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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民间传说探寻北京城的建置

—
读陈学霖《刘伯温与娜吁城

—
北京建城的传说》

口 王文宝

香港中文大学陈学霖先生的论著《刘伯温

与哪吃城
—

北京建城的传说》(1996 年台湾

东大图书公司出版 )
,

该书包括
“

前言
” “

北京城

建置的沿革
” “

元代大都城建造的传说
” “

明代

北京城建造的传说
” “

徐论
” “

附录
:
资料篇

”

六

大主要文字部分
。

作者通过长期 的思考
、

搜集

资料
、

分析研究
,

详细论述了我国一个著名的

民间传说
—

刘伯温修建北京城故事的起源

和发展过程 ; 该传说在北京民间广为流传
,

新

中国成立后民间文学工作者采录了不少这方

面的作品
,

公开发表和 出版
,

进一步扩大了影

响
。

但对其研究则显得很薄弱
。

陈学霖这一

专著的问世
,

不但打破了这种沉寂
,

弥补 了我

们在刘伯温修建北京城传说方面研究的一大

缺憾
,

并且取得了突破性的科研成果
,

可喜可

贺
。

在
“

北京城建置的沿革
”

中
,

作者对从远古

至燕国和秦汉时的蓟城
、

隋唐时 的幽州城
、

辽

时的南京城
、

金时的中都城
、

元时的大都城
、

明

清时的北京城建置的沿革配之以 14 幅插图作

了介绍
,

使读者对这座著名古都城建置的历史

有一个概括的了解
。

在漫长的悠悠岁月中
,

北京城建置走过 了

一条由小到大逐渐发展壮大的辉煌之路
,

闪耀

着劳动建设者们的智慧与创造力
。

人们感到

自豪
,

为它编织 了许多美丽动人的传说
,

这是

很 自然的事情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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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题是
,

关于北京建城的传说
,

怎么会与

早在明代建北京城之前 已经死了几十年的刘

伯温以及神话人物哪吃扯上 了关系呢? 作者

从大量古今中外文史考古等材料中进行了深

人的探索
,

获得 了令人鼓舞的收获
。

他说
:
在

其修订元人传记时
, “

意外发现足 以破解一个

多年令我 困惑苦恼 的问题的线索
。

这个线索

来自刘秉忠的传说
。

事缘在增补这篇旧传时
,

检读刚出版的陈高华所著《元大都》
” , “

发现两

则冷僻的史料
,

修订了我对刘伯温制造哪吃城

故事的缘起的推断
。 ”

(该书《缘起
—

自序》第

10 页 )这两则重要的史料
,

一个是元末明初张

星寓居大都时所写的《荤下曲》
: “

大都周遭十

一门
,

草苫土筑哪吃城
。

谬言若以砖石里
,

长

似天王衣甲兵
。 ”

另一个是陈继儒《宝颜堂秘复
·

广集》所引署名
“

长谷真逸
”

所撰之 (农田徐

话》卷上
: “

燕城
,

系刘太保定制
,

凡十一 门
,

作

哪吃神三头六臂两足
。

世祖庚申(1260 )即位
,

至国亡于戊申(13 68) 己酉 (1369) 之间
,

经一百

一十年也
。 ”

这两条材料告诉人们
,

在元代当时的大都

已流传着元初刘秉忠(刘太保 )设计修建哪叱

形大都城的传说
。

元大都城周长 60 里
,

为一

南北向长方形
:
南边三门

,

中丽正门
,

其东文明

门
,

其西顺承门 ;东边由南到北为齐化门
、

崇仁

门
、

光熙门 ;西边由南到北为平则门
、

和义门
、

肃清门 ;北边则东安贞门
、

西健德门
,

共 11 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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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池巍峨壮丽
。

刘秉忠 (12 16一12 74)
,

是元朝

开国时的重要人物之一
,

他博学多能
, “

于书无

所不读
,

尤邃于《易》及(邵氏经世书》
,

至于天

文地理
、

律历
、

三式六壬遁甲之属
,

无不精通
。 ”

受元世祖忽必烈之命修建大都城
, “

奏建国号

日
‘

大元
’ ,

而以中都为大都
。 ”

