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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西四附近真有游荡的忠魂吗？
夜半故宫真的是鬼乐园吗？
正阳门究竟怎么个“正阳”法？
连慈禧都害怕的人会是谁？
为啥故宫有些宫门没门槛？
为何老宅院现多为“凶宅”？
⋯⋯”
本书将为您揭秘这些疑团，为您带来精彩而有趣的民间传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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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超，女，1983年出生，生在北京，长在北京，祖辈还是老北京。
自小深受老北京传统文化的浸润，深深爱着皇城根脚下的一方水土。
目前为专职作家，希望能用自己的积累将老北京的历史及文化内涵传承下去，让热爱北京的人更多地
了解街头巷尾的奇文趣事，让生活在北京的人更多地关注身边的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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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第一章 老北京的牌楼旧事西四附近游荡的忠魂西四牌楼本是为慈禧太后庆生而建的，它与东四牌楼正
相对称，是一座四柱三楼式的木制牌楼，上面的描金油漆彩色画，纷繁锦绣，煞是好看。
东路口牌楼上写有“行仁”，而西路口牌楼上则写着“履义”。
西四牌楼之所以有名，并非因为那上面花里胡哨的图案，而是因西市这里曾是几位忠良贤德人士冤死
的地方，这其中的一位便是于谦，他那句“粉骨碎身浑不怕，要留清白在人间”便暗示了他的最终结
局。
明正统十四年（1449），北京遭瓦剌部也先可汗的进犯。
英宗在太监王振的怂恿下，亲率大军出征，却在宣化府附近的土木堡被围，成了阶下囚。
也先本打算用英宗作为要挟明王朝的条件，可是，以于谦为首的抵抗派大臣坚持保卫北京，并将英宗
的弟弟朱祁钰扶上了皇位。
经过不懈坚守，终于迫使也先可汗弃京而去。
也先见英宗已是无用之物，索性做个人情，放他回京。
景泰八年（1457），回到京城的英宗率亲信发动政变，重登帝位。
英宗重登帝位后的第一件事便是处死于谦，以解心头之恨，并且是以极其残忍的方式将其处死的：先
砍去于谦手足，之后才斩首，为的就是让其尸骨零落不全，即便入土也难安。
在于谦被杀一年之后，其部分遗骸才在旧部的护送下归葬老家杭州。
作为有功之臣，于谦无辜被冤杀，于是民间便流传开许多关于西市附近、夜晚时分有冤魂出没的传闻
。
据说，于谦年轻时非常信梦，还常去关帝殿祈梦，卜问前程。
一日于谦在书房打盹时，梦到一位身材高大、金色面庞的紫衣人说：“你日后必定是一品大员，朝廷
重臣，可你勿要因此而骄横。
你生前死后，都要以保护天下苍生为念！
”也许是因为心中尚有保护黎民百姓的夙愿，因此，即便肢体残碎不全，于谦也要游荡在世间，以履
行保护百姓的使命。
住在西市的人们夜半时分经常看到一个缺了手臂的影子，用另一只手提着宝剑来回游荡。
但是老百姓并不害怕，而且还为能看到于谦的忠魂而引以为傲。
有些老者说，这是于谦不放心咱，又回来保护咱们了。
