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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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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6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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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1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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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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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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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闫树军先生的收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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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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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序·收藏天安门的意义，鲍昆最早的承天门（天安门）城楼第一位在承天门上举行登极大典的皇帝《
皇都积胜图》上的承天门明宪宗重建承天门嘉靖年间的承天门《康熙南巡图》中的天安门乾隆皇帝南
巡时的天安门《京师生春诗意图》中的天安门《胪欢荟景》中的天安门中国第一张天安门全景照片同
治大婚时的天安门 光绪元年的天安门光绪大婚时的天安门天安门广场迎来第一位“改革家”第一张拍
摄天安门西侧的影像义和团首次围攻天安门地区 美军成为首占天安门的侵略者八国联军在天安门前耀
武扬威 八国联军统帅瓦德西在天安门前的定格伯顿·霍尔姆斯旅游日记中的天安门两个日本人记录的
天安门天安门前的“北京轿车”“老佛爷”回銮时的天安门皇帝出巡和回銮时的天安门天安门见证首
次官制改革天安门前的“金殿传胪”天安门前的太监从东交民巷远望天安门德国建筑师拍下的天安门
“地球档案”里收藏的天安门《北清大观》上的天安门天安门城楼最后一次金凤颁诏民国初年对天安
门广场的首次改造  天安门内侧的“望君出”天安门前的“西服礼帽皮鞋”天安门前千步廊天安门前
的“龙门”天安门前中华门新景色天安门前首次出现特大素彩牌楼袁世凯天安门上阅兵天安门外中华
门改匾额天安门城楼的新变化天安门前最为滑稽的葬礼天安门前再次飘起大清龙旗天安门前高悬“公
理战胜”蔡元培天安门前高呼“劳工神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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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插图：最早的承天门（天安门）城楼今天的天安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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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承天门（天安门）是农民出身的木匠蒯祥设计并营建的。
所以，我们应当感谢500多年前吴县的木工蒯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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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显示出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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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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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00年，所以说此画至珍至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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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蓝绿梁枋斗拱，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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工部侍郎蒯祥”题名，南京的则没有。
据著名历史学家顾颉刚考证此画为写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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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蒯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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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记

说实话，我对闫树军的“天安门”收藏和天安门系列丛书充满了期待和信心。
2009年的10月1日，注定是个不寻常的日子。
我们将在蔚蓝色的天空下，迎来共和国建国60周年华诞。
我们以当代军人朴素的情感迎接并感悟着这种“不平常”，我们以铁血军人的忠诚，与共和国共舞。
早在2007年8月，我就申报了“天安门”丛书的系列选题。
我觉得这是一件很不平常的事儿。
我认定树军的天安门研究和天安门丛书，将是一个标志性的出版物。
这套为纪念建国60周年而提前两年就着手准备的献礼书，立刻得到了我社各级领导的大力支持和重视
。
如果我说，在中国收藏历史的人物多了去了，可专门收藏“红色”天安门，并以天安门、天安门广场
为轴心，也同时收藏人民英雄纪念碑、革命历史博物馆、人民大会堂，甚至毛主席纪念堂的人却寥寥
无几。
收藏界藏龙卧虎，高手如云，令我们钦佩臣服的也很多。
但闫树军却真的与众不同。
把那些历史图片、影像文物据为己有，算不得什么大能耐。
而能从这些历史碎片中，深挖出有意味的历史细节才是真功夫。
或许，这才是收藏的本质和要义。
他的天安门收藏真是天下一绝的大手笔。
树军的收藏，可以当之无愧地说是天安门“红色收藏”的第一人。
这是到目前为止，全国范围内收藏天安门历史影像最全面的个人收藏。
收藏天安门，研究天安门，少不了收集天安门的图片资料。
但要把从1949年～2009年与天安门相关的2万多张历史图片，一年不落地全部收齐，是要付出代价，也
是要真功夫的。
收藏品是展示各个时代文化精神生活的重要证物。
作为个人，收藏了如此丰厚的天安门资料与藏品，所付出的艰辛是可想而知的。
呕心沥血，侠之大者，也愧不如也。
天安门已经成为我们这一代人心路历程最重要的标志物。
他从小仰慕天安门，第一次来北京，看到真切的天安门，十分激动。
他圆的不仅是他自己的梦，更是中华民族荣辱兴衰、再度崛起的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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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天安门旧影(1417-1949)》：天安门丛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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