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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址条件和形态特征视角下的丸都山城
功能辨析

马　 青ꎬ周阳雪

(沈阳建筑大学建筑与规划学院ꎬ辽宁 沈阳 １１０１６８)

摘　 要:基于丸都山城选址条件和形态特征对其功能进行深入探究ꎮ 从宏观及微

观的视角ꎬ分析了高句丽丸都山城的选址特征ꎬ将我国古代不同功能类型的山城与

丸都山城的选址及形态特征进行对比ꎬ并对丸都山城的使用功能进行分析ꎬ进而达

到完善高句丽丸都山城的形态与功能研究的目的ꎮ

关键词:丸都山城ꎻ选址ꎻ形态ꎻ政治功能ꎻ防御功能

中图分类号:Ｋ９２８ ６　 　 　 文献标志码:Ａ

　 　 城市功能也称城市职能ꎬ是指一个地区

所承担的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的作用ꎬ城
市的功能可以是多元化的、综合性的ꎬ功能包

括主要功能与辅助功能ꎬ城市因承担不同的

功能而选择所处的地理位置ꎬ并且根据功能

需要规划城市的空间布局ꎮ 同时ꎬ城市的功

能也会随着社会政治、自然地理、道路交通、
领土面积等条件而改变ꎮ

高句丽中期的王城坐落于现在的吉林省

集安市ꎬ它的平原城———国内城位于集安市

市内ꎬ与其相拱卫的山城———丸都山城位于

距国内城北 ２ ５ ｋｍ 处的长白山余脉上ꎬ这里

山峰起伏错落ꎬ其海拔最高为 ６５２ ｍ[１]ꎮ 山

城三面地势较高ꎬ向南侧倾斜ꎬ形成簸箕型ꎮ
山前的通沟河形成了天然的防御屏障ꎬ周边

的道路交通可以满足对外联系ꎬ从而使得丸

都山城的防御功能条件优越ꎮ

一、丸都山城宏观选址特征

丸都山城在选址时ꎬ首先确定了所在的

宏观区位ꎬ即都城迁至的区域位置ꎬ再从这个

区域中选择一处作为都城具体的地理位置ꎮ
在都城的选址过程中ꎬ会受到对外道路交通、
河流水系、政治疆域、经济地理条件等影响ꎬ
根据山城功能需要ꎬ选择了丸都山城作为高

句丽中期的都城ꎮ
１.对外交通条件

丸都山城重要的对外交通有南北两条大

道ꎬ是通往中原王朝及其他民族之间的必经

之路ꎮ 南侧道路沿二道河子古城(玄菟郡管

辖的高句丽县所在地)南侧百余里后转入浑

江支流沿岸ꎬ到达桓仁县纥升骨城ꎬ后西北转

向集安国内城ꎬ一路上地势险且狭窄ꎻ北侧道

路沿苏子河上游新宾旺清门方向东行ꎬ入富

尔江后到沸流国进国内城ꎬ一路较为平阔

(见图 １)ꎮ 南道的开发比北道早ꎬ在高句丽

早期国家实力较弱时ꎬ由此道向中原王朝玄

菟郡进贡ꎻ北道则是满足各民族之间生活、经
济的沟通纽带ꎬ两道皆为玄菟郡通往国内城

及丸都山城之间的交通枢纽ꎮ 这两条道路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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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句丽都城迁都而发展变化ꎬ国家疆域的拓张

