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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是怎样建成国都的 

作者：侯仁之 (中国经济史论坛于2004-1-28 22:03:49发布)  阅读674次 

    
中国地理学会地理知识编辑委员会编辑的《地理知识》（1953年1月号）刊有侯仁之先生

的署名文章《迎接北京建都八百年》，文章认为：北京建都始于公元1153年4月21日。 

侯仁之原文如下： 

通常我们说北京是我国历史上最近五个朝代建都之地，这五朝指的是辽（916~1125）、

金（1115~1234）、元（1279~1368）、明（1369~1644）、清（1645~1911）。但是
辽朝只把北京作为陪都，并没有真正在这里建都。真正在这里建都的，不始于辽而始于
金。《金史》海陵纪有如下的记载说： 

“贞元元年三月辛亥，上至燕京……乙卯以迁都诏中外，改燕京为中都。” 

这是北京正式建都的开始，燕京就是北京在当时的名称，正式建都之后，改称中都。贞元

元年合公历为1153年；三月乙卯合阳历为4月21日。所以到本年4月21日，正是北京建都
八百周年的纪念日。 

公元916年,即五代时期后梁贞明二年,世代生活于辽河上游地区的游牧民族契丹族部落首领

耶律阿保机,统一了契丹族各部落,建立了契丹国(后改称辽国),定都于今内蒙古巴林左旗东

南,命名为“皇都”,自称皇帝,即辽太祖。 

公元926年,即五代时期后唐同光四年,辽太祖去世,其次子耶律德光于公元927年即位为皇帝,
即辽太宗。 

■地处今北京城西南广安门一带的幽州,被升格为辽国的陪都 

公元936年,即五代时期后唐清泰三年,后唐军阀石敬瑭为篡夺后唐政权,以许诺割让国土为条

件,换取辽太宗发兵协助。得逞之后,石敬瑭做了后晋皇帝,他割让北方国土幽、蓟、云、朔

等十六个州(史称“燕云十六州”),送给辽国作为回报,并尊称辽太宗为“父皇帝”,石敬瑭自
己则做了千载骂名的“儿皇帝”。 

当时割让给辽国的幽州,即在今天北京城西南部的广安门一带。 

公元938年,即后晋天福三年,辽太宗将国都“皇都”改名为“上京临潢府”,定幽州为“南京

析津府”,定辽阳(今辽宁省辽阳)为“东京辽阳府”,加上后来于公元1007年定今内蒙古宁城

西南为“中京大定府”,公元1044年定云州(今山西省大同)为“西京大同府”,辽国共建有一

个国都、四个陪都,号为“五京”。 

由此,自公元938年起,地处今北京城西南广安门一带的幽州,被升格为辽国的陪都,被称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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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京析津府”,也称“燕京”。北京城的别称“燕京”,即始于这时。 

