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翟翔 施雨岑 杰文津

洪亮的自鸣钟声准时从
紫禁城交泰殿传出。

钟声未落，紫禁城值房中
的大清高官们纷纷掏出揣在
补服中的西洋怀表，校准各自
的时间。

早在 18世纪前后就开始
为紫禁城报时的大自鸣钟，今
天仍安放在故宫交泰殿。

大自鸣钟所在的交泰殿，
得名于“天地交而万物通”的
古老东方智慧。“天地交”催动
时间，浩浩荡荡奔涌不居，意
味着进取创新；“万物通”突破
空间，取长补短生机勃发，意
味着开放交流。

它的外壳是楼阁型木柜，
高5.57米，黑漆描金。背面有一
小梯，登上去可以给钟上弦。早
在雍正年间，宫中就有按例维
修养护这座大钟的规矩。

然而如此大名鼎鼎的宝
物，来历却神秘模糊。

据清宫造办处档案，嘉庆
二年（1797 年）交泰殿发生火
灾，大自鸣钟被毁。现存这座是
嘉庆三年重新按原物重制的。那么问题来
了，被烧毁前的大钟是何来历呢？对此各
方说法不一。一种说法认为，这座大自鸣
钟是由清宫造办处学习西方精密机械技
术后仿造而成。另一种说法则更有戏剧
性，认为这座大自鸣钟就是意大利传教士
利玛窦进献给明万历帝的那一座。

但无论是“国产仿制”或是“原装进
口”，大钟的身世不能改变一个事实：它
既是科学交流的先驱者又是时代兴替
的见证人。而它在不同时代所经受的褒
贬态度里，往往藏着历史风向的密码。

允文允武的清圣祖康熙帝，自幼钟
爱世界先进科技，自鸣钟也是他的“心
头好”。他曾御制《咏自鸣钟》诗：“法自
西洋始，巧心授受知。……清晨勤政务，
数问奏章迟。”诗里将自鸣钟这项来自
西方的科技，用于监督自己勤政治国，
从中不难看出，对康熙帝而言，大自鸣
钟是他的“勤政钟”“强国钟”。

而到了自诩为“十全老人”的乾隆
帝时期，对大自鸣钟的态度却有了微妙
的变化。乾隆十年(1745年)，大钟虽然仍
保持了留置交泰殿的“待遇”，但却添了
位新朋友——乾隆帝命造办处按近千

年前的唐朝技术制作了一尊古代水力
计时设备——铜壶滴漏，也放在交泰殿
内，与大钟相向而立。

一中一外两尊“时计”同殿而立，本
来也算盛事，可乾隆帝命人刻在铜壶滴
漏外壁的铭文中却有“较自鸣钟，淫巧
徒传”这样对自鸣钟贬斥蔑视的词句。

乾隆帝闭塞自大的态度成为此后
百余年里清王朝对世界先进科技、全球
文明交流的官方态度。“玩艺”——此后
直至鸦片战争，中国对西方科技的引
进、使用与认知再未超过这两个字范
畴。据说英法联军火烧圆明园时，侵略
军惊讶地发现，那些乾隆年间来华的外
国使团献上的当时最先进枪支弹药与
科学设备样品，连外包装都不曾拆开。

大自鸣钟仍在紫禁城里准点报时，满
朝文武怀里的表依然走着，精神的钟摆却
早已停了。而此后百余年间的屈辱与苦难，
都是一个民族为这停滞付出的代价。

大自鸣钟今天已不再计时用，而它
所身处的这个国家也早已凭借创新与开
放赢得了应有的尊严与安宁。这座传奇
的大钟仍默默矗立，提醒人们：不闻“钟
声”，炮声不远；交流开放，国泰民安。

对大土包的三个猜测

北魏皇家祭天遗址，专业名为呼和浩
特市武川县坝顶遗址，位于内蒙古自治区
呼和浩特市武川县大青山乡坝顶村西南1
公里处的蜈蚣坝坝顶之上。蜈蚣坝顶部山
势平缓，海拔高度达1660米，遗址即坐落于
这片平缓山地的中部，东侧及北侧为S104
公路自呼和浩特市市区至武川县的上行
路，西侧为乌素图沟，南望土默特平原。

坝顶遗址远望如一个圆形大土包，具
体则是由壝埒、内辟雍、内外垓和外辟雍
由内向外构筑而成，分布范围约 10000平
方米。近年来，遗址附近的坝顶村村民耕
种土地主要是围绕内外辟雍进行耕种，使
遗址的本体受到一定程度的破坏，但遗址
的主体形制犹存。除了位于遗址东南部分
外垓的墙体受到村民耕地的破坏，平面形
制不可辨，其余遗迹均保存较好。

