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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述北京古都文化特点和亮点的"北京地方志 · 风物

图志丛书"，第一批10部，于2005年7月出版，包括《王府

井}} ((天桥)} ((前门 · 大栅栏)} ((什刹海)} ((琉璃厂)} ((会

馆)} ((王府)} ((庙会)} ((老字号)} ((祭坛)} ，发行后颇受读

者青睐。时光匆匆，又过去近10年，目前市场已难觅其踪，

需再版供应。现在我们又接续编寨了第二批10部，计有《长

安街}} ((朝阜路)} ((平安大街)} ((国子监街)} ((牛街)} ((东

交民巷)} ((三山五园)} ((西单)} ((雍和宫)} ((南锣鼓巷)} , 

将来还应有第三批、第四批……，把北京这块宝地上现有的

和曾有的人类文明的闪光点、出彩处，尽可能网罗其中，展

示世人，同时也在志书的宏大家族中，创立北京特色志书的

"风味美食"系列，并使其生生不息，同现已经完成的规划

一轮172部志书，正在编寨的规划二轮67部志书，以及规划外

志书《北京胡同志}} ((北京四合院志》等大型特色志书，古

镇图志等系列丛书，乡、村、街、社等综合性志书，各行业

的专业志书等，构成覆盖北京历史和现状的基础文化宝库，

必将光照现世，影响千秋。

风物图志与规模宏大、历史知识丰富全面的北京规划志

书相比，应当说在内容上是出其类、拔其萃，使其特点更

加突出，亮点更加明亮。 如果把规划志书比作无所不包的天



空，那么风物图志就是在美不胜收的满天繁星中，顿取其最

美最亮者，给予拉近、聚光、展示，使其更加感动人、吸引

人。表现形式上，图志在遵循志书的体例和篡写原则的基础

上，比规划志书更多地使用图片展示内容，即图片多、占位大，

成规成套，有地图、象形图、实物图照，有全局性图照、局

部图照、单位图照，有现状图照，也有历史图照。总之，图

片美观，形象性强烈，加之图文紧密结合，相互映照，对读

者更具说服力和吸引力。可以说，图志既是展示北京风物的

精选本，又是志书家族的精美书，更具有京味，更方便选用，

也更大众化。

第二批 10 部图志和第一批相较，无论是只写北京风物的

选题原则，还是以专家为主的编篡路线，没有不同之处，每

部各自独立，相互是单体并列，两批之间是整体接续的关系。

较大不同的是，第一批是以北京风物的"点" (诸如《天桥》

等)、"片" (诸如《什刹海》等)、"类" (诸如《会馆)) <<老字号》

等)为主要展示对象，而第二批则以"线"为主，辅以"点"

和"片"。 10 部中有 7 部是展示名街名巷的，这虽然在写作上

增添了一些难度，但名街名巷是北京古都风貌不可或缺的特

色和闪光之处，把它们纳入图志丛书系列，是图志领域的扩大，

也是读者的要求。

志书是代代相续的资料性著述，时移势易，随着时代的

演进，北京风物也在不断变化，有的由亮变暗，有的增光添彩，

也有消失和新生的。志书编篡者都应如实记载下来，把消失

的纳入历史文化的宝库中，用以为子孙后代积累精神财富 g

把新生的展示出来，以便为后来者接续编篡开创先河。

北
京
地
方
志
·
风
物
图
志
丛
书

。
序
言

丑
子
监
街

2014年 12月 10 日

2 



目
录

第一章综述……

- 、 莞、明时期的国乎应辫………… 5

涝丁飞的国乎应衔………………… 6--圃，、
三、现丁飞的国乎庭辩………………… 8

第二章 帝都太学 国子监……… 13

一、圈子监的自来………………… 14

1 .历史回顾 ………………………… 14 

2. 元明清三代改扩建 ……………… 19 

3. 国子监与科举制度 ……………… 20 

二、圈子足的建筑………………… 32

1 .辟雍 ……………………………… 32 

2. 门、厅、堂、亭………………… 41

3. 石刻 ……………………………… 45 

三三、国予血的庭额………………… 52

1 . 皇帝御书匾额 …………………… 52 

2. 辟雍大殿内匾额 ………………… 54 

3. 科举文化匾额 …………………… 57 

四、军帘讲学……………………… 66

1 .临雍讲学 ……………… ………… 67 

2. 讲学内容 ………………………… 73 

北
京
地
方
志• 
风
物
图
志
丛
书

国
子
监
街

。
目
录



2 

参考资料…………………………… 173

后记……………………………… 175

试读结束，需要全本PDF请购买 www.ertongbook.com



第一章 综 述

北
京
地
方
志
·
风
物
图
志
丛
书

国子监衔，又名成贤街，位于东城区

北部，东起雍和宫大衔，西至安定门内大

街，始建于元代，保存着较好的旧京街巷

风貌。清乾隆皇帝曾赞其为"京师为首善

之区，而国子监为首善之地"。国子监街

以其幽雅、宁静、庄严的环境和丰富的历

史、人文内涵，成为京城一处独具特色的

文化景区。

国
子
监
街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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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子监街，又称成贤街，位于北京市东城区北

