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池叫做瑞莲阁公园，初建于民国14年（1925年），是由邑人

、临榆县参事会参事孙国钧字荫桥为首倡议集资兴办。“瑞

莲阁”的匾额，由当时的知县常炳彝所题。现在的瑞莲阁公

园是1999年3月，经政府集资，根据《临榆县志》的记载而重

新修复的。修复后的瑞莲阁公园，形成了以辽海咽喉桥为界

，南湖、北湖4个水域。建成了垂柳轩、醉荷轩、曲院风荷、

游船码头等4个亭谢。 天下第一关始建于明洪武十四年，也

就是1381年距今已经有620年历史了明初建关时，这里是朝鲜

等国入贡和商旅往来的重要通道，平时城门大开供车马人流

通行，战时紧闭固若金汤，大有一夫当关、万夫莫开之势。 

现在展现我们面前的，就是天下第一关城楼了，天下第一关

城楼也叫镇东楼，俗称箭楼。楼高13.7米，分上下两层，地层

西面为对开的红漆木质大门，上层为木制的隔扇门窗，其余

的北东南三面为共开设68孔箭窗,这些箭窗平时关闭，战时开

启，是战时射箭之用。它是坐东面西，其建筑形式采用了我

国传统的砖木结构，天下第一关的建筑形式采用了九脊歇山

式重檐顶，这种建筑形式的等级较高，是仅次与皇宫和庙宇

的建筑格式。现在大家看，在天下第一关城楼上最引人注目

的是什么，我想大家都会说就是这块天下第一关巨匾了，天

下第一关匾长5.8米，宽1.55米，其中的一个一字就长1.09米，

繁写的关字右边的一竖就长1.45米。您看着一字虽有一笔却不



显单薄，关字右边的一竖笔画虽多却不显臃肿，五个大字安

放合理，与这座建筑浑然一体。 大家仔细看这块匾，有一大

特点，有的朋友已经看出来了，此匾的最大特点就是不书年

月，不留姓名，这块匾为何人所写呢？众说纷纭，有人说是

明朝宰相严嵩，有人说是余一元，谭从简，有人说是晋代大

书法家王羲之⋯⋯而根据当地的林榆县志记载：天下第一关

匾传为邑人肖显所书，这里的邑人就是指山海关当地人，这

就为肖显的写匾提供了真实性和可靠性。但我们现在看到的

这块匾并不是肖显所题写的原匾，而是民国九年由山海关人

杨宝清所篆刻的。原匾呢则为了防止风化挂在城楼内。一会

我们就去等城楼，看原匾！大家看，在各个屋檐的羌机脊上

，有许多形态各异的小兽，分别是骑凤仙人为前导接着是：

天马、海马、狮子和吼。当地的老百姓还给他们起了一些赋

有传奇色彩的名字。第一个是走投无路，接着是跟盯绊倒，

第三个是东张西望，第四个是帮虎吃食，第五个是坐地分赃

。传说，走投无路的是古代的皇帝，大好的江山让他搞的支

离破碎，高高的脊头代表皇帝的宝座，他站在上面，前走无

路，后退不能，真是左右为难；跟盯拌倒的是紧随皇帝的大

臣，皇帝虽已无路可走，但臣子不忘旧情，虽倒也伴；东张

西望是东瞧瞧西望望，见机行事；帮虎吃食一看到这种情况

也紧随其后，阿谀奉承；坐地分赃在石兽之末，干什么都没

有它的分，急的够呛，这真是各怀心腹事尽在不言中。倒霉

的皇帝都走投无路，何况这些大臣呢。大家抬头可以看到这

群显赫一时、高高在上的人物只好站在脊头，饱受风吹雨淋

，酷暑严寒，让游人注目了。这些异兽都是古代传说中的瑞

兽，他们不但有消灾解祸的作用还是吉祥的象征。但这种小



兽也是有等级之分的皇宫和庙宇之上的小兽的数量是9到12个

的，而卫所的等级比较低，是不允许超过六个的。 我们脚下

