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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北京“中轴线”
与元大都的格局尺度

王世仁

老北京
#

中轴线
$

始于元大都
北京古都的

!

中轴线
"

是在

忽必烈至元四年
#

!"#$

$

开始营

造大都时确定的
%

至明嘉靖三十

二年
#

!%%&

$

拓展京师外城后定

型
%

距今已有
$''

年的历史
&

明洪武元年
#

!&#(

$%

明军攻

入大都
%

立即废弃了城北
%

把北

城墙南移至德胜门
'

安定门一

线
%

永乐十七年
#

!'!)

$

又重建南

城墙于大都南墙以南约二里
&

明

初已全部拆毁了元朝宫殿
%

永乐

时新建皇宫
%

是不是在元宫的位

置上
%

或有所偏移
%

曾经有过两

种意见
(

一种认为
%

明宫在元宫

以东约
!%*

米
%

元宫的
!

中轴线
"

正对现在的旧鼓楼大街
)

另一种

认为
%

元
'

明两朝宫殿是同一条

!

中轴线
"&

经过上世纪五六十年

代的考古勘探和对文献的深入

考释
%

后一种意见得到了确认
&

明代京师的东西城墙和城门也

是在元大都旧址上改建的
%

明清

北京和元大都是同一条
!

中轴

线
"&

一树一岛确定了

#

中轴线
$

走向

元大都是中国历史上继隋

唐长安和洛阳以后
%

第三座平地

营造的皇都
%

它没有受到前代旧

城的约束
%

但继承了前代都城规

划的基本理念
%

其中最重要的就

是设置了一条贯穿南北的
!

中轴

线
"&

元大都的
!

中轴线
"

是怎样

确定的呢
*

据元末熊梦祥著
+

析津志
,

记载
(!

世祖建都之初
%

问于刘太

保秉忠
%

定大内方向
%

秉忠以丽

正门外第三桥南一树为方以对
&

上制可
& "

就是说
%

刘秉忠建议以

!

第三桥
"

南面的大树为基点
%

向

北延伸作为宫殿
#

大内
$

的轴线
%

得到了忽必烈
#

世祖
$

的认可
&

这

座
!

第三桥
"

是在金中都北护城

河
#

上游是金口河
$

向东名为
!

闸

河
"

上的第三座闸桥
&

闸河的位

置在现在的新帘子胡同附近
%

第

三桥以南的大树大约在天安门

广场正中偏南
&

刘秉忠以树定位还有一层

深义
&

原来古人立
!

社
"%

象征着

土地的权属
%

所以凡是城市乃至

村镇
%

都建有社坛或社庙祭祀

!

社主
"%

而早期的
!

社主
"

就是一

株大树
&

以树定位
%

也含有建造

新都
%

立社定邦的意义
&

与此同时
%

刘秉忠还选定金

代离宫万宁宫中两处水面中间

圆岛的中心作为另一个定位基

点
%

其位置就是今天北海和中海

之间团城的正中
&

万宁宫是金中

都东北郊一处非常巨大豪华的

宫苑
%

大都没有建成以前
%

忽必

烈就住在这里
&

刘秉忠以岛中心

为基点
%

确定了大都城的格局尺

度
%

后来在这个基点上建造了

!

仪天殿
"%

表明这里是上天决定

都城仪制的地方
&

%

易
&

经象数确定了
主要尺度

刘秉忠精通
+

易
,

经和地

理
#

风水
$'

律算等术
%

在大都

的规划中大量使用由
+

易
,

经

和后人注释的象数方法定位
%

也就是把某些抽象的数字比附

阴阳天候
%

用它们规定各主要

尺寸
&

刘秉忠选用圆岛中心为基

点
%

是因为它与大树定位轴线

间 的 距 离 为
"!#

丈
#

约
#(*

米
$%

而二百一十六正是
+

易
,

经中
!

天之策
"

的数字
% !

策
"

既有数字的意思
%

也有掌控的

含义
&

中轴线两边各
!"*

丈共

"'*

丈
#

约
$%#

米
$

为皇宫宽

度
)

金代万宁宫包入皇城以内

为西苑
%

陆地宫殿和水面苑景

各宽
"**

丈
#

约
#&*

米
$

其西

界即为皇城
#

名萧墙
$

西墙
)

宫殿以东
!&*

丈
#

约
'!*

米
$

为皇城东墙
)

圆岛向南
'

北各

&"*

丈
#

约
!**(

米
$

为皇城

南
'

北墙
%

在轴线上设棂星门

#

南门
$

和厚载红门
#

北门
$)

再由厚载红门向北
&"*

丈
%

定

出
!

中轴线
"

的北端中心阁
)

由中心阁再向北
!"**

丈
#

约

&$(*

米
$ %

定出北城墙位置
)

北城墙向南
"'**

丈
#

!#

里
%

约
$%#*

米
$%

定出南城墙位置
)

城周
#*

里
%

东西城墙各
"'**

丈
%

则南北城墙各
"!**

丈
#

!'

