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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藏天安门的意义

闰树军先生对于天安门这个题材的收藏是令人惊异的。

他收藏了与天安门相关的2万多张历史图片和大量的有天安门符号的物件。 这些杂物从属于

印刷物的信纸、信封、明信片、海报宣传画，到属于证照性质的婚姻登记证、奖状，甚至有上世

纪五十年代公私合营时对资产者颁发的股票。 至于其他有关天安门的手工艺品就更是五花八门

了。 还有些藏品极其珍贵，如带有天安门图案的银戒指、化妆盒和天安门的玉石摆件。

当然，我以为最珍贵的是那些不同时期天安门的历史摄影照片，给我们还原了一个真实的

历史情境。 从时间跨度上说，许多藏品都有 100多年的历史，将一个在时间中沧桑易容的天安

门，串接起一个风流水转的时代变迁过程。 即是我们所说的断代史了 。 其中一张 1 860年英法联军

进入北京时的天安门地区全景照片尤其珍贵。

天安门，作为皇帝家的大门，很长时间对于黎民百姓是生疏的。 因为那里其实是禁区，平

常百姓是体味不到它的威严的。 它在建筑学上的美学特点，如对称的布局，横宽的比例设置，以

及红黄颜色搭配出来的权力意味，都只是对那些臣子和域外夷国使节们产生震慑的效果。

中国的皇家文化在利用建筑张显政治隐喻的能力上，在世界史上绝对超一流。 除了法国的

凡尔赛宫可以在整体建筑格局上与其媲美外，在权力的进口处，法国皇帝比中国皇帝还差了一

截，就是缺了个这么威严的大门楼。 路易皇帝们把更多的钱花在后花园上，那里是美女和美酒的

去处;中国元、明、清的皇帝们，则把门面做得十足，耍足了威权的派头。

看来还是中国的封建皇权文化更为纯粹，也更暗政治统治中的个中之味。 天安门也因此，

成为中国农业文明下政治文化的代表和最醒目的文化符号。

1 9 11年的辛亥革命，让天安门之后的宫阙空了。 皇帝走了，共和来了 。 北京首都的名分，因

其满清遗韵的色彩，也让共和了的国民政府拿到了南京，北京因此改名叫了"北平" 。 天安门由

此成为一座空置的门楼，成为一座纯粹建筑学意义上的建筑和历史的遗物。

之后的半个世纪，中国大地翻天覆地。 1949年，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成功，中华人民共和



同成立。 新的人民政权，将首都重新又挪回北京。 人民共和国的开同典礼，就是在天安门上宣布

的， 宣布的人就是带领人民拿下江山的领袖毛泽东。 他的巨幅领袖画像，也高悬在天安门的城楼

之上。

后来，在人民共和国近30多年的政治生活中，天安门和毛泽东渐渐融为一体。 毛泽东在上

世纪50年代，每年两次的国家庆典中，都是在天安门上带领着他的革命领导团队与民共乐的，于

是毛主席就住在天安门上成为许多元缘北京和天安门，居住在外地的中国人的想像和说

法。

天安门，由此进入它历史上最为辉煌的时代。 它和领袖共享日月之晖，成为国家、民族，

甚至理想和精神的象征符号，成为政治 、 民族 、 国家基本话语体系中最具合法性的符码。 这个符

号开始广泛地出现在各种各样的可视传媒物上，成为我们普通人政治文化生活的基本标志。 这也

是一个过程。 从早期的搭建、塑造革命视觉意识，到后期成为革命语境中的一般装饰符号语言 ，

大约有近40年的时间。 从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徽，到用在普通人结婚证书和某个产品的使用说明

