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金 都 上 京 故 城 遗 址 沿 革 考 略

—
附论金 都会宁 ( 白城 ) 遗 址遗 物的年代问题

秦 佩 衡

阿 城
,

在 黑 龙 江 省 东 部
,

哈尔 滨 市 的 东

南
。

滨 绥 铁 路 通 过 其 北
, 1 90 8 年 设 县

。

此 地

唐 时 渤 海 为 粟 未 棘 蝎 种 族 杂 居
,

称 为 海 古 勒

地
。

以 后
,

为 完 颜 氏 所 据
,

为 其 本 部
。

金 都

上 京 会 宁 府
,

即 在 阿城 之 南
。

此 地 为 金 之 发

源 地
。

过 去
,

历 史 学 家 多 忽 略 之
,

殊 少 考

证
。

1 97 9年 夏
,

余 游 学 哈 市
,

访 其 旧 址
,

草

成 此 文
。

浅 学 如 我
,

亦 略得 其 大 概 规 模 而

已 :

金 代 的 会 宁 府
,

即 今 阿 城 南 的 白城
,

这

大 概是 无 问 题 的
。

自金 太 祖 ( 完 颜 星 )
、

金 太

宗 ( 完 颜 属 ) 到 金 熙 宗 ( 完 颜 宣 )
,

皆在 此

建 言队 直 到 海 陵 王 ( 完颜 亮 ) 贞 元 元 年 ( 公 元

1 1 5 3 年 ) 始 迁 燕
。

前 后 在 此 作 为都 城3 8年
。

其 地 被 女 真 族 的 看 重 如 此
。

《 金 史 》 称 :

上 京 路
,

即 海古 之 地
,

金之 旧土 也
。

国 言
‘

金
’

曰
‘

按 出虎
’ ,

以按 出虎 水源 于 此
,

故名 金 源
,

建 国

之 号盖 取 诸 此
。

国 初 称为 内 也
.

天 眷元 年号上 京
。

海

陵贝元 元 年迁都于 燕
,

削上 京 之 号
,

止 称 会 宁府
,

称

为 国 中者 以 违制 论
。

大定 十 三 年七 月
,

复为上 京
。

�

金 都 在 阿 勒 楚 喀 城 南 的 白 城
。

曹廷 杰 考

之 甚 详
。

而 且 批 驳 了 过 去 一 些 错 误 的 说 法
。

他 说
: “ 金 之 上 京 会 宁 府 据 《 金 史 》 及 《 松

漠 纪 闻 》
、

《 北 盟 会 编 》
、

《 许 亢 宗 奉 使 行

程 录 》 所 载 道 里 考 之
,

本 即 今 阿 勒 楚 喀 城 南
四 里 白 城 故 址 ” 。

�

关 于 白城 位 置
, 《 金 史

·

地 理 志 》 � 所

载 较 实
。

同 时
,

我 认 为 《 通志 》 等 书
,

所 载

金 都 自城 在 宁 古 塔 城 西 南
,

以 及 《 明 一 统

志 》
、

《 启 从 录 》 等 书
,

实际 上 都 是 不 可 靠

的
,

是 缺 乏 实 际 上 的 依 据 和 旁 证 的
。

1 9 79年

夏
,

我 在 白 城 进 行 过 初 步 探 索
,

并 联 系 当时

历 史 作 过 一 些 考 证
,

初 步 认 为 白城 即 金 主 阿

骨 打 最 初 建 都 地 所 在
。

今 天 阿城
,

就 是 阿 勒

楚 喀 城
。

曹 廷 杰 的 批 驳 是 有 根 据 的
。

他 说
:

“ 《 通 志 》 谓 在 宁 古 塔 城 西 南
,

其 说 实 本 于

《 明 一 统 志 》
。

金 灭 辽 设 都 于 渤 海 上 京
。

高

士 奇《息 从 录 》,

沙 林 东 南 十 五 里 曰 火 茸城
,

金 之 土 京 会 宁 府
,

此 皆 误 也
。

《 志 》 又 谓 当

在 塞 齐 窝 集 左 右
,

塞 齐 窝 集 岭 上 有故 城 址
,

相 传 为 金 时 闽 门
。

今 张 广 才 岭 即 塞 齐 窝 集
,

绵 亘 数 百 里
,

岭 城 并 无城 址
,

则 其 说尤 不 足

据
。 , �

当 然
,

从 今 天 来
二

口
,

对 这 座 古 城 所 处 的

位 置
、

时 间
、

规 模 形制
、

宫 殿 面 积
、

以及 出

土 文 物 所 在
,

还 不 能 够 研 究 得 十 分 确 切
,

只

能 做 一 些 概 括 性 的 介绍
。

女 真 奴 隶 制 的 向 外 发 展 和 扩
一

大其 对 外 掳

掠
,

并 建 立 了 一 个 阶 级 压 迫 的 机 关
—

国

家
,

是 从 公 元 11 15年 ( 收 国 元 年 ) 的 阿 骨 达

( 金 太 祖 ) 开 始 的
。

他 在 此 年 即 皇 帝 位
,

国

号 大 金
,

建 都 今 阿 城 南 的 白城
。

这个 国 家
,

� 《 金 史 》卷2 4
,

志 第五
,

地理
_

匕

� 曹 廷 杰
:

《 东 三 省 舆 比图 说 》页 1 4 ,

《 金 会 宁府
考

·

海古 勒 白城 附 》
。

� 《 金史 》 卷 况
,

志 第五
,

池 理 上
。

� 劝 廷 杰 : 《 金会 宁府 考
·

海古 勒 白城 附 》
。



实 是 在 对 辽 作 战 的 过 程 中建 立 的
。

自金 太 祖 在 按 出 虎 水 完 颜 部 居 地 誓 师 建

国立 都 后
,

这 一 地 区 被 称 为 “ 内地 ,, ,

金 太

宗 仍 以 此 地 为 都 城
,

仍 称 会 宁 府
。

公 元 11 25

年大 造 宫室
。

这 时 的 会宁 府 实 为 金 朝 初 期 的

政 治 中 心
。

《 金 史 》 记 会 宁府 的 自 然 形 势

说
: “ 其 山 有长 白

、

青 岭
、

马 纪 岭
、

完 都 鲁
,

水 有 按 出 虎 水
、

混 同 江
、

来 流 河
、

宋 瓦 江
、

鸭 子 河
。

府 一
,

领 节 镇 四 ,

防 御一
,

县 六
,

镇 一
。

旧 有会 平 州
,

天 会 二 年 筑
,

契 丹 之 周

特 城 也
,

后 废
。 ” �

为 着 说 明 白城 在 金 代 初 年 所 处 的 地 位
,

我 再 谈 谈 白城 在 当 时 的 经 济
、

政 治 条 件 和 在

交 通 上 所 占的 位 置
。

第 一
,

白城 在 当 时 的 自 然 环 境 非 常 优

越
,

物 产 亦 极 丰 富
。

当 时 会 宁 县 与 府 同 时 置
。

除 有 长 白 山
、

马 纪 岭 外
,

尚 有 “ 勃 野 淀
、

绿

野 淀
。

有 按 出 虎 河
,

又 书 作 阿术 浒
。 ” 除 混

同 江
、

沫 流 河 外
,

尚 “ 有 得胜 陀
,

国 言 忽 土

皑 葛 蛮
,

太 祖 誓 师 之 地 也 ” 。

� 除会 宁 县 外

尚 有 曲 江
、

宜 春 诸 县
,

皆 属 会宁 府
。

契 丹 之

周 特 城
, “ 城 ” 字 原 作 “ 成 ” 字

。

按 《 习 古

乃 传 》 , “ 及 习古 乃 筑 新 城 于 契 丹 周 特 城
,

诏 置 会平 州 ” 。

� ( “ 成 ” 字 实 为 “ 城 ” 字

之误 ) 会 宁 府 原 为 金 置
,

上 京所 治
。

初 为 州
,

太 宗 完 颜 属 因建 都 所 在
,

升 为 府
。

治 会 宁 县
。

今 黑 龙 江 阿 城 县 南 的 白城
,

即 其 故 址
。

此 城

东 临 阿 什 河
、

南有 帽 儿 山
。

其 南 面 的 玉 泉 镇

是 著 名 的 风 景 区
。

金 初 在 此 建 都 并 非 偶 然
。

此地 从 经 济 资 源 来 看
,

农
、

林
、

矿 产 资源 十

分丰富
。

特 别 以 盛 产 大 豆
、

亚 麻
、

甜 菜
、

大

蒜 而 驰 名 东 北
。

早 在 阿 骨 打 时
,

此 地 户 口 繁

盛
,

岁 贡 秦 王 鱼 及 猪 等
。

�

第二
,

会宁 白城 地 区 在 金 代 初 年 政治 地

位 十 分 重 要
,

在 交 通 上 也 是 南 北 的 孔 道
,

吉
、

黑的 枢 纽
。

宋 岳 坷 误 将 辽 之 临 演 为 会宁
,

误

矣
。

� 《 东 三 省 舆 地 图 说 》 亦 称
: “ 按 《 金

史 》 会 宁府 初 为 会 宁 州
,

太 宗 以 建 都 升 为 府
,

天 眷元 年 置 上 京 留守
,

带 本府 尹 兼 本 路 兵 马

都 总 管
。

东 至 瑚 尔 喀 路 六 百 三 十 里
,

西 至 肇 州

五 百 五十 里
,

北 至 夫 余 路 七 百 里
,

东 南 至 率

宾 路 一 千 六 百 里
,

南至 海 兰 路 一千 八 百 里
。

《 松 漠 纪 闻 》 :

