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18 . 5 . 18
神州风物12

本本报报记记者者周周长长庆庆、、刘刘硕硕

巍峨壮美、绵亘千里的长白山，自然资源丰
富，历史文化悠久，长期以来一直给人以神圣、神
奇、神秘之感。

2018 年 4 月 10日，“2017 年度全国十大考
古新发现”评选结果在北京揭晓，吉林安图宝马城
“金代长白山神庙遗址”入选其中。此前的 1 月 16
日，它已入选“2017 年中国考古六大新发现”。同
时入选 2017 年度这两大评选的只有 3 个项目，
“金代长白山神庙遗址”就是其中之一。

“金代长白山神庙遗址”的发掘，是中原以外
首次通过考古发掘发现的国家“山祭”遗存。

人们不禁要问：800 多年前金代皇家为什么
要祭祀长白山？长白山神庙怎样一点点揭开神秘
的面纱？它有哪些辉煌的过往……

千年“古城”扑朔迷离

长白山主峰位于吉林省东南部的中朝边界，
最高峰海拔 2749 米，是我国东北地区第一高山，
也是亚洲大陆东端的最高山峰。安图县二道镇宝
马村坐落在长白山主峰正北约 50公里处的一处
高岗上，现在归吉林省长白山保护开发区管理委
员会(简称长白山管委会)池北区管辖。天气晴好
时，在这里可以清晰地望见正南方茫茫林海之上
的长白山主峰。

宝马城遗址位于宝马村旁边，早在民国十七
年(公元 1928 年)的《安图县志》中就有记述。相传
唐代一个名叫刘仁轨的将军曾在此地得到一匹宝
马，故而得名“宝马城”，亦称“报马城”。上世纪 80
年代的《安图县文物志》对此城有更详细的描述：
“平面呈长方形，城墙破坏严重，南半部湮没无存，
门址不清；城内中部由南向北顺次排列有三个土
台，似为大型建筑基址……”

长期以来，业内专家多认为它是一座小城，但
奇怪的是，从城墙却看不出通常所见的瓮城、角
楼、马面和护城河等遗迹。学界从 1978 年发现的
一些指压纹瓦片断定，这座城为渤海国时期始建，

辽、金两朝沿用。1982 年第二次全国文物普查时，
专家们多认为它是渤海国通往唐朝的“朝贡道”上
的一个驿站，也有少数学者将其比定为渤海国“中
京”显德府下辖的兴州。

斗转星移，沧海桑田，宝马城在历史中湮灭了
数百年。记者 2007 年曾考察宝马城，只见被农田
包围的遗址里，荒草萋萋，荆棘丛生，树木中偶尔
可见几块筑础石、石块、瓦片。竖立路边的文物保
护碑上刻写着：“(宝马城)城址建筑于唐代渤海
国，金代亦曾沿用，呈长方形，东墙长 126 米，西墙
长 132 米，南墙长 103 米，北墙长 104 米，方位 10
度。墙基用石块垒筑，上部为黄土夯筑。城南半部
已破坏，推测其门址应设在南墙中部。城内出土有
陶器残片和兽面瓦当等文物。”

铁血女真族崇拜长白山

公元 1115 年，世居东北地区的女真族首领完
颜阿骨打在统一女真诸部后，于会宁府(今哈尔滨
市阿城区)建都立国，国号大金。从此，金戈铁马的
女真族不断开疆拓土，鼎盛时期统治疆域包括今
天的我国中原淮河北部、秦岭东北大部分地区和
俄罗斯远东地区。金朝历经十帝 120 年，在我国历
史上处于宋、金共处与对峙时期。1153 年金朝迁
都燕京(今北京)作为其“中都”。

女真人对其发祥之地长白山非常重视。除了
建国的金太祖外，金朝还有两个皇帝值得一提。第
一个是被金史称为“小尧舜”的金世宗完颜雍，其
年号为“大定”。他统治时期金朝的经济、文化得到
较快恢复和发展，史称“大定之治”。据《金史·礼
记》记载，金世宗在位期间，大定十二年(1172
年)，有司言：“长白山在兴王之地，礼合尊崇，议封
爵，建庙宇”。金世宗为表明其政权的正统性以笼
络民心，效仿中原王朝皇帝封禅泰山或五岳之举，