书，就是这个符号的演变过程。

闰树军先生的收藏，恰恰揭示了这个时间过程。

他的收藏品，让我们重新走回一个时代，而那个时代正是我们整个国家民族的精神历程，

而且和我们现在的历史现实，甚至问题，都存在着无法切断的深刻关系。

他收藏的天安门历史老照片，不仅诠释每件收藏品，而且对天安门历史延续也是一个很好

的解读。 它是展示各代人文化精神生活的重要证物。 其实，不论收藏什么，能够成系列 、 成规

模 、 有研究，就是好收藏。

闰树军先生的收藏是真正的收藏，是关于天安门历史断代切片的系统收藏，是为我们的后

代，解析我们这一代人文化精神生活的重要证物。

闰树军先生显示了一个真正收藏家的品格 。 因为任何收藏的最终价值是关于文化和精神

的。 这是一笔真正的财富。 它超越金钱，因为金钱有价，精神无价。

二龙俨
2008年7月 11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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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旱的承天门(天安门)城楼

这是中国国家博物馆收藏的明代宫城图 ， 也是一张弥足珍贵的承天门 ( 天安

门)城楼最早的图画

l a l 7 - 19a9 I 



2 . I 天安门旧影

今天的天安门，在明代叫承天门 。 肇兴于明永乐十五年(公元 1417年)六月 。

天安门之称，始于清代。

最初的皇城正门一一承天门(天安门)是农民出身的木匠剧祥设计并营建的。

所以，我们应当感谢500多年前吴县的木工剧祥。 那黄瓦飞檐的木牌坊无与伦比地

显示出了中国皇城建筑艺术的高超，那辉煌与庄严相结合的韵致，不仅显示了皇朝

的气度，也显示出1月j祥双手画龙合二为一的超凡技艺。

这张图的画面是刚刚落成的新宫城内外面貌，极其精细准确，是传统的匠人

画一一界画。 "界画"是以建筑物为对象，以界尺为工具绘制的图画 。 这幅明永乐

十五年( 1417年)刚竣工后的明宫城图，保存至今已近"牌，所以i且比画至珍至贵。

这张图画中所绘承天门、大明门，当是创建时的最初面貌。 更为难能可贵的

是，黄瓦、朱柱、蓝绿梁仿斗拱，上为面阔五间、重檐歇山式的门楼，下为开有五

阙的城台，并有外金水桥五座对应，两侧分列石狮、华表，更有长安左门、长安右

门， 一切悉如其真。

明时，新落成的宫城图有两幅， 一幅藏于北京故宫博物院， 一幅藏于南京博

物院。 两幅图的内容、画法完全相同，而惟一不同的是，藏于北京故宫的画面上有

"红袍官人并注有"工部侍郎剧祥"题名，南京的则没有。 据著名历史学家顾

顿刚考证此画为写真、纪功画， 一献给皇帝，故属官衔、名讳; 一遗后世子孙，故

无须属名 。 画面上的红袍官人，便是天安门的设计者一一剧祥。

豪:

写7
.1; 