那吁
,

或写作
“

哪

叱
” “

哪叱
” ,

则是唐宋以来 由佛教中四天王之

一昆沙门天王的第三太子衍化为唐托塔天王

李靖第三个儿子
,

成为民间崇拜的勇敢降妖善

于变幻之神
。

由于人们对大都城的钟爱
,

自然

也就对它的设计建设者产生 了敬仰之情
,

并与

那叱神融合在一起
, “

假借都城的修建
,

一则神

化心 目中的英雄刘秉忠
,

把艰巨工程的完成作

神秘解释
,

归诸他的超凡智慧和特殊才能
,

一

则藉此渲染夸大汉人辅臣在元廷之作用
,

喻指

忽必烈对他们的殷倚
,

并借古讽今
,

预言外族

政权败亡
。 ”

(该书第 72 页 )传说编就
,

口耳相

传
,

流布民间
,

成为美谈
。

明灭元后
,

明成祖朱棣决定在原大都重建

都城
,

于 14 17 一1421 年由交趾 (安南 )名 匠师

阮安监造完工
,

嘉靖时又在城南面增修 了外

城
。

内城在元大都城址向南稍移了一些
:
南边

三门
,

中正阳门
,

其东崇文门
、

其西宣武门 ; 东

边 自南而北为朝阳门
、

东直门 ;西边自南而北

为阜成门
、

西直门 ;北边从东向西为安定门
、

德

胜门
。

外城由东向南转西转北有东便门
、

广渠

门
、

左安门
、

永定门
、

右安门
、

广安门
、

西便门
。

纵贯南北的中轴线上的建筑从南到北为
:
永定

门
、

正阳门
、

大明门
、

天安门
、

端门
、

午门
、

太和

门
、

太和殿
、

中和殿
、

保和殿
、

乾清门
、

乾清宫
、

交泰殿
、

坤宁宫
、

坤宁门
、

钦安殿
、

神武门
、

景山

万春亭
、

地安门
、

鼓楼
、

钟楼 ;其两侧有天坛
、

先

农坛
,

太庙
、

社樱坛等
。

内城中为皇城
,

皇城中

为紫禁城(即今故宫)
。

较之元大都城更加雄

伟壮丽
。

明初建都于南京
,

南京城是由军师刘

伯温设计的
,

北京城是参照南京城建造的
。

刘

伯温 (13 1 1一13 75)
,

名基
,

字伯温
,

浙江青 田

人
,

(明史》说他
“

幼颖异
” , “

精通经史
,

于书无

不窥
,

尤精象纬之学
” , “

虫L髯
,

貌修伟
,

慷慨有

大节
,

论天下安危
,

义形于色
。 ”

擅长机谋策略
,

为辅佐朱元璋灭元
、

建立大明王朝立下了不朽

功勋
,

较元刘秉忠在人们心目中更富有神秘传

奇色彩
。

人们把过去对元刘秉忠建那吃城的

传说
,

逐渐转换到 了刘伯温身上
,

故事情节更

加美丽动听
。

陈著指出
:

明代中叶以 降
,

野 史稗乘
,

拿陋杂著

礴起
,

始于弘治正德 而 大盛 于嘉靖 万历
,

颇 多敷衍神化 国初史事人物以推广流传
。

刘伯温既有玄秘迷惑的传说
,

自然乐易成

为箭珠的对象
,

故此从明 中世一 直到清

代
,

有关他的神奇怪异故事迭 出不穷
。

有

些传说伯温得神人传授
,

因而通晓天文术

数
。

例知 陆梁(庚已编》
、

杨仪《高坡异幕》

记他 少年时读 书青田 山 中
,

破石 壁得天

书
,

后获异人指授
,

由是通 占 l- 之术
。

王

文禄《龙兴慈记》说他年轻时投客逆旅
,

得

异僧神 附其身躯
,

自此聪明过人
。

⋯⋯透

过这些野史稗乘的渲染偷扬
,

刘伯温的传

说便愈加荒诞和传播广远
,

使他变为民间

信仰一位最知名的神秘人物
。

(该 书第

10 3一10 4 页 )

加上假托刘伯温之名流传的阴阳术数之作
、

小

说(英烈传》中对他的描绘以及蒙古族中关于

他的传闻
,

使刘伯温的传奇性色彩更加浓重
、

更加深人人心
。

于是人们把对明代北京建城

壮举的自豪
,

对刘伯温的崇敬和对那吁镇邪神

力的信奉纠合在一起
,

编出了一个又一个关于

刘伯温修建北京城与其他方面的传说
,

其中蕴

含了过去刘秉忠建元大都的成份
。

首都北京

为五方杂处之地
,

人 口流动频繁
,

特别是朱棣

把明都迁到此处以后
,

江浙人来者尤多
,

自然

会把关于刘伯温的神机妙算等传说带到北京
,

与北京原来的有关传说(如蒙古相传关于都城

的起源 )
、

其他历史人物(如姚广孝
、

沈万三 )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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轶闻相混合
,

