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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有着三千多年历史，曾为六朝
古都。元大都宫城初具当今故宫雏形，
明朝燕王朱棣自南京迁都于此，在元大
都宫城基址上向南扩展，建成凸字形紫
禁城，寓意象天法地——天上有玉皇大
帝紫微垣，地上有皇家住所紫禁城。

紫禁城始建于明永乐四年（1406
年），完成于永乐十八年，清代又重建、
重修，整体布局保留了明代旧貌——作
为明清皇宫，世界现存最大、最完整的
木质结构古建筑群，至今仍精美绝伦，
蔚为大观。

《周礼·考工记》有载：“匠人营国，
方九里，旁三门，国中九经九纬，经涂九
轨，左祖右社，面朝后市，市朝一夫。”宫
殿建筑在漫长的发展过程中基本遵循
这一规制，但又因地制宜做出少许变
化，逐渐衍生出更多的设计理念。

紫禁城南北长约 961 米，东西宽约
753 米，四周城墙高约 10 米，并环绕宽
52 米的护城河。南、北、东、西四座城
门，分别为午门、神武门、东华门、西华
门。城墙四隅各建有一座形制华丽、榫
卯结构、钩心斗角、风姿绰约的角楼。

紫禁城内部包括中轴线分布的南部
外朝与北部内廷两部分，由南而北依次
排列按照“前朝后寝”格局分布的庞大建
筑群。前朝以太和、保和、中和三大殿为
中心，以文华、武英两殿为两翼，这里是
皇帝处理朝政的区域；内廷以乾清宫、交
泰殿、坤宁宫为中心，东西两路又形成分
别以宁寿宫和慈宁宫为中心的建筑群，
这里是皇帝和嫔妃居住的区域。

除了上述中轴线对称的布局特征
外，紫禁城沿用了中国常用的建筑手
法：利用平矮而连续的回廊以衬托高大
的主体建筑，造成相对开朗而又主次分
明的艺术效果。这种手法在太和殿的
周围表现得十分突出。

太和殿是我国现存木结构古建筑
中体量最大、等级最高的一座。其内部

构件共有 6 行楠木柱，每行 12 根，形成
了面阔 11 间（共 60 米）、进深 5 间（33.3
米）的空间。楠木柱高14.4米、直径1.06
米，均是整块巨木。上层檐斗拱出跳四
层，下层檐斗拱出跳三层，是古代等级
最高的斗拱。

清代康熙年间，江南木工雷发达被
征调到京参加清宫建设，其中包括故宫
三大殿的设计和建造。之后，雷发达及
后人以其精湛的建筑技艺被人们尊称
为“样式雷”，如今保存在国家图书馆、
故宫博物院等处的“样式雷”建筑图档，
已经成为珍贵的建筑史资料。

所谓“样式雷”烫样，就是等比例缩
小立体模型。烫样看似简单，但内藏着
诸多玄机，烫样皆可层层拆卸，打开屋
顶可以看到内部梁结构彩画形式，以及
清晰可见的尺寸标签，精致无比。“样式
雷”烫样作为中国古建筑特有的产物，
技术的研究与发掘至关重要，它不但打
破了外国对中国建筑没有设计的固有
形象，更是将中国古建筑的发展和研究
提升到了一定地位。

清代皇家兴建工程均由内务府负
责，分“样式房”和“销算房”，样式房负

责建筑设计，销算房负责工程预算。了
解中国建筑史的人大多都知道有个“样
式雷”，然而却很少有人知道，除“样式
雷”之外，北京还有与之齐名的“算法

刘”“算房高”，对此研究正在中国科技
史界进行之中。

（作者系国家教育咨询委员会委
员、中国科技馆原馆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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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遗文化之窗非遗文化之窗

确山铁花，又叫打铁花，是流传于
河南省驻马店市确山县境内及周边地
区的一种大型民间传统焰火活动，素有

“民间焰火之最”“中华第一铁花”等
美誉。

确山铁花起源于北宋，鼎盛于明
清，已有上千年历史。当地群众利用

“花”与“发”的谐音，取“打花打花，越打
越发”之意，希望生意红火、事业兴旺、
增祥瑞保平安。流传过程中，确山铁花
不断吸收放鞭炮、放烟花、耍龙灯、打铜
器、游社火等多种艺术元素，逐渐形成
恢宏壮阔、气势磅礴、喜庆吉祥的独特表
演风格，成为当地重要民俗。1988年，经
传承人杨建军挖掘整理，让曾一度灭绝
的确山铁花重放异彩。

