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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嗲趣炙

兹有东城区园林局、北京市档案馆为了对重点文物古建

筑，市级文物保护单位地坛的历史情况做一总结性集成鬼录，

编辑了{：北京地坛史料》一书，予以公开出版发行。承蒙编

者盛情，嘱我为序，借此机会谈一点感想和粗浅之见。

自抗日战争胜利，我随中国营造学社及清华大学复员，居

京已五十余载。由于工作关系，对古都的文物古建筑结下了

不解之缘和深厚的感情，地坛就是其中之一。五十余年来我

目睹了它的巨大变化。记得在新中国成立前初次来到地坛的

时候，这里有如荒郊野外，到处是断壁颓垣，景象甚感破败

荒凉。最难忘怀的是在1948年冬，解放军已经围住北平的时

候，我们为了与城内的地下党联系，曾经从清华大学经东西

黄寺转道安定门进城，为回避军警搜查还在地坛躲藏了一阵。

新中国成立以后，我又和北京文物整理委员会、北京市文物

组的同志们调查古建筑也曾多次来到地坛。1985年，我搬到

了安贞里国家文物局的宿舍，更是每日上班都路经地坛门口。

十多年的变化更是惊人，地坛在党和政府以及主管部门的关

心下，一扫过去破败荒凉的景象，古建筑修复整齐，环境清

洁，林木葱郁，观众游人络绎不绝，每逢节假日举办传统庙

会和各种文娱活动，使这一古建筑文物，发挥了为社会主义

两个文明建设服务的积极作用。



作为五十多年来从事古建筑文物保护和研究的工作者，

坛庙建筑一直是我研究的重要类型之一。这种帝王皇家重点

的祀典礼制建筑，历代遗存已非常罕见，现仅北京保存了完

整的实物，因而它是研究这一建筑类型的重要实物例证。就

以地坛本身来说，在历史上的变化也比较复杂。先是于永乐

十八年(1420年)建都之初，曾在城南与天坛合称。天地

坛”，嘉靖九年(1530年)始另建方泽坛于此，专门祭地。嘉

靖十三年(1534年)正式定名为地坛。自此以后，历经明、清、

民国等历代帝王和政府，不仅对建筑进行修改增扩，就是祀

典礼仪之变迁以及管理规章、人事更替等等亦具有极其丰富

的内容。且自金代定都中都以来，元、明、清各代祭地和地

坛建筑等等的掌故传说浩如烟海。要研究起来，每感资料菟

寻之难度甚大，书刊文献查找之不易。

今东城区园林局、北京市档案馆编辑的‘北京地坛史

料》一书，将金代及元、明、清、民国各时期有关正史、典

志、方志、类书、笔记等等分门别类，分条分款，一一编排

收录，特别是从北京市档案馆中，将有关的档案资料一并编

入．我们从所引用的35种史籍报刊史料书目中，不难看出其

丰富的资料内容，可称得上是洋洋大观，收录无遗了。此书

不仅为广大的地坛研究者、北京史地、文物研究工作者以及

古建筑等等方面的研究者提供了方便，而且从保存历史文献

来说，也是一件莫大的功绩。至于书中的丰富资料内容，还

请读者自己去阅读、采取和评说，在此不作多赘。

1998年5月18日

试读结束，需要全本PDF请购买 www.ertongbook.com



凡 例

一、本书引用金代至中华民国时期的正史、典志、方志、

类书和笔记中的相关史料；北京市档案馆所藏中华民国时期

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以来的相关档案。

二、全书分更定祀典、明代地坛、清代地坛、中华民国

时期地坛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以来地坛史料五编。

三、第二、第三两编各分编年和纪事两章，有年份可系

者编排于编年章，无年份可系者编排于纪事章。第三编后设

附录，附金代至清代有关祭地和地坛的掌故。第四编分史籍

报刊史料和档案史料鼹章。第五编分档案史料和大事记丽章。

四、所引各条以各书刊行或档案形成年代为序编排。如

各书多有记载，首从先，选用年代最早的；次从详，如始见

书记载不详，则选用各书中记载最详的。各书内容完全相同

者不赘录。

五、除中华民国时期史料中追述明清的内容略作删节外，

一般全文抄录。文中明显的错字或笔误予以改正，并在各编

之后的校勘记中注明；清代政书中的避讳字径改不注。所引

各条之后均注明原书卷数或起始页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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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缩更1定祀典

