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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馬曉

芳北京報道）北京建都870

周年國際學術研討會25日在

京舉辦，多位專家現場分享

了金中都遺址發掘的最新進

展。專家們認為，金中都遺

址發掘出的金中都外城牆、

馬面、護城河、順城街道路

等為認識北京城市變遷提供

依據，實證了北京從城到都

的轉變。金中都城遺址公園

對外開放2.6公頃，將文物

展示、文化傳承與現代生活

融合，全民共享文物保護成

果。在金中都城遺蹟鳳凰

嘴，專家們感嘆「一眼八百

年」，期待文物遺蹟被更好

保護利用，讓後人現場感受

中華歷史文明的源遠流長。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馬曉芳北京報道）在
北京建都870周年國際學術研討會上，國內外
專家對金中都遺址保護利用提出了很多建議。
會後專家們還來到位於北京豐台區的金中都遺
址鳳凰嘴，沿着被石牆和防水布保護起來的金
中都古城牆尋覓歷史，「這一段有着八百多年
歷史的古城牆，是北京首都肇始的重要見證，
一定要充分保護利用。」
金中都位於現在北京城的西南，東南角處
於北京南站附近的四路通，東北角在宣武門
內翠花街，西北角處於軍事博物館南面的皇
亭子，西南角位於北京戲曲學院旁的鳳凰嘴
村。北京古都學會副會長、北京史研究會副

會長吳文濤對金中都的城市建設，尤其是有
關水系格局的拓展以及漕運、園林等都城水
利功能的開發做了專門研究，認為金中都的
城市建設在北京歷史發展進程中有重要作
用。她表示，金朝人對金中都的營建，是今
天的北京由北方重鎮發展為帝國都城的轉折
點，在民族融合、經濟社會發展、城市規劃
與建設、城市水系及水利格局等多方面為後
來元明清定都北京奠定了堅實的基礎。
據了解，北京市現存有關金中都的多處重

要遺址遺蹟位於豐台區，如金中都水關遺
址、金中都城牆遺址、蓮花池等，這些遺址
遺蹟都得到了有效保護和利用。金中都城牆

現在地表僅存三處遺蹟，分別位於豐台區太
平橋街道的鳳凰嘴村、萬泉寺村、高樓村，
在麗澤金融商務區範圍內。
面對着被包裹保護起來的土堆，有專家建

議在土堆上方按照史料建設新城牆，新城牆
下方的古城牆遺蹟原地不動，「甚至可以考
慮在新建城牆上鋪設玻璃棧道，讓遊客更真
切感受『一眼百年』的震撼。」亦有專家表
示，金中都考古遺址本身就是非常好的文化
遺蹟，「可將金中都遺址發掘出的房址、灰
溝、灶址等遺蹟展示給遊客，讓人們在遺蹟
中感受歷史的厚重，也是一種很好的文物保
護利用方式。」

金中都考古歷程
第一階段

20世紀40-70
年代，起步階
段

第二階段

20 世紀 80 年
代至 20 世紀
末，發展階段

第三階段

21世紀以來，
突飛猛進階段

通過實地調查、全面
考古勘探和局部試掘
工作，基本復原金中
都城的準確位置和四
至範圍；

金 中 都 正 式 考 古 發
掘，發掘金中都宮殿
區以及對南城牆一處
水關遺址；

金中都城各類遺蹟陸
續被發掘現世，首次
發 掘 了 金 中 都 外 城
牆、馬面、護城河、
順城街道路等。

金中都考古
近年來重要發現

兵營；宮苑、水系；城牆、馬面、護城
河；里坊；街巷；皇家寺院；塔基地
宮；端禮門

整理：香港文匯報記者馬曉芳

金
中
都
遺
址 公元1,153年，金王朝將都城從上京（今黑龍江省哈爾濱市阿城區）

南遷至燕京（今北京市），定名「中都」。北京首次成為北方王朝
的都城，到2023年北京已建都870周年。歷經風雲變幻、王朝更迭，古
都北京呈現出大國都城的萬千景象，成為舉世聞名的歷史文化名城。