封长白山为“兴国灵应王”，并在长白山北侧建庙

奉安，春秋遣派官员前往祭祀。大定十五年(1175
年)三月，奏定封册仪物，每逢春秋二季择日致祭。

第二个是金章宗完颜璟，其年号为“明昌”。他
统治前期的政治汉化甚深，文化十分发达，史称
“明昌之治”。金章宗于明昌四年(1193 年)把长白
山由“王”提格为“帝”，册封长白山为“开天宏圣
帝”，当年十月派官员备衮冕、玉册、仪物到长白山
册封，并“申敕有司，岁时奉祀。”

关于长白山神庙建筑的布局，《大金集礼》有
如下记述：“(大定)十四年(1174 年)六月，建毕正
殿三间、正门三门，两挟廊各两间，北廊准上惟不
设门。东西两廊各七间，东廊当中三间就作斋厅，
神厨三间，并添寝殿三间，贮廊三间。”

但是，长白山神庙具体建在什么地方，由于历
史久远，史料匮乏，今人不得而知。

以诗证史，决定发掘

宝马城遗址的考古发掘，源于配合当地政府
的长白山旅游开发计划。 2013 年，长白山管委
会与安图县联合成立了“宝马经济开发区”，拟
在宝马城遗址所在地方建立“长白山十八坊”旅
游开发项目。今年 68 岁的张福有被聘请为开发
区历史文化总顾问。身兼吉林省长白山文化研究
会会长、省政府文史研究馆馆员等职务，同时也
是一名发现过诸多遗迹的业余考古专家，张福有
对长白山文化研究造诣颇深。他一直希望揭开金
代祭祀长白山的历史谜团。 2008 年，他从《全
金诗》中发现了金代王寂的一首七律，得知是张
子固“持节出辽东”册封长白山的。他在完成使
命后，王寂作《张子固奉命封册长白山回以诗送
之》：

劳生汨没海浮粟，薄宦飘零风转蓬。

我昔按囚之汶上，君今持节出辽东。

分携遽尔阅三岁，相对索然成两翁。

健羡归鞍趂重九，黄花手捻寿杯中。
“以诗证史，此一力证。”张福有非常兴奋。经

过他进一步考证确认：大定十五年(1175 年)，金
世宗派少尹楼室为使、张国基为副使，封册长白山
为“兴国灵应王”。而张子固作为金章宗派出的特
使，是于明昌四年(1193 年)到长白山封册“开天
宏圣帝”的。

2013 年 2 月 2日，在长白山管委会池北区召
开了“宝马古城文化研讨会”，会上，张福有在发言
中明确提出：“宝马城名为城，但太小，未必真是
城，有可能是金代祭祀长白山的神庙。宝马城是省

级文物保护单位，《安图县文物志》有记载。按照国
家《文物保护法》，不能搞经济开发。应该立即向省
里申报，争取进行考古发掘。”

当时，他的这一意见得到了吉林省文化厅、省
文物局的重视，立即着手进行宝马城遗址发掘的
报批、请示工作。2014 年，国家文物局批准其发掘
申请。吉林省文物局决定由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吉
林大学边疆考古研究中心承担宝马城遗址的考古
发掘任务。主攻汉唐时期东亚考古、尤其擅长高句
丽和渤海国考古研究的吉林大学边疆考古研究中
心副教授赵俊杰担任领队。

出土关键证据，考古人员痛快地

醉了一场

2014 年 7 月的一天，长白山天清气朗。33 岁
的赵俊杰郑重地挖开了宝马城遗址发掘的第一铲
土。经过前期准备和为期 2 个月的发掘，考古人员
基本摸清了宝马城址的基本布局，并初步判断其
始建年代与主体使用年代均为金代。

