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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2008年年初，我们总算和清华大学完成了谈判，召开了一个小小的新闻发布会。
面对一脸茫然的记者和不着边际的提问，我心里想，和清华大学的这项合作，真是很有必要。
在“大国”、“崛起”甚嚣尘上的背后，中国人不乏智慧、不乏决心、不乏激情，甚至不乏财力。
但关键的是，我们缺少一点“独立性”，不论是我们的“产品”，还是我们的“思想”。
没有“独立性”，就不会有“独特性”；没有“独特性”，连“识别”都无法建立。
我们最独特的东西，就是自己的文化了。
学术界有一句话：“建筑是一个民族文化的结晶。
”梁先生说得稍客气一些：“雄峙已数百年的古建筑，充沛艺术趣味的街市，为一民族文化之显著表
现者。
”当然我是在“断章取义”，把逗号改成了句号。
这句话的结尾是：“亦常在‘改善’的旗帜之下完全牺牲。
”我们的初衷，是想为中国古建筑知识的普及做一点事情。
通过专家给大众写书的方式，使中国古建筑知识得以普及和传承。
当我们开始行动时，由我们自己的无知产生了两个惊奇：一是在这片天地里，有这么多的前辈和新秀
在努力和富有成果地工作着；二是这个领域的研究经费是如此的窘迫，令我们瞠目结舌。
希望“中国古代建筑知识普及与传承系列丛书”的出版，能为中国古建筑知识的普及贡献一点力量；
能让从事中国古建筑研究的前辈、新秀们的研究成果得到更多的宣扬；能为读者了解和认识中国古建
筑提供一点工具；能为我们的“独立性”添砖加瓦。
                                                                      王群华润雪花啤酒（中国）有限公司总经理2009年1月1日于北京

Page 2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北京天坛>>

内容概要

这是一部有关天坛的普及读物，在满足建筑爱好者，及旅游者的需求之外，它同样是一部精研的学术
专著。
著作以天坛建筑群为主体叙述结构，包括建筑的布局规划、建造的过程、空间意境的营造、神性的表
达和象征意义，还有天坛的历史由来，以及朝代更替，所带来的天坛整体，乃至各个局部的变化。
全书资料翔实细致，用典很多，但并不晦涩，无论是艺术还是史料的典故，都可以说恰到好处。
随着阅读的深入，将进一步感受到著作丰富的文化内涵与外延，如中国古代的天崇拜与祭祀礼仪的演
变过程，甚至于从中感受到中国文化乃至东方哲学的精神内核，那是有别于西方宗教的“天人合一”
的信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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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第一章 走近天坛第一节 天国的神殿北京天坛建筑，似乎令人们既熟悉又陌生，它从历史中走来，矗
立在我们面前， 令我们赞叹，也令我们迷惑。
它那崇高与优雅的造型和空间令我们感动，也令我们好奇。
让我们走近它，触摸它，思索它，或也能够理解了它。
以其神圣与纯净而著称于世的天坛建筑群，是中国古代建筑中的精华。
那由低矮的壝墙所环绕的天坛，以其平阔舒展的三层汉白玉坛台，在周围绿树浓阴的映衬下，显得高
贵、博大，站立其上，似乎可以有触摸到天穹的感觉。
而与天坛遥遥相对的祈年殿，则以其三层汉白玉台座烘托的亭亭玉立的三层圆形攒尖屋顶蓝琉璃瓦建
筑，更显出高尚、典雅、纯净的风姿。
那么，让我们走近这座美轮美奂的建筑，做一番历史的游历吧。
（图1. 1 天坛鸟瞰; 图1.2 天坛总图）如果阅读一点西方历史文化中的典籍，我们就会知道，在西方的文
化传统中，往往将他们最为尊崇也最神圣的地方或事物称之为“天国的”某某物。
比如，作为基督教、犹太教与伊斯兰教所共有的圣城巴勒斯坦的耶路撒冷，就是西方历史文献中所经