坝顶遗址在20世纪80年代开展的第二
次全国文物普查中已被发现，后来又有学者
做过调查，但对其性质一直存在争议。对于
坝顶遗址性质的认定，主要有魏帝行宫、北
魏白道城下属的烽戍等观点。2014年，内蒙
古自治区文物考古研究所的相关业务人员，
对坝顶遗址进行了详细调查，通过对遗址形
制结构及遗物的综合分析，结合文献记载，
初步推断该遗址为一处北魏礼制建筑遗存。

历时两年发掘揭开神秘面纱

张文平研究员讲述了考古发掘过程。近
年来，坝顶村村民围绕着遗址内外辟雍的圆
圈耕种，对遗址的破坏越来越大。鉴于该遗
址的重要性，需尽快明确遗址性质，在此基
础上予以妥善保护，是非常必要的。2019年、
2020年申报国家文物局主动性考古发掘项
目，对该遗址开展了考古发掘工作。

坝顶遗址发掘共布置了 10米乘 10米

探方 100个，基本对遗址实现了全覆盖。
2019年度的考古发掘区选择在遗址东南
部，涉及遗址的壝埒、内外辟雍和内外垓。

经发掘，在内辟雍的堆积土层中，出土
有陶片、残砖、板瓦、木炭等，多系北魏遗物。
内辟雍底部出土的动物骨骼，经中国社科院
考古研究所动物考古学专家鉴定，种类为
马、羊，个体为12匹马、2只羊，其中一只为
山羊。部分动物骨骼表层或局部碳化，有火
烧痕迹，周围覆盖有红烧土和碳化木头。初
步推断，这些动物骨骼为祭祀用品。

2020年的发掘工作集中于壝埒内部。
发现夯土墙内壁有均匀分布的壁柱，内部
地面上散落大量的木构件，出土有陶器、
石器、铁器等。圆形夯土墙东南方向有长
约8米、宽约1米的门址。

考古人员在遗址中部发现一座皇帝

祭天的圆形房屋遗址，房址内径约 15.5
米，外径约32.5米，东南部留有宽约1米的
门道，房内出土少量祭祀用的陶罐。在圆
形房屋外围有内外两道放羊、马等祭品的
环壕，从中出土少量马和羊的肢骨等。圆
形房屋外边还发现内外两个垓，即皇帝祭
天时文武官员陪祭站立的平台。

张文平说，该遗址所在位置，北魏时期
名为白道岭，白道岭之上有白道贯通阴山南
北，遗址即位于白道之上。据《魏书·高祖纪》
记载，太和十八年（494年）孝文帝元宏北巡
阴山，曾于阴山之上“观云川”，即观天象。孝
文帝“观云川”之地，极有可能与该遗址有
关。综合来看，该遗址为北魏时期盛乐及阴
山地区一处重要的皇家祭天遗址。

其形制非常类似于北京天坛

张文平说，虽然史书上与北魏皇家祭
天相关的记载很多，但在此次发掘之前没
有发现过北魏皇家祭天遗址。此处皇家祭
祀遗址在形制上结合了中原王朝祭祀礼
制和北方游牧民族祭祀传统，年代上早于
西安隋唐圜丘和北京明清天坛，为研究我
国古代皇家祭天发展史、北魏祀天礼仪制
度提供了珍贵实物证据。

张文平介绍，坝顶祭天遗址其形制非
常类似于北京天坛的圜丘和西安圜丘。作
为明清两代皇帝祀天祭坛的北京天坛圜
丘，始建于明朝嘉靖九年（1530 年），清乾
隆十四年（1749年）和十八年二次改建。西
安圜丘初建于隋，废弃于唐末，是隋、唐二
朝皇帝进行祭天活动的礼仪建筑，位于唐
长安城明德门遗址东约 950米处，即今西
安市雁塔区陕西师范大学以南。

“蜈蚣坝上的坝顶圜丘遗址与西安圜丘、
北京天坛圜丘相比均为坛式建筑；其与西安
圜丘的构筑材质相同，均为夯土筑造，而北京
天坛圜丘为石筑；西安圜丘有十二陛，北京天
坛圜丘有四陛，而坝顶圜丘遗址仅一陛；坝顶
圜丘遗址的圆形台体周缘有土筑垣墙环绕，
北京天坛圜丘的圆形台体周缘为汉白玉柱
栏，而西安圜丘的圆形台体是开敞式的；北京
天坛圜丘顶层中心位置放置有一块圆形天心
石，西安圜丘顶层中心位置可见一个小凹坑。
而坝顶圜丘遗址顶层中心现为一个盗坑，原
始遗迹已不存在。”张文平解释道。