中國古代建都史轉折點
在北京市考古研究院研究館員丁利娜看來，金中都是中國古代建都史

上的一個轉折點，「此前，北京是中國北方的一處邊防重鎮或是陪都，
而此後，北京成為歷朝歷代都城的不二選擇」。2022年至2023年，北京
市考古研究院對豐台區萬泉寺村產業項目用地進行了考古發掘，發現了
金中都城內一條重要的南北向道路遺蹟，「這條道路寬約20米，從所在
位置、道路規格以及使用和沿用情況來看，初步推測是端禮門門內大
街，為進一步探尋端禮門的準確位置提供了非常重要的考古依據。」

考古成果展呈現形制布局等內容
一眼八百年，金中都遺址的發掘工作一直備受關注。丁利娜介紹，近

十餘年來金中都城各類遺蹟陸續被揭露：首次發掘了金中都外城牆、馬
面、護城河、順城街道路等，並了解了這些遺蹟的形制結構和營建方
式；在麗澤金融商務區一帶發現多種形制、不同規格的金代道路數條，
以及房址、水井、灰坑、灰溝、灶址等生活居址相關遺存等，為進一步
探討金中都的街巷與里坊布局提供了新素材。「發現的唐代、遼代及明
清等各時期的墓葬遺蹟，為深入認識北京城的城市變遷提供了重要的考
古學新依據。」
為讓全民共享歷史文物保護成果，北京豐台區以弘揚古都文化為核

心，營造沉浸式體驗氛圍，開展多元化主題活動。該區與北京考古遺址
博物館（金中都水關遺址）等單位合作承辦「都城肇始——紀念北京建
都 870周年考古成果展」，全方位呈現金中都的形制布局、社會生活、
京畿形勝等內容。研討會上，北京考古遺址博物館館長楊志國介紹，展
覽展現了豐台城牆考古成果、金代貴族烏古論家族墓等出土文物、
盧溝橋等金代歷史遺蹟，充分展示豐台區金代歷史文化底蘊。

遺址公園目前對外開放2.6公頃
香港文匯報記者了解到，正在建設的金中都城遺址

公園通過園林景觀、建築小品、空間設計等現代景
觀語言對金代歷史文化進行再現和闡釋，目前公
園15.02公頃建設面積已主體完工5.6公頃，對外
開放2.6公頃。金中都城遺址公園將結合城牆遺
址「L」形走勢位置，以「千年對話、古今交
融」為理念設計建設。金中都城遺址公園將帶
狀場地分為遺址保護帶、商務休閒帶和自然綠
化帶三部分，分別採取折線、留白和曲線三種形
式，對應城市、歷史和自然三個主題。「三帶」
中融入文化元素，從北至南分為河、門、城、
坊、藝五個區域，從金中都的河城體系、中原文化
延續、城牆夯築技術、里坊街巷特色、戲曲文字工藝
等方面，通過園林景觀、建築小品、空間設計等現代景
觀語言對金代歷史文化進行再現和闡釋，構建出歷史、文
化、生態多元一體的「北京建都之始的全景博物館」。

◆北京市考古研究院研究館員丁利娜現場講解金中都考
古情況。 香港文匯報記者馬曉芳攝

「一眼八百年」 考古發掘為北京城市變遷研究提供新依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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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中都遺蹟考古發現。 香港文匯報北京傳真

話你知話你知
金中都是金朝的都城。公元1,153

年，金王朝將都城從上京（今黑龍

江省哈爾濱市阿城區）南遷至燕京

（今北京市），定名「中都」。金

朝 120 年的歷史中，金中都作為都城62 年。金

亡後，元朝在其東北方另建新城元大都，金中

都城被作為「南城」繼續使用。元末明初後金

中都城逐漸廢棄。

◆香港文匯報記者馬曉芳

金中都
▲▼金中都城遺蹟附近的文物。 香港文匯報記者馬曉芳攝

◆金中都城遺蹟。 香港文匯報記者馬曉芳攝

◆金中都城遺蹟附近的文物。
香港文匯報記者馬曉芳攝

◆金中都南城牆夯土遺蹟。 香港文匯報北京傳真

金中都遺址地理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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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中都馬面遺蹟西南拐角。 香港文匯報北京傳真

讓遺蹟展現歷史之厚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