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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北京天安门，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心脏，是古老皇宫的外大门，又是新中国的象征。
我们的国徽，正是以这个雄伟的城楼作为图案。
 拥有600年历史的天安门城楼，如同一位饱经沧桑的历史老人，俯瞰着天安门广场，目睹了明清王朝
的兴起和没落，八国联军的入侵和炮击，民国政府的卖国和无能，更亲眼见证了中华民族从这里觉醒
、奋起和走向富强。
 明、清两代，天安门城楼作为皇宫的正门及“金凤颁诏”之地，是封建皇权至高无上的标志。
从它那巍峨身影中透露出的是阵阵肃杀之气。
普通百姓莫说进入，就连走近也是不可能的。
随着1911年辛亥革命爆发和清王朝的垮台，天安门昔日的辉煌不再。
长年的无人问津，使天安门城楼呈现出一派落败景象。
天安门广场到解放前夕，更是成为了市民生活垃圾的堆积场⋯⋯ 1919年5月4日，首先觉醒的中国知识
分子们，正是在这里发起了决定中国历史进程的“五四运动”，并且与中国工人运动相结合，由此诞
生了中国共产党。
历经整整30年后，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终于推翻了压在头上的“三座大山”，使饱受百年屈辱
的中华民族真正站立了起来。
 新中国成立后，古老的天安门城楼再度焕发出青春。
 1949年10月1日这一天，天安门目睹了新中国成立的开国大典，聆听了毛泽东主席向全世界发出的庄
严宣告，瞻仰了新中国领袖群体的风采。
 从那时起，天安门城楼和天安门广场便成为了重大庆典活动和群众集会的重要场所。
城楼被多次修缮乃至秘密重建，广场也数度扩展，并矗立起人民英雄纪念碑、人民大会堂、国家博物
馆和毛主席纪念堂等雄伟建筑，成为了世界上最大、最美的城市中心广场。
 巍峨的天安门城楼，宽阔的天安门广场，如今已成为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庄严象征。
凡是第一次来到北京的中国人，天安门广场是必到之地，没亲眼见到天安门城楼，便等于没到过北京
。
而对于外国人而言，天安门城楼即是新中国的象征，凡到中国游览，没到过天安门广场，没见到天安
门，就如同没到过中国。
 50多年来，天安门既目睹了新中国蒸蒸日上的发展和天翻地覆的变化，也目睹了新中国领袖们为探索
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所走过的曲折——无数次庆典活动和广场大阅兵让它无比振奋，文化大革命
中的疯狂也曾令它迷惘，“四五”广场事件中人民的呐喊让它看到了希望，改革开放的伟大成就及港
澳回归、申奥成功的喜悦更令其容光焕发⋯⋯ 新中国领袖们的每一项重大决策，中国大地上发生的每
一件大事，几乎都会在天安门前有所体现。
 50多年来，天安门能一直牵系着亿万中华儿女之心，主要在于这里举行着一次次国庆检阅游行和阅兵
，这是新中国最隆重的仪式，是国威军威和民族精神的显现。
当1949年10月1日五星红旗从天安门升起时，毛泽东登上城楼检阅了刚刚取得革命战争胜利的英雄部队
。
从这时起直至1959年，他在这个雄伟的广场进行了11次正规的国庆阅兵。
1984年10月1日，邓小平又在天安门乘车检阅了部队并在城楼上阅兵。
1999年国庆50周年大庆时，江泽民又在这里阅兵，并和百万军民共度盛典。
2009年，国庆60周年盛典，胡锦涛与20万军民在此同庆共和国华诞。
 天安门前的群众游行，是首都人民表达欢庆之情的仪式，也是全国人民将建设成果向世界显示的一个
橱窗。
天安门广场的阅兵，是按照国际上现代阅兵的惯例，分为阅兵式和分列式两个部分。
阅兵式是阅兵首长在阅兵指挥员的陪同下乘车从受阅部队队列前通过，分列式是由受阅部队从检阅台
前通过，接受领导人或贵宾的检阅。
