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走进清东陵这片雄伟壮观又精美绝伦的建筑群， 雍容、 庄严之感顿生。 徜徉
在那悠长的神道上， 那壮阔的石牌坊、 精美的石像生……每一座建筑、 每一个精
雕细琢的符号都在向你述说着它的传奇， 而这其中， 最令人震撼与激动的景观，
莫过于 “清东陵第一景” ———世间罕见的 “过白” 奇景了。

□□杨杨晓晓健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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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带带你你旅旅游游

清东陵里的“过白”奇景

雅安， 亦称 “雨城”， 独特的地形地貌
和气候条件， 让其成为青藏高原东坡一座最
滋润的城市， 是古南方丝绸之路的门户和必
经之路， 素有 “川西咽喉” “民族走廊” 之
称。 踏上中国最美国道318雅安段， 既能感
受从平原过渡到高原之美的自然风光， 又能
体验独特民俗特色和乡村之美， 既能感受浓
浓的红色文化， 又能体验厚重的茶马古道历
史， 这是一条让人身心放松， 心灵静化， 领
悟神奇自然， 探寻文化密码的醉美之路。

上里镇位于雅安市雨城区北部， 距城区
27公里， 坐落于四县交接之处， 东通名山、
邛崃， 西达芦山、 雨城， 是四川历史文化名
镇， 亦是四川省 “十大古镇” 之一。

雨中的上里古镇散发着从岁月久远中传
出的古旧气息， 有着不可抗拒的陈年魅力，
犹如一首古诗， 婉约、 清新， 自然古朴的石
桥与木屋悬在那里， 几多诗情画意。 这里的
姑娘， 不愧 “雅女” 的称号， 肤白如雪， 性
格温柔， 与人交流话语如悠悠雅雨， 莞尔一
笑像闭月羞花， 低首抿唇似沉鱼落雁。 淅淅
沥沥时断时续的小雨， 把古镇抹上了一层清
油般的亮彩 ， 走在湿漉漉红褐色的石板路
上， 扫视着两旁光亮客稀的店堂， 心中感觉
甚是美好。

顺着石桥入镇， 迎面广场就看到一座两
层木结构的 “雅鱼饭店”， 一个大大的 “雅
鱼” 招牌挂在街外， 一位俊俏精干的媳妇正
在忙里忙外接待客人 。 来雅安不能不吃雅
鱼， 于是安然就座， 叫了一个砂锅雅鱼。 老
板娘非常麻利地从盆里捞起一条雅鱼， 转眼
间一大盆香喷喷的砂锅豆腐雅鱼就变戏法一
样端上桌来。 就着闲暇时间和老板娘聊了起
来， 她叫唐远秀， 嫁到丈夫家后夫妻两个人
开了 “雅鱼饭店”。 虽然辛苦一些， 凭着诚
信和热情她的饭店生意一直不错， 这样也心
满意足了。 正说着， 外面雷声隆隆， 转眼瓢
泼大雨就倾泻而下。

雨下得很大， 古镇上空的雨丝却是那样
气定神闲地从空中飘落而下， 就像织机上的
道道丝线， 闪着亮光， 排着整齐的队伍一股
脑地从天而降。 不管是街上打着花伞闲庭信
步的游客， 还是当地身披蓑衣徐徐前行的村
民， 早已习惯了这不约而至的细雨， 任绵绵
雅雨打在身上， 丝毫没有改变他们的生活节
奏。 房檐上也早已细流如柱， 霹雳啪啦地敲
击着地面， 就着人们踏雨而过的脚步声， 奏
汇成一曲雨滴交响曲。 坐在雅鱼饭店， 慢慢
品着清香滑嫩的砂锅雅鱼， 欣赏着古镇雅雨
绵绵 ， 伴着不时经过的淳朴清秀的雅女背
影， 真的好惬意。

第一次听到 “过白” 一词， 脑
海里最先联想到的便是发生在皇陵
之中的灵异事件，不过，导游姑娘细
致的讲解让我马上明白了“过白”原
来是风水学上的名词。这里的“白 ”
指的是天空的光线。“风水过白”就
是在建筑序列空间处理中， 利用近
景建筑或景物， 让远景的完整画面
落入观测者的视野， 并能带到其上
方的一丝天空光线。 它反映了在中
国建筑物空间组合方面古人审美经
验的运用。 此种建筑手法在古代民
居建筑中出于采光和美感的考虑曾
多有运用， 但是在大型建筑群中运
用则极为少见。 而像清东陵这样在
大型建筑群与山势之中呈现 “过
白” 景像则更是堪称世间罕有。

