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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 引言

唐宋以来的城市多为古今重叠型 ， 形制及布局受前代基础影响很大 ， 不易作出全

局性的变动
［

１
］

。 而各时期新创建的城市则少受成规羁绊 ，
往往可以体现新的规划思想

与时代特征 。 因此 ，
从分析这些新创建的城市入手 ，

就成为研究古代城市规划变迁的有

效途径 。

蒙元时期新创建的城市主要分布于中 国北方地区及蒙古 、 俄罗斯境内 ， 大多早年

废弃 ， 城垣 、 城门及城内主要建筑保存尚好 ， 范围及形制比较易于辨识 。 这些城市的性

质除都城之外 ， 主要是皇帝行宫及诸王府邸 ， 因此在形制及布局上体现出较强的一致

性 。 平面一般作纵长方形 ， 多数只设东西南三座城门 ， 城内于北部居中设置
“

工
”

字形

（ 或
“

中
”

字形 、 方形 ） 宫殿作为核心建筑 ，
以前殿中心或台基前端中点为城之几何

中心 。

鉴于这些城市在布局方面体现出相似的模式 ，
并且其中一些创建时间相近 ， 除上

都 、 中都外 ， 其余年代可考者较多集中在世祖至元年间 ，
于是怀疑其营建可能存在一

定的规制 ， 因此便试图从营造尺度角度加 以考量 ［
２

］

。 关于元代尺度 ，
学界尚未形成统

一意见 。 根据傅熹年先生对现存元代官式建筑的分析
［ ３ ］

， 以 山西芮城永乐宫为例 ，

中统三年 （１２６２年 ） 建成主体建筑 ， 尺长 ０ ．３ １ ５米 ；
以河北曲阳北岳庙为例 ，

至元七年

（１２７ ０年 ） 建成主体建筑 ，
尺长０ ．３ １米 。 这两种尺值折合成步长分别为Ｌ ５ ７５米和 １ ． ５ ５

米 ， 可作为分析蒙元城市建筑尺度的参考。

将蒙元创建城市的调查测绘结果与谷歌地球软件 （ ＧｏｏｇｌｅＥａｒｔｈ ） 测量结果相验证

后的数据拟合成元代尺度 ， 发现这些城市在营造尺度规划上确实体现出一定的规律性 。

以下选取 １ ８处蒙元时期城市 、 宫殿实例予以具体分析 。

＊本文为中国人民大学亚洲研究中心项 目 （ １ ５ＹＹＡ０６
） 课题研究成果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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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实 例 分 析

１． 哈拉和林

位于蒙古前杭爱省哈拉和林县 ， 城东北角东经 １０２
。

５ １

＇

２５ ．６５
＂

、 北纬４７
。

１２
＇

４７ ．４８
＂ ［

４
］

。

太宗七年 （ １２３ ５年 ） 建万安宫于此 ，
由刘敏负责营造

［
５

］

。

城址不甚规则 ， 近纵长方形 ， 四 门十字街 。 据调查 ， 东西宽约 １ １３４米 、 南北长约

１４５０米
［
６

］

。 城之西南隅有
一组大型建筑 ， 中轴线上以 １座较大方形台基为核心 ， 前后有

较小台基各 １座 ， 东西两侧对称分布较小台基４座 。 据考古报告
ｍ

， 较大方形台基柱网

面阔进深均７间
， 通进深３７ ．２米

，
按０ ． ３ １米为 １尺 ， 恰合 １ ２０尺

［
８

］

。 该组建筑曾长期推定

为万安宫旧址 ， 近年始以重新发现的 《敕赐兴元阁碑 》 残块为线索 ，
认为是宪宗六年

（ １２５６年 ） 以之改建的大阁寺 ， 其核心建筑至正二年 （ １３４２年 ） 重修后赐名兴元阁
［ ９ ］

。

２ ． 元上都

位于内蒙古 自治区锡林郭勒盟正蓝旗五
一

种畜场闪电河北岸 ， 外城东北角东经

１ １６
°

ｉ ｒ ３ ６
．
１３

＂

、 北讳４２
°
２２

＇

１ １
．
４８

〃

。 宪宗六年 （１２５６年 ） 始建
，
初为开平府 ， 中统四年

（ １２６３年 ） 升为上都 ， 由刘秉忠负责选址规划
［

１Ｄ
］

。

元上都城垣三重 ， 外城东南部为 内城 ， 内城中部偏北为宫城 。 宫城东西南三垣正

中各
一

门 ， 皇城南北垣正中各一门 、 东西垣各二门 ， 外城北垣二门 、 西垣正中
一

门 、 南

垣偏西
一门 。 东西城门均为马蹄形瓮城 ， 南北城门均为方形瓮城 ， 皇城四垣各设马面。

宫城丁字街口北侧为大安阁 ， 宫城几何中心即位于阁之中部
［

１ １
］

， 北垣正中为穆清阁 。

据考古报告
［

１ ２
］

， 宫城南垣５４２米 、 北垣５４２ ． ５米 、 东垣６０ ５米 、 西垣６ ０５ ．５米
， 皇城南垣

１４００米 、 北垣 １ ３９５米 、 东垣 １４ １０米 、 西垣 １４ １５米 ， 外城南北西垣２２２０米 、 东垣２２２５米 。

据谷歌地球 ， 皇城四垣中线间距均为 １ ３９ ５米 ， 外城四垣中线间距平均为２２０５米 。 按 １ ．５５

米为 １步 ，
宫城东西约 ３ ５０步 、 南北约 ３％步

，
皇城边长恰合９００步 。 按 １

．
５７ ５米为 １步 ，

外城边长恰合 １４００步
［

１ ３
］

。 此外 ， 皇城与外城城门对城垣的分割也均为整齐步数
［

１ ４
］

（ 图一 ） 。

３． 元大都

位于北京市城区 ， 外城东北角东经 １ １ ６
。
２５

＇

３６ ． ７
＂

、 北纬 ３９
。
５８

＇

２８ ． １

＂

。 至元四年

（１２６７年 ） 动工 ， 十
一

年宫阙告成 ， 十三年外城建成 ， 其余主要城市设施在至元年间基

本完工 ， 由刘秉忠等负责选址规划
［

１５
１

。

元大都三重城垣相套 ， 外城南部偏西为皇城 ，
皇城东部为宫城。 宫城四垣正中各

一门
，
外城东西南三垣各三门 、 北垣二门 。 宫城南部为大明殿 、 北部为延春阁 ， 宫城以



蒙元创建城市 的 形制 与规划 ．

３ １ ５
．

｜



４６５


１



４７０


１



４６５


１

，

一
‘
？

、 Ｉ
■

（

北

ｒ＝


－－

Ｙ
—」

研


ｉ＾Ｓ
＇

ｒｃ
ｉ

ｎｆｓ丁

－

Ｄ墨國师： ：

｜

，〇

＇



｜

°


＾

４５ Ｑ
—＿

Ｉ



３３０


１



＇



１ ０７ ０


图
一

元上都规划分析图

西有隆福宫 、 兴圣宫
，
主要建筑均为

“

工
”

字形台基 ， 由前殿 、 柱廊 、 寝殿 、 东西夹 、

后香阁组成 ， 寝殿两侧还对称布置东西暖殿 。

据文献记载 ， 宫城东西４ ８０步 、 南北 ６ １ ５步 ［
１ ６ ］

。 据考古调查 ， 外城南垣６ ６ ８０米 、 北

垣６７ ３０米 、 东垣 ７５９ ０米 、 西垣 ７６００米 ， 东西约 ６７００米 、 南北约 ７６０ ０米
［

１ ７
］

。 按 １ ．５ ５米为

１步
［ １ ８ ］

， 东西约４３ ２０步 、 南北约 ４９ ００步 。 据傅熹年先生分析 ，
元大都外城横纵分别为

宫城加御苑的 ９倍与 ５倍
［

１ ９
］

， 则实际设计外城东西宽度应为４ ８０ ｘ ９
＝４３２ ０步 ， 与实测数

值相符 。 赵正之先生指 出 ， 元大都 中轴线南起外城正南门丽正门 ， 穿过宫城主要宫殿

大明殿 、 延春阁 ， 北抵大天寿万宁寺 中心阁 ， 这条轴线较外城 中心线略为偏东 ， 应该是

为了避让低洼河沼地带而将东城垣向 内收缩的结果
［Ｍ

］

。 从民 国时期地形图
［ ２ １

］

量得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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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 门大街所在的元大都中轴线与旧鼓楼大街所在的元大都几何 中分线 （ 几何中心为元

代鼓楼 ） 间距约为 １ ６３米
［
２２

］

， 合 １ ０５步 。 而规划元大都时所建的 中心台位于中轴线末端

的大天寿万宁寺中心阁以西 １ ５步
［ ２３

］

。 则原计划外城东西宽度应为 （ ４３２０／２＋ １ ０５
－

１ ５ ）ｘ

２＝４ ５００步 （ 图二 ） 。 如此 ， 原计划外城长宽百位数值及实际设计外城与宫城加御苑的长

宽倍数关系均合九五之数 。

关于元大都宫殿 ， 据傅熹年先生研究 ， 宫城几何 中 心位于大明殿 、 延春阁纵轴

与东西华门横街交点 ， 而大明殿 、 延春阁 、 隆福宫光天殿 、 兴圣宫兴圣殿四组建筑的

几何中心则有前殿中心及前殿纵轴前端两种复原方案
［ ２４

］

。 据文献记载 ， 大明殿面阔

２ ００尺
，
与柱廊 、 寝室 、 香阁通进深４ １ ０尺

； 延春阁面阔 １ ５ ０尺
，
与柱廊 、 寝殿 、 香阁

健
ｆ
门安 贞 ｆｌ

＇

翁ｐ５＾
１

＾ ｉＰ
Ｂ＝＝＾＝＝

ｆ

！＾＝＾ Ｉｒ
１ １１—

顺承门丽正门 Ｉ

文 埔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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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二 兀大都原始规划分析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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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通进深３０５尺 ； 隆福宫光天殿面阔９８尺 、 寝殿面阔 １ ３ ０尺 ；
兴圣宫兴圣殿面阔 １００尺 ［

