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作者/Author：

頁數/Page：

出版日期/Publication Date：

To cite this Article, please include the DOI name in your reference data. 

引用本篇文獻時，請提供DOI資訊，並透過DOI永久網址取得最正確的書目資訊。  

請使用本篇文獻DOI永久網址進行連結:

To link to this Article:

DOI是數位物件識別碼（Digital Object Identifier, DOI）的簡稱，
是這篇文章在網路上的唯一識別碼，
用於永久連結及引用該篇文章。

若想得知更多DOI使用資訊，

請參考 http://doi.airiti.com

http://doi.airiti.com

For more information,                                   

Please see:

明初南京皇城宮城的規劃、平面布局及其象徵意義

The Planning, Plan Layout and Symbolism of the Imperial Palace Compound of 
Nanjing in the Early Ming Dynasty

doi:10.6154/JBP.1993.7.006

建築與城鄉研究學報, (7), 1993

Journal of Building and Planning, (7), 1993

徐泓(Hong Hsu)

79-95

http://dx.doi.org/10.6154/JBP.1993.7.006

1993/12



增大學建革與成鄉研克學技)

民團八十二年十二月研克論文革 79頁 - 96頁

OF BUILDING AND PLANNING NATIONAL TAIWAN UNIVERSITY

7. DEC. 1993, RESEARCH. PP.79-96

南京車城宮城的規劃、平面有局及其象徵意義

徐 j弘

The Planning, Plan Layout and Symbolism of the

Imperial Palace Compound of Nanjing

in the Early 1\直ing Dynasty
by

Hong Hsu

摘要

研太祖打破可見以前南京城市的格局，拓建南京城，於城東空曠之地規;ill建設星星城與宮城，以笑額中關傳統王者之郡

的氣象，其平函布局及顯現的象徵意義，童話耳旦中都、明清北京的影響頗大。本文旨在敘述明初南京宮城與皇城的規齡、

建設的過程，討論其平面布鳥的特點及其象徵意義，並分析葉與元大都、碗中都、明清北京星星城、宮城t寬對之瀚海或影

響 a

ABSTRACT

When 11ing Taizu (r. 1368-98) expanded the city of Nanjing he broke free from the city's pre~!\也ng arrangement

and built the imperial palace compound in an open ground to the east of the city. This was to enhance the imposing

atmosphere that characterized the imperial capitals in traditional China. The plane layout, as well as its symbolic meanings ,
of the Nanjing palace would have significant i血pact on the Central Capital (Fengyang) later in the Dynasty and the c叮

of Beijing in both 11ing and Qjng peria也This study 的crib自 由e planning and construction of the Na月iug palace 由nng

the early 裕ng and discusses the characteristics and symbolism in its plane layou t. It also traces the continui凶s and changes

between the planning of this palace and that of Dadu in Yuan , Fengyang in 1v1in臣， ar吋Beijing in the Mil宅。Qing er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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獨 1 胡初盞絨宮城第一期建設示意圖

年，朱元璋童提建都問題，召集大臣討論。由於「爾康

代皆都中原J '大部分的廷臣支張建都北芳，有的支張

「關中，險間金城，天府之國 J '有的主張「洛陽 5天

地之中，問方朝責，道靈通均 J '有的主張 r i下梁，亦

宋之舊京 J '也有主張「北平，元之宮室完備，就之可

會民力 J 0 朱元璋認為這些建議 「 皆善 J '但是「平定

之初，民未甦息 J ' r若建都於彼 ， 供給力役悉資江南

，愛勞其民j。所以只好仍以南京為都城，但南京 f去

中原頗途，控制且難J '乃另外營建中都於 f前江後搓

，以險可↑幸，以水可f曹 J r 中天下而立J 的磁波 。 (注 1 4)

於是洪武二年九月，開始集中力量營建中都。([主 1 5)而南

京城的修建工程因此不大積極進行，洪武六年( 3 7 3) ，三

月中都營建工程結束之前，南京星星城、宮城的建設，錄

添建了旗發廟、城隍廟、群神享把所、功臣廟、馬槌諸

神壇、先農壇、天下諸神祇禮、朝日壇、夕月壇、實宮

和奉先殼，但只有車耳目壇、夕月壇、齋宮和奉先殿是營

一、皇城、宮城的規對與建設

南京是中國七大古都之，自六朝以縛，十為國者1

，鞏固百五十年，尤其明初，明太祖打破以前的都城格

局，封建南京城，在城來~ij虛之地規劉建設皇城與當城

，以突顯中頭傳統王者之郁的氣象，其平面布為與顯現

的象徵意義，對明中都、明清北京的影響頗大。作者十

餘年前曾為文簡略討論，近年來讀到些相鞠論辛苦與資

料覺得咨文須補正演繹之處甚多，乃起意專就i¥J京的皇

城、宮圾，論其規齡、建設的過程及其平萄布局的特點

及其象徵意義，並分析其與元大都、明中都、明i青北京

皇城、宮城規翻之淵源或影響。

朱元璋起兵准北，因馮懿舟、陶安、棟建先等人的

建議，渡江取南京 s作為「順應天命J的 f革命j墓地

, (詮1)當時朱元璋名義上仍是龍鳳政權下的巨于，以吳

國公兼領江南行中書省箏，改元御史合為吳國公府。(詮

2)經過十年的征戰 ， 討平陳友諒 ， 進而f正言?張士詩 ， 大勢

己定，乃It至正廿六年( 366)四月，公開與紅巾1j[懿清界

線，朝向自立政權發展。(設3)新政權當有新居以顯現新

氣象，於是在人月下令 f拓建康絨 J '以原來的吳國公

府在城中，宮室[稍痺隘 J ' r 乃命劉瑟等 ← 地走 ， 作

薪嘗于鐘山之惕，在舊蛾東白下肉之外二(三)!J:!.許，故增

築新城，東北遺鐘山之且u 0 (注4)十二月， r定議以晚

年為吳元年，命有詩營建廟社，立宮室 J 0 (註5 )工程進

行得很快，改年，即吳元年( 267)二月，都城拓建工程完

成; (詮 6)八月，間丘、方丘及中土農壇等數家祭把典禮建

算完成; (詮 7)九月，太廟與新的皇城及宮殿建第完成。(

詮8)主要工稜依靠草工，在短短一年零一個月內完成。十

二月，北伐蒙元的部隊已底定山東，i¥J征的部據巴降廠

方圓珍，並攻入福建、嚴西，捷報頻傳，群臣勸進，朱

元瑋「御新宮，以群臣誰戴之意祭告于上帝皇千划，宣

布「明年正月囚日 J 5Jf:墓。 ( l主9)於是洪武元年( 368)正月

初四 E乙亥，朱元璋「把天地于南郊，即皇帝仗，定有

天下之號巴大明，建元洪武 J 0 (設 10)接著便於正月初七

日， r 自藝內邊新當 J 0 (設11)是為皇城宮城的第一期建

設 o (簡1)

朱元璋稱帝建ll!'J後，頓以建都與國防設計為憂。當

時最大威脅為北方蒙古，訪邊須重兵，若付之諸將，恐

尾大不掉，若將兵權宣隸中央，則南京離北邊太遠，指

繹不易。折衷辦法，只有{jj古代兩京制度 s乃於洪武元

年八月正式下令「以金陵為南京，大梁為北京 J 0 (註

12)但南京的地位始終不穩定 ， 因為它是 「六朝舊地 ， 國

祥不未 J '過去凡以南京為首都的，均為偏安兩國祥不

長久之五車時，名聲一向不好，不吉利。(注 1 3)且可以洪武二

一 80一



國2 防初學域宮城草書之期建設示意爾

不合帝王清高以臨下的原則，朱元璋對此頗為後悔，一

直想遷都。{泣的)洪武二十四年(1的1)，遺太于朱擦到快

商考察選都的王可能性，不幸太子還京不久便於洪武二十

五年( 3 92)閏月病逝，病中5萬上育經路建郁蔥。(詮30)朱

元璋晚年il1l此喪子之瘤，心灰意懶，他在〈祭光祿寺;址神

文〉中說道

亞美經營天下數十年，寧寧按古有緒。維宮城飯昂後

草草，形勢不稱，本欲遷都。今朕年老，精力已倦，

又天下新定，不欲勞畏。旦與廢有數，只得買車夭。

機廠里墨朕此心，福其子諜。(注3 ])

於是這個已建都二十五年和定為京師十四年、其首都地

位鐘受跳毅的南京，終能確保。既然決意以南京為當事惜

，首都的核心宮城皇城中一些不盡合乎理想的建築布局

，必須徹底改造，洪武二十五年人月下令「改建京人府

、五府、六部、太常司官署 J ' r令規摹宏壯 J ' J3.依
「在文右武，北面前朝j之禮，將 fE丟人府，更戶禮兵

工五部列於廣敬門之來，中左右前後五府、太常寺列於

院旦旦

開支茗

>;Jl.價

丸同科」山間如何\
銓區山，S'

~ ""

咒芝也

網建的，工程都不太大。(~位 6)其他都是下令營

。中草書省曾要求營建後章，朱元主剎車以「

j 為理由拒絕 ， 認為 f 俟民力稍舒

。(~主 1 7 )

