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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轴线是中国传统建筑礼制观念
的体现，通过空间序列的排布体现“中
正安和”“以和为贵”的思想。沈阳作
为后金都城、清代陪都，在设计中通过
盛京皇宫的建造很好地体现了“贵中
尚和”的中轴意识。

沈阳有城的详细记载当属明代沈
阳中卫城。明末沈阳地区常受到元朝
余部和女真族、倭寇的侵袭，为确保安
全，明廷于洪武二十一年，指挥闵忠在
原有土城垣的基础上，重筑新城，改土
墙为砖墙并加高加厚，东西南北各设
一道门，重修的砖城大邑赫然而立，蔚
为壮观。《全辽志》记载：“周围九里三
十步，高二丈五尺。池二重，内阔三
丈，深八尺，周围一十里三十步；外阔
三丈，深八尺，周围一十一里有奇。城
门四：东曰永宁，南曰保安，北曰安定，
西曰永昌。”

1621年，努尔哈赤攻下沈阳中卫
城，四年之后，1625 年迁都沈阳。天
聪五年，沈阳城扩建工程基本完工，皇
太极正式定名为盛京，又称“天眷盛
京”，满语为“穆克敦”，意为兴盛之
城。从此，沈阳从“卫城”变成了“都
城”。沈阳由一座中等城市一跃发展
成为首善之都，从而奠定了东北政治、
经济、文化中心的地位。

尽管后金统治者为少数民族，但
不影响对中原文化的学习践行。努尔
哈赤在讲迁都理由时就提出，“沈阳四
通八达之处，西征大明，从都儿鼻渡辽
河，路直且近，北征蒙古，二三日可
至。南征朝鲜，自清河路可进。沈阳
浑河通苏苏河，于苏苏河源头处伐木，
顺流而下，材木不可胜用。出游打猎，
山近兽多。且河中之利亦可兼收矣。”
都城的选择一定融汇天时、地利与人
和，是四方之枢纽，“居天下之中以均
统四方”。周代之后，中国便有“折中
立国”的传统，只有“天地之所合也，四
时之所交也，风雨之所会也，阴阳之所
和也”之地才可凸显都城的地位。一
旦确立都城后，便会更加强化“天下之
中”的特性。

沈阳城由卫城到都城的转变，是
以盛京皇宫（今沈阳故宫）为中心，在
沈阳中卫城旧城基础上改造扩充的。
皇太极参照了中原王朝京城的要素、
格局、架构，突出故宫作为空间的中
轴，体现“中正安和”的思想。无论是
从《盛京城阙图》还是《盛京城图》看，
盛京皇宫都居于盛京城的中间，重要
建筑位于线上或两侧。如故宫中轴线
上的建筑有太庙、城隍庙、织造库，集
中了皇家性质的建筑。西侧的主要建
筑有鼓楼、通判公署、刑部、兵部、府丞
公署，集中了行政办公性质的建筑。
东侧的主要建筑有钟楼、奉天府、银
库、长安寺、龙王庙、文庙、中贤孝悌
祠，集中了宗教性质的建筑。这些建
筑功能不同，种类繁多，错落有致，既
有规律的重复，又有满人独特的布局，
体现了满汉文化的融合，也体现了对
中轴线上建筑及空间关系的烘托，很
好地体现了传统文化的“礼制”思想。

盛京城不仅以皇宫为中心，而且
巧妙地将皇宫与都城融为一体，而不
是将“紫禁城”独立于外。这既可能
是受生产力水平所限，又体现了皇太
极对都城设计的匠心独具。仅通过
在如今的沈阳路上设立文德坊和武
功坊，便将皇宫的界线标注分明，如
学者武斌所讲“成功地保证了城市空
间的完整性，也有效地扩大了大内的
空间感，将皇帝至上的威严与气势，
彰显于整座城市之中，形成了超出皇
宫自身规模的夸张效果”。沈阳成为
最整齐美观的城市，《盛京通志》中的
说法是“八门正戴，方隅截然”“京阙
之规模大备”。

