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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山名股运句伪劣养~~t城

北京最早的现代公墓、全国殡葬改革示范单位万安公墓位于风景秀丽的香山脚

下。香山地区是京郊西山著名的风景区，集"三山五园"之精萃，在金代时己为中都

胜景。 登临香山可谓是"青松四面云藏屋，翠壁干寻石作梯。满地落花啼鸟寂，倚栏

斜日乱山低。 "而其中的静宣园(今香山公园)依托香山山脉形成风景独到的"山地

园"经清乾隆帝钦题井赋诗，形成了勤政殿、丽瞩楼、绿云航、虚朗斋、 1婴珞岩、

翠微亭、青未了、副11鹿坡、蠕蛛峰、栖云楼、知乐I豪、香山寺、昕法松、来青轩、眼

霜泉、香岩室、霞标暗、玉乳泉、两香馆、绚秋林、唏阳阿、笑蓉坪、香雾窟、栖月

崖、重翠崎、玉华山由、森玉窃、隔云钟等二十八景。其中，内垣二十景、外垣八景，

充满诗情画意，名噪一时。 除此之外，还有别垣二景，即宗镜大昭之庙(昭庙)和正

凝堂，井有著名的"西山睛雪(曾名为"西山积雪"、 "西山雾雪" ) "名列燕京八

景之一， 1934年7月吴质生所著的《香山名胜录》即选此代表性景色为封面 。 更有甚

者，清高宗自香山游胜感诸胜，即景成诗曰"八景冠燕城，最爱香山好"香山的

名气可见一斑。

以香山(静宜园)为代表的成群成片的名胜古迹分布在香山地区，形成了近乎

圆形的"香山名胜图"方国十几平方公里的区域内还遍布着碧云寺、卧佛寺等国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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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物保护单位，双清别墅、松堂等市级文物保护单位，香山小学、熊希龄墓等区级文

