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宛平
史话

北京第一都 金中都的前世今生

宋宣和七年（1125年），金军以败盟纳叛为借

口攻下了北宋控制下的燕京，改名南京。金太宗天

会五年（1127年），金军灭北宋，将徽钦二帝等皇室

贵族和从开封城劫掠的文物、俘虏的人民都放置

辽南京，南京并没有成为其统治的中心。

金中都是在辽南京的基础上对东、南、西三

面进行拓展而形成的。金中都的中心是皇城，基

址位于今天广安门南滨河路一带。东西窄，南北

长，周围1.5千米，共有四座城门：东为宣华门，南

为宣阳门，西为玉华门，北为拱辰门。中都营建时

极力效仿北宋都城开封，采用外城、皇城、宫城 

重重相套的“回”字形布局，这一布局为后来元、

明、清皇城宫城的营建奠 定了基础。然而，为了

做到让皇城位于都城中心，就必须扩展城墙。根

据有关记载可知，金中都在营建时将原有的南城

墙、西城墙、东城墙向外移动了数里，而北城墙却

基本未做变动。

后 来 的 元、明、清 都 城 也 都 是 在 金 代 的 城

市 规 划 格局 基 础 上 发 展而来 的，由此 形成了北

京城现在的大体城市规划格局。

关于丰台地名的说法，“丰台”是个简称，其全

称是“丰宜门外拜郊台”，首尾各取一字。丰宜门就

是金中都的南城门，在今菜户营桥附近。这个说法

出自清初翰林院检讨朱彝尊，他认为丰台有可能因

丰宜门和拜郊台得名。他在《日下旧闻》中征引明末

清初周筼的《析津日记》作为立论依据。因《析津日

记》一书提到了京师丰台，但不知这一地名从何时

开始，周筼询问了当地人，当地人告诉他，这里并没

有什么“台”。于是朱彝尊推测，丰台可能就是金代

的拜郊台，由于邻近中都城的南门丰宜门，因此人

们把这座“拜郊台”称为“丰台”。关于“丰台”语源

的几种观点，朱彝尊的说法流传最广，目前许多史地

学者在其有关著作中采用了此说。首都博物馆原馆

长赵其昌在《唐良乡城与史思明墓》一文的“玉册

情况与丰台”中说：“北京在金代为中都所在，中都

南门有丰宜门，门南有郊台，故有‘丰台’之名，丰台

地名的出现，上限不早于金代。”这也可以看出后人

在历史研究中对丰台的几种说法所持的认可程度。

金中都是北京城市文化起源地，同时这里也

是民族迁徙与多元文化融合的见证地，北京的西

部地区是北方游牧民族— 契丹族、女真族、蒙

古族、满族、锡伯族与中原农耕民族—汉族从战

争走向融合的见证，也是元代蒙古族、明清山西移

民迁徙的重要走廊。历经金、元、明、清、民国长达

800多年的时间，成为北京联系山西、内蒙古草原

的主要通道，反映着民族迁徙与多元文化的融合。

现丽泽金融商务区曾是金中都所在地。《金

史》记载，海陵王迁都中都（今北京）之时，建城门

十三座，其中丽泽门、丰益门、端礼门就在今天丽泽

金融商务区内的丽泽桥、丰益桥附近。丽泽坐落于

北京西南二环和三环之间，自古就作为首都的西南

门户，为往来贸易作出不可磨灭的贡献。金代是最

早将北京定为国家政治中心的朝代，也是中国历史

上最早流通银铸法定货币的朝代。在金代就从此地

发行了人类历史上第一种全国通用的纸币：交钞。

交钞是金代盛行的纸币流通券，发行时间大约有80

年，曾经流通金国，在金代货币中始终占据主导地

位。为了监督纸币的发行，金代还专门设立了两个

管理纸币的金融机构，分别叫作“印造钞引库”和

“交钞库”。丽泽金融商务区在做文物勘探的时候，

也发现了许多代表金融符号的文物。

丽泽金融商务区之所以名为“丽泽”，并不是

因为身处丽泽桥，而是其身后有一种浓郁的丽泽文

化。丽泽文化实际上是产自于周易的兑卦：“丽泽,

兑；君子以朋友讲习。”从根源处就表达出现代协

同发展的思想。

金王朝文物遗存比较少，但丽泽金融商务区内

有两座完整的金代遗址公园以及古窑址、古井、将

军府基柱等保存完整的遗址，首都博物馆也留存着

丽泽出土的文物，充分证实了丽泽的文化底蕴之丰

富。丽泽规划建设特别注意保护和利用好金中都

文化遗址，彰显北京深厚的历史文化特色，实现现

代金融与历史文化的完美融合。

2019年，金中都考古项目人员在丰台区丽泽

金融商务区附近，对金中都遗址进行了又一次大规

模发掘。2020年，在丰台区丽泽金融商务区一带，

配合地铁14号线和16号线建设开展考古工作发现

一处十分重要的十字街道路遗迹，正好叠压在东

西向的14号线和南北向的16号线丽泽商务区换乘

站的底下，位置基本完全吻合，可见古人今人智慧

的碰撞和传承。

丽泽金融商务区根植于千年金中都遗址之上，

对于金中都遗址的规划和保护一直是商务区工作的

重点。它传承着金中都的金融文化，致力于打造金

融要素集聚、生态环境和谐、配套设施完善、文化

氛围浓郁的国内一流、国际知名的高端商务区。