２５
］

（ 图三 ） 。

４． 元中都

位于河北省张家 口市张北县馒头营乡 ， 宫城东北角东经 １ １４
°
３７

＇

２７
．
８
〃

北纬４ １

°

１ ７
＇

４４
．
１

＂
。 大德十

一

年 （ １３０７年 ） 始建 ，
至大元年 （ １ ３０８年 ） 初步建成 ，

二年建皇城角楼 ，

三年筑城 ，
四年罢建

［
２６

］

。

元中都三重城垣相套 ， 外城近方形 ，
皇城 、 宫城略作纵长方形 ，

皇城 、 宫城四

垣正中各
一门

，
外城几何中 心约在皇城南门稍北 。 宫城正中偏北有

“

工
”

字形台基 １

座
， 东西北三面对称分布小型台基 １ ０余座 ［

２７
］

， 宫城几何中心位于前殿中心 。 据考古报

告
［ ２８  ］

， 外城南垣２８ ８ １米 、 北垣２９ ０６米 、 东垣２９６４米 、 西垣２９ ６４米 ， 皇城南垣７ ７０米 、

北垣７７ ８
．
３４米 、 东垣９２７

．
７米 、 西垣９ ３０

．
６米 ， 宫城南垣５４２米 、 北垣５４８

．
５米 、 东垣６０３ ． ５

米 、 西垣６０８
．
５米 （ 图四 ） 。 按 １ ． ５５米为 １步 ， 外城边长近于 １ ９００步 ， 皇城东西约５００步 、

南北约 ６ ００步 ， 宫城东西约 ３ ５０步 、 南北约 ３ ９０步 。 大殿台基东西４９ ． ２米 、 南北 １ ０ １ ． １米

（ 图五 ） 。 按０ ．３ １米为 １尺 ，
东西约 １ ６０尺 、 南北约 ３２５尺

［
２９

］

。

５ ． 西凉亭

位于河北省张家 口 市沽源县闪 电河乡 闪电河西岸小宏城子村 ， 城东北角 东经

１ １５
。

４５
＇

５ ． １２
＂

、 北纬４ １

。

４４
＇

３２ ．９７
＂

。 至元十七年 （１ ２８０年 ） 始建 ，
亦称察罕脑儿行宫 、 白

海行宫
［
３°

］

， 适处往来大都 、 上都之西路与驿路 、 黑谷东路汇合地
［ ３ １ ］

。

据调查
［
３ ２ ］

， 城址略作纵长方形 ， 东西南垣正 中各
一

门 ， 城内北部正中有
“

工
”

字形大型台基 １座 ， 东西北三面对称分布小型台基 １０座 ， 全城几何中心约在
“

工
”

字形

台基前部 。 城垣东西 ３ １ ０米 、 南北 ３７ ４米 ， 按 １ ． ５５米为 １步
，
东西合２００步 、 南北约２４０步

（ 图六 ） 。 台基东西约 ３５米 、 南北约７ ０米 。

６． 东凉亭

位于内蒙古 自 治区锡林郭勒盟多伦县上都河乡滦河西岸 白城子村 ， 城东北角东经

１ １６
。
２８

＇

１ １
．
０５

＂

、 北纬 ４ １

。

４^ ３２ ．９７
〃

。 约建于世祖时期
［
３３ ］

， 处于往来大都 、 上都之古北 口

东路 ［

３４
］

。

据调查 ， 城址略作纵长方形 ， 东西南垣中部各一门 ， 城内北部正中有
“

工
”

字形

台基 １座 （ 规模与西凉亭相近 ） ， 东西北三面对称分布小型台基９座
［ ３５

］

，
全城几何中心

约在
“

工
”

字形台基前端 （ 图七 ） 。 据谷歌地球 ， 城垣东西约３ １ ０米 、 南北约 ３７２米 。 按

１ ．５５米为 １步 ， 东西合２００步 、 南北合２４０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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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三 元大都宫殿规划分析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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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 ２ １
？

遲因 ：

｜

２０ ０

１

｜

２ ００


１

图六 西凉亭规划分析图图七 东凉亭规划分析图

７ ． 应昌路城

位于内蒙古 自治区赤峰市克什克腾旗达 日罕乌拉苏木达来诺尔西岸 ［

３６
］

， 外城东北

角东经 １ １６
。

２ ７

＇

５７ ．
３６

＂

、 北纬４３
。

１ ５

＇

３０ ．４
〃

。 至元七年 （１ ２７０年 ） 弘吉剌部斡罗陈万户及其

妃囊加真公主建
［

３７
］

， 俗称鲁王城 。

应昌 路城内外重城相套 ， 均作纵长方形 。 外城东 西垣南部各一 门 （ 马蹄形瓮

城 ） 、 南垣偏东设一门 （ 方形瓮城 ） ， 中部偏西北为内城 。 内城东西南垣正中设门 ， 北

部中轴线上排列较大方形台基 ３座 ， 东西对称分布较小方形 台基 １ ０余座
［
３ ８

］

， 内城几何

中心位于中轴线南侧方形 台基中心 （ 图八 ） 。 据谷歌地球 ， 外城南垣 ６６ ０米 、 北垣 ６ ６０

米 、 东垣８０４米 、 西垣 ８ １
１ 米 。 内城东西 ２ １ ３米 、 南北 ２３６米 。 按 １

． ５ ７５米为 １步 ， 外城东西

约４２ ０步 、 南北约５ １ ０步 ， 并且城门将南垣以 ３：４比例分割 、 东西垣以 １ ：２比例分割
［
３ ９ ］

；

内城东西约 １ ３５步 、 南北约 １ ５０步 。 此外 ， 外城西北隅建筑群亦为规整尺度
［ ４ ° ］

。

８
． 西安安西王府

位于陕西省西安市灞桥区十里铺街道办 ？产河西岸 ，
现存遗迹东经 １ ０８

。
５９

＇

４０ ．２
＂

、 北纬

３４
°

１ ７３５ ．５
＂

。 至元十年 （
１ ２７ ３年 ） 忽必烈之子安西王忙哥剌始建

［ ４ １ ］

， 为冬所居
［ ４ ２ ］

，

俗称翰耳朵
［ ４３ ］

。

据调查报告
［ ４４ ］

， 城址略作纵长方形 ，
南垣中部偏东及东西垣中部偏北各

一

门 ， 城

内 中心偏北有大型台基 １座 （ 似为
“

工
”

字形 ） ， 东西北三面均有小型台基 ， 全城几何

中心位于大型台基前部 。 南垣 ５４２米 、
北垣 ５ ３４米 、 东垣６０３米 、 西垣６ ０３米 （ 图九 ） 。 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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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４０


１



１ ８０


１

图八 应昌路城规划分析图

Ｉ

＂

ｉｌ

Ｉ

 ３５０


１

图九 西安安西王府规划分析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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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２３
－

１ ．５ ５米为 １步 ， 东西约３ ５０步 、 南北约３９０步 。 台基东西约９０米 、 南北约 １ ８５米 。 按０ ．３ １米

为 １尺 ， 东西近３００尺 ， 南北近 ６００尺 。

９ ． 开城安西王府

位于宁夏回族 自 治区固原市原州 区
｜ Ｌ
—






＾
－

ｐ

开城镇 ，
城东北角东经 １０６

。
１５

＇

５ ．５ ６
＂

、 北
｜
Ｖ

＂

７

纬３５
。
５ １

，

３ １ ．３ ５
＂

。 约至元十年 （ １２ ７３年 ）ｊ＼３／
始建

［
４５ ］

， 为夏所居 。＼ ｎＶｙ
据勘探报告

［
４ ６

］

， 城址作纵长方形 ，＼ｒ
＾ｙ

南垣正中 （ 方形瓮城 ） 及东垣南部 、 西ＹＶ
垣北部各

一 门 ，
城内 中 心偏北有

“

工
”

卩］＼ｙｇ

字形台基 １座
， 东西北三面对称分布小型

^

台基４座
，
全城几何中心位于工字型台基Ｚｊ

纵轴前端 （ 图一〇 ） 。 据谷歌地球
［
４７

］

，／＼ｎ

东西约３ １ １米、 南北约４５０米 。 按 １ ． ５ ５米为／＼
１步 ， 东西约２０ ０步 、 南北约２９０步 。 大殿＼
台基东西约 ５４米 ， 南北约 １ １ ６米 。 按 ０

． ３ １／＼Ｉ

米为 １尺 ， 东西约 １ ７５尺 、 南北约３７ ５尺 。＾ 丄

１０． 肃南皇城 ．，

｜



２００


１

位于甘肃省张掖市肃南裕固族 自治图
一

〇 开城安西王府规划分析图

县皇城镇东大河南岸皇城村
［
４８

］

， 城东北

角东经 １０ １

。
４少 ５７ ．４６

＂

、 北纬３７
。
５３

＇

３５
＂

。 为窝阔台之孙只必帖木儿家族所建 ， 可能亦创于

至元年间
［
４９

］

， 俗称斡耳朵
［
５〇

］

。

城址近方形 ， 东西略阔 ， 东南两垣正中各
一

门 ， 东门有方形瓮城 。 城内由两道南

北向隔墙区分为左中右三路 ， 中路又由东西向隔墙区分为前后两个部分 ， 后部院落后半

有
“

工
”

字形台基 １座
［
５ １

］

， 前半有东西配殿各 １座 。 全城几何中心位于台基以南道路与

东西配殿之间道路的交点 （ 图一一 ） 。 据谷歌地球 ，
南垣３４０米 、 北垣３３ ９米 、 东垣３０９

米 、 西垣３ １２米。 大殿台基东西约 ３ ５米 ， 南北约７０米 。 按 １ ． ５５米为 １步
，
该城东西约 ２２０

步、 南北约２００步 。

１１ ． 波罗板升古城

位于内蒙古 自治区乌兰察布市四子王旗大黑河乡塔布河西岸古城南村 ，
外城东北

角东经 １ １ １

。
５

＇

１ ７ ． １

＂

、 北纬４ １
°
４５

＇

８ ．６
＂
。 应为汪古部城邑

［ ５２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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圆 ｉ

Ｉ



２２０


［

图
一一

肃南皇城规划分析图

城址 内外重城相套 ， 均作纵长方形 。 外城南垣中部偏东及东西垣中部偏南各设
一

门 ， 其中东西 门可辨马蹄形瓮城 。 外城北部偏西为内城
， 门址不明 ， 中部偏北有

“

工
”