听导游说， 要欣赏 “过白” 奇
景， 首先必须掌握一组奇异的欣赏
密码———“30-30-80-30”。

满怀好奇与激动之情， 在导游
员的讲解下， 我们来到距进入清东
陵的第一座建筑———石牌坊南30米
处的正中位置向北望去， 只见那全
部由青白石料仿木结构雕刻而成的
石牌坊在阳光下闪着淡淡清辉。 承
载着满汉两个民族从文化到精神完
美融合的精彩石雕内容清晰地展现
在面前！ 而远处的巍峨庄严的大红
门恰好出现在石牌坊中间的门框之
中！ 浑厚的红墙、 闪烁的琉璃， 映
衬着蓝天、 白云和青白色的石牌坊
框景， 宛如一幅清雅的画卷， 意境
悠远……

顺着石碑坊中间的神路逶迤前
行， 当我们一行漫步至石牌坊北面
距石牌坊约30处的神路正中向南望
去时， 又看到形状像倒扣金钟的金
星山恰好镶嵌在石牌坊的5个门框
里， 而金星山的主峰恰好位于中门
正中！青白色的框景中苍茫的远山、
葱郁的海树、湛湛的蓝天交相辉映，

又是一幅美妙的画卷呈现在眼前！
在导游员姑娘的引导下， 我们

在此原地转过身来向北望向大红
门， 从大红门的中门洞我们看到了
孝陵大碑楼的南门和部分红墙。 从
东西两侧的门洞则看到的是大碑楼
两旁的松柏与蓝天。

由此沿着神路继续向北缓缓而
行。 随着脚步地不断前行 ， 3个门
洞里的孝陵大碑楼南门越来越大 ，
越来越清晰。 东西两侧的门洞内的
海树丛中各隐隐出现一根华表； 当
我们走到与东西下马牌相平列的位
置时， 奇迹再次呈现———东西两侧
的门洞内海树的上方隐隐呈现出2
根华表， 而孝陵大碑楼的整体形象
完全呈现在中门洞内 ！ 3个门洞的
画面均背靠青山， 左右有苍松翠柏
陪护， 后面有绵延的昌瑞山作为衬
景 ， 上有蓝天白云相衬 ， 画面绚
丽， 宛如3幅山水画……

这时 ， 美丽的导游员告诉我
们， 我们所在的这个位置刚好就是
那组神秘密码的第三组数字———距
大红门80米！

怀着万分激动的心情， 我们的
脚步沿神路继续向前行， 寻找这组
密码中的第四个数据。 只见大红门
3个门洞中的画面随着我们脚步的

移动而变化， 在变化着的美景中我
们穿过雄浑厚重的大红门， 来到大
红门北侧30米处回望， 奇迹在这个
神奇的数字中又一次呈现： 只见高
大的金星山、 石牌坊正好错落有致
地呈现在大红门中门的框景之中 ！
古代匠人对建筑尺度的准确把握令
人叹为观止！

经导游介绍， 我们才知道， 在
这一组建筑群中， 我们之所以能够
欣赏到如此奇妙的 “过白 ” 景象 ，
皆是因为在建筑的外部空间设计中
采用了 “百尺为形， 千尺为势” 的
尺度构成原则 ， 比如 ， 这组 “过
白” 景象中最高大的建筑———神功
圣德碑亭 （大碑楼） 高度也只有九
丈九尺九寸， 石牌坊、 大红门的面
阔 、 由两侧仪树为限界的神道净
宽， 或神道两翼的下马碑至神道的
距离等等， 都是以 “百尺为形” 之
限控制的， 而建筑之间的空间搭配
又遵循了 “千尺为势” 的原则。 这
样因地制宜地巧妙控制远观视距及
空间围合尺度的设计， 既能体现建
筑的空间气势和建筑的气韵， 又富
于 “人情味” 和 “亲切感 ”， 充分
体现了中国古代建筑与统治思想中
所蕴含的儒家思想， 堪称中国建筑
史上的一大奇迹。

■■走走访访古古城城

“雅雨在头上，雅鱼在江中，雅女
在心中！ ”走在雅安的大街小巷，淋着
蒙蒙细雨，“雅雨” 给我的第一感觉就
是滋润！ 出雅安城， 一路向北行30公
里，不一会儿上里古镇已在眼前。

“雨城”雅安
□□白白英英 文文//图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