J心
思

制祥( 1 3')7年 -14H1 年) .江苏关县人，出生

于一个木工家庭 剧样的父亲葫，)富，有高超的技

艺，被明王朝边入京师(金陵) .当了总营建筑立

宫的..木工首" 制样自幼!毯父学艺，扬，)富告老还

乡后，儿子已在木工技艺和营造设计上成名.并

继承父业 ， 出任"木工首后任工èjl侍郎

明永乐十五年( 1417年) ，明成祖从金陵

北迁时，征召全国各地工匠，前往北京继续大兴

土木。 1月j祥作为明成祖的随从人员，先期北上，

参加皇宫建筑设计。 由于脚j祥的设计水平高人一

筹，被任命为皇宫重大工程的设计师。 他的第一

项任务就是负责设计和组织施工作为宫廷正门的

承天门(即今之天安门) 。 这项工程在剧祥运筹

下于永乐十八年( 1420年)竣工，其城楼形状与

今日大致相仿，但规模较小，这就是最早的天安

门，原名"承天门建成之后，受到文武百官

称赞，永乐皇帝龙颜大悦，称他为"脚l鲁班" 。

试读结束，需要全本PDF请购买 www.ertongbook.com



成化十七年( 1481年) 三月，删祥

在北京病逝。 皇帝闻讯后，派人致哀，

追赠删祥祖父、父亲为侍郎 ， 荫封两

子， 一为锦衣千户 ， 一为国子监生 ， 井

将剧祥当年的居住处、营造业的工匠都

聚集的那条巷命名为 "jj月H寺郎胡同" 。

当时称谓为"承天门是取

"承天启运受命于天"之意。

这座三层楼的五洞牌坊式建筑，作为

大明王朝的皇宫正门，它朱漆金钉 ，

光彩夺目 。 楼阁部分采用黄色琉璃

瓦 ， 朱红色的柱子，尤其是门窗、屋

檐下处于阴影部分还施以彩画装饰，

彩画用青绿色略加点金，有了它的装

饰，在汉白玉金水桥的衬托下，承天

门城楼各部分轮廓分明，显得更加富

丽堂皇。

顾顿 "J1 ，历史学家 ， 江苏关县

人 192()年北京大学哲学系毕 4七 曾

任北京大学助教 中山大学、放京大

学教校、历史系主任，云南大学、齐

鲁大学、中央大学、复旦大学、兰州

大学、诚明文学院等校教校，北平研

la17 - 19a9 I 3 

明宫城图，画上面是顾顿刚于 1953年题跋、铃印

究院研究员，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边讯研究员、院士， \(文史》杂志社总编辑，大中国图书

均编辑所长兼总经理 ttrt;)后，任中国科学院、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研究员和学术委员，中

国史学会理事、全国文联委员，中国民间文艺研

究会副主席，中国民主促进会中央委员，第四、

五届全国人大代表 第二至四届全国政协委员

是我国"古史辩"学派的创始人提出了"层

累地造成中国古史"学说 也是我国历史地理学和

民俗寺的开创者 建国后，从事古史研究和古籍整

理工作，应毛主席、周总理之请 ， 负责校，或《资治

通鉴》和《二十四史L 作出了重要贡献 主要著

作有{古史辨》、 《汉代学术史略》、 《两汉州

制考》、 《郑樵传》等，与人合著《三皇考》 、

《中国疆域沿革史》、 《中国历史地图》等

1980年 12月 25 日在北京迦世，终年87岁



4 I 天安门旧影

第→立在承天门上举行登极大舆的皇帝

永乐二十二年( 1 424年) 8月，明成祖朱撒在最后一次远征蒙古问朝时，死于

途中 。 使者带着传位的遗诏到达北京后，皇太子朱高炽立刻与吏部尚书塞义、大

学士杨士奇和杨荣商量紧急方案，下令加强京城的治安，并派大太监王贵通到南

京任镇守。

9月 7 日，朱高炽正式登极并颁布了大赦令，定年号为泯熙，改次年为洪熙元

年，是为明仁宗。

明成祖永乐帝是在南京登极，井下令在北京建紫禁城，后从南京迁都到北

京。 如今他的儿子接了他的班， 当了皇上。 他将在北京上演一 H\登极大典。 从这

个意义上讲，明成祖永乐的儿子朱高炽，才是紫禁城真正的主人，从而也成为第

一个在承天门上举行登极大典的皇帝。

典礼前日，皇帝亲自祭天、地、太庙、社程。 典札与日，御林军进入预定岗

位，严守各门，闲杂人员一率不准 : 1\入 。 内阁官员会同礼部鸿萨寺入奉天殿，将

放置皇帝玉笠的宝案，摆于殿内御用宝座的南面正中，将放'lI:群臣贺表的表案设

于殿内东间之南，再将放置皇帝诏书的诏案设于殿内东间之Jt ，将放置笔砚的砚

案放于殿内西间，另设黄案子丹陆上正中 。 同时，牵仪卫率官员在奉天殿前两侧

陈列法驾卤簿(仪仗) ;在奉天门外两侧设玉擎、金幸在;午门外设玉骆、金辑 、

象艳、木格、革辖五格以及宝象、卤簿乐;丹樨中道左右，陈设仗马;承天门外

列朝象。 抬诏书的龙亭和抬香炉用的香亭，则放在午门外，以备宣诏时使用。 奉天

殿檐下设中和韶乐和丹隆大乐(由于登极大典一般都是在大行皇帝丧期内举行，战

承天门沙盘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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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和韶乐和丹瞪大乐设而不奏) 。 接下来，仪制司官、内阁学士、内阁中书等分别将

