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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永加

早在800多年前，金国在燕京即北
京大规模地建设了一批“公园”，为后
来北京公园园林的布局和发展，奠定
了基础。人民网5月14日报道，整体完
工7 . 5万平方米的金中都城遗址公园
近日正式对外开放，该遗址公园总面
积15万平方米，“北京建都之始的全景
博物馆”已初具规模，从而使人们能够
更直观地了解金中都的概况。

公园的先声

金贞元元年(1153年)4月，金海陵
王将都城迁到燕京，改名为中都，北京
从此正式成为了首都。迁都前，海陵王
不仅下令对燕京进行了改扩建，同时
利用辽代的基本水系湖泊，大规模建
设苑囿园林，北京出现了一大批由国
家规划建设的大公园、小公园。

金中都的公园园林是从皇城内外
开始的，建有东、西、南、北四苑，西苑
最重要，还有众多的小型园林。西苑是
以燕京旧城西部的古代洗马沟(金称
西湖，今莲花池)形成的一系列湖泊水
潭为主而开辟建设的，其中的琼林苑
和同乐园最为有名。

能称为大公园的琼林苑位于宫城
内西南侧，是海陵王在辽瑶池(金改称
鱼藻池)的基础上扩建而成的，经金世
宗、金章宗两代五十多年的增建，成为
金代宫中最为优美恢弘的苑囿，自然
环境优美，建筑壮观，是金朝帝后及皇
室成员经常游玩的宫内“御花园”。元
代人称其“尽人神之壮丽”，可见其景
色、建筑之壮观。《金史·地理志》载：

“琼林苑有横翠殿、宁德宫。西园有瑶
光台，又有琼华岛，又有瑶光楼。”

琼林苑南部为瑶池，当时金人通
常把瑶池及西苑中各大湖统称太液
池，因它们是皇宫中御苑的池沼，沟通
皇城中的水系，水流畅通，池中生长着
莲花、芙蓉花。池边的楼台殿阁倒影映
入池中，如同天工图画。

同乐园相当于小公园，其位置在
玉华门外以南，相当于今之青年湖略
西一带。据《金图经》载：“西出玉华门
曰同乐园”“大定十年宴群臣于同乐园
之瑶池”。

太宁宫也堪称大公园，金大定六
年(1166年)，金世宗命少府监丞张仅言
主持在城北营建太宁宫。太宁离宫区
的水域，原是一片天然湖泊，属于高梁
河的一段河道。施工时，将这段河道扩
展加深，使之成为水域宽广的湖泊，就
成了今北海、中海、前海、后海和西海
的前身。当时这片水域称为“白莲潭”，
是因湖中广植白莲。把扩挖水域的土
堆成岛屿和环海的小山，岛称“琼华
岛”，水称“西华潭”，并重修“广寒殿”
等建筑。

或是小公园的广乐园，又称南苑，

为金中都宫苑之一。其位置应与社稷
坛相毗邻，大体在丰宜门西，临近城墙
一带。据《金史·世宗纪》载:“大定三年
(1163年)五月乙未，以重五，幸广乐园
射柳，命皇太子、亲王、百官皆射，胜者
赐物有差。上复御常武殿，赐宴击球，
自是岁以为常。”可见，广乐园内有常
武殿，为金皇帝、百官射柳、击球、习武
处所。同时，这里也是金代元宵放灯的
地方，每年正月元宵节都要张灯，还会
在其中搭架灯山，张灯结彩，热闹异
常。

经过多年的建设，金中都可谓大
公园、小公园遍布，景点众多，风景优
美，真是城在画中。著名的燕京八
景——— 太液秋风、琼岛春阴、道陵夕
照、蓟门飞雨、西山积雪、玉泉垂虹、居
庸叠翠、卢沟晓月，最初就形成于金
代。

坊市交相辉映

大家都知道，金中都是北京的建
都起点。作为都城，当时的北京城市规
模已经具备相当的水平。在人们的印
象中，北京的民居以四合院和胡同为
主。其实，远在八百多年前的金中都时
期，民居还是坊市制。

金海陵王迁都北京，在当时辽南
京的基础上进行大规模建设，住宅区
仍然采用了唐宋时期的坊市制。此时
正是南宋高宗绍兴年间，自北宋中叶
以后，由于商业经济的发展，封闭的坊
里制度已经打开，居民区与市场不再
有严格界限，且多已市坊杂处。