也同时影响着道路的发展走向ꎮ

图 １　 南北大道道路走向

　 　 南北大道形成的时间在高句丽建国之

前ꎬ成为高句丽人与其他民族之间沟通的纽

带ꎮ 西汉初期ꎬ朱蒙从夫余国逃出并在浑江

流域建国ꎬ其逃离轨迹以及日后民族之间通

婚等行为ꎬ使夫余国所在地的松花江流域与

高句丽民族所在的浑江流域之间开拓出来一

条道路ꎬ此道路即为高句丽的北道[２]ꎮ 为了

向中原王朝进贡ꎬ以及满足经济、政治、生活

之间的沟通需求ꎬ从辽河流域途经辽东地区ꎬ
开通了高句丽的南道ꎮ

由此可见ꎬ并不是高句丽迁都国内之后

才形成的南北对外交通道路ꎬ而是早期形成

的南北道路为中期都城的选址提供了有利的

山城选址条件ꎮ 由图 １ 可知ꎬ南道是沿二道

沟、浑江以及鸭绿江沿岸分布ꎬ途经高句丽早

期都城ꎬ对都城间的沟通起到联系作用ꎮ 南

道形成时间较早ꎬ且距离集安国内的路线与

北道相比较远ꎮ 丸都山城的选址位于南道与

北道之间的交汇处ꎬ此处的军事守护能力决定

了该地域疆土的稳定ꎬ地理位置至关重要ꎬ丸
都山城位居此处必定承担着重要的军事防御

作用ꎮ
２.河流水系条件

山城的选址大多数都位于山水之险、河
流交汇之处ꎮ 适宜宽度的河流水系可以增强

城池的防御性能ꎬ并且可以在作战时提供充

足的生活用水ꎬ满足戍卒在此长时间的作战

所需ꎮ 丸都山城地势北高南低ꎬ其主城门位

于南侧ꎬ与通沟河紧密相邻ꎬ通沟河作为一条

护城河成为了重要的军事屏障ꎬ并且在雨水

集聚之时可将多余的水排放到不远处的鸭绿

江[３]ꎮ 鸭绿江与丸都山城之间的距离不到

３ ｋｍꎬ河流水系在古代具有交通运输的功

能ꎬ外敌进行侵袭之时可使用船只到达此处ꎬ
是高句丽疆域安全的重要节点ꎮ 因此ꎬ作为

通沟河与鸭绿江的交汇处ꎬ将山城布置于此ꎬ
以增强此处的防御能力ꎮ
３.政治疆域条件

高句丽中期ꎬ疆域不断扩张ꎬ还未形成稳

定的疆域界限ꎬ高句丽将都城迁至鸭绿江沿

岸的集安地带有以下 ３ 点原因:
(１)高句丽中期的发展目标是向辽东地

区扩张[４]ꎬ然而其都城的位置较之早期距离

更远ꎬ其中原因可能与水陆交通有关ꎮ 五女

山城位于鸭绿江的支流———浑江流域附近ꎬ
而丸都山城位于鸭绿江流域沿岸ꎬ可通过水

运交通快速到达辽东地区ꎬ从而为疆域扩张

及政治统领提供有利条件ꎮ
(２)高句丽民族虽然一直受中原王朝的

控制与管辖ꎬ但是其内心一直没有臣服ꎮ 玄

菟郡作为中原王朝的郡县ꎬ与高句丽早期都

城距离较近ꎬ可以及时掌控高句丽民族的军

事动态ꎬ对其发展起到制约作用ꎮ 因此ꎬ中期

都城选择在远离玄菟郡管辖的集安城内地

区ꎬ为高句丽民族发展提供更大的空间ꎮ
(３)政治性都城应位于中枢地带ꎬ从而

方便国家的管理ꎮ 丸都山城的所在地无论是

交通还是文化都处于发达的枢纽地带ꎬ对于

政治性都城管辖的全面性是十分必要的ꎮ
４.经济地理条件

都城的存在需要丰富的物质文化基础作

支撑ꎬ发达的经济水平能够为城市带来更多

的发展活力ꎬ良好的经济基础可以为都城提

供更大的发展弹性与辐射能力ꎮ 不同功能的

都城对于选址的要求存在差异ꎬ政治性都城

较防御性都城需要更多的农业物质基础作为

支撑[５]ꎮ 农业生产量由地区的土质、气候、
地形地势、河流水系等方面决定ꎬ丸都山城不

远处有一大片冲击平原ꎬ山城西南侧有通沟

河围绕ꎬ河水在不远处的鸭绿江处汇集[６]ꎬ
保证了良好的农业灌溉条件ꎬ充足的物质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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济基础能在作战时期提供必要的物质保障ꎮ