当年的人民解放军官兵，都把能到天安门前接受毛主席检阅作为最大的幸福，而毛泽东在城楼上的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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头也永远成为亿万人民不能忘怀的历史画面。
天安门阅兵，实际上也成为共和国发展和人民解放军现代化建设的一个缩影。
 1949年10月1日的新中国开国大典之日，中苏两国摄影师同时在天安门城楼上拍摄了纪录片。
遗憾的是，苏联人拍摄的彩色胶片随后在北京饭店因吸烟失火而不幸烧毁，如今人们在电视屏幕上经
常目睹的只是中国摄影师拍的那些黑白片。
从这些历史镜头中，可以看到广场上万众欢腾之时，毛泽东的表情却始终凝重，脸上很少出现笑容，
此刻的心情按他自己说是“又愉快又不愉快”。
毛泽东后来解释：中国解放我是很高兴的，但是总觉得中国的问题还没有完全解决，因为中国很落后
，很穷，一穷二白。
 当时在天安门参加检阅的英雄部队，也显现出“很落后，很穷”的情景。
展现在广场上的装备是日制九七式“老头坦克”、150毫米“花炮”和德制七九步枪、捷克式轻机枪⋯
⋯这些缴获的“万国牌”武器出自十几个国家，多是别国淘汰的旧品。
检阅途中有一辆装甲车驶到天安门西侧，还因机械故障熄了火，多亏后面装甲车里的战士急中生智，
开上前去把开不动的装甲车顶到西长安街上。
 据卫士长李银桥等人回忆，当时毛泽东在天安门城楼上很兴奋，足足站了6个小时没有休息。
阅兵的最高潮，是新建的人民空军的战机飞过天安门广场上空。
此前看着阅兵，人们只闻军乐奏响而屏息无声，此刻在广场和城楼上突然爆发了如雷如潮的掌声欢呼
声，毛泽东的脸上也露出了笑容，因为从这一新军种的亮相让人们看到了人民军队现代化的光明前景
。
 从开国大典开始，10年间每逢国庆举行阅兵成为制度。
在1954年国庆阅兵中，部队编成和武器装备都发生了较大变化。
刚刚胜利结束了抗美援朝战争的诸军兵种参加了检阅，受阅部队的武器结束了过去的不统一状态，全
部上标准化、制式化的苏式装备。
1955年国庆阅兵时，刚刚授衔的官兵们穿着有军衔的新式服装通过了天安门广场，军容焕然一新。
1956年国庆阅兵在大雨中进行，受阅部队乘坐中国刚刚生产出来的解放牌汽车通过广场。
1957年阅兵时，中国新生产的喷气式歼击机通过了天安门。
1959年10月1日，国庆10周年阅兵大典的规模远超过此前任何一次。
在大大拓宽了的天安门广场上，由15个徒步方队、14个车辆方队和6个空中梯队组成的阅兵队伍接受了
检阅。
最令人兴奋的是，解放军带“五”字头的新式武器——五六式冲锋枪、五六式半自动步枪、五九式坦
克、歼五型歼击机等也纷纷亮相，而且基本都是中国自产。
不过在世界范围内，此时一国军力强弱的主要标志已不是新型坦克和喷气式歼击机，而是美苏英已装
备的核武器及远程导弹。
恰恰在这一问题上，中苏之间刚刚出现了严重的分歧和矛盾激化。
 在阅兵时，毛泽东同赫鲁晓夫并排站在天安门城楼上。
虽然庆典空前隆重，毛泽东的心情却很不愉快，此前党内刚刚在庐山会议上就“大跃进”和经济困难
问题出现了激烈争论，中苏关系也趋向恶化。
中国的国防事业在常规装备上虽有飞速进步，但在发展尖端武器方面却受到苏联的限制。
这时，毛泽东已经下定了自力更生搞出原子弹的决心。
从某种意义上讲，1959年国庆阅兵是中国单纯的常规装备检阅的终结，而向“两弹一星”的迈进。
 1960年夏天，因“左”的方针造成的严重经济困难的恶果显露出来，同年8月结束的北戴河会议决定
全党共渡难关，毛泽东也决定带头不吃肉。
在这种形势下，同年9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向全国发出通知说，本着厉行节约、勤俭建国的方针，决
定改革国庆典礼制度，实行“五年一小庆、十年一大庆，逢大庆举行阅兵”。
后来的政治动乱，又使阅兵制度在20多年间中断。
 十一届三中全会后，中国开始了拨乱反正、改革开放，1981年邓小平提出恢复阅兵制度，1984年国