常提到并称之为的“天国的耶路撒冷”（Heavenly Jerusalem）。
而曾经在耶路撒冷矗立的见于圣经《旧约》记载的由古代以色列王所罗门所建造的犹太教圣殿——耶
路撒冷的所罗门圣殿，也常常被西方人称为“天国的圣殿”（Heavenly Temple of Solomon in Jerusalem
）。
所罗门圣殿甚至成为西方历史上基督教教堂建筑所尊崇的原型。
无独有偶，古代中国也有这样一座建筑，以其神圣、崇高与典雅，而备受世人的尊崇。
不惟历代的中国帝王们要在它面前顶礼膜拜，而且，它也受到了西方人的崇敬。
在西方人所转译的语汇中，它也同样被称之为“天国的神殿”（Temple of Heaven）。
它就是举世瞩目的北京天坛。
据说，在上个世纪80年代，法国巴黎举办的一次世界范围内的推选每个人心目中最美的建筑的活动中
，中国北京的天坛建筑群，就名列入选的30余座世界上最为美丽的建筑之列。
1994年，根据世界文化遗产的遴选标准，中国北京天坛（英文名称: Temple of Heaven）被正式列入了
《世界遗产名录》（编号: 200-021）。
世界遗产委员会还对天坛建筑群做出了如下评价：天坛建于公元15世纪上半叶，坐落在皇家园林当中
，四周古松环抱，是保存完好的坛庙建筑群，无论在整体布局还是单一建筑上，都反映出天地之间的
关系，而这一关系在中国古代宇宙观中占据着核心位置。
同时，这些建筑还体现出帝王将相在这一关系中所起的独特作用。
显然，从这个极其简单的评价中，我们已经可以约略地看出，天坛不是一座简单地为人提供遮风避雨
空间的居住性建筑物，也不是一般意义上的用来供奉神佛的宗教殿堂，更不是古代帝王号令天下的宫
殿。
可以说，它是用来象征中国人理念中的天地关系的建筑，它是用来体现古代中国人的独特宇宙观的；
它也是为古代帝王所提供的，人世的统治者——帝王，与宇宙万物的主宰者——天，进行交流沟通的
神圣场所。
或者说，这组宏伟建筑群的精神象征意义要远远大于它所能提供的物质功能。
这就是天坛，是古代中国人的至圣之坛。
如果作一点简单的描述，我们可以知道，目前仍然矗立在北京南城的这座伟大的建筑物，最初建造于
明代成祖永乐十八年（1420年），初建时的名称是“天地坛”，也就是说，这里最初是帝王同时祭祀
天地的地方。
直到明代嘉靖九年（1530年），又在北京城的北郊专门建立了祭祀后土之神的地坛，并将原来的“天
地坛”改名为“天坛”之后，这里就成为了明清两代帝王专为祭祀上天和祈求丰收而斋戒礼拜的神圣
场所。
天坛位于北京南城天桥南大街与永定门内大街的东侧(图1.3 天坛在老北京城的位置)，其中包括 “圜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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坛”与“祈谷坛”两组坛壝建筑群，是明清两代帝王祭祀上天、祈祷五谷丰登，以及在大旱之年祈雨
的场所。
每年的一些重要时节，如冬天的冬至日、春天的正月上辛日，以及一年时间的居中时节——孟夏日，
皇帝都会到天坛进行祭祀与祈祷。
在深入探究天坛建筑的种种奥秘之前，我们先来对天坛建筑群做一个简单的了解。
从总体上来看，这一整座宏大的坛壝建筑群有内外两重宫墙，经过刻意设计的天坛宫墙，其平面的格
局为南方北圆，即将内外宫墙的南墙与东西墙均按正角直交的矩形平面布置，而将内外宫墙的北墙都
按照圆润的弧线形平面布置，从而突显了整座天坛建筑群所表征的古代中国人理念中的“天圆地方”
的宇宙象征性内涵。
明代初建时的天坛内外宫墙是用土坯砌筑的，到了清代乾隆十二年（1747年），又在土墙之外包砌城
砖，从而形成了现在的砖筑宫墙。
外墙周长6553米，南北墙的距离为1657米，东西墙的距离为1703米。
总占地面积为273万平方米，比明清故宫紫禁城的面积还要大，是目前所存占地面积最大的古代祭祀性
建筑群。
明清时代的天坛，仅仅在西边临永定门内大街的一侧开有两座宫门，偏北处设置的门为“祈谷坛门”
（图1.4祈谷坛门），偏南处设置的门为“圜丘坛门”（图1.5圜丘坛门）。
而这也正对应了其第二重宫墙以内所环绕的两组天坛主要建筑群：北部为以祈年殿为核心的祈谷坛，
