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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王仲奋同志一向勤奋好学，为了弘扬传统文化，保护民族文化遗产，他锐意

研究中国古代建筑，故而不辞劳苦，从多方面搜集有关文献史料，经多年钩泥整

理，并结合古建筑保护工作实际经验，文献与法式相互印证，终于写成了《地坛史

略》一书。全书凡十万余言，并附有插图、照片、拓片等史证资料，内容相当丰富，

可谓洋洋洒洒，蔚为大观。值得着重指出的，有下列几点主要成就。

一、从传统生产方式来讲，我国自古以来就是根深蒂固的农业社会。人们的

原始宗教信仰，不外祭祖与崇拜自然。祭祖有庙、祭天地日月山川有坛，故坛庙

之设置，古即重之。“国之大者在祀，祀之大者在郊。”郊祀天地便成为历代封建

王朝最为隆重的典仪活动。地坛是封建皇帝祭祀地祗神之场所。关于这一点，

作者在祀典部分已有全面介绍。

二、为祀典服务的祝版、祝文、祭器陈设、乐舞场面、卤簿仪仗、陪祀扈从人

员、颁胙及坛户、差役等等，作者在典仪程序中，以图文对照的方式都作了简明有

序地说明介绍，使读者从中可以获知古代祭祀制度的梗概。

三、地坛始建于明嘉靖九年(1530)，亦称方泽坛。坛制呈方形，方位北向。
?

这是根据古代“天圆地方”和“地为坤卦”属阴的学说而特意设计的。建筑总体布

局主次分明。分为祭祀区、斋宿区和管理区三部分。方泽坛、皇祗室是祭祀区的

主体建筑，外道之西有神厨、神库、祭器库和乐器库，再西为宰牲亭。西北有斋

宫，自成格局。

为保持内坛祭祀区的肃穆威仪，神秘森严的氛围，故将管理区的一应房舍都

置于内坛之外，作必要的隔离，以防干扰，设计思想十分健全合理。

四、建筑设计模数。依据古代卦象说法，天为乾，地为坤。故地坛属阴，应取

偶数，坛为两层。坛面墁石和台阶级数均取六、八的倍数。这是根据《周易》的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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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阳卦奇，阴卦偶”。二、四、六、八、十为双数，叫偶数。阴字代表地，又叫“地

数”，这种在阴阳五行学说支配之下所特定的设计模数，在《周易》里有深奥的哲

理内涵，非片言只字所能阐明。

五、皇祗室、方泽坛和趟墙的屋面，皆用黄色琉璃，以象征“天青地黄”、“坤卦

黄中”之意，是有来历的。

六、皇祗室和地坛牌楼的彩画装饰都很有特色，有别于一般的彩画做法。如

皇祗室采用金凤枋心和玺彩画，地坛牌楼采用金凤枋心金线大点金彩画，它们都

回避使用“龙”作图案，这与地坛属于“坤卦”地位有一定关系。

七、地坛牌楼的原貌考证。据作者考证，坛西门外原有清乾隆卅七年所建三

间木牌楼一座，于1953年被拆掉。八十年代决定复建。根据遗址、史料及现存

坛门开间尺寸，对照清代《牌楼算例》的设计规范反复进行分析探讨，作者从中推

论出原有的造型特点和高宽的比例关系。认为应是一座三间四柱七楼木构牌

楼，绿琉璃瓦顶。明间面阔7．2米，次间面阔6．3米，柱径0．6米，柱高6．6米。

斗棋明楼10攒9踩，次楼8攒7踩，夹楼6攒5踩，边楼3攒5踩。所提意见，对

于修复方案设计具有较高的参考价值，有一定学术水平。

总之，该书对于地坛的祭祀制度、总体布局和建筑特点，作者的研究成果，使

读者从中获得了不少历史知识和美学感受，应是一部力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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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文物局古建筑专家 杜仙洲

一九九七年六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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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地坛是我国规模最大、唯一幸存的帝王祭地之坛，始建于明代嘉靖九年

(1530)清王朝推翻后，祭地之礼废除，坛庙野草丛生，建筑严重失修。跨入本世

纪八十年代，地坛迎来了建筑全面修复和公园建设大发展的时期。我有幸参加

了整个恢复建设过程，并负责工程设计与施工。

设计施工中，为认真落实《中华人民共和国文物保护法》使经修缮和恢复的

古建文物不失原貌，必须寻根于地坛的历史沿革、建筑格局、营造规制、祀典礼仪

等资料。由于地坛历史上没有一本较为系统完整的史料专著，在查找史料依据

时，犹如海底捞针。1983年初，我在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查了一个半月的资料，

前半个月竟无一字收获。为使以后修缮不再遇到类似困难，我准备把自己通过

图书档案资料馆，拜访老专家，寻访老居民、知情人中搜集来的零星点滴史料和

个人在实地调查中获得的资料，一并加以归类系统化，撰写成一本地坛史料集。

1986年北京市人大检查组来地坛检查文物保护工作情况。我在工作汇报中JII员

便谈了自己的想法。检查组负责人于杰老先生马上表示≯这很好，很有必要。

地坛是京都第二大坛，应该有系统完整的史料专著。不仅要把过去的史料系统

化，而且要把近来修缮发展情况都写进去，使地坛历史连续不问断”。遵照人大

检查组的意见，地坛管理处和东城园林局领导先后责成我来完成此书。

此后，我正式开始了写作前的准备，充分利用工作之余的点滴时间，长期奔

跑于京都各大图书馆、历史档案馆、中国书店和北京古藉书店，拜访于老专家和

原安外的老居民家。1990年完成初稿，次年完成第二稿，1996年秋进行第四次

修定后，定名为《地坛史略》。国家文物局老专家、80高龄的杜仙洲先生在百忙

中，用半年时间为本书审阅并作序，90高龄的北京市古建文物顾问、故宫博物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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院长单士元先生为本书题写书名，故宫博物院宫廷音乐专家万依先生为本书翻

译清代祭祀乐谱。音乐专家黄海涛先生无私提供了导迎乐谱词及录音磁带。

《地坛史略》在杜仙洲、单士元、l于杰l、万依、1肖伯青l、罗哲文等老专家和首

都图书馆、北京图书馆、中科院图书馆、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南京孙中山纪念

馆、清东陵资料室等图书资料馆工作人员的热情支持下，在百岁老人陈寿山等安

外老居民的帮助下，今天付诸出版，圆了十年前一个共同的梦。作为作者甚为兴

慰。借此，向各位支持者表示感谢。

《地坛史略》虽经十余载，四次修改而定稿，但仍受条件和本人水平之限，难

免有欠切之处。除由本人自负外，还恳请专家、学者、知情者斧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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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王仲奋

1997年9月25日 于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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