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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 洛 春 秋——洛阳城门系列（7）

帝都城门，历史大幕；开合之间，胜败无数——云龙门下，魏主曹髦血染龙袍，曹家班谢幕；应天门上，

武则天登基执政，女皇帝登台。城门里多少故事？城楼上几多风云？正所谓“城门城门几丈高？三十六丈

高。骑白马，带长刀，城门底下走一遭”，让我们唱着古老的童谣，打开历史城门，说说其中的故事。

□首席记者 孙钦良

那么，现在仿建的安喜门，与历史
上的安喜门是一回事吗？

不是！刚刚修复的安喜门与隋唐
安喜门不是一回事。隋唐安喜门的位
置，不在今天这个城门位置上，还要靠
北、靠东。也就是说，现在修复的安喜
门，根本不在隋唐安喜门原址上，只是
沿用了“安喜门”的城楼名称。

那是不是说：今天仿建的安喜门
就错了呢？

也不是，要弄清这个问题，得从金
元老城四个城门说起。

史料表明，洛阳至北宋末，陪都地
位丧失，金人来到洛阳后，先毁城，再
建城，但仅把洛阳作为“河南府”规格
来建城，金贞祐二年（公元1214年）金
宣宗南迁汴京后，于兴定元年（公元
1217年）8月，才将洛阳升格为中京，

改河南府为金昌府，领九县四镇。
洛阳历经战乱，此时宫阙损毁，举

目荒芜。从金朝正大四年（公元1227
年）始，才重新在废墟上筑城。新中京
城“东据瀍水，南接东城之南郭，西亦
因东城之西郭，北缩于旧城仅一里。”
所谓“东城”仅是隋唐洛阳城中的一座
小城，金代的这次筑城，竟有两段城墙
与隋唐东城城墙“重叠”，这说明金筑
洛阳城面积甚小，只是在隋唐东都城
东北部新建一小城，面积约合隋唐洛
阳东都城的十几分之一。

元末，农民起义频仍，中原战争不
断，洛阳城池再遭损毁。元亡后明朝
建立，洪武六年（公元1373年），朱元
璋命明威将军陆龄重筑洛阳城，并修
建城墙城门，城建成后呈正方形，边长
约为1400米，城区面积约2平方公

里，比金元洛阳城有所延展。
明朝建的洛阳城，有突出变

化——城墙包砖了！
此前历代，包括唐代，洛阳城墙皆

为土筑，陆龄却令人将原来的土城墙全
部包砌青砖，城墙绕城一圈，周围8里
345步，墙高4丈，壕（护城河）深5丈，阔
3丈。他还在城墙上开了4个门：东曰建
春门，西曰丽景门，南曰长夏门，北曰安
喜门。 城门构件齐全，上建阙楼，外筑
月城，环城设39座敌台，城防坚固。

200年后，到了明万历元年（公元
1573年），河南地方官杨俊民又对城
墙和城门大加修葺，修好之后，改城门
名，四门名称分别为东“长春门”，西

“瑞光门”，南“熏风门”，北“拱辰门”。
崇祯末年，又在城外筑一道墙，高1.3
丈，宽1丈，周长33里，以固城防。

明代曾改“安喜门”为“拱辰门”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

“安喜门”寄托着
洛阳人的希望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

安喜门，在洛阳所有城门中显得
最喜气。但有网民说：啥名字不能起
呀！偏偏叫什么“安息门”，若把音念
转了，可真难听。

其实，古人为城门起名要遵循一
定的原则。有按方位起名的，有按城
门内街区功能起名的，有寄托某种希
望的——安喜门属于最后一种。

隋炀帝建洛阳城时，在外城北墙
上开了两个城门，东边的叫“喜宁门”，
西边的叫“徽安门”。到了唐代，“喜宁
门”被改动了一个字，变成了“安喜
门”。我们可以分析一下，这个城门用
字不是“安”，就是“宁”，要的就是“安
宁”两个字。