南部为以圜丘台为核心的圜丘坛。
天坛的内宫墙南北长1283米，东西宽1025米，周回4152米，占地面积约为130万平方米。
两组坛壝建筑群被一座长约360米，宽约28米，高2.5米的砖筑石台，像一道天平的秤杆一样，将南北
两坛巧妙地联系在一起。
这座砖石台座被称为“神道”，或“海墁大道”，又称“丹陛桥”（图1.6-1丹陛桥-从南望北, 图1.6-2 
丹陛桥-从北望南）。
端庄肃雅的祈年殿及其附属建筑就坐落在这座神道的北端，而空灵幽静的圜丘坛与皇穹宇则位于神道
的南端，通过这座丹陛桥的联系，天坛的南北两组核心建筑群，以其超然物外的单纯、肃穆与庄重、
古雅，形成了一个完整而不可分割的建筑艺术整体。
在内宫墙靠近祈谷坛的方向，即偏北处的东、西、北三面宫墙上，分别辟有宫门一道，俗称为东天门
（图1.7 东天门）、西天门（图1.8 西天门）和南天门（图1.9 南天门即昭亨门）。
在内宫墙以里，还特别在皇穹宇以北的位置上设置了一道东西向的隔墙，墙与内宫墙的东西墙相交，
从而在空间上将祈谷与圜丘两坛区分为两个各自独立的空间。
位于北侧的以祈年殿为核心的祈谷坛又在四周设置了方形的砖筑壝墙，墙东西宽157.5米，南北长187.5
米，墙周回690米，并在壝墙的东、西、南三侧，各开有三间砖砌拱券门，并在北侧设有三座歇山式琉
璃瓦顶门（图1.10-1 东砖门, 图1.10-2 东砖门入口-望祈年殿; 图1.11 西砖门; 图1.12 南砖门）。
位于南侧圜丘坛部分，则在东、南、西三面分别开有泰元、昭亨和广利三座门，而在北面，沿神道中
心线，在东西向隔墙向北突出的半圆形墙的正中，开有沟通两坛的三间方形大门——成贞门。
在圜丘坛北有皇穹宇，是放置圜丘“昊天上帝”牌位的地方。
其前有配殿，其四周围绕一道圆形壝墙，墙高3.72米，墙周长193米，墙内侧因其平整光滑，能够形成
声音的反射传递，而被俗称为“回音壁”。
圜丘坛之东为神厨、神库、宰牲亭等建筑，是用以存放祭祀之用的祭器、乐器，及制作祭品的地方。
祈年殿以北也设有为祈谷坛奉祀神位的供养所，初名天库，后改名为皇乾殿。
殿内正面有一个方形石台，台上设有神龛，用以供奉“皇天上帝”牌位，其后设置有用硬木雕琢而成
的九龙屏风（图1.13 皇天上帝牌位及九龙屏风）。
祈谷坛壝墙东门外布置有宰牲亭，及神库、神厨等建筑，将这些附属建筑与壝墙联系在一起的是一个
有72间之多的曲尺形走廊，俗称“七十二间房”（图1.14 长廊）。
此外，在天坛内宫墙西天门的南侧设有供帝王在祭祀前进行斋戒准备的斋宫。
斋宫为坐西朝东布置，其平面呈正方形，占地面积为4万平方米，内有正殿和寝宫，并有供皇帝在祭
祀前沐浴用的熏沐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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斋宫内还有茶果局、御膳房、衣包房等功能性建筑。
神乐署则位于外宫墙西墙以内，在祈谷坛门之南的位置上，是祭祀乐舞的排练场所。
明代永乐年初建时，其名为神乐观，清代乾隆年间改为神乐署，俗称为“天坛道院”。
这是一座有两层殿堂的院落，其前殿为五间，名“凝禧宫”；其后殿为七间，名“显祐殿”。
前后殿左右则设有廊庑配殿，其前东向设有三开间大门一座。
北京天坛在初建时，被布置在北京内城城门外的东南，这与中国古代礼制建筑中所遵循的南郊祀典之
礼相吻合。
到了明代中叶，随着城南的人口积聚，在内城之外又砌筑了外城，形成了我们所熟知的“凸”字形的
明清北京城城市平面。
而天坛，以及与之相邻的同样用于南郊祀典的先农坛，都被括入了北京外城之内。
今日的天坛，位于北京外城中轴线的东侧。
占地273公顷的天坛，以其平远开阔的空间和大片郁郁葱葱的松柏树木簇拥的丹陛桥呈托起南北两端的
圜丘坛与祈年殿，那汉白玉的坛台与栏楯,那红墙、红柱与蓝瓦，以及檐下的青绿彩画，在绿树与蓝天
的映衬下，宛然一幅超然物外的空灵图景。
特别是当你一个人站在祈年殿前向上仰望，在三重汉白玉台基与红色墙柱的衬托下，那与蓝天相接的
蓝色屋瓦之上，是一个熠熠生辉的金色宝顶直插云空，使你恍惚间觉得这婷婷玉立的三重檐子的殿阁
，就是天国的一隅。
