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严严惩惩

户力平 北京史地民俗学会会员。
多年业余从事北京文史研究，特别是北
京地名、风物、民俗及古村落研究，并在
《北京日报》《北京晚报》《劳动午报》等
报刊发稿千余篇。 已出版《光阴里的老
北京》《北京地铁站名掌故》《京西海淀
说故》《香山传说》等。

主讲人介绍：

皇城内胡乱刻画被重惩

据《紫禁城趣话》载：清乾隆四十年
（1775年） 十一月十四日， 乾隆帝乘舆
（轿子） 赴紫禁城西北隅的寿安宫探望
皇太妃。 路经建福宫花园南侧中正殿
旁兵丁值晚（夜班）拨房（值班室）时，恍
惚看见门上有刻画的痕迹， 随即停舆。
待上前仔细查看时，只见门上确有十分
明显的刻画痕迹， 刻画的是一副围棋
盘，约一尺见方。 他勃然大怒：“禁宫乃
前朝所留古物，载三百年之历史，岂能
随意刻画？ 军机大臣、护军统领等是干
什么的？ ”随行的军机大臣福隆安连忙
跪到乾隆面前：“为臣失职，是为臣督察
不力，为臣罪责难逃，请万岁治罪！”“如
此胆大妄为之徒， 要火速追查上奏，不
得有误！ ”乾隆说完，气冲冲地走了。 福
隆安接旨后不敢怠慢，立即亲自调查。

几经追查，福隆安终于查出那副棋
盘是正白旗进班（值班）护卫德庆刻画
的。原来，德庆甚好博弈，于是用刀子在
拨房的门上刻画了一副围棋盘，以便在
值班时对着棋盘揣摩棋艺。肇事者既已
查出， 福隆安便立即召集属员商议此
案。

福隆安言道：“这中正殿旁之堆拨
一带为内宫敬佛的清净之地，中正殿是
内宫的佛堂，康熙三十六年（1697年）设
有中正殿念经处，主管宫内喇嘛念经与
办造佛像等事务， 乾隆帝曾亲题匾额
‘燃无尽灯’四个大字。 如此佛门圣地，
应管理得清净， 岂是随意乱刻乱画之
处？ 而进班护卫德庆竟敢如此妄为，甚
属无状，理应重办。 ”经合议后，立即将
此案上报圣上，并马上得到乾隆帝的御
批。除将德庆重笞（用鞭杖或竹板打）革
职，赶出皇宫外，受株连的还有总管大
臣六阿哥、护军统领、值班护军章京（官
员）、接班护军章京等多人，这些人均交
内务府分别议处，一个多月之后此案才
算了结。

乾隆帝在不久之后的一次早朝上，
又与诸位大臣谈起此案：“禁宫三百五
十年有余，实为古物，理当关护，而德庆
之流置古物于不顾， 随意刻画污损，必
当重惩。 此举意在告诫群臣、宫役（兵
丁、太监、宫女、杂役等），凡置古物于不
顾而随意污损者，均将予以重惩！ ”

肆意拆毁古长城被处罚

古北口，古称虎北口，位于密云区
东北部，是燕山中段的一处隘口，为山
海关与居庸关之间的长城要塞，自古为
北方边防要地和重镇， 为兵家必争之
地，有“燕京门户”“京师锁钥”之称。 清
代兴建热河行宫（今承德避暑山庄）后，
成为京城到承德六百里御道上的重要
节点，也是康熙、乾隆、嘉庆等皇帝驻跸
最多之地，清代帝王还赋诗百余首赞誉

这里的古长城及山川景色。
据《古北口史迹考略》载：嘉庆二十

一年（1816年）七月，嘉庆帝遵循祖宗遗
训，第16次出塞巡幸热河（承德），并驻
跸于古北口行宫（也称柳林营行宫）。当
车辇行至古北口长城脚下时，远远地看
见几个人正从古长城上往下搬运砖石，
当即停辇，遂令护驾的官员上前查看。

不多时， 那位官员便回来禀报，说
是当地乡民将长城的砖石拆下来，运回
家中修建猪圈。 嘉庆帝一听，厉声训斥
到：“此长城乃前（明）朝洪武帝令大将
军徐达所重修，为京畿之门户，是长城
诸多关口中之要塞关隘， 岂能擅自拆
毁！？ ”很快，那几个拆毁长城的乡民被
押至车辇前，还有那一大车被拆掉的砖
石。嘉庆帝一见，更是愤怒，遂令地方官
员觐见。

很快，几个地方官员匆匆赶到御驾
前。 嘉庆帝训斥其管护长城不利，致使
乡民肆意拆毁，遂令其立即修复，并要
在长城脚下立碑， 明令禁止拆毁长城，
违者予以重罚，几个地方官员跪在地上
连声应允。 随后嘉庆帝又传旨，将拆毁
长城的乡民发配到木兰围场（今承德市
围场县），服三年苦役。

地方官员不敢怠慢，几日后便修复
了被拆毁的长城，并在长城脚下竖立多
块告示碑，明令禁止毁坏长城。

不久， 嘉庆帝巡幸热河后回銮，路
过古北口时， 亲自查看被修复好的长
城，遂赋《入古北口》诗：“古北前明设重
镇，清时二万辟新疆。幅员广大从无比，
建极执中以德防。 上塞时巡岁往来，凌
空雉堞冠崔巍。 观兹遗迹增乾惕，念典
守成大业培。 ”