为啥非要“安宁”两个字呢？因为
洛阳北门外太不安宁了。

在古代战役中，敌军基本上都从
北门攻入。即使到了抗战时期，日军
轰炸洛阳，北关城楼以及东车站一带
遭受的轰炸也最多。洛阳人都希望北
门安宁，都希望这里不再有血腥，都希
望这里带点儿喜庆气儿——这就是

“安喜门”的寓意之一。
洛阳北门外自古就是送葬之路。

“洛阳北门北邙道，丧车辚辚入秋草。
车前齐唱薤露歌，高坟新起白峨峨。
朝朝暮暮人送葬，洛阳城中人更多。
千金立碑高百尺，终作谁家柱下石。
山头松柏半无主，地下白骨多于土。
寒食家家送纸钱，乌鸢作窠衔上树。
人居朝市未解愁，请君暂向北邙游。”
这是唐朝著名诗人张籍写的《北邙
行》，从诗中能够看出，邙山早已是洛
阳人的坟地——人死了，出北门，上邙
山，这是必然。诗歌开头便点出“洛阳
北门北邙道，丧车辚辚入秋草”，而且

“朝朝暮暮人送葬，洛阳城中人更多”，
还有更多的人等着走北门——想一
想，这是多么悲哀，又是多么无奈！

所以，洛阳人喜欢东门、南门，不
喜欢北门、西门。

西门外一度是刑场，而北门则是
入葬邙山必经之路，旧时老城小北门
专设“魂门”，城内人死了，出魂方向是
邙山，这个门是专让“魂”走动的。

每年过“鬼节”，“魂门”很热闹，一
路看过去——纸灰飞作白蝴蝶，一片
凄迷景象。

安喜门要打破这种凄迷，才嵌入
“安”与“喜”，蕴含希望，寄存希冀，这
是可以理解的。

无论隋唐还是明清，在历代战役
中，攻城者总从北门进入，这种事又被
李自成复制了一次。

李自成兵临洛阳是在公元1641
年春节。当年洛阳城防坚固，李自成
的部队伤亡很大，到正月二十早晨，他
们用炮火轰掉了东、西、南三座城门
楼，但北城楼依然挺立。那天上午，起
义军集中炮火猛轰北门。至午，北门
告急，城内急调东门、西门、南门军士
支援北门。城外冒死攻城，城内拼死
反击，到傍晚城还未破，起义军停止进
攻。守军集结，由福王朱常洵之子朱
由崧率领知府、巡抚、官吏，到北城门
慰问军民，送来饭菜和御寒衣物。

入夜后，洛阳人不敢睡觉。起义

军在北门外高喊：“洛阳城保不住了，
闯王来了有田种！快开城门吧！”一直
喊到三更，守城军士人心惶惶。几个
军官悄悄商量：“看来洛阳难保，平时
上面总克扣军饷，咱们干脆反了吧！”
北门守军于是把当官的绑了，登城高
喊：“我们反了！让闯王进城吧！为表
明真心，现在放火烧城门楼！”

北门城楼开始起火，李自成起义
军从北门杀入。

这是明清交替时的一战。到了清
代，洛阳城没有扩建，但历任知府、知
县都修缮城墙、城门。清顺治二年(公
元1645年)至六年(公元1649年)，地
方官又利用拆下的福王府的废砖，修
砌加固了四面城墙，建造了城楼。清

康熙四十四年(公元1705年)以后，又
重修四面城门楼，并改城门名称：东为

“迎恩门”，西为“方安门”，南为“望涂
门”，北为“长庆门”。城内开通东西、
南北两条主干道，形成十字街，并划分
出东南、西北、东北、西南四隅，从而形
成了四关、四隅、四城门、四条街的老
城格局，一直延续至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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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喜门：开门见邙山，自古祈安宁
安喜门，如今已仿造建成（如图），

该工程于2010年动工，2012年年底
竣工，由中国书法家协会主席张海（偃
师人）题“安喜门”3个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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