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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军衙署门前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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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代将军衙署是当时绥远城内最高军事长官的办公场所，

对呼和浩特的历史意义非同小可，现坐落于鼓楼立交桥十字路

口的西北角。来到内蒙古将军衙署博物院门前，可以看到一对

历经沧桑的石狮子，它们威武雄壮，气度不凡，成为参观者合影

留念的首选。今天，我们就来讲讲这对石狮子的故事。

“中国本土并没有狮子，可为什么中国人会把狮子作为
神兽雕刻出来放在门前呢？这要从汉朝张骞出使西域说
起。当时张骞开辟了中国与西域各国交往的通道，于是只
有西域才有的狮子得以进入中国。一种从未见过的动物一
出现在当时的京都，全城的百姓都轰动了。大家争相描述
着有关狮子的一切。”讲解员讲解道，“从此，狮子这个‘客
人’就逐渐走入中国人的民俗传说中。”

狮子可以彰显地位，内蒙古将军衙署博物院门前的石
狮子也不例外。据内蒙古将军衙署博物院工作人员张晓
东介绍，石狮子代表等级和权力，一般百姓家是不允许门
前摆放石狮子作为装饰的，除了庙宇和寺院之外，只允许
有一定等级的政府机关门前才能摆放石狮子。在中国古
代哲学中，万物分阴阳，所以作为吉祥物的石狮子自然也
要对应区分雌雄。一般来讲都是左雄右雌，雄狮子脚下
踩的是一个精致的绣球，而雌狮子脚下则踩着一只可爱
的小狮子。雄狮子寓意“张灯结彩、权定乾坤、国泰民安、
有‘球’必应”，雌狮子寓意“母仪天下、太师少师、子嗣昌
盛、千秋万代”。

造型独特 规格有章

石狮子在我们日常生活中并不少见，但在清朝，石
狮子并不是任何政府机关都有权利摆放的，就算摆放
了，也会因为等级不同而被要求有不同的规格和形
态。而作为绥远城最高行政机关的将军衙署，门前的
石狮子算得上是最高等级的造型。

据张晓东介绍，内蒙古将军衙署博物院正门前的
石狮子毛发卷作疙瘩，称为“螺髻”，在古代不是可以
随意雕刻的，因为这些螺髻的数量也是按照一品大员
的品级建造的，不能随意增多或者减少。据《文史知
识》1987年 9期载文说，一品官员府邸门前的石狮子头
上可以有 13个螺髻，称为“十三太保”。一品之下，每
低一级，石狮子头上的螺髻就要减少一个；七品以下，
门前就不能摆放石狮子，否则即为僭越，按照清朝的
制度规定是可以问罪的。

呼和浩特晚报记者看到，除了头上的装饰有所不
同外，石狮子下面的底座也有区别。用专业术语来讲，
石狮子下面的底座被称为“虚名座”，顾名思义，底座代
表了名誉，地位越高，底座越高。从内蒙古将军衙署博
物院门前石狮子下高高的底座不难看出，其所代表的
地位之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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左雄右雌 彰显地位

除了与众不同的造型之外，内蒙古
将军衙署博物院门前的石狮子是用青石
制作而成，不是人们常说的汉白玉，因为
青石的质地坚硬细腻，适合雕刻复杂的
图形，并且受到外力不会轻易破损，所以
适合长时间在屋外安放，不用再加以特
殊的保护措施。

现在我们所看到的内蒙古将军衙署
博物院门前的石狮子与以前的并不相
同，因为修建鼓楼立交桥的缘故，石狮子
曾向后移动了 3米左右，而且石狮子身
上的刻字也被磨平了。张晓东表示，石
狮子的身上曾被刻上了许多抗日标语，
其中雌狮子的胸前被刻上了“睡狮猛
醒”4个字，从一些老照片中可以清晰地
看到这些文字。后来日军入侵，占用清
代将军衙署作为办公场所，把这些抗日
文字进行了涂抹。如今，我们还能看到
这对石狮子身上因为曾经刻字和毁字所
留下的痕迹。

石狮子曾被刻字

关于石狮子的传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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踩着绣球的雄狮

雌狮脚踩一只可爱的小狮子

因为对内蒙古将军衙署博物院门前这对独特的石狮子有着崇敬
之情，所以在呼和浩特口口相传的民间故事中也有相当一部分是讲
述这对石狮子的。

相传雄狮子的胸前原本刻有一个铃铛，但后来不知道什么原因被
砸掉了，痕迹很清晰。关于这个铃铛还有个传说。相传将军衙署门前的
这对石狮子是灵物，白天是两只石狮子，到了夜里这两只石狮子就活了
过来，跑到井边喝水，天亮了就会回到原位又变回石狮子。后来，有一位
侠客远游至绥远城，在夜间偶遇石狮子显灵，就和它们打了一架，把雄狮
子的铃铛打掉了。从那以后，这对石狮子便失去了灵性，再也离不开原
地了。还有个传说，可能是有人觉得这对石狮子雕刻得太完美了，故意
砸掉了铃铛。

不过，无论是什么传说，这对石狮子确实和清代将军衙署一起经
历了许多沧桑岁月。

内蒙古将军衙署博物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