庆35周年时举行了规模更大的阅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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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9年国庆50周年时，江泽民主席又检阅了全新装备的部队。
2009年国庆60周年，胡锦涛主席检阅了军容齐整、军威雄壮的受阅部队。
当人们通过检阅看到新中国的国防事业日新月异之时，便不禁回忆起全国解放初期毛泽东参加的阅兵
，追念起峥嵘岁月中的那些奠基事业。
 饱经沧桑的天安门城楼，流逝的是历史，留下的是记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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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饱经600年风雨沧桑的天安门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心脏。
作为近代中国历史的见证者，它不仅目睹了中国最后一个封建王朝衰落的悲凉，见证了中国人民一次
次要民主争自由，反抗外国侵略和反动统治的斗争，更是共和国举行重大庆典、盛大集会和外事迎宾
的神圣重地。
新中国领袖们的每一项重大决策，中国大地上发生的每一件大事，几乎都会在天安门前有所体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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显示中国国防同过去比已不可同日而语  05/60年大庆新世纪大阅兵，壮我国威、军威报告之十二  广场
见证港澳回归和北京申奥成功  01/香港回归经历了艰难历程，终于在1997年迎来了盛况  02/天安门广场
上竖起象征香港回归的倒计时牌  03/澳门的顺利回归，再次引起历史广场上倒计时的欢呼声  04/申奥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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功的喜悦，使沸腾的天安门广场彻夜不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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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世人都知道，北京是中国的首都，位于市中心的天安门广场是北京的心脏。
自1949年10月1日举行开国大典以来，天安门广场便成了新中国庆典活动的重要场所。
那一个个雄伟壮观的场面，那一片人山人海的欢声鼎沸，早已经印记在亿万人的心中⋯⋯欢声背后却
凝聚着多少艰辛和泪水？
广场隆隆行进的方队，背后却有着多少故事？
在那高耸的城楼之上，明清两朝宫廷的隐密，共和国60多年的曲折经历，许多重大历史事件都印刻在
这座世界第一大广场上，后人是否都能知晓？
让我们掀开历史的尘封，从广场的历史再看到它的现在——01/世界上最大、历史最悠久的广场，当属
天安门广场天安门广场，是当今世界上历史最悠久、面积最大、气势最宏伟的城市中心广场。
这不是夸张之辞，而是无可争辩的事实。
天安门广场，位于北京市区中心的中轴线上，金碧辉煌的天安门城楼坐落在广场北端，五星红旗在广
场上空高高飘扬，人民英雄纪念碑屹立在广场中央，庄严的人民大会堂、壮丽的中国革命和历史博物
馆在广场东西两侧遥遥相对，毛主席纪念堂和彩绘一新的正阳门城楼矗立在广场南部。
整个广场北起天安门，南至正阳门，东起历史博物馆，西至人民大会堂，南北长880米，东西宽500米