字形 台基 １座
［ ５ ３

］

。 内城几何中心约在台基前部 中心 （ 图
一二 ） 。 据谷歌地球 ， 外城东

西约 ６ ２ １米 、 南北约 ７７ ６米 。 内城东西约 ２７ ８米 、 南北约 ２９ ３米 。 台基东西约 ３ ５米 、 南北

约 ７０米 。 按 １ ． ５ ５米为 １步 ， 外城东西约 ４００步 、 南北约 ５００步
，
内城东西约 １ ８０步 、 南北约

１ ９０步。

１ ２ ． 木胡儿索 卜嘎古城

位于 内蒙古 自 治区包头市达尔罕茂明安联合旗达尔汗苏木古城子
，
城东北角东经

１ １ １

°

５
＇

１ ７ ． １

〃

、 北纬４ １

°

４５
，

８ ．６
〃

。 应为汪古部城邑 。

城址近方形 ， 南北垣正 中及东垣正 中偏北各一门
，
其中东门可辨马蹄形瓮城 。 城

内西部正中有东向
“

工
”

字形 台基 １ 座 ，
全城几何中心位于丁字街口 （ 图一三 ） 。 据谷

歌地球
，
南垣 ５５ ８米 、 北垣 ５５６米 、 东垣 ５５６米 、 西垣 ５ ５４米 。 台基东西约３ ５米 、 南北约 ７０

米 。 按 １ ．５ ５米为 １步 ， 该城边长约３ ６０步 ， 恰合 １里 。

１ ３ ． 希拉哈达古城

位于内 蒙古 自 治区乌兰察布市 四子王旗红格尔苏木希拉哈达村 ， 城东北角 东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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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Ｗ］ｉ
ｄｐ

Ｉ



１８０


１

｜



４００


１

图
一二 波罗板升古城规划分析图

画
｜

３６０
１

图
一三 木胡尔索 卜嘎古城规划分析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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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 １ １

。
２５

，

８ ． １

＂

、 北讳 ４ １

。

５０
，

４６ ．２
＂
。 应为汪古部城邑 。

城址近方形 ， 东西垣正中各一门 ， 均为马蹄形瓮城 ， 南垣中部被河水冲毁 ， 是否

有门不明 。 城内北部正中有大型台基 ， 周围似有院落 ，
全城几何中心位于东西横街与

台基纵轴延长线交点 （ 图一四 ） 。 据谷歌地球 ， 东西５６６米 、 南北 ５６４米 。 按 １ ．５ ５米为 １

步 ， 边长约３６ ５步
， 近于 １里 ；

按 １ ．５７５米为 １步 ， 边长约３６０步 ， 恰合１里 。

１４． 巴彦乌拉古城

位于内蒙古 自 治区呼伦贝 尔市鄂温克族自治旗辉苏木巴彦乌拉嘎查 ， 外城东北角

东经 １ １８
°

５８
＇

１ ５ ．６
＂

、 北纬４８
°
２５

＇

１ ３ ．
７ ８

＂

。 据推测可能为成吉思汗幼弟铁木哥榦赤斤家族

所建
［ ５４

］

。

城址内外重城相套 ， 外城近方形 ，
四垣各一门 ， 内城纵长方形 ， 城内正中有较大

近方形台基 １座 ， 东西两侧对称分布纵长方形台基各 １座
， 北侧东西排列较小方形台基３

座 。 内城几何中心约在较大方形台基中心 （ 图一五 ） 。 据谷歌地球 ， 外城南垣４ １ ８米 、

北垣４ ３２米 、 东垣４ １ ５米 、 西垣３ ９８米 ， 内城东西约 ２３ ２米 、 南北约２７８米 。 按 １ ． ５５米为 １

步
， 外城边长平均值约２７０步 ， 周长恰为 ３里 ，

内城东西约 １ ５０步 、 南北约 １ ８０步 。 中心 台

基宽约４０米 ， 按０． ３ １米为 １尺 ， 方约 １ ３０尺 。

ｚ９ ｉ

［




３６０／３６５


１

图
一

四 希拉哈达古城规划分析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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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２７
．

｜

ｔ＝
－

＊ ５

２；〇

－

＝＾＿＿

，

图
一五 巴彦乌拉古城规划分析图

１５． 大浩特罕古城

位于内蒙古 自治区呼伦贝尔市鄂温克族 自治旗辉苏木辉河东岸喜贵图嘎查 ，
外城

东北角东经 １ １９
°
５

＇

２．８ ５
＂

、 北纬４８
°
２５４．２５

〃
。 亦处于铁木哥榦赤斤家族封地范围 。

城址内外重城相套 ， 均作纵长方形 ， 外城四垣各一门 ， 城内北部正中为 内城 ，
内

城东西南垣中部各
一

门 ， 城内正中有
“

中
”

字形台基 １座 ， 其中心 即为 内城几何中心

（ 图一六 ） 。 据谷歌地球 ， 外城东西约２９８米 、 南北约 ３８ ８米 ， 内城东西约 １０６米 、 南北

约 １ ５ ８米 。 按 １ ．５５米为 １步 ，
外城东西约 １ ９０步 、 南北约２５０步 ， 内城东西近７０步 、 南北约

１００步 。 台基东西约２５米 、 南北约４３米 。 按０ ． ３ １米为 １尺
，
东西约８０尺 、 南北约 １４０尺 。

１６． 黑山 头古城

位于内蒙古 自 治区呼伦贝 尔市额尔古纳市黑山头镇得尔布尔河南岸 、 根河北岸古

城村 ， 外城东北角东经 １ １９
。

２９
＇

１９ ． ８５
＂

、 北纬５０
。
１ ７１８ ． １

〃

。 据推测可能为成吉思汗之弟拙

赤哈撒儿家麵建 ［
５ ５

］

〇

城址内外重城相套 ， 外城近方形 ， 城垣局部弯曲不直 ， 四垣各一 门 ， 均有马蹄形

瓮城 ，
城内中部偏北为 内城 ， 作纵长方形

，
东西南三垣各一门 ， 内城北部正中有

“

工
”

字形台基１座 ， 内城几何中心位于台基前端中点
［
５６ ］

（ 图一七 ） 。 据谷歌地球 ， 外城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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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一

六 大浩特罕古城规划分析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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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一七 黑山头古城规划分析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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垣 ５７ ７米 、 北垣 ５ ８６米 、 东垣 ５９０米 、 西垣 ５９６米 ， 内城东西 １ １ ３米 、 南北 １ ６ ８米 。 按 １ ．５ ５米

为 １步 ， 内外城边长均非整齐数值 ， 其中外城边长平均值约３ ８０步 ，
合 １里余 ，

内城东西

约 ７ ０余步 、 南北近 １ １ ０步 。 台基东西约 ２ ８米 、 南北约 ５ ６米 。 按 ０ ． ３ １ 米为 １尺
，
东西约９ ０

尺 、 南北约 １ ８０尺 。

１ ７ ？ 康堆 （ Ｋｏ ｎｄｕｙ） 宫殿

遗址位于俄罗斯赤塔州康堆河畔 ，
东经 １ １ ７

°

２４
＇

、 北纬 ５０
°
２８

＇
［
５ ７

］

。 亦处于拙赤哈撒

儿家族封地范围
［
５８

］

。

据发掘报告
［
５９

］

， 该遗址主要 由居中 的 １座大型台基及其东西北三面对称分布的近

１ ０座小型台基组成 （ 图
一八 ） 。 大型台基整体略作

“

中
”

字形 ，
上下双层 ，

建筑分为前

厅 、 前殿 、 过廊 、 后殿几个部分
［
６ °

］

（ 图
一

九 ） 。 按０ ．３ １米为 １尺 ，
台基东西约 １ ５０尺 、

南北约 ２６０尺
［
６ １

］

。

：
：／

Ｑ

°
〇ｆ〇

￣

〇

ｐ

ｏ

ｏ

°ＱＱ〇
？

０Ｏ００^

＠

．
Ｖ

００

００〇１ ２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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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一八 康堆宫殿布局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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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一九 康堆宫殿建筑分析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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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８． 哈 日 呼勒汗 （Ｋｈａｒｋｈｕｌ
－Ｋｈａｎ ）１号古城

［
６２

］

遗址位于蒙古后杭爱省额尔德尼曼达勒县西南哈努伊河东岸 ， 城东北角东经

１０ １

。
１ ９

，

５２．３ ８
， ＇

、 北纬４８
。
２８

，

２１ ．２
”

。

城址纵长方形 ， 南北略长 ，
四垣正中各

一门
， 城内北部中轴线上排列方形台基４

座
， 其中最南一座 台基之中心 即为全城几何中心

［
６３

］

（ 图二〇 ） 。 据谷歌地球 ， 南垣

３ １ ２米 、 北垣３０７米 、 东垣３ ５ １米 、 西垣３５ ２米 。 按 １
．
５５米为 １步 ， 东西约 ２００步 、 南北约

２２５步 。 最大
一座台基边长约为２８米 。 按０

．
３ １米为 １尺 ， 方约９０尺 。

｜

２００


１

图二〇 哈 日 呼勒汗１号古城规划分析图

三、 比 较 分析

通过对以上 １ ８座城市 、 宫殿实例所进行的形制与规划方面的分析 ， 将所得结果加

以比较 （ 表一 ） ， 可得如下认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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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一 蒙元城市形制与规划分析表


城市形状宽度 （ 步 ）长度 （ 步 ）



几何中心


计划外城纵长方形４５００４９００中心台

，实际外城纵长方形４３２０４９００鼓楼
元大都


皇城近长方形？ ？


宫城纵长方形４８０６ １ ５＾横街中点


外城方形１ ４００ １４００——

兀上都皇城方形９００９ ００


宫城纵长方形３ ５０３９０大安阁中心

外城近方形约 １ ９００约 １９ ００皇城南门稍北

元中都皇城纵长方形５００６ ００
——



宫城 纵长方形３ ５０



３ ９０
‘ ‘

工
”

字形台基前部

外城纵长方形４２０５ １０——

应昌路城


内城纵长方形１ ３ ５１ ５０方形台基中心

外城纵长方形４００５００
——

波罗板升古城

内城纵长方形１ ８０１ ９０
“

工
”