走过的这条宽广的坡道原叫做马道，是古代守城士兵骑马上

阵和巡视关内外的重要通道。沿着马道缓缓而行，我们仿佛

也走进了时空隧道，回到了六百多年前的明代。大家都知道

明王朝是推翻了蒙古贵族所统治的元朝建立的，所以在明王

朝的残余势力退居漠北以后一直与明王朝处于对立冲突之中

。正是在这个巨大的历史背景条件下，明朝的开创者朱元璋

便下令自军师达于郡县皆立卫所。并于洪武十四年正月派大

将军徐达正式修建长城和关口，同年的十二月修建了山海关

设立军事建制山海卫，山海卫是明代329卫之一，隶属后军都

督府的北平都司管辖。从山海关建观关设卫那天起，这里就

以科学的选址布局，特殊的地理位置和独特的军事建筑而名

列万里长城的重关之首，从而有了万里长城第一关之美称。

现在我们看到的呢，叫做箭窗，刚才我给大家介绍过了，它

是作为战时射箭之用。是红底白环黑靶心，鲜艳醒目。现在

谁能告诉我为什么要设计成红底白环黑靶心的形式呢？⋯⋯

好了现在由我来告诉大家：在当时天下第一关城楼刚建成后

，它的屋檐和羌脊上总是会停着许多飞鸟而这些箭窗平时关

闭，战士开启的。所以开启时飞鸟就会扑楞楞的乱飞，就会

影响军情。所以当时的科学家就想出了一个好办法，就是把

箭窗设计成红底白环黑靶心的样子。您看这像不像一只只眼

睛，它们就像一只只眼睛看着飞鸟，使飞鸟不敢靠前。所以

说明朝时的古人还是很聪明的嘛！ 现在我们面前的彩画叫做

旋子彩画，它是属于中国古典彩画的范畴之内的，它的等级

也比较高，是仅次于皇宫和庙宇所使用的彩画的。中国的古



典彩画分为三种，第一种，也是等级最高的叫做和玺彩画，

主要是用于皇宫和庙宇的主殿建筑格式，第二种就是我们面

前的旋子彩画，还有一种呢？叫做苏式彩画，它是采用花鸟

鱼虫作为基底的。 好现在随我一起来看原匾，大家小心脚下

门槛，大家要注意啊，遇见门槛要迈过，象征走过人生的坎

坎坷坷。 现在我们看见的就是肖显所题写的原匾，据说肖显

写匾的时候，刚写完的时候发现下字下面少写了一个点，只

写成了一个T字，这时候皇帝派来的钦差已经过了石河了，这

时大家都慌了起来。就在这时只见肖显拿了一块抹布，饱蘸

墨汁用力的掷向那块匾，结果呢？大家都看到了，就成了我

们现在看到的这块匾。好了看完这块匾，请大家和我看以一

下我们面前的山海关复原图。它描绘了山海关古代建筑的全

貌。山海关境内长城南起老龙头，东到九门口，全长26公里

，在这段长城上共分布十座关隘，从南到北依次是：南海口

关、南水关、山海关、北水关、旱门关、角山关、三道关、

滥水关、寺儿峪关、九门口关（一片石关），短短26公里长

城之上就分着十大关隘，说明山海关的地理位置和军事战略

意义都是非常重要的，故有：“两京锁钥无双地，万里长城

第一关”之称。山海关城基本呈方型，它的最大特点是东西

的城墙一身兼二职，既是万里长城的一部分，又是关城的东

面城墙。山海关城有四个城门，东为镇东门，南为望洋门，

西为迎恩门，北为威远门，四个城门规模相当，现在惟有东

门即天下第一关城楼保存最完整，始建于明洪武十四年。 大

家请回头往东看，眼前的这个城圈叫瓮城，原来四个城门之

外均有瓮城，现在只有眼前的瓮城保存完好。瓮城的规模不

大，但是有很重要的作用。1是对关城起保护作用。登临其上



可环视四野，士卒昼夜注视城外的动态，有警立即传报，敌

人入侵靠近，又可三面御敌与墙外，即使敌人进入瓮城，也