，总面积达44万平方米，可容纳百万人举行集会，堪称世界广场之最。
世界上其他国家的任何一个广场，建筑面积都不能与之相比。
如莫斯科著名的红场，大小只是天安门广场的1/10。
新中国成立后，天安门广场已成为新中国的象征，是全国人民最向往的地方。
讲到天安门，就要讲到北京，是首都的地位造就了这一凝聚天下人心的广场。
北京作为中国的都城，有着悠久的历史。
传说中的帝尧时代建立的都邑——“幽都”，就在北京这个地方。
当时，那个时候还没有完整意义上的国家，夏以前还是部落联盟时期，首领居住的地方一般连城墙都
没有，顶多四周挖条沟，再修个土围子，还称不上城市。
北京真正形成城市，是在什么时候呢？
周武王灭商后，封召公于北燕，北燕定都蓟城（今北京广安门以北和白云观一带），这便是北京城的
前身。
公元前5世纪至3世纪，战国七雄中的燕国，也是以蓟城为首都。
现代的出土文物证明，那时的城市还很繁华，已经是当时北方的大都会。
秦始皇统一中国后，蓟城就成了秦朝的46郡之一。
一直到唐朝末叶，这里既是一个商业中心，也是一个军事重镇。
北京曾先后称幽州、燕山府。
公元10世纪，契丹人连犯中原，并在中国北方建立了辽朝，燕京是它的陪都，号称南京。
据史书记载，城内繁华程度虽比不上北宋的首都开封，不过宋朝的人士来此一游， 均说景物之盛与南
朝已无太大区别。
作为一个大王朝的首都，北京定都的历史应该追溯到850多年前，即金代。
2003年，北京举行了隆重的建城850周年纪念，便是从金中都算起。
从东北白山黑水起兵的金国灭辽、灭北宋后，于公元1153年迁都燕京，改名中都。
从此，这里成了一个割据中国半壁江山的王朝的首都。
后来，元灭金，元世祖忽必烈在此建立新都，并建新城，改名为大都。
这里就成了全国唯一的政治中心，并享誉海内外。
1367年，朱元璋派大将徐达北伐。
1368年（洪武元年）正月，朱元璋在南京登基，成为明朝开国皇帝明太祖。
同年9月，徐达大军攻克元大都，元朝统治被推翻。
为了削除前朝的“王气”，朱元璋下旨将大都改名北平府，将大都北城墙向南收缩了3公里，另建新
墙一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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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80年，朱元璋的四儿子燕王朱棣，遵父命镇守北平。
1398年，朱元璋驾崩，其孙朱允继位，年号建文，是为明惠帝，又称建文帝。
此时，镇守北平的朱棣已重兵在握，一心想要篡夺皇位，遂于1399年以入京诛奸臣为名，向南京进兵
，史称“靖难之役”。
4年之后，叔叔打败了侄儿，夺取了大明帝位，燕王朱棣摇身一变，成为了明成祖，并改年号为永乐
。
坐上龙椅的朱棣，并未忘记自己起家的“龙兴之地”北平，并深知逃到塞外的蒙古族残余势力，仍可
能卷土重来。
为了能够更有效地控制北方，保住明王朝的千古基业，明成祖打算将国都由南京迁至北平。
一些大臣看出朱棣的迁都意愿后，便开始“急皇上之所急”，搜肠刮肚地为明成祖寻找起迁都的理论
依据来。
据《明成祖实录》所载，永乐元年，礼部尚书李至刚等上书朱棣说：“自昔帝王，或起布衣，平定天
下，或由外藩，入承大统。
而肇迹之地，皆有升崇，窃见北平布政司实皇上承运兴化之地，宜尊太祖高皇帝中都之制，立为京师
。
”1403年2月4日，朱棣将北平改称为北京，但在正式迁都前暂称“行在”（即皇帝外出时的行宫）。
1406年，朱棣派大臣赴四川、湖广、江西、浙江等地征集木料，烧造砖瓦，并征派各地工匠、军士、
民工，开始了大规模营建宫殿楼阁的浩大工程，直到14年后的1420年方告完工。
1421年（永乐十九年），朱棣颁诏正式迁都北京。
明宫城（即现在的故宫）建在元大都城的中心，沿用了元朝大内的旧址而稍向南移。
其主要建筑都布置在北京城南北走向的中轴线上，两侧匀称地排列许多建筑群，且左右对称。
这座成为了北京核心部分的帝王宫阙，至今仍保存得十分完整。