表文、诏书、笔砚置于表案、诏案和砚案上。 大学士率内阁学士将皇帝玉笠恭恭敬敬

地捧送到奉天殿御座南正中的宝案上。 文武百官身着朝服，在奉天殿前丹攫两侧按品

级站在品级山后，等待皇帝驾临。

一切准备就绪后，礼部堂官奏请身穿向色孝服的皇帝在奉天门内先帝灵前报告

受命，行三跪九叩礼。 然后，到侧殿更换皇帝衰服(黄色的礼服) ，再到皇太后宫

行三跪九叩礼。

皇帝由奉天门出来，乘舆到奉天殿， 一路上由礼部堂官导引，内大臣十员及豹

尾班、执枪侍E随行。 到了奉天殿，升座，皇帝受内大臣 、 侍卫、内阁、翰林院、

礼部 、 都察院各官的三脆九叩礼。 札毕，官员们退至外朝就位，札部尚书跪请皇帝

即位。 于是皇帝到奉天殿升宝座，即皇帝位。

皇帝即位后，午门鸣钟鼓，丹埠阶下鸣静鞭。 然后，在呜赞官的带领下，丹堤

上的王公及丹摔下的文武百官行三跪九叩大札。 札毕，大学士自奉天殿左门入，从

诏案上捧过诏书，放在宝案上，由内阁学士"用宝" (在诏书上盖印) ，再将诏书

捧出，交札部尚书，由其捧着放在丹操正中的黄案上，行一跪三叩礼。 札毕，礼部

尚书将诏书交给礼部司官，由札部司官捧着，在黄盖导引下，出奉天门，经午门 、

端门，至承天门，颁诏天下。 此时，丹摞下再次鸣静鞭，皇帝离座，到侧殿易孝服

居丧，登极大典结束。

这一皇帝登极札仪就此确定下来，以后的明代皇帝登极都大体沿用了这一仪式。

明仁;芸米高炽是明成祖米1杠的长子.生于洪武十一年( U7R年) ，死于洪熙元

-"f- ( 1 斗25年) ，生 1:):-是仁孝文立后

朱高炽 ú 幼 j，'i'， ，It沉静，喜好学问 ，共武二十八年( 1 .1<)5年) ，册为燕世子

守卫北平 永!f;二年 (1-+0斗年)二月，召至京城.立为

立太子 成祖北征时，他监国行政 虽被人馋奏，而终

以诚敬得全 永乐二十二年( 1424年) f!F皇位 L 以次年

为洪熙元年 册妃张氏为立后，立长子朱瞻基为皇太

f!F位初，终止西洋宝船赴西部市马及云南采办，又

重设三公、三孤官，以公、侯、伯、尚书兼之 派御史

巡察边卫，又过御史分巡天下，考察官史 在位期间，

减轻刑法，对开封、山东等地赈灾免粮 用人、行政，

均得后人称吾 有于阅、琉球、占城、哈密、瓦刺等进

贡 洪，"f:元年( 1425年)五月，崩于钦安败后孚话为

敬天体道纯诚至德弘文钦武'字圣达孝昭立帝，庙号仁

宗，葬于北京昌平明献陵 子 1仆人，女7人

明仁宗还算是一位比较开明的皇帝，他 l道父征战

多年，知i豆创业艰难，采取了一系列减少国家开支的措

施，对国力的恢复发展起到一定的作用 i

后

子

大
明
仁
宗
洪
E
R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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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皇都积胜图》上的承天门