可将关门设为二道防线。，以四城为堡垒制敌于翁中。2是从

建筑上看，城外瓮城回护，形成重城回守之势，坚固、雄伟

，充分表现了长城防御工程的特色。 瓮城外围是罗城，罗是

罗列的意思，即城外套城。罗城的前方是威远城，是山海关

的前哨卫城。就在此处三百五十年前曾发生过关系改朝换代

。我们现在来到第一关东城楼的东侧。东城楼的下面是东门

。紧挨着东门，有一个小小的方城，叫做瓮城。它的城门洞

没有开在正东方向，而是在关城和瓮城的拐角处，向南而开

。如果敌人逼近东门，他不能轻而易举地攻开城门，因为在

这个拐角处，关城和瓮城上面的守军，就会居高临下，用交

叉火力大量地杀伤敌兵。即使攻进了瓮城，东门紧闭，敌人

也不能长驱直入，瓮城上面的滚木擂石就会轰然而下，四面

兵士一起拉弓射箭，外面又有重兵把守，想跑都跑不了，瓮

城就成了入侵之敌的葬身之地。为什么叫做瓮城？中国有个

成语“瓮中捉鳖”，这个小方城就像一个瓮，所以叫做瓮城

。 瓮城的外面，还有一座城，叫做东罗城。敌人进攻山海关

，东罗城又是一道防线。请大家随着我指的方向看，这就是

东罗城的南城墙和北城墙。在东罗城的东边，有一片高低起

伏的丘陵，叫做欢喜岭。欢喜岭下有一道沟，叫做流泪沟。

山还是这个山，水还是这个水，为什么又是欢喜，又是流泪

呢？过去，兵士们从辽东或更远的地方回来，走到这一片丘

陵，一眼看见山海关，离家不远了，心中高兴，就把这里叫

做欢喜岭。从这里出关，到遥远的边疆去驻守，出了山海关

，登上这座岭，眼见得离家越来越远，心中难受，落泪悲伤



，欢喜岭下就有了这条流泪沟。 欢喜岭上有一个大平台，这

就是著名的威远城的遗址。威远城是山海关的卫城，是山海

关的前哨。吴三桂就是在这里投降了摄政王多尔衮，请清兵

入关的。明崇祯十七年（公元１６４４年）三月十九日，李

自成率领的农民起义军推翻了明王朝，进了北京。吴三桂原

来驻守宁远（今兴城），三月初，崇祯封赐他“平西伯”的

爵号，并命令他放弃宁远，进京勤王，剿灭农民起义军。进

军途中，得知崇祯皇帝已经吊死煤山，吴三桂只好率领人马

返回山海关。 李自成和他的谋士们曾经清醒地认识到当时的

形势：山海关外是强大的清兵，而吴三桂这支军队英勇善战

，如果吴三桂倒向清兵，就会对大顺农民政权带来巨大的威

胁；如果吴三桂归顺自己，山海关就是清兵难以逾越的一道

防线。李自成决定招降吴三桂。 这时的吴三桂也正处在犹豫

徘徊之中：说要效忠明王朝吧，明王朝已经垮台；说要投降

清兵吧，时年３３岁的吴三桂，“自少为边将”，长期和清

兵打仗，积怨甚深，直到关外八城丢了七城，自己仍然孤军

奋战，拒不投降，如今若要投降，很难得到清兵的信任，更

何况父母家眷三十余口都在北京，一旦投降清兵，后果不堪

设想；要投降农民起义军吧，自己刚刚进爵为平西伯，平西

的意思就是去剿灭农民起义军，一眨眼的功夫，就从剿灭变

成投降，这个弯子不好转；同时，也不知道李自成究竟是一

个什么态度。吴三桂处在自身命运即将发生巨大转折的十字

路口，也许连他自己也不知道，他的决定将影响到整个国家

的历史走向。 正在此时，李自成派人携带为吴三桂封侯的诏

书、吴三桂的父亲吴襄的信件和大量钱款粮草，来说降吴三

桂。来人说，只要投降，“父子封侯”。吴三桂接受了招降



，把山海关移交给李自成派来的将领，率领部队进京谒见李

自成。四月四日，走到今天的卢龙县（现在是秦皇岛市辖领

