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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題二：明代國勢的張弛 

第三章：明代的都城建築：北京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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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北京城位置 

- 北京位於華北平原西北部，有永定河流經其西南，背靠燕山山脈，鄰近渤海，是北方交通樞紐、軍事和商業都城。 

- 古稱薊城，遼朝稱燕京，金朝稱中都，而元朝稱大都。 

- 明太祖驅逐蒙古人後，將大都改稱為北平，其後明成祖遷都北平，改稱北京。 

 

二、北京早期發展 

- 古代北京起源甚早，在殷商時已有薊（北京西南廣安門一帶）方國。 

- 西周時期，周武王封帝堯之後於薊。 

- 周公平定三監之亂後，徙召公之燕國於現今北京附近（確實位置不詳）。 

- 春秋時期，燕國兼併了薊國，並以此為都城，仍稱「薊」。 

- 秦統一天下後，在燕國舊地置郡，薊為郡治。 

- 由秦自唐宋，薊一直是行政地區首府。 

- 自秦在其地置郡，下紇隋唐，薊城逐漸由地方治所發展成北疆軍事重鎮。 

- 遼國兼併燕雲十六州後，將薊升格為南京，又稱燕京。 

- 公元 1153 年（貞元元年），金朝之海陵王亮遷都燕京並加以擴大規模，稱「中都」。 

- 這時北京已由軍事重鎮向政治中心轉變。 

- 元朝統一全國，在金中都的東北角，另建新城，是為大都，又名汗八里，即大汗之居處。 

- 明太祖朱元璋驅逐蒙古人後，定都南京，而將大都稍向南移，改稱北平。 

 

三、明成祖遷都北京 

- 明太祖封第四子朱棣為燕王，坐鎮北平，以備蒙古。 

- 朱棣於靖難之變奪得皇位，是為明成祖。 

- 公元 1406 年（永樂四年），明成祖開始營造北京宮殿，改造城池。 

- 明成祖亦完善京杭大運河，確保北京城的物資供應。 

- 公元 1420 年（永樂十八年）北京城全部峻工，明成祖正式下令遷都。 

 



四、明代北京城規模 

4.1 北京城格局 

- 明代北京城是在元大都城基礎上稍稍改變，首先在故元大內的舊址稍向南移，重建宮殿（紫禁城），並加築護城河。 

- 另用挖出來的泥土在紫禁城的正北方，堆起一座土山是為萬歲山，俗稱煤山。 

- 將在元代時分散的各官署，集中在皇城南面。 

 

4.2 加建外城 

- 因北京城曾被瓦剌及俺答先後兩次圍攻，公元 1550 年（嘉靖二十九年），兵部尚書聶豹、給事中朱伯宸先後建議加建外城，將

北京城圍住。 

- 但因工程浩大，財力不繼，只築南城十三里，北京城因此形成凸字形。 

- 紫禁城居中央，北京東西居民往來需繞道，而中央官署在紫禁城南面，形成人流集中南郊。 

- 京杭大運河北方的終點在北京南的通州，糧食貨物再經陸路入北京城。 

- 因此北京城南郊形成一片商業繁華地區，北京加建外城遂先在南郊開始。 

 

4.3 商業佈局 

- 在這外城內，從街道名稱來看，可反映出北京南郊的經濟盛況。 

- 有以商品命名的，如帘子胡同、豆腐巷、簪兒胡同、趙錐子胡同、手帕胡同、孔砂鍋胡同等等。 

- 有以商業集市命名的，如鮮魚巷、豬市口、缸市口、煤市口、蒜市口、柴市口、果子巷等。 

- 有以外省地名命名的，如陜西巷、河南巷、四川營、山西營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