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0 WORLD ENVIRONMENT
2023年第1期 总第200期

名家笔谈
ESSAY BY PERSONAGE

南京午朝门公园，与中山东

路北侧的明故宫遗址公园一同坐

落在明朝故宫的遗址上，是明朝

皇宫的纪念性公园。

南京明故宫是明朝开国之

后，洪武、建文和永乐三朝皇帝办

公和生活的地方。午朝门公园，因

园南端矗立着明故宫的午门而得

名。午门又称午朝门，是紫禁城

的南大门，也就是正门。历史题材

的影视作品中，常有“推出午门斩

首”的情节，那个午门即指此门。

1958年，南京市政府将午门

和奉天殿所在地辟为午朝门公

园。

相较于地面上已无一处明朝

皇宫建筑遗存的明故宫遗址公

园，午朝门公园较多地保留了明

朝皇宫的原真性物件，如午门森

严高大厚重的城墙，众多的皇宫

建筑石构建，等等。

午朝门公园，是朱明王朝的

一道背影。

虽然历经六百多年沧海桑

田，但如今你走进午朝门公园，依

然能感受到扑面而来的历史气

息。

进入午门，有五座石桥，称

“内五龙桥”，桥下为内御河。过

了桥就是奉天门，沿中轴线由南

向北曾经依次建有奉天、华盖和

谨身三大巍峨的殿宇。北京故宫

的三大殿，就是模仿南京这三殿

建造。三大殿之后，是皇帝与后妃

生活起居的地方，标准的“前朝后

廷”。而这，都是几百年前的旧梦

了。

在午朝门公园的中轴线上，

五龙桥南的东西两侧，各矗立着

一块高大的石碑。东侧为“明有司

官赴任仪注碑”，石碑上镌刻有洪

武十八年（公元1385年）制定的

《有司赴任仪注》，详尽说明了官

员赴任及任满时应遵循的礼仪。

皇宫里的环保碑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monument in an imperial palace of Ming 

Dynasty
■文 / 贺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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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侧为《明万历疏通沟渠碑》

（又称《南京东城疏通河渠碑》），

也就是著名的环保碑。

碑高2.22米，宽1.10米，厚0.18

米，碑身粗糙，似不起眼，可碑文

却大有看头。全碑阴刻12行正楷，

计350余字，记载了明代南京城市

包括御河、金川河、秦淮河在内的

所有水系的进排水情况，形象地

描述了明故宫及其他皇家建筑的

地下排水系统的运作机制，以及

万历年间南京东城疏浚沟渠、治

理水患的经过。碑文还明确记载，

明朝官方规定，居民不能随意往

河里丢垃圾，否则官办，可谓是明

代的环保法。

此碑说明，南京在明朝就有

较为科学的城市水系研究，官方

就已十分重视环保问题及相关规

定的宣传了。

在明代，还没有“环保”这个

概念和词语，环保是与水利、生态

保护紧密联系在一起的。而对于

这些，最底层的老百姓迫于生存

的需要，无疑是重视的。作为起于

草野的开国皇帝朱元璋，当然对

此更为重视。

早在明朝故宫设计之初，就

确定了分区排水原则，地下预先

用条石、青砖铺成纵横交错的排

水干道系统。雨水流入排水道，再

借助地形走势，汇进皇宫外的河

流湖泊。

北京故宫的建设很好地借鉴

了南京故宫建设的有益经验，高

度重视了环保水利设施的建设。

在沈志华所著的《苏联专家在中

国》一书中说了这样一件事情：在

整修北京下水道工程中，为了考

察下水道是否需要重建，苏联专

家高莱托夫亲自钻进污臭的暗

沟，查看沟砖被侵蚀的程度。经过

证实，这些在明朝修建的暗沟，再

使用几十年也没问题，从而大大

节省了费用，也加速了工程进度。

明朝修建的下水道已经使用

五百多年了，结果苏联专家按照

现代标准来衡量，还是能胜任需

要。可见那时的工程质量也是非

常过硬的。

洪武时期，在建设南京明城

墙时，对排水也作了科学的设计

安排。通过涵闸的水流，经过连接

闸头并穿过城墙铺设的涵管，通

向城内。有的涵闸、涵管为铸铁，

还有一部分为铸铜的涵闸、涵管。

修建于明初的南京玄武湖泄水

口的武庙闸，是城墙排水设施的

典范。武庙闸工程设计独具匠心，

在闸口下方安装了两套双合铜水

闸，每套闸方形，边长1.3米，厚0.5

米，呈上下阴阳状。上合正中有一

直径9厘米绳孔的铜纽，以铁索连

接地面的绞关启动。在下合闸的

下方，铺有铜质或铁质的涵管，内

径0.95米，用以启闸后通水。弯曲

的进水槽减缓了入闸口湖水的流

速，高达数丈的闸槽以及幽深的

隧道，至今仍异常坚固，而隧道里

一把随水流不断旋转的绞刀，能

切碎随湖水而来的杂草，使水路

不被堵塞，明初南京的铜水涵闸

如此形制，可见六百年前的水利

设计已经相当有水平，也足见古

代劳动人民的智慧与匠心。

到了明朝中叶，南京城（今

南京老城区）人口已达120万，是

当时中国规模最大、人口最多的

城市，而秦淮河自南向北入江，其

所流经的南京城南地区，正是南

京的经济、文化中心，人口密度最

大。密集的人口沿河居住，大量的

垃圾倾倒和污水被排放入河，致

使河道淤塞，正如碑铭中所言“居

民任意作践，各沟易至淤塞，诸

水不得从入下流，各地方仍受淹

湿”。

秦淮河是南京的母亲河，也

是南京重要的排水通道。人们确

实不应该肆意侵占河道、倾倒垃

圾，而应该对其加以保护，与之和

谐相处。为此，官府组织对淤塞的

河道进行了疏浚。为了保护疏浚

后的河道，特地作出有关规定，这

就有了碑铭末尾的“留心疏浚，及

居民但有作践者，即行严加禁治，

以尽防微杜渐之意。庶几今日一

番行事不为徒矣”。这一规定，对

河道周边的居民发挥了很好的警

示作用。从此，河道环境状况大为

改观。

可见，《明万历疏通沟渠碑》

是一座400年前发挥了重要作用

的环保宣传碑。

此碑原立于宗人府后，不知

何时移到了五龙桥西南侧现在的

位置。人们对这块碑似乎缺乏应

有的重视，几百年来，这座碑默默

地矗立在那里，任凭风吹雨打。笔

者就居住在午朝门公园附近，几

十年来，曾不知多少次前往公园

漫步、休憩，虽然无数次地看到此

碑，但并未多加关注，直到从事环

境保护工作之后，才发现这竟是

一座珍贵的环保碑。

期待有史学家与环保史专家

对此碑投去关切的目光，进行深

入的研究，发掘碑后更多的环保

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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