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智行理财网
北京宣武门枪杀事件（北京宣武门还有吗）

北京，这座历史悠久、文化深厚的古都，有着3000多年的建城史和800余年的建都
史。

一、“内九外七皇城四”

说起老北京的城门，民间早有“内九外七皇城四”
的说法。据有关史料记载，自元代以来，为适应军事防御和政治经济的发展需求，
北京经过历代皇朝不断修葺完善，逐
步形成了
内城有九座城门，
外城有七座城门，皇城有四座城门，四方围合，独具特色的建筑格局。

内城九门

“内城”基本就在北京地铁2号线环城沿线之上，若以正阳门（前门）为起点顺时
针寻迹的话，则分别是正阳门、宣武门、阜成门、西直门、德胜门、安定门、东直
门、朝阳门、崇文门这“九门”。

外城七门

根据史料寻迹，明代的“外城”，指的是北起正阳门（前门）东西沿线、南到永定
门东西沿线、东到广渠门南北沿线、西到广安门南北沿线这个区域，环城开有七座
城门，若以崇文门东侧的东便门为起点顺时针寻踪，分别是东便门、广渠门、左安
门、永定门、右安门、广安门、西便门这“七门”。

皇城四门

“皇城四”指的就是：原在毛主席纪念堂位置上的中华门（明称大明门，清称大清
门）、地安门、东安门、西安门。

皇城还有位于天安门左前方的东三座门，又称长安左门，建筑规制与中华门相似。
明清时期，科举殿试后在此门外发榜，因此又称“青龙门”或“龙门”。新中国成
立后扩建长安街，于1952年拆除；西三座门又称长安右门，位于天安门右前方，建
筑规制与大明门相似。相传明清时期处决死刑犯，即在此门内的西千步廊旁判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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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又被称为“白虎门”或“虎门”，1952年拆除。

宫城（紫禁城）四门为：午门、神武门、东华门、西华门。是当年历代皇帝临朝执
政的地方，其建筑庄严雄伟、金碧辉煌，集尽中华民族建筑文化之精华，所到之处
无不彰显皇权至高无上之威严。而和平门、建国门、复兴门都形成于民国时期，相
对历史较短。

下面小编根据相关史料记载，仅就老北京内城的“九门”略作简要介绍。

二、老北京城的九门

正阳门

正阳门俗称“前门”，与地安门俗称“后门”南北呼应，为九门之首，位于内城南
垣正中，北京城的南北中轴线经此贯通而过。

明永乐十七年（1419年），将原元大都的南城垣南移，正统元年（1436年）将位
于南城垣正中的丽正门改称正阳门。正阳门在内城九门中是建筑规模最大的一座城
门。其城楼建在13.2米高的砖砌城台上，楼高27.76米，城楼宽41米，深21米。为
加强京都防御，正统四年（1439年），内城各城门外添建箭楼和瓮城。

正阳门城楼与箭楼之间的瓮城，南北长108米，东西宽88.6米。瓮城内建有观音庙
和关帝庙。在瓮城东西设有两座闸楼并开券门，门内有千斤闸。平时箭楼及东闸楼
下的城门关闭，百姓出入均需绕行西闸楼下券门。

庚子之乱正阳门曾被毁于战火，现在的正阳门为民国三年（1914年）恢复重建的。

明朝在北京建都后，历代皇帝前往天坛“祭天”以求风调雨顺或到先农坛侍弄那“
一亩三分地”以示尊崇农耕时，都打此门出进，因此民间称正阳门为专走“龙车”
之门。1949年2月3日北平解放，人民解放军举行入城式就是在正阳门箭楼。“大
前门”香烟的图案就是威风凛凛的正阳门箭楼。

宣武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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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代称顺承门，位于内城南垣正阳门西侧。明正统四年（1439年）重建城楼并建瓮
城和箭楼、闸楼，取张衡《东京赋》“武节是宣”，有“武烈宣扬”之义，改称“
宣武门”。

宣武门城楼宽32.6米；进深23米；楼连台高33米。瓮城外角为圆角，瓮城东侧墙开
门洞一个，其上有硬山闸楼。瓮城内有关帝庙一座。

早年间，北京处决死刑犯的刑场就在宣武门外的菜市口一带，每逢处决犯人之时都
要经过宣武门押往菜市口刑场行刑。
相传在宣武门城门洞上端刻有“后悔迟”三字以警示世人。

阜成门

元代称平则门，位于内城西垣南侧，明正统四年（1439年）重建城楼时加筑瓮城、
箭楼、闸楼后，改名“阜成门”。阜成门城楼宽31.2米；进深16米；连台高31.70
米。瓮城外角为圆角，其北侧墙辟券门，上建闸楼；瓮城内东北角建有关帝庙。

京西门头沟是产煤之地，京城使用的煤炭由此进入京城最为便利，成为煤炭车辆进
出京城的主要通道。
相传当年曾借“梅”与“煤”谐音，在阜成门城楼北侧镶有一块刻有“梅花”的汉
白玉石，以此暗喻梅花盛开之季，也是煤炭业主们的财运兴旺之时。

西直门

元代称和义门，位于内城西垣北侧。明永乐十七年（1419年）修缮后改名为“西直
门”。明正统四年（1439年），西直门增建瓮城、箭楼、闸楼。城楼宽32米进深1
5.6米，楼连台高32.75米，城楼开间虽与东直门相同，但其尺度略大于东直门。