字形台基前部

外城近方形约 ３ ８０约 ３ ８０
——

黑山头古城




内城纵长方形约 ７０约 １ １０
“

工
”

字形台基前端中点

外城近方形约 ２７０约２ ７０

巴彦乌拉古城


内城纵长方形１ ５０１ ８０方形台基中心

外城纵长方形约 １ ９０约２ ５０——

大浩特罕古城

内城纵长方形７０１ ００
“

中
”

字形台基中心

木胡儿索 卜嘎古城近方形３ ６０３ ６０丁字街口

希拉哈达古城近方形３６０／３６５３６０／ ３６５横街中点

西安安西王府纵长方形３ ５０３ ９０
“

工
”

字形台基前部

开城安西王府纵长方形２００２ ９０
“

工
”

字形台基前端

西凉亭纵长方形２００２４０
“

工
”

字形台基前部

东凉亭纵长方形２００２４０
“

工
”

字形台基前端

肃南皇城


长方形


２２ ０



２００
“

工
”

字形台基与配殿两轴交点

哈 日 呼勒汗１号古城纵长方形２００２２５方形台基中心

１ ． 城市类型

根据城垣重数 、 城垣形状 、 城门位置 ， 可将本文所涉及的蒙元城市分为三种类型

（不含哈拉和林 ） 。

Ａ类 ：
三重城垣 ， 外城 、 皇城 、 宫城相套 ， 包括元大都 、 元上都 、 元中都 。 理想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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态是宫城居皇城北部 ， 皇城居外城北部 ，
即如元中都者 。 但受周边地理环境限制 ，

元大

都宫皇城位于外城南部偏西 ， 元上都外城仅向皇城西北两侧展套 。

Ｂ类 ：
双重城垣 ， 内城居外城北部 。 Ｂａ类 ， 均为纵长方形 ， 东西南三垣设门 ， 包括

应昌路城 、 波罗板升古城 ；
Ｂｂ类 ， 近方形或纵长方形 ， 东西南北 四垣设门 ， 包括巴彦

乌拉古城 、 黑山头古城 、 大浩特罕古城。

Ｃ类 ： 单重城垣 ＤＣａ类 ， 多数纵长方形 ， 少数横长方形 ， 通常东西南三垣设门 ， 包

括西安安西王府 、 开城安西王府 、 西凉亭 、 东凉亭 、 肃南皇城 、 哈 日 呼勒汗 １号古城 ；

Ｃｂ类 ， 近方形 ， 东西南三垣或东西两垣设门
［
６４

］

， 包括木胡儿索 卜嘎古城 、 希拉哈达

古城 。

２． 城市布局

Ａ类城市中 ， 元大都对外城中心点有明确的设计 ， 原方案以 中心台 为全城几何中

心
， 而实际方案的中心点则位于鼓楼 。 元中都中途辍建 ，

夕 卜城似以 皇城南门 为几何中

心
， 但测绘结果显示中心点略为偏北 。 至于元上都 ， 无论是最初的开平府城还是后来增

建的外城对中心点都没有特别的安排 。 其余Ｂ类城市也是如此 。

Ａ类城市的宫城 、 Ｂ类城市的内城及Ｃ类城市均以大型宫殿建筑为核心 ， 除元大都

宫城以大明殿 、 延春阁两组
“

工
”

字形建筑南北分列外 ， 其余城市大多以一座
“

工
”

字

形 （ 或
“

中
”

字形 、 方形 ） 台基为核心 。 值得注意的是 ， 元中都宫城 、 应昌路内城 、 西

凉亭 、 巴彦乌拉内城 、 康堆宫殿等在中心台基东西北三面还对称布置多座小型台基 （ 西

安安西王府类似 ） ， 形成一种独具特色的布局形式 ， 值得进一步探讨 ［
６ ５

］

。 这些城市

（ 含宫城 、 内城 ） 的 中心点都有明确的设计 ，
多数均位于城内核心建筑

“

工
”

字形台基

的前部中心或前端中点 ， 少数位于
“

中
”

字形或方形台基的中心 ， 也有个别位于主干街

道中点者 。

３ ． 城垣尺度

Ａ类城市的宫城 、 Ｂ类城市的 内城及Ｃ类城市规模相近 ， 在尺度方面便于 比较考

察
， 其中有规律可循者分为三类情况。

（ １ ） 元大都宫城 ， 横纵４８０ ｘ ６ １５步 。 依文献所载 ， 宫城周长九里三十步 ， 此系以

２４０步为 １ 里者 。 即 （ ４８０＋６ １ ５ ）ｘ ２
＝

２ １ ９０步 ， （ ２ １ ９０
－

３０） ／２４０＝９里 。

一般认为 ， 这个周

长数值当系模仿金中都宫城
［ ６６ ］

。

（ ２ ） 元上都宫城 、 元中都宫城 、 西安安西王府 ， 横纵３ ５０ｘ ３ ９０步 。 三例均选择

九五之数似非偶然 ，
除此之外 ， 元大都原计划外城长宽数值 （ ４５ ００ ｘ ４９００步 ） 及其与宫

城长宽比值 （ ９ｘ５倍 ） 亦合九五 ， 用 以象征富贵之位
［ ６７

 ］

。

（ ３ ） 开城安西王府 、 西凉亭 、 东凉亭 、 肃南皇城 、 哈 日 呼勒汗 １号古城 ， 横纵以

２００步为准 。 据赵正之先生分析 ， 元大都是按等级来规定大建筑群的占地面积 ，
以胡 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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间距５０步为长宽等差
［
６ ８

］

。 最髙等级的建筑群横纵２００ ｘ ２５０步 ， 如隆福宫 、 兴圣宫 、 太

庙 、 社稷坛 、 中书省 、 枢密院 、 御史台等
［

６９
］

。 由此看来 ，
以上行宫 、 王府横纵多以

２００步为准 ， 反映的就是类似的规制
［
７°

］

 ^

在以上三类尺度有规律可循的城市之外 ， 还有几座城市需要给予特别说明 。

（ １ ） Ｂａ类 ，
应昌路城 、 波罗板升古城 ， 内外城尺度均为整数值 ， 但似乎并无规制

制约 。 两城形制均体现出明显的蒙元特征 ， 其中应昌路城主干街道为丁字街 ， 外城西北

隅安排佛寺 、 东南隅安排儒学 ， 布局与上都属同一模式 ［
７ １

］

。 唐宋时期州府
一级城市流

行子城之制
［
７２

］

， 元代率多毁废 ， 此类新建的双重城垣城市是少见之例 。

（ ２ ）Ｃｂ类 ， 木胡儿索 卜 嘎古城 、 希拉哈达古城 ， 边长分别为３ ６０步与 ３ ６５步 ，
约

合 １里 。 辽金地方城市承唐余绪 ，
流行方形四门十字街式 ，

且受等级制约 ，

一

般州城周

长４
．５千米左右

［ ７３ ］

， 如吉林前郭塔虎城 （ 辽长春州 ）

［
７４

 ］

、 黑龙江泰来塔子城 （ 辽泰

州 ）

［
７５

］

、 内蒙古正蓝旗四郎城 （ 金桓州 ）

［
７ ６

］

等 。 此两例城市面积恰为
一

般州城的

１ ／４ ， 与其相似者还有相距不远的大庙古城 ［
７７

］

，
金代建于界壕之内 ， 元代沿用 。 因此两

城应系蒙元时期在金代旧城基础之上改建而成。

（ ３） Ｂｂ类
，
巴彦乌拉古城 、 黑山头古城 、 大浩特罕古城 ，

内外城尺度多非齐整数

值 ， 似无规制制约 。 从形制来看 ，
四垣设门为辽金旧制 ， 亦应是蒙元时期在前代旧城基

础之上改建而成 。

４ ． 建筑尺度

关于城市核心建筑的尺度 ，

“

工
”

字形和
“

中
”

字形台基的纵横 比均为 ２：１左

右 ，
按其规模大致可分为 四档 ：

（ １ ） 横纵约４００尺 ｘ８００尺以上 ， 如元大都大明殿
［
７８

］

，
已知台基层数为 ３层 。

（ ２ ） 横纵约３ ００尺 ｘ ６００尺 ， 如西安安西王府 。 安西王忙哥剌为忽必烈三子 ， 因其

兄真金立为皇太子而益封秦王 、 听为宫邸 ， 地位在诸王之上 ， 又因京兆旧为忽必烈封

地 ， 安西王府规模得以 比照上都宫城 （ 开平府内城 ） ， 宫殿尺度也远大于
一

般行宫 、

王府 。

（ ３ ） 横纵约 １ ５０尺 Ｘ ３００尺 ，
如元中都 、 开城安西王府 、 康堆宫殿 ， 已知 台基层数

为２层。 中都尽管具备三重城垣 ， 但宫城规模仅与上都 （ 开平府内城 ） 、 西安安西王府

相当 ， 宫殿规制又等而下之 ， 其性质实介于都城 、 行宫之间 。

（ ４ ） 横纵约 １００尺 ｘ ２０ ０尺以下 ， 如西凉亭 、 东凉亭 、 波罗板升古城 、 肃南皇城 、

木胡儿索 卜嘎古城 、 黑山头古城 、 大浩特罕古城 。 西凉亭作为行宫 ， 虽然
“

阙庭如上京

而杀焉
”

， 但英宗视其已有
“

规制褊迫
”

之感
， 其佘诸城台基均与之仿佛 ， 应该是比较

标准的行宫 、 王府规制 。

“

工
”

字形台基是宋金高等级建筑的通行模式 ，
而

“

中
”

字形台基则是其变体 ，

目前所见两例都位于东部诸王封地。 相对而言 ，
方形台基较为特殊 ， 其中和林万安宫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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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阁寺 、 应昌宫殿和上都大安阁的创建时间均在至元四年营建大都之前 ， 而蒙古境内被

推断为成吉思汗哈老徒行宫 、 黑林行宫及窝阔台迦坚茶寒殿的几处遗迹也均是以方形台

基为核心建筑
［
７ ９

］

， 说明这或许代表的是蒙古国时期较早的
一类规划模式 ， 而以

“

工
”