部，东起雍和宫大街，西至安定门内大街，是元代

大都城的一条东西向的重要街道。

国子监街全长 680 米，宽度 12 米，东西贯通。

曾被清乾隆皇帝赞其为"京师为首善之区，而国子

监为首善之地"。

在这条街的两侧入口处和中间，矗立着 4 座完

整的过街牌楼。国子监街东西两头的牌楼是街牌楼，

题匾为"成贤街

为国子监特意修建，以示对国家最高学府的尊崇，

所以国子监两侧牌楼的题匾为"国子监"。北京国

子监在右，孔庙在左，这集中体现了中国古代"左

庙右学"建筑规制。

国子监街，为元代修建大都城时所建。元代至

元二十四年( 1287 年) ，元世祖忽必烈在大都城的

崇仁门(今东直门)内规划修建"国子学"。元成

宗大德六年 (1302 年) ，成宗铁穆耳命人正式修建

了孔庙，并于元大德十年 (1306 年)在孔庙西侧正

式修建国子监，以此体现"左庙右学"的传统建筑

规制。明崇祯八年( 1635 年)刊印的《帝京景物略》

对国子监街有以下记载 : "都城东北良隅，瞻其坊

曰‘崇教'，步其街日‘成贤\国子监在焉。"

自元代形成后，国子监街历经元、明、清、民

国四代，在这 700 多年中，国子监、孔庙历经多次

修建，逐渐形成了现在的规模。国子监街与雍和宫

隔路相望，街区内拥有皇家建筑、王府衙署、胡同

宅院、寺庙祠堂等众多珍贵的文物古建筑。古代建

筑群孔庙和国子监，目前保留的总占地面积为 5 万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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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平方米，建筑面积 2 万多平方米。整片建筑群恢

宏大气，布局规整，既有皇家的气势，更有学府的

典雅。建筑规格高、建筑风格独具特色的孔庙和国

子监，处处景观都蕴含着深厚的历史和文化积淀，

其整体布局和建筑结构，呈现出了元、明、清各代

的风格。孔庙的建筑规制是前后三进院落，整座建

筑规模宏大，凸显皇家气派。正门先师门仍保留着

元代的建筑遗风，斗拱硕大稀疏，朴拙简洁。孔庙

内的建筑原是青色琉璃瓦盖顶，清乾隆年间改为黄

琉璃瓦。院内有 198 座元、明、清三代进士题名碑，

还有 14 座明、清两代碑亭和乾隆石鼓等文物景观。

在国子监内，最主要的建筑是专门为皇帝讲学

而建造的辟雍大殿。辟雍大殿始建于清乾隆四十八

年( 1783 年) ，建造形制仿照的是早已失传的周代

的辟雍。其间，为解决环绕辟雍四周的水源问题，

时任工部尚书的刘塘很是为难。后来，户部尚书和

坤提出建议，把辟雍殿内的 4 根金柱去掉，改用"抹

角架海梁之法"。这种做法不但节省了 4400 两银子，

还使四方形的辟雍大殿更加宽阔敞亮。国子监辟雍

大殿建成之后，清乾隆皇帝亲临讲学更是盛况空前。

皇帝先到孔庙祭祀"至圣先师"孔子，再到国子监"临

雍讲学"，使得国子监内鼓乐齐鸣。乾隆皇帝讲课时，

辟雍台阶下面的南道两侧，脆满了国子监的学生以

及各级的当朝官吏，共计四五千人之多，一直排满

了国子监街的整条街道。辟雍南面，建有东西御碑

亭和一座金碧辉煌的琉璃牌楼，牌楼前面题刻"圈

桥教泽" 4 个大字，后面题刻"学海节观"，是乾隆

皇帝亲自题写。

除了国家级文物保护单位国子监、孔庙以外，

国子监街上其他遗存的重要文物古迹也十分丰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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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如国子监集贤门南面，有一座修复重建的砖砌一