、宮城的第二期整建工程的鬧晨，是在洪

f 以勞室里 J r詔罷中都役作 j 之後 。 (注

都既已放棄，遷都北 fj甘正暫時無法寶現，只好以南

1管部 。 於是七月 閑始重新授說改建皇織 、 宮域內的

與蠟堪，使 f其規模益鬧社 J '並改良其 f未盡合

之處，其中命做中郁的規對與布昂之處不少。(注 1 9)

，將太織白宮戚來南鶴遷建於 f雄關

J '在宮城在約fj 0 (泣如)十年(1 3 77)八月， r改作

門之右 J ， ~P EE宮城茵南隅遷建於宮城右前

以合乎 f左祖右社之意 J 0 太廠與社稜的 lt星星便是

。(註21)並且改建國民與方丘，將祭天的醫丘與

一，建大紀殿。(註2 2)十年十月， r改

肉宮殿成 J '據《實錄》云 f制度皆如贅，而稍

幸在 j 。 其質不是 「稍加增益j 而是大加擴建 。 比較

前後的記戴， ~IJ午 rl j曾築 了兩觀 ， 改成有有中

、左右披們的宏大建築，童醫天門左右增築東、西角

，春天殿之左右增築中左門、中右門，春天門外兩廳

、右順門，東安門內增建文筆殿，商安門

，另外後宮增集後宮正門，皇城增築端門

、承夭門、東長安門、西長安門、東安門、東上門、東

門、東上北門、西安門、西上門、西上南門、西土

、北安門、北上門、北上東門、北上西門。木但宮

t曾 築 }j!1門 ， 而且在原來的宮城外增築丁 楚皇城與

的城門。這也是仿宙中都的。(~主 23)皇械、宮城改

建完成，逐於洪武十年(13 78)正式罷北京，改南京為京

師，是為全闊唯一的都滅。(~主 24) (闊的

i¥J京量監定為京師，但處在江南，形勢上「終不能接

紹西北 J '對防禦蒙古是不利的。(&主25)而且高京的風水

一直為人所議論，雖然如諸葛亮研云金陵 f鐘山龍蟻

，石城虎弱，其帝王之割肘; (~主26)朱元璋自己也說 f

金陵險函，吉斯總長江天塹，其形勝地也。 J (首位 7)但在

歷史上，南京作為偏安而短命政權首都的逗他事實，對

大多數人來說，就像一個惡毒的咒語，難以擺脫。明人

一直有「金陵 2六車時蓄地，國掉不末。 J r年代不永J

的擔憂。而且「以地讓家言之，!lf!合黨微垣局，奈垣氣

多激 J 0 (說28)以宮城論，當時為規創建築方便，避免建

在城內閑置，須訴遷民居，而還在城東較少人房地fj作

為建築基地。但這一大片基地的北部為燕雀湖(或稱前潮

，相對於玄武揚的後湖荷吉) ，東部南部有土山，為使基

地了7整，便於依中圈都城規釗傳統營建，移土山之土壤

1'-燕雀楞，路打樁的技縮，穩函地華。但受填土易下路

或土耳得不夠平整的影響， r地勢中下 ， 南高而北卑 j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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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宮城

宮城俗稱紫禁娥，星正方形，商積約二奧見方，即

每邊1.1公里，面積1.2 1平jj公里。 (l位4)其周筒，東、北

以古脊溪，蔥、 F暫以新開梅河溝渠為護城河。(注45)城門

六門，按方位對竊、等鉅地安排於中轉錢上或兩旁。正

二、皇城、宮城的平面布局

京的首都地位時，才街始第二期整建工程。主要是對宮

殿門關制度「稍加增益J '並使其 f規模益聞壯 J '荷

且對過廟沿襲「前代之制 J r 未蓋章含1聾 」 之處 ， 加 以修

改， r吏建之為一代之典 J '作為洪武十一年( 3 7 8)確立

南京為京師之學備。(~.的8)由於主要工程多已完成 3此後

到洪武二十五年( 392)之間，沒有太大約與作，只有洪武

十七年(384)改建刑部、都察院大建寺、審刑詢、五E狂

歡事官等司法宮署於太平門外 3算是件重要的整建工程

。(設 39)洪武十九年( 38 6) ，又有人以「三代漢宋之盛，

率居中土j為白，建議 f取法前娶，毋安於江左 J '朱

元璋對此表示嘉許，於是南京的首都地位再度受到挑戰

，而有後來太子朱樣的懿中之行。(設的H且是因為太子的

去役 E 遷都之議作罷 ， 南京的首都地位 ， 再度得到確認

，才有第三期整建工程，工程集中在改建中央官辛苦於1卸

街南旁，並[令規摹宏壯j。從此臭城宮城內的建築群

，不但規模詞壯，而且主改分明，秩序井然地分布於北

起玄武門、北安門、奉天門、午門、端門、承天門、南

到洪武門、正溺門聯成的中軸線煎旁，左右對稱，布局

嚴議。南京皇城、當坡的規模與布局從此確立，其後除

了建文帝持銳意依《周樓〉改制，而將官員室內觀改名，

及永樂帝改建奉先殿於奉天鍛之西外，大致沒有變動。(

設4 1)

臭城、宮城位於南京都域的東部，是壤移山填土，

新關約地萃，使於規創建設，雖有「前昂中華~J的缺點

，卻也大致平盤。其選址是依中國傳統，占←決定約，

史稱「太祖將管宮女於南京，命錦華村地J '其選在

城束，105]為東方是屬於震卦的方位，帝居設在東jj互合

於《周易> r帝也乎震J 之意 。 (詮42)在這地基上 ， 為

使建築群體布局秩序井然、安排對稱，必須對定中軸線

，把最主重要尊貴的宮殿鬥闕建中軸線上，將其他建築安

室里於中軸線ffi側。南京皇城、宮城就是以正陽門、洪武

門、承天門、端rl、午門、奉天門、奉天殿、草書畫畫殿、

護身殿、乾清宮、坤寧宮、玄武門、北安門聯成的中軸

線，依《周禮考工記》和中懿傳統管建都城約理想，

「象法天地，經緯路fI!ij J '參考元大都、明中都的規模

而建設的。 (l主43)(聽4)

「

明初學城置宮城第三期建設示意盟個3

廣敬門之西 J '即將中央官學依左文右武排列於宮城前

方的御道兩旁。(註3 2)隨後又改建欽天監於五府之後，改

建翰林院於宗人府之後，為事府居其吹，太醫說互攻之

; (注 3 3)建鑒駕庫於豆豆城東、來長安門外; (~主 34)改建通

政使司及錦衣、旗手三衛于中華都督府之後建儀橙言2

於長安街內商，建行人司于西草書門外; (設35)立主改建大內

金水橋，端門、承天門樓及長安東、商三rl • (l主 36)所有

工程在洪武廿八年以前完成 a於是皇城、宮城布局與規

模確定，載在洪武二十八( 395)年十二月完成的《洪武京

城獨志> "(li37)盟此 ， 洪武二十五年秋開始的整建工程

，正可以說是星星戚、宮城燒盡i與建設約第三期。(國 3)

總之 ' IB於南京作為首都的地位不定，送受挑戰，

其聲建工程頗受影響， {且每當一次挑戰之後，其首都地

位受到肯定時，明朝政府就開展一次規劃與繁建工程。

第一期是明朝開國約前夕，從至工E廿六年( 366)八月至吳

元年( 367)九月 2創建新寓里E潮壇與皇城為開國作準備。

其後頭為遷都凋題在洪武三年( 369)被提出討論，與營建

中都的關係，南京皇城約建設，只是零星地進行，一直

到朱元璋於洪武八年( 3 7 5)放棄中郡的營途，重新肯定甫

一一一一…一一…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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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臼午門，其左為在被門，其右為右披門，來自東華門

，西日商草書門，北B玄武門。牛肉與玄武 Pl南北對峙，

在中車血緣上 2東華門與西華門則左右聖母稱。也於商華門

與武英殿、右服倚在一條線上 3東草書鬥與文華鍛、左IIIll

Pl在一條線上 ， 而在 、 右順門立在 「奉天門外兩聽之問

J ;如東、西華門在宮城菜、西牆的南側，與元大都宮
城釣東、商華門位在宮城東、商垣的中腹部不悶。(~.位6)

午門盾中肉湯，位當子午，即稱牛肉，寓大雄偉，威嚴

壯觀， r翼以鬧翻 J '是座獨門，共有五個悶，中三門

，東、西又各有一門，即在、右披 Pl .午門的建制，仿

串元大都崇天門，崇天門也是宮城正南門，左右有悶棍

，平頭是凶形，在有星拱門，右有雲從門。牛肉、崇天

內門名難木詞，形站時刻近似。(~主47)午門高大雄壯，內外

是皇帶閱兵之地;兩旦出於午門象徵天帝法所的南門，

品級較高，只有公侯即為并文官三品、武官區品以上，

准許由其右披門出入 3而文官II!I品、武官五品以下，則

不得出入，只能由左、右;在內出入 a文華般是東宮被毒草

之5月，武英殿約為皇帝齋戒自守所居。(泣的)