字形台基为核心建筑则大约是至元年间以大都营建为契机形成的制度 。

四 、 结语

学界对宋辽金都城及地方城市研究均有较多成果 ， 而对元代城市的考察或专注于

都城层面 、 或局限于描述考订 ， 少有系统的比较分析 。 徐苹芳先生曾从离宫式城市视角

出发 ， 提示注意元上都 、 元中都等城市在形制与规划方面的特殊性
［
８°

］

， 本文就是在此

思路启发下所进行的初步探索 。 通过研究可知 ， 蒙元时期除大量沿用或改建宋金旧城之

外 ， 也根据政治需求新创建了
一

批都城 、 行宫 、 诸王府邸等性质的城市 。 文中所遴选分

析的Ａ 、 Ｂａ 、 Ｃａ三类城市可以明确判定为蒙元时期创建 ， 并且在规划原则上体现出较强

的共性 ， 尤其是至元年间所创建者 ，
形成了具有明确等级区分的规制 。 这些城市 （ 除元

大都外 ） 在整体形制和布局方面与中原北方地区唐宋以来流行的以方形十字街或丁字街

为主要形式的行政城市系统有别 ， 但在建筑形制和营造尺度的规划上却与宋金建筑存在

密切联系 。 可以说 ， 这种以台基式宫殿为城市中心 、 按整齐数值步尺确定建筑规模的城

市规划方式是旧的宋金官式建筑传统与新的蒙元贵族政治环境相结合的特殊产物 。

注释

［ １］ａ？ 宿白 ？ 现代城市中古代城址的初步考查 ［ Ｊ ］ ． 文物
，

２００ １（１）：５６
＾

６３ ．

ｂ
． 徐苹芳 ． 《现代城市中的古代城市遗痕 》 ［ Ａ ］ ？ 远望集 ［ Ｃ ］

． 西安 ： 陕西人民美术出版

社 ，
１ ９９８ ：６９ ５－６９９．

［ ２ ］ 白石典之曾对蒙元都城及蒙古国境 内的蒙元城市规划尺度作以分析 ，
主要以０ ．３ １ ６米和０ ．３ ５

米两种尺值 ， 规划单位为尺与里 。 参 ： 乇 ＾ 汀４帝 国史Ｗ考古学的研究 ［ Ｍ ］ ． 东京 ： 同成

社 ，
２００２． 本文认为蒙元创建城市城垣规划的基本单位为步 ，

建筑规划的基本单位为尺 ． 另因

所据城址测量数值和尺值有别 ，
本文对哈拉和林 、 元上都 、 元大都 、 巴尔斯浩特３号古城 、

哈 日 呼勒汗１号古城等实例 的分析结果与 白石均有所不同 。

［ ３］ 傅熹年． 中国古代城市规划 、 建筑群布局及建筑设计方法研究 ［ Ｍ ］ ． 北京 ： 中国建筑工业出

版社 ，
２００ １ ：１ １９

－

１ ２７ ．

［ ４］ 除特别说明者外 ， 各遗址经纬度均采用谷歌地球软件提供数据 。

［ ５］ａ
． 耶律铸 ． 取和林 ［ Ａ ］ ？ 双溪醉隐集 ［Ｍ ］ 卷二 ， 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 ［ Ｚ ］ 第 １ １ ９９册 ？ 台

北 ： 台湾商务印书馆 ，
１ ９ ８６ ：３ ８ ６．

ｂ ． 元好问 ． 大丞相刘氏先￥神道碑 ［ Ａ ］ ． 遗山先生文集 ［ Ｍ ］ 卷二八 ，
四部丛刊初编 ［ Ｚ ］ ？

叶二正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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ｃ ． 宋濂等 ． 元史 ［ Ｍ ］ 卷二太宗纪 ． 北京 ： 中华书局
，

１ ９７６
：
３４ ．

［ ６ ］ 白石典之 ？
乇々

、

瓜帝国史Ｗ考古学的研究 ［ Ｍ ］ ． 东京 ： 同成社
，
２００２ ：２ １４ ．

ｔ７ ］ＫｎｃｅｊｉｅＢ
，
Ｃ ．

Ｂ ．
ｆｆｐｅｅｎｅＭｏｍｏｊｉ ｂｃｍｅｚｏｐｏｄａ［ 

Ｍ
］． ＭｏｃＫＢａ ：Ｈ＾Ｔｃａ

，１
９６５ ： ３２５

－

３６９．

［ ８］ 各间间距依次为 １５
、

２０ 、 １５ 、 ２０ 、 １ ５
、
２０ 、 １ ５尺 。 需要特别说明的是 ， 此结果系依据吉谢列

夫报告附图推算所得
，
白石典之对柱础间距重新测量后的推算结果与此相同 ， 但所据尺值系

以 ０． ３ １６米 参 ： 乇＞ 力 Ｕ帝国史 （７）考古学的研究 ［ Ｍ ］ ． 东京 ： 同成社 ，
２００２ ：１ ２６

－

１ ３０ ．

［ ９］ａ■ 白石典之 ． 和林兴元阁新考 ［ Ｊ
］ ？ 资料学研究

，

２００７（ ４ ） ：１
－

１ ４ ．

ｂ ． 林梅村 ？ 和林 （ 下 ） ［ Ｊ
］？ 紫禁城 ，

２００７（ ８）：２０８－２ １ ７．

ｃ ． 许有壬 ． 敕赐兴元阁碑 ［ Ａ ］
． 至正集 ［

Ｍ ］ 卷四五
，
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 ［ Ｚ ］ 第 １ ２ １ １册

，

３ ２３
－

３２４ ．

［ １ ０
］ａ？ 袁桷 ． 华严寺碑 ［ Ａ ］ ． 清容居士集 ［ Ｍ］ 卷二五

，
四部丛刊初编 ［ Ｚ ］

． 叶
一八背 ．

ｂ ． 宋濂等 ？元史 ［ Ｍ ］ 卷
一

五七刘秉忠传 ． 北京 ： 中华书局 ，
１？７６ ：

３６９３－３６９４ ．

ｃ ． 王磐 ． 藁城令董文炳遗爱碑
［
Ａ ］

．

（ 嘉靖 ） 藁城县志 ［ Ｍ ］ 卷八文集志
，
中 国方志丛书

［ Ｚ ］ ． 成文出版社
，

１ ９ ６８ ：
２２６．

ｄ ． 宋濂等 ． 元史 ［ Ｍ ］ 卷五世祖纪二 ． 北京 ： 中华书局
，

１９７６ ：９２ ．

［ １ １
］ 元上都宫城 １号基址被推断为大安阁遗址 ， 该基址分为上下两层

，
其中下层为元代建筑 ， 仅

作局部清理 ， 整体范围及形制 尚不甚清楚 ， 因此也无法确认其中心点但判断该基址纵轴与宫

城纵轴相重合 ，
当无疑问 。

［ １２ ］ 魏坚？ 元上都 ［ Ｍ］？ 北京 ： 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 ，
２０ ０８

：
１ ９

－

２３ ．

［ １３ ］ 元上都外城与宫皇城使用步值不同是经过反复验算得出 的结论 ， 只有在这两种尺值下城垣整

体长度及分段长度各项数值才全部合为整数。 实际上
， 根据考古调查所得线索判断 ， 宫皇城

应为最初设计的开平府城 ，
而外城则系 晚些时候增筑 。 参 ： 魏坚． 元上都 ［Ｍ ］ ． 北京 ： 中国

大百科全书出版社 ，
２００８

：
２４ ． 如此

，
两次工程所用步值不同就并非不可理解 。

［ １４ ］ 皇城南北垣之门居中 ， 与东西垣间距均为４５０步 ； 东西垣南北两门与南北垣间距为４０３米 、 两

门间距为 ５ ８ ９米 ， 分别合 ２６０步及３ ８ ０步 ． 外城北垣东西两门与东西垣间距为７３ ３米 、 两门间距

为７３ ９米 ， 分别合４６５步及４７０步
；
南垣西门与东西垣间距分别为 １６８ ５米及５ ２０米 ， 分别合 １ ０７０

步及３３ ０步 ； 西垣之门居中 ， 与南北垣间距均为７００步 。

［
１ ５ ］ａ． 欧阳玄 ？ 元赠效忠宣力功臣太傅开府仪同三司上柱国追封赵国公谥忠靖马哈马沙碑 ［

Ａ
］ ．

圭斋文集 ［ Ｍ ］ 卷九 ，
四部丛刊初编 ［ Ｚ ］

． 叶五〇背至五
一

正 ．

ｂ ． 虞集 ？ 大都城隍庙碑 ［Ａ ］ ． 道园学古录 ［ Ｍ ］ 卷二三 ，
四部丛刊初编 ［ Ｚ ］ ． 叶五背 ．

ｃ ． 熊梦祥 ． 析津志 ［ Ｍ］ ． 徐苹芳钞校徐维则铸学斋藏本 ．

ｄ ． 宋濂等 ？ 元史 ［Ｍ ］ 卷一五七刘秉忠传 ？ 北京 ： 中华书局 ，
１ ９ ７６ ：３ ６９４

； 卷八世祖纪五
，

１５ ３
； 卷一四七张弘略传

，
３ ４７ ７ ．

［ １ ６ ］ 陶宗仪 ？ 南村綴耕录 ［ Ｍ ］ 卷二一宫阙制度 ， 四部丛刊三编 ［ Ｚ ］ ． 叶
一

．

［ １ ７ ］ａ． 徐苹芳 ？ 古代北京的城市规划 ［ Ａ ］ ？ 环境变迁研究 （ 第 １辑 ） ［ Ｃ ］
． 北京 ： 海洋出版社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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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３ ７
＿

１ ９８４ ：１ １ ５
－

１ ２ １ ．

ｂ ．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 ． 新中国的考古发现和研究 ［ Ｍ ］ ． 北京 ： 文物出版社 ，
１ ９ ８４ ：

６０９
－

６ １ １ ．

ｃ
． 徐苹芳 ． 元大都的勘查和发掘 ［ Ａ ］ ． 中 国历史考古学论丛 ［ Ｃ ］ ． 北京 ： 允晨文化 ， １ ９９５ ：

１ ５９
－

１ ７２ ．

［ １ ８ ］ 赵正之先生指出 ，

“

在元大都都市规划中所用的长度 ， 都是以步为基本单位的。 元代一尺约

合０ ．３０８米 ，
五尺为

一步 ，

一步合 １ ． ５４米 ． 胡 同与胡 同之间的距离五十步 ，
合 ７７米 。

”