的四个县之一）以西的沙河驿，遇见从北京逃出的家人，吴

三桂询问父亲的情况，家人禀告：父亲已经被捕。吴三桂没

有在意，说：这是李自成为了逼我投降所采取的措施，不必

担心。又问到他的爱妾陈圆圆，家人只得以实相告：陈圆圆

已被李自成的大将刘宗敏抢走霸占。与此同时，吴三桂派往

北京密探其父消息的人也报告说：吴襄正被拷打追赃。父亲

受刑，爱妾被抢，奇耻大辱令吴三桂勃然大怒，说了一句：

“大丈夫不能保一女子，何面见人耶。”当即下令返回山海

关，从此与李自成刘宗敏一刀两断，成了不共戴天的仇人。

缺乏政治远见、贪图美女钱财的农民起义军的将领们，以自

己的愚蠢行为导致了吴三桂降而复叛的严重的恶果，这个严

重恶果又迅速地导致了李自成和他的农民政权的悲惨结局。 

吴三桂返回山海关之后，立即向摄政王多尔衮写了一封为报

国恨家仇而请求“借兵”的信，很快多尔衮率兵奔赴山海关

，李自成也亲自带领十万兵马急忙赶赴山海关。四月二十一

日，三支能征善战的虎狼之师汇聚山海关，一场决定中国命

运的恶仗打响了。当时的主战场在石河西岸，农民起义军多

次攻破防线，逼到西罗城下，甚至已经登上北翼城，但在守

军的顽强抵抗下，又一次次被打退。李自成派一部分农民起

义军从九门口出关，攻打东罗城，形成内外夹击的态势。吴

三桂感到十分危险，多次派人到威远城请多尔衮迅速出兵。

而多尔衮却仍然对吴三桂这个骁勇之将的借兵之举心存疑虑

，只是派兵夺取了九门口，而在正面战场上却依然按兵不动

，静观李、吴双方的激战。吴三桂镇守的山海关，几度危机



，又几度侥幸脱险。这时，李自成明白了：他所碰到的对手

，再也不是过去那种一触即溃的明朝军队，而是一支久经阵

仗、英勇顽强的边塞劲旅。 经过一天的激战，吴三桂也知道

了农民起义军的厉害，清兵再不出战，单凭自己的力量是难

以抵挡的。为此，他焦急万分。四月二十二日清晨，吴三桂

只得亲自出关，到威远城去拜见多尔衮。多尔衮命他剃发盟

誓，吴三桂慨然应诺，立即剃发，表示归顺。吴三桂回到山

海关，打开城门，浩浩荡荡的清兵终于进入了他们梦寐以求

的山海关。这时，李自成的大队人马已在红瓦店一带，从山

到海，一字排开，要步步逼进。吴三桂有了坚强的后盾，再

不示弱，即刻率领五万军士，直奔石河西岸。霎时间，十几

万人，杀作一团。人呐喊，马嘶鸣，战鼓响，炮声隆。仇人

相见，分外眼红，刀光剑影，血雨腥风。正当双方鏖战紧，

狂风大作鬼神惊，遮天闭日，飞沙走石。打到中午时分，吴

三桂渐渐不支，李自成占了上风。突然，数万铁骑从关城杀

出，如风卷残云一般，锐不可挡，所向披靡。农民起义军的

防线顿时崩溃，多尔衮和吴三桂联兵一处，向西追杀而去。

李自成兵败如山倒，吴三桂追杀不停息，多尔衮得意迎顺治

，清王朝建都北京城。公元１６４４年，中国农历甲申年，

风云际会，瞬息万变，山海关就是历史的转折点。今天，我

们站在山海关的城头，抚今思昔，该有多少思考，该留下多

少感叹。 一段山海关的故事，说的大家心情有些沉重。这也

难怪，兵家必争之地的山海关，又能有多少轻松呢？还是让

我们一起来看一看长城的结构，体会一下古代劳动人民的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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