西直门瓮城呈正方形，南墙开有券顶闸楼门，门上建闸楼，城内建有关帝庙座。除
正阳门外，西直门在内城其他几座城门中，建筑规模较大。

京城西郊历来是山清水秀、土肥地丰之地，特别是玉泉山的泉水更是以清澈甘甜、
口味纯正而著称，为皇宫内院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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帝王嫔妃所青睐。
西直门不仅是帝王陆路前往圆明园、颐和园的必经之处，更成为皇宫内院运送玉泉
之水的重要通道，因此，西直门亦称“水车”之门。

德胜门

德胜门位于内城北垣西侧。明洪武元年（1368年）将元大都北垣西侧的“健德门”
改称为“德胜门”，另于北垣南五里处新筑土城垣，为城市防御的第二道防线。洪
武四年（1371年）改建北平城垣，始废旧北垣及“德胜门”。将原为二道防线的新
城垣加宽加高，西侧门仍称“德胜门”。

正统元年至四年修建瓮城、城楼、箭楼、闸楼等。德胜门城楼宽31.5米；进深16.8
米；楼连台通高36米。瓮城北端呈圆弧状之长方形，瓮城东侧墙上辟券顶建闸楼。
瓮城内箭楼下正中建有真武庙一座。

德胜门是京都通往塞北的重要门户，北方按星宿属玄武。玄武主刀兵，所以出兵打
仗，一般从北门出城。之所以叫德胜门，除含有“以德取胜”之意外，更有“出师
得胜”、“马到成功”的寓意，故此门素有“军门”之称。

相传乾隆四十三年，天大旱颗粒无收，年末清高宗去明陵，至德胜门，时逢大雪纷
飞，除去一年之暑气，高宗龙颜大悦作御诗立“祈雪”碑碣一通，碑之高大，令其
它诸门的石刻难以比拟，故人称：“德胜祈雪”。

德胜门瓮城内还有一座碑亭，亭中矗立着一座高大石碑，镌有乾隆帝六十二岁时（
1797年）的御制诗。这位当时的太上皇回忆往昔的峥嵘岁月，在“德胜”二字上很
是抒发了一回豪情。

安定门

元代称安贞门，位于内城北垣东侧。明洪武元年（1368年）将“安贞门”改称“安
定门”。明洪武四年（1371年）改建北平城垣时废元大都北垣，将新筑北垣加宽加
高，开两门，东侧门称“安定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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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正统四年（1439年）修城楼，增建瓮城、箭楼、闸楼。安定门城楼形制略同于朝
阳门。城楼宽31米；进深16.05米；楼连台高33.13米。箭楼形制亦与崇文门略同。

在内城九门中，有七座门的瓮城内皆建筑关帝庙，而德胜门和安定门内建真武庙，
在诸门中独具一格。

相传历代皇朝出兵平叛或抵御外侵得胜凯旋，大多都进安定门班师回朝，故此门取
其“天下太平”、“社稷安定”之意。

东直门

元代称崇仁门，位于内城东垣北侧。东直门始建于洪武年间。其城楼形制同朝阳门
，但建筑规制略小，明永乐十七年（1419年）改称“东直门”。明正统四年（143
9年）重建城楼时加筑瓮城、箭楼、闸楼。东直门城楼31.5米，进深15.3米，连楼
台高有34米，其瓮城与西直门相似。

明清年间，北京城内无论是皇家修建宫殿楼宇，还是民间所需木材，大多都由东直
门运进京城，且多数木材加工作坊都集中在东直门一带，因此民间提起东直门素有
“木门”之称。

朝阳门

元代称齐化门，位于内城东垣南侧。明正统四年（1439年）重建城楼，增建瓮城、
箭楼、闸楼，并改称“朝阳门”。朝阳门形制与崇文门略同，城楼宽31.35米，进
深19.2米；连台高32米。

朝阳门为京城东至通州大运河的主要通
道。
明初，粮食、木材等货物再不能直接漕运进京，只得由通州大运河码头经陆路转运
至京城，而朝阳门则是沟通京城与通州漕运码头的必经之路。

相传当年在瓮城门洞曾刻有谷穗一束，俗称“朝阳谷穗”。至今，在朝阳门内还有
以“禄米仓”、“海运仓”命名的街巷，可见当年仓储景象之兴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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崇文门

元代称文明门，取《周易》“文明以健”之意，位于北京内城南垣东侧。

明永乐十七年（1419年），将原元大都的南城垣南移，城门也随之南移，明正统元
年（1436年）重修并加筑瓮城、箭楼、闸楼，改名“崇文门”。城楼宽39.1米，进
深24.3米；楼连台通高35.2米。瓮城外角为圆角，西墙开门洞一个，上有硬山闸楼
，瓮城内有关帝庙一座。

北京在早年间，烧锅酿酒的作坊大多集中在京城南郊和通州一带，民间早有南路烧
酒和东路烧酒的区分，而多数贩酒商客的酒车都要经崇文门进京，因此民间留下崇
文们走“酒车”的说法。

更多精彩请点击“关注”，如有不足之处还请批评指正，敬请留言，必定认真回复
！

文中图片来源自网络，版权归原作者所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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