金中都城是仿照北宋东京制度营
建，同样改变了辽南京时旧的坊里制
度。在金中都的西、南、东三面扩建部
分，完全采用开放式的坊巷制。这些平
行的坊巷都是以城市的主干道为轴
线，在两旁排列。所以，金中都时的坊
濒临一段段的街道，故又称坊巷。

海陵王迁都北京之后，住宅建设
随之展开。据《金史·海陵王纪》载：“贞
元元年(1153年)五月乙卯，以京城隙地
赐朝官及卫士。七月戊子朔，原赐朝官
京城隙地，征钱有差。”可见，金中都虽
然宫室和城垣已经建设完毕，但是由
于中都城市扩大了，新圈进城内的不
少空地还没有开发建设，海陵王就将
这些空地分赐给大小职官和护卫军
士，用于住坊市建设。新建的住宅、商
铺在城西、南、东三面的平行坊巷中。
于是，金中都就出现了一个奇特的城
市布局，混合着坊和坊巷两种格局。

经过精心建设，金中都城内共有
62坊，比辽南京时多36坊，因为城郭扩
展后，居民区也相应扩大了。金中都的
一些坊里经过专家考证，今天仍能够
判断出大体位置。

坊市制，有坊必有市，设市更是活
跃了商品经济，便利市民参与经营和
购物消费。金中都城内坊与市是打破

严格界限建设，但是，由于北京水上交
通的特殊性，主要商业区仍在城北。这
是因为各地商货需要由水路进入中
都，都要先运至中都城东的通州，然后
再由通州沿闸河入中都；而闸河经中
都城北通过，所以百货卸放的码头即
在城北，这里原有的商业经济就比较
繁荣，所以金中都时期，其繁荣更倍于
往日。

鲜为人知的社稷坛

大家都知道的社稷坛，位于天安
门西侧，始建于明永乐十八年 ( 1420
年)，此后一直作为明、清两代祭祀社、
稷的祭坛，现在已经开辟为中山公园。

其实，北京较早的社稷坛，当数金
代所建的社稷坛，只是由于年代久远，
又没有留存下来，所以鲜为人知。

金中都作为金国帝京，设立郊坛
是必不可少的。据史料记载，他们所设
的郊坛有：南郊坛即天坛，在中都南门
丰宜门外，也就是丰台名字的来处。围
垣三重，四面各有三门，中有圆坛，坛、
垣皆以赤土覆盖，是金帝祭天的地方。
北郊方丘即地坛，在中都北门通玄门
外，围垣三重，四面也是各三门。朝日
坛即日坛，曰大明，在中都东北门施仁
门东南，其制如地坛。夕月坛即月坛，
曰夜明，在中都西北门彰义门的西南。
金帝是冬至日祭于南郊坛，夏至日祭
于北郊方丘，春分日祭于朝日坛，秋分
日祭于夕月坛。

贞元元年(1153年)十二月，海陵王
“定社稷制度”，并在中都皇城建设了
社稷坛，这也是最重要的祭坛，其建设
规模和规制都十分讲究。

我国古代，有一项“社稷祭祀”的
制度，祭祀土地神的地方被称作“社”，
祭祀谷物神的地方被称做“稷”。因此，
在古代社稷坛与宗庙同为国家重要礼
制建筑，历代帝王建国之初，都会按照

“右社稷而左宗庙”的古制原则建造本
王朝的社稷与宗庙。

而金中都的社稷坛，在海陵王建
成后，又于金世宗大定七年(1167年)进
行了改建增修，使之功能更为完善。

金国“社稷”祭礼分为常规之祀和
非常规之祀。金明昌五年(1194年)金章
宗君臣议礼时，礼官曾奏“我国家自祖
庙禘袷五享外，惟社稷、岳镇海渎定为
常祀”，说明常祀是定制。从明昌五年
二月“始以春、秋二仲月上戊日祭社
稷”，即开始了常规之祀中的仲春祈
谷、仲秋报谢。春祭旨在春播之前祈求
社稷神保佑农业丰收，秋祭旨在收获
硕果之后报答社稷神的福佑，即“春求
秋报”。当皇帝受尊号、更御名、受命
宝、誓师出征、旱灾、雨足等国家大事
或灾情异兆时，都要奏告或祭祀社稷、
山川之神，这就是非常祀。

（本文作者为枣庄市台儿庄区融
媒体中心编审委员会编审、文史学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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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阅书所得】