午門內為童基天門，門之左右為東、西角門樓， pq為

正殿，即春天殿，是皇帝「受朝賀j的場所。殿之左右

有門，左為中左門，右為中右門。兩耳語之間，左有文樓

，右有武樓。春天殿後為華蓋殿，華蓋聖殿後為龍身殿。

二殿均是皇帝生日、元旦等軍姜慶典縛， r大宴群臣 j

之地。{~-卸的奉天、草書畫藍、謹身三皺， ~P所謂前車臣 ， 是皇

帝處理議政的場跤，是宮城的核，已，為前後左右各種宮

、殿、門、樓所拱銜，象徵皇權至高無上，為JW-19f拱衛

。等1司於元大郡的大明殿，清代北京的太和殿、中和毅

、保和殿。

前三散之後是另一組建雞群縷，座落於中軸線上

即所謂後發 s為臭帶后妃生活的後宮。後宮主要出

宮、坤會宮組成乾法官在商，是皇帶約寢宮，坤寧當

在北，是皇后居住的中宮。這個地區，相當於清代北京

的後三殿。不祠的是明南京的後宮只有乾清、坤寧三室

，三宮中間沒有交泰殿。而且後宮只是帝、后生活盔，

不持清代以乾請當前的乾清門為 E常聽政的場研。(~主50)

乾li!i宮門內之東有奉先殿，是仿宋朝在宮中建欽先孝怠

殿之意， r每 日 焚香 ， 朔望薦新 ， 節盡量及生辰皆於此j

「以童醫神御 J ' r 祭干E用常 鏢 ， 行家人禮 J '這種「

晨昏揭兒J 的祭拜袒先的場所 ， 有別於 {歲時致亭 J 的

太獻。(~主51)更突顯後當為皇帝私生活的功能。此外據《

洪武京城菌志> '尚有柔儀殿、春和餒，位置不詳，似

乎分布於中轉線兩旁，東商對稱。3':於後宮正門與後門

是否如明i寄北京稱為乾滑向、坤寧門， <洪武京城鷗志

》與《明太槌質錄〉均無記載，而且是否也有如明清北

京位於內廷中輸兩側的東西六宮，記載也木詳。〈洪武

京城閩j志》沒有關于六宮的記載，但《胡太褪實錄》載

f 謹身殿後為霄 ， 前日乾清霄 ， 後臼坤寧霄 ， 六宮以

改序列。 J (lI52)則六宮是應該有的 ， 但此六宮是否如北

京有來六當與jIjj六寓，刻尚無資料可以查考。如果《明

太宗賞錄》所云「初營建北京，凡廟社郊把渣場宮殿

門瞬規制，悉如南京。 J ，可倍的話，似乎應該有東西六

宮。自j後宮應爾有乾清門，北有坤寧悶，浦東六寓，長

陽、永安、長濤、成陽、永寧、長寧分布於乾清、坤寧

二宮之束，西六宮壽昌、萬安、長樂、喬安、長春、

未央分布於乾靖、 t申寧二宮之間。(注54}

總之，宮城係位於皇城內闋的方~域。旁閱午門

、東華門、吉;i\;門、君主華門;主要建築群體，列在玄武

門、午門一線、北對龍廣山的中給線上，前朝有春天、

草書畫畫、護身去殿， r翼以廊癮 J '兩旁依左文右武的原

則，列著文樓、武樓、文華殿、武英殿等建第群，以拱

衛突顯前朝作為宮城核心，象徵皇權至馨的形象。(注55 )

後寢則以乾靖、沖寧二宮為主翰，兩個u輔以泰先殿、業

儀殿、春和殿與東商六霄，造成宮城後半設的另一高潮

，另一核心。(麗的

{三)皇城與中央官署

皇城里倒凸彤，絨門正門為洪武門，南與都絨正錯

Pl宣畫芳 ， 北與承天門直對 ， 法天內外兩個l有東長安門 ，

jIjj長安門。皇城*牆有東安門，j!雪牆有密安門，北牆有

北安門，東安門與宮城東華PU對，西安門~IJ與西華門

、北安門與玄武門直對。豆豆於策上肉、東上南門、東上

北門、茵上門、西上南門、商上北門、北上門、北上東

門、北上西門的具體佼盒，貝Ij至今不能確定。明清的記

載於此格當混亂，不但位星星不清楚，甚至門數也不同，

- 83 一



昀1J「上
v1

jζtil豆門 之 二jr 上來 鬥

的口

;時股

內上(屯門"

區盟國
在先gl

\i ii高 沼

從1月 門

長單身段

戀
已

國5 宮城m~章飽

《朗太袒實錄》記殺了這九門門宮的設靈，荷《洪武京

城鷗志} r宮關 j 項下 ， 僅列東上南門 、 東上北門 、 西

上南丹、西上北門、北上東丹、北上E宮內等六鬥 3而無

東上門、j§上門、北上門。但既然來上門、商上門、北

上門設有何嘗鼓應該有門， (貪錄》記載是可倍的 a參

照北京皇城規制，這九門應在皇城與宮城之筒，而非宮

城城門。東華門外，護城河束，通東安門大道上應有東

上門，沿護城河東道路，北有*上北門，甫平穹架上南門

。玄武門外，還北安門大道上，有北上門，沿宮城北牆

大道，東有北上東門，西有北上商門。西草書門外，過西

安門大道上，有百上門，給西護城河大道兩旁，北有西

上北門，南有商上南門。(注56)也就是由東華門、東上肉

、東上南門、來上北門構成一封閉的小廣場，玄武門、

北上門、北上直在門、北上西門問構成一個小廣場，商華

門、西上門、百上北門、西之南門問構成一個小廣場，

這三個小廣場一方宙可呈現宮城域內的雄偉莊殿 ' .!H蓋

九門對宮城城內也有有保護作用。

皇城南垣與洪武門正相對的是承天肉，前為主龍橋

?再往北又有一道門，是為塌門，端門更向北，則是正

對宮城南門的午門。這便是由洪武門、意是天門、五吉籃橋

、端門、午門、再經春天門、內互王君甚橋前三殿、後宮、

到玄武門、北安門，聯成一條皇城、宮城的中軸線。而

位於午門至洪武門的這條軸線上?建了一條仿漠、元制

度，分為三逅的御道。(詮5 7)卻道兩旁依北魏洛陽以來的

都城規對傳統，布到中央首辛苦， r 六卿1吾友 ， 經緯以文

，五府居函，鎮靜以武 J 0 Il主58)其中除 !f'J 部 、 大理寺 、

都察說三法可室里於太平門之外玄武湖瓣，文報官署在承

天內外御街來，依宗人府、吏部、戶都、禮部、兵部、

工部的次序，從北向F有排列，另外在五郁達一列官辛苦的

萊茵?又建-3iU官薯，從北往南，依改為單單駕煒、翰林

院、 1雷事府、太醫院。(~幻的武職嘗著 1主要列在御街頭

，依中草、主王軍、右1lJ:、前軍、後軍事都督府的次序?從

北往J¥j排列。另外部分文職官者也設在御街頭，如太常

寺設在後軍都曾HH有 3欽夫聽設在太常寺茵 3連政司、

錦衣衛、旗手衛設在中1lJ:都督府函。(~主60)根據《洪武京

城劉志》的《皇城關》並參考中i鑽牛士科院考古研究所繪

製的《明北京城復原單單} ，在御街束的含著}律坐東朝

西並朝商獨門，1:每商1官司專則一律坐茁朝束，朝東閥門，

門均朝向御道，以示尊崇之意。整體來說， r~l廷 皆噶
嚮 J '合乎《易經} r南方為離 、 明之位 ， 人君爾首以

聽天下之治J ;而五府六部則在宮城雨，合乎「人臣貝司

左文右武，北ITif而朝J的模刺意義。(設6 ])

此外承天門、東長安門、兩長安門、洪武門之間以

皇城城牆間成一 r T J 字形的封閉廣場 登 這一設計是繼

承庸長安宮廷廣場的，不同的是其封閉性比滋長安還要

強，蔚長安宮廷廣場與中央宮暮之間鼓不以皇t梅爾緒，

而明南京據《洪武京城國志} ，參考明北京城的規制，

則應有牆與中央賞者寫照，顯示明代君主威權較唐代更

高，尤其洪武卡三年廢除;i)$相制度後，改由六部分擔政

務，六部尚書地位遠較丞相為低，j!被拼除於皇城城牆

之外，因此宮廷廣場更少閒雜人等走動，使這個封閉的

廣場更加森嚴，襯托宮廷的偉大。這一設計後來也明清

北京城研繼承， (摺6，7 ， 8 )

總之，皇城為倒凸字型城，以連接午門、端肉、承

天r，、洪武門的御街為中軸線，大體按左文右武的原則

，將五府支部等中央宮署對稱地分布於兩旁。只有三法

司因茍刑法，有殺氣，不適合設置於皇城詣，而改建於

太平門外、玄武湖之東、鐘山之南，象徵天竿的貢城。(

記62)

{三}繼瀚

自古郭城不但是政治、莘學中心，同時也是宗教中

心，尤其闊家把典 ~P以2日積統治者之尊嚴、強化統治正

統性為目的。研代主要的犯典有祭天地、午土擾、祖宗、

山川等。祭扭的道廟，是極其尊貴的，因此主要分布於

皇城，宮城的中軸線，甚至延伸~都城正閥門以甫的中

軸線之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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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濟大學城市規軍j教研室編《中留城市建設