二、丸都山城微观选址特征

丸都山城作为与平原城———国内城同时

共存的都城ꎬ其选址应考虑到与平原城之间

的交通关系、区位关系等因素ꎬ分析山城周边

地形地势条件ꎬ从其选址特征中分析都城的

功能及特征ꎮ
高句丽山城起源与其民族由来及居住习

惯有关ꎬ选择在山间谷地处建城可在民族发

生战争时与平原城相结合使用(见图 ２)ꎬ从
而避免自身民族受周边国家的侵略ꎮ 因此ꎬ
山城选址应与平原城之间联系密切ꎬ并且距

离较近ꎬ以满足山城的使用需要ꎮ

图 ２　 丸都山城与平原城之间的位置关系

１.与平原城之间的位置关系

丸都山城位于国内城北 ２ ５ ｋｍ 处ꎬ道路

交通联系密切ꎬ与城南侧的通沟河流域紧密

相连(见图 ３)ꎬ形成天然的护城河ꎬ河水在鸭

绿江流域汇合ꎬ从而便于平原城与山城之间的

物质运输ꎬ并且提高了丸都山城的防御能力ꎮ

图 ３　 丸都山城与通沟河流域的位置关系

２.对内交通条件

内部道路与城门紧密相连(见图 ４)ꎬ丸
都山城共有 ７ 处城门ꎬ１、２、３ 号城门位于山

城的南部ꎬ南部地势较低ꎬ空间开敞ꎬ道路铺

设较为平坦ꎬ在门址附近有大量的岗哨建筑

址ꎬ从而加强了城池的安全性ꎮ １ 号门处是

通往丸都山城最主要的通路之一ꎬ也是山城

防御体系的核心与重点ꎬ此处是丸都山城的

海拔最低点 ２０７ ｍꎬ外部道路沿通沟河沿岸

分布ꎮ ２ 号城门外与万宝汀墓葬区相联系ꎬ
之后与 １ 号门外交通相汇ꎬ可见该道路为高

句丽民族内部使用的道路ꎬ于该民族下葬时

使用ꎮ ３ 号城门位于丸都山城西墙南端ꎬ海
拔 ３７１ ｍ 处ꎬ门外即是陡峭的山谷ꎬ但 ２ 号门

与３号门之间有山间小路相联系ꎮ４、５、６、７

图 ４　 丸都山城道路交通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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号门是通往“南北大道”的交通出口ꎬ外侧地

