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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城旧事

1900年八国联军侵占
北京，慈禧太后与光绪皇帝
以“西狩”为名，仓皇逃往西
安。包括紫禁城在内的皇宫
禁苑落入侵略军之手，遭到
不同程度的劫掠和破坏。清
末民初，在部分损毁建筑基
础上，改造、新建了一批建
筑，其中包括著名的怀仁堂。

在仪銮殿旧址新修海

晏堂

1901年由于德国侵略
军使用不慎，中南海仪銮殿
被烧毁。1902年回銮后，慈
禧下令在仪銮殿旧址上按
照长春园西洋建筑，新建中
南海海晏堂。“海晏”意为四
海和平安宁。以此命名宫
殿，反映出慈禧在国难之后
粉饰太平的心理。同时，慈
禧在中海西岸另建仪銮殿，
后改名佛照楼，袁世凯称帝
前改称怀仁堂。

清宣统元年 (1909年)，

因延禧宫(故宫东六宫之一)
屡遭火灾，隆裕太后欲以水
镇之，乃斥资掘池蓄水，并
在池中修建西式殿堂一座，
隆裕自题匾额“灵沼轩”。

“灵沼”之名取自《诗经·大
雅·灵台》中“王在灵沼■于
鱼跃”之句。据西汉时期研
究《诗经》的著作《毛氏故训
传》■“灵沼■言灵道行于沼
也。”后喻指帝王的恩泽所
及之处。灵沼轩柱为预制铸
铁构件，梁为热轧工字钢，
系采用当时国际流行的钢
结构技术。建筑分为三层，
每层九间，顶部正中及四周
各置一亭，内壁贴彩色花
砖。建筑材料以汉白玉石为
主，外侧围廊及顶部小亭为
铁制，门窗为西式拱券形
式，细部装饰带有中国传统
风格。但尚未及建成，清王
朝即告覆亡。1917年张勋复
辟，延禧宫被直系军阀炸弹
毁坏。1931年在灵沼轩北、
东、西三面建造文物库房，
硬山黄琉璃瓦顶，钢筋水泥
结构。

在咸安宫旧址兴建宝

蕴楼

1912年2月，清末帝溥
仪逊位，但根据南京临时政
府提出的优待条件，依旧居
于紫禁城北部的寝宫部分。
1914年2月，北洋政府将故
宫收归国有，并以其建筑和
文物为基础，成立了古物陈
列所，将前朝三大殿及文华
殿和武英殿向社会开放。同
年6月，古物陈列所在已毁
的咸安宫基础上，兴建了中

国近代博物馆史上第一座
专门用于保存文物的大型
现代文物库房———宝蕴楼。
宝蕴楼由建筑师马荣设计，
图纸经内务部批准，北京广
利、天合两家厂商施工，
1915年6月建成竣工。

宝蕴楼采用三合院式
布局，围绕咸安宫旧址的
北、东、西三面各建一座二
层砖木结构的楼房，楼下有
带高窗的半地下室。北楼为
主楼，体量稍大，外观也略
显别致；东、西两楼左右对
称。三座楼房均用大块的城
砖砌筑墙身，外墙抹饰石膏
砂浆，并划分出规整的矩形
格，再刷红浆。墙上辟有纵
向窄长窗，窗台、窗下墙及
窗口，都设有白色装饰的线
脚，与红墙形成对比。楼房
屋顶为四坡式，铺设绿灰两
色的海狸尾式屋瓦，鳞状相
叠，斑驳相间。北楼正中开
门，门外有四柱式雨棚，上
有女儿墙，构成二层的一个
室外平台，女儿墙正面两端
有一对卧狮。北楼屋顶的正

中位置设有阁楼，阁楼为两
坡顶，山墙朝向中庭。山墙
正中镶嵌竖刻“宝蕴楼”三
字的石匾。东、西两侧的扶
壁柱上有一对卧狮。东西两
楼亦在正中开门，上有悬挑
的门檐。北楼与东西二楼拐
角处以二层的外廊相接。其
栏杆、廊柱均为白色石膏砂
浆抹面。

