（1913 年），北洋政府决定撤销全国驿站，鸡鸣山驿历

时五百年的古驿历史从此宣告终结。驿城逐渐衰变为村落，改村名为

鸡鸣驿，隶属宣化县。1948 年鸡鸣驿村划归河北省怀来县管辖。

邮驿古城  功能完备

鸡鸣驿作为一座驿城，突破了普通驿站的格局局限，以“城”的

形式出现，规模宏大，功能完备。城内邮驿衙署、寺庙殿堂、民居商

铺应有尽有，高大雄奇的城门、威严堂皇的衙署、宽敞气派的马号、

静谧肃穆的文昌宫、热闹亲切的龙神庙、便利的商号店铺、舒适的民

居大院……不同类型、不同功能的建筑群体，从不同的侧面展现了山

城古驿的邮驿文化、宗教文化和地方民俗文化。

鸡鸣驿城为近似方形的砖包土城。原墙体底宽5-8米，顶宽3-5米，

高 11 米。东墙长 463.3 米，南墙长 482.1 米，西墙长 459.2 米，北墙

长 486.2 米，周长计 1891 米，占地面积 223618 平方米。

鸡鸣驿位于南北两山之间，西北风比较强，因此经过刻意安排，

驿城的东城门向东北方向倾斜 30°，西城门向西南方向倾斜 30°，二

者位置略有偏差，并不对称。联系两座城门的头道街也并不笔直，而

是略有曲折，大致形成了倒 S 字形状，借此减缓了西北风对街道的侵

蚀和影响，非常合理。

鸡鸣驿城内的交通和布局可用“三横两纵一环路”来概括。“三

横”指由南向北依次排列的 3 条东西向大街，当地民众称之为头道街、

    鸡鸣驿城全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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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道街、三道街。“两纵”是指距离东城门 80 米处的东街和距离西城