势陡峭ꎬ海拔较高ꎬ自身具有较好的防御功

能ꎬ与通往宫殿址的山谷型下山道路距离较

近ꎮ ２、３、４ 号门与南道距离较近ꎬ可通过小东

沟及山城沟到达南道ꎬ５、６、７ 号门可通过张家

沟到达北道[７]ꎮ
正常以防御功能为主的城池ꎬ为防御外

界侵袭的城门外的道路设置的数量都较少ꎬ
而丸都山城有 ７ 个城门ꎬ可知其存在不仅是

用于防御功能ꎬ可能受到中原王朝对政治都

城规划思想的影响ꎬ其城门是依照“礼制”思
想而建设ꎮ
３.周边地势条件

丸都山城四周峰峦叠嶂ꎬ山城北侧是地

势陡峭的小板岔岭ꎬ西侧为七星山ꎬ东面是较

为广阔的山谷ꎬ三面地势险峻ꎬ形似一道外城

墙ꎬ围绕在丸都山城四周ꎬ从而形成双城墙的

防卫形式ꎬ使敌人难以攻破ꎮ 南侧地势较低ꎬ
但是有通沟河流域围绕ꎬ形成护城河般的自

然防御屏障ꎮ

三、丸都山城形态特征

笔者通过对不同功能都城的形态特征与

丸都山城具有的形态特征进行对比ꎬ从地势

形态、城墙及城门、宫殿址、军事设施等方面

分析ꎬ对丸都山城功能进行推测ꎮ
１.防御功能都城形态特征

学术界认为古代防御功能的城池应具备

以下 ６ 个标准:
(１)城墙外的地势坡度应较为陡峭ꎬ并

且在 ５５°以上ꎬ利用山势地形条件设置城的

防御格局ꎮ 丸都山城的北侧及东侧地势极为

险峻ꎬ均在 ５５°以上ꎻ对于西南侧地势较缓处

有通沟河流域和人工防御设施的保护ꎬ从而

构成了良好的山城防御格局ꎮ
(２)要选择地势较高且视野开阔之地ꎬ

不仅可以提早发现敌人进攻ꎬ而且可以充分

地进行反击ꎬ城池的选址需要考虑地理因素、
自然环境等生产、生活、生存要素ꎮ

(３)城墙的高度设置应不小于 ５ ｍꎬ使敌

人不易攀爬ꎻ城墙上应设有军事性质的防御

体系ꎬ例如瞭望哨所、马面、门卫房等ꎮ 丸都

山城西侧地势较缓处设有密集的守卫建筑

址ꎬ说明该城对防御能力的重视ꎮ
(４)为了加强对城墙的保护ꎬ在城墙外

侧应设有城壕ꎬ宽度在 ３ ｍ 以上ꎻ城壕与城墙

之间的距离尽量短ꎬ从而使攻城一方在越壕

后无处站立ꎬ城壕宽度足够抵挡敌人的跨越ꎬ
从而满足对敌人的防御需要ꎮ «武备志»曰:
城河阔必三丈五尺ꎬ越阔越好ꎻ深必一丈五尺

或两丈ꎬ愈深愈好[８]ꎮ
(５)内部街道因地制宜ꎬ突出防御功能ꎮ

中国古代城市街道多为“丁”字型ꎬ一方面ꎬ
有利于阻挡北方的寒流ꎻ另一方面ꎬ有利于组

织城市内部的防御功能ꎮ 这种形式的道路在

通往城门处有转折ꎬ而不是直通城门ꎬ从而有

效地避免了破城后与敌军正面冲突[９]ꎮ
２.政治功能都城形态特征

(１)依据“礼制思想”的政治都城形态特

点ꎮ 中国古代政治性都城的形态大多以中国

传统文化思想为依据ꎬ根据“因地制宜、经济

优先、功能分区”的思想进行布局ꎮ 都城的

建设是作为巩固与提升封建统治的手段ꎬ在
规划布局上应体现出等级观念ꎮ 由于高句丽

民族起始于西汉时期ꎬ因此其建城模式会受

到中原王朝礼制思想的影响ꎮ 依据礼制思

想ꎬ都城开始采用方形城墙、规整街道、宫殿

居中、轴线对称的布局模式ꎬ体现出庄严与规

整的特征ꎬ«周礼考工记»中提及的理想都

城形态特点如下:
①城池平面呈方形ꎬ设有坚固的城墙ꎬ用

于防御外敌的侵袭ꎬ同时显现出封建王朝的

政治制度ꎮ
②宫城与都城采用“择中立宫”的形式ꎬ

将平面保持位于中轴线上ꎬ宫殿按照前朝后

寝的布局规划ꎬ从而体现出尊卑有别ꎬ处于中

央建设的宫城可体现出皇权的至高无上ꎮ 沿

轴线序列布置的宫城使空间序列主次分明ꎬ
给人以庄严感ꎮ

③城内的道路呈方格网式布局ꎬ追求正

南正北式垂直相交ꎮ 在礼制等级中ꎬ“九”为
最高级别ꎬ代表着崇高与权力ꎬ在都城的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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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量与建筑尺度中多用“九”作为尺度标准ꎮ
④宫城外设置居住区ꎬ并且平面处在中