也有人说，于谦死后首级悬于西市，虽然其尸身被部下连夜取回，但直到下葬，他都还是身首异处，
因为没人敢再冒风险取回他的首级。
因此，每到子夜，于谦的鬼魂就在西市附近游荡，他那是在找自己的头呢！
这个传说告诉我们于谦这位忠臣死得太冤、太惨，西市这地方阴气重，乃是冤魂聚集的场所。
而且当时的百姓不满意皇帝错杀忠良，这才编造了这么个故事，其实也是另一种形式的抗议，为的就
是纪念这位为官清廉、抵死抗战的忠臣。
乾隆御笔题词的宝珠洞牌楼老北京的特色牌楼很多，但能得到皇帝垂青，并在匾额上亲笔题字的，那
还真不多见。
可是，有这么一处好地方，这里的牌楼上就有乾隆帝的御笔题词，这便是宝珠洞牌楼。
宝珠洞矗立在北京八大处公园的第七处寺院前，始建于乾隆四十六年（1781）。
在这座木制牌楼上，外匾额书写着“欢喜地”，内匾额则写有“坚固林”，这都是乾隆帝的御笔。
宝珠洞中曾供奉着一尊桂芳和尚肉身贴金像，只可惜，因年代久远、战乱频繁，如今我们已无法看到
这尊金像了，只能用一座汉白玉坐像来代替。
也许您要问了，为何只有宝珠洞牌楼上能见到乾隆爷的御笔题词呢？
答案就在这里曾供奉的那尊高僧肉身像上。
那么这高僧到底是什么来头，竟然能让乾隆爷留下墨宝？
要说起来这位老和尚的名头还真大，他曾被乾隆帝用重金请来皇宫作法度生，而且民间还流传着关于
他入宫做佛事的一段故事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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话说乾隆在平定了南疆大小和卓的叛乱之后，将一位容貌不俗、身体奇香的女子带回了皇宫并封为妃
子。
尽管圣眷优渥，宠爱有加，可这位回疆女子仍旧终日郁郁寡欢，也不与别人来往。
乾隆得知后十分忧心，以至于竟因为牵挂这妃子，而无心于朝政国事。
于是这位无辜的回疆妃子便成了宫中众人嫌厌的对象，未及年老时便香消玉殒了。
在这之后，乾隆生了场大病，连服了多少汤药都不见起色，其病情之严重竟使十数名太医都束手无策
。
于是宫里人人都说这是回疆妃子的鬼魂在作祟，为了“请走鬼魂”，乾隆便命人用重金迎请了当时赫
赫有名的桂芳和尚来宫中做佛事。
这桂芳和尚果然不负众望，在虔心诵经作法四十九天之后，乾隆的病情就有了好转。
桂芳和尚再继续诵经祈福，乾隆的病竟大好起来，而桂芳和尚也因此而闻名朝野、享誉京城，成了人
们口中的“活菩萨”。
病愈之后的乾隆皇帝感念桂芳和尚的救命之恩，便封他为“鬼王菩萨”。
谁知这桂芳和尚并不是沽名钓誉之辈，他把乾隆赏赐的财物全部布施给穷苦百姓，自己却往宝珠洞中
修行去了。
后来，桂芳和尚便在此洞中圆寂，据说他活了将近140岁，而且在圆寂之后，桂芳和尚的两只眼睛仍迥
然有神，直直地对视着京城。
朝中有人说，桂芳和尚这样双目直视京城会对大清社稷不利，乾隆细一琢磨也觉得有理，便在宝珠洞
前建造了观音殿和弥勒殿，希望能用风水来延续大清的命脉。
此后有大臣说一定要当朝皇帝亲自书写匾额，以示褒奖，这样才能抚慰桂芳和尚，用真龙的“正气”
来压制各种“邪气”，乾隆素来喜欢挥毫泼墨，怎能放过这样一个可以“展现”自己书法才华的机会
呢？
因此便欣然同意了，于是宝珠洞牌楼上便出现了前文所说的那六个字。
正阳门怎么个“正阳”法正阳门原来叫丽正门，自建成到如今已度过了五百余年的岁月。
很多北京的朋友都说，正阳门自打它建成的那天起，一直就是老北京的象征。
可也有很多人在心里犯嘀咕：这丽正门的名字也很气派啊，怎么后来倒给改成“正阳门”呢？
