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皇城水系 

北京内城的地势总体上为西北高、东南低，因此，河流由西北流向东南。来

自玉泉山的水源从铁棂闸水关进城，穿过太平桥后流入积水潭，经德胜桥后流入

后海，再经银锭桥流入什刹前海。“皇城内河流，四面环绕，由地安门外西步梁

桥入者，经景山西门引入，环紫禁城，是为护城河。护城西面之水，自紫禁城西

南隅，经流天安门外金水桥，东南注御河，是为外金水河。又西阙门下有地道，

引城河水经午门前，至东阙门外，循太庙右垣南流，折向东，注太庙、戟门外筒

子河，东南合御河。其由地安门东步梁桥入者，经东安门内望恩桥，注御河。其

入紫禁城者，由神武门西地道引护城河水，流入沿西一带，经武英殿、太和门前，

是为内金水河。复流经文渊阁前，至三座门，从銮驾库巽方出紫禁城”。1 

皇城内水系由地安门外西步梁桥流入，后又分为东西两小支。东小支经北海

先蚕坛之东，过画舫斋、濠濮间出西苑（中南海）围墙，变为西板桥明渠，过西

                                                 
1侯仁之著《北平金水河考》，载《历史地理研究：侯仁之自选集》，北京：首都师范大学出版社，2010 年，

第 513 页。 

图 1 乾隆时期皇城内的水系和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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板桥、白石桥、景山涵洞、鸳鸯桥后进入筒子河。筒子河又名紫禁城护城河，绕

紫禁城一周，下有涵洞相连。紫禁城内内金水河两头接南北筒子河，全长大约四

里。 

西小支过北闸口入北海，南流从日知阁下闸（今中南海东门）流出，流入织

女河，从宫城东南隅外南出，东折至承天门（今天安门），穿过承天门前五座汉

白玉砌金水桥，向东接菖蒲河，东南注入通惠河流出城外。这条河称为外金水河。

御河初始在皇城外，明宣德七年（1432）皇城东墙向东移至御河的东岸，将御河

圈入皇城。（图 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