史》中獨建築工業出版社

P .l!M

極8 防主I:;京城9= P司至正陽門主宇宙圈 {根據中瀏社科

院考古研究所《明北京城復B吾爾 B 繪哥華 )

京廟、社硬是吳國家、車趕廷j意義上是等同約，明朝

建國之前夕，便加以規創建設。最初太路設在當域萊爾

，皆南向，社環線設在宮城西南，皆北向。(~主63)洪武八

年(1 3 7 5)至十年(1 3 77)改建星星城 、 宮城 ， 朱元l\t認為 jg(來

設計時， r態緣無知 J ' r 未發有察 J '以致使「地勢

少偏 J '乃依中都之制，遷太廟於端門之友，社稜墳於

端肉之右，左右對稱配室里於宮城之前、御道再草旁。 (l主64)

甚至種配置tf式，既不伺於唐長安分室里於皇域東南、西南

闕，也不同於元大都置於皇城之外左、右，而是把祖杜

牧攏在中軸線兩側，使中心御道還加胡顯突出，午門和

皇城南萄承天門憫的整償地段，納入當防建築的總體規

釗之中，整{由布局因此更緊接。這一的自中都的設計，

改變了唐代以來的規剖，而為其後明清北京域所沿襲，

的確像朱元璋說的是 f建為一代之典 J '開創了一代的

觀i度 。 (音主65 )

天地壇在正陽門外之友，自古天地向來以南北二郊

分祭，明初仍之， r祭夭于南部之國丘 ， 祭地于北郊之

方澤 J 0 國丘設在京城東南 、 王陽門外 ， 鐘山之謗 ， tf

丘設在太平門外鐘山之北。 (l主66)其後，朱元璋認為「王

者父天母地，無異祭之攘，乃以天地合壇而祭，配以f二

極淳皇帝，般以殿字，左右列壞 s以目丹星辰、岳鎮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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灣、風雲雷雨、山 } I I太歲、 H代帝王、天下神祇及有城

臨之神從記 J '於原劉丘地點，建天地堪與大字E~ 0 (設

67)這 設計改變 自古 以來天地分祭的慣例 ， 是明初都城

設計的一大特色，嘉靖年問議禮才改依古制，在北京改

建天壇於城南、地壇於城北，而南京似無另建地發方丘

之事。

山 JiI續在天地壤之筒，左為族最重廟，閩南為先農墟

。至於較日境與夕月壇約秘度是洪武三年(1 3 70)定的， {

實錄》也有「上車耳目于東郊 J r 夕 月 于西安幻 的記載 ，

但也於《實錄》沒有建築的記載， {洪武京城餾志》也

沒有朝日、夕丹二壞的記載，方位難以考定，只知一在

東郊，一在西郊。 (l主68)可能是洪武十年改建天地合祭的

天地適時'll!建E章來的日、月壇於其中 s從中巴天地，以

致原i止廢棄，因而無從察考。(闊的

總之?壇廟在明初南京皇誠、宮城競賽j芳菌，也扮

演一重要角色，主要分配在中輸線兩側，尤其袒杜位霆

，改變中關傳統都城舊制，不但1月j吊車城宮城間的空間

，而且自臭域的兩努或宮城的滅稱 9遷至午門之前，緊

集中軸御道兩旁，使中軸御道更加突顯 τ而為後來坊清

北京城所仿效。而天地壞，先農遁的位置，也為明清北

京城所承漿。

4 、 皇城、宮城平面布局的特點及

其象徵意義

皇城、宮城主要是帝王居住與治政之且時，是全閣憲

政的中心。不但在實際上提供一個生活和辦理政務的空

間，而且要顯現帝王之后的威竅，因此規釗的時候，平

面布局上要顯主見其安祠的象徵意義，在使用~閥的命名

上，也{盡量量表現象徵意義，以突出臭城、宮城的帝王氣

象。

南京皇城、宮城形狀方整，宮城在臭城之中。以城

壞論，寓大軍E間而雄壯，以建榮而論，雖然摸索，位先見

模悶壯，例如午門、端丹、承天鬥都有三他或五(國內洞

，上有重擔門樓。這正是「象天法地J '模仿宇宙的「

大 J '在可能的純間內將皇城、宮城及其中的建築，遂

得儘可能地悶壯。

其次，在平面布為1J函，由於強調中軸線的傳統，

使城門城樓、宮殿、壇廟、宮署等建築，皇宮稱安排，秩

序井然。從洪武門經過兩旁有千步廊、闊牆夾道的褲道

3 而 御道外則為排列整齊對稱約中央官署 ， 大致依1i.文

右武的原則，分布於御道代表的中軸線兩旁。通過御道

，迎酒為一五門洞的承天門與內樓， r目前為一封嶺的當

慈大廣場 9過了承天門，御道收縮，另一座上有高大的

門
也國g 壇廟m意圖

門樓主門洞的端門便在眼前，而御道東、西兩邊牆外則

為太麟、社稜壇，依 f左極右社 J n直到排列 s 使御遊的

中軸線更顯得尊貴。接著又是一他巨大的建築-午門，尤

其寓大雙闖紅上正面三個門洞，兩5年有左右披肉，共五

個 rl洞，門上又有靈機玉鳳樓，造成視覺空闊的高潮。

穿過午門，進入闋闊約宮城，在奉天內後，一座五條道

路的五龍橋跨在金水河上，過了五宮里橋便是一館大嵐場

，廣場中央有一組自奉天，華蓋、護身三大般純成的建

築群，高大陷壯，Jjj(為皇坡、宮城約核心，蔚為周密的

文武縷、武英文華殿、奉天門、乾清門對稱她拱衛著 o

j@了護身殿，進入後宮，則是以乾清宮、坤寧官及東西

六宮組成的另一邊築群。然後經玄武門，到皇城北門約

北安門。從洪武門到北安門，其問建築空悶序列愛愛疊

星星，高i湖退起，又秩序井然， ~P拜此一中軸線之踢 ， 而

且軍要建築布室里於中軸線上，突顯其地位之直是殿。

軸線不但造成對稱平銜的布局，而且聽環中國

f 中 j 的空崗意識 ， ~P {周樣，大哥徒》擇「地中j建

蟹，是天游、地利、人和最有利約位置。不僅擇閱土之

一鈞一



，立揮部城之中建王宮。「中央j是最尊貴的

，是最有統治權威的象徵。(~主 69)(劉 1 0)

額 1 0

體攻中國傳統都城繞創理想、一一《考工記霞人管

國〉最徹底的是元大部，不ja將車械、宮絨笠於都城中

央位置 2而且依「面都後市j、「前車時後且更 J ' ftc祖

右社j規模。這一傳統綾明初南京、中都繼承，然後傳

給明清北京城。朗太宗燒創建設北京時， f 凡潮社郊記

爐場宮殿F司總規制悉如南京j。南京皇城、宮城的纜車1

與《考工記匠人智麗》玉城繞到玉皇懇典裂的關飯，最

明顯便是以宮城居中，以之為農標，在前Jj為太麟，右

前Jj1志社車里績，宮城外前方為朝堂，後Jj為寢竄。被撤

象徵宗法血緣， f萬物本乎天 ， 人本乎恆 ， 故為之宗廟

，以事組考，而致報本之態 J ' (注70)杖授以示盛土 ， f
人非土木立，非教不食，以其i司功均和以養人，故祭午土

必及發 s 所以為天下祈續報功之道J ' (註71 )留此 「蜜之

昕靈，葉先廟社J ' (l主 7 2)宮城又依中 lil!I傳統的說法 ， 天

于之內有玉泉門、庫門、維門、應門、路門，廢代臭

當多依此設門於中軸線上，以向與門來iIllJ分空間，有區

別空間使用的功能，是為「前朝後寢J的制度。而前朝

又有外朝、 i台朝、燕韌的區分。(~主 73)這一 f五門三朝 J

的制度，為鐘代皇宮的主要規制。明初南京星星城宮城

主要也是因製這一制度。中軸線上，由南市北有洪武門

、承天門、端肉、午門、春天肉、乾清門，究竟甚至六何

與傳統的天予支門如何相配君說者一不-有人認為洪武

門應該除外，而依《晚宮史》把承天門定為黨禁域外向

南第一室內， (l£74)其形制寓大雄壯 ， 應為五者最外一軍

門的車門。端門則為第二Jt門，相當於庫門。午門形制

最為雄偉，有兩叡雙關對聳，相當於緯門，因為形制上

綠門有雙觀 3就{立堂與形制而論，均相合。奉天門是常

車耳，天子都F守軍車政的地Jj ，正合乎「應門居此以懲治 j

的說法 3員IJ奉天肉相當於I!r司。而乾清門為寢宮的正門

, &P 路錢之內 3 則乾?海內相當於路肉 。 至於外朝 、 治朝

、燕輯的較難與明智J南京官做粉紅，當時木像清代以乾

;青門為天于聽攻之所，沒有燕朝之設。但在路門(較清門)