参 ： 赵

正之 （ 遗著 ） ，
徐苹芳 （ 整理 ）

． 元大都平面规划复原的研究 ［Ａ ］ ？ 科技史文集 （ 第２辑 ）

［ Ｃ ］ ． 上海 ： 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 ，
１ ９８ ９ ：２６ ． 傅熹年先生指出 ，

“

据对今东单以北尚存元

代胡同旧迹地段的七条胡同尺寸的统计 ， 胡同之平均中距为７ ７．６米 ， 按元代尺长３ １ ．５厘米折

算
， 约合 ２４ ．６丈 ，

近于２５丈 ， 即５ ０步 。

”

参 ： 傅熹年 ． 中 国古代城市规划 、 建筑群布局及建

筑设计方法研究 ［ Ｍ ］ ． 北京 ： 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 ，

２０ ０ １
：１ １ ． 案 ： 元大都胡同间距为５ ０步

已成学界共识 ， 但尺誠为 ０
．
３ １米 ，

５０步合７７
．
５米 ， 恰与傅先生统计胡同间距平均值相当 。

［
１９ ］ａ． 傅熹年 ？ 中国古代城市规划 、 建筑群布局及建筑设计方法研究 ［Ｍ ］ ． 北京 ： 中国建筑工业

出版社 ，
２００ １ ：１ ０－ １３ ．

ｂ ． 傅熹年 ． 中国科学技术史 ？ 建筑卷 ［ Ｍ ］？ 北京 ： 科学出版社 ，
２００８ ：

４８９＾４９ １ ．

案 ：
孟凡人先生对此提出不同意见 ， 认为元大都外横城纵为宫城的 ９倍及８倍 ． 参 ： 盂凡人 ．

元大都的城建规划与元大都和明北京城的中轴线问题 ［ Ａ ］ ． 故宫学刊 （ 第３辑 ） ［ Ｃ ］ ． 北

京 ： 紫禁城出版社 ，
２００６ ：１ ０４

＾

１０５ ． 若依孟先生所论 ， 则元大都外城宽４３２０步 、 长４９２０步
，

与实测数值不符 。 盂先生系据 比例较小的 １：

２５ ０００复原图测距推算比值 ， 故精确程度受到

限制 。

［ ２０ ］ 赵正之 （遗著 ） ， 徐苹芳 （ 整理 ）
． 元大都平面规划复原的研究 ［ Ａ］ ． 科技史文集 （ 第２辑 ）

［ Ｃ ］？ 上海 ： 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 ，
１９８９ ：１７ ＿

［ ２ １ ］ 北平市政府工务局 ． 实测北平市内外城地形图 （ １ ：

 ５０００ ），１ ９３ ７ ？ 本文所据影印本见 ： 岳升

阳 ．侯仁之与北京地图 ［ Ｍ ］？ 北京 ： 北京科学技术出版社 ，
２０ １ １ ：７３ ．

［ ２２ ］ 傅熹年先生推算元大都中轴线与几何中分线之间的距离为 １ ２９米 ，
参 ？

？ 中国古代城市规划 、

建筑群布局及建筑设计方法研究 ［ Ｍ ］ ？ 北京 ： 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 ，
２００ １ ：１ １ ．

［ ２３ ］ 熊梦祥 ． 析津志 ［ Ｍ］？ 徐苹芳钞校
，
徐维则铸学斋藏本 ？

［ ２４ ］ａ ． 傅熹年 ． 山西省繁峙县岩山寺南殿金代壁画 中所绘建筑的初步分析 ［ Ａ ］
． 建筑历史研究

（ 第 １辑 ） ［ Ｃ ］ ． 北京 ： 建筑工业出版社 ，
１ ９８２ ：１ １ ９

－

１５ １ ．

ｂ ． 傅熹年 ． 元大都大内宫殿的复原研究 ［ Ｊ ］
． 考古学报 ，

１ ９ ９３ （１）：１ ０９
－

１ ５ １
．

ｃ ． 傅熹年 ． 中国科学技术史 ？ 建筑卷 ［ Ｍ ｈ 北京 ： 科学出版社 ，
２００８

：４９６
－

５０４ ．

［ ２５ ］ 陶宗仪 ． 南村辍耕录 ［ Ｍ］ 卷二
一宫阙制度

， 叶二背至叶六背 ．

［ ２６ ］ａ． 宋濂等 ？ 元史 ［ Ｍ ］ 卷二二武宗纪一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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ｂ ． 周伯琦 ？ 盾从集后序 ［ Ａ ］
． 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 ［ Ｚ ］ 。 第 １ ２ １ ４册 ，

５４５－５４６ ． 案 ： 文字校以

（ 乾隆 ）
口北三厅志 ［

Ｍ ］ 卷一三所收版本 ， 下引扈从集前序 ［ Ａ ］ 同此。

ｃ ． 金幼孜 ？ 前北征录 ［ Ａ ］ ？ 纪录汇编 ［ Ｍ ］ 卷三二
，
叶八 ．

［
２７ ］ 据考古报告 ， 宫城内除中心台基之外还有小型建筑基址 ３ １处 ， 然分布不甚规则 。 ２０ １ ２年秋 ，

陈筱等对元中都宫城内建筑基址进行了调查钻探和重新确认 ， 并绘制了平面复原示意图 ， 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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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论汇刊 （ 第９辑 ） ［ Ｃ ］ ． 北京 ： 清华大学出版社
，
２０ １ ４ ：３２５

－

３ ５７．

［ ２８ ］ 河北省文物研究所． 元中都 ：
１ ９ ９８￣ ２００３年发掘报告 ［ Ｍ ］ ． 北京 ： 文物出版社 ，

２０ １ ２ ：

２７－４７ ．

［
２９ ］ 据报告提供的测量数据推算 ： 下层台基月 台之南部分东西 １ ２０尺 、 南北３ ０尺

； 月 台及前殿部

分东西 １ ６０尺 、 南北 １ ５ ０尺
； 柱廊部分东西 １００尺 、 南北４５尺

； 寝殿部分东西 １ ４０尺 、 南北７０

尺
； 香阁南部东西 １ ００尺 、 南北 １ ０尺 ； 香阁北部东西７ ０尺

、 南北２０尺
； 南北通长３ ２５尺 ． 上层

台基月 台东西８ ０尺 、 南北５ ５尺
； 前殿东西 １ ２ ０尺 、 南北 ８５尺 ； 柱廊东西６ ０ 、 南北６５尺

；
寝殿

主体部分东西７５尺 、 南北６５尺
； 东西夹部分东西 １ １ ５尺 、 南北４５尺 ； 香阁东西４５尺 、 南北２０

尺
； 南北通长２９０尺？ 上下层台基间距１ ０

￣

２ ０尺不等 ． 另外 ， 前殿及寝殿并东西夹柱网面阔均

为 １００尺 。

［
３０ ］ａ？ 宋濂等 ？ 元史 ［ Ｍ ］ 卷一一世祖纪八■ 北京 ： 中华书局 ，

１９ ７６ ：２２４ ．

ｂ ． 虞集 ？ 元故宣武将军前卫亲军千户皇公墓志铭 ［ Ａ ］ ． 常山贞石志 ［
Ｍ ］ 卷二一 ，

石刻史料

新编 ［ Ｚ ］ 第 １ ８册
，
台北 ： 新文丰出版公司 ，

１ ９８２（ ２ ） ： １ ３５４２ ．

ｃ． 宋濂等 ？ 元史 ［ Ｍ ］ 卷一六六蔡珍传？ 北京 ： 中华书局 ，
１９ ７６ ：３ ９０ １ ．

ｄ
？ 马可波罗 （ 著 ） ，

冯承钧 （ 译 ） ． 马可波罗行纪 ［ Ｍ ］ 第七十三章 ． 上海 ： 上海书店出版

社 ，
２００ １ ：１６６ ＿

ｅ ． 黄错 ？ 中书右丞相赠孚道志仁清忠一德功臣太师开府仪同三司上柱国追封郓王谥文忠神道碑

［ Ａ ］？ 金华黄先生文集 ［Ｍ ］ 卷二四 ，
四部丛刊初编 ［ Ｚ ］ ？ 叶四 ．

ｆ． 周伯琦？ 扈从集前序 ［ Ａ ］ ． 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 ［ Ｚ ］ ． 第 １２ １４册 ，
５４２ ．

ｇ ． 金幼孜 ？ 前北征录 ［ Ａ ］ ． 纪录汇编 ［ Ｚ ］ 卷三二 ， 叶二八背 ．

［ ３ １ ］ 陈高华 ， 史卫民 ？ 元上都 ［
Ｍ ］？ 长春 ： 吉林教育 出版社 ，

１９８８ ：３２
￣４９ ．

［ ３２ ］ 尹 自先． 元西凉亭调查报告 ［ Ｊ ］
？ 张家口师专学报 （ 社会科学版 ）

，
１９９４（ ４ ）：６３

－

６７＋５７ ．

［ ３３ ］ 拉斯特 （ 编 ） ， 余大钧 ， 周建奇 （译 ） ■ 史集 ［ Ｍ ］ ？ 北京 ： 商务印书馆 ，
１ ９８ ５ ：３２５ ．

［ ３４ ］ 陈高华
，
史卫民 ？ 元上都 ［Ｍ ］ ． 长春 ： 吉林教育出版社 ，

１９８８
：
３２＊４９

．

［ ３ ５ ］ 尹 自先 ？ 元代察罕脑儿行宫及明安驿故址辨 ［
Ｊ

］ ． 河北师院学报
，

１ ９８４（ ４ ） ：３ ５－３７＋２５ ．

［ ３ ６ ］ａ
． 刘志

一

．
元应昌路遗址 ［ Ｊ ］ ． 内蒙古文物考古 ，

１ ９８４（ ３） ：１ １ ３
－

１ １ ８ ．

ｂ
． 李逸友 ？ 元应昌路故城调査记 ［ Ｊ ］ ． 考古 ，

１９６ １（１ ０ ） ：
５ ３ １

－

５ ３３
＋
５ ５４ ．

ｃ． 中国历史博物馆遥感与航空摄影考古中心
，
内蒙古 自治区文物考古研究所 ． 内蒙古东南部航

空摄影考古报告 ［ Ｍ ］ ？
北京 ： 科学出版社 ，

２００２ ：２０４－２ １７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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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 ３９
－