里
%

约
##"*

米
$&

以上这些尺寸都可以从

+

易
,

经和后人注释中找到对应

的内容
&

如城周
#*

里
%

是一个

甲子的周期
%

象征王气循环永

续
%

而
)***

丈 的 九
%

则 是

!

阳
"

的极数
)

又如
"**

丈的

二
%

是阴数的起始
)

&"*

丈的

三和二是阴阳匹配之数
%

又是

所谓八节
'

八政
'

八风
'

八音

之和
)

!"*

丈
'

!"**

丈
'

"'*

丈
'

"'**

丈中的十二
'

二十四
%

象征

一年十二月
'

一日十二时
%

一年

二十四节气
)

!&*

丈则象征闰年

月数等
&

三个
'

中心
$

的由来

元大都城墙经过勘探实测
%

四边尺寸不完全一致
#

南墙

##(*

米
%

北墙
#$&*

米
%

东墙

$%)*

米
%

西墙
$#**

米
$%

但与

记载的里数相差都不超过百分

之一
%

出现少量误差
%

是古代

用测绳在荒郊测量筑造土城的

正常现象
&

这个矩形城郭的几

何中心
%

也就是对角线的交点
%

正在今天旧鼓楼大街的南口
%

当时建有大都的鼓楼
%

名齐政

楼
& +

析津志
,

说
% !

此楼正

居都城之中
"%

是很精确的记

载
&

这是第一个
!

中心
"&

齐政楼的东面是大都
!

中轴

线
"

北部的终点中心阁
&

早在营

造大都以前的蒙古宪宗六年

#

!"%#

$%

忽必烈就命刘秉忠在今

内蒙古正蓝旗营造开平府城
%

即

帝位后
%

于中统四年
#

!"#&

$

升为

上都
%

至元三年
#

!"##

$

在上都

!

中轴线
"

北端兴建了一座方形

大阁大安阁
&

第二年开始营造大

都
%

延续上都的传统
%

在
!

中轴

线
"

北端也建造了一座大阁
%

名中心阁
&

它和齐政楼相距
%*

丈
#

约
!%&

米
$%

位置在今鼓楼

或钟鼓楼之间
&

五十是
+

易
,

经中的
!

大衍之数
"%

五又是数

列的中点
%

古代
!

河图
"' !

洛

书
"

常用为基数
&

中心阁的功

能很复杂
%

既是佛寺
%

也是宗

庙
%

有时还是朝会场所
&

后来在

成宗大德元年
#

!")$

$%

以它为主

体建造了大天寿万宁寺
&

这是第

二个
!

中心
"&

在这两个
!

中心
"

之间
%

还有

第三个
!

中心
"%

叫做
!

中心台
"&

+

析津志
,

记载
(!

中心台
%

在中心

阁西十五步
%

其台方幅一亩
%

以

墙缭绕
%

正南有石碑
%

刻曰
(

中心

之台
%

实都中东
'

南
'

西
'

北四方

之中
&

在原庙前
& "

一亩之方
%

每

边约
"%+%

米
%

!%

步约
"'

米
%

距

真正的
!

四方之中
"

还有约
!&*

米
%

所以这个记载并不十分准

确
&

不过
+

析津志
,

成书已晚于大

都建城
(*

余年
%

作者未必作过

精确考证
%

何况还有
!

中心之台
"

的碑刻
%

从大空间来看
%

也可以

算是大都的中心
&

齐政楼是报时的鼓楼
%

中心

阁是祭祀的寺庙
%

中心台的功能

是什么呢
*

文献没有记载
%

后人

也没有考证
%

这里只能作一些推

测
&

它很可能是一座高台
&

据明

初
+

洪武北平图经志书
,

记载
(

!

中心台
%

敌台一十二座
%

窝铺二

百四十三座
"&

大都在明军占领

后降为北平府
%

这里成了防御蒙

古反攻的前哨
%

于是就把中心台

改建成有
!"

座敌楼的城堡
%

可

见它原来是一座高台
&

"'&

座窝

铺是兵营
%

可能布置在中心台北

面的
!

原庙
"

废址中
&

至于它

原来的功能
%

一个可能是郭守

敬奉命在全国测绘经纬度时建

造的测量中心基点
%

还有一个

可能和伊斯兰教有关
&

元大都

的
!

业主
"

忽必烈是蒙古人
%

总规划师刘秉忠是汉人
%

而总

工程师也黑迭儿是阿拉伯人
&

元大都城中有不少
!

色目人
"%

有些还是高官富商
%

他们带来

了许多西亚阿拉伯的建筑类型

和形式
)

他们也信仰伊斯兰教
%

每天定时礼拜
%

礼拜前教长阿

訇需登高召唤
%

这个中心台有

可能是召唤用的高台
%

也有观

星望月的功能
%

如同后来清真

寺的
!

唤醒楼
"' !

望月楼
"&

大都城内必定有不少这种召唤
'

望月的高台或高楼
%

但召唤的

时间以这里为准
%

所以有
!

中

心
"

之称
&

齐政楼是中原传统
%

中心阁是蒙古传统
%

两者之间

有一个体现阿拉伯传统的建筑
%

又由阿拉伯人建造
%

是符合元

朝多民族文化特色的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