金中都作为北京 800 多年建都史的开端，不仅见证了一个王朝的兴衰，而且也

推动了北方各民族之间的融合与交流，为北京留下了丰厚的历史文化遗产。金中都

是北京和丰台的历史，丽泽是北京和丰台的当下、未来。在历史和现在、传统和创

新的维度中，以金中都文化的历史厚度做支持，以丽泽金融文化的现代、新锐为表

现，以丰台的兼蓄、开放、进取为特质，将画出一幅更美的图画。

2023年是北京建都870周年，距今800多年前，北京开启了作为一国之都的序幕，为明清成为全

国大统一这样一个政治中心奠定了非常坚定的基础，北京逐渐演变成具有广袤疆域的一个朝代的首

都。这是金中都在北京城市发展史上的重要地位。金中都是一座融合之城，它承载了北京作为首都

800多年来的文化源头，包容大气兼具的金中都城。

金中都在北京市的具体位置
金中都的北城墙在长安街以南，东城墙在陶

然亭公园所在的南北一线上，南城墙在丰台区凤

凰嘴一带，西城墙在丽泽金融商务区一带。

金中都鱼藻池
2012年，考古工作者通过考古发掘，证实了

金中都宫城内的鱼藻池遗址是马蹄形的，上有半

岛，纠正了以往“鱼藻池上面有湖心岛”的认识，

是金中都考古的一个重要的考古成果。

近年来金中都考古发现
近年来，考古工作者对金中都城进行了一系

列的考古发掘工作，除了金中都鱼藻池遗址，还有

城墙、马面、护城河遗址，以及兵营遗址、塔基遗

址、生活居址、大型建筑基址等等。

一直到今天，考古学家还在对“古今叠压”

下的金中都进行不懈地探索。相信随着考古工

作的不断推进，不久的将来一定会有一张更加清

晰、完整的金中都城复原图展现在世人面前。

金中都城墙有多长
1958年，北京大学的阎文儒先生对金中都城

的城墙周长进行了测绘，得出金中都外城墙的长

度是18690米。

金中都水关遗址
1990年，考古队在丰台区右安门外玉林小区，

今凉水河以北50米处发现了一处水关遗址。“水

关”就是穿过城墙为城内外通水的闸门。这处水关

位于金中都南城墙的景风门和丰宜门之间。通过

这处水关，城内的水从北向南流出，汇入城外的护

城河。当时的西湖和鱼藻池，也就是现在的莲花池

和青年湖的河水从这里流入城外的护城河。

金中都水关遗址是目前唯一一处经过正式发

掘的金代的水利设施，也是中国目前体量最大的

都城水关遗址，被评为1990年度中国十大考古新

发现之一。1991年北京市政府决定将遗址永久保

存下来，就在原址的基础上修建了博物馆。

金中都水关遗址也是北京开始作为都城的

重要见证。

金中都城遗迹，是一处古老而神秘的存在。高

楼村、凤凰嘴、万泉寺三处夯土城墙遗址为仅存的

金代城墙遗址。其中高楼村城墙遗址位于丽泽路

北侧，属当年的西城墙南段；凤凰嘴、万泉寺城墙

遗址在丽泽路南侧，属当年的南城墙西段。三处城

墙遗址均为北京市重点文物，它隐匿于现丰台区

凤凰嘴村西南隅，在800多年的历史变迁中，静默

伫立，认真守护着这片曾经繁丽丰饶的土地。

那么这座金朝使用时间最长的都城，究竟是

什么样子？

金中都在哪儿
公元1153年，金朝迁都燕京，在今天的北京

市重新修建都城，并改名为中都，开启了金中都

作为金朝都城62年的历史。那么，这座叠压在今

天北京市地下的金代都城究竟在哪里呢？

金朝迁都“燕京”改名“中都”金朝迁都“燕京”改名“中都”

金中都水关遗址示意图金中都水关遗址示意图

金中都宫城鱼藻池遗址示意图金中都宫城鱼藻池遗址示意图

金中都三城相套示意图金中都三城相套示意图

金中都具体位置示意图金中都具体位置示意图

金中都城墙长度示意图金中都城墙长度示意图

铁马冰河入梦来

传承京城历史文脉

在丽泽看见未来

曲栏整理

参考资料来源：北京市考古研究院、《丰台史话》 

北
京
自
古
以
来
就
是
军
事
重

镇
。
昔
有
燕
国
吞
蓟
迁
都
于
此
，

后
有
辽
设
陪
都
对
峙
北
宋
。
其
后

数
百
年
间
，
无
数
朝
代
更
迭
，
故

都
几
番
划
界
，
却
总
能
留
下
些
断

壁
残
垣
，
供
人
怀
古
惜
今
，
追
忆

那
些
被
遗
忘
在
历
史
长
河
中
的
悠

悠
往
事
。

天
德
三
年
（1151

年
）
，
完
颜

亮
正
式
发
布
《
议
迁
都
燕
京
诏
》
，

决
定
以
宋
朝
的
汴
京
作
为
原
型
，

以
辽
南
京
为
基
础
进
行
都
城
的
建

设
，
天
德
五
年
（1153

年
）
，
宫

城
正
式
竣
工
，
完
颜
亮
下
诏
正
式

迁
都
，
改
南
京
为
中
都
，
由
此
，

中
都
城
正
式
建
立
，
奠
定
了
北
京

城
市
建
设
的
基
础
。

见
证
岁
月
变
迁

  

行
走
行
走

金
中
都

金
中
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