［ ３７ ］ａ
． 宋濂等 ． 元史 ［ Ｍ ］ 卷

一一

八特薛禅传 ？ 北京 ： 中华书局 ，
１ ９７ ６ ：２９２０．

ｂ ． 刘敏中 ． 敕赐应昌府罔极寺碑 ［ Ａ ］ ． 中庵先生刘文简公文集 ［ Ｍ ］ 卷三
，
原国立北平 图书

馆甲库善本丛书 ［ Ｚ ］ 第６８５册 ． 北京 ： 国家图书馆出版社 ，
２０ １４ ：２３０

．

ｃ ． 张德辉 ． 岭北纪行 ［
Ｍ

］ ． 收人王恽 ． 秋涧先生大全文集 ［
Ｍ

］ 卷
一 Ｏ Ｏ玉堂嘉话八

，
四部丛

刊初编 ［ Ｚ ］ ， 叶六背 ．

案 ： 张德辉所记系蒙古定宗二年 （ １２４７年 ） 事 ， 时所谓公主当为斡陈万户所尚睿宗之女也速

不花
，
离宫之规模及形制与应昌路城内城相合 ，

颇疑该地已先有宫室 ，
至元七年在其基础上

增建城邑 。

［ ３ ８ ］ 根据谷歌地球提供的卫星图片辨认 ， 对称分布的小型台基似应为 １４座 。

［ ３ ９ ］ 南垣之门与东西垣间距分别为２８３米及３ ７７米 ， 合 １ ８０步及２４０步
；
东西垣之门与南北垣间距分

别为２６６米及５ ３８ 、 ５４５米 ， 约合 １７０步及３ ４０步 。

［ ４０ ］ 该建筑群外层院落东西约卯步 、 南北约 １ ３ ０步 ， 内层院落东西约６０步 、 南北约５ ０步 ，
主殿台

基东西约 １ ００尺 、 南北约６ ０尺 （ 不含月 台 ） 。 从布局及规制来看 ， 应该就是前引刘敏中所撰

碑文中描述的罔极寺 。

［ ４ １ ］ａ． 骆天骧 ． 类编长安志 ［Ｍ ］ 卷首小引 ， 宋元方志丛刊 ［ Ｚ ］ ？ 北京 ： 中华书局 ，
１ ９ ９０ ：２３ ７－

２３８ ．

ｂ ？ 姚燧 ？ 延厘寺碑 ［ Ａ］ ？ 国朝文类 ［ Ｍ］ 卷二二 ，
四部丛刊初编 ［ Ｚ ］ ？ 叶七正 ．

［ ４２ ］ 元史 ［
Ｍ

］ 卷
一

六三赵炳传 ，
３ ８３ ７ ．

［ ４３ ］ 陈子怡 ．
西京斡耳垛考 ［ Ａ ］

？西京访古丛稿 ［ Ｍ
］

． 西安 ： 西京筹备委员会 ，
１９ ３ ５ ？

［ ４４ ］ 马得志 ． 西安元代安西王府勘查记 ［ Ｊ］
． 考古 ，

１ ９ ６０（５）：２０－２３？

［ ４５ ］宋濂等 ？ 元史 ［ Ｍ ］ 卷一Ｏ八诸王表 ？ 北京 ： 中华书局
，

１ ９７ ６ ：
２ ７３ ６ ； 卷六〇地理志三

，
Ｉ４２８ ．

［ ４６ ］ 宁夏文物考古研究所 ， 固原市原州 区文物管理所． 开城安西王府遗址勘探报告 ［Ｍ ］
． 北京 ：

科学出版社 ，
２００９．

［ ４７ ］ 勘探报告提供的城垣长度含角 台在内 ， 本文所用谷歌地球数据以城垣中线为准测算。

［ ４８ ］ 国家文物局 ？ 国文物地图集 ？ 甘肃分册 ［Ｍ ］ 下册 ． 北京 ： 测绘出版社 ，
２０ １ １ ：３５ ７

－

３５ ８ ．

［ ４９ ］宋濂等 ． 元史 ［
Ｍ ］ 卷七世祖纪四 ？ 北京 ： 中华书局 ，

１ ９７６ ：１ ４３
； 卷六Ｏ地理志三 ，

１ ４５ ０ ．

案 ： 永昌府城故址在今武威市凉州 区永 昌镇
， 遗迹湮没难辨 ， 疑肃南皇城创建时间与之

相近。

［ ５０ ］ 南济汉 ． （ 嘉庆 ） 永昌县志 ［Ｍ ］ 卷二建置志古迹 ， 叶
一０背 ．

［ ５ １ ］
“

工
”