自上 京 至 燕 二 千 七 百 五十 里
。

三 十 里 至 会 宁 头 铺
, 四 十 里 至 第 二 铺

,

三 十

五 里 至 阿 萨 尔 铺
,

四 十 里 至 拉 林 河
。

《 北 盟

会 编 》 :

出 榆 关 以 东
,

第 三 十八 程至 拉 林 河
,

终 日 之 内
,

山 无 寸木
,

地 不 产泉
。

又 五 里 至

矩 古 贝 勒 寨
,

尽 女 真人
。

第 三 十 九 程 至 馆
,

去 上 京 尚 十 里
。

许 亢 宗 《 奉 使 行 程 录 》 :

过

混 同 江 四 十 里 宿 呼 勒 希 寨
,

三 十 六程
,

自 呼 勒

希寨 东 行 五 里
,

契 丹 南 女 真 旧 界 也
。

八 十 里

至 拉 林 河
,

行 终 日无 寸 木
,

地 不 产 泉
,

人 携

水 以 行
,

渡 河 五 里 至 矩 古 贝 勒 寨
。

第 三 十 七

程 自矩 古 贝 勒 寨 七 十 里 至 达 河 寨
。

第 三 十 八

程 自布 达 寨 行 二 十 里 至 乌 舍 郎 君 宅
,

又 三 十

里 至 馆
,

此 去 北 廷 尚 十 里
。

查 《 金 史 》 所 谓

瑚 尔 喀 路 即 今 三 姓 南 一 百 七 十 里 小 巴 彦 苏 苏

地 方
、

牡 丹 江 西 沿 古 城 肇 州
,

即 今 逊 札 堡 站

东 北 珠 赫 城
。

率 宾 路 即 今 绥 芬 河 双 城 子 地 方
。

海 兰 路 即 今 图 们 江 北 海 兰 河 海 兰 城
。

自白城

按 之 道 里 皆合
。

《 松 漠 纪 闻 》 由 白城 西 行 渡

拉 林 河
。

《 北 盟 会 编 》
、

《 行 程 录 》 由拉 林

河 东 行 至 白 城
,

所 记 道 里 皆 百 四 十 余
。

今 由

白城 西 行 十 里 有 土 城 名 点 将 台
。

又 三 十里 有

土 城 名 小 城 子
,

又 三 十 余 里 有双 城 子
,

又 十

里 单 城 子
,

又 十 里 金 钱 屯
,

又 三 十 里 乌 金 屯
,

又十 里 花 园 地 方 有 旧 土 围
,

又 五 里 拉 林 河 亦

� 。 《 全 史 》 卷2 生
,

志 丸
_

版
:

J也理 上
。

� 《 金 史 》 卷 了2 《 习古 乃 r令》
。

� 《 金史 》 会 宁 府 下云 : “

初 为 会 宁州
,

太 宗 以 建
部

,

升 为有
。

天 眷元 年
,

置 上 京 留守 司
,

以 留守

带 木 府 尹
,

兼 本路 兵 马 都 总 管
。

后 置上 京 易 懒 等路
提 刑 司

。

户 三 万 一千 二 百 七十
。

旧 岁 贡 秦 王 鱼
,

大 定 十 二 年鉴之
。

又 贡 猪 二 为
.

二 十五 年 芸 之
。

东至 胡里 改六 百三 十 里
.

西 至 g朝 寸五 百五 十 里
,

北 至 燕与 路 七 百见
,

几 南 至恤 品 路 一 千 六 百 里
,

至 岛懒 路 一 千八 百 里
。

( 《 金 史 》 卷 24
,

志 第
五

,

地 理 上 )

� 倦 翁 《 程 史 》 称 ; “

余读 北 辽 遗 事
,

见 赵 良 嗣
与 工 瑰使 金

,

适 攻 辽上 京 城 破
,

有诗 云 云
。

考其 诗中 所 称工 生上 京 殿 名
,

阿保 机故 巢
。

即 会
宁

。 ”

( 见 周春 ; 《辽 诗话 》页 8 0 5 《 赵 良嗣 》
.

)



约 百 四 十 里
。

路 皆 平坦
,

犹 见 雨道 形迹
。 护

由 此可 知
: “ 花 园 地 方 即 矩 古 贝 勒 寨

,

金 钱

屯 即 阿 萨 尔 铺
,

双 城 子 即 达河 寨
,

亦 即 布 达

寨
。

小 城 子 即 会宁 头 铺
,

亦 即 乌舍 郎君 宅 所

在
。

点 将 台 即 当 日 馆 客 之 所
。

再 东 行 十 里 至

白城 西 门 外
,

偏 北 有大土 阜
,

今 呼 斩 将 台
。

查 《 北 盟 会 编 》 第 三 十 九 程 至 馆
,

去 京 尚 十

余 里
,

翌 日 马 行 可 五七 里 一 望 平 原 旷 野
,

又

一 二 里
,

云 近 闷
,

去伞 盖
,

复 北 百 余 步
,

有

阜 当指 此 斩 将 台 也
。 ” �

金在 会 宁 府 南 的 白 城 建 都 以后
,

建 号 上

京
。

把 原 来 的 辽 上 京
,

改 称 北 京
。

规 范 皆仿

沐 京
。

《 吉 林 外 记 》 称
: “ 《 大 金国 志 》 :

国 初 城 郭 散居
,

呼 曰皇 帝 寨
、

国 相 寨
、

太 子

庄
。

后 升 曰 会 宁 府
,

建 为 上 京
。

其 辽 之 上 京
,

改 作 北 京
。

城 邑宫 室
,

无 异 中 原
,

州 县 廊 宇

制 度 草创
。

又 云 皇 统 六 年 春三 月
,

上 以 上 京

会 宁 旧 内 太狭
,

役 五 路 工 匠 撤 而 新 之
,

规 模

悉 仿 沐 京
。 ” �

金 在 上 京 会 宁 府 修 建 了 富 丽 堂 皇 的 宫

殿
。

最 南 为乾 元 殿
,

徽 宗 朝 见 金 主 处
。

北 去

为 敷 德 殿 ( 即 朝 殿 )
,

官 吏在 此 朝 见 皇 帝 的

地 方
。

再 北 为 庆 元 宫
,

为安 放 金 太祖 以下 遗

像
,

实 地 上 是 金 的 原 庙
。

又北 为 明 德 宫
、

明

德 殿
,

供 太 后 居 住
,

安 放 金 太 宗 遗像
。

最 北

为凉 殿
,

为 皇 帝 乘 凉 避 暑 的 地 方
。

金 太 宗 时

营建 的 乾 元 殿
,

后 改 名 为 皇 极 殿
。

以 后 又 兴

建 了 太庙
、

社 翟 坛
、

嘉 荫侯 庙 �
、

八 角 井

等 �
。

金 熙 宗 仿 宋 制 兴 建 的 华 丽 宫 殿
,

使 上

京 面 貌 大为 改 观
。

以后 到 了 金世 宗 时
,

又 在

白 城 兴 建 了 华 丽 的 皇 武 殿
,

皇 武 殿 为 金
一

查 宗

打 球 校 射 之 所
。

《 金 史
·

本 纪 》 : “

大 定 二 十

五 年
,

上 在 会 宁 府 谓 群 臣 曰
:

上 京 风 物
,

联

自乐 之
。

祖 宗 归 邦
,

不 忍 舍 去
。

后 数 日
,

宴

宗 室 于 皇 武 殿
。

日
:

联 寻 常 不 饮 酒
,

今 日 正

欲 沉 醉
,

此 乐 不 易 得 也
。

宗 室 故 老 以 次 起 舞

进酒 ” �
。

记 栽 金 初 白城 及 宫 殿 旧 址 较 详 尽

的 莫 如 曹 廷 杰 氏
。

非 有 实 际 考 察 的 工 作
,

不

能 有 此 详 尽 的 记 载
。

他 说
:

白城 西 面
、

南 面各十里
,

东 北 隅缩 进 五 里
,

作
日形

。

由缩 进 之 隅 至 西城 适 中之 处
,

复有横城 一 道
。

棋 城 南有子 城 方 约 二里
。

南 面 有 二土阜对 峙
,

各 高 二 丈

余
,

周 二 十 余丈
。

由阜间北 行 有 高阜七 层
,

高 各 四 五
尺

,

长均 二十 余 丈
,

即 宫殿 基 也
。

两 旁均 有 高 阜
,

南

北直 向 即 围 郎基 也
。

外又 各有 横 亘 高阜数 层
,

皆 在 子

城 内
。

《 北 盟会 编 》
:

宿 围 绕 高 丈 余
.