之外 2天子日常liH里政務的治朝，貝目前三鍛的奉天、謹

身、華蓋可以當之。至於處理百姓事務、審環百姓獄訟

的外朝，員u因為承天門廣場是一封揚的宮殿廣場，百姓

不能接近 3就很難說是外朝了。總之，雖然有些出入 3

但基本上中軸線上宮內的投覺是合乎傳統王者 f五門三

輪 j 制度的 ， 以此體現皇城 、 宮城的主者氣象 。 (闊 I I)

鹽 1 1 周:E城圖與朝南京宮城 ， 皇絨城門對照國

{閻王絨線樣《永樂六典》卷9 5 6 5 1 «元河南

志»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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竄 1 2 皇城宮城與陰陽 、 天象翰係圈

- 88 一

心丈

之束，互合於《周易說卦》研云「帝出乎已震 J ' r 震

東15也 J '立震又象徵龍，民日東方是帝王的方位，皇城

、宮城是以龍為象徵的帝王底所，理應設置東方。(~主7 6)

至於三法司、大王里寺、王丹部、都察院之設在太平門外、

玄武湖畔，也是依「易經」絡溺五行之說，區為三法室主

主刑殺，灣陰，肅殺之氣霆，不適合宣於皇城，遂遷建

於城北太平門外玄武湖畔，辦之於都城之外，使衛殺之

氣遼闊宜。且北方為坎卦方位，坎為水，五行中水德情志

3'. r 恐 J 尚 7呵 ， 正好適合設主 IFJ法之三法司 。 尤其三法

司位於玄武湖畔、玄武為在天象中位受亦在北，則

向位覺又合乎天象。問此完全不考慮三法向與其他

官著憫之交道不便間題，而依《易經》

位置。至於其他中

，也是合於《周易》的。《周易說卦〉又云

f隊也者 賢 明也 南方之卦也 。 聖人商

，嚮明而論，蓋取藉此也。 J (詮77)

朱元璋解釋說 f南方為離、明之位，人智商

聽天下之治;故鍛廷皆南嚮，入侵左文右武'

，書畫也。 J (詮 78)因此 ， 宮城內的宮殿皆區南 ，

南mf而去，而做為人更辨公處研約

主是城、富峻的設計除依《周禮》等體現主者氣象外

3 又以取法天竄來增強其神童性 。 宮城前為戰堂 ， {i產為

寢寓，為臭帝治改與家!iii生活之地，最為尊貴，不但利

用建築群如眾廈拱衛中軸線上約奉天、草書瓷、證身、乾

ill 、 t申寧的教 、 寢 ， 而立模仿天官為宮殿 、 宮 內命名 ，

以示宮城乃人問帝王的居街，猶如夭帝之居夭霄斂。

天上紫微垣~天蒂的法腕，正處中天，而乾清宮，坤寧

亦處於星星城之正中，相當於家微壞。不但乾諧、坤寧'8

名，象徵天地清明，東西六霄，合象十二辰， ffijJ3.殿鶴

羅列，如拱衛北極天帝。天上太微 jj[為天帝的南宮，高

富的正門稱為端門，南當又有 1L、右;在 Fl '於是南京皇

城在午門與眾天門之內，也設一愣。取名端門，作為皇

宮的前門荷午門兩呂學又設在、右披門，這都表示端門

，左右被 Fl肉，以前三殿為主的 E皇宮室象似天帝的南當

o 前三殼中 ， 春天般的 「奉天 j 一詞 ， 來 自 《響經 ﹒ 泰

草書> r惟天惠民 ， 惟僻奉天 。 j 說胡君王係奉天愛民

者也。 (I主 75)黎葦殿約「華蓋 J '係夫最大帝上九屋，所

以覆蓋大辛苦之座的，象徵君王所在有如天上的天皇大帝

之居止。錢身殿的 f護身 j本指 f周天之道，分地之利

，籠身節舟，以養父母 J '在此賀指君主 f效天法組 j

'以獲天佑，保英國祥之綿長，是朗太祖立下的被盲目。

而宮城約北門稱為玄武門，也是取象於天宮，因為玄武

正是天之北霞。至於東華門與豆豆華門之命名，別來自道

教， f目為來慧 、 西華正是這教之他言 ， 則 E皇帝居E持不但

是天寓，而且是仙宮。

除了皇宮與天當相對憊，天上宮殿，人間皇宮，崇

顯草君主是天之子約iE統性與神聖佳外，皇城、宮坡的布

局、廟壇的位愛與命名，又依陰踴學說設計，顯示其配

合自然天道約象徵意義，如聽丘祭天， 15丘祭地，夫為

弱，方位為藹，均為陰， 15位為北，放祭天於南郊，祭

地於北郊。明初，閩 f王靈於正獨門外、鐘山之漪，方丘

室里於太平門外、鐘山之北，即明太極說的「所以順路獨

之位也j。如宮城南門有午門，南方為陽，午門取義於

於正午的太陽，光芒萬丈，輝話 1個海，象徵齋主至高無

上，威嚴尊貴，如 E中夭。星星城正對著的是都城之南門

正陽門， r正陽j 為眾陽之正宗 ， 為人翁齋主之象 ， 荷

蘭受朝也。前三殿為前輯，居11<1'詞，麗湯，乾靖、坤寧

宮，為後寢，屬陰。因此，外教主殿布局， J'話奇數，將

三殿之制。後寢主要宮殿，買 u用偶數，如雨宮、六宮之

制。陰陽學說還講求陰陽相擠， ~P 陰中之鶴 ， 陽中之陰

。如後且要相對前較為陰，但後寢中的乾清宮為帝王法新

，乾者天也、湯也，以示意位於後且要的 F輯部，士申寧宮為

皇后居E奇，坤者地也、陰也，以豆豆后住 11<後躍的北部，

則後寢之陰中又有悠揚相 f齊。 i主若天后池，又有男女之

別、天地之分，進一步彰顯天尊地卑、男尊女卑，乃乾

坤正位的「天經地義 J '至於皇城、宮城城址還在都城



，並依左文右武的原則，整清地排列，吏、戶、

、工五部設於御道東芳，五軍督府置於西方， r
j 。 但另一方筒 ， 所有官署的 jj位 ， 立豈不是坐

，而是在東方(即左芳)的五部主往東部筒，在西方( &P

H 生全面朝束 ; &P所有官署不論文武 ， 皆車時 向

l1II最尊貴的中軸線。宮署建築不能向藹，因為甫

的朝向 2也不能說北，因為官署建築

向北闊口，會持煞臭宮的。帝王居住的宮城，乃

，天子的威嚴至薄，除以天宮附會，又經此接

周易學說的闊釋，其神聖位正統性更是世無匹敵7

13)

I報

東雨~γ'/與 可R?E 1\月J1l\、、\、西南

來位 5可，μ 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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闊 1 3 後天八卦方位留

總之，透過皇城、宮城的平萄布局顯現的空間意義

，及門關宮殿命名顯現的象徵符號，明初統治者在規畫i

南京宮城、皇城時，格當成功地營造了一既可供統治者

使用的空間，又可彰顯于吾國偉大、君王至高無上象徵意

義的建築繞劃語言。

約記 l南京皇城、宮城遺址，三至今未曾作過科學性

約全商總簣，城牆的長度、規制，皇城、宮城的商議等

均無法確定，尤其經過踴i青之際動亂與太平天國的動亂

，遺址破壞得很嚴重。清代這傲地區創為滿城，不麗江

寧府管轄，殷此江寧窮志、縣、志中的地閩均未將這一區

域暈目出來。辛亥革命之縛，據傳誦域發生爆炸，遺址毀

壞得更厲害。 E目此只有依據史料來復原aJl初的規模與布

局，而有關史料存留於今日的不多，比較完整的只有《

明太祖實錄》與《洪武京城盟軍志> '但其中語焉不詳之

處甚多。本文錯誤之處，可議之處一定不少，尚祈jj家

指正。也希!lJ.大陸的考古工作者能對現址作徹底的論壺

，許多事設的問題或可迎刃而解。

2 明初書記敵對皇城 、 宮城未加M.格區分 ， 據王劍英先

生的研究，是萬曆軍修《大明會典》時才開始藍風「宮

城j與「臭城J的。本文為行文清楚起見，據用《萬慶

會典》的I!!i分。

3 有關都城布局的宇宙觀與象徵意義 1 Arthur \Nright

曾寫過一篇論文"The Cosmology of the Chinese City"發表

於施堅雅的W扭扭扭 Skinner}媚的{The City in La扭Impe

rial China:> (Stanford: Stanfor丘Unlv， Press 1977) P.33-73 '

其中踴代以北京為例，采談到南京，本文或可作些搞充

說坊。

4 本文寫作期問獲香港科技大學Direct Allocation

Grant的資助 ， 謹此誌謝 。

5 本文如畢誼承賴志彰先生代為繪製 ， 童基此誌謝 。

註釋

誰l 焦竑 《間朝獻徵鋒同 } (萬歷四十四年[ 1 6 1 6] f1J本) , 6/

1 ' :E1Jt貞〈宋蠻公馮勝傅> 0 <研太極實錄} (中央

研究院史話所校印本， 1961) , 1/9 ， 甲 午年(1354)

4十月條 ; 3/3 l 乙未年(1 3 55)六月 了巳條 ; 3/4 '