物保护单位，以及抗战名将佟麟阁纪念馆、马连良墓和北法海寺、晏公祠等文物暂保

单位，可谓错落有致、美不胜收。其中，万安公墓及坐落其中的全国爱国主义教育示

范基地李大钊烈士陵园，不仅众多名胜古迹环列其四周，而且其自身也是香山地区的

风景名胜之- ((香山名胜录》对此进行了明确的记载。 该书不仅记述了香山(静宣

园)之沿革，还分别记述了园内二十八景及二十八景外之各处，特别是还在最后一

大部分"附园外各名迹"中记载了碧云寺、卧佛寺、演武厅、梵香寺、法海寺、香界

寺、大悲寺、证果寺、潭拓寺、戒台寺等著名古迹，其中就包括万安公墓。该书不仅

记载了万安公墓的地理环境、墓园建筑，还记载了公墓宗旨及规制等内容，井以插图

形式呈现了"万安公墓墓之一"等四种墓型。 由此可见，自建园伊始，万安公墓就声

名鹊起，以其独特地位纳入香山风景名胜之列。

作为香山名胜之一，万安公墓是一处独特的文化景观、园林景观，不仅是岑寂的

墓园，而且是静、绿、美、雅的公园，表现出独有的殡葬文化气质。

一是万安公墓处于西郊香山名胜之区、佳景林立之地，适居其间，如"三山五

园"般也被认为是皇家禁地。据《香山名胜录》记载，清高宗时此地即经钦天监奏

谓"山川灵气所钟，故产此异物(龟蛇) ，因之划为禁地"被认为是"公葬之佳

城"是香山(静宣园)外的-处名迹。

二是万安公墓的规划格局等都经过了精心

的设计，为墓园建筑的艺术丰碑。 墓园的创办者

和早期经营管理者都精于建筑设计，从创办公墓

之始即亲自完成了墓园的规划设计和各项建设，

从至今保留下来的奠基石、华表、石狮、青砖牌

楼、老墓型等处处遗存来看，可请别具匠心，提

升了万安公墓的观赏性。 从今天看来，作为名胜

古迹，这种完美特色的设计主要体现在三个方

面:第一，万安公墓依靠背山面水的独优地势，

采用"负阴抱阳"的建筑格调形式，墓园建筑及

墓碑以东西向坐落为主，规范划分区组和墓区



道路，形成了中西合璧的主体布局 。 墓园大门朝东，面向静明园和昆明湖，大门内为

奠基石，旁侧是中式建筑"万安别墅"和一座青砖牌楼，两边有墓务处和传达室，由

此向里是"万佑平安"卧碑，其两侧是假山 。 公墓的办公服务场所是一个带回廊的中

式小院，内有接待室 、 停灵房、追悼仪式礼堂及休息室等，后来改建为今天人们看到

的庭院式仿古建筑李大钊烈士陵园 。 第二，墓园内的各处建筑和景观环境华美细腻，

如 《香山名胜录》 记载"其建筑垣内有万安堂、经堂、客堂，外则华表、踞狮等，

颇为壮丽。 "公墓大门外景亦十分美观，搭配有青自玉石桥、永别亭、石狮、树木和

两门以示警卫的铁炮等。 特别是公墓章程第12条专门作了规定"本公墓之中央特建

礼堂、追远堂、经堂、休葱、室、办公室、殡舍及道路、桥梁、亭台、牌坊、碑喝、围

墙、池沼、沟渠暨树木、 花草，俱采中外最优美方法布置之。 "还有规定"客堂、

经堂、账房、厨房、休息室等设置周全，均可随意租用 。 "由此可以看到当时公墓设

计者的镇密心思了，正所谓"其设备，力谋尽善，布置周详" 。 需要特别提出的是曾

经立在骨灰堂大门两侧、刻有满汉文字的两座清朝石碑，其中一座是康熙六年十一月

二十六日的 "诺封碑"内容是康熙帝浩封弘文院大学士伊图的父母瓦尔略和纳喇

氏。 清朝时，皇帝对文武官员及其先代妻室赠予爵位名号时使用浩命与教命，不同官

品各有讲究，而且对存者称"封"对己死着称"赠"这就是所谓的"封赠" 。

"浩封"即是对五品以上存着所授浩命的称谓，对六品以下所授赖命即称为"教封"

或"赖赠" 。 万安公墓骨灰堂前左侧曾立的石碑碑首就可见金文大篆体的"浩封"二

字，从内容上看也是对五品以上存着所授的话命，而不是有人认为的"教封" 。 另外

一座是乾隆六年岁次辛菌三月丙寅朔越二十六日辛卵的"谕祭碑" "谕祭碑"三字

亦可见于碑首，谕祭即"谓天子下旨遣使祭臣下"此碑是乾隆帝遣礼部右侍郎兼太

常寺行走满色祭拜贵州总督张广j四父张铺、母盛氏和王氏之灵，与旁侧的"浩

对应，从内容上来看，这座石碑应称为"诺赠碑"了 。 关于两座石碑的来j丑:

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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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园运来的，也可能是万安公墓距离圆明园很近的缘故吧。 由于考虑到安全因素及恢

复万安公墓的原貌，突出奠基石和骨灰堂牌楼这两大标志，这两座石碑己挪放于墓园

内的其他位置，形成别致的景观点。 以上这些建筑景观历经岁月沉淀，是对生者和逝

者的封赏、祭奠和纪念，增加了万安公墓的历史厚重感和文化底蕴。 第三，最为宝贵

的设计是墓穴的设计，包括地上看得见的墓碑、墓盖和地下看不见的墓穴扩体的设

计，万安公墓的墓穴式样十分美观，质量十分坚固 。 亮点体现在两个方面:其一是墓

穴分五个等级，分别称为福字墓、禄字墓、寿字墓、喜字墓、荣字墓，采用不同的建

筑材料和工艺，墓表辅以个性的"目(出) "字花纹、 "五福"图案等，甚至分三等

设计墓穴的做法式样，有的墓穴形状采用西洋形式，还有具有深刻寓意和特色的方尖

碑，墓穴施工十分讲究，墓园总经理亲自监工，并且专备用于墓六维护等用途的善后

基金;其二是对墓穴进行了整齐规划，实行划区分穴、详绘墓图、挨次编号、按规建

穴，这在公墓章程中作了明确的规定，如1941年修订章程第三章"墓规"中第十七条

即为"穴制"详细规定了对墓穴规划的要求，即为"本公墓备有墓穴区组详图、

编号，规定每穴长度三公尺六六合十二英尺，宽度一公尺三八合六英尺(应该是不到

五英尺，可能计算或书写有误) ，每三十穴为一组，前后距离每六尺宽为支路，左右

距离每二十尺为干路"第十八条规定了"建穴"的要求，即为"本公墓为整洁

墓容卫生观瞻起见，特定建穴规则，不得沿用旧式土坟及浮屠等，按地势宣于背山面

水，东西向任选，南北葬亦可，惟墓面工程不得做南北向，以正秩序，立碑于头后为

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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宜，穴地内得建素土、灰土、砖石、洋灰、铁筋等扩均可，月台高离地平面二英尺为