莫非是因为这“丽正”二字忒俗忒土，还是“正阳”二字方能显示出帝都的雄浑气魄呢？
作为北京内城的正门，正阳门在人们心目中那可是处于“国门”的地位，立在这里的前门五牌楼，也
就成为了北京城的地标性建筑物。
既然这样，那么这国门的名字必定要想个好听的，最重要的还是要既能显示出圣主的气魄，又含有一
定的吉祥寓意在其中。
因此，在正阳二字中，“正”便有“公正、平正、正明公道”之意，“阳”则有“明亮、和暖”之意
。
这两个汉字合起来，既有圣君如日、受四海瞻仰的意味，同时也显示了这座“国门”的高大雄伟、无
与伦比。
正是因为正阳门在北京城中的“显赫”地位，因此它前面的五牌楼便成为老北京众多牌楼中结构最复
杂、在老百姓心中位置最重要的一座。
这五牌楼是北京城最高城门的牌楼，便带有等级的象征。
而将丽正门改为正阳门，既是为了突出一国之雄风，更要使其符合周围的风水，从而达到使江山安稳
、帝都永固的目的。
据史料记载，明正统元年（1436）丽正门改称正阳门，然而史书上没有记录的，却是一段关于城门改
名的离奇故事。
明英宗改元初期，京城里经常有鬼魅在夜晚出来害人。
起初明英宗对此事并没有留意，反而觉得是有歹人装扮成鬼魅故意吓唬别人。
直到自己居住的紫禁城里频频出现鬼魅害人的事情时英宗才开始担忧起来。
为了能压制住到处作祟的鬼魅，英宗绞尽了脑汁，他请来高僧在宫中做法事，率领后宫共同祈福，可
这些似乎都不起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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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在英宗一筹莫展时，朝中大臣纷纷举荐一位举止怪异、疯疯癫癫的跛脚道人。
英宗听后便忙命人把这道人请进宫里。
这道士破衣邋遢，满嘴疯言疯语，见到皇上也不行礼。
英宗见此人甚是无礼，便不大喜欢，但目前也只能将希望寄托在他身上。
“既然道长来了，那么就请道长作法，驱散这害人的鬼魅吧。
”英宗发话了。
“不忙，不忙。
贫道先喘口气。
”这跛脚道人往朝堂上一坐，便不言语了，那场面相当尴尬。
一些大臣说要将这狂徒拖出去打死，一些大臣却说真正有本领的人都是如此不羁、率性，说不定他正
想法子呢。
半个时辰过去了，英宗见这道士还不说话，便把脸一黑，正要发怒，道士却说：“陛下，那鬼魅妖气
本是极阴之物，因此需要用极阳之物才能压制住他们。
方才贫道路过一座高大富丽的牌楼，看到城门上写着‘丽正门’。
陛下，‘丽’本是形容女子品貌出众，怎么能用于内城的正门呢？
”“哦？
那依先生看来，这城门的名字应如何改？
”英宗略有不满地说。
道士振振有词地说：“你看，你看，这个地方原本是前朝旧都，换了新主人之后很多城门都要改名字
的。
别的不说，就说这内城的正门，所对应的就是一国之君。
可就因为这个女人气的名字没有改，所以国都里才频频发生鬼魅伤人的事。
我主本是真龙天子，极阳之身，如果能把内城的正门名字改换掉，那么自然可以压制住一切魑魅魍魉
。
”英宗吩咐宫女拿来笔墨，请道士赐名。
没想到这道士哈哈大笑，说他自己根本不会写字。
他一边抓着头皮，一边说“正阳”“正阳”。
英宗见状，便下令将“丽正门”改为“正阳门”。
其实，英宗根本没弄懂跛脚道人的意思。
那道人一面抓头皮一面说的是“真痒”，不料英宗却误听作是“正阳”。
不过说来也奇怪，自从这城门更换名字之后，紫禁城内果然阴霾尽除，而鬼魅伤人这些事也就渐渐地
被人们遗忘了。