乙末年八月戊辰條; 4/1-2 '丙申年(1356)三丹辛gp

條。

設2 : <明太祖實錄} : 4/3 '肉串年七月己卯條。

誰3 : <萌太被實錄} , 20/3 '丙"F年(13 66)四月三E戌繞

教朱元璋以書論徐州吏民日 f近自拐元失砍，

兵起汝草草，彼惟以妖言惑l\'I.0 J 五月在討張士誠

的擻文中吏攻擊紅巾毒草蠱惑小氏， r 耳互為燒香之賞

，根據汝穎，畫畫延?可洛。妖盲既行，凶諜遂逞，焚

草草城郭，殺戮主夫，荼毒't竅，千端萬狀J 0 <紀

錄彙編} ，卷200<前吾吾紀﹒平吳仁言〉。

詮4 : <明太祖質錄} , 21 凡 ， 再午年八月庚戌條 ， 悶響

, 21/9 '丙午年十二月己未條「群陸上玄 f一

代之興，必有一代之制度。今新城既建，宮險制度

，亦室主事定。』上以國之五時童，英先廟午士。j

I主5 : <明太主旦實錄} , 21/9 '丙午年十二月己未條。

說6 : <明太祖實錄} , 22/3 '吳元年二月丁未條。

註7 : <胡太梅實錄} , 2417-9 ' 吳元年八月癸丑緣 。

說8 : <胡太祖實錄> ' 25/1 '吳元年九月甲戌條;25/

泊，吳元年九另癸卯條。

註9 : <明太祖實錄} , 28上/5品 ， 吳元年十二月 癸丑條

、丙辰練、丁巴條、戌午條。 28下 / 1 '吳元年十二

月甲子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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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 1 0 : <明太祖實錄> '的I I ' 洪武元年工E月 乙亥條 。

詮 1 1 : <胡太祖實錄> ' 29瓜 ， 洪武元年正月戊寅條 。

設 1 2 : <孝陵諮敕> (1 96+)台北學生番周《胡說鴻閣文

獻> ' 1835-1836 '洪武元年正月初閏月條。《明

太極賞錄> ' 3生11' 洪武元年八月 己 已條 。

明兩京制度議參詢部ward L. Farmer， 五位江扭扭Z

Government: The E、 。lution of Dual Caoitals(Cam

bridge, Mass: East Asian Research Center, Harvard

University, 197θ

註 1 3 鄧球 《皇胡泳化類搧 > (1 965)台 ~t閣風出版社影

印直是產量間 flJ紗補本， 80月 ， <都包〉 。

注 1 + : <朗太是且實錄> '的 1 3 ' 洪武三年九月 癸部條 ，

的11 <皇明泳化類攝> '的沌，<都昆〉。柳瑛，

《中都志> (&Ii慶三年軍 flJ本)ll16。正劍英， <明

中都> (北京中華苦奮局， 1992)2-3 。

註 1 5 : <胡太極實錄> : 99此 ， 洪武八年閏月 T 巳條 。

《皇盼泳化類編> ， 80/3<者~~ > 。 王劍英(1 982)<

《明中都〉提耍> <建築歷史與理論> 2:162-171 。

誰 1 6 : <朗太被實錄> 37 I叭 ， 洪武元年十二月 庚寅條 ，

3811 ' 洪試二年立足 丙申條 ; 38/3 ' 洪武三年正

月了商條 ; 38/3 ' 38/3 ' 洪武二年正月 乙己條 ，

38111 ' 洪武二年正月 癸丑 車 ; 39月-6 '洪武三年

二月圭午條，的/7，洪成二年二月甲車條;+日 1 3

+'洪武三年正月甲午條 ; 5216 ' 洪孟t三年五月 乙

巴條 ; 59/3 ' 洪武三年十二月 早于條 ; 6113 ' 洪

武四年二月己巴條。

註 1 7 : <明太極實錄> ， + 7 11， 洪武二年十一月 了商條

註 1 8 : <朗太觀賞錄> ， 99月，洪武八年臼)'jEj3辰條，

971+ ' 洪試八年四月 7巳條 。 王劍英認為明太極

罷建中都的涼的是商投工授反抗，鎮壓之後「首

端手心弗寧J雨「籠中都役作J ' r詔改建(南京)

大內宮殿J '參見主劍英， <胡中都> ' 57-的 。

註 1 9 : <明太祖實錄> ， 1 1 +11斗，洪武十年八月癸丑條

; 115/+ ， 洪武十年十月條 。10111 ' 洪武八年九

月辛商條。

詮20 : <明太祖實錄> ' 100丸 ， 洪武八年七月辛苦5條 ，

11011 ' 洪武九年十月 己去條 。

設2 1 : <踴太槌實錄> ， 1 1 +11 -+ ' 洪武十年八月癸丑條

; 115月 ， 洪武十年十月丙午條 。

注22 : <胡太祖實錄> '洪武十年八月庚戌條 ; 1201令5

，洪試十一月十月條。

誰23 : <現太極賞錄> ' 10111 ' 洪試八年九月學百條 ，

115此 ， 洪武十年十月條 。 比較 《實錄〉 矣元年九

月癸卯條與洪武二三年八月 E己己條，有關大內宮殿

、城內的記載與洪武十年月條，洪武十年十一月

戊申條有星星新建大內宮里主城門的記載，可知原來

大內星星城只有午門、來華門、商華門、玄武門，

改建成新的大肉，將牛肉、東華門、商華門、玄

武 r~改成宮域內，詞在宮城之外加築臭i成， j曾開

了端門、承天門‘東長安門、西長安門、東安門

、 E寶安門、北安門、其是上門、東上萬門、東上北

門、西上門、西上南丹、豆豆上北肉、北上門、北

上百門、北上東門等。皇城約I曾築是嘉軒內擴建的

一大工程。EI3於記載不詳，過去學者常被明代本

身記載旦時混淆，以致有的說來華門等為皇城門，

有的說來安門等是最城城門，其實洪武十年十一

月以前講的皇絨城門是東攀門、西華門、玄武門

、午門，洪武十年十一月新建宮城完工使用以後

，史番雄無皇坡、當I哇明白的分別， f且 《賞錄》

說到東安門等則晚畜皇梭城門，說到東華門等則

不說是臭城城內，只說是內侍管的門，剝其非三是

城城門研矣。

詮2+ : <胡史> (1 9 7 5)台北鼎文影印北京中華番局新點

校本， +2月10 、978 。

注25 鄭曉 《今古 > {紀錢袋編》卷 1 +7 ' +113 。 何孟著手

《餘寺序錄摘抄> ( (紀錄槃嬌》卷 1 +9) , 2115-16

詮26 : (古今隨餐集成> (986)成郁 ， 已蜀番社影印中華

書為排印本，<方與匯編﹒坤輿典>, 112 /7399 '

〈建都部><論南籠帝都垣為〉。

注2 7 : {明太極實錄> ' +11-2 ' 丙 申年三月 辛gp條 。

詮28 : {皇胡詠化類編} , 80/2 ' <都色〉、《古今E盡苦奮

集成} , <n輿獲總 ﹒ 坤輿典> ' 1 1 2 / 7 3 99- 7+00

，<建都部><論南Ii~帝都環馬〉。

訣別顧炎武， {天下都關利病毒} ( {個部叢fO本)原

編8/5 ' <南京宮殿〉。季士家(1 98+) <明都南京城

環路綸> {故宮博物院院刊> 2:70-81 。 據季土家云

「南京市文物保管委員會于 1 95+年在宮城東路

射擊場工地， 1958年在拆除朝陽門工地 ， 先後發

指漠、六朝墓葬多座，說明東部和南部原來是土

山。 1 9 58年東安門內 200米南京航空學院工地

1972年在西華門 內511 、 7 1 +二廠置工地及午

300米處 ， 在地表下 1.5米左右秀土磨下 ，

排列有序，每根間里巨在2至 1 2J]l[米的成排木格。

係杉木，豆豆徑在 16受到廈米之間，

長在3 ~至6米悶，最長達 15米，下部削成三

頭，共近二千根。其中還刻有“一丈五尺"

後蜜"等字樣。由此說明，宮城北部和

泊，這不但與文獻記載相合，而且說明，

懂得在自填土地區蓋房，用于了樁的先進技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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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古吉罵王蓋IE與《星星明:主化類綠} (30/31m教鶴立針E

