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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嶽嵩山七十二峰之一的萬歲峰，海拔達 1,000
米。據《漢書》記載，公元前110年，漢武帝劉徹遊
覽嵩山時聽見山呼「萬歲」的聲音，由此取名萬歲
峰。啟母石，相傳是《淮南子》上記載，於兩億五千
年前造山運動時從萬歲峰上破裂滾落下來的。漢武帝
為此石建廟，即為啟母廟。
啟母闕位於萬歲峰下的啟母石旁，修建於漢安帝延
光二年（公元123年），青灰色石磚砌築，係漢代啟
母廟前的神道闕。今廟已經不復存在，而啟母闕卻巍
然屹立，保留至今。
啟母闕銘文是三闕中保存最為完整的。宮嵩濤說，
我們可以看到這一段銘文，刻於公元123年，書寫者
是穎川郡主簿堂溪協。這篇《啟母闕銘》是以漢賦的
形式，描述了大禹治水過程和人們對大禹的敬仰之

情，與啟母石的傳說遙相呼應。銘文以小篆和隸書兼
而有之的書法，字體遒勁俊逸，是漢代書法精品，一
直為國內外金石學家所看重。
啟母闕修建52年之後，這段銘文的下面又多了一小

段隸書銘文《請雨銘》，書寫者是堂溪協的兒子堂溪
典。這亦是非常精美的漢代隸書，是堂溪典奉朝廷差
遣到嵩山祈雨的故事。值得一提的是，堂氏父子二人
均為當時有名的書法家。如今，我們在同一座歷史建
築上，能看到父子兩代人的字跡，描述了治水和祈雨
兩件截然相反的事情。這就是歷史的魅力。
啟母闕刻有圖像60餘幅，是反映漢代文化的珍品。
啟母闕的一則石刻上，雕刻着蹴鞠的畫像，曾在1990
年北京舉辦的亞運會上展覽，再次證明中國早在漢代
就已經有了足球運動。

啟母闕整個雕刻具有很高的歷史、藝術、科學價
值，同太室闕、少室闕一樣，都是古代重要的史料寶
庫，在世界金石雕刻史上佔有重要地位，為研究漢代
建築提供了實物依據。
漢三闕歷經千年風刀霜劍，縱然斑駁，縱然殘缺，
深深淺淺的隸篆銘文，200餘幅畫像，記錄着那個時代
的社會百態，還原着2,000多年前的漢韻風華，為到訪
者打開一扇通往漢代的歷史大門。「漢三闕是因國家
祭祀活動建立的公共禮制建築廟闕，是漢代國家祭祀
建築的僅存孤例，不僅是中國現存最古老的國家級禮
制建築遺存，更是研究東漢時期建築史、美術史和社
會史的珍貴實物遺存。這也是它們能躋身建築國寶前
三的價值所在。」宮嵩濤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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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益於民國時期所建的保護房，太室闕在漢三
闕中保存最為完好。而它的保護房起了很大作
用，業已成了文物，成為全國現存的唯一一處民
國年間的文物保護設施，並被專家稱為「中國唯
一一個保護文物的文物」。
這處保護房建於1942年，由古建築專家劉敦

楨和董作賓倡議建成，為5開間硬山灰瓦頂磚木
結構的保護房，來防止太室闕遭受人為和自然損
壞。宮嵩濤告訴記者，當時，官方還成立了管理

機構——登封縣古蹟保管委員會，來負責對漢三
闕及登封所有文物的保護和管理等。
走進保護房內，我們近距離觀察太室闕，頓時
一股厚重滄桑的歷史氣息撲面而來，只見青石厚
重，東西兩闕的結構相同，由闕基、闕身、闕頂
三部分構成，每闕又分正闕和子闕。闕頂為「四
阿」頂式，是石質仿木建築，其屋脊、簷椽、瓦
當等的制式都具有特殊的研究價值。
宮嵩濤回憶道，登封「天地之中」歷史建築群