通天牌楼风水柱北京城里最复杂的牌楼当属前门五牌楼，那么最简单的牌楼又会是哪座呢？
这个问题的答案有些出人意料，因为北京城里最简单的牌楼竟然出现在著名的皇家园林颐和园里。
到过颐和园的朋友都知道这里有个苏州街，是仿照民间集市而开辟的一种商业性场所，目的是为了满
足后宫妃嫔、公主们的购物欲望，同时也算是丰富一下后宫的物质生活，让这些久居宫门的女人们不
要感觉生活太过沉闷。
最简单的牌楼就出现在这条苏州街的各家商铺前面，这便是“门脸儿牌楼”。
这些门脸儿牌楼都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就是牌楼要比商铺本身高出来许多，于是大家就管它们叫“通
天牌楼”，而它区别于其他牌楼的特点就是又高又窄，因此也被大家亲切地称为“冲天柱”。
民间有这么一种传说，这冲天柱也叫做“风水柱”，柱子越高自然离天越近，这便意味着借助天力发
财的机会也就越大，所获得的财富也就越多。
那么，为什么会有这样的说法呢？
传说在很久之前，天上的财神爷某一日出巡，远远地望见有几根柱状物直立入云端。
财神爷看了觉得很是稀奇，便走到近处仔细观察那几根柱子，只见上面绘着各种图案，煞是美观。
财神爷正看着这几个柱子发愣，却听下界一个人说：“王老伯，您这里做生意，从来没有欺瞒过顾客
，还经常照顾一些穷苦的人，本来就赚不了多少钱。

Page 8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老北京的民间传说>>

您怎么还要在店铺门前树起这么长的柱子来呢？
这得花费您多少血汗钱啊！
”“小伙子，你可能不知道，老汉我虽说是小本生意，也赚不下几个钱，但我每天的生意都好得很，
一家人不愁吃喝的，这都是托了财神爷的福。
我在店铺门前树立起这些柱子，一是为了感谢他老人家，二是为了提醒自己，人心要如木柱直，万不
可做那昧良心的生意！
”财神爷听罢连连点头，对身边人说：“看来这是个有良心的商人，他以后肯定会日进斗金的。
那些昧了良心的生意人真该瞧瞧这位老人家是如何做生意的！
”打这之后，说也奇怪，每天都有很多人来王老伯的店铺里买东西，虽然这生意是越来越红火，可王
老伯却依旧买卖公平，坚决不做坑人的生意。
周围开店铺做生意的虽然都看了眼红，但却不知道为何就这王家店铺的生意会如此兴旺。
末了，一个喜欢偷机取巧的生意人说：“王家店铺门前的柱子有利于风水，一定是因为这个，才让他
们家店铺生意兴隆的。
”于是，大家纷纷效仿，一时间各式各样的冲天柱纷纷树立起来，可大家的生意仍然做不过王老伯，
因为他们仅仅看到了表面上的冲天柱，却没有学到王老伯诚恳待人、买卖公平、不欺顾客的品质。
其实，这通天牌楼前的风水柱，所起到的正是广告宣传作用，这就好比现在很多商家都把广告牌放在
高处，就是为了能让更多的人看到广告宣传，给自己带来客源。
不过从这通天牌楼风水柱的传说中，我们也能看到朴实的劳动人民对财富的渴望，以及对诚实无欺的
品格的赞扬。
景德街牌楼，最憋屈的被迁牌楼北京城有那么多牌楼，因城市建设需要而迁走的为数不少，却独独有
这么一座牌楼，可以说是众多被迁牌楼中最“憋屈”的一座了，这便是景德街牌楼。
景德街牌楼于嘉靖十年（1531）建成，横跨阜成门内大街，矗立在历代帝王庙前，它是皇家坛庙建筑
的一部分。
多少年岁月过去了，这牌楼与人们都相安无事，可偏偏在新中国建国以后，景德街牌楼这里频频发生
交通事故。
据说有一天，三辆汽车接连与这座牌楼相撞，这些于是便也引发了人们的种种揣测。
有种说法是这样的：历代帝王庙这里有神灵守护，而每天车来车往的，实在打扰神灵的清静。