宮城地， r 郎的湖中為正綴 ， 持己文字書水中 」 相

符。

《明太祖實錄 } ' 2 1 11 2 '洪武二十四年九月癸己

條; 217此 ， 洪武二十五年三月 丙于條 。 《 明史》

115/3549-3550 ' <奧宗孝康皇帝傅〉。

廠炎武《天下都國利病番》原編3/ 5 ' <南京宮殿

〉。錢佮坡等主編《全明文} (上海上海古祭出

版社， 19921 '第一冊，頁305 0 {r有權志 } , 51/2

，<江東形勝>: r 國朝定無金陵 ， 然江南形勢終

不能發制茁北3放高皇蒂已有事扣下、都喜盟中之意

，以東宮漿荷中止也。j

《朗太極賀錄} '220/4' 洪武二十五年八月 癸苗

條。徐學竅， {國務典蓋章} (台北學生書為影印

本， 19651 , 139/1 0 嚴敬門位豈不詳 。 中央官辛苦

位竄係參照《洪武京城陸軍志》與北京城的布局推

定的。

註33 : {朗太槌實錄} , 22211 '洪武二十五年十月己豆豆

條; 230月 ， 洪武二十六年十月條 。

注34 : {朗太祖實錄} , 235/4 ' 洪武二十六年 卡…丹麥

封條。

註35 : {朗太被實錄} '235/6-7' 洪武二十七年是歲條

。北京鷗草書館接?青妙本《洪武京城圈志》頁32。

詮3 6 : {朗太極實錄} '222/4' 洪武二十五年十一月戊

子條 ， 223/6 ' 洪武二十五年問十二丹是歲條 D 端

門、承天門、畏安東頭二肉，在洪武十年已建好

，此次係i曾改建端門與承天內的門樓為五閥閥的

建築，至於東西長安門之改建，可能也是遂得更

筒壯些。

注37 : {明太祖實錄} '243/4' 洪試二十八年十二后 卒

亥條。

詮33 : {朗太極實錄} ' 1 1 4 11 '洪武十年八另癸丑條，

115/4-5 ' 洪武十年十月條 。

註39 : {胡太祖實錄} '160/11' 洪武十七年三月 丙寅

條 a徐必建《南京都察院志》天敢癸亥(三年)于IJ本

, 1116 ' <奎綸〉。

泣40 : {明太極實錄} '17917' 洪武十九年十二月 皮子

條。

誰4 1 : {明太宗實錄} '09621台北 中研院史語m校 Ep

本， 7/2 ' (建文)三年九月三E戌條; 9下 1 3 ' (建文)

四年六月乙丑條; 9下沛 ， 洪武三十五年六丹 庚午

條; 9下 13 ' 洪武三十五年六月 T:Jl條 1 9內 ， 永

樂元年四月乙丑條。

誰役{皇踴詠化類總} ，的1 3<都色〉。程建萃， {中

皇軍古代建築與周易哲學} (長春吉林教育出版社

, 199 1) , 50 。

誰43串自於中軸線的空洞意識;諧參考王振復(19891 {中

草書古代文化中的建築笑》上海，學林出版社，第

一章第二節〈“中[@J"與建築中車曲線的美學位給〉

泣的李賢等《大明一統志} 1m安三三奏出版社影印天

j般至1年原f1J本 ， 6/1 ' <南京、城池、皇城〉。練

正祥(1 97 4)<北京的都市發展> {香港中文大學中

國文化研究所學報} ，7(\)。心?侶。

泣44參Jil，J車踐萃(1 983 ) {中國都城發展史》西安Ilit西

人民出版社， 2抖 。

泣的季士家(1 934)<研部南京城洹略論> {故宮博物院院

f lJ} , 2:73 。

設46竄j戚、金j成城門會各番或記載不同或含混不清，

尤其對來安門、豆豆安門、北安門、東華門、商華

門、玄武門等六門，那些是皇城城門，那些是宮

城城內，說法不。據最近菜發軍在《中關部城

發展史} (247-25 l)與〈南京胡宮城內名考辨> {中

綴古部研究} 2(1936)203 -207 '考証的結果，認為

明北京的門認竣制，既然 f悉如南京 J '則可依

北京皇城、當被絨 PlJ判斷南京這i戚、宮城的規制

，其自來華門、西草書肉、玄武門應該是當域城內，

東安門、豆豆安門、北安門應該是星星城城門。此說

甚為有澀，若佐以《南極志》與《朗太是iU空錄》

等當代史料，更可言堂哥思。《南樣志》載〈圖報都城

單單〉屆中有史城域內，為北安門、商安門、東安門

，而《胡太祖質錄} (1611) ， 洪武十年十一月 戊

申條載「登皇城內官均端門、承天門、東長安

門、留長安門、東安門、東上門、東上海內、東

上北門、西安門、商上丹、西上i¥J門、西上北門

、北安門、北上門、北上來門、北上西門，門設

豆、工E七品，別從七品。 J I苟 言書 ( 2 36 / 2)洪武廿八

年正丹苦于條亦設「置皇城長安、東安、西安

、北安凶門翁，餓極以給守主異軍士 o J 則來安等

P5為城城門研矣 a 又據 《現太槌質錄} (4413)洪武

二年八月己巳條紋「上命吏部定iJqf寄吾吾司官制

。直是向官午門、東草書內 E草草肉、古法門、

春天門、左右緻肉、左右紅門、豈是宮門、沖寧肉

、密左肉、當右門，各設門正一人、劉一人。 j

東華門、商華門、玄武門與奉天門、"f門向鹿為

待管E里 ， ~U其為宮城j成P5亦胡矣 。 而且 《朗太祖

實錄} 0151恥的洪武 卜年十月 條 2戰 : r 改作大內

宮殿成。春天內外兩巨龍之內有門，在白左限內

，右白布服門，在自1頁門之外為主草草書門，右!岐門

之外為哥華門。 j菜、商草書門在奉天門兩個i之外

，直在中串串線不遠 s姐此來華門、的華門為宮城城

m1f.是不可置疑的 。 〈南島民志} (嘉靖年悶刊本)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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森、 B~ l金光編(1 991) (金綾十朝帝王州> (北京

中ll!I人民大學出版社)0頁 1 46)則以東上門佼在東安

門東華門向大遁的中央 7來上璃門、東上北門則

在大遠隔旁，其他西上門、北上丹等相m單位室里互羊

肉。若依明代北京皇械、宮城資料推測，到東土

高門、東上北門當在東上 r~ ~暫北兩側 3有如北京

皇城架上帝丹在今南池子E嘻哈噶刺蹦筒，東上北

丹在今北池子與績河樓街商口交界處，似乎不在

東華、東安門大道兩側，西上部門、西上北門亦

如此，當在西上門南北限制，有如北京豆豆燒自上

南何在今南長街油漆作東、織女婿北，頭上北門

在今北美街、中部街交界處，北上東門與北上面

r~則亦當在北上門兩側 ， 有如北京皇被北上東門

在北上門東側當宮城北恆東半之中 3北上菌門在

北上門w側，大高玄殼之東 D參晃{1¥J權志》

(3217-8)<闋容> <凡各衛分定地方 > ; (胡)劉若愚

(1980) (明當史〉北京古籍出版社點校本 5一位

，金集〈宮殿繞都>;繆蓋頭等( 1987) (光緒願天

府志〉北京古籍出版社援光緒十三年于IJ本排印，

57-78' <京師志三﹒宮禁下><盼故宮考>;李盛

裝等婦， (建苑拾英> (上海防濟大學也級社

1991) , 250-251 ' <朝建北京當闊>;侯仁之(I 988 )

〈北京接史地隨集》北京北京W)反社'的-34<

朝皇峨>;學士元， (1990) (故宮札記》北京紫

禁城出版社， 194-200' <明代北京皇城〉。朱傻《

北京宮關聞說> (上海商務印書館， 1938) , 4-9

，<明代皇城內禁城外十二門考〉。

註5 7 : (朗太祖望寄錄> ' 64月 ? 洪武個年臼丹 辛:B:條 。

註58 : (洪武京城鷗志> (1 947)南京市通志館依胡刊本排

印《南京文獻》第3號 1 頁 1， <洪武京被鷗志序〉

。徐松《唐階京城坊考》北京中華發局出級立于

鍛點校本 ， 1985 ，1/10， <皇城〉 。

泣的《太極實錄> ' 2201+ ' 洪武二十五年八月 癸豆豆條

; 230/3 ' 洪武二十六年 卡月條 了230/4 ' 洪武二

十六年十一月癸丑條。儀憧司的位皇室，據《洪武

京城鷗志> (J'j' I 7)是在長安街西南 ， f!'! (朗太設實
錄> (235/6)洪武二十七年十二月條則載 f是歲

，建儀攘萄于長安街之束。 j

後， (京鐵欄志》在先 ' R較接近儀禮

立的時間， (實錄》則經三修，恐有誤。

建記載，悶在「改建通政使訪及錦衣、

于中軍都督府之後 j記載的後繭，

是記御街西宮署的建宜。又後代北京「碧藍儀司 J

的位置更是放在街筒、長安街西南第一列。則

織禮司的位置可能《京城鹽志》的記載是對的

為謹慎起見 3文中不列儀禮訝。

〈明史﹒地E皇志》及其他 i青代方志如《向治上江

兩縣志>(27上 1 10- 1 1)、《上元江寧鄉土合志> (頁

8)昕尊重東 、 間草書 丹等為皇城城門 ， 東西安門等為

宮城減門，都是不正確的。拙著〈明初南京的都石

規甚詞典人口變革甚> (食貨丹引'n復 1 0 : 3(1 98 0)亦誤

，應修正。朱傻， (元大都當鼓關考> (上海商

務部審館， 1938) ，口，<宮城凹至> ; 22-23 ' <宮

城諸 P~>。元代菜、西黎內的位置參閱俊仁之， (

E置史地主里學的 王里論與望寄錢> (上海人f;";出版社，

1979) ，頁 1 7 0 '