它巍峨壮丽，千姿百态，雕梁画栋，金碧辉煌，是中国古代建筑的代表作，堪称世界建筑的瑰宝。
宫城之外还有范围更大的皇城，筑高大红墙围绕，同样是百姓不得进入的皇家禁地。
皇城围墙长3,225丈9尺4寸（约10,753米）。
从现今遗留下来的东皇城根、西皇城根、西安门和东安门等地名，我们可大致描绘出皇城的范围：东
西皇城根相连，为皇城的北墙（即现在的平安大道位置）；东皇城根向南，经过东安门再向南，与东
长安街相接，为皇城东墙；西皇城根向南，经过西安门再向南，沿太液池西岸（即现在中南海的西墙
）与西长安街相接，为皇城西墙，东西长安街为皇城南墙所在。
明永乐十五年（公元1417年），皇城的正门——承天门（今天的天安门）建成。
这一年，可以算是天安门的建成之始。
在皇城的最南端，还建有一座砖石结构3个洞的券门，为皇城的最南门“大明门”，大致在今天毛主
席纪念堂的位置上。
在大明门左右两侧，是两道通脊红墙，分别向东向西，再折而向北，形成一个长540米、宽65米的中央
大道。
然后红墙再分别折向东、西，与位于今天劳动人民文化宫和中山公园门前的两座砖石结构的3洞券门
（东为长安左门，西为长安右门）相接，再往北，与天安门城墙一线的皇城相接，形成一个东西长365
米，南北宽约125米的横向广场，并与中央大道组成为一个瘦长的“T”型广场。
更确切地说，就是由一条倒凸字形的围墙，圈出了天安门广场最早的雏形。
明朝在皇宫南边这种建筑的多样格式，使承天门即后来的天安门前的广场显得布局严整且富于变化，
气势也更加开阔。
02/昔日天安门外同时上演着“金榜题名”和“秋后问斩”明朝初年修起的承天门，是后来的天安门的
前身。
它雄伟壮观，不过最初它完全是皇家威严的显示物，在它前面既有恩宠又有酷烈，“金榜题名”和“
秋后问斩”都在此举行。
在如今天安门的南面，当年还有一座大明门。
大明门是一座单檐歇山顶的砖石结构建筑，与明十三陵大红门、清东陵大红门相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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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其位于整个皇城的最南端，又素有“国门”之称。
永乐年间该门建成时，朱棣命大学士解缙题门联，缙书古诗：“日月光天德，山河壮帝居”。
满清入主中原后，前明王朝的痕迹必需清除，故将大明门改称为“大清门”。
据《大清会典》记载：“大清门，三阙上为飞檐崇脊，门前地正方，绕以石栏，左右狮各一，下马石
碑各一。
”明清之际，此门又称“吉门”。
意思是只准进喜，不准出丧。
就算是皇帝也只有在娶正宫皇后时，大红喜轿才准经过此门进宫，称为“进喜”。
而迎娶其他嫔妃，尽管是喜事，也不得进此门，只能用彩车由神武门（今故宫后门）进宫。
至于殡葬，即使皇帝、皇后也一律不准从此门进出。
在大清门（大明门）里是著名的千步廊。
千步廊是指大清门内，红墙以里，东西两侧建有南北向的联檐通脊、黄瓦红柱、红窗金饰、汉白玉阶
基的长廊，东西各为110间，至北端再分别折向东、西，各34间，东西千步廊各144间。
长安左（东）、右（西）门和东、西千步廊各有不同功用。
我国古代历来有“人生四大幸事”之说，即“久旱逢甘霖，他乡遇故知，洞房花烛夜，金榜题名时”
。
而天安门前的东千步廊和长安左门，恰恰就是举行“金榜题名”之所。
明清之时，科举制度盛行。
科举有乡试、会试、殿试3种，每3年举行一次。
直到1904年（光绪三十年）兴新学后，中国实行了1,000多年的封建科举制度才被彻底废除。
乡试在各省省城（包括京城）举行，考期在8月，分3场进行，考中者称为举人。
会试在京城举行，由礼部组织，各省举人皆可应考，考期在春季。
进京应考的举人首先要集中在大清门内东侧千步廊朝房，考中者称为贡士，又称为“中式进士”。
只有取得贡士资格者，才能进宫参加殿试。
殿试又称“御试”或“廷试”，由皇帝亲自主持。
明初曾在承天门南金水桥畔设试场，后移至黄极殿（今太和殿），清在保和殿。