那华美、纯净、雪白的台座，翼翼的飞檐，会令你不由地产生一种超凡出世的遐想。
然后，你转身慢慢地踱过那长长的丹陛桥，穿越那恬静、优雅的成贞门，绕过皇穹宇，步入低矮的圜
丘坛的壝墙之内，从圜丘的南侧台阶，缓步登临到三重坛台之上，你独自地站立在坛台的中央，举目
四顾是郁郁森森的松柏的海洋，向上仰望是湛蓝的苍穹，你忽然会觉得自己就站在距离天穹很近的地
方，上天以其阔大、神秘与亲切的胸怀，在俯瞰着你。
忽然之间，心灵有一种超脱、一种释怀、一种浩然的快感。
这就是天坛。
它并不是卓然出世地高大，却能使你有可与天齐的豪迈；它也并无神秘幽邃的空间，却能使你的心灵
感到惊怵与震撼。
走近它，你感到了空灵，也感到了幽邃，感到了天宇的高敞明亮，也感到了大地的阔远宏大，你似乎
看到了我们的祖先在苍天之下起伏仰止的身影，听到了我们的祖先对天地万灵心悦诚服的祈祷声，甚
至感受到了中华民族伟大的先祖们包容天地、协和万邦的律动着的博大胸怀。
突然间，你会不由地产生许多疑问：我们的祖先为什么要建造这样的坛台与殿阁来祭拜那遥不可及的
苍天？
他们的心灵与上天之间有着怎样的沟通？
这宏伟的建筑群为什么会令人感觉是如此地纯洁、高尚与恬静，丝毫让人感觉不到俗世的繁华与艳丽
，这其中究竟蕴含了怎样的审美意趣与精神？
圜丘坛为什么会用三层坛台？
祈年殿为什么会用三重屋檐？
为什么会将祈祷丰收的祈年殿与祭拜苍天的圜丘坛建造在同一个建筑群中？
两者之间有着怎样的关联？
如此等等。
所有这些问题，都需要我们在对天坛建筑的细细品味与鉴赏中来寻求答案。
那么，好吧。
为了解答这些问题，为了了解我们的祖先，了解在天坛建筑群中所隐蕴的古代中国人的精神世界，让
我们走近天坛，走进中华民族五千年的历史，回溯一下我们的祖先是如何对主宰万物的苍天诚惶诚恐
与毕恭毕敬的，体味一下我们的民族与生生不息的自然万物又是如何须臾不可分离地息息相关的。
如若经过了这样一番游历，蓦然回首间，我们似乎可能又会看到我们自己的身影，也看到了我们自己
的时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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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体关注与评论

一切时代趋势是历史因果，似乎含着不可避免的因素。
幸而同在这时代中，我国也产生了民族文化的自觉，搜集实物，考证过往，已是现代的治学精神，在
传统的血流中另求新的发展，也成为今日应有的努力。
  中国建筑既是延续了两干余年的一种工程技术，本身已造成一个艺术系统，许多建筑物便是我们文
化的表现，艺术的大宗遗产。
除非我们不知尊重这古国灿烂文化，如有复兴国家民族的决心，对我国历代文物，加以认真整理以及
保护时，我们便不能忽略中国建筑的研究。
  以客观的学术调查与研究唤醒社会，助长保存趋势，即使破坏不能完全制止，亦可逐渐减杀。
这工作即使为逆时代的力量，它却与在大火之中抢救宝器名画同样有急不容缓的性质。
这是珍护我国可贵文物的一种神圣义务。
  ——梁思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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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有时候，一本有关古建筑的专著，若要就某个狭小的领域，把它写成很艰深的著作，这并不太困难，
但若能够从多元的视角，对古建筑进行复调式的阐释，并且能够做到深入浅出，那是非常难能可贵的
。
比如《北京天坛》，只讲述了一个天坛，却又像是许多个“天坛”，建筑的天坛、祭天祀典中的天坛
、象征意义下的天坛⋯⋯无论哪个层次的读者，都能从书中汲取营养，获益匪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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