字影壁 z 孔庙先师门南面，有一座宽大的琉璃八字

影壁。国子监北面的国学胡同中，有一座祭祀唐代

散文家韩愈的店，名为"韩文公祠"，也称土地庙。

如今的土地庙，大部分已被拆除， 一小部分保存下

来，改为方家胡同小学的仓库。另外，国子监街西

边路南有两座庙，距离西口不远处是国子监的火神

庙。从火神庙往东的地方，原来是灶君庙，现在已

经不存在了。箭厂胡同位于国子监街路北，是当年

的国子监学生们练习骑马射箭的地方。此外，国子

监街还是北京市保留下来的唯一一条牌楼街。

1984 年，国子监街被评定为北京市级文物保护

单位，成为整个北京唯一一条以街命名的市级文物

保护街道。

2008 年，国子监街参加了首届"中国历史文化

名街"年度评选推介活动，经过安定门街道申报、

专家论证、百姓投票等环节，国子监街在全国近

200 条候选街道中脱颖而出，成为北京唯一当选的

全国十大历史

文化名街之首，

2009 年 6 月 10

日被文化部和

国家文物局批

准命名并颁牌。

圈子监街开街仪式

4 



一 兀、明时期的国子监街

国子监街形成于元代初期。元大德六年 (1302

年)元成宗始建孔庙，元大德十年( 1306 年)按"左

庙右学"的传统建筑规制，在孔庙西边营建了国子

监。元皇庆二年 (1313 年)六月，建崇文阁于国子监。

崇文阁是元代藏书的场所。元明宗至顺二年 (1331

年)下诏恩准孔庙享官城规制，并在孔庙四周建造

角楼。今天的国子监街相当于距今 700 多年前元代

文明门内的大街一一文明门街(金代曾在此建枢密

院)λ。元代力加日封孔子为"大成至圣文宣王

子等人被尊为先贤，这条街被定名为"成贤"。因

为街上有国家最高学府国子监，所以又被称为"国

子监街"。

元朝灭亡，国子监也被荒废。

明成祖朱橡迁都北京后，仿照南京国子监的规

制于明永乐九年( 1411 年)在元代国子监旧址上重

新建造，并改崇文阁为彝伦堂。

明代北京国子监街属崇教坊。明代的北京城分

为中城、东城、西城、南城和北城五大部分，共计

33 坊。五城的划分，根据明代张爵所著的《京师五

城坊巷胡同集》可知 : "是以正阳门内皇城两边为

中城 g 崇文门内街东往北至城墙及东城外为东城 g

宣武门内街西往北至城墙及西城外为西城 z 正阳崇

文宣武门外为南城 z 地安门往北走至安定、德胜门

内外为北城。"崇教坊在北城靠东方向，国子监文

庙坐落在崇教坊。崇教坊共计 14 铺，主要有头条、

二条、 三条胡同、方家胡同、净居寺胡同、国子监、

。
第

一
章
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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孔庙、交趾号胡同、安定门街、极乐寺胡同、火烧

寺胡同、武德卫营、鬼门关、崇舆庵等。

明宣德四年( 1429 年)修国子监两庞，在国子

监旁边的草场上建起宿舍，开辟菜园，以供国子监

学生住宿和菜蔬供给。明嘉靖七年(1528 年)在彝

伦堂的后面建造敬一亭。嘉靖九年 (1530 年)改大

成殿为先师庙，增建崇圣祠。

明清时期北京国子监街上的文庙和国子监，均

为在元代大都的孔庙和国子监旧址基础上改建的。

国子监街及其周边胡同与建筑也均有所变迁。

二、清代的国子监街

• 

清代沿袭了明代的规制，因此北京国子监街的

布局没有太大变化。

清顺治八年( 1651 年)重修孔庙。到了清乾隆

二年( 1737 年) ，乾隆皇帝崇尚风雅，下诏将孔店

大殿全部改用黄琉璃瓦顶。清乾隆四十八年( 1783 

年)春天，在国子监内营建重要的建筑辟雍大殿，

作为皇帝讲学的地方。

清代雍正时期，在国子监对面、国子监街的南

侧增设南学，共计一百几十间，在方家胡同。国子

监南学创建于雍正九年 (1731 年) ，乾隆二年( 1737 

年)，刑部尚书兼国子监祭酒孙嘉淦在南学开设了

许多应用学科，如历代典礼、赋役、律令、边防、

水利、天官、河渠、算法等。学舍在国子监街南的

方家胡同。分公所、六堂，共计 190 间。因在署南，

亦称南学。大门南向，悬额曰:"钦赐学舍"。中间

为公所，东面为率性堂、修道堂、广业堂 g 西面为

诚心堂、正义堂、崇志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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