正是因为此惹恼了他们，所以这里才频频发生交通事故。
可也有人说，这座牌楼所在的位置影响了现代化交通发展，因此才要迁走它，这和神灵报复之类的说
法并无关系。
尽管后一种说法的支持者比较多，不过，这景德街牌楼附近的邪乎事仍是不少。
有一位公交车司机李师傅，他就用自己的亲身经历向大家说明这景德街牌楼是怎么“成精”的。
一天傍晚，老李师傅下班回家，溜达着路过这景德街牌楼，当时周围十分安静，李师傅就听一个声音
说：“这是哪年月了啊？
都到大晚上了还这么吵。
” “陛下，如今已经不比昔日了。
我们且在这里安安静静地看这北京城是如何旧貌换新颜的吧。
”这两句话虽说诡异，但李师傅却是听得真真的。
还有一次，李师傅站在景德街牌楼这里等个熟人，那是傍晚六七点钟的时候，也许是因为那天天气寒
冷，人们都早早回家了吧，街上显得特别清净，可在这牌楼附近还是有窃窃私语的声音。
开始李师傅很害怕，但渐渐地李师傅听明白了，这些对话者里面有君王，也有大臣，有时他们感叹命
运反复无常，有时他们议论旧朝的兴衰成败。
李师傅后来倒觉得不害怕了，不过是一些过世的“人”闲来无事聊家常罢了。
关于景德街牌楼的趣事还有很多。
有一位老师傅，他绘声绘色地对大家说起他在景德街牌楼附近的经历：那天他下夜班回家，骑自行车
经过这里，本来是十分熟悉的路，却在一瞬间找不到方向了。
“当时我心里这个急啊，我就纳闷儿了，我天天上下班路过的地方，怎么突然一下就转向了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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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位老师傅心里越急，就越找不到方向，然后“桄榔”一声，连人带车一起撞到了牌楼上。
有些人宽慰他说是因为天黑，再加上工作劳累，才会这样的，可这老师傅却说：“那不应该啊。
我在这里上班都多少年了，每天工作量都是一样的，怎么那天就能这么巧，还转向了呢？
”于是，这景德街牌楼附近“鬼打墙”的事也就越传越邪乎。
人们不管怎么加倍小心，撞到牌楼而导致受伤的事儿还是屡屡发生。
1953年夏，这座经历了四百多年风雨的牌楼终于光荣“下岗”了，后来被安置在首都博物馆的大厅里
，成为首博最大的一件展品。
隆裕皇后大婚时为何要用纸糊的牌楼？
北京城里那么多牌楼，甭管是因为城市改建光荣下岗的，还是被当做保护文物而留在原地的，其建筑
材料不外是石制、木制或彩色琉璃的，可您听说过用彩纸糊成的牌楼吗？
有人也许会说，这个怎么没见过啊？
人家出殡时就有！
这是老辈子的规矩了。
可现在我们要说的却是在结婚时使用的彩纸糊制成的牌楼，而且还不是一般人结婚时用的，而是大清
的一位皇后在大婚典礼上用过的。
这件稀奇事儿就发生在光绪皇帝与隆裕皇后大婚的时候。
大家想想，那彩牌楼都是出殡时才用的，堂堂的大清皇帝、皇后大婚这本是件喜庆事儿啊，怎么能用
这玩意儿啊？
这多不吉祥啊！
不过，再怎么不吉祥在当时那种情况下也得用彩纸糊成的牌楼，这其中就有一段不为人知的故事了。
按照清朝祖制，皇帝大婚是要穿过太和门的，从御道进入皇宫，这是必不可少的程序。
可在光绪十四年（1888），却发生了一件大事：一场突如其来的大火发生在贞度门，这大火一直烧到
太和门。
若是在平常那还好说，大不了是动用库银重新修建，可那会儿不行了，因为没几天就是光绪大婚的日
子了。
现修一座，那肯定是来不及了。