申遺時，他曾陪同聯合國古蹟遺址理事會專家茱麗
葉．拉姆齊考察評估嵩山歷史建築群。得知保護房
修建於二戰時期時，這位聯合國專家很感動，感嘆
中國人文物保護意識如此之強，並稱「這座房子的
價值已經不低於太室闕」。「太室闕是中嶽廟的象
徵性大門，太室闕保護房作為民國時期文物保護設
施的孤例，對研究民國時期的文物保護具有無可取
代的歷史價值，本身也是嵩山歷史建築群在民國時
期的歷史延續。」宮嵩濤說。

太室闕保護房 全國唯一「保護文物的文物」

「歷史學家為之驚喜，文字學家為之驕傲，金石學家為之癡迷，考古

學家奉若珍寶。」這就是位居第一批全國重點文物保護單位「古建築

及歷史紀念建築物分類」前3號的漢三闕——001號太室闕、002號

少室闕、003號啟母闕。作為中國現存最古老的廟闕，漢三闕有近兩

千年歷史，不僅凝聚着漢代寓意深遠、內涵豐富、精美華麗的石雕

藝術，也證實早期人類對「天地之中」的信仰，成為人們了解漢代歷

史的一座大門。 ●文、圖：香港文匯報記者 馮雷 河南報道

作為我國現存最古老的國家級禮制
建築遺存，漢三闕地處河南省登

封市嵩山腹地，既是一種古老的建築藝
術，又是一種特殊的石雕極品，入選首
批國家級文物保護單位，彰顯其曠世國
寶的地位，並於2010年作為登封「天
地之中」歷史建築群組成部分被列入世
界文化遺產名錄。
漫步嵩山之陽，人們往往沉醉於嵩山
的雄渾壯美；流連「天地之中」，人們
多飽覽以少林寺、中嶽廟、嵩陽書院為
代表的「佛、道、儒」三教文化；但卻
很少人知道，國之瑰寶「漢三闕」，就
深藏在這幅靜美畫卷中。「闕，是中國
古建築中一種特殊類型，也是我國古代
一種標誌性禮制建築。」嵩山文化研究
學者宮嵩濤介紹，漢三闕建於東漢帝安
帝年間，為祠廟闕，建築形式和結構基
本相同，由闕基、闕身、闕頂三部分組
成，都是由琢製整齊的青石壘砌，東西

對稱。
宮嵩濤從小喝着嵩山水長大，他的父
親宮熙是登封首位文物保護專業幹部。
宮嵩濤亦曾擔任登封市文物局副局長，
為登封文物的保護和利用付出了大量的
心血。他長期從事文物保護、世界文化
遺產管理和對外開放工作，也是登封
「天地之中」歷史建築群申報世界遺產
申遺文本主要撰稿人。
秋意漸濃，秋高氣爽，「漢三闕」孤獨
而倔強地矗立着，容顏雖滄桑、氣宇卻軒
昂。行走在三處「國保」之間，宮嵩濤對
國之瑰寶「漢三闕」可謂是如數家珍，
「漢三闕結構相同，但根據保存狀況不
同，三闕『身價』各有側重，其中，太室
闕重在建築形制，少室闕則重在石刻畫
像，而啟母闕重在金石銘文。」宮嵩濤認
為，它們各具特色，太室闕主要看其建築
規制，少室闕主要觀其石刻圖騰，啟母闕
主要讀其文字。