将宝月楼改建为新华

门

紫禁城外环护四周的
皇城墙始建于明初，周长9
公里。明代皇城以内是专为
皇家服务的内府衙门及仓
库、作坊、厨厩等。清朝内府
机构缩减，皇城逐渐开放，
居民及商铺入驻。至清末时
期，皇城内外几无差别。清
朝灭亡后，皇城由民国政府
接管。由于此前“仅东西华
门及地安门三面许人通行，
而东西辽远，城阙阻阂，殊
感不便。民国以来乃将中华
门左右后门、西厂桥及翠花

胡同等处开辟豁口，以通车
马”。京都市政公所成立后，

“复将辙迹交会地方，如南
池子、南长街等处辟为通
衢。于是内外交通始得畅行
称便”。

1912年中南海改为总
统府后，宝月楼被改建为总
统府正门———新华门，楼下
明间改为车道，并在两侧建
八字影壁与皇城墙相连。之
后大清门北侧的千步廊也
被拆除。1912年2月29日袁
世凯策划北京兵变，东安门
被焚毁，仅三座门式的东安
里门幸存。1913年，东、西长
安街和景山、神武门之间的
交通被打通。随后，南长街、
南池子、南河沿、北箭亭、枣
林豁子、菖蒲河、翠花胡同、
灰厂、宽街、厂桥、五龙亭等
处的皇城便门也先后开辟。

1921年4月起，京都市
政公所以修缮大明濠为由，
开始拆卖皇城旧砖。至1927
年，皇城墙除太庙以西至府
右街一段外，其他全部拆
完。 （据《北京文摘》）

宋希濂，祖籍湖南湘
乡，1907年生，是黄埔军校
第一期毕业生。自北伐战
争到解放战争时被俘，宋
希濂历经重要战役数十
次，有“鹰犬将军”之称。
1949年12月27日，他在大
渡河白衣洋岭战斗中被
俘；1961年1月18日被特
赦。1980年赴美探亲，后定
居纽约。

1986年，宋希濂筹措
资金的《潮流》杂志在纽约
出版，宗旨是宣扬中国的
方针政策，促进中国的和
平统一。本文作者（麦子）
曾任《潮流》编辑，亲耳听
到宋希濂讲述杀害瞿秋白
的经过，以及他的悔恨之
情。

瞿秋白不给宋希濂劝

降机会

1987年初春的一天，
我与梅振才先生一道去拜
访宋老。那时他和夫人易
吟先居住在皇后区一幢宁
静的老人公寓，客厅虽不
太大，但布置得十分雅致。
墙壁上挂着宋希濂与周恩
来总理以及国民党军政人
员李默庵、侯镜如、蔡文
治、沈策等人的照片，还有
章士钊等名人雅士字画。

平时宋希濂从不谈论
过去的战功史迹，这一
次却以沉痛和负疚的心
情，破例跟我们谈起了他
奉蒋介石之命，杀害中共
领导人瞿秋白的经过：
1934年10月上旬，红军主
力撤离江西中央苏区开
始二万五千里长征。瞿秋
白因肺病发烧咯血，不能
随军北上，便化名林祺
祥，与何叔衡、邓子恢以
及项英夫人张亮■那时她
已怀孕六个月）等人经福
建取道香港，打算辗转到
上海治病疗养，不幸于
1935年2月24日在福建上
杭被国民党保安十四团
钟绍葵部截俘，并被一变
节叛徒出卖。瞿秋白被押
解到宋希濂任师长的36师
长汀师部。