2015 年，考古人员在对宝马城遗址编号为
“JZ2”的第二个夯土台基进行发掘整理时，发现
了更多不同寻常之处，建筑台基长达 20 米，宽 14
米。赵俊杰说，此建筑不仅规模气派，构件的制法
也较为精细复杂，庭院以大块河卵石墁铺的做法
很壮观，在金代建筑中较为罕见。遗址中出土了凤
鸟与人面鸟身的“迦陵频迦”脊饰、纹样不一的滴
水和刻画细腻的鸱吻和鎏金铜环、白瓷等文物，让
他进一步肯定：“这不是一座普通的城！”

从宝马城遗址南眺，长白山主峰尽入眼底。赵
俊杰查阅史料认为，该城地望符合《大金集礼》中
“山北地一段，各面七十步，可以兴建庙宇”的记
载。宋金时期，1“步”约合现在的 1 . 5 米，70 步相
当于 105 米。而宝马城保存较为完好的北墙长约
104 米，与文献记载非常接近。对照刘秀屯建筑基
址被确认为金代皇帝百官祭祀太阳的“朝日殿”，
他初步断定：宝马城很可能就是金代皇家祭祀长
白山的神庙。

2016 年暑假，赵俊杰带来吉大 2014级文博
班 17 名学生，到宝马城进行第 3 个年度的考古发
掘工作。这些本科生负责区域是遗址最南部的台
基和回廊区。9 月 5日 9 点半，在开工两小时后，
一个同学挖出来一块白色的石头：“老师，快来！这
是什么？”赵俊杰过去一看，是一块断面晶莹的汉
白玉残块，上面清楚地刻有“癸丑”二字。经查，金

朝经历了两次“癸丑”年。一次是天会十一年
(1033 年)；另一次则是明昌四年(1193 年)，恰
巧是金章宗册封长白山为“开天宏圣帝”的年
份。自唐代以来，中原帝王们封禅山岳多用玉
册，泰山就曾出土过唐宋时期的禅地玉册。赵俊
杰兴奋地告诉同学们：“这应该就是金代册封长
白山的玉册残块。”工地上响起一片欢呼声。

好事接连不断。当天下午 4 点左右，有同学
又在附近找到另一块汉白玉残片，上刻一“金”
字。赵俊杰推断“金”字可能表示“大金”。

发现了玉册残块，而且恰巧还标有朝代和
年份，这是宝马城考古发掘以来最有意义的收
获！当晚，赵俊杰与考古队员们在驻地痛痛快快
地大醉了一场。

揭开长白山神庙神秘面纱

在国家文物局和吉林省文物局、文物考古
研究所的通力支持下，宝马城经过 2014 至
2017 年连续 4 个年度的勘探与发掘，其身份实
现了从一座“城”到一座“神庙”的变化。结合遗
迹、遗物与文献记载，考古人员和专家确认了宝
马城遗址就是金代长白山庙故址。

目前，遗址累计发掘 3498 平方米，勘探
18 . 8 万平方米，出土遗物 5000 余件。其中，一
些兽面瓦当和鸱吻等图案非常清晰完整，龙、凤
的图案雕刻工艺非常精湛，龙的眼珠和鳞片栩
栩如生，而且神态、气韵也生动传神，显示出该
建筑的皇家等级，发掘出的三座建筑址排列严
整有序。2017 年还发现了当时官员前来祭祀时
的住所遗址。

目前，除水井与城外窑址外，考古工作人员
已经大体完成了对城内主要建筑遗迹的发掘，
掌握了宝马城建筑组群的布局、主要单体建筑
的形制与功能，对城内外排水系统的走向也有
了初步了解。

考古发掘证明，宝马城选址经过精心考量，
占有区域内最为高敞的地利，城内建筑轴线的
南向延长线正对长白山主峰。天气晴好时，从宝
马城南眺，长白山主峰尽收眼底，优越的视廊无
与伦比，体现了其超然的地位。遗址大约占地
1 . 4 万平方米，最核心的建筑为一个“工”字殿，
即前殿、后殿中间由一个连廊连接在一起。“工”
字殿外面围有一圈围墙，围墙前面设有一道山
门即门殿。在门殿与“工”字殿之间的轴线两侧
各有一亭。其整体布局与以中岳庙(嵩山)、西岳