门 113 米处的西街，两条南北向街道。“三横两纵”的主要道路，将

全城划分为 12 片大小不等、形状各异的区域。

头道街又称前街，宽约 9 米，以倒 S 型行进连接东西城门。街北

建有驿丞署、指挥署等最重要的行政机关，两侧分布着酒馆、当铺、

面食店、日杂店、花纱店等主要的商铺建筑和泰山行宫、关帝庙、财

神庙、城隍庙等庙宇，及戏台、影壁、灯盏楼等古代建筑，此外还有

一些酿造作坊、民居大院。头道街及其附近建筑一起构成驿城最重要

的军政管理区和最繁华热闹的商业服务区。二道街宽约 6 米，街道两

侧分布着文昌宫、七贤祠、普渡寺、龙神庙、白衣观音殿、三义庙、

马神庙等庙宇和众多古代民居。三道街宽约4米，街道北侧建有永宁寺、

阎王庙等庙宇及东大仓、古代民居、驿军舍。

东街又称关帝庙街，宽约 3 米，是连接头道街关帝庙和二道街文

昌宫的主要街道。西街俗称驿馆街，宽约 8 米，是处理邮驿事务的主

要街区，同时也是沟通南北三条街道和城内外驿路设施的主要街道。

西街附近建筑有公馆院（驿馆）、大号（驿站换马处）、军号（军站

换马处）等。

紧靠城墙内侧辟有宽约 5 米的环城驿道，驿道上设置的 5 处登城

马道，既便利了平时的驿递交通，又有利于战时集结防御。除了“三

横两纵一环城”这六条主要干道外，城中还密布着数十条巷道。它们

相对比较狭窄，其中最窄处不足 1 米。大小街巷纵横交错，形成了便

捷的道路系统，连接了民居和驿军舍，同时也担负着城池从东向西、

从北到南的地面自然排水任务。

全城围绕邮驿功能，因地制宜，不求对称，布局分区极为合理。

军政首脑机关位于主干道中心，主要的店铺分布于干道两侧，驿馆位

于全城几何中心位置，马号临近驿馆，驿仓位于东北，管理、住宿、

换马、粮草供应、辅助服务等不同设施彼此呼应，联系方便，极有条理。

同时驿城本身紧贴南面的驿道，并随驿道的形态向西北倾斜，城内主

要的设施也相对偏南，表现出一定的向路性。环城墙内侧设置了环形

驿道，充分满足了古代邮驿对方便、快捷的功能要求。

庙宇壁画 繁华绮丽

鸡鸣驿的宗教建筑种类很多，既有永宁寺、普渡寺这样比较纯粹

的佛寺和关帝庙、城隍庙、泰山行宫等道教庙宇，也有驿站所特有的

马神庙，还有民俗色彩浓重的龙神庙、白衣观音殿、三官庙、五道庙等。

与水有关的龙神庙和河神庙，与自然灾害有关的虫神庙，与商业有关

的财神庙，与文教有关的文昌宫，强调风水含义的魁星楼等等，从各

个方面展现了古代蔚为大观的宗教文化体系，其位置、布局、陈设以

及相关仪式均有特定的文化含义，附属的庙园也成为民间集会的重要

场所。

与那些标志着悠久邮驿历史的衙署建筑相比，鸡鸣驿城里分布有

序的大大小小的庙宇寺观，更显示出古驿人精神境界的包容豁达，超

然自信。那些与鸡鸣驿人一路生死相伴的诸位神灵，经历了数百年的

风蚀与无数次打击之后，大多已经四散，不知去向，只留下几经修葺

的泰山行宫、龙神庙、财神庙、白衣观音殿、城隍庙、古戏台等几处

遗址。尽管庙里诸神像多为重塑，但那些具有极高历史文化价值的众

多壁画却保留了下来，正是它们的存在，才使散尽了香火的清冷庙宇

还弥漫着超越生命的灵气，使后人看到了壁画中的繁华绮梦。

壁画，即直接画在墙面上的画，是墙壁上的艺术。作为建筑物的

附属部分，它的装饰和美化功能使它成为建筑艺术的一个重要方面。

鸡鸣驿城中多处庙宇的墙上都有非常精美的壁画，其中泰山庙最具特

色，主殿东西两壁上共绘有 48 幅完整的泰山圣母、碧霞元君修道图，

每幅图上都有文字注释，画面设计讲究，用笔婉转流畅，画面上下左

右分割之处都绘有小景致，如人物、花鸟、瑞兽等物，十分有趣。 整

幅壁画充分显示出中国传统道教文化的精髓，同时也巧妙地将佛教文

化与道教文化相融合，气势宏大，实属罕见。

主殿两侧，是东西两间梢间，东梢间墙上画的是送子娘娘出行与

归来图，共有 3 只凤凰各驾一辇，辇上端坐一位娘娘，中间的辇上是

泰山娘娘。随行人物很多，车旁有一手持绿羽扇的仕女，最前面开道

的是马王爷，他长有 3 只眼睛，脚踏风火轮，手持火轮和钢鞭，带领

着手持各种出行仪仗器物的随从队伍，声势浩大，极具排场。西梢间

壁画是张仙送子图，画中有骑着麒麟的仙童，描写民间“麒麟送子”

的故事。张仙骑白马、着蓝袍，用弹弓射中黑色天狗，保佑天上星官

可顺利降生于民间，并保佑孩子将来能有锦绣前程。

与泰山庙壁画有着明显区别的是财神庙壁画，财神庙壁画破损比

较严重，但画中的财神回銮、招哥宝妹、外邦进贡、龙吐元宝等图画

还比较清晰，可看出当年的壁画华丽异常，设色艳丽，笔法成熟、飘逸，

人物形象与动物神兽造型都很丰满传神，尽显祥瑞之气。外邦进贡的

使者着装、肤色、神情各异，贡品有大元宝、聚宝盆、孔雀翎、羚羊

角、珊瑚等，丰富多彩。壁画最吸引人之处是在彩绘中运用了局部沥

粉贴金的传统表现方法，在人物服饰、马具、金锭等处全部贴饰金箔，

更显壁画富丽堂皇。

纵观鸡鸣驿壁画，画风中古朴与华美、简洁与精细、彩与墨的搭

配都达到了相当高的艺术水平，民间年画的手法与文人画相结合，把

民间神话传说故事表现得淋漓尽致，这都表明当年的鸡鸣驿是一处商

贾云集、信报频传、各种民风民俗和文化汇聚的地方，从斑驳残破的

壁画中不难想见它那曾经辉煌的岁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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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泰山行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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泰山行宫

泰山行宫

泰山行宫，又名“泰山庙”，为祭祀东岳泰山天仙玉女碧

霞元君的场所。它始建于大清顺治八年（1651 年），距今已

有 350 多年，是一座园林式的庙宇。泰山行宫位于鸡鸣驿城头

道街北侧，一进院是庙园和山门；二进院南设泰山行宫戏台，

左右分设钟鼓楼；三进院有正殿三间，前出抱厦一间，左右耳

房两间，东西配殿两间，东西厢房六间和门殿一间。正殿内塑

碧霞元君、催生娘娘和眼光娘娘，背图六侍女，东西两壁绘有

描写碧霞元君修真的 48 幅连环壁画，国内罕见。东西耳房两

壁分别绘碧霞元君、张仙出行、回銮图。东西配殿用沥粉贴金

绘护法神君图。其中最具历史文化价值的是正殿东西两壁绘制

的 48 幅碧霞元君出生修道的连环壁画。

泰山行宫的壁画，描述的是西天修菩萨行出身的碧霞元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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