嘉靖九年庚寅1530年

二月

《续文献通考·郊社五》：世宗嘉靖九年二月，议南北郊

分祀。

(3432页)

《明史纪事本末·更定祀典》：世宗嘉靖九年二月，给事

中夏言请更郊祀。上言：。古者祀天于圜丘j祭地于方泽。是

故兆于南郊，就阳之义；瘗于北郊，即阴之象。凡以顺天地

之性，1审阴阳之位也。岂有崇树栋宇，拟之人道者哉!至于

一祖二宗之配享，诸坛之从事，不于二至而于盂春，稽之古

礼，俱当有辩。因引程朱之论，以驳合祀之不经。”疏入，上

方以大礼恚群臣，将大有更易，得之甚悦。赐言四品服织币，

以旌其忠。

(765页)

四月
’

‘春明梦余录·地坛》：至嘉靖九年，议改诸祀。礼臣夏

言因奏。。分祭天地，本是古制。况坛于南郊，坎于北郊，就

阴阳，因高下，原无崇树栋宇之文。至祖宗并配，举行不于

长至之日，而于盂春，俱不应古典。宜令群臣博考会议，陛



2 北京地坛史料

下称制而裁定之，此中兴大业也。”疏入，未报。给事中王汝

梅等以言说非是，而霍韬诋之尤力，上怒，皆加切责；而又

自为说，以示礼部。于是建方泽坛于安定t-J夕l"，坐南向北，以

高皇帝配，如洪武十年以前之制。

(234页)

《明史·礼二》：嘉靖九年，世宗既定《明伦大典》，益覃

思制作之事，郊庙百神，咸欲斟酌古法，厘正旧章。乃问大

学士张璁：。《书》称燔柴祭天，又日类于上帝；《孝经》日

郊祀后稷以配天，宗祀文王于明堂以配上帝，以形体主宰之

异言也。朱子谓祭之于坛谓之天，祭之屋下谓之帝。今大祀

有殿，是屋下之祭帝耳。未见有祭天之礼也。况上帝皇地祗

合祭一处，亦非专祭上帝。”璁言：。国初遵古礼，分祭天地，

后又合祀。说者谓大祀殿下坛上屋，屋即明堂，坛即圜丘，列

圣相承，亦孔子从周之意。”帝复谕璁：“二至分祀，万代不

易之礼。今大祀殿拟周明堂或近矣，以为即圜丘，实无谓也。”

璁乃备述《周礼》及宋陈襄、苏轼、刘安世、程颐所议分合

异同以对。且言祖制已定，无敢轻议。帝锐欲定郊制，卜之

奉先殿太祖前，不吉。乃问大学士翟銮，銮具述因革以对。复

问礼部尚书李时，时请少需日月，博选儒臣，议复古制。帝

复卜之太祖，不吉，议且寝。会给事中夏言请举亲蚕礼。帝

以古者天子亲耕南郊，皇后亲蚕北郊，适与所议郊祀相表里，

因令璁谕言陈郊议。言乃上疏言：“国家合祀天地，及太祖、

太宗之并配，诸坛之从祀，举行不于长至而于孟春，俱不应

古典。宜令群臣博考《诗》、《书》、《礼经》所载郊祀之文，及

汉、宋诸儒匡衡、刘安世、朱熹等之定论，以及太祖国初分

祀之旧制，陛下称制而裁定之。此中兴大业也。一礼科给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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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汝梅等诋言说非是，帝切责之。乃敕礼部令群臣各陈所见。