殿试由皇帝亲自出题，获得前10名的考卷，皇帝还要亲自过目，考中的被赐予进士。
列第一甲前3名者，分别称为“状元”、“榜眼”、“探花”。
殿试两天后，皇帝在太和殿上传呼考中进士的姓名，叫“传胪”。
考取的进士身着公服，头戴三枝九叶冠，恭立于天安门前听候传呼。
“传胪”唱名后，进士与王公百官一起进太和殿分列左右，肃立恭听宣读考取进士姓名、名次。
这就是“金殿传胪”。
考中的进士被皇帝召见后，礼部官员捧着皇帝钦定的“黄榜”，从御道出午门，把黄榜放在龙亭里，
在鼓乐仪仗的簇拥下抬出天安门，出长安左门外，张挂在临时搭起“龙棚”里（今南池子南口迤西红
墙处），由名列榜首的新科状元率诸进士看榜。
3天后，“黄榜”收回内阁封存。
尔后，顺天府尹给状元、榜眼、探花插金花，披上大红彩绸，用仪仗接到城北顺天府衙门里饮宴，以
谢皇恩。
完毕，状元授翰林院修撰，榜眼、探花授翰林院编修。
正所谓“朝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十年寒窗无人问，一举成名天下知”。
由于传胪前，这些考生无功名可言，一旦传胪后黄榜上名字高中，则犹如“鲤鱼跃龙门”，化鱼为龙
。
所以人们又称长安左门为“龙门”。
而与之相反，长安右门和西千步廊，则是明清两朝审判犯人的阴森场所，一年一度的“秋审”和“朝
审”都是在这里举行。
清朝时，刑部在每年5月，把各省判处死刑囚犯的名册、口供和判决汇集，分案列册，于7月初送给皇
帝阅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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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月中旬，皇帝诏令三法司会同王侯、大学士、九卿等官员，在西千步廊旁，举行“秋审”。
“秋审”之时，由东到西，横列几十张大八仙桌，上铺红毯，判官面北端坐，互审各犯判文，然后再
呈交皇帝，而只要皇帝一旦朱笔勾决，该犯的死刑就算最后定了。
明代程序也大体相同。
昆曲“十五贯”中，善良冤枉的苏戍娟和熊友兰，就是在西千步廊判决的。
“朝审”是在每年霜降前，把北京刑部监狱里的判处死刑的犯人，按照秋审的办法，在天安门西千步
廊会审。
所有犯人从长安右门下车，排列整齐，由长安右门的南门洞走入，一字跪在“朝审”公案桌前，听候
审问。
因这些犯人已经受过多次严刑拷打，吃够了苦头，即使明明有冤在身，此时一般也不再申诉了，到这
里来不过是走个形式而已。
极个别敢冒死喊冤的，必遭至更残酷的严刑，直到打得犯人说不出话来方肯罢休。
而极少数由判官查出可疑和缓决的，则被押回监狱。
当犯人走出长安右门时，等候在门外的家中亲人，就会在其脖子上挂一串山里红，祝贺犯人又可多
活1年。
至于那些被朱笔勾决的犯人，一般到该年的冬至清晨，被押到宣武门外的菜市口刑场行刑。
犯人由长安右门提解进广场，悲伤哭泣，如进虎口。
所以人们又称长安右门为“虎门”。
由于长安左门与长安右门担当着不同的使命，故北京人常用“东边掌生，西边掌死”的俗语来描述当
时广场东西两门的不同。
大明门南面及千步廊东、西墙以外，虽不属当时的广场，但因涉及到新中国成立后的广场改建，因此
也有必要提一下。
大明门（“大清门”、“中华门”）往南至正阳门（即今天的广场最南端，毛主席纪念堂南门至正阳
门城楼下这片空地），明清时称棋盘街。
在明代是以木栏围着，中间有一东西向路与江米巷（今东、西交民巷）相通。
从正阳门上居高临下一望，犹如一副象棋盘，东西向通道恰似双方交战的“楚河”“汉界”。
清乾隆年间（公元1775年），修葺棋盘街时，拆掉了木栏，换成了石栏。
明清之际，这里曾是商贾荟萃、市井繁华的贸易、娱乐之所。
千步廊东、西两侧，则是明朝中央机关办公所在地。
遵照文东武西之制，东边设有宗人府、吏部、户部、礼部、兵部、工部、鸿胪寺、钦天监、太医院等
衙门，多主管人民休养生息；西边设有中军都督府、左军都督府、右军都督府、前军都督府、后军都
