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911年的辛亥革命， 首义于湖北
武昌。 而在清朝统治的心脏地带， 也
爆发了大规模的反清武装起义， 与南
方遥相呼应， 这就是辛亥滦州起义。

滦州起义于1911年12月31日爆发，
之后建立 “中华民国北方军政府”， 宣
布 “本政府设于北京， 暂设滦州”， 通
电全国， 照会列强， 发表文告， 百官
就职， 并立即发兵西进， 直取津京。

虽然中途被袁 （世凯） 党以重兵
绞杀， 烈士们先后在滦州、 开平、 雷
庄、 卢龙、 丰润、 秦皇岛、 北京等地
壮烈牺牲， 但这次起义直接震撼清廷
中枢， 是导致1912年2月12日清廷退位
的直接因素之一。 原国民政府曾发表
政令称：“辛亥光复，发轫于武昌，而滦
州一役 ， 实促其成 。 ”李大钊指出 ：
“这是历史的纪念地！” 台湾所存史籍
称滦州起义为 “武昌首义最得力之应
援”， 称滦州为辛亥 “举义之圣地”。

滦州起义是辛亥革命的重要组成
部分， 是辛亥革命初期具有重大影响
的一次起义， 在整个民主革命进程中
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 劫后余生的冯
玉祥将军为纪念这次起义的殉难烈士，
于1937年4月在北京西郊温泉南显龙山
建成了辛亥滦州革命先烈纪念园。

辛亥滦州革命先烈纪念园， 多数
北京地图上没有标注 。 沿着温泉路 ，
往温泉镇方向一路找去， 连向几人打
听 “滦州先烈纪念园”， 无人知晓， 直
接问 “老年医院”， 水果摊的小老板一
指马路对过： 那就是。

因为纪念园就在北京市老年医院
的院里， 医院就在温泉路路边上， 那
山坡上的纪念塔老远就能看到， 是去
凤凰岭、 阳台山、 大觉寺的必经之路。
公交车温泉站就在医院的门口， 交通
很便捷。

园门东面， 入门处一座花岗岩纪
念坊， 门额刻： “辛亥滦州革命先烈
纪念园”， 两柱书楹联： “此日园林簇
锦绣 ， 当年勇烈动山川 ”， 背面门额
刻： “努力革命”， 联为 “尺山尺水永
留血迹， 一花一木想见英风”。 前后落
款均为 “民国25年11月冯玉祥”。

进门西行87米处， 是一条规整的
南北向轴线， 纪念建筑随山势一字排
开， 分布在轴线上。 最南端是一座纪
念堂， 堂北有一座经亨颐撰并书 “滦
州起义纪略” 方碑， 碑四面刻字， 记
述了起义经过。

纪念堂和方碑已先后被毁， 现已
无迹可循。 现存的纪念物， 最前面是
一座方首方座的石碑 ， 通高2.85米 ，
碑身正面刻 “辛亥滦州革命诸先烈
纪念碑”， 碑阴题为 “国民政府优恤
滦州殉难诸先烈明令”， 下署 “冯玉祥
恭录”。

碑建于长、 宽各5米的石台上， 台
前后有台阶。 从纪念碑向北沿石阶登
上山腰， 有一座八棱石幢， 通高3.88
米， 幢身正面刻 “辛亥滦州革命诸先
烈衣冠冢” 和王金铭等14人的姓名和
追赠军阶， 幢座各面均有题字。 幢北
有一石屏， 空白无字， 是清代卧碑磨
去字迹立在此地的， 据传烈士衣冠葬
于其下。

衣冠冢以北有一片宽长各约17米
的自然山石斜面， 上刻隶书题字， 节
录 《礼记·礼运篇》： “大道之行， 天
下为公” 的一段文字。

摘自 《北京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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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然保护区红外相机前
动物纷纷“自拍”

重庆“琴痴”
十年收藏300余架古钢琴

“知识”贩售机现身复旦
口吐“知识卡片”

抗战老兵摸到中国新坦克
当场落泪

近日， 94岁高龄， 双目失明的抗
战老兵钱建民亲手摸到了国产新型坦
克， 感动得当场落泪。 钱建民说， 对
年轻时选择当兵的决定无怨无悔， 希
望死后把遗体捐献出来作医学研究。