庙(华山)等为代表的宋金时期皇家山岳祠庙非
常相似，凸显了其规格之高。它是辽金时期考古
中少见的高等级遗址。

据史书《续资治通鉴长编》记北宋时期宫观
规制云：“凡宫观之制，皆南开三门，二重，东西
两廊，中建正殿，连接拥殿。又置道院、斋坊，其
宫宇之数，差减于宫”。赵俊杰认为，长白山神庙
遗址的建筑布局及规制与文献记述基本相合，
其建筑布局流行于宋金时期高等级建筑组群
中，将为研究宋金时期官式建筑的尺度和模数，
岳镇海渎祠庙的规模与布局，宫观制度的发展
与演变提供重要材料。

长白山文明密码：从神山崇拜

到皇家“山祭”

封禅祭山是我国中原地区历代皇帝祈求国
泰民安而举行的一项传统仪式，也是一个政权
宣示政权合法性的一个表现。中国社会科学院
考古研究所原所长、学部委员刘庆柱说，长白山
神庙遗址是金代帝王效仿中原皇帝封禅祭山之
举，建庙奉安，对长白山祭祀的庙址，在中原之
外发现国家山祭遗存，说明长白山在当时具有
崇高的地位。

长白山作为一座神圣之山，自古就具有非
常重要的地位，长白山区世居民族主要是满族
及其先世肃慎、挹娄、勿吉、靺鞨、女真。这些土
著民族长期信奉“万物有灵”的萨满教，尤其对
其栖息之地的高山、大河等非常崇拜。南北朝时
期，居住在长白山北的勿吉人就把太白山(当时
对长白山的称呼)当作灵山崇拜，人们进了山都
不敢随地大小便，万不得已，也得用东西盛着带
走。辽代，当地人传说长白山“虎狼不害人……
为白衣观音所居，其禽兽皆白，人不敢入山。”

专家认为，对长白山由民间崇拜上升到国
家祭祀，始于金代，在清代达到高峰。康熙皇帝
三次东巡曾两次到达吉林城，对“祖宗发祥地”
长白山进行遥拜望祭。康熙十七年(1678 年)还
敕封长白山为“神”，这比金代封“王”封“帝”更
是登峰造极。雍正皇帝下旨于吉林城西南郊温
得亨山(今小白山)建长白山“望祭殿”。乾隆皇
帝也在东巡吉林时专门到“望祭殿”祭祀“长白
山之神”。除了官方外，在民间，满族等东北世居
民族对长白山的萨满祭祀活动一直没有停止
过。

中国民族史学会辽金及契丹女真史分会会
长、吉林大学文学院历史学系教授韩世明说，中
原王朝一直把泰山作为地位最高的神山，历朝
历代很多皇帝都来封禅、祭祀。而作为北方通古
斯语系的金、清两代王朝，其帝王也学习中原王
朝的做法，把发祥之地长白山作为其最重要的
神山，进行最高等级的祭祀。这对统一的多民族
国家也是非常重要意义的事件。宝马城不是普
通意义上的城市，而是为祭祀而建，设计非常精
致。在历史文献上有比较详细、清晰的记载，发
掘出来的东西与文献记载，与辽金时期的宫殿
遗址都很相近。金代长白山庙遗址是皇家级别，
是北方民族的皇家宫殿遗址，具有重要的政治
意义。

据吉林省文化厅副厅长、省文物局局长金
旭东介绍，吉林长白山区 10 多万年前就有人类
活动，具有丰富的历史文化遗存，但由于种种原
因，以前并不为公众知晓。“宝马城是一个起点，
未来不仅要修建遗址异地复原博物馆，还要把
古代望祭长白山的文化挖掘好、展示好，让人们
了解长白山灿烂的历史文化，让历史文化成为
长白山旅游的‘烫金’的名片。”

主持发掘该项目的赵俊杰副教授认为，金
代长白山神庙遗址的发掘不仅是一张“烫金”的
中国历史名片，也是中华文化从多元走向一统
的绝佳实证，对于探索中华文化多样性及多民
族统一国家的形成与发展具有重要价值，必将
产生深远的历史与现实影响。