宋希濂得知黄埔军校
自己的老师被俘，心情十
分焦急，匆匆从外地赶回

师部，第二天立即前往探
望瞿秋白，询问生活情况
和身体状况。宋希濂也曾
想劝降瞿秋白，可是瞿秋
白不给他机会。他说：“宋
师长我知道你是黄埔一期
的，我给你讲过课。但是一
个人爱自己的历史，比飞
鸟爱自己的翅膀更重要，
我不能撕裂自己的历史
呀。看在师生分上，请你帮
我办一件事，给我一些笔
墨纸张和一本唐诗，我要
读书写东西。”于是宋希濂
特意叫参谋长给瞿秋白换
了一间较大的房子，又给
他诗词文集和笔墨纸砚，
还按师级军官饭菜供膳，
允许瞿秋白每天在房间门
口散步，撤除警卫，禁止使
用一切刑具，自宋希濂以
下，一律称瞿秋白为“先
生”。在那里，瞿秋白刻图
章，读书作诗，还用毛笔写
了《多余的话》，抒发了一

个知识分子参加革命的曲
折心路历程。由于瞿秋白
身份显赫，陈立夫曾派遣
特务骨干王杰夫等策反专
家从南京赶来劝他叛变，
交出共党组织，但瞿秋白
不为所动。

奉蒋介石之命枪杀瞿

秋白

正当鲁迅、宋庆龄等
爱国文化人士在上海积极
设法营救瞿秋白的时候，
蒋介石因第五次“围剿”的
失败十分恼火，因而迫不
及待地于1935年6月17日，
密电宋希濂“立即就地处
决具报”。

当天晚上，宋希濂和
他的参谋长向贤矩、政训
处长蒋先启、特务连长余
冰研究执行蒋介石命令的
具体办法，商定6月18日上
午10时在长汀中山公园执

行枪决。这一夜宋希濂彻
夜难眠，他特意吩咐部下
在中山公园凉亭内准备了
四碟小菜和一壶好酒让瞿
秋白享用。早上8点钟，政
训处长将蒋介石的电令交
给瞿秋白看，瞿秋白看后
若无其事，随即换上新洗
过的白裤子、黑色对襟唐
装上衣和黑布鞋黑袜，还
泡了一杯浓茶，点了一支
香烟，坐在窗前，写下绝
笔：

眼底云烟过尽时，正
我逍遥处。

9时20分，瞿秋白在政
训处长蒋先启的陪伴下，
走出了他住了一个多月的
房间，仰面向周围的人看
了一下，神态自若地走出
大门。

宋希濂站在师部二楼
自己的办公室，看着瞿秋
白一步步走向刑场的背
影，他立正站好，向老师
行了最后一个注目礼。行
刑前，瞿秋白向行刑队提
出两点要求：一是要坐着
受刑而不能跪着，二是子
弹不能打头部。末了还向
在场的100多人作了10多
分钟演讲，并高呼“打倒
国民党！中国共产党万
岁！”然后盘曲着双膝坐
在草地上。事后，宋希濂

叫人买了一口上好棺材
装殓，埋在中山公园旁边。

为杀害瞿秋白悔恨终

生

宋希濂说：“那时，我
虽然掌握着生杀大权，但
决不轻易杀死一个人，瞿
秋白之死，虽然是奉蒋介
石之命，迫于无奈，但我一
直感到自己罪孽深重，因
此，被俘以后，抱着必死的
态度，拒绝谈话，拒绝照
相，没想到共产党却不计
前嫌，宽大为怀。周总理
说：“学生犯错误老师也有
责任”；陈赓将军还让我第
一批获得特赦，以后又让
我当上了第四届全国政协
委员和第五、六、七届全国
政协常委，但我为杀害瞿
秋白而悔恨终生……

1989年，宋希濂将一
套 新 出 版 的 《鹰 犬 将
军———宋希濂自述》，签字
送给我。李敖在该书的按
语中写道：“宋希濂将军垂
暮之年，身在美国，远离国
共两党，被争议的焦点是
宋希濂应效忠于自己的国
家民族，还是应效忠于政
党？甚至效忠于领袖个人？
显然宋希濂选择的是前
者。” （据《世纪》）

杀害瞿秋白 宋希濂悔恨终生

清末民初的北京皇城改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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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希濂、杜聿明、溥杰、溥仪（从

左至右）在全国政协文史专员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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