盛京皇宫的修建也体现了中轴线
意识。盛京皇宫的一期建筑属东路建
筑，为努尔哈赤时期修建，是以大政殿
所在的中轴为基准，两侧分列十王
亭。大政殿的东侧属正红、镶红旗，北
侧属正黄、镶黄旗，南侧属正蓝、镶蓝
旗，西侧属正白、镶白旗。中路建筑是
皇太极时期所修，主要建筑有大清门、
崇政殿、凤凰楼、清宁宫。凤凰楼是典
型代表，该楼为寝宫区门户，建立在中
轴线上，体现了追求“安”“宁”的美好
愿望，代表了“中和”的理想境界，是中
华民族宇宙观、价值观、哲学观的集中
体现。

中轴线是有生命力的，时代在发
展，城市在扩容，中轴线也会随着城
市进程不断延伸。如今以沈阳故宫
为中轴，向南延伸，一直可到浑南的
沈阳创新天地，贯穿了从历史到未来
的思路。这条中轴线影响的不仅是
沈阳的过去，而且还有未来，既是留
给城市保存历史的宽容，也是留给未
来以更广阔的空间。

沈阳中轴线
宋东泽

老屋的院子很大，原先就不小。有一年，
前院邻居盖新房，为了增高地势，在院子东边
山脚下拉走了30多车铁板沙，无形中又扩大
了院落。

院子大了，种些时蔬小菜用不了，闲着光
长草，怪可惜。我便决定开辟一个小花园。

花园，自然要与普通的菜畦区分开来，要
不就不像花园了。于是，我回城里小区跟物
业要来一些维修凉亭和栈道拆下来的防腐木
柱、木板，又在楼道里捡来邻居的拦狗围
栏。我问那个年轻的户主：不要了？撇了？
小伙子说，狗没了，放屋里占地方，放楼道里
也不是个事儿，你要？拿去。只是有些组件
被拆坏，扔了。

我把这些东西收拾起来拉回老屋，又在
钉子和铁线的配合下，在房前圈出一块地方
算作花园。用捡来的那种河里的扁平卵石铺
成一纵两横、宽窄不一的三条甬道，既为了分
区，也省得雨天观花两脚泥了。

园子修好了，种点儿什么花又成了问
题。对于花事，我是没有研究的，对于花，又
说不上特殊喜欢哪一种。看邻居门前有芙
蓉，要来两棵，有地瓜花，也要几棵，还有百
合。有文友从山东快递来毛竹根，还有文友
寄来一小箱子花种，里面有好几个纸包，上面
写了花的名字。有袅罗松、蜀葵、太阳花、翠
菊、矮牵牛，还有两包没写名字，只写道：小黄
花、紫色花、不知名。

有了花园，赶集市就要去看苗木了。集市
上有老太太卖一些花的块茎、宿根，在鸡蛋篮
子边摆一小堆，你问她，她就告诉你是什么花，
开什么色，多大的朵儿。这些本地花都是山里
人家庭院常种的花，不知经历过多少寒来暑
往，也不知阅尽多少普通人家的故事，是有

“根”的花朵。或许，这花就是卖花老太当年出
嫁从娘家带过来的？这么一种就是几十年，那
些作为种子的根，不知开满多少家的庭院，不
论何种年代，生计是困苦还是富裕。

如今，集市上还有一种卖花的，那是工厂
化培育的花朵，春夏之交，一到集市，载满一
车各色花朵，顶花带露，很是喜人。但这些花
木就为应时看花，冬天要搬到室内养，对我有
些许不便。我要的是能露天越冬的花木，不
用特别打理，第二年就能自己生发出来。况
且，种花、养花只有自己种、自己养，在自己手
里开出花朵才算过瘾。

老太太的家花，我拣了还没有的颜色买
来，比如红色的百合。工厂化培植的花木，我
挑容易越冬的，买过蔷薇、玫瑰。

再就是野花了。辽东山区的野花很多，
山里有野菊、蛇梅、爬墙虎；田园里有黄连，爬
藤的野牵牛，也叫喇叭花。野菊的花不大，但
密实，能开一整个季节；蛇梅看不见花，但结
红果，那毛茸茸的圆球也像花；野牵牛能遍地
都是，菜地里也有，以前都是作为草除掉的，
现在也可以移植到花园里，它花不多，颜色也
单一，但白天闭合，早晚盛开，也有意趣；爬墙
虎可以作为背景墙，平日青绿，秋日血红，以
它为背景，夏花分外红，秋菊格外鲜。