巢 城 也
。

至 门

就 龙 台下 马
,

行 入 宿 围
,

朝 见
,

即 捧 国 书
,

自 山 棚

东 入 山 棚
,

左 日 桃 源 洞
,

右 口 紫 极 洞
。

中作大 牌
.

题 日
:

米 微 宫 高 五 七尺
,

以 五 彩 问 结
,

山 石 及 仙 佛
龙 象 之形

。

殿 七 间
,

甚 壮
。

额 曰 乾 元 殿
,

高 四 尺许
,

阶前 作坛 方 数 丈
,

名龙 挥
。

据 此 知 子城 即所 谓 宿 围
,

南 而 二阜 即 所 谓 桃 源洞
、

紫 极 洞
。

中 间 叩 翠微 宫
,

北

行 臼[J 花元 殿 也�
。

乾 元 殿 外
, 四 周 栽 柳

,

殿 内 砌 火 坑
,

君 臣 杂 坐

炕 上 议 政
。

乾 元 殿 南 去
,

即 午 门 遗 址
。

除 以上 宫 殿 亭 榭 外
,

尚 有 云 锦 亭
、

临 漪

亭 等 名 胜
。

为 当 年 金 世 宗 ( 完 颜 雍 )的 笼 鹰 的

地 方
。

《 吉 林 外 记 》 :

称 阿 勒 楚 喀 除 “ 云 锦

亭 ” 外 “ 又 有 临 漪 亭 并 金 世 宗 建
,

为 笼 鹰 之

所
。

《 金 史
。

地 理 志 》 在 阿 勒 楚 喀 水 侧
。 妙 �

早 在 金 太 宗 ( 完 颜 晨 )统 治 时 间 ( 1 1 2 3一
1 1 别

:

午 )
,

企 浸 略 军 已 占 领 了 山 东
、

河 东
、

河 北 以 及 陕 西 诸 路
,

但 由于 南宋 人 民 的 殊 死

抵 抗
, “ 怀 土 顾 恋

, 以 死 坚 守 ” � 金 政 权 在

这 些 地 区 内 的 统 治 是 十 分 不 巩 固 的
。

直 到 金

熙 宗 ( 完 颜 宜 )的 统 治 时 期 ( 113 5一 114 9 年 )
,

金 始 终 是 以 会 宁 府 ( 即 黑 龙 江 阿 城 县 南按 出

曹廷 杰 : 《 东三 省 舆 地 图 说 》 页 封 一 拓
,

( 见 《会
宁 府 考

·

海古勒 白城 附 》 )
。

萨 英 额
:

《 吉 林 外 记 》 〔里 明 清 属 典地 丛 书 木 〕
卷 9

,

页 6 《 金 上 京 宫殿 》
。

嘉 荫 决庙 : “

金 大定 中册上 京 诸 林 为 嘉 荫 侯 立
庇

,

后 废
。

今 共 地 大 木 槛 然
”

( 《 古 林 外 记 》

卷9
,

页 6 )
。

八 角 井
,

在 旧 宫 东北
,

石 赘八 角
,

井栏 犹 存
。

常
有 光 自井 出

,

报 之得 谈砧 二 枚
.

古 境二 圆
。

雍正

四 年 井 中淘得 银 牌 一 面
,

镌 人姓名功 绩
。 ”

( 《百

林 外 记 》 卷9
,

页 6一 7o

《 吉 林外 记 》 卷9
,

页 氏

曹廷 杰
:

《东 三 省 舆 地 图说 》皇 朝 藩属 〔舆地 丛 书 〕

页15 《 金会宁 府考海古勒 白城 附 》
。

萨 英 额
:

《 吉林 外记 》 卷 9
,

页 11
。

《 大金 吊 浅录 》上 《 靖 康元 年七 月 宋 再 遗 使乞允

割 三 于州 种岁 币书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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虎 ) 作 为 首都 的
。

他 们 在 这 里 大兴 土 木
,

增

广 宫殿
。

并 把 从 北 宋 掠 夺 来 的 金 银 帛 币
、

舆 服
、

法 物 礼 器
、

浑 天 仪
、

铜 人
、

漏 刻
、

书

籍
、

图 志 以 及 伎 艺 工 匠 等
,

一齐 满 载 到 会 宁

府 来
。

数 旦 之 多
,

是 十 分 惊 人 的
。

根 据 《 金 史 》 的 记 载
,

金 上 京 宫殿 规 模

甚 大
。 “ 其 宫室 有 乾元 殿

、

天 会三 年建
,

天

眷 元 年 更 名 皇 极 殿
。

庆 元 宫
,

天 会十 三年 建
,

殿 曰辰 居
,

门 曰 景 晖
。

天 眷 二 年安 太 祖 以 下

御 容 为 原 庙 �
。

朝 殿
,

天 眷 元 年建
,

殿 曰敷

德
,

门 日 延 光
,

寝 殿 曰 宵 衣
,

书 殿 日 稽 古
。

又有 明 德 宫
、

明 德 殿
,

熙 宗 尝 享 太 宗 御 容 于

此
,

太 后 所 居 也
。

凉 殿
,

皇 统 二 年 构
,

门 曰

延 福
,

楼 曰 五 云
,

殿 曰 重 明
。

东 庞 南 殿 曰 东

华
,

次 曰广 仁
。

西 庞 南 殿 曰 西 清
,

次 曰 明 义
。

重 明 后
,

东 殿 曰 龙 寿
,

西 殿 曰 奎 文
。

时 令殿

及 其 门 曰 奉 元
。

有 泰 和 殿
,

有 武 德 殿
,

有 薰 风

殿
。

其 行 宫 有 天 开殿
,

交 刺 春 水 之 地 也
。

有

混 同 江 行 宫
。

太 店
、

社 穆
,

皇 统 三 年建
,

正

隆 二 年毁
。

原庙
,

天 眷 元 年 以春 亭 名天 元 殿
,

安 大祖
、

太 宗
、

微 宗 及 诸 后 御 容
。

春 亭者
,

太 祖 所 尝 御 之 所 也
。

天 眷 二 年 作 原 庙
,

皇 统

七 年 改 原 庙 乾 文 殿 日 世 德
,

正 隆 二 年 毁
。

大

定 五 年 复 建 于 太 祖 庙
。

兴 圣 宫
,

德 宗 所 居 也
,

天 德 元 年 名 之
。

兴 德 宫
,

后 更 名 永 柞 宫
,

睿

宗所 居 也
。

光 兴 官
,

世 宗 所 居 也
。

正 隆 二 年

命吏 部 郎 中 肖彦 良尽 毁 宫 殿
、

宗 庙
,

诸 大 族

邱 第及 储 庆 寺
,

夷其 址
,

耕 垦 之
。

大 定 二 十

一 年 复 修 宫 殿
,

建 城 煌庙
。

二十 三 年 以 臂 束

其 城
。

有 皇 武 殿
,

击 球 校 射 之 所 也
。

有 云 锦

亭
、

有 临漪 亭
,

为 笼 鹰 之 所
,

在 按 出 虎 水

侧
。 ” � 在 这 些 辉 煌 的 建 筑 周 围

,

就 是 夯 土

板 筑 的 阿 城 白城 上 京 会 宁府 故 城 的 城 垣
。

这

是在 当时 历 史条 件下 黑 龙 江 流域 最 大的 一 个

城市
。

白 城 遗 址 正如 前 面 所 提 到 的
,

在 阿 城 南
4 华里

,

本 地 人 叫 做 白 城 子
。

城 东 有 阿 什 河
,

南 北 流 向
。

金 代 的 这 座 古 都
,

曾 以 北 宋 都

城 沐京 为 蓝 图 或 范 例 大规 模 地 多次 扩 建
。

从

城 的 整 个布局 来 看
,

上 京 城 分 南北 相 联 的 两

个 城 区
。

东 西 约 为 四 华 里 左 右 南 北 约 有 6 华

里 左 右
。

据 阿 城 县 文 物 管 理 所 的 实 测
,

周 长

1 0
, 873 米

,

约21
.