于是有人想了个法子：就用彩纸糊一座太和门吧。
这个主意搁到平时那就犯了杀头之罪，可在当时的情况下，也只能这样办了。
于是，隆裕皇后只能委委屈屈地坐在轿辇中穿过用彩纸糊成的太和门牌楼。
若非当时情况不允许，无论如何，隆裕皇后都不会同意这个办法的。
当时有人就说，从这太和门的彩牌楼下穿过，皇后以后的日子不会太好过，因为大婚时候用出殡时的
东西，那不就是给自己找倒霉吗？
可当时那确实是没办法，才采取了这个下策。
婚后的隆裕皇后果然生活很不幸福，经常遭到光绪的冷漠对待，她因为孤苦无依的宫廷生活而痛苦万
分。
因此隆裕皇后便对那座临时糊成的彩牌楼而耿耿于怀，认为正是这座太和门彩牌楼给自己带来了晦气
，让自己婚姻生活不美满。
为了能驱走晦气，隆裕皇后还请高僧进宫做过种种法事，希望能通过诵经祈福给自己带来好运气，得
到皇帝的喜爱。
据说隆裕皇后还秘密地请来一位活佛，希望通过活佛的帮助摆脱灰暗的生活。
然而这位活佛却说，隆裕皇后的婚姻生活不美满，是因为她的命格根本不适合做皇后。
若是换作别人，这宫廷就是生养自己的活泉，而对于隆裕皇后来说，在宫廷里就只能忍受孤苦寂寞。
这与那彩牌楼没有任何关系，若是她能自己想通，将来必定有大福报。
刚开始，隆裕皇后并不肯轻易放弃皇后宝座，仍然对通过祈福而过上美满的生活抱有希望。
然而，残酷的现实让隆裕皇后认识到，这皇后的日子过得实在窝心，最终，她还是选择了主动放弃后
位，签署了退位诏书，这一举动得到了孙中山先生的赞许，也赢得了民众的爱戴。
这也正好应了那位活佛的话，她日后果然得到了极大的福报，那便是当局为她办了一场异常风光的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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礼，而北京城的市民几乎倾巢出动前来送葬。
隆裕皇后生前的日子过得苦闷异常，这死后的荣耀即便无限风光，又有什么用呢？
慈祥庵牌楼的辛酸荣辱慈祥庵是田义墓的另一个名字，它坐落于北京石景山区翠微山脚下，是唯一一
座保存完好的明代太监墓。
那里有精美的石刻，还有丰富的历史文化资源，最重要的是那里埋葬着一位颇具传奇色彩的历史人物
——明朝万历皇帝身边的当红大太监田义（当然除了他之外还有十几位明清太监）。
虽说田义是残废之身，六根不全之人，他更无子嗣之望，但却能在生前死后领受着皇恩，可见此人确
实不同寻常。
这位宦官行当中的翘楚，本是陕西华阴人，他打小便聪慧灵透，举止不凡，经常被村里的老人夸奖，
一位老伯伯还说：“这娃，以后肯定会有一番作为。
”可是，田义因为家境贫寒，在迫不得已的情况下，九岁时便净身进宫谋差事，之后又有幸被选入明
朝专门培养宦官的内书堂去学习。
由于田义聪敏机灵，做事灵活，因此在嘉靖、隆庆时便很得信任，及至万历皇帝登基之后，田义做事
干练、为人忠实的品行得到万历的喜爱，于是，还真应了当年村中老人的话了，田义果然是得到皇帝
的赏识和重用，并赐给他蟒衣玉带。
田义在得到皇帝的重用之后，便也愈发地尽心尽力去做事。
在田义历任的各种职务中我们不难发现，这位历经三朝的宦官真可谓是权倾朝野的“无名宰相”。
那么我们不禁要问了，田义其人到底有多大能耐，竟然能在生前死后得到种种恩宠，而且在死后还得
到皇帝辍朝三日的“待遇”。
其实，史书中关于田义的记载并不多，但在这不多的记叙中，我们也能对田义其人的品行做派得窥一
二。
某日，万历忽然抱病，便召内阁首辅沈一贯前来商议免除百姓矿税之事，这本是得民心的好事，朝中