說47句《中國都城發展史> ' 223' (明太被實錄> 1151

4-5 '洪武十年十月條。

註48 : (明太過實錄> ' 16511 '洪武十七年九月辛丑條

180/3 ' 洪武二十年二月 至午條 。

泣的《胡太被實錄> ' 115內心 ， 洪武十年十月 條 ，

165/2 ' 洪武十七年九月 發丑條 ; 177/! '洪武十

九年正月戊午條 ; 213/1 ' 洪武二十四年十月 乙卯

條。

詮50。汪萊茵、辣f串霖， (紫禁城》天津南陽大學出

紋中土， 1989 '第三室主〈後三宮〉。

註5 1 : (明太槌實錄> ' 59/3 ' 洪武三年十二月 'l' 于條

; 61/3 ' 洪武四年二丹 乙己條 。

詮5 2 : (明太祖實錄> ， 25/ 1 0， 吳元年九月癸卯條 。

設的《可見太極賞錄> ' 232/2 ' 永樂十八年十二月 癸亥

條。

詮54周蘇奏〈吉克析北京故宮東西六霞的平面布馬>(稽

代'§史探微》北京紫禁城出版社，1991 , 299

307 '

設55向誰52又健康山作為訂宮絨、皇被中軸線的~標

，可也明人節約〈國朝都城關〉控制出來。可惜明

故宮遺址多毀，筆者尚無機會作實地鵑主堂，謹誌

以待將來。

詮鉤，參臣是誰46北上 r~等九F穹的位豈是，說法不一。朱復

〈食陵古 ~1i圖說> (上海梅瑟印番館， 1934)頁

194 '將西安門、商上南門、百三北門當作宮城茁

面向那三門，來安門、東上南肉、東上北門當作

宮城茁函同那三門， ~t安門 、 北上東門 、 北上西

門當作宮被北茵河列三門。《間治上江梅縣志》

(27上 1 1 0- 1 1)<明宮城關第十〉亦悶，且樣示東上南

、北 r~在來安門之北， W上帝、北門在西安門之

北、北上東門、西門則在北安門東西側遠處。而

張泉〈明初稿京城規劉與建設>(中關古都學會 1 984

年會論文科教於[1986] (中聽古都研究> 2:171-202

。未給閥，關兒於葉駿軍[1987] (中額都城歷史隨

錄(三吟。)新附之〈明初南京星星官復J]\圈〉與高樹

h



《洪武京城劉志 J '頁 1 7 - 2 0 ' {明太是旦實錄J '
220/4 ' 洪武二十五年人丹 要頭條 ; 235/6 ' 洪武

二十七年十二月條。明初中央嘗著:主要是中寮省

、御史台、大都督府3洪武十三年廢相改制，將

中央官署改為六部、王軍部督府、都察院等，在

未改制之諒的中香宮、御史台、大都督府官署的

位殼，有串串記載不存，或可參考中都約1且對推測

。中都的中發省、大部督府、御史台，據《鳳路

新書》是位于午門東西，依左文右武的原則，中

書會在午門束，大部督府在午Fl函，御史台在大

都督府首 s南京約中央嘗著位置可能也是如此。

中都的布為 3請參見王劍英前引書頁的-84。

的。菜單是萃， «中頭都城歷史國錢) , (讀書州蘭州大

學出版社， 19日7)第三集 頁的 、111' {太祖實錄

) '220/4' 洪武二才 五年人月 癸商條 。 《商檢志

) , 3811-2 ' <公辛苦>，洪武二十五年八丹條 c中

聽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防線， {明?寄北京繳國 J <

萌北京城復j車窗>(北京地聞出版社， 19日6) 。

《南京都察院志 J ' 1 月 ， <皇綸> ， 洪武十七年

三月十八日條。三法司的排列，係刑部居中，大

3里寺居來 ， 都察院位於函 。 詳見 《大胡一統志》

， 6月-3 ' <南京，文職公署〉。

《太極賞錄) ， 2417-9， 吳元年八月癸丑 暉; 25/1

'吳元年九月甲戌條。又何盡( 00 / 4)洪武人年七

月辛萬條戰 f祖宗神吏，舊建皇城東北，愚昧

無知，始建之時，未嘗省察，是致地勢少偏。茲

度地防友，以今日集材輿功。j剝太廟始建於泉

城東北，然自古以來友誼右社，對稱配置，從未

有祖在東北 9柱在西南之事。互助朱元璋競實j南

京的劉基等人皆碩儒，不憋不知，此「皇城東北

J '疑係「星星城東南j之誤，否刻祝詞中不會有

f地勢少偏 j 之詣 ， 而應該是 「大有偏差~ J

《明太極實錄 J ' 100此 ， 洪武八年七月 辛百條 ，

114/1斗 ， 洪武十年八月 癸丑條 。 《洪武京城劉志

) ，支 1 0 ' {大明一統志) 6/2 ' <南京﹒壞廟〉

。集中祖本主於閥門左右的設計始自明中都，參見

主劍英《明中都) , 73-75 。 胡初建社慶嫂哼 ， 太

社與太漫畫在在閃一地點，卻是分壇而祭的， r社

以祭五土之祇，誤以祭五穀之神J。太社在束，

太授在蔥，壇皆北向。洪武十年選建社援續時，

重加檢討， r 以大社大搜分祭配扭 ， 皆 因敵代之

制，欲]!建之為一代之典 J '認為 f祭非士無以

生，土非壞無以見生生之效，故祭社必及護，以

其間功均fill甫養人也 J '又引《山堂考蒙》云

f土愛軍車藹 ， 其本一也 ， 午士為九土之尊 ， 接為 ]i

穀之長，巷里生於土，別社與發函不可岐而三之矣

。 j既然「社復之祭合而一之，於古自有明話也

J '乃「改作社巷里壇于午門之右，其社援共為一

撥 J '增上設主色土，將石製社主壞於迪之中，

微草書文末 D於是改變前代杖、裂分壇之串i合建立

合坡的傳統，而為北京所承星星。詳兒《太祖實錄

) , 11411 右 ， 洪武十年八月 癸丑條 ， {古今圓毒

集成) <經濟棄婦﹒禮儀典〉第 1 87卷〈社接機典部

彙考4 · 明 > 0

設的《中關古代建築技你史J (989) 台北 ， 博速出版

杖，第十二章〈城市建設工程> , iSl '第八節〈明

清北京城﹒宮觀設計約特點>，認為明初拓展北京

帝城，使宮城、皇城與都坡鬧大為開拓3於是利

用這一空向布E監視、柱。俊仁之( 9 7 9)， 192 。

詮的。《太祖實錄) , 30/2 洪武元年二月主寅條 ; 241

7-9 '矣元年八月癸丑條。 15丘遺址不存， 1且依 《

實錄》記載確在「太平內外鐘山之才幻，雖然交

道不便，但為 r ill頁陰陽之位 J '也只好如此。這

種聽家把典象徵性建築，是否合乎陰楊主行濯論

是第一考慮?交通的家鼓不鞏妾，三j法罵不靈於

E皇城市設於太平門外也是如此 。 堅持依終在量方位

布不考慮實錄交遠因草鞋的規戳，為研初南京臭城

宮城去是盡u指導恩怨、之一大特色。

註67 : {洪武京線圖志》頁 1 0<坡廟> 0 <朗太極實錄》

, 116此 ， 洪武十年十一月 了亥條 ; 120/4品 ， 洪

武卡一年十月條。朱元璋認為天地分祭， r於心

未安 J ' E目 為人君是以天為父 ， 以地為母 ， r父

母天地，仰覆殺生成之思一也 J ' r人子事貌 ，

屬敢~處 J '雖然 f分紀者權之文也，其合花者

權之情也 J ' r徒泥英文而情不安不可謂禮 J

所以下令 f今以春首合記于南部，永為定權j

朱之蕩《金鼓爾詠J (序於天屆全四年)<夭罐勒驕〉

f在王海門外三!l!. ， 定鼎時郊天之所 。 j

註68 : {大明一統志) , 6 / 2, <總廟> 0 {朗太祖實錄

J '的15峙，洪武三年二丹主午條; 48/3-4 '洪武

三年正月甲午條，的15武三年二月筒子條; 55/4

洪武三三年八月己卯條。

泣的賀業鉅( 985) {考工記管函制度研究》北京。中懿

建築出版社，頁鉤。

詮70 : <太千旦實錄) '30/2' 洪武元年二月 三E寅條 。

註71伺誰70

詮72 : <太祖實錄) '21/9' 筒午年十二月 己未條 。

註7 3 茹兢華〈紫禁城位置及中軸線布局的探討> {禁城

營繕記》北京紫禁城出版社，1992' 152-162 0

泣7 4 劉若愚 《明復史) (北京北京古籍出紋中土新點校

本 ， 1980) ， 頁5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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設75 : (尚 j壽正義) ( {凶部備要》本 1中華書為據~c到

本校flJ) 1 1! 5 ' <君主管中第二〉。

位7 6 : (舟j易正義 ) {ll1I lllH荒要》 本 ， 中華寄馬據成刻

本校刊， 9/3 。

詮77 筒說7 6 。

設7 8 : (胡太被安錄) '220/1' 洪武二十五年八丹 癸莒

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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