5 华里
。

大体 和 以 前 估 计 相

同
。

城 址 保 存 的 程 度
,

比 之 汉 荣 阳 ( 古 荣

镇 ) 古 城 址
,

尤 为 完 好
。

特 别 是 西 面
,

城 墙

高 筑
,

推 谍 相 望
,

城外 有 壕
,

建 有 瓮 门
。

前 面 我 们 已 经 提 到
,

在 古 城遗 址 南 部
,

有 午 门 遗 址
,

形 成 二 闽
。

此 地 即 当年 宋 徽
、

钦 二 宗 入 金
,

在 此 朝 见 金 主 处
。

《 宋 史 纪 事

本 末 》 称
: “ 金 人 以 太 上 皇 及 帝 以 素 服 见 阿

骨 打 庙
,

遂 见 金 主 于 乾 元 殿
。

金 主 封 上 太 皇

为 昏德 公
,

帝 为 重 昏侯
。 ” � 徽 钦 二 帝 入 金

以 后
,

初 徙 韩 州
。

� “ 后 移 冷 山” � “ 终 徙

五 国 城 故 址
,

即 今 伯 都 访 城 , 。

�

考 阿 城 之 名
,

实 沿 古 称
。

旧 称 为 阿 勒 楚

喀 城
。

萨英 额 《 吉 林 外 记 》 第 二 卷
,

记 的 阿

勒 楚 喀 城
,

称 城 南 二 里 有 金 显 祖 建 都 故 城 俗

称 白城
,

即 描 此 地
。

土 京 城可 能 废 弃 在 清

初
,

雍 正 年 间 设 置 阿 勒 楚 喀 副 都统 时
,

另 筑

新 城
,

即 今 阿 城 县 城
。

萨 英 额 说
: “ 阿 勒 楚

喀 城 四 围 板 墙
,

方 七 百 四 十 五丈
。

乾 隆 四 十

八 年 改 为 土 墙
,

基 宽 三 尺
,

顶 宽 一 尺 六 寸
,

高七 尺
。

东 西 南 北 各 一 门
。

雍 正 七 年 兵 力 修

建
。

乾 隆 三 十 五 年 改 为 官 修
。 ” 又 说

: “ 城 内

无 街 市
,

惟 西 门外 商 贾 辐 较
,

街 道 俱 系 石 板 铺

垫
,

近 亦 倾 记
,

不 便 行 旅
。 ” 这 是 清 代 情 况

,

现 在 发展 繁 荣 得 与 前 相 比 有天 地 之 别 了
。

最

后
,

谈 到 了 白 城 子
。 “ 咙 南 二 里 许

,

有 金 显

� 《 金 史 》 卷 八
.

志 第五
.

地 理 土
,

上 京 路
。

按
:

“

夭 眷二 年安太 祖 以下 御 容于 原 庙
, “

二
”

原 作
与‘ ” 。

但 依本 书 卷四 《熙 宗 纪 》
,

天 眷 二年 九
月

“

立 太 祖 原 庙 于 庆元 宫” .

又 卷 岛 《礼 志 》原
庙 条 亦同 此

。

故 据 改
。

� 同上
。

� 陈 邦 赡: 《 宋史 纪 事本末 》 卷5 7 《二 帝北 狩 》
。

� 韩 州
,

即 今辽 宁 昌图 县
。

二 帝 徙 伟州
, “

今下 之
后

,

尽 空 其 城
,

命 去康 郡 王 孝笃 等九 百 余人 至 韩
州 同处

,

给 旧 十 五 顷
,

令 种 有 以 自给
。

催 秦 桧 不

口
�

于徒
,

依 挞 懒 以 居
,

挞 懒 亦厚 待 之
。 ”

同 上
。

令山
,

又 名 冷酬 山或冷 隆
。

地 在 黄 龙 府 北
。

落缘
:

《吉 林外 记
·

跋 》
。

见 《 吉林外 记 》附
。

抉
;内城 即 今吉 林 扶余县

。



祖 建 都 故 城
,

俗 称 白 城
,

有谓 为 五 国 城 者 误
。

方 四 十 里
,

高 丈 余
,

城 壕 深 六 尺 许
,

东 西 南

北 各 一 门
。

内有小 城 及 宫 殿 旧 址
。

该 处 居 民

尝挖 得 金 玉 铜 瓷 诸 器 及 古铜 钱
,

现在 犹 有 在

之 者
。

该 处 仕 宦 住 宅 脚 石 及 铺 街 石 板
,

凡 有

雕 花 文 者
,

俱 由此 城 携 去
。

今 过 此 地
,

满 城

稼墙
,

一 望 荒 凉
。

西 门外
,

二 里 许 有 土 岗 一

座
,

高 丈 余
,

相 传 为 当 时 点 将 台 云
。 ” �

金 代 上 京 城 郊 规 划 中 的 宫 殿 寺 观 一 览表

殿殿 名名 宫 名名 楼 名名 庙 名名 兴 建时 期期 各 考考

兴兴兴德 宫宫宫宫 睿 宗
一

{l寸寸 后 更 名 为为

永永永永永永永 柞 宫宫
光光光 兴 宫宫宫宫 世 宗 大定 「「寸

、、、

((((((((((( 1 ] 6 1一 王丈七七日]]]]]
,,

自 于 卜 日 丝丝丝丝丝 世 宗 大定 中中中
三三 巨 万 、 刀弋狡狡狡狡狡

( 1 1 6 1一 1 18 9 )))))
翠翠翠微 宫宫宫宫 不 详详 左 为 桃 源 洞右右

为为为为为为为 紫 极洞 在 乾乾
元元元元元元元 殿 南南

井
以 上 是 金 上 京 城 的 一 个 大概 轮 廓

。

实 地

上
,

金 上 京 是 在 汉 族 官 僚 卢 彦 伦 主 持 下
,

从

其 城 市 布 局 和 规 划 来 看
,

都 具 有 许 多 唐
、

宋

京 城 的 一 些 特 点
。

如 除 宫 殿 区
、

官 署 区外
,

还 有 工 商 业 居 民 区
。

南 城 是 宫 殿 区 和 官 署 区
。

其 中
,

南 城 西 部 为 宫 殿 区
,

东 部 则 为 官 署 区
。

北 城 则 是 工 商 业 居 民 区
。

北城 建 筑 遗 址 甚 少

至 于 高 大 的 夯 土 台 基 址
,

尤 为 少 见
。

这 显 示

北 城 不 是 宫 殿 式 的 大 型 建 筑 物 集 中 的 场 所
。

鸟 居 龙 藏 氏 曾 在 北 城 作 过 一 些 考 察
,

在 城 内

发 现 有 一 对 制 车 时 所 用 之 草 瓢 形 石 �
。

这 是

制 车 作 坊 中 的 遗 物
。

这 些 遗 物 表 明
,

当年 北

城 可 能 是 居 民 集 中 之 所 在
。

依 照 我 个 人 考 察

后 的 初 步 看 法
,

金 上 京 城 中工 商 业 居 民 区
、

宫殿 区 和 官 署 区 的 分 立
,

大 概 开 始 在 金 熙 宗

之 时
。

应 当 指 出
:

金 都 城 的 规 划 并 不 限 于 城 内
,

也 包 括 城 市 的 郊 区
。

我 国 自 秦
、

汉 以来
,

一

般 习 于 在 都 城 城 郊 没置 宗 庙
、

离 宫和 陵 墓 区
。

金 上 京 也 继 承 了 这 一 传 统
。

从金 上 京 城 郊 的

一 些 遗 迹 以 及 有 关 文 献 的 记 载 看 来
,

金 上 京

城 郊 的 规 划 轮 廓
,

也 大 体 可 以 找 到
。

大 概 在 金太 祖 完 颜 昊 时
,

开 国 之 初
,

体

制 未 备
,

所 以 有 关 皇 陵 的 修 建 等
,

尚 无 规 划
。

完 颜 曼 死 后
,

仅 在 会 宁 府 西 南
,

择 地 营 葬
。

《 金 史 》 所 谓
: “

葬 宫城 西 南
,

建 宁 神殿
。 护

� 萨 英 额
:

《吉林 外 记 》 卷 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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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鸟 居 龙 藏
: 《 满 蒙古 迹 考 》