限，如台阶占用支路，须经核准，以不碍交通为限......"以上这几个方面都体现出墓

园开拓者的精妙设计，是留给风景名胜万安公墓和后人(包括墓园管理者、使用者、

参观游览者)的宝贵财富。

三是作为香山风景名胜之万安公墓积极向社会开放，进行宣传推介。其

一是免费对外开放，接受公众参观，如1938年4月 17 日《益世报》报道"万安公

墓为方便参观游览特设立开放日"也曾规定 11本公墓特定上午九时至下午五时

开放游览，随意参观。 "并规定了参观要求，如未经特许，车马等概停大门外以

维秩序，还规定 11本公墓内任何建筑物及陈饰品或花草树木等一概不准毁损、探

(采)、踏"。其二是进行广泛宣传，如前文所说，特意拟定了公墓墓徽，公开使

用在公墓章程、信笼及宣传资料上，至今仍在沿用，并申请注册了万安商标。拟定

了"经主管官暑依法登记有案，以昭郑重，而垂久远"的公墓章程，供公众免费索

阅 。 最为值得一握的是， 20世纪40年代曾在《晨报》上做广告，发布了 130余字的

"万安公墓启事"以简洁鲜明的广告词形式对万安公墓的环境、交通、设备、服

务等作了宣传推广。

正是随着万安公墓历史地位和社会声誉的不断扩大，许多社会知名人士选择长眠

于此，在墓园内形成了许多名人墓景点。特别是公墓创办三年后的1933年4月 23 日，

中国共产主义运动的先驱、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杰出的无产阶级革命家、中国共产

党的主要创始人之一李大钊烈士安葬在万安公墓土区仁组，五十年后的1983年3月 18

日移灵于中共中央决定修建的、古朴典雅的李大钊烈士陵园 。 李大钊烈士原墓址作为

"公葬地址原貌"永久保存，是万安公墓的红色旅游风景点之一。在万安公墓院内，

占地2200平方米的李大钊烈士陵园则成为"全国红色旅游经典景区"和"北京市红色

旅游景区"纳入京津冀红色旅游精品线路，打造出"万安公墓追思先烈游"品牌，

每年接待数万人前来参观游览。

今年正是李大钊烈士陵园落成三十周年，三十年前落成典礼那-刻的隆重场景永

远定格在陵园发展的历史幌间 。 让我们以此为契机，依托香山名胜区之优势，开启万

安文化建设的新篇章，把万安公墓建设成更富内涵及人文气质的红色旅游风景区和生

命教育基地，共飨万安文化盛宴。



李大钊 (1889.10.29-1927.4. 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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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生的目的，在发展自己的生俑，可是由自为发

展生仿!由1页牺牲生甜的时候。因为平同的发展，自时

。 结

调。高尚的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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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共产主义运动的先驱

李大钊

李大钊，字守常，原名李雷年、字寿昌，河北乐亭人。中国共产主义运动

的先驱、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杰出的无产阶级革命家、中国共产党的主要创

始人之一。

1889年10月 29 日(农历十月初六) ，李大钊出生于河北省乐亭县大黑1它村，他在这里度过

了童年和少年时期。 此时的中国正处在帝国主义列强加紧侵略和封建统治愈益腐朽而造成的深

重灾难之中，国家和民族濒于危亡的边缘。 七岁起，李大钊在乡塾读书，接受了九年的私塾教

育。 1905年， 16岁的李大钊离开家乡，入读永平府中学，以优异成绩度过两载光阴，井开始接

手.

永平府中学堂官师学生合影 (前排右七为李大钊 )

