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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金代朝日坛即是后来元代郊天坛（圜丘）

的位置示意图。

图5 金中都南郊圜丘壝墙平面示意图。

金代朝日坛 
即元代郊天坛

《金史》记载了金中都四郊坛的方位，却没有记

载四郊坛距离金中都城的距离。根据元代的郊天台

（圜丘、天坛）距离元大都的里数可以推测出金代圜

丘距离金中都城的里数。因为元代设立圜丘是依据

唐、宋、金代的礼仪设立，元大都城建在金中都城东

北，因而在建圜丘时参照金中都南郊的圜丘的方位、距

离较为可信，因此可以参照郊天台距离元大都的里数，

来推断金中都的南郊坛（圜丘）到金中都的距离。

《元史》记载：“至元十二年十二月（1276年1

月），以受尊号，遣使豫告天地，下太常检讨唐、宋、金

旧仪，于国阳丽正门东南（丙位）七里建祭台（圜丘），

设昊天上帝、皇帝祗位二，行一献礼，自后国有大典

礼，皆即南郊告谢焉。”

《元史》记载圜丘坛壝：“地在丽正门外丙位，凡

三百八亩有奇。坛三成，每层高八尺一寸，上成纵横五

丈，中成十丈，下成十五丈。四陛贯地子午卯酉四位，陛

十有二级。外设二壝，内壝去坛二十五步，外壝去内壝

五十四步。壝各四门。”（注：丙位，古代二十四山向之

一，即南偏东于子午向在7.5度-22.5度之间的方位）

《析津志辑佚》古迹：“（元）郊天台（圜丘），在

京城之南五里，有壝，设郊祀署主之。累朝故事：至治

三年(1323年）冬，上亲祀。至正十五年（1355年）冬

至日，上再祀。金大定十一年，拜郊所建。国朝因之，

事实备载太常。”是说郊天台（圜丘）在元大都城南五

里，其前身是金大定十一年（1171年）建于金中都东郊

的朝日坛，元代在其基础上改建而成。

元代一里合240步。《元史·地理志》记载元大都

城方六十里。实测元大都城周长约28.6公里，一元里

合今约477米，一元步合今约1.99米。那么，元代的七

里合今约3339米，五里合今约2385米。丽正门的大体

位置在今广场旗杆处，在卫星地图上由此位置向东南

方向即南偏于子午线15度左右（7.5度-22.5度）测量

3339米的距离，落点在今祈年殿之南，但考虑到元代

丽正门外并没有直接向东南去的道路，而所谓的“七

里”当是由丽正门南去过“天桥”，然后再东折到达圜

丘的道路计算得出的，如按此道路测量3339米（七元

里），那么在卫星地图上的落点在今祈年殿的西边。再

由东单路口南（元大都南城墙文明门）向南测量2385

米（五元里），落点在祈年殿东北侧。在祈年殿东面的

北神厨的东边一带存在明代之前的金元时期的几棵

柏树。那么，祈年殿一地就应是元代圜丘的位置所在

地，这里也是金中都东郊的朝日坛所在地。（图1）

历代天坛 
金中都城南郊圜丘体量最大

经比较，历代的天坛中，金中都城南郊的圜丘的

体量是最大的（图5、6）。

据记载，北京地区的历史上有更早的天坛，那就

是战国时期燕昭王时代的“宁台”，“宁台”的所在地

大概是石景山区苹果园地铁站西侧的街心公园内的

龟山。金中都城南的天坛在北京地区的历史上排第二

位，遗憾是金中都城南郊的天坛没有像“宁台”和隋

唐长安城南的天坛一样存留至今。

注释

【1】陈连洛《从大同北魏永固陵制看古代的长

度单位-里》《山西大同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第

23卷第3期，2009年6月。

【2】《丰台区三台子汉画像石》《北京考古四十

年》，北京燕山出版社，1990年1月，第11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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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史》记载 
天坛的外表是赤土

大台子村成于上个世纪50年代初，2009年被地

铁维修站占去。四顷三村与大台子村相邻，在大台子

村的东北。据四顷三村民介绍：大台子，呈馒头形，底

部直径约90米，高度有15米左右，土台子呈红色，由

三合土夯筑而成（有夯窝，是由白灰、砂土、红胶泥构

成，特别坚硬）。大台子谐音“大太子”，在村民的流传

中认为大台子是“大太子”坟。上个世纪50年代末村

民开始在大台子取土，60年代初附近的煤球厂在大台

子取土掺到煤里做煤球，大台子的高度被逐渐降低，

1965年大台子几乎被铲平。1966年村民因传说大台子

是大太子坟，好奇夯土之下到底是不是墓葬，往下挖

了5米左右的深坑，没有挖出东西，由于深坑不渗水下

雨存了水，便成为村里的“游泳池”，后来“游泳池”