且言：。汝梅等举《召诰》中郊用二牛，谓明言合祭天地。夫

用二牛者，一帝一配位，非天地各一牛也。又或谓天地合祀，

乃人子事父母之道，拟之夫妇同牢。此等言论，亵慢已甚。又

或谓郊为祀天，社稷为祭地，古无北郊。夫社乃祭五土之祗，

犹言五方帝耳，非皇地祗也。一璁因录上<郊祀考议》一册。

时詹事霍韬深非郊议，且言分祀之说，惟见《周礼》。莽贼伪

书，不足为据。于是言复上疏言：。《周礼》一书，于祭祀为

详。《大宗伯》以祀天神，则有獯祀、实柴、樵燎之礼；以祀

地祗，则有血祭、埋沈、副辜之礼。《大司乐》冬至日，地上

圈丘之制，则日礼天神；夏至日，泽中方丘之制，则日礼地

祗。天地分祀，从来久矣。故宋儒叶时之言日‘郊丘分合之

说，当以《周礼》为定。，今议者既以大社为祭地，则南郊自

不当祭皇地祗，何又以分祭为不可也?合祭之说，实自莽始，

汉之前皆主分祭，而汉之后亦间有之。宋元丰一议，元韦占再

议，绍圣三议，皆主合祭，而卒不可移者，以郊赉之费，每

倾府藏，故省约安简便耳，亦未尝以分祭为非礼也。今之议

者，往往以太祖之制为嫌为惧。然知合祭乃太祖之定制，为

不可改；而不知分祭固太祖之初制，为可复。知《大祀文》乃

太祖之明训，为不可背；而不知《存心录》固太祖之著典，为

可遵。且皆太祖之制也，从其礼之是者而已。敬天法祖，无

二道也。《周礼》一书，朱子以为周公辅导成王，垂法后世，

用意最深切，何可诬以莽之伪为耶?且合祭以后配地，实自

莽始。莽既伪为是书，何不削去圜丘、方丘之制，天神地祗

之祭，而自为一说耶J一于是礼部集上群臣所议郊礼，奏日：

。主分祭者，都御史汪铉等八十二人，主分祭而以慎重成宪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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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未可为言者，大学士张璁等八十四人；主分祭而以山川坛

为方丘者，尚书李瓒等二十六人；主合祭而不以分祭为非者，

尚书方献夫等二百六人；无可否者，英国公张仑等一百九十

八人。臣等祗奉敕谕，折衷众论。分祀之义，合于古礼。但

坛ji盎一建，工役浩繁。《礼》屋祭日帝，夫既称吴天上帝，则

当屋祭。宜仍于大祀殿专祀上帝，改山川坛为地坛，以专祀

皇地祗。既无创建之劳，行礼亦便。”帝复当谕遵皇祖旧制，

露祭于坛，。分南北郊，以二至日行事。言乃奏日：。南郊合祀，

循袭已久，朱子所谓千五六百年无人整理。而陛下独破千古之

谬，一且举行，诚可谓建诸天地而不悖者也。已而命户、礼、工

三部偕言等诣南郊相择。南天门外有自然之丘，咸谓旧丘。地

位偏东，不宜袭用。礼臣欲于具服殿少南为圜丘。言复奏日。

“圜丘祀天，宜即高敞，以展对越之敬。大祀殿享帝，宜即清阅，

以尽昭事之诚。二祭时义不同，则坛殿相去，亦宜有所区别。乞

于具服殿稍南为大祀殿，而圜丘更移于前，体势峻极，可与大

祀殿等。”制日：“可。”于是作圜丘，是年十月工成。明年夏，北

郊及东西郊，亦以次告成。而分祀之制遂定。

(1247页)