在辽国统治期间,世居松花江流域一带的女真族逐渐崛起。为削弱女真族实力,辽国把一部分

女真部落迁居到辽阳以南,由辽国官员直接统治,史称“熟女真”。没有迁居,不受辽国直接

统治的那些女真部落,史称“生女真”。 

公元1112年,辽国天祚帝到混同江(即松花江)渔猎,按惯例,“生女真”各部落首领都必须前

来朝拜。在宴会上,天祚帝命令各部落首领依次起舞祝酒,“生女真”完颜部落的首领完颜阿

骨打不肯屈尊献媚,险些被天祚帝杀掉。自此,完颜阿骨打决心积蓄力量,起兵反辽。 

公元1113元,完颜阿骨打率久受辽国欺凌的“生女真”各部落起兵攻辽,连获胜仗。 

公元1115,完颜阿骨打创建金国,定都于今黑龙江省阿城东南,命名为“上京会宁府”,自称皇

帝,并改名为完颜旻,即金太祖。 

■完颜亮没有说出的另一个迁都动机,是由于他系政变篡位 

公元1123元,金太祖在夺取了辽国的“南京析津府”即“燕京”之后,于归途中去世。其弟

完颜晟即位为皇帝,即金太宗。 

公元1125元,金太宗俘获了辽国皇帝天祚帝,辽国灭亡。金国兵锋,指向北宋。 

公元1126年,即北宋靖康元年,金军攻陷北宋国都开封。 

金国在燕京设立了“中书枢密院”和“行尚书省”,以就近统治管理新征服的北方(对金国而

言是南方)广大地区。 

公元1135元,即南宋绍兴五年,金太宗去世,由金太祖的孙子完颜亶即位为皇帝,即金熙宗。南
宋的岳飞主战抗金及秦桧的主和投降均发生在金太宗及金熙宗在位期间。 

公元1149年,即南宋绍兴十九年,金太祖的另一个孙子、时任丞相的完颜亮发动政变,杀死了

酗酒嗜杀、残暴成性的金熙宗,即位为皇帝。 

公元1151年阴历四月,完颜亮即位的第三年,下诏预备迁都燕京。他在诏书中说明了迁都的

理由,他说:以前新征服的南部地区(指北宋失去的北方半壁江山),统治未稳,边防未宁,法令未

具,所以设临时机构加以镇守,但那不是长久之计。现在北方民清而事简,南方地远而事繁,地
方官员要向上京会宁府请示工作,往返一次费时半年,不如迁都燕京,位置居中,地势冲要,便于

控制四方。完颜亮没有说出的另一个迁都动机，是由于他系政变篡位,很多豪门势族不拥护

他,他想换个环境,以摆脱敌对势力的牵制。由于抗金名将岳飞已于公元1142年被秦桧害死,
多年来南宋君臣偏安江南,求和纳贡,也给了完颜亮实现迁都大计的外部环境条件。 