字形台基两侧似有４座小台基对称分布 ， 惟于卫星图片上难于准确辨识 ，
有待确认 。

［ ５２ ］ 盖山林 ？ 阴山汪古 ［Ｍ ］？ 呼和浩特 ： 内蒙古人民出版社 ，
１ ９９ １ ：９６－１ ８ ５ ．

［ ５ ３ ］ 波罗板升古城 、 木胡儿索 卜嘎古城 、 希拉哈达古城调查资料参 ：

ａ． Ｄｅｓｍｏｎｄ
，Ｍ ａｒｔｉｎ．Ｐｒｅ ｌｉｍｉｎａｒｙ 

ｒｅｐｏｒｔｏｎｎｅ ｓｔｏｒｉａｎｒｅｍａｉｎｓｎｏｒｔｈｏｆＫｕｅｉ
－Ｈｕａ

，Ｓｕｉｙｉｉａｎ［
Ｊ

］

ＭｏｎｕｍｅｎｔａＳｅｒｉｃａ
，
Ｖｏ ｌ ．３

， １９３８ ： ２３２
－

２４９ ．

ｂ ． 盖山林 ． 阴 山汪古 ［ Ｍ ］ ． 呼和浩特 ： 内蒙古人民出版社 ，
１ ９９ １ ：９６－１ ８ ５ ．



？

３４０

？

边疆考古研 究 （ 第 １ ７辑 ）

ｃ ． 张文平 ． 蒙元时期汪古部投下城邑探考 ［ Ｊ
］

． 草原文物 ，
２０ １３ （ ２ ）：１ １ ４

－

１ ２４ ．

［ ５４ ］ａ ？ 米文平 ． 幹赤斤故城的发现与研究 ［Ａ ］ ． 历史地理 （ 第 １０辑 ） ［ Ｃ ］ ． 上海 ： 上海人民出版

社 ，
１ ９９２ ：１ ６９

－

１ ７７ ．

ｂ ． 盖山林 ． 蒙古族文物与考古研究 ［ Ｍ ］ ． 沈阳 ： 辽宁民族出版社 ，
１ ９９ ９ ：５ ８

－

５９ ． 案 ： 大浩特

罕古城同此 。

［ ５５ ］ 景爱 ？ 黑山头古城考 ［ Ｊ
］？ 吉林大学社会科学学报 ，

１ ９ ８０（ ６ ）：
７７－８３ ．

［ ５６ ］ａ？ 张春 ？ 黑山头古城 ［
Ｊ ］ ． 呼伦贝尔文物 ，

１ ９ ９ １（ １ ）＿

？１ ７
－

１ ９ ．

ｂ ． 赵越 ． 古代呼伦贝 尔 ［ Ｍ ］ ． 呼和浩特 ： 内蒙古文化出版社 ，
２００４ ：２４２－２４３ ．

［ ５７ ］ 该遗址在谷歌地球上未能寻获 ，
经纬度暂据 ： 白石典之 ． 壬＞ ：／少帝 国史Ｏ考古学的研究

［Ｍ ］ ？ 东京 ： 同成社 ，
２００２ ：１ ７ １ ．

［ ５８ ］ 康堆宫殿与黑山头古城之间有希尔希陵遗址 ， 附近曾发现拙赤哈撤儿之子移相哥石碑 。

参见 ：

ａ ．ＫｎｃｅｊｉＳＢ
，Ｃ ． Ｂ ．ｒｏｐｏｆｌＭＯＨｒｏｊｉｂ ＣＫｏｒｏＨｃｙＨｉｏＨａ

ｐ ． ＸｎｐｘＨｐａｂ３ａ６ａ０Ｋａｊｎ＞ｅ［Ｊ ］？ Ｃ ｏＢｅＴＣＫａａ

ａｐｘｅｏｊｉｏｒＨＨ
，１ ９６ １

 （
４

）
： １０３

－

１ ２ ７．

ｂ ． ＫａｃｅｊｉＳＢ
，
Ｃ ．Ｂ ． 办ｅＢＨｅＭ〇Ｈｒ〇ｊｉｂＣＫＨｅｒｏｐｏａａ ［ Ｍ  ］

．ＭｏｃＫＢａ：Ｈａｙｉ ｃａ
，

１ ９６５ ：２３
－

５ ８ ．

［ ５９ ］ａ ＿Ｋｕｃｅｊｉ＆Ｂ
，
Ｃ ． Ｂ ＿

＾ ｅＢＨｕｅ ｒｏｐｏｎａ ３ａ６ａ货Ｋａｊｎ？ａ［ Ｊ ］ ． ＣｏＢｅＴＣＫａａａｐ
ｘｅｏ

ｊｉｏｎｗ
，

１ ９５ ８
（
４

）
：１０７

－

１ １９ ．

ｂ ． Ｋｈｃ６ｊｉ６ｂ
，

Ｃ ．Ｂ ．

＾ＵｐｅＢＨｅ
ＭＯＨｒｏｊｉｂＣＫＨｅｒｏｐｏｆｌａ ［ Ｍ  ］

．ＭｏｃＫＢａ： Ｈａｙｉｃａ
，

１ ９６ ５ ：３２５
－

３６９ ．

［ ６０ ］ 此系就宫殿原始规划而言 ，
寝殿以北后期增补的后厅未计算在内 。

［ ６ １ ］ 据报告提供的实测图推算 ： 上层台基前厅部分东西５ ０尺
、
南北卯尺 ； 前殿中部东西８ ０尺 、 南

北 ７０尺
； 前殿两夹部分各东西２５尺 、 南北５ ０尺

； 柱廊部分东西５ ０尺 、 南北 ３５尺 ； 后殿部分东

西７０尺 、 南北４５尺 。 上下层台基间距均为 １ ０尺 。

［ ６ ２ ］ 哈 日 呼勒汗 １号古城北６ ００米另有４号古城 ： 平面纵长方形 ，
据谷歌地球 ， 东西宽 １ ５ ６米 、 南北

２ ０９米 ，
横纵约合 １ ００ ｘ１ ３ ５步 ， 宽度恰为 １号古城之半 ． 城内中轴线上以 １座较大方形台基为核

心
，
前有 １座横长方形台基 ， 后有 １座较小方形台基 ， 东西两侧另对称分布８座小型台基 其中

较大方形台基边长约３ ２米 ， 合 １００尺 ， 城之几何中心在其前端中点 ． 参见 ： 松田孝一＂ 、少尔

遺蹟 ［ Ａ ］？ 乇 国現存遺蹟 ． 碑文調査研究報告 ［
Ｃ ］ ． 東京 ： 中央工

一

？Ｔ

学研究会 ，
１ ９９９ ：２６９

－

２７ ３
，
図版１ ９ ａ

，
ｂ ．

［ ６３ ］ａ ？ 松田孝一＂ 、少水少＝八＞遺蹟 ［ Ａ ］ ． 乇国現存遺蹟 ． 碑文調查研究報告 ［ Ｃ ］
． 東

京 ： 中央二
一

，＞了学研究会 ，
１ ９９９ ：

２６９
－

２７３
，
図版 １ ９ａ

，ｂ ．

ｂ ？ 白石典之． 乇＞ ３
、
’

少帝国史ＣＯ考古学的研究 ［ Ｍ ］ ． 東京 ： 同成社 ，
２００２

：
２８０

， 図３
－

６２ ．

［ ６４ ］ 木胡儿索 卜嘎古城虽然北东南三垣开门 ， 但实为坐西朝东
，
相当于其他城市东西南三垣开

门者 。

［ ６５ ］ 柔克义 （ 译注 ） ， 何高济 （ 译 ）
． 鲁布鲁克东行纪 ［ Ｍ ］ 第 １ ９章拔都的幹耳朵及他的接见。 北

京 ： 中华书局 ，
１ ９８５ ：２３ ９． 据此

，

元中都等城市在中心台基东西北三面对称布置多座小台基

的布局形式似乎表现出与蒙古幹耳朵的某些联系 。



蒙元创 建城市的形 制 与规划．

３ ４ １

－

［ ６６ ］ａ． 徐梦莘 ． 三朝北盟汇编 ［ Ｍ ］ 卷二四四 ， 引张棣金虏图经 ［ Ｚ ］ ？ 上海 ： 上海古籍出版社 ，

１９８７ ：１７５ １ ．

ｂ ． 李心传 ． 建炎以来系年要录 ［ Ｍ ］ 卷
一

六
一

，
景印文渊 阁四库全书 ［ Ｚ ］ 第３ ２７册

，
２５ ９ ．

［ ６７ ］ 傅熹年 ． 中国古代城市规划 、 建筑群布局及建筑设计方法研究 ［ Ｍ］ ？ 北京 ： 中国建筑工业出

版社 ，
２００ １ ：１２ ＿

［ ６８ ］ 赵正之 （ 遗著 ） ， 徐苹芳 （ 整理 ） ． 元大都平面规划复原的研究 ［ Ａ］ ？ 科技史文集 （ 第２辑 ）

［ Ｃ ］ ？ 上海 ： 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
，

１ ９８９ ：
２６＿

［ ６９ ］ 徐苹芳 ． 古代北京的城市规划 ［ Ａ ］ ． 环境变迁研究 （ 第 １辑 ） ［ Ｃ ］ ． 北京 ： 海洋出版社 ，

１ ９８４
：
１ １５

－

１ ２ １ ．

［ ７０ ］ 在本文所分析实例之外 ，
还有一些形制与规划相似 、 但规模等而下之的城址 ， 典型者如前述

哈 日 呼勒汗４号古城 ， 纵横以 １ ００步为准。

［
７ １ ］ 元上都东北隅为大龙光华严寺 ， 蒙古宪宗八年 （ １ ２５ ８年 ） 建 ； 东南隅为孔庙 ，

至元六年

（ １ ２６９年 ） 建 ； 西北隅为大乾元寺 ，
至元十

一年 （ １ ２７４年 ） 建 。 参 ： 魏坚？ 元上都 ［ Ｍ ］ ．
北

京 ： 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 ， ２０ ０８ ：５８
－

６３ ．

［ ７２ ］ 郭湖生 ．

子城制度 ： 中国城市史专题研究之一［ Ｊ
］

． 东方学报 （ 京都 ） 第５ ７冊
，

１ ９８ ５
， 后收人

中华古都 ： 中国城市史论文集 ［ Ｃ ］ ． 台北 ： 空间 出版社 ，
１９９７ ：１４５－ １ ６４ ．

［ ７３ ］ 宿白 ． 隋唐城址类型初探 （ 提纲 ） ［ Ａ］ ． 纪念北京大学考古专业三十周年论文集 ［ Ｃ ］ ． 北

京 ： 文物出版社 ，
１ ９９０ ：２７９

－

２８ ５ ．

［
７４

］ 吉林省博物馆 ． 吉林塔虎城调查简记 ［ Ｊ ］ ■ 考古 ，
１ ９６４（ １ ）：４ｈ４８ ？ 据谷歌地球 ， 该城周长

约５２３０米 。

［ ７５ ］ 朱国忱 ？ 塔子城调査纪略 ［ Ｊ ］ ． 辽海文物学刊 ，
１９８７（ ２ ） ：６３－６ ９

． 据谷歌地球 ， 该城周长约

４６４５米 。

［ ７６ ］ａ． 内蒙古草原地带文物干部考古培训班． 正蓝旗四郎城调查简报 ［ Ｊ］ ． 内蒙古文物考古
，

１ ９９９

（ ２ ）：２９
－

３２ ＋４３
．

ｂ ． 中国历史博物馆遥感与航空摄影考古中心 ，
内蒙古 自 治区文物考古研究所 ． 内蒙古东南部

航空摄影考古报告 ［Ｍ ］？ 北京 ： 科学出版社 ，
２００２

：
１ ３ｆ １４３ ？ 据谷歌地球 ， 该城周长约４４ １ ０

米．

［ ７７ ］ 位于四子王旗红格尔苏木西南 ， 东西宽约５ ６０米 、 南北长约 ５５ ０米。 该城推测为元砂井总管

府 ， 参 ： 周清澍 ． 汪古部的领地及其统治制度——汪古部事辑之五 ［ Ａ ］ ． 文史
（
第 １ ４辑 ）

［ Ｃ ］ ． 北京 ： 中华书局
，

１ ９８ ２ ：１ ７８
．

［ ７８ ］ 文献所记元大都宫殿建筑面阔进深数值实为柱网距离 ，
台基 自然较之为大。 其中大明殿建筑

横纵２００尺 ｘ
４１ ０尺 ， 傅熹年先生复原下层台基横纵４５０尺 ｘ７５ ５尺 （ 据元大都大内宫殿的复原

研究 ［ Ｍ ］ 附图 １ ４测算 ） 。 从元中都大殿的情况来看 ，
柱网面阔 １ ００尺 ， 下层台基宽 １ ６０尺 ，

其中柱网距上层台基边缘 １ ０尺
，
上下层台基间距 ２０尺 。 大明殿即便翻倍计之并增加一层台

基
， 所得宽度也只有４００尺之数 。



＊

３４２ ＊边疆考古研究 （ 第 １ ７辑 ）

［ ７９ ］ 白石典之．
乇 帝国史Ｏ考古学的研究 ［ Ｍ ］ ？ 东京 ： 同成社

，
２０〇２ ：１９５

－

２０９
，
２３ ０

－

２３ ６
．

［ ８０ ］ 徐苹芳 ． 十三世纪后中国北方
“

离宫
”

式的城市 ［Ａ ］ ． 新世纪的考古学 ： 文化 、 区位 、 生态

的多元互动 ［ Ｃ ］？ 北京 ： 紫禁城出版社
，
２００６ ：２６３

－２７ ５．

Ｃｉｔｙ
Ｐｌａｎｎｉｎ

ｇ
ｏｆＮｅｗｌｙ

－ｂｕｉｌｔＣｉｔｉｅｓｏｆ Ｍｏｎｇ
ｏｌＥｍｐｉｒｅ

ＬｉｕＷｅｉ

Ｔｈｉ ｓ
ｐａｐｅｒｆｏｃｕｓ ｅｓｏｎｃｉｔｙ ｐｌａｎｎｉｎｇ 

ｏｆｎｅｗｌｙ
－

ｂｕｉ ｌｔｃｉｔｉｅｓｏｆＭｏｎｇｏｌＥｍｐ ｉｒｅ ．Ａｆｔｅｒａｎａｌｙｚｉｎｇ

ｔｈｅａｒｃｈａｅｏｌｏｇ
ｉｃａｌｍａｔｅｒｉａｌｓａｎｄ ｍｅａｓｕｒｅｍｅｎｔｄａｔａ

，
ｔｉｄｅａｕｔｈｏｒｆｉｎｄ ｔｈａｔ ｔｈｅｓｅｃ ｉｔ ｉｅｓ

，ｕｓｕａｌｌｙ

ｔｅｍｐｏｒａｒｙ
ｉｍｐｅｒ

ｉａｌｐａ
ｌａｃｅｓｏｒ

ｐ
ｒｉｎｃｅ ｌ

ｙ
ｔｏｗｎｓ

，
ａｒｅｖｅｒｙ 

ｓ ｉｍｉ ｌａｒｉｎｔｈｅｉｒ
ｐ

ｌａｎａｒ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
，ａｎｄ

ｓｐｅｃｉｆｉｃ
ｐａｔｔｅｒｎｓ ｓｈｏｕｌｄｈａｖｅ ｂｅｅｎｓｅｔｂｅｆｏｒｅ ｔｈｅｙ 

ｗｅｒｅ ｂｕｉｌ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