轴线上ꎮ
(２)依据”因地制宜”思想的政治都城形

态特征ꎮ 虽然中国古代建城多延承礼制思

想ꎬ但在城址的选择上会因地形地貌的限制

而无法实现ꎮ 因此ꎬ在«管子乘马»中提到

“凡立国都ꎬ非于大山之下ꎬ必域广川之上ꎮ
高勿近旱而水用足ꎬ下勿近水而沟防省ꎮ 因

天材ꎬ就地利ꎬ故城郭不必中规矩ꎬ道路不必

中准绳” [１０]ꎬ该思想对高句丽山城的建设起

到重要的指引作用ꎬ打破了规整的城市布局

模式ꎬ充分地与自然地形、水系等条件相结

合ꎬ根据“因地制宜”的筑城思想ꎬ建设都城

形态特点如下:
①都城可顺应自然水系与地形条件ꎬ呈

不规则平面形态ꎮ
②城墙依周边自然条件随山丘、河流水系

围绕建设ꎬ城内道路系统可呈不规则形式布局ꎮ
③城市按功能分为三大区———政治活动

区、军事防御区、经济活动区ꎮ 政治宫殿区采

用中国“礼制”思想中规整与对称的布局形

式ꎻ军事防御区一般位于地势较高并且未建

设的空旷地带ꎬ可在地势平坦处设置一部分

屯兵军营用于防守ꎻ在城池边界或布局不规

则地带设置商业及经济片区ꎮ
(３)依据“宇宙图景”观念的政治都城形

态特征ꎮ 宇宙观是基于“礼制”思想与«管
子»“因地制宜”的思想ꎬ将都城设计的更加

理想化ꎮ “宇宙图景”的观念分为多种类型:
将抽象宇宙中的星象运用到城市布局形态与

建筑物中的“象天法地”思想ꎻ运用天地之阴

阳、金木水火土这 ５ 种物质之间相平衡的

“阴阳五行”思想ꎮ

３.丸都山城地势形态

从考古学家挖掘可知ꎬ丸都山城内的建

筑遗址集中位于南侧(见图 ５)ꎬ包括一个规

模较大的宫殿址、地理位置相对较高的瞭望

台、供城内居民使用的蓄水池以及一处规模

较小的戍卒居住址ꎮ 丸都山城的平面随地势

呈不规则的长方形ꎬ山城城墙随山脊线的自

然形态而筑ꎮ 城墙外地势陡峭、悬崖峭壁ꎬ墙
内缓坡平川ꎮ 山城三面地势较高ꎬ南侧较低ꎬ
将主要城门设于南侧ꎬ便于加强防守ꎮ 我国

东北地区冬季常年风向为西北风ꎬ山城东西

北三面地势较高ꎬ在冬季可以减少大量冷风

吹入ꎬ由于该处地势较高ꎬ夏季的西北风使城

内较为凉爽ꎬ从而更适宜君王居住ꎮ 南侧门

前有一条东北 － 西南走向的通沟河ꎬ作为护

城的天然屏障ꎬ从而提高防御能力ꎮ

图 ５　 丸都山城平面图

４.城门及城墙

丸都山城与早期山城相比规模较大ꎬ周
长约 ６ ９５１ ｍꎬ占地面积 ２ ９ ｋｍ２ꎮ 北墙的东

段和西墙北段的山脊较为平坦ꎬ但山峰内侧

较为陡峭ꎬ墙高约 ４ ~ ５ ｍꎻ南墙临河而筑ꎬ蜿
蜒地建在陡崖之上ꎬ崖高 １５ ~ ２０ ｍꎻ北墙与

西墙北段是最为高险的ꎬ平均高度达５ ｍ以

上ꎬ各墙之上均设有女墙ꎬ高在 ０ ７８ ~ １ ３ ｍ
不等ꎬ满足防御功能要求ꎮ

丸都山城经考古调研共有 ７ 个城门ꎬ依
地势需要ꎬ南侧最为平缓ꎬ因此将南侧 １ 号与

２ 号门址设为主要城门(见图 ６)ꎮ １ 号主城

门呈瓮城形式ꎬ连通着多方向的道路ꎬ其中通

往宫殿的道路与主城门之间没有直接相交ꎬ
而是迂回转折了一下ꎬ从而能避免外敌入侵

之后直接攻入都城的核心部位ꎬ加强了丸都

山城的防御能力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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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６　 丸都山城城门分布图