圜丘祭天为历代王朝皇家的专利，那
么坝顶圜丘遗址作为北魏时期的一处遗
址，与北魏王朝的皇家祭祀活动有何关联
呢？如《魏书·礼志四之一》记载：太宗神瑞
元年（414年），“又于云中、盛乐、金陵三
所，各立太庙，四时祀官侍祀。”云中即今
呼和浩特市托克托县古城村古城，盛乐即
今呼和浩特市和林格尔县土城子古城，均
位于今土默特平原之上，为拓跋鲜卑代国
及北魏早期的行宫所在。根据史书记载，
坝顶圜丘遗址应该就是附属于魏帝行宫
阿计头殿的一座祭坛的遗址。

交泰殿大自鸣钟传奇

黄建强

在兰州市城关区省政府旁边，兰
州市中央广场东侧山字石街，有一座
小巧玲珑的古庙，藏于闹市中心，少
有人知。这座寺庙就是文殊院，是甘
肃省级文物保护单位。

兰州文殊院的知名度不高，就
连很多久居兰州的当地人，也没有
留意过它，当然也就没有多少游客
知道它了。实际上，如果你问兰州本
地人文殊院在什么地方，很多人恐
怕也会一头雾水，就算是知道这座
寺庙的兰州本地人，也通常不会将
这座寺庙叫做“文殊院”，而是叫做

“左营庙”。
左营庙修建于明朝末年。后经

清代乾隆、道光年间两次扩建，规模
宏大，建筑风格独特，在历史上颇具
影响力。清光绪年间，洛桑慈成喇嘛
从西藏学经归来后，任该寺住持多
年，从此该庙成为兰州藏传佛教寺
庙。

关于左营庙的来历有两种说法：
一种是清朝末年，陕甘总督左宗棠来
到金城，看到这个禅院破旧衰败，就
出资重新修缮，以后人们就称之为左
营庙。还有一种说法是，清朝时期，兰
州信奉佛教的居民出资分别在兰州
城东南西北各修建了一座庙宇，分别
是左营庙（现山字石街）、右营庙（现
萃英门一带）、北营庙（现永昌路一
带）和南营庙（现双城门一带）。由于
清代以后兰州多次遭受战争创伤，其
余庙宇损毁殆尽，只剩下左营庙这一
座庙宇。

左营庙变成文殊院，也有来历。
据说，甘肃省佛教协会会长嘉木样
活佛在藏传佛教中意为文殊菩萨
的化身，左营庙后来就更名为文殊
院。文殊院目前是甘肃省佛教协会
所在地，也是一处开放的佛教活动
场所。

兰州文殊院:

藏在闹市的古庙

韦衍行

近日，国家文物局在答复全国人大代表关
于“重建圆明园，加强国家爱国主义文化建设的
建议”时称，重建圆明园缺乏必要的考古及历史
文献依据，且将改变圆明园遗址被列强破坏的
历史现状，应慎重论证其必要性和可行性。

国家文物局表示，圆明园遗址不仅是清代
皇家园林的重要代表，更是近代中国被侵略、殖
民的历史见证。遗址以断壁残垣告诫后人勿忘
国耻、警钟长鸣。

高平

一个大青山上的大土
包，困扰了考古人员40年。

近日，内蒙古考古
研究所对外公布了这个
大土包蕴含的历史文化
密码——1500年前的
北魏皇家祭天遗址。

据史书记载，北魏
孝文帝 494 年迁都洛
阳之前，“行幸阴山，观
云川”，即来到阴山祭
天观天象。

考古学家一直在
寻找这个“观云川”的地
方。内蒙古自治区文物
考古所副所长、本次考
古负责人张文平研究
员认为，初步判断，孝文
帝“观云川”就在这个地
方。根据对出土文物的
年代鉴定，初步推断这
一遗址使用时间大体
在公元430年至490年
之间。

未来将用虚拟方式
再现圆明园昔日盛景

国家文物局高度重视圆明园遗址的考
古、保护与展示利用工作。2000年批复《圆
明园遗址公园规划》，2010年将圆明园遗
址列入首批国家考古遗址公园，2014年批
复《圆明园遗址考古工作规划（2014-2020
年度）》。“十三五”期间，国家文物局和北京
市人民政府共同推进大宫门、紫碧山房、如
园、舍卫城等遗址考古发掘，以及重要节点
本体保护、遗址展示、环境整治等方面工
作，有效改善了圆明园遗址的整体风貌，充
分发挥了圆明园遗址的国耻纪念地和爱国
主义教育基地作用。