。



。 完 颜 星 时
,

战 争频 繁
,

还 未 暇 修 筑 上 京 城
,

“ 宫 城 ” 为 以 后 史 家 追 述 之 词
,

实 即 当地 人

沿 称 的 皇 帝 寨
。

金 太 宗 所 筑 的 上 京 北 城
,

就

是 皇 帝 寨 的 旧 址
。

现 在 会宁 府 旧 址 南 城 西 一

里 的 地 方
,

尚 存 有 一 非 常 高 大 的 土 墩
, 四 面

古 木 荫 天
,

附 近 出 现 许 多残 余 的 砖 瓦 片
,

包

括 一 些 琉 璃 瓦 残 片
,

俗 称 斩 将 台
。

也 就 是 萨

英 额 所 说 的 “ 点将 台” ( 音 讹 )
。

若 与 《 金

史 》 所 记 太 祖 陵 的 位 置 相 推 考
,

此 地 当 为太

祖 陵 的 故 址 所 在
。

很 明 显 的
,

在 都 城 附近 是 不 适 宜 于 营建

皇 陵 的
。

所 以 ,

到 了 金 熙 宗 完 颜 宜 时
,

就 在 其

他 地 方 另建 皇 陵区
。

如 金 太 祖 的 睿 陵 ; 金 太

宗 的 恭 陵 等
。

这 就 是 我 们 常 说 的 和 陵 金 墓 群
。

和 陵 在 胡 凯 山 南
。

即 《 金 史 》 所 称
:

欢 都
“

居

于 安 出虎 水 源
,

胡 凯 山 南
。

胡 凯 山 者
,

所

谓 和 陵 之 地 是 也 ” 。

� 胡 凯 山 在 阿 城 县 东 部
,

叠 岩 重 障
,

峻 峰 奇 壑
。

安 出 虎 水 即 阿 什 河
,

即 安 春 温
, � 女 真 语

,

意 即 “ 金 ” 。

阿 什 河

东 岸 为 张 广 才 岭 余 脉 所 构 成 的 丘 陵 地 区
,

矿

产 丰 饶
,

土 地 肥 沃
。

此 地 兴 建 皇 陵 或 王 陵
,

当然 地 理 条 件 是 比较 优 越 的
。

近 年
,

在 阿 城

县 东 部大 岭
、

半拉 城 子 等 地 方
,

发 现 许 多金

代 的 石 人
、

石 兽
、

还 有石 供 桌 等
,

足 可证 明 此

地 为 金 代 陵 墓 所 在
。

这 些 陵 墓
,

即 使 不 是 皇

陵
,

也 当 是 些 与 皇 陵 有 关 的 金 陵 群
。

金 熙 宗

的 父 亲 宗 峻
,

死 后 即 “ 改 葬 兴 陵 , � ,

其

子 济 安 死 后
,

即 “葬 兴 陵 之 侧
,

上 送 至 乌 只

黑 水 而 还
。 ” � 乌 只 黑 水 就 是 现在 阿什 河 东

岸 支 流 小 黑 子 河
,

可 见 兴 陵 也 在 阿 城县 东 部

地 区
。

据 洪 皓 记 载
:

阿 骨 达 ( 完 颜 昊 ) “ 灭

契 丹
,

溢 大 圣 武 元 皇 帝
,

号 太 祖
。

同 母 弟 二

人
,

长 曰 昊 乞 买
,

次 曰 撒 也
。

阿 骨 达 卒
,

吴

乞 买 立
,

更 名 属
,

溢 文 烈 皇 帝
。

号 太 宗
。

配 曰

明德 皇后
。

今 主 名 宜
,

阿 骨 打 之 孙
,

绳 果 之

子
,

绳 果 追 溢 景 宣 皇帝
,

宜 之 配 日 屠 始 坦 氏
”

�
。

绳 果 即 宗 峻
,

未 就 位
,

济 安 即 英悼 太 子
,

亦 未 就 位
。

皆 葬 于 兴 陵
。

可 见 阿 城 东 部 山 区

是 金 代 陵墓 的 集 中 地
。

又可 从 此 证 明
,

在 阿

城 东 部 山 区 除皇 陵 外 还 有许 多 太 子 陵 及 相 国

陵 之 类
。

除 陵 墓 外
,

在 上 京 近 郊 还 建 有我 们 前面

已提 到 过 的 那 些 原 庙
、

太 庙
、

社 翟 坛 一 类 的 建

筑
。

大 家 道 知
,

上 京 城 东 的 阿 什 河 畔
,

有 一

座 金 代 小 城 叫 小城 子
,

这 里 就 是 金 代 的 春 亭
,

金 太 祖 原 庙 故 址
。

《 金 史 》 称
: “

原 庙
,

天 眷

元 年 以春 亭 名 天 元 殿
,

安 太 祖
、

太 宗
、

徽 宗

及 诸 后 御 容
。

春 亭 者
,

太 祖 所 尝 御 之 所 也
。

天

眷 二 年 作 原 庙
,

皇 统 七 年 改 原庙 乾 文 殿 曰 世

德
,

正 隆 二 年毁
。

大 定 五年 复 建 太 祖 庙
。 ” �

大 定 是 金 世 宗 完 颜 雍 的 年 号
。

约 当公 元 1 16 1

到 11 89 年 之 间
。

是 金 代 极 盛 之 时
,

可 见 在 世

宗 之 时
,

城 郊 的春 亭 ( 即原 庙 ) 仍 在 动 工 修

建 祖 庙
。

女 真 族 建 国 初 期 经 济 落 后
,

宗 教 气 息 浓

厚
。

统 治 阶 级 更 不 用 说 了
,

更 是 假 祭 祀 天 地

以 进 行 其 对 人 民 的 统 治
。 “ 宗 教 是 麻 醉 人 民

的 鸦 片 , �
,

这 是 马 克 思 的 一 句名 言
,

是 马 克

思 主 义 宗 教 问 题 上 全 部世 界 观 的 基 石
。

但 是
,

在 资本 主 义 以 前 的 社 会 中
,

仍 然 支 配 着 千 百

万 人 的 意 识
。

金 代 不 能 例 外
。

女 真 人 也 许 是

受 到 汉 族 人 的 影 响
,

既 信 仰 佛 教
,

也 信 仰 道

教
。

所 谓
: “ 浮 图 之 教

,

虽 贵 戚 望 族
,

多 舍

男 女 为 僧 尼
。 ” � 又 有 所 谓

: “ 金 国 崇 重 道

教
,

与 释 教 同
。

自奄 有 中 州 之 后
,

燕 南 燕 北

皆 有 之
。 ” 佛 教 和 道 教 所 以 在 金 代具 有 力

量
,

首 先 是 由于 那 压 在 人 民 群 众 身 上 的 社 会

压 迫
。

金 贵族 统 治 者 大 力 扶 植 佛
、

道 教
,

在

上 京 城 内外 建 立 了 许 多 道 观 和 佛 寺
。

这 些 寺

观
,

既 是 皇 帝 勋 臣 “ 游 幸 ” 、

玩 赏 的 场 所
,

� 《 金 史 》 卷 2 ,

《 太祖纪 》
。

� 《 金史 》 卷招
,

《 欢 都传 》
。

� 罗 福 成
:

《女 真 泽 语 》
。

� 《金 史 》 卷 4
,

《 熙 宗 纪 》
。

� 《 金 史 》 卷80
,

《 济 安 传 》
。

� 洪 皓 ; 《 松 漠纪 闻 》上
,

页 2
。

� 《 金 史 》 卷2 4
,

《 地理 上 》
。

� 列 宁 ; 《 论 马克 思 恩格 斯 及 马 克思 主 义 》
。

� 宇 文 愈 昭
:

《金志 浮 图》
,

〔丛 书 集成本 〕页 I Q.