紫禁城里随意吸烟被惩治

紫禁城是我国现存规模最大的木
质结构宫殿型建筑群， 自明永乐四年
（1406年）始建至清末，曾因雷击及疏忽

大意多次失火，造成巨大损失，其中多
座殿堂进行过重建。为此，清廷入主后，
曾明令禁止在宫中使用明火，而须用火
的御膳房、佛堂及取暖的地炕火道等处
则有专人看守。 康熙年间还在东华门、
西华门外，设立防火侍卫亲军，称“防火
步军”，由官员分班轮值，发现火情即以
唧筒 （靠人力吸水喷水的灭火器具）灭
火。

据《故宫趣闻掌故》载：道光二十二
年（1842年）六月的一天上午，道光帝在
养心殿处理完朝政后走出养心门，来到
了军机处旁。但见侍卫值宿房的房门虚
掩着，便走过去。他刚推开房门，一股浓
浓的烟味儿扑面而来。 走近一看，三个
侍卫正每人捧着一个烟袋抽得正起劲
儿。 他厉声训斥到：“胆大之徒，禁宫乃
以木质构筑， 而军机处值房更为重地，
岂敢施有烟火，一旦走水（失火），后果
不堪！ ”三个侍卫一见圣上到此，连忙
跪倒在地。

第二天早朝之上，道光帝当着文武
百官的面，痛斥了军机处那三个在值房
中吸烟的侍卫，并将收缴的三个烟袋予
以展示， 并言道：“紫禁城乃两朝禁宫，
竟有人将殿堂当成了玩耍之地，还施有
烟火，实属荒唐！ ”随即传旨：将那三个
吸烟的侍卫革职、重笞，对疏于监管的
军机大臣和军机章京各罚俸禄半年。

损坏颐和园古玉兰被重笞

据《三山五园往事》载：颐和园的前
身为清漪园 ， 始建于清乾隆十五年
（1750年）。咸丰十年（1860年）被英法联
军焚毁，光绪十八年（1892年）慈禧太后
重建，并改名为“颐和园”。 光绪二十六
年（1900年）八国联军攻占北京，在颐和
园中盘踞达一年多的时间，园内建筑损
坏严重， 此后慈禧动用巨款再次修复。
园内古树名木众多，其中乐寿堂的玉兰
花极负盛名。

乐寿堂是清漪园时期乾隆帝侍奉
母亲休息的地方， 因皇太后喜欢玉兰
花，所以庭院内外栽满了玉兰树。据传，
这些玉兰树都是乾隆帝命人从杭州西
湖畔移植来的， 花开之时香气袭人，被
称为“玉香海”。咸丰十年英法联军焚烧
清漪园时，乐寿堂里的玉兰树绝大多数
被毁，只有两棵玉兰幸存，一棵在乐寿
堂殿后，为紫玉兰，一棵在邀月门南侧，
为白玉兰。当时这棵白玉兰被烧得只剩
下树桩， 后在树桩四周萌发出四个新
枝，两年之后竟开出花朵。

慈禧对玉兰花也是情有独钟，她为
叶赫那拉氏，名杏贞（民间传说小名玉
兰、兰儿），咸丰二年（1852年）入宫，据
传因咸丰皇帝钟情玉兰花， 故封她为
“兰贵人”（《清史稿》记为“懿贵人”）。或
许是名号中有个“兰”字，所以慈禧尤爱
玉兰，故将乐寿堂当做寝宫，每至玉兰
花开之时，便居住于此。 她曾对侍奉的
太监、宫女言道：“乐寿堂玉兰是乾隆帝
留下的，为先祖传下的福泽，是吉祥、昌
瑞、纳福之仙木，应予厚待。 ”

重修颐和园时，慈禧特令工部大臣
对这两棵古玉兰小心管护。 为此，工部
大臣让工匠为两棵玉兰树建了围栏，以
免施工时损坏。

光绪三十一年（1905年）仲春的一
天，一个太监将被褥和洗过的衣裳晾晒
在古玉兰树上，不但划伤了树皮，还因
被褥太重，压断了两根树枝。 正好赶上
慈禧从皇城来到颐和园乐寿堂，一见玉
兰树的枝干被压断， 花瓣散落了一地，
甚是愤怒，当即令人将那个毁坏古树的
太监重笞二十板子，罚俸三个月，并对
在场的太监、宫女厉声言道：“宫苑之中
所有建筑、树木须当关护，凡随意损坏
者，严惩不贷！ ”

由此可见，朝廷历来对保护北京的
文物古迹是多么重视，尽管对损毁古迹
者的处罚及株连，用今天的眼光来看或
许过于严厉，但确实起到了惩前毖后和
有效保护古建文物的积极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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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有游客到八达岭长城
游览时，随意在古城墙上刻字，另
有游客在游览圆明园遗址公园
时， 擅自攀爬到几米高的大水法
遗址顶上拍照，由此均受到相应
的处罚。

自古至今，总有一些人在游
览名胜古迹时，任意在古建筑上
刻画“××到此一游”之类的文字，
有的人还肆意践踏毁坏古迹、古
树等。 今天就聊聊清代对故意污
损古建古迹等行为是如何严厉处
罚的……

□主讲人：户力平 文/图

对毁坏古建古迹行为
清代

是如何 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