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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轴线”上的主要建筑

“中轴线”是北京城的中心和脊梁，因此所有的
主要建筑，大都沿“中轴线”而排列，或串线而建，或分
列两旁。其中由“中轴线”串联起来的建筑，共有30

多处，由南到北可分为四个段落和层次。
第一部分：从永定门到前门箭楼以南。主要有

永定门、天桥、正阳桥坊等，其中永定门城楼和箭楼，
都于1957年被拆除。2005年，重新复建了永定门城
楼。天桥于1934年被拆除，2013年，在原址的南侧
复建。

第二部分：从正阳门箭楼到天安门南。主要有
正阳门（前门）箭楼、正阳门城楼、中华门（明称大明
门，清称大清门，民国时改为中华门）。中华门早在
1954年就已经拆除。据说它的位置，就在毛主席纪
念堂一带。当然，后来建的人民英雄纪念碑和毛主
席纪念堂，也都在“中轴线”上。

第三部分：从天安门到北上门，也就是故宫内的
建筑。这一部分，是“中轴线”的核心，也是皇权的象
征。主要建筑有天安门、端门、午门、太和门、太和
殿、中和殿、保和殿、乾清门、乾清宫、交泰殿、坤宁
宫、坤宁门、御花园、钦安殿、顺贞门、神武门、北上
门。这个北上门，在神武门之外，也于1956年被拆除
了。但故宫内的建筑，全都保存完好。

第四部分：从景山门到钟鼓楼。这一阶段的主
要建筑有：景山门、绮望楼、万春亭、寿皇门、寿皇殿、
地安门、万宁桥、鼓楼和钟楼。其中的地安门，1954
年拆除了，但两侧的燕翅楼，后来复建了一部分。

这样一算，串联在“中轴线”上的主要古建筑，应
该有33处，除了永定门箭楼、中华门、北上门和地安
门外，其它的29处，我们都可以看到。

数中“老大”

在先哲老子眼里，“道”
是最伟大的，他说：“道生一，
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
然而“道”是空灵的，看不见
摸不着，而其所“生”之一、
二、三等等，则有形有致，从
而繁衍出千姿百态、繁复细
密、色彩纷呈的花花世界。这一二三之论，出于《道德
经》，据《淮南子》解，“二”是“阴阳”，“三”是“阴阳合
和”，略过；这里只说说数中老大“一”有多么了不起。

“一”表顶尖——
“一”脱生于“道”而标示最先最前，如“第一名”；

或标示最高最大，如“一把手”。总之，别瞧它是最小
的 正 整 数 ，却 占 着“ 老 大 ”位 置 ，孰 能 轻 之 ？

“一”是成败荣辱的关键——
世间万物，“一物一制”。“一柱擎天”者，其势凛

然，担当中流砥柱；“一念之差”者，如蝼蚁溃堤，“一误
再误”，无可挽回。

雄才大略，“一言可以兴邦”；忠臣结舌，“一言可
以丧国”。语言是意识之载体，而意识对物质具有反
作用。正确的意识即真理，对物质发展具有积极作
用，不当意识即谬论则反之。权威的“一言”之扬抑，
或可一传十、十传百，“一呼百诺”；亦可妖言惑众，“一
谬百应”——两者各关乎邦国兴废。

商界高手，投一块钱，赚取万元，叫“一本万利”，
巴菲特这等风云人物，便是践行的范儿。贪官的储藏
室里囤积金帑数以亿计，为无本生意所获——他们
是把人民赋予的权力，当成了自家的生财之本的。
这些人渣！

志存高远者含蓄蕴藉，不
修威仪，不求闻达，却不鸣则
已，“一鸣惊人”，不飞则已，“一
飞冲天”，这令门缝里看人的势
利眼目瞪口呆。古人张协，十
年寒窗无人问, 学富五车，考
试稳拿状元，“一举成名天下

知”。阿姆斯特朗踏上月球，第一时间便说：“这是我
的‘一小步’，却是人类‘一大步’。”这“一步”，了不起。
然而，他没有咱们的嫦娥登月“早”，嫦娥的步才是“第
一步”，她开启了人类飞天的美梦，方有后来者。

“一”是灵犀一点——
古时青年男女，如杜小姐柳公子，丽娘窈窕，君子

好逑，柳郎风流，靓女趋之，后花园看对了眼，心有灵
犀，“一见钟情”，万事如烟管他娘，统统置诸脑后，干
脆自成秦晋之好——哪像现今的网恋和相亲角，暧昧
啰嗦，虚情假意，斤斤计较于颜值之妍媸，官位之高
低，财富之多寡，还不把人俗死？

彼一非此“一”——
书圣王羲之的圣书，“一字一珠”，字字或飘若浮

云、矫若惊龙，或风流雍容、酣畅淋漓，真是“无色有图
画之灿烂，无声有音乐之和谐”，娱人心性，养人眼目，
何止“一字千金”，乃是万金难寻的无价之宝。今所谓

“书法家”的字，黑黢黢，乱糟糟，七仰八叉，丑陋不堪，
亦按尺论价，近乎千金一字——简直玷污了“一字千
金”这个雅词。

总之，十百千万亿兆，“九九归一”，没什么比“一”
更大的。人之“一生一世”，做人做事，看重“一”而“一
隅三反”，“一以贯之”，则不枉活得坦然清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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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老安刘十老安刘（（上上））
西汉初年，汉惠帝刘盈死后，他的母亲吕雉（吕后）临朝称制。舌辩侯蒯彻、广武君李左

车、虞侯栾布三人同去淮河营劝说刘长(刘邦第七子）起兵讨吕。

老王晏驾归海藏，吕后登基封十王。 眼见社稷遭危险，计赚蒯彻走淮南。 奉命淮南逞舌辩，三老来到鬼门前。 蒯彻大胆逞舌辩，霎时七孔又生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