同 上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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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 是 剥 削 阶 级 极 力 培植
、

支持 和 利 用 宗 教
,

把 它 当 做 精 神上 奴 役 劳 动人 民
、

巩 固 其 政 治

统 治 的 一 利
‘

手 段
。

根 据 记 载
,

当 时 仅 在上 京

城 内外
,

就 有五
、

六 处 寺 院 或 道 观
,

其 中 宝

胜 寺
,

最 为 驰 名
。

故 址 在 今 白城 西 北 郊
。

当

时 “ 胡 俗 奉 佛 尤 谨
,

帝 后 见 像 没 皆 梵 拜
。

公

卿 诣 寺
,

则 僧 坐 上 座
。 ” � 无 论 是 在 会宁 还

是 燕 京
,

无 不 为 此
。

除 道 观
、

佛 寺 外
,

上 京 城 周 围 还 设 有许 多

其 他供 皇 帝 及 勋 亲 贵族 游 览 的 行 宫
、

台 榭
,

正 为前 面
,

我 们 提 到 过 的
,

阿 什 河 畔 修 建

有 云 锦 亭
、

临 漪 亭
,

都 是 “ 笼 鹰 之 所 ” 。

又

有 皇 武 殿
,

是 “ 击 球 校 射 之 所
。 ” � 行官 也

有 数处
,

除 天 开 殿 外
,

在 混 同 江 ( 即 松 花

江 ) 也 设 有 行 宫
。

初 步 探 索
,

金 代 的 混 同 江

行 宫 当 在 哈 尔 滨 附 近 一 带
。

过 去
,

在 哈尔 滨

市 曾 发 现过 很 多 金 代 的 墓 葬 和 窖 藏
,

这 和 金

贵 族 的 行 宫
、

游 览 等 不 无 蛛 丝 马脚 的 关 系
。

上 京 的 规 划 除 以 上 所 提 到 的 陵墓
、

寺观

外
,

还 有猎 场
。

金 代 尚 田 猎
。

所 谓 “ 金 国 酷

喜 田 猎
。

昔 会宁 四 时 皆 猎 , 。

� 金 熙 宗 尤 好

田 猎
。 “ 有 三 事

,

令 臣 下 不 谏
。

曰 作 乐
、

曰 饭

僧
、

日 围 场
。

其 重 田 猎 如 此
。 ” � 金 初 围 场

,

当 在 上 京 城 东 南 部
,

今 亚 沟 白 帽 子 一 带 的 山

中
。

亚 沟 车 站 附 近 山 中 有 金 代 摩 崖 石 刻
,

断

崖 之 上 刻 有 男 女 石 像
。

男 的 头 戴 盔
,

身着 甲
,

手 执 鞭
,

足 穿 靴
。

似 是 一 个 武 士 像
。

女 的 头

戴 帽
,

身穿 左 枉 长 袖 服 装
,

双 手合 在 胸 前
,

似 是 一 个 贵 妇 人 像
。

亚 沟 和 白 帽 子 一 带 山 区

在金 初 当 是 金 朝 皇 帝 秋 山 行 猎 的 地 方
。

金 初 上 京 城 的 规 划 除猎 场 外
,

还 有祭 坛

的 设 置
。

在 上 京城 南 十 里 的 官 儿 屯 ( 俗 称 古

瞎 屯 ) 有 一 很高 台 基
,

即 金 之 郊 祭 坛
。

此

坛 之建
,

始 于 金 太 宗
。 “ 金 起 自海 滨

,

自乌

古 乃 而 始 大 ” 。

,’F 可骨 打 嗣 位 ⋯ ⋯ 遂 称 帝
,

国 号 金
。 ” � 即 太 祖

。

其 后
,

太 宗 吴 乞 买 既

斩 辽 柞
, 以 会 宁府 为 都 会

,

开 始 修 建
。

并 建

郊 祀 之 礼
。 “ 金 之 郊 祀

,

本 于 其 俗 有 拜 天 之

礼
。

其 后
,

太宗 即 位
,

乃 告 祀 天 地
,

盖 设 位

而 祭
丫

也
。 ” � 金 朝 风 俗

,

有拜 日祭 天 之 礼
,

《 金 志 》 称
: “ 其 节 序 元 旦 则 拜 日相 庆

,

重

午 则 射 柳 祭 天
。 ” � 按

“

拜 天
,

金 因 辽 旧 俗
,

以 重 五
、

中元
、

重 九 日 行 拜 天 之 礼
。

重 五 于 鞠

场
,

中 元 于 内 殿
,

重 九 于 都 城 外
。 ” � 官 儿 屯

的 郊 祭 坛 就 是 重 九 日 郊 外 拜 日 祭 天 之 所
。

金

之 重 视 郊 祀 也 可 反 映 了 女 真 族 封 建 的 深 化
。

从 延 筑 史 的 角 度 来 看
,

金 初 最 早 的 太 庙
,

应

是 太祖 陵 上 的 宁 神 殿
。

太 祖 陵 虽 后 来 有 所 迁

动
,

但 是 历 史 价 值 很 高
。

天 会 中
,

徽 钦 二 帝

曾在 此 朝 见
。 “ 金 初 无 宗 庙

。

天 辅 七 年 九 月
,

太祖 葬 上 京 官 城 之 西 南
,

建 宁 神 殿 于 陵 上
,

以 时 荐 享
。

自是 诸 京 皆 立 庙
,

惟 在 京师 者 则

曰 太 庙
,

天 会 六年
,

以 宋 二 帝 见 太 祖 庙 者 是

也
。 ” � 到 金 熙 宗 时

,

改 葬 金 太 祖 陵 于 胡 凯

山 下 的 容 陵 ( 在 太 宗 和 陵 之 旁 )
,

但 是
,

宁

神殿 未 移
,

仍 沿 太 庙 之 称
。

直 至 金 末 蒲 鲜 万

奴 之 乱
,

于 兴 定 元 年 率 兵 攻 打 上 京
,

终 于 没

有 攻 下
, “ 焚 上 京 宗 庙 ” 而 去

,

自此 上 京 更

加 破 败 了
。

上 京 都 城 的 规 划
,

还 可 休 现 在 京 郊 一 些

骚 站 的 设 置 上
。

宋 朝 使 节 许 亢 宗 出 使 金 朝
,

曾到 过 上 京
,

正 泣上 京 大 兴 土 木
,

时 间 当在

天 会 3 年 ( 公 元 112 5 年 )
。

这 位 宋 朝 的 使 节

亲 眼看 到 “ 日役 数 千 人 兴 筑
,

已 架 屋 百 千 间

未 就
。 ” 并 未 提 及 在 上 京 城 郊 附 近 修 筑 骚

站 之 事
。

洪 皓 《 松 漠 纪 闻 》 则 详 言
,

由上 京

西 行
, “ 三 十 里 至 会 宁 头 铺

。 ” 会宁 头 铺 是

上 京 城 西 二 十里 的 一 个重 要 的 接 待 站
。

近 在

京 瓷
,

是 从 金 上 京 南 行 到 长 春 必 经 之 地
,

是

《 松 漠 纪 闻 》土
,

页 10
。

《 金 史 》 卷2 4
,

《地 理 志 》上
。

谷二文 想 月月: 《 金志
,

田 猎 》
,

1 6 一1 7
。

同 上
。

顾 祖 禹 : 《 读 史 方 舆纪 要 》
.

《 金 史 》 卷28
,

《 礼 一 》
。

宇文 愚 昭 : 《 金 志
·

初 兴风 俗
《金 史 》卷 35

,

《礼 八 》
。

《 金 史 》卷3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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送 迎 使 者 的 重 要 宾 馆 所 在地
。

这 个 地 方 即今

阿 城 西二 十里 的 附 马 城
。

这 所 古 城 至 今 还 有

东 西 走 向 的 古 道 残 迹
。

这 条 古 道
,

不 独 洪 皓走

过 这 里
,

张 棣
、

赵 彦 卫 对 此 地 也 有所 记 载 �

所 记 与 洪 氏 相 同
。

据 《 金 史 》 记 载
,

金 太 宗

天 会 二 年
, “ 命置 释 上 京

、

春 ( 长 春 州 )
、

泰 ( 泰 州 ) 之 间
。 , � 如 洪 氏所 说

, “ 自上

京 至 燕
,

二千 七 百 五十 里
,

上 京 即 西 楼 也
” 。

又 说
: “

三 十 里 至 会宁 头 铺
” �

。

那 么
,

如 依 里

程 方 位 考 之
,

附 马 城 当 为 金 代 的 会 宁 头 铺
。

盖 金 代 度 量 衡 较 小 于 今 天 的市 里
,

金 代一 里

相 当现 今 的 零 点 九 市 里 左 右
。

随 着 金 代 商 品 经 济 的 发 展
,

冶 铁 炼 铜 以

及 其 他 手 工 业 有 了 很 大 的 进 步
。

在 这 里
,

我

们 没 有 可 能 把 当 时 阿城 附 近 地 区 存 在 着各 种

各类 手 工业 作 一 个 比 较 详 细 的 调 查
。

这 是 由

于 资 料 极 不 完 备 的 缘 故
。

我 们只 指 出 炼 铁 与

铜 器 的 制 造 情 况
,

也 可 窥 豹 一 斑 了
。

铁 器 与 铜 器 在东北 地 区 使 用 较 早
,

如 在

宁 安 东 康 等 地 的 原 始 社 会 晚 期 遗 址 的 地 层 中

就 发 现 过 铁 器 残 件
。

但 是
,

把 铁 和 铜 普 遍 大

量 应 用 到 生 产生 活 中 去
,

到 辽 代
,

特 别 是 金

代
,

才 得充 分 实 现
。

据 徐 梦 萃 的 记 载
,

生 女

真完 颜 部到 四 世 绥 可 为酋 长
、

定 居 阿 什 河 流

域 期 间
,

就 开始 “教 人 烧 炭 炼 铁 ” 。

� 在 伯

都 呐 城 东 南 隅 的 石 佛 寺
, “

相 传 金 时 慈 圣 太 后

所 建 石 佛 高 二 丈 余
,

后 石 首 坠
”