■金中都大兴府辖区面积大于今北京市 

为了贯彻迁都的意图,完颜亮还亲自向官员们做说服工作。他对一个叫梁汉臣的官员说,我栽

了200棵莲花,都没有成活,这是什么原因?梁汉臣心领神会地回答说:“自古江南为桔,江北为

枳,非种者不能栽,盖地势也。上京(指会宁府)地寒,惟燕京地暖,可栽莲。”梁汉臣还说:“燕

京自古霸国,虎视中原,为万世之基。”完颜亮迁都燕京之后,在莲花池栽种了大量的莲花,今
天北京还有莲花池这个地名和遗迹。 

完颜亮派官员梁汉臣、张浩、蔡松年等征调军队40万人、工匠民夫80万人去燕京营建宫殿

城池。还派画工去北宋故都开封,测量描绘北宋宫殿,呈完颜亮审阅批准,依样仿建。营建宫

殿的木材取自真定府(今河北省正定),营建城墙的黄土取自涿州(今河北省涿州市)。史载当

时自涿州至燕京运土的方式,是用大批民夫排成人墙,“人置一筐,左右手排立定,自涿州至燕

京传递,空筐出,实筐入,人止土一畚,不日成之”(见《顺天府志·金故城考》)。史载完颜亮为

加快建都进度,曾多次赏赐工匠民夫,其中公元1151年阴历八月那次,赐每人帛一匹,合银一



两。工匠民夫们因劳累、瘟疫死亡的也为数甚多。 

在完颜亮的严厉督催下,上百万军民工匠奋力劳作,只用三年时间,燕京新都的宫殿城池基本

完工(后期工程仍在续建)。 

公元1153年阴历三月乙卯日,完颜亮下诏正式迁都燕京。为此,他特意改元,建新年号为“贞

元”元年,升内外文武官员皆进官一等。为促使留恋故土的贵族们尽快搬迁,也为了防止敌对

势力盘踞故都危害自己,完颜亮还下令彻底捣毁旧都上京会宁府的宫殿宅第,夷为平地。 

完颜亮模仿辽国的“五京”制度,宣布燕京新都为“中都大兴府”,另外立四个陪都:今内蒙

古宁城西南为“北京大定府”,北宋故都开封为“南京开封府”,今辽宁省辽阳为“东京辽阳

府”,今山西省大同为“西京大同府”。金中都大兴府下辖十县一镇,十县是大兴、宛平、安

次、漷阴(今通州)、永清、宝坻、香河、昌平、武清、良乡,一镇是广阳镇(今丰台区)。辖
区面积大于今北京市。 

■大安殿基址在今白纸坊立交桥北端东侧,于10年前建设“西厢道路工程”时被发现 

辽国时期的燕京城(南京析津府)是辽国“五京”之中规模最大和最为繁华的一个城。辽燕

京城中心位置在今广安门一带,城墙平面呈正方形,周围27里,共开有8个城门,东面是安东

门、迎春门,南面是开阳门、丹凤门,西面是显西门、清晋门,北面是通天门、拱辰门。现在

北京仅存的辽代建筑,也是北京现有年代最古老的地上建筑物,就是当年矗立在辽燕京城内的

密檐式十三层八角砖塔,位于今北京广安门北滨河路西侧天宁寺院内,距今已有上千年。 

金中都城是环绕着辽燕京城扩建而成的。城墙平面基本呈正方形,北城墙与辽燕京城北墙重

叠,东、南、西三面向外扩展,周围36里,面积约为辽燕京城的1.8倍。共开有13个城门,东面

是施仁门、宣曜门、阳春门,南面是景风门、丰宜门、端礼门,西面是丽泽门、颢华门、彰仪

门,北面是会城门、通玄门、崇智门、光泰门。 

中都城中心的皇城东西向窄,南北向长,其基址重叠在今广安门南滨河路一线,平面呈长方形,
周围9里,共开有4个城门,东面是宣华门,南面是宣阳门,西面是玉华门,北面是拱辰门。 

皇城之内是宫城,有宫殿36所,排列九重，正殿是大安殿,是皇帝上朝和典礼的地方。大安殿

基址在今白纸坊立交桥北端东侧,于10年前建设“西厢道路工程”时被发现。 

皇城之内还建有太后寿康宫、太子东宫、妃嫔十六宫、文楼、武楼、来宁馆、会同馆等宫
殿楼阁。 

金中都的皇宫完全仿照北宋故都开封皇宫的样式,承袭北宋末年奢华浮艳的风格。其部分建

筑构件,大部珍宝陈设,也是当年从开封掠来的原物。 

清代官书《日下旧闻考·宫室》中说,金中都的皇宫“其宫阙壮丽,延亘阡陌,上切霄汉,虽秦阿

房(宫)、汉建章(宫),不过如是。” 

皇城西门玉华门外,是皇家园林同乐园,建有柳庄、杏庄、瑶池殿、鱼藻池等胜境。鱼藻池又

名太液池,在今白纸坊立交桥西侧鸭子桥路西端,解放后经过疏挖,命名为“青年湖”,现已无

水,池底生满野草。 

公元1153年底,金朝的社稷坛落成,用以祭祀土神和谷神。金朝的太庙名“衍庆宫”,用以供
奉先帝的神主牌位。 

完颜亮还将先帝的皇陵也迁移到金中都来。新建的皇陵在西郊大房山云峰寺,并设置万宁县

负责保护和管理,后改名奉先县,元朝时改名房山县,即今北京市房山区。大房山下建有谒陵

行宫,名为“磐宁宫”。 

■今天的钓鱼台、玉渊潭、香山、玉泉山、北海、陶然亭,都是当年金代皇家的离宫别馆 



公元1155年阴历十月,金太祖、太宗、德宗(完颜亮之父,被追尊为德宗皇帝)灵柩运至中都,
停放在皇宫正殿大安殿。阴历十一月,先帝灵柩入葬新建的大房山皇陵。这件事标志着完颜
亮迁都程序至此完成。 

自金贞元元年(1153年)完颜亮建立中都,至金贞祐二年(1214年)金宣宗迫于后起之雄蒙古成

吉思汗的频繁进攻,迁往北宋故都“南京开封府”,至金贞祐三年(1215年)中都城陷落,被蒙

古军彻底捣毁,金中都共存在63年。在这63年中,金代为北京地区留下大量名胜古迹。今天

的钓鱼台、玉渊潭、香山、玉泉山、北海、陶然亭,都是当年金代皇家的离宫别馆。1990年
在右安门外玉林小区工地发现的城墙水关遗址(已辟为博物馆),现存于昌平区铁壁银山的法

华禅寺塔林,都是金代遗存。举世闻名的永定河卢沟桥,更是金章宗明昌三年(1192年)建成

的,当时叫广利桥。  

文章来源：北京青年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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