大臣也欢喜拥护，可没想到，这万历皇帝转瞬之间又变了主意，认为废除矿税对朝廷不利，于是生出
反悔之心。
就当他要收回废除矿税的命令时，田义在旁据理力争，认为皇帝乃九五之尊，既然已经下旨要厚待于
民，怎么能随便收回成命呢？
万历听后十分恼火，几次都想下手杀了田义，但田义并不胆怯，反而更加坚持自己的意见。
就在田义与万历争论时，中使已经将此前拟好的谕旨收回了。
田义见到沈一贯之后便向他吐口水，说：“假如你能稍作抗争，矿税也就可以免去了，既然这是对老
百姓有利的事，你为何要怕皇上怪罪呢？
”万历年间有位叫吴宝秀的人，其人刚直正气，因遭陷害被打入大牢，吴妻愤而自尽。
此事被田义知道后，便屡屡向万历进言，万历都不理会。
然而，万历越不理会，田义便越加恭敬地陈说吴之冤情。
当晚宫中出现一身穿白衣的女子，来到皇太后的寝宫前，陈述自家冤屈，宫中人等闻听其言，无不落
泪哀怜。
皇太后便向万历说起吴妻冤魂前来陈说冤情之事，万历终于下旨，吴宝秀因此而得以平冤。
事后有人说是田义为搭救吴宝秀而找人扮演了“鬼魂”，也有人说是吴妻的鬼魂得知田义冒着被杀头
的危险为吴宝秀求情，便决意来宫中帮助田义。
但不论怎样，这都说明田义并非邪恶奸佞之辈，在宦官这个群体里已经很难得了。
尽管田义在生前得到皇帝的赏识和重用，但他却没有沾染上那些铺张浪费、仗势欺人的恶棍行径，因
此他能在死后得到万历的特批而赏赐一座石牌楼，也在情理之中了。
田义死后，有十几位太监因仰慕田义的品行，便追随他葬在了陵墓附近，由此形成了一个富有文化特
色的太监墓葬群。
太监是古代一个很特殊的群体，他们没有后代，因为身体残缺不全，死后不能进入祖坟，只能孤零零
地埋在地下。
不过在田义墓这里，这些没有子嗣的人却并不孤单，每当夜晚来临，便是他们聊天解闷儿的时候。
以前住在这附近的人经常能在夜半听到一些叹息声或抱怨声，在明清交替之际，一些躲避战乱的人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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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住在慈祥庵里，还能在午夜看到晃来晃去的身影，可是，这些死去的人从不给活人找麻烦。
清末时，有个饱受饥寒痛苦的乞丐在慈祥庵落脚之后便沉沉睡去，可是等他醒来时却发现面前摆放着
一些食物。
在感激之余，这名乞丐却觉得很奇怪，不知是哪位好心人的慷慨施舍。
住在附近的老者告诉他，在田义墓这里获得帮助的并不只有他一人，很多流浪者都在这里有过类似的
“待遇”。
如今，慈祥庵牌楼的顶部虽然已经毁坏不存，但“古华阴渭川田公寿域”这九个字却还完好地保存在
石制牌楼上。
尽管岁月流逝，朝代更迭，但后世人对田义的敬意丝毫未减，虽然关于他的一些故事很可能是后人的
杜撰，但从中也可看出人们对田义忠于职守、正直善良的品性的由衷钦佩。
给洋人立议和牌楼为哪般？
在如今的中山公园里，矗立着这么一座牌楼，它不为某个功臣所立，也不是为了纪念什么文化名人。
这个牌楼是给一名德国人立的，而且这“议和牌楼”不仅没有起到文化传播的作用，反而还成为了大
清朝的耻辱柱。
这个牌楼叫“议和牌楼”，也叫“克林德牌楼”“和使牌楼”。
克林德本是一位德国男爵，也是一名外交官，曾担任德意志帝国的驻华公使，可是他却无视国际法，
命人大肆屠杀义和团成员，从而激起了很多老百姓的愤怒。
1900年6月，克林德带领翻译柯达士前往总理衙门交涉一些事情，途中被正在巡逻的神机营队员章京恩