《明史·礼二》：嘉靖九年，给事中夏言上疏言：“太祖、

太宗并配，父子同列，稽之经旨，未能无疑。臣谓周人郊祀

后稷以配天，太祖足当之。宗祀文王于明堂以配上帝，太宗

足当之。”礼臣集议，以为二祖配享，百有余年，不宜一旦轻

改。帝降敕谕，欲于二至日奉太祖配南北郊，岁首奉太宗配

上帝于大祀殿。于是大学士张璁、翟銮等言；“二祖分配，于

义未协。”且录仁宗所撰敕谕并告庙文以进。帝复命集议于东

阁，皆以为：太庙之祀，列圣昭穆相向，无嫌并列。况太祖、

试读结束，需要全本PDF请购买 www.ertongboo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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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宗，功德并隆，圜丘、大祀殿所祀，均之为天，则配天之

祖，不宜阙一．臣等窃议南北郊及大祀殿，每祭皆宜二祖并

配。帝终以并配非礼，谕阁臣讲求。璁等言：。《礼'日‘有

其举之，莫敢废也。，凡祭尽然，况祖宗配享大典?且古者郊

与明堂异地，故可分配。今圜丘、大祀殿同兆南郊，冬至礼

行于报而太宗与，孟春礼行于祈而太祖不与，心实有所不安。”

帝复报日：“万物本乎天，人本乎祖。天惟一天，祖亦惟一祖。

故大报天之祀止当以高皇帝配。文皇帝功德，岂不可配天?但

开天立极，本高皇帝肇之耳。如周之王业，武王实成之，而

配天止以后稷，配上帝止以文王，当时未闻争辩功德也。”因

命寝其议。已而夏言复疏言：“虞、夏、殷、周、之郊，惟配

一祖。后儒穿凿，分郊丘为二，及误解‘大易》配考、‘孝

经》严父之义，以致唐、宋变古，乃有二祖并侑，三帝并配

之事。望断白宸衷，依前敕旨。”帝报日：。礼臣前引太庙不

嫌一堂。夫祀帝与享先不同，此说无当。”仍命中议。于是礼

臣复上议：。南北郊虽日祖制，实今日新刨。请如圣谕，俱奉

太祖独配。至大祀殿则太祖所创，今乃不得侑享于中，恐太

宗未安，宜仍奉二祖并配。”遂依拟行之。

(1251页)

《明史纪事本末·更定祀典》：夏四月，廷臣集议郊祀典

礼。先是夏言疏见纳，詹事霍韬嫉之，上言：“分郊为紊朝政，

乱祖制。”帝置不问。韬复为书遗言，甚言“祖宗定制不可变。

《周礼>为王莽伪书，宋儒议论皆为梦语。东西郊之说起，自

是而九庙亦可更矣。”言飞章并其书上之，帝怒，下韬狱。于

是中允廖道南上疏，杂引《周礼》、《汉志》、《唐六典》诸书，

以明我朝郊庙之礼，皆所当议。其略日：。我太祖高皇帝初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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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圜丘钟山之阳，方丘钟山之阴，分祀天地。至十年感斋居

阴雨之应，览京房灾异之说，始命即旧址为坛，行合祀。夫

前之分祀，酌万世帝王之道，礼本太始者也；后之合祀，感

一时灾异之应，礼缘人情者也。太宗迁都，当时未有建白，以

复古制者。礼乐百年而后兴，讵不信哉?至于宗庙之制，国

初立四亲庙，德祖居中，懿、熙、仁祖次分左右。昭穆有定

位，祷袷有定时，视商、周七庙、九庙，其揆一也。九年十

月改建太庙，乃比汉人同堂异室之制。时享岁袷，则设累朝

衣冠于神座而祀之。于是始以功臣配享矣，恐非古先圣王尊

尊亲亲之道也。《周礼·大宗伯》：“兆日于东郊，兆月于西郊。”