石 工
“

于 是 举

石 首 凑 诸 像 冶 铁 固 之
。 ” � 这 段 材 料 极 真 贵

,

金 代 不 独 能 冶 铁
,

而 且 能 用 铁 于 补 钳
、

镶 装

工 作
。

可 见 技 术 已达 到 相 当 水 平 了
。

说 到 铁

的使 用
,

绥 可 是 有 一 定 功 绩 的
,

但 并 非 铁 的

发 明 者
。

在 今 阿 城 的 东 南部和 五 常 毗 连 的 半

山 区 小 岭
、

五 道 岭 一 带
,

有 金 代 早 期 冶 铁 遗

址 的 分 布
。

在 绵 延 甚 长 的 山 岭 坡 上
,

遗 址 分

布区 的 西 缘 紧 濒 阿 什 河 滨
,

在 这 里
,

人 们 已经

发现 了 十 佘 处 古 矿 洞 遗 址
,

五 十 余 处 冶 炉 旧

址
。

根据 近 人 的 研 究
,

阿 城 附近 的 这 些 矿 冶

遗 址 是 使 用 很 久
,

是 开始 于 金代 早 期 的 一 些

冶 铁 遗 址
。

在 阿 城 附 近 一 带 地 区
,

出 土 了 很

多 金 代 铁 器
。

在上 京 以 及 肇 州 一 带
,

铁 制 农

家 具 用 的 种 类 十 分 繁 多
。

出土 遗 物 有 犁 烨
、

犁 碗 子
、

膛 头
、

细 鱼 形 钡l 草 刀
、

葫芦 形 铁 剪

刀
、

无 孔 扁 柄 镰 刀
、

六 奎耳 铁 锅
、

铁 锹
、

铁

锄 等
;

样 式 多 采 取 当 时 中 原 地 区 通 行 的
,

但

比 之 辽 代 所 用 的 铁 器 是 有 了 很大 的 提 高
。

辽

所 用 的
“

缤 铁 ” ,

比 之 金 的 铸 铁 是 大 为 减 色

了
。

我 们 可 以 这 样 说
,

直 到 金 熙 宗 完 颜 宜 的

统 治 时 期 ( 11 35 一1 1 4 9 年 )
,

金 朝 政 治 经 济

以 及 文 化
,

还 是 以 会 宁 府 ( 即 阿 城 县 南 上 京

城 ) 为 其 中 枢 的
。 “

自 灭 辽 侵 宋 ” 后
,

人 民

“ 渐 有 文 饰
” � ,

他 们 之 中的 一 些 女 真 贵 族 从

契 丹
,

往 往 把 从 契 丹 贵 族 手 中 夺 来的 俘 虏
,

抑 为 “ 贱 民” � ,

并 利 用 他 们 为 其 充 当官 营

手 工 业 作 坊 中的 苦 工
。

由于 这 些 奴隶 的 获 得

解 放
,

金 代 的 手工 业
,

特 别 是 铜 器 的 铸 造 得

到 较 高 较 快 的 发 展
。

一 般 看 来
,

金 统 治 者 是 禁 止 民 间 铸 造 铜

器 的
。

铜 器 的 制 造 由 官 府 垄 断
,

只 能 由官营

作 访 来 制 造
。

例 如 在 阿 城 出 土 的 “ 童 子 攀 枝

镜 ” ; 其 边 款 上 便 刻 铸 着 “ 上 京 警 巡 院 验 记

官 ” 字 样
,

在 “ 牡 丹 花 纹镜 ” 上 便 刻 铸 着

“ 上 京 宜 春 县 ” 等 字 样
。

� 这 充 分 说 明
:

这

些 铸 品 是 由 官 府 控 制 的 铸 铜 作 坊 来生 产
,

并

经 过 官 府 “ 验 校 ” 或 “ 押 记 ” 然 后 才 能 使 用

的
。

在 汉 族 封 建 经 济 的 强 烈 影 响 下
,

女 真 族

的 社 会 经 济 在 其 统 治 的 一百 多 年 期 间
,

社 会

经 济 得 到 了 空 前 发 展
。

再 拿 手 工 业 中 铸 铜 业

见 张棣
:

《金 房 图 经 》及 赵 彦 卫 《 云麓 漫 钞 》
.

《 金史 》 卷 3
,

《 太 宗 纪 》
。

洪 皓 : 《松 漠 纪 闻 》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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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 说
,

金 代 所 铸铜 镜
,

仅 阿 城 县 境 内 出 土 金

代 铜 镜 就 有 数 十 面
。

最 令人 惊 异 的 是 陈 列 在

阿 城 文 物 管 理 所 内 的 那 面 大 双 鱼 纹 铜 镜 ( 阿

城 新 华 公 社 出 土 ) 直 径43 公 分
,

重24 斤 8 两
。

这 是 上 京 出 上 文 物 的 珍 品 之 一
。

尽 管 合金 水

平 和 光 洁 程 度 不 如 汉 唐 铜 镜
,

但 其 图 案 花 纹

和 线 条 浮 雕 都 有 它 的 一 些 特 色
。

这 是 截 至 现

在 为 止
,

我 所 见 到 的 铜 镜 中 最 大的 一 面 了
。

铜 器 的 铸 造
,

还 反 映 在 出 土 的 一 些 金 代

铜 质 宫 印 方 面
。

如
:

阿 城 白 城 出 土 的 无 款 识

的 “ 汉 军 万 户 之 印 ” 、 “ 征 行 万 户 之 印 ” 。

阿 城 白城 出 土
、

款 识 贞 佑 三 年 的 “ 上 京 路 句

当 公 事 裳 字 号 印
。 ” 镜 上 印 文 多 用 汉 字 九 叠

篆书
,

印 背立 有 长 方 形 板 状 纽
。

有些 印 章 上

还 有颁 发 机 构 名 称
。

如 “ 少 府 监 造 ” 、 “ 上

京 行 六 部造 ” 等字 样
。

其 中
“

汉 军 万 户 之 印
”