下一步，国家文物局将与北京市人民
政府共同做好圆明园国家考古遗址公园建
设，进一步发挥教育、宣传和展示功能，不
断提升圆明园的展示利用水平。同时支持
北京市人民政府加强圆明园文化价值传
播，采用数字化等虚拟方式再现圆明园昔
日盛景，并结合考古工作开展形式多样的
公众考古活动，宣传、普及圆明园遗址核心
价值内涵，正确认识圆明园遗址所反映的
近代中国灾难深重的历史事实和中华民族
自强不息的奋斗精神，充分发挥圆明园国
家考古遗址公园的爱国主义教育基地和文
化遗产展示窗口作用。

保留历史记忆
遗迹修复要“修旧如旧”

其实，不只是圆明园，漫漫历史长河，
留下了众多承载着人类文明的文化遗产。
岁月变迁，它们或被风化雨蚀、或被人为破
坏，开展保护工作迫在眉睫。

对于文化遗产的修复，中国文化遗产
研究院院长柴晓明曾说，“‘修旧如旧’‘最
小干预’是文物保护的国际共识。”“修旧如
旧”就是指在修复之后最大程度地恢复文
化遗产原初的状态，使其可以真实地展示
历史原貌。

中国是“吴哥古迹保护国际行动”最
早的参与者之一。吴哥古迹建筑大多由石
块建造而成，由于年代久远，损毁或者丢
失的石构件非常多。为了不改变文物原
状，我国工作人员根据史料找到了上千年
前吴哥古迹建造时的采石区域，发现了和
文物本身材质相同的石头，修复过程中新
增配的石材比例也严格控制在15%以内。

“修旧如旧”原则也被广泛用于城市
历史街区的保护中。佛山祖庙、东华里历
史街区等国家级文物保护单位，简氏别
墅、文会里嫁娶屋等省级文物保护单位
……岭南天地云集了 22 处文物保护单
位，城市发展过程中，岭南天地采取修旧
如旧的改造模式，让大量岭南特色建筑得
以保留，整体街区也保留了传统风貌和历
史记忆。

万物有所生，而独知守其根。追古溯
昔，人类将历史的记忆镶嵌于砖瓦之间。在
文化遗产保护中做到“修旧如旧”，就是尊
重文物本身以及它所连带的历史，代代传
承、生生不息。

提升展示利用水平
“开”遗址公园之“生面”

如何让丰富的文物资源转化为大众喜
闻乐见的展览交流也是遗址公园面临的课
题。展示并不是单纯地“摆”和“放”，而是需
要把学术的东西通俗化、知识的东西趣味
化、复杂的东西简明化。为此，国内许多遗
址公园都根据自身实际情况调整表现方
法，通过不同形式把遗址的故事“说”给观
众听。

南昌汉代海昏侯国遗址公园在这方面
下足了功夫。公园结合汉文化特色及自然
景观策划推出了汉阙迎宾、海昏遗韵、瑗璧
礼天、灵湖夕照、金堤漫步、虬龙潜野、墎墩
怀古、西门望月、都城探幽和鄱湖观鸟十大
景观，串联成园区文化游览路线；遗址公园
内的海昏侯博物馆则利用人工智能等现代
科技手段，真实还原汉代社会风貌、生活习

俗等，让游客与文物零距离接触。
位于杭州的良渚古城遗址也积极拥抱

新技术。国庆假期，遗址公园引入AR导览
眼镜，戴上这款眼镜对部分指定文物展品
进行扫描，便可了解展品背后的故事。在观
看刻鸟立高台符玉璧时，会看到里面的小
鸟活灵活现地从玉璧中飞出。这种体验让
观众感受更为直观、深刻和有趣，不仅给游
览者提供了更丰富的信息，而且还拥有了
更具吸引力的表现形式和叙事方式。

遗址公园是世界认知和了解中国的窗
口，提升遗址公园的展示利用水平，不仅可
以对遗址原貌进行直观呈现，让观众领略
其拥有的历史文化、科学技术、艺术审美等
基础价值，更能将深度的文化内涵阐释为
观众看得清、听得懂的生动故事，向世界展
现全面、真实的华夏文明。

重建圆明园？
国家文物局：慎重论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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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雷峰塔不仅复原原塔建造风格新雷峰塔不仅复原原塔建造风格，，更像罩更像罩
子一样保护着原始的塔基子一样保护着原始的塔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