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明洪武时期”的“刘德华”竟是位造砖匠

2025年9月，一则关于“明洪武时期刘德华”的趣闻在网络上引发热议，迅速登上热搜榜。南京城墙博物馆展出的一块明
代城砖，铭文上赫然刻着“造砖人夫刘德华”，让不少网友惊呼“华仔穿越了600年”。这块砖来自明洪武年间1368-
1398年，是南京明城墙建造时的遗物，与现代香港艺人刘德华Andy Lau同名，引发了跨越时空的奇妙联想。然而
，这位“刘德华”并非娱乐圈天王，而是一位默默无闻的造砖工匠，用汗水为大明都城的建设贡献了力量。这块铭文砖不仅成
为博物馆的“顶流”展品，也通过文物背后的故事，展现了明初工匠精神与“物勒工名”制度的独特魅力，吸引了大量市民和
游客前往探寻这段历史。这块“刘德华造砖”出自南京城墙博物馆的明星文物“瑞州府上高县款南京明城墙文字砖”。砖的一
侧铭文详细记录了造砖团队：总甲黄原亨、甲首刘德华、小甲简文华、窑匠晏文叁、造砖人夫刘德华另一侧则记录了监管官员
：瑞州府提调官通判程益、司吏艾诚、上高县提调官县丞吕翊、司吏赵用宾。这一铭文是明代“物勒工名”制度的生动体现。
据史料记载，明洪武时期，朱元璋为确保工程质量，推行“物勒工名”制度，要求在城砖、器物上刻下工匠和监管者的姓名，
以便追责和检验质量。这种制度起源于先秦，是中国古代建筑和产品质量管理的重要手段，体现了古代工匠对责任的担当和对
工艺的精益求精。这块砖上的“刘德华”作为造砖人夫，不仅负责取土、和泥、制坯等繁重体力劳动，还可能参与基层管理，
反映了明初工匠群体的辛勤与智慧。南京明城墙始建于洪武二年1369年，是朱元璋为巩固新政权、防御外敌而下令兴建的
重大工程。城墙全长约35公里，现存251公里，是世界上现存最长、规模最大的古代城墙之一。据南京城墙博物馆统计，
城墙使用的青砖多达3亿块，几乎每块砖上都刻有铭文，记录了产地、工匠和监管信息。这些铭文砖不仅便于质量追溯，也为
后人研究明代建筑工艺和社会组织提供了珍贵资料。例如，“刘德华”所在的瑞州府上高县今江西上高县，是明代重要的砖瓦
产地之一，负责为南京都城供应优质城砖。铭文显示，造砖过程涉及多个层级，从总甲到窑匠、造砖人夫，层层分工明确，体
现了明初工程管理的严密性。除了“刘德华”这块砖，展览中还有一块城砖复制品格外引人注目，上面刻有“每日白汤饭”五
个字。这行字被认为是工匠对艰苦生活的“吐槽”，透露出600多年前工匠们的真实心声。明中都和南京城墙的建设耗时多
年，征调了全国各地数十万工匠，劳动条件艰苦，饮食简单，“白汤饭”或许是工匠们对单调伙食的无奈表达。这些文字穿越
时空，让现代人得以窥见古代工匠的生活点滴，也为历史增添了一抹人情味。网友们在社交媒体上纷纷感叹：“600年前的
刘德华不仅造砖，还会写朋友圈，真是太有才了！”与现代明星刘德华相比，这位明代“刘德华”的生活无疑艰辛得多。据史
料推测，明初的造砖工匠多为普通农民或徭役征召的劳工，工作内容包括取土、过筛、搅拌、装坯、烧制、晾干等繁重工序，
劳动强度极高。南京城墙的建设正值明初社会恢复期，朱元璋为迅速稳定政权，投入大量人力物力，工匠们往往在简陋的环境
中日夜劳作。相比之下，现代刘德华1961年9月27日生，香港演员、歌手以其多才多艺和敬业精神成为华语娱乐圈的巨
星，曾三次获得香港电影金像奖最佳男主角，两次获得金马奖最佳男主角，参演电影超过170部，并在公益事业上贡献卓著
。两人的名字虽相同，命运却天差地别，网友戏称：“一个烧砖砌城墙，一个演戏唱歌红遍四方，德华果然自带光芒！”“德
华”二字的寓意也为这场“撞名”事件增添了文化趣味。据宋代范仲淹今乐犹古乐赋记载，“德华”意为“仁德的光华”，寓
意宽广流布的仁德，寄托了君子厚德载物的美好期望。明代工匠刘德华以辛勤劳动为国家建设贡献力量，现代刘德华则以艺术
成就和公益事业影响社会，二人在不同时空下都诠释了“德华”的深刻内涵。这种跨越600年的名字巧合，不仅让人们对历
史文物产生浓厚兴趣，也引发了对传统文化的思考。网友在社交平台上热议：“德华这名字太有文化底蕴了，古代现代都出人
才！”此次“刘德华造砖”的话题热度还得益于2024年9月安徽博物院举办的“天下中都明洪武时期精品文物展”。展览
汇集了全国13家文博单位的300余件明洪武时期文物，包括青花瓷、釉里红器物和铭文城砖等，全面展示了明初的政治、
经济和文化成就。其中，“刘德华”铭文砖作为南京城墙博物馆的明星展品，吸引了大量观众驻足。据悉，展览自9月29日
开展以来，参观人数已突破10万人次，社交媒体相关话题阅读量超过5000万次。网友们在X平台上分享观展体验，纷纷
表示：“看到刘德华的砖，感觉历史活了过来，太有趣了！”对于普通市民来说，这块“刘德华”铭文砖不仅是一段历史的见
证，更是一次与古代工匠的“隔空对话”。通过这些文物，人们得以了解明洪武时期的社会面貌和工匠精神，也对南京城墙这
一世界级文化遗产有了更深的认识。专家建议，未来可通过数字化技术，如“南京城墙一张图”文化遗产数字档案系统，进一
步推广铭文砖背后的故事，让更多人感受历史的“数字心跳”。截至2025年，该系统已记录18万余块城砖的铭文信息，
为研究和保护工作提供了重要支持。综上所述，“明洪武时期的刘德华”作为造砖工匠，用辛勤劳动为南京城墙的建设贡献了
力量，其名字刻在城砖上，穿越600年成为今日的“网红文物”。这块铭文砖不仅是“物勒工名”制度的生动写照，也承载
了明初工匠的智慧与心声。通过展览和网络传播，这段历史趣闻引发了公众对明代建筑工艺和文化的浓厚兴趣，也让人们在“
撞名”趣谈中感受到历史的温度与文化的魅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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