触新学，阅读康有为、梁

启超等人的著作和当时宣

4 传新思想的书干1]，开阔了

视野，激发了爱国热情。

后因感于国势之危迫，急

思深研政理，求得挽救民

族、振奋国群之良策，李

大钊弃考"非我所喜"的

北洋军医学校、 "违我素

志"的长芦银行专修所，

乃赴天津投考北洋法政专

门学校，自 1907年起在此学习达6年之久。 在校期间，李大钊习法政诸学及英、日语学，广泛

接触了新学，随政治知识之日进，而再建中国之志趣亦日益腾高 。 他曾担任北洋法政学会编



在天津北洋法政专门学校

读书时的李大钊

辑部长，在 《言治》 月刊上发表了 《大哀篇》 、 《隐忧篇》

及许多诗文，面对辛亥革命后封建军阀篡夺政权、新生的共

和国有名无实的现状，无情批判专制统治，发出自己的"隐

忧"和"大哀"开始探求新的救国救民真理。

1913年夏在北洋法政专门学校毕业后，为了进一步深造

和寻求救国救民真理，年底李大钊在友人资助下含愤东渡日

本留学 。 1914年，他就读东京早稻田大学政治本科。 在学习

期间，他深受日本安部肌雄、河

上肇等社会主义学者的影响，广

泛阅读进步书刊，开始接触社会

主义思想和马克思主义学说，

井开始研究关于介绍马克思主义

的著作，还曾与同学张润之合译

《中国国际法论)) ，开阔了知识视野和眼界，高度的爱国主义和

革命民主主义思想有了进一步的发展。 他还以文会友，在日本结

识了章士îlJ 、陈独秀等人，对日后的思想和工作产生深远影响 。 1914年的李大钊

1915年，在日本向中国袁世凯政府提出"二十一条"亡国条件后，李大钊积极参加留日学

生总会的爱国斗争，代表中国留日学生总会执笔撰写6000余字的 《警告全国父老书 )) ，通电

全国，揭露日本帝国主义井吞中国的侵略野心和袁世凯丧权辱国的罪行，指出吾国民今日救

国之责"首须认定中国者为吾四万万国民之中国，苟吾四万万国民不甘于亡者，任何强敌，

李大钊在日本的合影(右一为李大钊 )

亦不能亡吾中国于吾四万万国民未死

以前"有力推动了反日爱国运动 。

1916年，李大钊参与组织秘密革命团

体"神州学会"团结了一批留日爱

国知识分子 。 他从爱国主义立场出

发，逐步成长为真正的民主主义者。

同年5月，在留日学生总会担任文事

委员会编辑主任时，他在主编的 《民

彝 》 杂志创刊号上发表 《 民彝与政

治》 一文，阐述了自己的民主政治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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想，为以后接受和传播马克思主义思想奠定了基础。

从日本回国后，李大钊满怀创建"青春之中华"的兴奋心情，从上海来到北京创办 《晨钟

报)) ，欲振此晨钟，唤起吾民族之自我的自觉，担当起青春中华之创造的使命，从而开始了他

求学救国结束后崭新的探索之路。 1916年8月， ((晨钟报》 正式创刊，李大钊担任总编辑，他

在创刊号上发表 (( <晨钟〉之使命一青春中华之创造)) ，写道:

"青年之文明，奋斗之文明也，与境遇奋斗，与时代奋斗，与

经验奋斗。 故青年者，人生之王，人生之春，人生之华也。 "

他号召青年"当努力为国家自重"为"索我理想之中华，青

春之中华"而斗争。 后因 《晨钟报》 言论受到干涉，李大钊辞

去总编辑职务，应约为 《宪法公言》 杂志撰稿，发表 《省制与

宪法》 等文章，表达自己的主张，为制定理想的宪法进行了大

量理论宣传工作。 回国后的李大钊还积极投身正在兴起的新文

化运动， 1916年9月他撰写的 《青春》 一文发表在 《新青年》

第二卷第一号上，深情地写道"以青春之我，创建青春之家

担任 《晨钟报》 总编辑时的李大钊 庭，青春之国家，青春之民族，青春之人类，青春之地球，青

春之宇宙，资以乐其无涯之生"阐发了革命民主主义的唯物主义的宇宙观和人生观，号召青

年"冲决历史之侄桔，涤荡历史之积秽，新造民族之生命，挽回民族之青春。 "他陆续在此刊

发文近20篇，宣传民主、科学精神，抨击旧礼教、旧道德，向封建顽固势力展开猛烈斗争，喊

出时代最强音。

1917年 1 月，李大钊应章士钊之邀担任 《 甲寅》 日刊编

辑，近五个月发表《调和之法则》 等70篇文章，激烈地攻击反

动统治和封建文化，对孔教进行了有力批判 。 面临封建帝制复

辟和军阀专权，在艰难的探索过程中他作诗"英雄淘尽大江

流，歌舞依然上画楼。 一代声华空醉梦，十年潦倒剩穷愁"以

寄怀，以"大凡新命之诞生，新运之创造，必经一番苦痛为之

代价"的信念，继续苦苦探索和追求新中华之道路。

同年底，李大钊来到全国最高学府、新文化运动的中心北

京大学 。 到北京大学工作不久，他就参加了 《新青年》 编辑部

工作，与陈独秀、钱玄同、胡适、鲁迅、沈尹默、高一涵等轮流
担任 《新青年》 轮流主持编辑

时的李大钊

编辑 《新青年)) ，以此为新文化运动的阵营，宣传反帝反封建思想，宣传十月革命和马克思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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