栽了两棵柔性很大的枣树，对头围了捆
扎起来，以为拱门儿；搬一棵年轻银杏，去掉
顶端势枝，让它平长，就为那几片秋日落黄；
找一个破坛子，卧于弯曲而下的脊垄高处，
从坛口撒下一把太阳花种，它们低伏着向下
蔓延，幅度渐大，形成一种倾泻而下的效果，
再在蜿蜒的脊垄间点缀几块形状各异的顽
石，便是小景一处，名曰：锦绣江山。其中，
有两块石头是早年间我从柴达木的戈壁滩
上背回来的。

我的花园
万一波

春天的笑脸

捧一把饱满的种子在手
我便开始，自然而然地寻找
整个身心沉浸其中
此刻太阳照着我，也照着你

闭上眼，不远处的那片坡地
有几缕春风，在来回耕耘走动
农人的身影，跃然岭上
山间开出的桃花，只逊色于他们的笑脸

无须反复地，翻捡挑选
作为曾拥有过的，阳光雨水和肥料
其中的一粒，正心领神会
早就一眼把我，欢喜地认出

初春

痒痒的脚印，闲在清晨里
试图要长出些叶子，开出些花朵来
站在乡下老家宽阔的田野上
垄上正吹着缕缕微风

身边远近高矮的树木小草
很安静地望着我，它们目光亲切
善意地将我抚摸，叫我也变成了
漫无目的春风里的牛羊
几声看不见寻不到的鸟啼
于耳边惊喜叫响，如瞬间清脆的牧鞭