近日， 一款新式的 “知识” 贩售
机悄然出现在上海复旦大学校园之中。
该款机器虽然看似与普通贩售机相同，
但其吐出的并不是零食或饮料， 而是
“知识卡片”， 操作者只需扫描屏幕二
维码 ， 简单注册即可拿到 “知识卡
片”， 并可用该卡片在网络端兑换自己
喜爱的电子书。

近日， 重庆一名 “琴痴” 花费十
年时间收藏的300余架古钢琴在该市钢
琴博物馆展出。 据了解， “琴痴” 叶
浩收藏的300余架古钢琴包括方形琴、
立式琴、 双子琴、 三角琴等品类， 这
些钢琴主要产于十八世纪中叶至二十
世纪初， 大多来自美国、 德国、 英国、
加拿大等国。

近日， 设置在甘肃白水江国家级
自然保护区内的260多个红外相机， 如
今已然成了260多个迷你自拍馆， “大
家” 每次经过相机时都要留下一张自
拍照或是自拍视频。 看着这些动物们
留下的 “自拍照”， 让人忍俊不禁。

北北京京有有个个辛辛亥亥革革命命纪纪念念园园

公元前247年， 秦始皇开始在今天
的西安市临潼区骊山脚下建造一座堪
称是世界上规模最大 、 结构最奇特 、
内涵最丰富的帝王陵墓 ， 在以后的
2000多年时间里， 围绕着这座神奇的
陵墓也引发了越来越多的谜团和猜想。

秦始皇陵地宫究竟有多大？ 真的
存在 “水银江河” 吗？ 气势恢弘的地
下军阵让人叹为观止， 那么， 秦帝国
的地下 “养马场” 又在哪里……最近，
秦俑学第八届学术研讨会在临潼召开，
国内100余位专家学者对秦陵进行再次
审读和研究， 并提出一些新的观点。

秦始皇陵以水银为江河大海的记
载见于 《史记》， 《汉书》 中也有类似
的文字 。 难道地宫中真的像 《史记 》
中记载的那样存在水银吗？

“物探考古表明， 秦始皇陵地宫位
于高大的封土之下， 深30米， 底部呈
长方形 ， 东西长80米 ， 南北宽50米 ，
墓室四周、 顶部为石质结构， 墓室的
空间高度15米 。 经过两次科学测试 ，
以及文献资料、 相同时代考古资料推
断， 秦陵地宫底部存在以水银为材料
制作的秦帝国水系版图， 地宫顶部为
四神二十八星宿的天文图像 。” 原秦
陵考古队队长、 西北大学教授段清波
认为， 秦陵地宫的设计理念是战国晚
期以来形成的阴阳五行宇宙观的再现，
墓室顶部象征着天， 墓室底部象征着
大地 ， 以水银制作的帝国水系版图 ，
是秦为水德的象征。

让专家称奇的是， 将地宫内水银
分布探测图和秦始皇统一中国后的秦
朝疆域图对照 ， 这两张图惊人相似 。
中国地质调查研究院研究员刘士毅介
绍， 通过物探证明， 地宫内的确存在
着明显的汞异常， 而且汞分布为东南、

西南强， 东北、 西北弱。 如果以水银
的分布代表江海的话， 这正好和我国
渤海、 黄海的分布位置相符。

曾有人推测， 秦陵地宫中的水银
可能多达几十吨甚至上百吨 。 那么 ，
大量的水银又来自何处？

“秦陵之中的大部分甚至全部水
银， 有可能来自旬阳。” 段清波在其专
著 《秦始皇陵考古研究》 中明确提出，
旬阳青铜沟的水银大概占到中国版图
内水银含量的20%， 而旬阳离秦陵的
直线距离也就是100多公里。 过去有学
者认为秦陵的水银可能来自重庆东南、
湖南西南一带， 但没有明确记载， 而
那些地方离秦陵显然更为遥远。 段清
波称， 有证据表明， 旬阳的汞矿开采，
在先秦时期就开始了。 而水银不易运
输， 史料记载， 旬阳通往关中的 “子
午道” 在2000多年前已经存在了， 提
炼的水银人背马驮运往秦陵更易实现。

摘自 《三秦都市报》

秦陵地宫内确有水水银银江江河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