长白“山祭”遗存，再证中华多元一体

“百姓心中有杆秤 ，千古传诵却金亭”

▲宝马城遗址 2016 年发掘区全景（上北下南）。 ▲宝马城遗址出土的建筑物构件。

陈陈霓霓、、林林少少波波

官亭是古道要塞，是迎接官吏赴任
的首站，亦是送别官吏的终点。古代官员
到此停歇接风，热闹非凡。在福建省长泰
县，至今仍完整保留着这样一座始建于
明朝，有着近 600 年历史的官亭。

县城西行五里，途经一条蜿蜒小道，
远远可见一座长方形石木结构的凉亭，
位于龙背山与狮山之间的坡顶，坐东南
朝西北，八根合抱石柱承托一方青瓦亭
顶，果树成荫，环境优美。这是长泰县与
龙文区(旧时为龙溪县)接壤处，唐宋时，

漳州朝京晋省的驿道均途径此地；宋代
以后，长泰往漳州的大路，亦由此处出
境，官员们由此出发朝京赴省。

走近细看，亭内三支石柱上阴刻着
“长泰县界”“北取县伍里”“南取州叁拾里”
字样，字迹清晰可见，向来者表明自己作
为古代县域界碑的身份。亭中石桌随意摆
放着各式茶具，供来往行人解乏。眼前此
景，不禁让人询问，这山乡僻野中的小小
凉亭，源何不曾湮没于荒草错林之中。

抬头仰望亭顶，一块“却金亭”的匾
额便是全部答案。

五里亭又名“却金亭”，自明朝起一
直沿用至今。这个特殊的名字，与时任长
泰县令的赵佩有着深厚的历史渊源。

明正德十年(1515 年)，浙江嘉兴人
赵珮到长泰当县令。新官上任三把火，赵
佩到任的第一把“火”就是表明立场，他昭
告百姓“今后务舍旧图新，各安生理，孝悌
为先，和睦为上，以耕读为安荣之计，以勤

俭为起家之本，毋作非为，以罹法网。本职
前任参军，无敢以贪墨自玷，矢诸天日。今
令兹邑，绝不容私。”在告诫百姓耕读勤
俭、修身养性、遵纪守法的同时，发誓自己
绝不贪墨、绝不容私。这第一把火，让当地
百姓官员都产生了敬畏之心。

让百姓没想到的是，这位赵县令是
这样说，也是这样做的。经过一段时间的
了解，赵佩发现长泰县地理位置偏僻，长
期依赖农业生产，特别是在明初很长一
段时间的“安养生息”后，农业生产才逐
渐复兴。在这种情况下，半耕半读是当地
百姓出头的唯一出路。因此，他极其重视
课民耕读，虽贵为县令，他却保持一介平
民的良好品行，不仅自己过着简朴的生
活，更是教育引导百姓勤于耕作，读书知
礼，俭以持家。始建于明初的城墙因年岁
久远日益损坏，安全问题不容忽视，但苦
于财库空虚，一开始赵县令只能以木栅
栏临时补缺。但随着三年的勤俭积累，城
墙得以拓展巩固。据漳州府志记载，正德
十三年，长泰县筑城九百九十一丈，濒溪
者高一丈五尺，负山者一丈三尺。

为官三年间，也有不少人疑心赵佩
人前一套、人后一套，不可能真正做到两
袖清风、公正无私。他们找上赵佩，或送
礼或托关系，结果都是碰壁而归。直至任
期届满，赵佩果真如当年所誓，秋毫不
染，励精图治，廉洁奉公，勤俭为民，深受
百姓爱戴。

按照当朝规定，三年任期届满，赵佩
应上京述职。送行至五里亭的百姓感念赵
公清正廉明，勤俭操持，担心其囊中羞涩，
旅途困顿，遂自发筹集银两数十两赠其做
盘缠。赵公深知百姓不易，坚决不受。有人
疑问赵公不接受或许是担心还会回来。因
此，第二任期届满赵佩即将告老还乡时，
长泰百姓再次筹集银两，金额数倍于前次
赠予赵公。赵公虽囊中羞涩，态度却更加
坚决，毅然谢绝，两袖清风而去。

