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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北京是一座奇异的城市，酒吧与茶馆毗邻，现代建筑与四合院衔接，从青灰色的胡同里走过，脚边下
马石上还残存着往霸的荣光，再往外，却是摩天大厦和川流的车辆。
过去、未来在胡同的两端遥遥相望，宛如一段可回首的人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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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故宫之午门　　午门是故宫的正门，俗称五凤楼。
午门当中的正门平时只有皇帝才可以出入。
在历史上，午门见证的重要时刻数不胜数：皇帝下诏书、下令出征、宣读圣旨、颁发年历书等都要在
此进行。
届时文武百官都要齐集午门前广场听旨，每次殿试考中状元、榜眼、探花的三人可以从此门走出一次
。
文武大臣进出东侧门，宗室王公出入西侧门。
　　故宫之三大殿　　故宫的外朝由著名的三大殿组成：太和殿、中和殿、保和殿。
其中太和殿最为高大、辉煌，皇帝登基、大婚、册封、命将、出征等都要在这里举行盛大仪式，其时
数千人高呼“万岁”，数百种礼器钟鼓齐鸣，极尽皇家气派。
中和殿是皇帝出席重大典礼前休息和接受朝拜的地方。
最北面的保和殿则是皇帝赐宴和殿试的场所，每次的钦点状元们就在这里产生。
　　故宫之乾清宫　　内廷三大殿是皇族的生活场所，乾清宫是故宫内廷正殿。
它高20米，重檐庑殿项。
殿的正中设有宝座，两头有暖阁。
乾清宫是封建皇帝的寝宫兼工作间，清康熙前此处为皇帝居住和处理政务之处，雍正后移居养心殿，
但仍在此批阅奏报、选派官吏和召见臣下。
这里是无数清宫连续剧的采景处，相信大家对那块“正大光明”匾早已不陌生。
　　十三陵：龙脉在这里栖息　　[往事]何处是归途　　通过“靖难之役”夺权后，明成祖朱棣决定
迁都北京，以避开南京不利的政治舆论环境。
之所以选择北京作为首都，除了利于防卫蒙古人的侵犯，还因为北京是他的“龙兴之地”，风水极佳
。
　　作为辽、金、元三代的都城，北京左环沧海，右拥太行，内跨中原，外控沙漠，无论从军事、政
治的角度还是“形势宗”所持的风水角度，都是封建时代中国建都的上佳之地。
但在按照南京紫禁城的形制修建北京城和紫禁城之前，明成祖朱棣首先选择建设的，却是未来明朝皇
室的陵寝。
　　永乐六年（1408年），朱棣派礼部尚书赵羽工远赴北京城郊为自己选择陵地。
次年三月，明成祖朱棣为迁都再次来到北京，并命赵羽工和江西风水术士廖均卿在北京周边寻找万年
吉地。
赵、廖二人最初选定京西燕家台，因与“晏驾”谐音，觉得不吉而作罢。
后来廖均卿等人又勘察了北京西郊的狼儿峪和潭柘寺。
由于明朝皇室姓朱，朱（猪）岂能入狼口！
潭柘寺由于已经有寺院，也不适合建陵墓，加上区域狭小，缺乏后世子孙陵寝建造的空间，只得放弃
。
直到最后，廖均卿才向朱棣推荐了位于北京昌平的天寿山地区（当时称黄土山一十八道岭峰）。
　　永乐七年（1409年）四月，朱棣驾临昌平。
同年五月初八正式点穴，开始动工兴建陵寝，并封黄土山为“天寿山”。
永乐十一年（1413年），玄宫落成，被命名为“长陵”。
　　[人物]刘罗锅巧对乾隆盗墓　　在明十三陵中，除思陵外，每座陵墓前都有一座龟驮碑，在当时
的条件下是用什么方法将碑立到龟背上的呢？
传说当初明成祖为朱元璋建碑时，因龟趺太高，石碑怎么也立不上去，可把管工程的人急坏了。
一天，他梦见神人对他说：“想立此碑，必须龟不见碑，碑不见龟。
”醒后，他想了一想就明白了。
到工地后，他叫人往龟背上运土，把龟埋起来，然后顺土坡将碑拉上去，等碑立起后，将土去掉就行
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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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过了碑亭有24个石兽，12个石人，这些石刻都是很精巧的，可是每个都残破了一两处，为什么这
么硬的白玉石会残破了呢？
　　当初，清朝乾隆皇帝打算把自己的坟地打扮得更好看一点，就想把十三陵的石人、石兽给搬了走
，放在自己的坟地前面。
他派刘罗锅刘墉，先到十三陵看看，再商量怎么搬法。
　　刘宰相万般不乐意，也想不出好办法来，晚上正坐在屋里发愁怎样保留住十三陵的石人、石兽，
突然发现石人石兽全跑家里来了，求宰相想办法。
刘罗锅二话不说蹦起来就往石人石兽身上打，把他们打得满身伤痕，全打跑了。
　　第二天一早，刘墉跟随从说：“咱们再去瞧瞧石人、石兽，好回去交差。
”等到他们又来到石人、石兽跟前，刘罗锅装作仔细瞧的样子，瞧了一遍又一遍，忽然惊叫起来：“
你们瞧，原来石人、石兽都是残破的呀！
这怎么能给咱们皇上用啊？
”于是回去交了差，告诉皇上：十三陵的石人、石兽都是残破的，都是不能用的。
因此，十三陵的石人、石兽就被保留下来了。
　　[观景]龙脉风水长　　如此壮丽的明代皇陵经近600年风雨能够完整地保存至今，在中国朝代更迭
的历史上殊为难得。
事实上，在17世纪初明清交替时期，就曾经发生过三起大规模毁坏皇陵的事件：为了遏制后金的侵略
，明王朝挖掘了他们认为是后金祖先的金朝皇陵；崇祯末年张献忠的部队毁坏了位于安徽凤阳的明朝
皇陵；以及明王朝挖掘了李白成祖坟。
　　所有这一切被中国人认为是奇耻大辱的行为目的只有一个，就是断绝对手的“龙脉”，破坏对手
的“风水”。
古代帝王认为，只有占据了天下最好的“龙脉”，江山社稷才能固若金汤，阳宅（宫城）和阴宅（陵
寝）若均能占据绝佳的“龙脉”，国运和王气才会悠长不绝。
　　北京的“龙脉”源自万山之祖的昆仑山，北京“龙脉”所在的北干龙是天下最长的龙脉，昌平的
天寿山正居于北干龙的“龙结”。
大明王朝的紫禁城和十三陵之风水同属一脉，明朝的历代皇帝生前身后均享用着中国最好的风水吉地
，彰显出明朝统治者意欲利用风水永统天下的谋略和雄心。
　　好的风水注重的是山环水绕，十三陵三面环山，位于一个封闭的小盆地内，由多条河流汇集的朝
宗河自西北入，东南出，在陵区内蜿蜒环绕。
天寿山的水口在东山口，东山口的东北方是蟒山，西南方是汉包山，两座高大的山峰对峙形成水口，
水口内则有平台山和影山，“四山对峙，相向合抱”，形成风水中最为完美的水口形势。
在风水学中，水口之作用是锁住“生气”，水流把“龙脉”之气带动起来，在陵区内潆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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