海开枪打死。
这件事情成为八国联军攻打北京的导火线之一。
同年8月，打死克林德的章京恩海被德国判处死刑，12月31日被处斩于东单牌楼，也就是克林德被杀的
地方。
1901年，清政府被迫签订辛丑条约，根据条约规定，清政府要在克林德被杀的地方为其树立一座品级
相当的石制牌楼。
就这样，在万般无奈的情况下，克林德牌楼立起来了，同时大清朝的尊严也不存在了。
制作这牌楼的过程并不顺利。
仿佛总有一只看不见的手故意和工匠们捣乱一般，刚刚雕刻好的花纹转眼间又变得模糊一团。
明明刻上去了几个工工整整的大字，几天后便成为乱糟糟的一堆符号了。
由于这石牌楼迟迟没有建造完毕，因此德国便不高兴了，认为清政府这是在有意拖延。
负责石牌楼建造的大臣也不好交差，只得向上头据实禀明情况，清廷急得团团转却束手无策，而很多
老百姓倒是不屑地说：“不过是一块婊子牌坊，那么着急做什么？
”清政府慑于列强的凶悍，不得不督促着工匠想办法加快进度。
一位老工匠看出了些门道，便和自己的徒弟说：“你明天去这附近的寺庙里拜一拜，就说‘现在上头
催得紧，保佑我们尽快完工吧’。
拜完之后就马上回来。
”这小徒弟一口应允着，心里却感觉很是奇怪。
第二天，小徒弟做完这些事回来，听到一个工匠说：“昨天才刚给牌匾上刷了漆，今天不知道怎么，
被人用刀子划过了。
”这时听老工匠说：“这下就好了，这下就好了。
”大家却不明白这话里的含义。
不过说也奇怪，自从这小徒弟去庙里拜了三拜之后，大家做工的进度果然快了许多，主要是没人来给
他们捣乱了。
就这样，一座石牌楼花了大约两年时间，终于算是竣工了。
清政府也算是交了差，可这牌楼树立在东单北大街上，很多老北京看了都觉得这是国耻一般。
那么，究竟是谁在和工匠们过不去，一再从中捣乱呢？
有人说是当地的土地公公，他憎恶在自己的土地上矗立起这么一个玩意儿来。
也有人说是被克林德杀害过的中国人的冤魂在刻意捣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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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众说纷纭，不过这石牌楼最终还是立起来了，直到1918年，才由中华民国北京政府将其拆除并迁
往中央公园（即今中山公园）。
如今这牌楼还矗立在公园大门前，只不过名称变了，变成了“保卫和平牌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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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老北京就像一部卷帙浩繁的古书，实在是有太多东西值得我们去挖掘、去探寻、去解读。
在这本《老北京的民间传说》中，我们从城门牌楼、内廷传奇、盛景名迹、官邸宅院、胡同街巷、驿
馆旧居、古刹名寺、陵寝宗祠、红白喜事、方言俚语、装扮习俗、贸易往来等多角度对老北京进行解
读，力求将老北京的故事精彩而有趣地呈现在您面前，为大家介绍一个充满传奇的古都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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