长泰百姓感念赵公为官两任，廉洁

自律，善始善终，称其可与“却暮夜金、悬
生鱼之馈者”相媲美，遂在五里亭内悬挂
“却金亭”，以示纪念其高风亮节，昭示勉
励后人，让其有“见贤思齐”之心。

赵公“两度却金”成就了“却金亭”的
美名，自此缕缕清风在长泰县吹拂开来，
影响着一代又一代的继任者和当地百姓。

据明朝太仆寺卿唐尧钦所作《长泰
县五里亭碑记》中记载：明万历年间，五
里亭受风雨摧残，岁月侵蚀，外加地理偏
僻，常有盗贼出没，损坏严重。二十七年

(1599 年)，江南路南陵人管橘到长泰任
县令。途径五里亭时，见闻“却金亭”的来
历又如此破败，忍不住感叹道：“彼何人
欤？居今世愿一见可得欤？而遗节在可湮
没乎？”于是，管橘带头捐出俸禄三十金，
不到两个月便将五里亭修缮一新，并新
修“善世岩”，建店面六间引进商户，彼时
人烟骤增，盗贼亦不敢扰乱非为。

据县志记载，管橘在任期间，亦同赵
佩有为有位，革除县署陋规，整顿胥吏，
严肃法纪，倡导简朴节俭之风，杜绝奢侈
热心公益事业，振兴教育，疏浚陂渠，发
展农业，政绩丰硕。五里“却金亭”的美名
得以更好地流传下来。

为官一任留政声，
浊渭清泾自分明。

百姓心中有杆秤，
千古传诵却金亭。

后人访却金亭后，将这样一首小诗
刻于亭内石碑上，代表了后人对赵佩却
金高尚情怀的肯定。

“深入挖掘‘却金亭’事迹，我们发现
赵佩深受后人景仰。继赵佩之后，五里亭
又多了好几座‘去思碑’。在县域范围内，
仅明清时期长泰县就出现了 7 位监察御
史，其中祖孙秉宪、两代执法，一里两御
史等均有史迹留存。”长泰县纪委副书
记、监委副主任魏文表示，赵佩却金的故
事很有推广意义。近年来，长泰县把“却
金亭”的故事刻到墙上、搬上戏台，使之

成为当地妇孺皆知的典故。
在福建最大县级文庙——— 长泰文

庙广场上，“孝、悌、忠、信、礼、义、廉、
耻、仁、智、公、和”12 根体现儒家思想
文化精髓的文化柱挺拔矗立，赵佩却金
历史典故在山东孔子文化研究院等专
家的评选中，成功入选“廉”字文化柱。

谈及原因，文庙管委会负责人黄
志亭介绍说，“赵佩廉政爱民的思想与
儒家仁政思想是一致的，从明代流传
至今，有口皆碑，能够入选文化柱是历
史和群众的选择，我们也把它作为干
部参观、学生研学、游客朝圣必讲解介
绍的一个重要内容。”现在，文庙已经
成为当地重要的廉政教育基地，也是
对外传播五里清风故事的窗口。

“做官做人要实在，着要照步来，
不(窗)要小贪，小贪着钻鸡笼，不(窗)
要大贪，大贪着进监牢笼。”(括号内为
闽南语发音)一部以五里清风亭为蓝
本的布袋木偶戏，成为了木偶艺人薛
水发在木偶兴趣班上授课的重要教
材，浅显易懂的好故事在孩子们的心
里种下了美好的根。

“五里清风亭是我们村干部换届到
访的第一站。”据五里亭所在珠坂村的
村支书姚育祥介绍，时任赵佩用自己的
俸禄为村民办实事，以至于回京没有盘
缠，在他身上集中体现了“以人民为中
心”的思想，珠坂村每届干部上任时都
会到这里开展任职教育，目的就是要坚
持榜样引领，引导干部坚守廉洁奉公的
底线、恪守为民履职的宗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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