《皇都积胜图~ ，绘于明代( 1 368年- 1644年) 。 全卷纵32厘米、横2182.6

厘米 。 这幅长卷是明朝中、后期北京城繁华胜景的再现。 画面从卢沟桥以远的乡

村集镇开始，经广宁门(今广安门)进市区又经正阳门棋盘街、大明门、承天门

(天安门)、皇宫等街市，向北延伸一直画到"北门锁钥"的居庸关。 画面着重

描绘市区商业街道面貌，街道上车马行人熙来攘往，茶楼酒肆店铺林立，招幌牌

匾随处可见，马戏、小唱，处处聚集人群看客，金店银铺人潮如涌。

郑和下西洋加强了中国和西洋各国间的交往，互相派遣使臣访问，赠送礼

物，如忽鲁漠斯曾向中国赠狮子、大西马等，所以在画面上便体现了外国人在承

天门献狮子的场景。

朱橡作为一位有宏图大志的帝王，在他登极仅三年之时，就力排众议，命三

保太监郑和率使团下西洋。 郑和前后七下西洋，历时28年，足迹遍布亚非30多个

国家，先后到达南亚、印度、阿拉伯半岛，最远到达非州东海岸和红海沿岸。 郑

和下西洋是以强大的军事实力为后盾。 这有助于调解东南亚各国的矛盾，平息冲

突，消除隔阂，有助于维护周边的稳定，提高了明朝的威望。 活跃而频繁的朝贡

往来，带动了海外贸易的发展。 中国的丝绸、瓷器早就闻名海外，南亚各国都想、

这是明代 《 皇都积胜图 》 中承天门一段描绘有外国人献狮子的场面



和中同发展贸易，只是由于明初一直实行海禁政策而没有实现。 郑和的到来，主

动带给各同发展贸易的机会， lì 然令各同趋之若莺，纷纷响应。 在与各国的文化

交往中，郑和及随行人员马欢、费信、巩珍等记录各同风土人情，特别是带回了

吁时人称"觑麟"的长颈鹿、斑马、驼鸟等珍禽异兽，令同人大开眼界。

'-1 ' 和 (1 \71 1-143λ年) .天 (1) n FfI (今击宁)人，

叫放.4'-付 1与. I.\l~ 名文和. ， j、宇三 {*~II和出身伊斯兰家

庭.从小枝，主了 K好的救了f 吨对远方 )f-J浅、海外 IfJ家的情

况有所了节 岳1 ' 和门岁 ~.t .朱元碎的大字才r flJ i , /11 , I也被

明军朽、 R 吨年 1(;， ill 和伏'王到羔王府月It ft tF-" jA '住之
役..中‘哥1; 和J\Ii :t- l,k::!! ，t 入死有征北战.立 F 林赫战

功， 1.扎沟未丰;Jt夺取政权的 t 尝功臣.明 J扎在L米 1求:全极后-

.i 11 和 ;i，ti足汁为内 '1了监 J二 H:t 'K !t.二年( 1 .J1l.J年)正月初

一.未tJt 录笔赐姓 "*11 " ，从此改名为"岳1' 和" 永乐，三

午 ( 141 问1- ) ，明 1九 f11 *-仗 .'Jii.. 郑和下西洋，开创了中 l吗.fIíL

，今 t 1:. ,i:î Þrr 衣有的 4平 tt

关于《皇都积胜罔~ , XiJ ~主画在教材罔画说明《明代北京盛况的真实反

映一一(皇都积胜罔) ~中作了详细的诠释，录于此，以便读者更好地了解这幅

画作的相关背景、明代中后期的北京盛况以及当时承天门前有外同人进献贡礼的

情形:

14 17 - 1949 I 7 

《 皇都积胜图》 局部。 画面是长卷中正阳门、棋盘街和大明门一带的繁华景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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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都千~;月生闺 J!r， 闺全长。米左右.纠 JìÆ. ff 色 闺右 -Iw') 以萃'j:标有时名"立古I1 积胜