５.宫殿址

　 　 通过对山城遗址的考察与推断ꎬ可将丸

都山城的建设分为 ３ 个阶段:最早建设的应

为戍卒居住址和宫殿址ꎬ戍卒居住址建设年

代更早一些ꎬ可见丸都山城的建设初衷是为

了防御ꎬ但其宫殿址也具有十分重要的使用

地位ꎻ第二个阶段处于丸都山城被曹魏王朝

摧毁重建时期ꎬ都城加建了瞭望台和蓄水池

等设施ꎬ从而增强了丸都山城的守卫能力与

战斗持久力ꎻ最后一个阶段为迁都平壤之后

建设的墓葬区ꎮ
丸都山城由于地形条件的限制ꎬ其宫殿

址在总平面中没有遵循居中的布局模式ꎬ而
是位于山城的偏南侧ꎬ使之缺少一定的庄严

与权威感ꎮ 但其利用地貌条件将宫殿设置在

地势平坦的台地上ꎬ从而显现出与其他建筑

的等级区别ꎮ 丸都山城的建设依照管子“因
地制宜”的思想:“因天材ꎬ就地利ꎬ故城郭不

必中规矩ꎬ道路不必中准绳”ꎮ 宫殿虽然没

有利用中国传统“对称居中”的布局模式ꎬ但
从其分布的地势、规模等条件可看出在政治

功能中的地位ꎮ
丸都山城作为高句丽中期山城ꎬ深受战

争的摧毁与破坏ꎬ经考古学家的挖掘ꎬ可清晰

地看出其平面布局的柱网与主体布局模式(见
图 ７)ꎮ 丸都山城内的宫殿址其功能分区与中

原礼制的“前朝后寝”轴线布局形式一致ꎬ将
宫殿址分为 ４ 个功能片区:大臣等候区、议政

区、宫殿、寝宫ꎮ 宫殿址南北长９５ ５ ｍ、东西宽

８６ ５ ｍꎬ面积为８ ３６０ ７５ ｍ２ꎮ 从它独立的排

水设施、建筑尺寸、规模大小中可以看出其等

级的重要性ꎮ

图 ７　 丸都山城宫殿建筑群遗址与功能分区推测

　 　 从丸都山城城垣的修建、建筑石材选择

的精细程度、宫殿的规模及建筑瓦当的体量

等条件中ꎬ可明显看出其建筑等级高于同时期

的国内城ꎬ其建设标准是以王城而建的ꎮ 从历

代王朝对王城的建设来看ꎬ除都城的城墙外ꎬ
王城内也应由城墙来进行封建等级的区分ꎬ而
丸都山城仅建有一道城墙[１１]ꎮ 因此笔者推

测ꎬ丸都山城不仅具有军事防御的作用ꎬ还是

作为王城供君主日常政治及作战指挥时使用ꎮ
６.军事设施

丸都山城内有瞭望台ꎬ位于一号瓮门西

北方 ２００ ｍ 处的高地上ꎬ以石块逐层向上垒

筑而成ꎬ高 ５ ５ ｍ、南北宽 １１ ４ ｍ、东西宽

１６ ７ ｍꎬ可随时观察到城下的军事情况和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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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的生活状态ꎮ 瞭望台北侧为戍卒居住址ꎬ
考古学家经挖掘推测戍卒居住址平面呈南北

长 １６ ｍ、东西宽 ９ ｍ 的长方形ꎮ 蓄水池遗址

位于瞭望台东南 ３０ ｍ 处的一片洼地上ꎬ南距

１ 号门 １００ ｍꎬ东北 ３００ ｍ 处为宫殿址ꎮ 蓄水

池内池水清澈ꎬ至今仍有泉水从中涌出ꎬ形成

小溪经南门注入通沟河ꎮ
从以上对丸都山城防御设施的描述中可

以看出ꎬ戍卒居住址与其他军事防御都城相

比规模较小ꎬ不能满足作战的军事所需ꎬ笔者

推测该戊卒居住址是用于保证君王安全的ꎬ
而非用于大规模作战使用ꎮ 蓄水池的规模虽

比早期纥升骨城要大ꎬ但也无法满足大量戍

卒在作战时的长时间使用ꎮ 从宫殿的规模到

防御设施的布置ꎬ丸都山城更像是一座为君

王所设立的王城ꎬ而非仅是大多数学者认为

的在战争时期使用的防御性都城ꎮ

四、结　 语

城池的选址与形态是根据国家的战略需

求而建设的ꎬ根据以上从宏观及微观对高句

丽军事、经济、交通、水系等选址方面的分析ꎬ
可以看出丸都山城的军事防御特征较为突

出ꎮ 山城的形态特征主要由该地区的地形地

貌而决定ꎬ不同功能的山城也会呈现出不同

规模及布局的城市形态ꎬ在考古调研基础上

对丸都山城形态进行分析ꎬ发现丸都山城具有

双重功能ꎬ即军事防御功能及政治王城功能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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