我圣祖亦有朝日、夕月之礼，有其举之，莫敢废也。且今之

大祀殿，正仿古明堂之制。宜法圣祖初制，兆圜丘于南郊以

祀天，兆方丘于北郊以祀地。尊圣祖配享，以法周人尊后稷

之意。而又宗祀太祖、太宗于大祀殿，以法周人宗祀文王于

明堂之礼。兆大明于东郊，兆夜明于西郊，以法周人朝日、夕

月之礼。增太庙大稀之祭，正太祖南向之位，移功臣于两庑。

庶尊尊有杀，亲亲有等，而古典复。”疏入，下礼臣议。赞善

蔡昂，修撰伦以训、姚涞，祭酒许诏，学士张潮，编修欧阳

德，给事中陈侃、赵廷瑞，御史陈讲、谭缵皆以合祀为宜，而

涞言犹切。夏言复疏申明祀享之议，日：“周人以后稷配天于

郊，以文王配帝于明堂。欲尊文王而不敢以配天者，避稷也。

今宜奉太祖配天于圜丘，所以尊太祖；奉太宗配上帝于大祀

殿，所以尊太宗。”于是复会群臣集议。”右都御史汪铉、编

修程文德、给事中孙应奎、御史李循义等八十二人皆主分祀；

大学士张璁、董圮、闻渊等八十四人亦主分祀，而谓成宪不

可轻改，时诎不可更作，尚书李瓒、编修王教、给事中魏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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弼、御史傅炯、行人秦鳌、柯乔等二十六人亦主分祀，而欲

以山川坛为方丘，尚书方献夫、李承勋，詹事霍韬、魏校，编

修徐阶，郎中李默、王道二百六人皆主合祀，而不以分祀为

非，英国公张仑等一百九十八人无所可否。帝命再议。于是

张璁杂引‘五经》及诸史言郊祀者，条析合祀之非，明分祀

之是，名日《郊祀考议》，上之，又疏言：。太祖、太宗分配

未当。一帝然其郊议，疏言不报。尚书方献夫，詹事霍韬亦上
言，前主合祀非是。帝不问，寻复韬职。

(765页)

五月

‘明世宗实录》：五月乙未，以郊坛兴工，上躬祭告上帝

及宗庙。
’

(卷112)

《明世宗实录》：五月己亥，工部尚书章拯等言：“兴工次

第莫先圜丘，而方丘；及东西二坛次之，先蚕坛又次之。今

见材不足，请先事圜丘，以次渐举。一从之。
．

， (卷113)

《明世宗实录》：五月壬寅，以四郊兴工，敕武定侯郭勋、

宣城伯卫镎、大学士张璁知建造事，督视规制，总督工程；礼

部尚书李时同知建造事，督视规制；工部左侍郎蒋瑶提督工

程；都察院右都御史汪铉、吏科给事中夏言监视巡察工程。镎

兼管领官事。

(卷113)

《明典汇》：嘉靖九年五月，作方丘于北郊。

(《日下旧闻考》177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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鬈明史纪事本末·更定祀典》：五月，初建四郊，群臣议

上，帝日：“分祀良是。”乃命建圜丘于南郊，其北为皇穹宇}

建方丘于北郊，其南为皇祗室：作朝日坛于东郊；夕月坛于
西郊。

’(767页)

《续文献通考·乐五》：世宗嘉靖九年，五月更建四郊，复

定分祀圜丘、方丘、朝日、夕月、天神、地祗乐章。

(3726页)

十一月
‘

《明世宗实录》：十一月丁酉，上谕礼部日：南郊之东坛

名天坛，北郊之坛名地坛，东郊之坛名朝日坛，西郊之坛名

夕月坛，南郊之西坛名神祗坛。著载《会典》，勿得混称。

(卷119)

年内

《明会典·祭祀通例》：嘉靖九年，定文武舞生冠履佾数，

俱如旧制。但圜丘服色用青芝丝，方泽用黑绿纱，朝日坛用

赤罗，夕月坛用玉色罗。

+(461页)

《明会典·郊祀二》：嘉靖九年更定分祀仪。是年，既分

建四郊，遂号祖陵山日基运、皇陵山日翔①圣、孝陵钟山日神

烈、显陵山日纯德，并天寿山俱从祀方泽，居岳镇之次。仍

俱祀于地祗坛。

(468页)

