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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人说，我来北京已几十年，但从不知道老北京城是什么样，更不知城池形状、大小及

位置。北京的城池是否也像北方其他城市一样，呈正方形呢？这也难怪有人这样推想，因为

老北京城早已不存在，原有的城门、城墙少有留存，无法形成城郭的完整印象。所幸的是，

国家图书馆收藏着一些比较完整的城门、城楼、城墙的旧照片，它们记录并述说着老北京城。 

中国古代几乎不存在没有城墙的城池，“城”即是由城墙及其中的城门、城楼围出的城

池。北京是一个有着悠久历史的文化古城，从辽代开始，金、元、明、清诸朝先后在此建都，

前后时间达 900 余年。最杰出的则是元代大都城和明清北京城。 

  公元 13 世纪，北方的蒙古族逐渐强大起来。公元 1215 年蒙古族骑兵冲进南口，攻下金

中都，将大部分宫殿付之一炬，并在中都以北，新筑了元大都城。大都城平面为长方形，城

周长 30 公里，基厚 21.6 米，顶部厚 16.7 米。这就是北京城的雏形。元大都城墙在今北三

环外仍然可见，这里已建成“元大都土城遗址公园”，以利保护和参观。 

  公元 1368 年，明军攻占了元大都，明朝在此重新建城。在营建中，把元大都北墙拆除

向南移了 2.5 公里，又将南城墙向南移了 1 公里。东、西城墙均在元代土城的基础上包砖砌

成。这就是北京城的内城。在内城里有皇城，在皇城中有紫禁城（即皇宫）。紫禁城现今保

存完好，就是今天的故宫。 

皇城早被拆除，但还留下一些胡同名称，从这些地名还能大体看出当年皇城的规模。如

今天的东、西皇城根大街，就是当年皇城东、西两边皇城城墙所在位置。 

内城，原称“京城”，也叫“大城”。由于后来又增筑了外城，它才叫为内城。内城周长

22.5 公里，城墙高 14 米，其位置相当于现在的二环路一线。 

外城始建于明嘉靖三十二年（1553），原计划把内城整个包起来，后因财力不足，只建

造了环抱南部的外城。于是，北京城便成了独特的“凸”字形格局。 

  北京城门有“里九外七”之说，也就是内城有九个城门，外城有七个。 

  内城九门，北墙设有二门： 西侧 德胜门 

                           东侧 安定门 

            东墙设有二门： 北侧 东直门 

                           南侧 朝阳门 

            西墙设有二门： 北侧 西直门 

                           南侧 阜城门 



             南墙设有三门： 正中 正阳门（俗称前门） 

                            东侧 崇文门 

                            西侧 宣武门 

   外城七门，东墙设有二门： 东北角 东便门 

                            正东  广渠门（旧称沙窝门） 

             西墙设有二门： 西北角 西便门 

                            正西  广安门（旧称广宁门） 

             南墙设有三门： 正中  永定门 

                            东侧  左安门 

                            西侧  右安门 

  整个北京内外城，总面积 62 平方公里，共有城门 16 座。外城城门也修建了城楼和瓮城，

还挖了护城河。这些城门和部分箭楼的照片，国家图书馆保存得还比较完整。有些照片取自

不同角度，较全面地反映了这些城门、城楼，是非常珍贵的史料。 

   正阳门（即前门）是内外城门中最大、最壮观的。从照片上可清晰看到，城门楼为三

重檐重楼阁建筑，瓮城城墙将箭楼与城楼连接在一起。其余城门形式基本相同。另外，内外

城四隅还修建了城角箭楼。现今在崇文门东大街、北京火车站南残留的一段城墙上矗立着的

箭楼，是惟一保存下来的明朝角楼。 

   清代末年，北京城墙逐渐拆除，城门也无所依附，如今除正阳门城楼、箭楼和德胜门

箭楼日日可见外，其他城门已名存实亡。而眼前这些旧照片，还可供人们想像昔日北京城的

辉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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