的 颁 发行 使 当在 公 元11 2 8年 到1 151 年 ( 即 天

会 6 年 到 天 德 3 年 ) 之 间
,

这 反 映 出在 金 代

初 年 的女 真 族 军 队 中有 许 多 是 汉 族 的 高 级 官

吏在 内
。

这 也 有力 地 说 明 黑 龙 江 地 区 在 很早

就 是 我 们 祖 国 的 神 圣 领 土 ; 我 们 千 千 万 万 的

各 族 弟 兄
,

为 开 发 建 设 黑 龙 江 地 区 都 在 不 同

程 度 上 作 出 了 应 有 的 贡 献
。

金 故 都 白 城 附 近 的 一 些 冶 炼 工 场 的 遗 迹

除 北 城 中 曾 发 现 铁 作坊 遗址
,

出 土 了一 些 铁

制 甲 胃 外
,

冶 铁 工 场 遗 址
,

却 普 遍 于 阿 城 东

南 部 和 五道 岭 一 带
。

从 冶 炉 附 近 的 一 些 堆 积

层 来 看
,

矿 冶 遗 址 使 用 年 岁 早
,

而 其 规 模 之

大
,

也 正 符合 于 作 为 白城 发 展 的 条 件
。

阿 城

发 展 的 历 史 是 和 女 真 族 整 个 发 展 的 历 史 联 系

在 一 块 的
。

女 真 族 “ 本 完 颜 氏
,

始 居 按 出 虎

水
,

于 是 国 号 大 金
。

至 阿 骨 打始 大
。

按 出 虎

华 言金 地
,

有 线 河
,

在 今上 京 会 宁 府
。 ” �

只 有 金 的 生 产
,

是 不 能 满 足 劳动 人 民 的 生 产

需 要 的
。

必 须 有 铁 器 或 铜 器 的 使 用
,

才 能 进

一 步 发 展 生 产 力
。

同 时
,

金 代 冶 铁
、

冶 铜 的

发 展
,

又 是 在 辽 代 的 基 础 上 发展 起 来
,

不 能

分 割 开 来 看
。

白 城 是 处 于 金 国 的 咽 喉 地 带 阿

勒 楚 喀 城 上 向 前 发 展 了 的
,

这 里 是 宁古 塔 城

和 伯 都 呐 城 的 重 要 联 络 点
。

金 代 的 最 初 建 都

于 此
,

绝 不 是 偶 然 的
,

这 是 被 当 时 的 经 济
、

政 治 条 件 所 决 定 的
。

直 到 金 代 在 此 建 都
,

阿

城 就 更 加 繁 华 热 闹 了
。

除 了 冶 铁
,

冶 铜 以 外

开 设 在 金 上 京 城 内 的 还 有 一 些 汉 人 在 此 经 营

的 金 银 店 铺
,

如 “ 上 京 翟 家 记 ” 戳 记 银 镯
,

便 是 翟 姓 汉 人 在 此 经 营 工 商 业 的 一 个 证 明
。

会 宁 府 领 县 三
。

有三 万 多 户 人 家
。

� 四 方 交

通
,

十 分 发 达
。 “ 京 之 南 曰 建 州

,

京 之 西 日

宾 州
,

又 西 曰 黄 龙 府
。 ” � 经 济 的 发展

,

比

之 辽 时 已有 很 大 的 发 展 了
。

所 以 这 些 冶 铸 工

场 是 随 着 这 个 发 展 形 势而 扩 大 的
。

因 此
,

我

们 认 为 这 阿 城 附 近 的 一 些 冶 炼 工 场 遗 迹 年 代

的 上 下 限 绝 不 只 是 金 初 三 世
,

即 从 太 祖 到 熙

宗 ( 1115 一 11 4 8 年 )
。

事实 上
,

在 阿 骨 打 以

前
,

契 丹 族 统 治 这 一 地 区 时 期
,

冶 炼 铜 铁 已

经 开 始 了
。

即 使 从 海 陵 王 正 隆 间把 中 都 大 兴

府 建 为 国 都 后
,

作 为 女 真 族 本土 的 阿 城 仍 然

是 经 济 政 治 的 中 心
。

名 义 上 是 “ 削 上 京 之

号 ” 。

� 实 际 上 仍 称 会 宁 府
,

到 大 定 十 三 年

七 月
, “ 复 为

_

[ 京 ” �
。

金 世 宗 完 颜 雍

( 1 1 6 1 一1 1 8 9年 ) 更 加 重 视 这 一 都 市
,

前 面 我

已经 谈 到 了 这 种 情 况
。

金 世 宗 所 以 对 此 地 恋

恋 不 舍
,

是 有 其 思 想 基 础 的
。

即 使 世 宗 在 东

京 即 位 后
,

一 些 女 真 贵 族 还 是 要 建 议 还 都 上

京 阿 城
。

金 政 府 由 会 宁 迁 到 燕 京
,

又 由 燕 京

迁 往 开 封
,

再 由开 封 迁 到 蔡 州
。

百 年 之 间
,

战 乱 相 接
。

也 把 太 祖
、

太 宗 的 陵 墓 从 上 京 迁

到 燕 京 的 大房 山
。

但 是
,

事 实 是 残 酷 的
,

历

史 的 发 展 并 不 如 海 陵 王 完 颜 亮 那 样 理 想
。

多

族 人 民 的 起 义 及 对 金 的 反 抗 斗 争
,

冲 击 着 金

朝 封 建 主 的 统 治
,

使 海 陵 王 “ 取 江 南
,

有这

五 千 人 足 矣 ” 的 大 话 破 产 了
。

金 世 宗 接 受 了

这 些 失 败 的 教 训
。

他 起 用 有 真才 实 学 的 汉 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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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 是 为 了 安全 起 见
,

朱元 璋才 反 对 鞭 策 过 分
。

他 还 说
: “ 为吾 民 当 知 其 分

。

田 赋 力 役 出 以

供 上 者
,

乃 其 分 也 ” 。

如 果 “ 有 田而 不 输租
,

有 丁 而 不 应 役 ” ,

那 就 是 不 安 其 分
, “ 不 但

国 法 不 容
,

天 道 亦 不 容
。 ” � 但 是

,

在 “藏

言 于 民 ” 思 想 基 础 上
,

朱 元 璋 所 制 定 的 一 系

列 改 策
,

毕 竞 使 农 民政 治 经 济 状 况 有所 改 善
,

从 而提 高 劳 动 积 极 性
,

使 得在 洪 武 三 十 年左

右 付 间 里
。

社 会 经 济 能 获 得 迅 速 恢 复 和 发 展
。

据 洪 武 二 十六 年 统 计
,

全 国 垦 田 数 达 八 百 五

十 多 万 顷
,

比 洪 武 元 年 增 加 近 四 倍
。

按 《 洪

武 实 录 》 卷 二 百 三 十 记 载
,

这 一 年
,

全 国 税

粮 米 麦 收入 共计 三 千 二 百 七 十 八 万 余石
,

比

元 末 增 加 近 二 倍
。

制 瓷
、

棉 纺 织
、

矿 治
、

造

船 辛手 工 业 生 产 也 有 很大 的 发 展
,

有 的 还 居

世 气旱前 列
。

朱 元 璋从敬 天 畏 民 和 “ 藏 富 于 民 ” 思 想

出 发
,

制 定 一系 列 政 策
,

促 进 了 明 初 社 会经

济 的 恢 复 和 发展
。

这 历 史 事 实
,

说 明 了 什

么 呢 ? 说 明 不 能把 帝 王 将 相 统 统 “ 乌 鸦 ”

化
。

朱 元 璋之 所 以 能 对 明 初 社 会 经 济 的 发展

作 出 贡 献
,

当然 是 由 于 元 末 农 民 战 争 沉 重 地

打 击 了 封 建 黑 暗 统 治
,

从 而 给 生 产 力 的 发展

创 造 了 有利 条 件
。

但 是
,

有 了 舞 台 之 后
,

能

否 演 出 威 武 雄 壮 的 戏
,

还 要 看 演 员 的 才 能
。

革 命 是 历 史 的 火 车头
。

封 建 社 会 中
,

农 民 反

对 地 主 的 阶 级 斗 争
,

尤 其 是 武 装 起 义
,

是 封

建 社 会 发动 的 动 力
。

但 是
,

绝 不 能 把 马 克 思

主 义 关 于 历 史 发 展 的 动 力 的 学 说
,

等同 于 机

械 动 力 学
。

机 械 动 力
,

是 能 直 接 发 生 效 果 的

动 力
。

车 轮 一 经 打气
,

就 要 鼓 起 来
。

但 阶级

社 会 中
,

阶 级 斗 争 的 动 力 作 用
,

往 往 不 是 直

观 的
,

而 是 要 通 过 上 层 建 筑 曲 折 迂 回 地 表 现

出 来
。

每 一 次 阶级 搏 斗
,

不 见 得 都 会推动 历

史 车 轮 前 进 若 干 寸
。

能 否 推动 历 史 车 轮 向

前
,

往 往 还 要 看 胜 利 者 执 行什 么 政 策
。

元 末

农 民大 起 义 后
,

社会 经 济 之 所 以 能 得到 迅 速

发 展
,

因 为 胜 利 者 朱 元 璋 执 行 的 是 顺 应 历

史 发 展 客 观 规 律 的 政 策
。

所 以
,

象 朱 元 璋 这

样 雄 才 大略 的 地 主 阶 级 的 政 治 家
,

其 历 史 作

用
,

是 不 应 当 抹煞 的
。

那 种 认 为 “ 天 下 乌 鸦

一 般 黑 ” ,

把 帝 王 将 相 一 概 骂 倒
,

是 冒 牌 的

历 史 “ 唯 物” 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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担 任 重 要 工 作
。

如 石 据 为 参 知 政 事�
。

形 成

了一 个 多 民 族 的 统 治 核 心
。

史 称 金 世 宗 为

“ 小 尧 舜 ” 。

当 时
, “ 库序 日盛

, ” “ 士 人

由科
·

第 而 位 至 宰 辅 者 接 踵
。 ” � 但 是

,

他 并 未

忘记 上 京
,

并 在 此 扩 建 了 一 些 宫殿 如 皇 武 殿

之 类
,

在 此 大 会 亲 旧
,

以 此 作 为后 方 的 重 要

基 地
。

上 京 始 终 驻有重 兵 防 守
。

当 中都 被 蒙

古兵包 围 时
,

上 京留 守 徒单 锰
,

还 能 够 选 兵

二 万 入 卫 中 都
。

可 以 想 见
,

有 金 一 代
,

是 始

终 看 重 会 宁 府 ( 白 城 ) 这 一 军 事 政 治 重 地 的
。

当 然 白 城 在 金 代 最 发 展 的 时 期
,

要 算 是 金 代

的 初 叶 和 中 叶
。

到 金 代 末 期 就 转 入 没 落
、

荒

废
。

因 此
,

在 这 里 发 现 的 遗 迹
、

遗 物
,

时 间

应 大 多 属 于 金 代 早 期 和 中 期
。

以 上 所 论
,

如 有不 当
,

请 批 评 指 正
。

0

卿

《 金史 》卷 阳 《 石胭 传 》
.

见 《 企 史
·

文 艺 传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