《明会典·营造五》：方泽坛(吴元年建方丘于钟山之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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洪武十一年改建天地坛，遂废。嘉靖九年复初制为方泽，在

安定门外。)方泽二成坛，一成面方六丈，高六尺；二成面方

十丈六寸，高六尺。各成面砖用六八阴数，皆黄色琉璃，青

白石包砌。四出陛，各八级。周围水渠一道，长四十九丈四

尺四寸，深八尺六寸，阔六尺。内璇方墙二十七丈一尺，高

六尺，厚二尺．灵星门六，正北三，东西南各一。外璇方墙

四十二丈，高八尺，厚二尺四寸。灵星门如前。(高用周尺，

余今尺，下同)又外围方墙二重，内重北门三，东西南门各

一。最外惟西向三门。又西有石坊，日泰折街。

’(944页)

<明会典·太常寺》：凡大祀天地，旧制先于奉先殿恭请

太祖高皇帝、成祖文皇帝配享。嘉靖九年更定：冬至大祀天

于圈丘、夏至大祭地于方泽、启蛰祈谷于上帝，俱奉太祖高

皇帝配享。(后祈谷礼行于玄极宝殿，不奉配。今不行。)前

正祭，告请于太庙，行一献礼。
‘

‘(1074页)

《春明梦余录·地坛》：地坛，在安定门外之北，绕以垣

墙。嘉靖九年建方泽坛，为制二成。夏至，祭皇地祗，北向；

太祖西向，俱一成上。东一坛：中岳、东岳、南岳、西岳、北

岳，基运山、翔圣山、神烈山，西向；西一坛：中镇、东镇、

南镇、西镇、北镇，天寿山、纯德山，东向；东二坛。东海、

南海、西海、北海，西向；西二坛：大江、大淮、大河、大

汉，东向；俱二成上。坛制：一成，面方六丈，高六尺，二

成，面方十丈六尺，高六尺。各成面砖用六八阴数，皆黄色

琉璃，青白石包砌；四出陛，各八级。周围水渠一道，长四

十九丈四尺四寸，深八尺六寸，阔六尺。内埯方墙二十七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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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尺，高六尺，厚二尺。内棂星门四。jl',t-J外西为瘗位，瘗

祝帛I配位帛则燎之。东为灯台。南t-l#l,为皇祗室，藏神版。

而太祖版则以祭之前一日请诸庙。外棂星门四。西门外迤西

为神库、神厨、宰牲亭、祭器库：北门外西北为斋宫。又建

四天门，西门外为銮驾库、遣官房}南为陪祀官房。又外为

坛门。又外为泰折街牌坊。护坛地一千四百七十六亩。

(232页)

《续通典·礼六》：世宗嘉靖九年建方泽于安定门外，坛

制二成，缭以垣墙。每岁夏至祭地，以太祖配。

(1425页)

《古今图书集成》：世宗嘉靖九年，复二郊初制，并更定

祀典。

‘(717册·5页)

《明史·乐--)：嘉靖九年，复定方丘乐章。

迎神，中和之曲：俯瞻兮凤辇来，灵风兮拂九垓。川岳

从兮后先，百辟列兮襄陪。臣拜首兮迓迎，愿临享兮幸哉。

奠玉帛，广和之曲：祀礼有严兮奉虔，玉帛在笥兮来前。

皇灵垂享兮以纳，蒸民率土兮乐丰年。

进俎，咸和之曲：肴馐馨兮气芳，庖人奉役兮和汤。奉

进兮皇祗歆慰，臣稽首兮敬将。

初献，寿和之曲：酒行初献兮乐舞张，齐醴明洁兮馨香。

愿垂享兮以歆，生民安兮永康。
。

亚献，安和之曲。载献兮奉觞，神颜和懿兮以尝。功隆

厚载兮配天，民感德兮无量。

终献，时和之曲：三进兮玉露清，百职奔绕兮佩环鸣。凫

钟鹭鼓兮韵铮锎，愿留福兮群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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