时" 国名左下伽l 以 ， j 、楷'j:且且有--怡怡空主人"的~千名 闺后有 ~l月代礼-f.1'fj ，ll'Xî 正{，"-于歹

J!J 己商孟春正 J] þ1r1牛的政文 此文中科侍i，tl"ìíL 民 t公 1;[一结束 ，g.豆叶立制~ f}~胜、件以示

]飞，命为纪之川 吁中构'惟 j飞史公"才旨生活于 众功、 7i J;污年 fa] 、 i? 经做过监察 iAI' 史的山西

人史'尘迁‘ --'l在良"足他的字怡怡'苦"国，)走他的 I~" };- 抵此，于在口‘ 史 ~'j~1ε 足 i安 i写的名

的题与#并是已知J\t Y 的H 1î r; 习外，从闺中出 1吃的点二自-吁 l'可怜边的北京外J点和政文写

作时间来看 ， i主 l!f:l勺 1t r- 在 jfJ 才二年到万功 tìi纠主与史?迁的 L舌时代基本一致;抵氏 JfJ

翼城县志人物传我史 ，'j!-- E ';lr t~J it \ß1 礼阁。. i>L Il.月 i也与 f会 éh 亦非元缘， J到此他也有 f能沟

1在 l写作者 i主阁 f~ 美形冬j也反'映了明代中后期北京城的繁华 't~ì>l 明代中后圳、社会也产

有了长足的发展，农业、于五·血和尚、l七的发展超过J'以往任何时期，仓 Jf~ 出 1也很多工商业

繁荣的矶市 作为明帝国都成的北京城 t t)ì止盛况空，ìíl- 北，卡足明朝的政治、气济和交

a 中心 飞立者11 fp，月生 1t3，所描绘的宏 lit] JflJ \而他沟 i'dJ展示了明代 '1' 后湖北京丰市各彰的政

治、经济以及社会 't洁的而仅

作沟明帝|司的经济中心和支边枢纽.北京的 It.] j~，!，.i.;:介十分繁':R.这'[ "瓦在佟 ík ， Ji 

th皮存， .{于λ、年 jl~ 则"见~~ f.日R.11- 来 j")~ ::;j-" 、 ßh..文 "3 1 3- ) 队 J主者|叶}飞 qt I到布 -A 实}也反

映了这利'工商业 rt\ 况 在?汇成的 1!Í可有很$ i共总j也 lì1 人夺放货物的 "Jì~JÌï-- (货伐)和

召歇客商的本店在1l~ .fÌ.J.\ l豆的大，主仁，竹人 t "咱络士r G 吃.形成一条。 J4l 、 n泛、午 1戈、

1与以的运输线，各种货物干，t ，JI，~ ,þ{. f- HJi .J也运往j戊 l主.白的惧 ;1'c 帅//; l\.生产和 'L-舌，均 '1'\' .有的

则供卒 '~了达f{: J门 tE~巳 l'll 门 I3 大 I1f) 门之间址繁华的队 ~t 11 1' 11,) ，~ I豆.布棚冯张、 Jtl巳 jlfl 杂Jl:t，.

1) 人如织，货色-1;" i; 儿吃':f' H) J史各色物品豆'有尽有:冠巾啕巳怵、布匹剑筑、 J斤 ljll\日伞、

水低，请席、 刀剪1r 1舍、 I'!，J 元;法皿、笔，~f~ #1飞观、书 iM 宁的、 J半i: t 1.元、 ~牙时在;杰、 奇忖 J严

药、-1，1书 f草坪~.~、钊{头灯台、马 f哥马 i怪:南来的松江 }tt ;，'þ-l岛、过'使; lA 龙~~ .北米的皮 1世、丐

IL 东沟各色?衅，每口木、斗花;卡 \î~ ，元在类半天:县、 怀 -AJ J巳 1 1'人国'jk 杉 4ï 衣. 二 I玛相

伴.有J札 /~J 文七.有扑币、 :E 妇.??过二l :!L有. 4.1.丧、 1兑汇. i~' 态各异 :走过函，而 .1戈 !iJ 仿佛

叫j-5'lj T 吕l' 片叭11:1lL l:叶之卢 AN_:f 洋大 i吃、 4f一怕繁华 ~(\-V← l到!此外.在卢沟桥旁吐出凡

丁正在将碎银铸成银饺子的打你也Iì.在大明门前等处出现了专门从字银伐克才是的行业一一

钱桌和钱铺、这些反映了明代l电币坷品经济的发展电白银作为货币流通日益广泛的状况

作为明帝 l司的政治中心电北京城坚不仅有立宫禁苑、各级政府机构和官存.而且有来自各

藩 A在国的贡使和 lìi 朱 i边好的外国使臣 这种状况在闺中亦有具体反映:闺中好几处地方出

现成仪r:闷的官员.有气派斐然的京官.有耀武扮成的武官，有的只带七八个随从.步履

自

皇都积胜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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