□颜克存

“五日休沐归，相携竹林下。开襟成欢
趣，对酒不能罢。”这是唐代诗人孟浩然在诗
中描绘的快乐休假生活。休假，在古代被称
为“休沐”，《初学记》曰：“休假亦曰休沐”，即
休息、沐浴的意思。休假，对于我们现代人来
讲，不论放多少天，似乎总是时间太短，那在
古代又是怎样休假的呢？

《史记·高祖本纪》记载：“高祖为亭长
时，常告归之田。”就是说刘邦经常利用休假
回家干农活。由此可见，现在的休假制度，是
源自古人休沐制度的一种传承与发展。

古代的休假(休沐)制度据说最早可追溯
至秦朝时期，但关于休沐制度的有关文献史
料发现极少。可以确定的是，到了汉代，官方
的休假制度基本成型。《汉律》规定:“吏五日
得一下沐，言休息以洗沐也。”就是说，汉代
的官吏每5天可以有1天时间归家洗沐、休
息，《史记·百万君传》也有“官员每五日洗沐
归谒亲”的记载，类似现代的周末。除此之
外，汉代还有一些重要的“节日假”，如岁首、
元宵、上巳、端午、夏至、伏日、中秋、冬至等，
放假1天至5天不等。《汉官旧仪》和《后汉书·
礼仪志》中就有关于“伏日万鬼行，故尽日
闭，不干它事”“冬至前后，君子安身静体，百
官绝事，不听政”的记载。汉代的重要“节日”
约15个，若按每个“节日假”平均数2 . 5天计
算，一年可休假37天，外加“五日得一下沐”，
一年之内可享受假期福利97天。此制度后一
直延续至隋代，基本无太大变化。

唐代时，休假制度较汉代有了较大改
变。唐高宗时期，朝廷专门订立规范官员休
假和致仕的法令———《假宁令》，首先改“五
日休沐”为“十日休沐”，称为“旬休”，全年公
休36天。其次，常规休假节日增多，逢假必
休。《唐律》规定，元日、冬至、清明等重要节
日放假7天，朝廷举行重大祭祀活动，官员们
返乡祭祖。其他节日，各休1天至3天不等。唐
玄宗时期，其信奉道教，增设道诞日，休1天，
还将皇帝诞辰命名为千秋节，再休3天。据不
完全统计，唐朝时各类休假节日总数多达二
十多个，休假时长较之前相比是只增不减。

两宋时期，古人的公共假期和休假制度
最为宽疏。它们虽然沿袭唐代的“十日休沐”
制度，但大量增加休假的时长。据宋庞元英
所撰的《文昌杂录》记载：“官吏休假，元旦、
寒食、冬至各七日；上元、夏至、中元各三日；
立春、清明各一日。”还在唐代各种休假节日
的基础上，大刀阔斧地开创了“天棋节”“天
庆节”(皇帝母亲生日)“忌日假”(皇帝、皇后
崩薨))等新节日。不仅如此，宋朝还实行“封
印”“开印”办公，即每年的12月20日各官衙

“封印”停止公务，直到次年1月20日才返回
衙门“开印”办公。年休假达120天以上，超过
了全年的三分之一。更有意思的是，据沈括

《梦溪笔谈》记载，宋朝官员如果不想值夜，
便在值夜的本人名下写上“腹肚不安，免宿”
便可，意思就是我肚子不舒服，不想上班，直
接“休假”。

两宋之后，元、明、清三朝对历代已形成
的休沐制度进行改革，均崇尚“劳动最光
荣”，大幅度缩减休假时长。元代继续沿袭

“旬休”制度，但将节假日骤减为约16天，全
年休假52天左右。明初，皇帝朱元璋是个“工
作狂”，他把“旬休”制度和大部分传统节假
日都取消，仅保留元旦、冬至两节，分别放假
5天和3天。直到永乐年间，才又增加元宵节，
放假10日，全年共休18天。清代继续沿用明
代休沐政策，但增设1个月的“封印”期，涵盖

“元旦”“元宵”等节假，此外端午、中秋、重
阳、皇帝诞辰，各放假1天，全年休假总数约
34天。直到1895年，光绪新政推行，“星期天休
息”制度才慢慢有了雏形，光绪三十二年
(1906年)，清政府正式推行星期日放假公休
制度，并一直沿用至今。

（本文作者为文史专栏作者、教师）

增增减减话“休沐”

金中都，北京的建都起点
【短史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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