督府、太常寺、通政史司、锦衣卫（明朝特务机关）等衙门。
这便是明人所说的“列六卿于左省，建五军于右隅”。
清代时，这种布局没有太大变化。
千步廊东边仍为各部，当时叫户部街，设有礼部、户部、吏部、宗人府。
在稍东的兵部街，设立了兵部、工部、鸿胪寺、钦天监、太医院，并大多沿用了明代旧址。
而在千步廊西边，由于清代建立了八旗兵制，不再建立五军都督府，所以这里成为一般街道，街名为
右府胡同、左府胡同、中府胡同等。
此外，清代在明代锦衣卫旧址上建立了刑部，刑部主管法律、刑狱等事务。
为此这条街便称之为刑部街。
在这条街上又增设了都察院、大理寺等审理、司法机关，这样管理刑名的三法司就集中在天安门广场
西边了。
所以，明清两朝，广场两边官置林立，府部对列，或朱衣纱帽，或补褂朝珠，肩摩毂击。
且广场两边的官置，又径渭分明，东边的衙门府第，皆为管钱、管王公贵族事务的，有钱有势，故又
被称作“富贵街”；而在西边的衙门府第则是主管全国军事法律，属司法审判机关，又有“生死街”
之说。
故时人常说：“东边掌生，西边掌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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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明清时代的衙门早已不见了踪影。
而当我们漫步在广阔壮观的天安门广场上时，很难想像早年这里曾是操纵人民生死大权之所在！
03/历史悠久的城楼兴建，满清入关起了“天安门”之名天安门的建设，最早可追溯到元朝的大都城修
建。
在辽阔的千里草原上经营牧业的蒙古民族打进中原，在北京这片土地上建立了元朝的“大都”后，在
皇宫前便有了修建广场的愿望。
13世纪末期修建起来的元大都，从里至外分别是宫城、皇城和大城。
元大都宫城旧址比明清皇宫略偏北。
其中大城的灵星门与丽正门之间，有一“T”形宫廷广场，后来明清两代的宫廷广场基本沿用其旧址
，并在中间建造了今天的天安门。
明北京城是在元大都城基础上，又参照南京规制营建而成。
天安门始建公元1417年，建成于1420年（明永乐十八年），因完全仿建于南京的承天门，故亦命名为
承天门。
初建时，承天门城楼只是一座黄瓦飞檐三层楼式，四面透风的5座木牌坊，正中挂有“承天之门”的
匾额，以示“承天启运”、“受命于天”之意，被视为皇朝承天命和敬天之首地。
1457年（明英宗天顺元年）7月，承天门城楼遭雷击起火被毁。
1465年（成化元年）3月，明宪宗下旨，才由工部尚书白圭主持，重新修建承天门。
重建后的承天门城楼由原来东西5间扩大为9间，牌坊式也改建成宫殿式，基本上具有了现在天安门的
形制和规模。
1644年（崇祯十七年），李自成率领农民起义军攻占京城。
当时城内并无抵抗战斗，不过李自成的大顺军在城内“追赃助饷”造成了一些混乱，一个多月后撤退
时又曾纵火，承天门就此毁于火中。
1644年，清军得吴三桂之助，从山海关入关，定鼎中原。
据史书记载，顺治帝进入北京时，承天门只剩下了光秃秃的5个城门洞，上半部的城楼已荡然无存。
1651年（清顺治八年），顺治帝下令重修承天门，并于建成后正式命名为“天安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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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天安门往事追踪报告》编辑推荐：权威军史专家倾力奉献，图文并茂，真实再现共和国领袖的风采
，给人以思想和视觉的震撼。
是一部值得阅读、收藏的珍贵红色经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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