被填平，在上面种菜，由于此处土质特殊又不渗水，蔬

菜的长势也不好。大约在1979年不知是探测队还是考

古队在此向下挖十几米，探出的全是坚硬的红胶泥，

并没挖出墓葬。大约2009年建地铁维修站，挖掉了和

占去了与地面持平的大台子的南半部分，和地面持平

的北半部分也在地铁维修站的院内。

1966年的“大台子目前尚有很高的封土堆，其

夯层 厚15厘 米，夯土中发现 唐 代 瓷 片 和金代 沟 纹

砖”【2】。这表明大台子建筑的上限在金代。历次在大

台子的挖掘，都没有墓葬，这表明大台子不是墓葬的

封土，不是传说的大太子坟。

《金史》记载天坛是“坛、壝皆以赤土圬之”，赤

土：红土、红胶泥。圬：涂抹。“坛、壝皆以赤土圬之”，

就是天坛和壝墙的外表都涂抹了有黏性的红胶泥。访

问得知大台子的表里都是主要由红胶泥构成的，这与

图3 金中都与天坛示意图。

1923年北京老地图 
显示斋宫台基遗迹

1923年的北京老地图显示，在大台子的东北还

有一个近方形的边长120多米的土台残迹（图3）。《金

史》有金代皇帝祭天在“祀前一日午后八刻，去坛（圜

丘）二百步禁止行人”的记载，金代二百步合今约320

图2 金中都南郊坛（天坛）位置示意图。

丰台南苑大台子 
是金中都的圜丘

据记载金中都城南郊的圜丘处于金中都宫城的巳

位，即南偏东于宫城所处的子午线有22.5度-37.5度之间。

金中都南城墙的位置是已知的，在今菜户营路与

莲花河交汇处的北侧东西一线（图2），东边有金中都

水关遗址。在卫星地图上以金中都南城墙为基点向南

方测量2880米的距离再结合处于金中都宫城东南约

25度左右（22.5度-37.5度）之间的角度，测量的落点

在今南苑大台子村附近。1926年的老地图显示在今

大台子村有一圆形的直径80多米的土丘（图2），被称

为大台子，大台子村就因这个大台子而得名。

 “大台子”处于金中都的距离及方位与记载相

吻合，再从“大台子”的形状、大小与隋唐长安城郊的

圜丘及明清北京天坛相仿，由此判断大台子就是金中

都的圜丘。圜丘也称圆坛、天台、天坛。

金中都南郊圜丘 
位于金中都城南五金里

明清北京天坛是有外围墙的，元代的圜丘也有外

围墙，上文说元代圜丘周围“凡三百八亩有奇”，只有

确定面积才可确定外围墙的范围。

“亩”，资料显示古代初以100步计算，从汉武帝时

期开始，按1亩为240步计算。实际上这里的“步”是指

面积单位的“方步”，即1步×1步=1方步。元代1步=1.99

米,则1亩=240×1.99×1.99=950.4平方米。那么，308

亩就是308×950.4=292723.2平方米。如以此面积按

正方形的外围墙计算可知，元代的圜丘周围有边长约

541米见方的外围墙环绕。

依据卫星地图可以推测出元大都城南的圜丘外

围墙的四至：北围墙约在今北天门东西一线、东围墙

约在今宰牲亭南北一线、南围墙约在今天坛游客中心

东西一线、西围墙约在今月季园南北一线（图1）。

金中都东城墙的位置在今魏染胡同西侧南北一

线，由此南北一线向东到祈年殿的距离约2900米，金

代一里合今约576米【1】，五里合今约2880米。也就是

说，金中都东郊的朝日坛距离金中都有五里。

综上分析，金中都东郊的朝日坛距离金中都有五

金里，元大都南郊的郊天台（圜丘）距离元大都有五

元里。根据元代延续金代天坛的方位与里数，以及金

中都到朝日坛（即元郊天台）的距离为约2880米，折

合金代五里，那么可推知，金中都南郊的圜丘在金中

都城南五金里（约2880米）的地方。

《金史》记载天坛的外表是赤土相吻合，从而进一步

印证丰台区大台子村的“大台子”就是金中都城南郊

的圜丘遗迹。

根据获得的信息，把大台子（圜丘）的位置复原

到卫星地图上，圜丘就是处于角门路与嘉园路交汇处

西南侧的地铁维修站的北端（图4）。

 明清北京城南的天坛高5.4米，为三层圆坛，底层

面径约55米，只在四面有台阶，圜丘外设方壝一匝。

元大都城南的天坛为三层圆坛，只在四面有台

阶。天坛高约6.5米，底层直径约60米，圜丘外设二

壝，内壝直径约159.5米，外壝直径约374.5米，外围墙

边长约541米。

隋唐长安城南的天坛已经发掘出来，天坛高8

米，底层面径约54米，为四层圆坛，每层圆坛都设有

向四周均匀角度分布的十二陛。金中都城南郊的天

坛与隋唐长安城南的天坛在其形制上相似，“成十二

陛，各按辰位”，只不过是“圆坛三成”，圜丘底层直

径约90米，高约15米，圜丘外设“壝牆三匝，四面各三

門”，推测外壝直径大约400米。

米，即是说在皇帝祭祀前一天下午开始以圜丘为中心

的直径640米范围内禁止有外人靠近，可知金代天坛

之外除了有三道壝墙（矮墙），再往外是没有外围墙

的，平时百姓是可以在圆坛壝墙之外走动的。斋宫在

圜丘东北，厨库在天坛之南，那么斋宫、厨库等属于天

坛的附属建筑，必然也在以圜丘为中心的直径640米

范围之内。依据这一分析，1923年老地图中的“大台

子”与其东北方“土台”的距离与方位和圜丘与斋宫的

距离与方位相合，正处于直径640米的范围之内，也就

是说这个“土台”的位置就是斋宫的位置，土台当是斋

宫的台基遗迹（图3）。

图6 金中都南郊圜丘复原想象图。

图4 金中都郊天坛位置示意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