空气是清新的，村庄卧在山下
有大小的车辆出去
也有零星的行人进来
春已经来了，透明的日子
金黄的阳光正在和他们，交谈着什么

只此青绿

山水已不重要，重要的是
山水之间，咕噜噜冒出来的
醉心的青绿

那么远，又这么近
声声慢的水墨，凝心静气
于天地乾坤
吞吐岁月，旁若无人

这样便极好，行云流水
丈量万千离愁，素淡的寸寸光阴
远隔天涯，近在咫尺
沉默，会舞蹈出旷世喧嚣

无须打探画中的，任何缘由
陌生中的
久违的熟悉

一壶将开的水

开始多次关心，某条河流的出处
以及它，连绵不断的走向
我习惯站在厨房，静听水之弦外之音

大把莫名的时间，都这样守成了岸

从无声到有声，浪花一朵朵
兴奋不已探出头来，浓重潮湿的呼吸
有孤帆远影，会美滋滋慢慢靠近

夜晚在火苗中温馨燃烧，茶树铺满鲜花
心情幽蓝恬静中，一壶将开的水
总会为我道出，部分秘密

雨水过后

日子走着走着
就走成了一滴，充沛的水
雨还未落，河流已悄悄
为一场农事，腾出应有的位置

天空变得湖蓝，有好听的鸟叫声
自由出入，猜不到它们
究竟是从哪儿，开始把抿在嘴角的
一缕又一缕的微风，送到眼前

之于天地即将或正在，发生的爱情
盛大的万事万物，虽佯装不知
却早已，各自为谁备好
开花结果的，充足的良种

不会拐弯的阳光

气温冷不丁，升高了几度
站在村庄几里地以外，清瘦的山上
我才真正察觉到
春天是真的来了

风微微环顾左右，瓦蓝的天被
唯一的一朵云反复擦拭，近在咫尺
似乎伸手就能，把它拽进怀里

去年冬天落下的雪
躲在山脚不肯融化
不会拐弯的阳光，将背影留在上面
就像我一样若无其事，什么也没有想

向北的窗子

一尾红色的鱼闪过
又一尾黑色的鱼，闪过
从左到右，从右到左
鱼们接连不断，往来匆匆
都游在我，偶尔闲暇的时间

它们游它们的，我也只是
扭头就会见到，那些红色的、黑色的
还有白色的，甚至是粉色的
胖瘦长短，我都很是喜欢
也愿把已至的春天，交给它们

眼前的这一扇，向北的窗子
就足够打捞，偶尔沸腾的思想
之所以把那马路，幻化成一条河流
因为其中任何车辆，都会带着我

只此青绿
（组诗）

刘健鹰

每到春天，远方的雷声就会赶来
以锋利的闪电，刺痛冰雪覆盖下的冷漠
并以一件绿色军衣的色调
唤醒山川大地，找回春天应有的色彩
让一种不老的精神在春风里荡漾

那定格的年轻身影
依然那么葱绿又那样朝气蓬勃
用无私奉献的人生信条
培育出的精神形象，让一代代后来者
找到了学习的最美榜样

在绿色身影的背后，跟随着
越来越庞大的年轻队伍
正以春天般的温暖悄悄融化
冬日的残雪
让漫山遍野的春风
唤醒含苞的花朵
盛开在大街小巷中幸福的脸上

回想那些逆行的抗疫战士
虽然汗水模糊了防护镜
但信念坚定的目光里
从未有半分迟疑
他们身穿防护服的高大身影
像极了坚固的城墙

还有那冬奥会上拼搏的冰雪健儿
他们以信念做理想的翅膀
载着中华腾飞的梦想展翅飞翔
汗水和泪水
是青春最丰富的营养

春天，一个万物复苏的季节
心中有温暖，四季都是生命的春天
让我们一起向未来
永远不迷失前行的方向

春天里的身影
张旭莹

“二月节，万物出乎
震，震为雷，故曰惊蛰。是

蛰虫惊而出走矣。”惊蛰，二
十四节气中的第三个节气，此

时，春雷始鸣，和风骀荡，万物复
苏，莺飞草长。这是一个气候转

暖，花开鸟飞的时节。
“春风如贵客，一到便繁华。”惊

蛰，地气暖了，风变得柔软起来，春光
明媚，蛰伏了一冬的蛇虫，到了振作的
时候了。春天如涨潮的水，哗啦啦地
一路向前，谁也捂不住了。

一切都欣欣然张开了眼。紫燕穿
梭，蝴蝶蹁跹，蛙鸣声声。麦苗绿莹莹，
几条松软的田埂伸向田的深处，安静地
聆听着庄稼生长的声音。几只鸟雀落
于麦田之中，又倏忽飞起，宛如精灵，
敏感、活泼。记得小时候，惊蛰这天，
小孩子要拎着铜铃，跑到自家的地
里，沿着田埂，边敲边唱：“金嘴雀、银
嘴雀，今朝我来咒过你，吃我家谷子
烂嘴壳。”如此一来，就会吓住那些
贪嘴的鸟雀了。

大自然开始进入了一个充
满灵动的时节。此时，桃花红、

梨花白，油菜花也开始绽开
嫩黄的花蕾，更有众多不

知名的花儿竞相绽放，
争奇斗艳。河畔的

金柳，一树春风
千万枝，嫩于

金 色 软
于

丝。沟壑和道路两旁，青草还不是很茂
密，柔软得像婴儿的头发……惊蛰，仿佛
玉女手中织的锦、画家淡墨勾的画，带着
花团锦簇或湿漉漉的水汽，美得雅致温
润，美得奔放淋漓。

蒙蒙细雨漫天飘洒，似绰约的雾，
群山经过雨的濯洗，越发绿意盎然，青
翠明亮。雨滴悠闲地敲击着阶前的石
板，啪嗒有声。雨天的时候，母亲不下
地劳作，和邻家伯母对坐，她们一边聊
家常，一边做着手边的活儿。茶烟日色
里，像农作物一样，按照自然的规律生
长与呼吸，静默、笃定、安详，有一种天
道悠然的幸福。

村南村北鹁鸪声，却从邻父学春
耕。节令就是命令，一点都马虎不得，懈
怠不得。农谚说：“过了惊蛰节，春耕不
能 歇 ”“ 惊 蛰 不 耙 地 ，好 比 蒸 馍 走 了
气”。到了惊蛰，我国大部分地区进入春
耕大忙季节。乡间田头，农人扬鞭催犁，
清沟排渍，育苗施肥……一切都按照时
令节气，有序地进行着。乡村的惊蛰，寄
托着乡村一年丰收的渴望。

惊蛰时节，养生也顺乎阳气生发、
万物始生的特点。《黄帝内经》中说：“春
三月，此谓发陈。天地俱生，万物以
荣。夜卧早起，广步于庭。被发缓行，
以使志生。”

“微雨众卉新，一雷惊蛰始。”惊
蛰就像一本书，一旦打开，便尽情宣
泄。惊蛰也是一种生活态度和生存法
则。让我们从绵绵春意中醒来，把根
扎在生机勃勃里，向着田边、向着春心
前进。

惊蛰
王永清

阳
气
初
惊
蛰
，韶
光
大
地
周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