探訪「漢三闕」，宮嵩濤首先帶記者
來到漢三闕中規模最高、年代最早、保
存最完整的太室闕。屹立兩千年的太室
闕，是漢代太室祠前的神道闕，位於中
嶽嵩山主峰太室山南麓中嶽廟門前約
500米處的中軸線上，太室祠後來演化
成我國古代規模最大的嶽神廟宇——中
嶽廟。
中嶽廟是秦漢天子祭祀的廟堂，因此
形成了龐大的祭祀禮儀建築群，而這組
建築群的開篇，便是它的禮儀之門——
太室闕。宮嵩濤說：「太室闕、神道、
中嶽廟、黃蓋峰中嶽行宮、青童峰中嶽
行宮南北呈一條軸線，與嵩嶽太室山主
峰，構成一組完整的以嵩山為寬闊背景
的古代山嶽祭祀禮制建築群，這種文化
和自然景觀融為一體的混合遺產，目前
我國僅存此一例。」
站在太室闕道中北望，由名山第一坊
經天中閣到黃蓋峰上的黃蓋亭，一條中
軸線延伸千餘米，氣勢雄渾，歷史上有
73位帝王祭祀中嶽神，儀仗隊伍都是
由這個闕進入。闕在禮制建築格局中的
經典功用，隨之躍然。
闕銘顯示，該闕建於東漢安帝元初五
年（公元118年）。它在三闕之中建造
最早、保存優於少室闕、啟母闕，這得
益於建於 1942 年的保護房。（見另
稿）
宮嵩濤說，欣賞太室闕重在觀其建築
形制，因其闕頂保存比較完好。頂刻仿
木構建築，有正脊、垂脊、瓦壟、瓦
當、和簷下椽，脊的一端及瓦當皆裝飾
有柿蒂紋。闕身用長方石塊壘砌，四壁
刻有篆、隸銘文，還淺浮雕了各式畫
像，栩栩如生。特別是一幅《車馬出行
圖》，描繪了當時貴族的遊樂情狀。這

些富有動感的圖像，顯示出漢代人們的
審美情趣。副闕則刻有題額和銘文，宮
嵩濤說，這些碑文內容主要是讚頌中嶽
神君的靈驗感應，和當時陽城長官修建
此闕的緣由，為研究我國書法的流變保
存了重要的實物「證據」。

現存最古老的漢闕

雕刻畫像精美絕倫

「少室闕保留的雕刻畫像，是三闕中圖畫質量最
好的。」宮嵩濤介紹道，「闕身上的畫像保存較為
完整的有60多幅，造型生動、內容豐富，有車馬出
行、馬戲、蹴鞠、馴象、獵鹿、鬥雞、月宮等，反
映了漢朝人的社會生活圖景。」
作為漢代少室山廟前的神道闕，約建於漢安帝延

光二年（123年）的少室闕，雖然經歷了近兩千年
的風霜雪雨，形制已不太完整，但仍可以看得出，
是由闕頂、闕身和基座組成，和太室闕大致相同，
為二重子母闕。
站在闕前，宮嵩濤指着《蹴鞠圖》說，「這一方

石刻，不僅再現了漢代女子蹴鞠運動的真實場面，
也無可辯駁地說明中國早在2,000年前的漢代就已
經有足球運動，是足球發源於中國最早的文物實
證。」1993年，中國在申請奧運會主辦權時，向國

際奧委會展示了漢三闕上雕刻的蹴鞠圖像，證明足
球源於中國，轟動了世界。
另一幅「馬戲圖」中，前面馬背上的少女躬行倒

立，後面騎在馬背上的女子身體後仰，兩袖飄飛，
表現出了馬戲的驚險和技藝的高超。
「在天願為比翼鳥，在地願為連理枝」，表達了人
們對美好愛情的嚮往。闕上的比翼鳥，兩隻鳥身體永
不分離，代表攜手終生；四目深情相望，寓意心心相
印；雙鳥振翅欲飛，表示牠們有着共同的理想追求。
尤為可愛的是一幅玉兔搗藥的情景：一輪圓月
中，左側，蟾蜍怡然自得，右側，玉兔持杵搗藥。
如果駐足屏息，似能聽到月宮中的搗藥聲。
宮嵩濤表示，這些圖像反映了漢代貴族的生活、
人際關係、生態環境、圖騰崇拜等方面的內容，具
有濃郁的秦漢雕像藝術氣息。

啟 母 闕 銘文保留歷史印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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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室闕闕頂為「四阿」頂式。

●太室闕畫像，左上角為《車馬出行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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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少室闕圖像《玉兔搗藥圖》。 ●少室闕圖像《比翼鳥》。

●嵩山文化研究學者宮嵩濤 ●魯迅手繪的少室闕 資料圖片

●啟母闕銘文 ●啟母闕中雕刻蹴鞠的畫像。

●啟母闕，坐落於中嶽嵩山七十二峰之一的萬歲峰前。 ●魯迅手繪的啟母闕 資料圖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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