打铁花表演前，须在一片开阔场地
上搭一个6米高双层四方八角的花棚，

每层布满新鲜柳枝，枝上绑满各种烟
花、鞭炮等。棚中竖立一根6米高的杆
子，杆顶也绑着长挂鞭炮、烟花等，称为

“设彩”。花棚旁边设一座一人多高的
化铁炉，将废铁熔化为铁汁待用。打铁
花的工具叫“花棒”——手腕粗细的新
鲜柳木棒两根，分上棒和下棒，各长尺
余。上棒，顶端掏有指头大小的圆坑，
用以盛铁汁；下棒，用来击打上棒。

夜幕降临，当废铁被熔化成1700℃
铁水时，打花艺人赤裸上身，腰系大红
扎带，头上反扣着类似安全帽的葫芦
瓢，跑到熔炉旁，执起花棒。艺人们一
手拿着盛有铁汁的上棒，一手拿着未盛
铁汁的下棒，迅速跑到花棚下，用下棒
猛击上棒。十几个艺人一棒接一棒，一
人紧跟一人，往来于熔炉和花棚之间。
一棒铁花冲天而起，另一棒接踵而至，
棒中的铁水向上遇到花棚上的柳枝，立
刻迸散开来，冲向夜空，瞬间，铁花飞
溅，犹如火树银花，绚丽多姿，光彩夺
目；铁花又点燃了棚上的烟花和鞭炮，

顿时，烟花喷涌，鞭炮齐鸣，震耳欲聋；
铁瀑倒悬，流光溢彩，赏心悦目；雾岚氤
氲，霓飞虹摇，惊心动魄……

每当打铁花时，都有龙灯队参与，
称为“龙穿花”。数条龙灯在铁花飞溅
的花棚下进进出出，各呈绝技，使铁花
表演更加壮观、喜庆、吉祥。但见壮士
健步如飞，出没于火海金涛之中；巨龙
昂首长啸，翻腾于火光彩霞内外。高潮
时刻，鼓点锣声更密集、更响亮，群情激
动，欢声震地，数里可闻，五彩霞光照亮
了夜空，如梦幻般的美丽震撼了所有
观众。

确山铁花既有现代礼花的绚丽多
彩，又有传统焰火的惊险神秘，令目睹
者终生难忘。打花艺人在上千度高温
铁花中赤膊上阵，往返自如，不被烫伤，
更是令全场轰动，叹为观止。

“确山铁花表演，须有独特的冶炼
技术、高超的打花技艺，很多绝技靠心
传神授，只能在操作和实践中去体验，
去领悟，去真正掌握，而且需要一定胆

量。”确山铁花代表性传承人杨建军说，
“这也许就是确山铁花未能普遍流传，
濒临灭绝的主要原因之一。”从20世纪
80 年代初，杨建军痴迷对该项目的挖
掘、整理、传承，并组建确山铁花民间表
演队，随时应邀赴全国各地表演。

2008年，确山铁花入选第二批国家
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这是国内铁花
类表演唯一入选国家级非遗保护项目；
2017年，确山铁花登上了万众瞩目的央
视春晚舞台，为全国人民带来了一场火
树银花的视觉盛宴；2018 年，确山铁花
受邀参加中国首届农民丰收节暨农民
电影节启动仪式。

中原冶铁技术，是中原文化中宝贵
的组成部分。而确山铁花便是古老冶
铁文明开出的一枝绚丽之花，丰富了中
华民族民间文化艺术宝库，为活跃人民
群众的文化生活、提高民族自豪感，以
及增强民族凝聚力发挥着重要作用。

（作者系湖北省荆州市作家协会
会员）

确山铁花：民间焰火之最
□ 高桃芝

图①①为故宫太和殿故宫太和殿。。吕钟吕钟 摄摄
图②②图③③分别为紫禁城纪念封和插页。（中国集邮有限公司供图）
图④④图⑤⑤为中国邮政紫禁城邮品。（作者供图）
图⑥⑥为“国”篆刻。马国馨院士刻

“象天法地”紫禁城
——中国古代重要科技发明创造（二十一）

□ 王渝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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