而产生了新的传说
, “

乃系历史环

境使然
,

并不是偶然的结合
。 ”

较早见诸文字具体记载刘伯温建北京城

传说的是民国初年西人 W
e

rne
:
所著的 M尹ha

a
nd Le g e n d s o fCh ina 一书中的《北京城建造

的传说》
:

未几
,

这位年轻 的王子便恳辞皇帝
,

离开金陵 (南京 )前往住所 (北平府 )去
。

临行之际
,

有一名 刘伯温的道士
,

对燕王

素有好感
,

于是给他一个封密的
“

小 包
” ,

若他遭遇危难时拆开
,

只 需细读头段写着

的
,

便可得到解救任何邪恶的方案
。

但事

后即须再封密
,

不得窥看下 面 的 内容
,

直

到再遇困境
,

需要援助 时才再打 开参详
。

燕王随而启程
,

路上乏善可纪
,

未几安 然

抵达 目的地
。

⋯⋯现在北京所处之地古

名 幽州
,

唐朝称为
“

北平府
”

(按应作
“

幽 州

府
”

)
,

后来称顺天府
—

后者之名是在北

京城建造后才采用
。

当时该地 区名 叫燕
,

其地一片旷野
,

居 民稀疏
,

他们住在茅屋

和星散的村舍
,

并没有城郭自卫和防止盗

贼
。

燕王到 了那里
,

看到如此荒芜
,

又想

到要在其地羁旅多年
,

不禁伦然
,

左右也

想不 出如何去安慰
。

⋯ ⋯就在这时
,

燕王

顿然忆起那老道 士 (刘伯 温 )给他 的
“
小

包
” ,

随即去找寻(因为在旅途困倦和兴奋

中已忘怀此事)
,

希望 能获明灯指 示
。

不

久找到小 包
,

急忙拆开看有何计策
。

首页

书著
: “当抵达北平府后

,

你需要兴建一座

城郭
,

称它为
‘

哪吃城
’ 。

工程可能很费钱

财
,

你应通传召令各处富户捐输筑造
。

页

背后是城市的蓝图
,

你必须谨慎地依照图

则行事
。

⋯⋯
”

(该 书第 92一93 页)

陈著
“

附录
:
资料篇

”

收有完整的关于刘伯

温建造北京城的传说 4 篇
,

刘伯温与北京其他

方面内容的传说 19 篇 (如《高亮赶水》《北新

桥》《
“

九门八腆一 口钟
”

》《三青走到卢沟桥》
·

7 8
·

《西便群羊》(娱蛤井》《王府井的传说》《满井》

价刹海》(燕王采坟地》(狼峪》(屠家营 的传
说》(长陵一花枪》)

。

其中以 1 9 6 1 年 4 月 (农

历三月初三 )张伯利记录整理蟠桃宫庙会老艺

人讲述的《刘伯温建北京城》内容最丰富
:
包括

有徐达从南京射箭到北京
、

刘伯温叫南苑财主

出钱找沈万三跺脚出银子按照刘伯温设计的

图纸建造北京城
、

刘伯温治龙
、

高亮赶水
、

沈万

三用要饭的破瓦盆扣北新桥海眼等众多情节
,

涉及到刘伯温
、

徐达
、

沈万三
、

高亮等人物
,

和
,

什刹海
、

北海
、

中南海
、

高梁桥
、

北新桥等地方

风物
。

人们在 阅读或听了这些丰富多彩的传

说之后
,

不是得到了极美的精神享受吗 !

综观这本专著
,

至少有如下几个突出的特

点
:

作者长年累月搜集查阅了大量的历史
、

文

学
、

考古
、

民俗
、

笔记等诸多方面的材料
,

进行

了梳理
、

分析
,

对刘伯温修建北京城传说的产

生
、

发展
、

流布及其内涵作了系统的阐述
,

材料

丰富
、

具体
、

翔实
,

给读者以深刻的印象
,

这是

该书的第一个突出的特点
。

书后所列
“

引用及

参考书 目
”

有书录 6 种
、

中外有关书籍 278 种
、

论文 10 3 篇
。

其次是图文并茂
。

除了文内插图以外
,

更

重要 的是书前的数十幅图照
,

计有 明代
、

当代

彩图 3 幅
、

旧北京风貌照片 16 幅
、

今 日北京城

风貌(彩色 ) 17 幅
、

忽必烈等人物图像 12 幅
。

印刷精良
、

色彩鲜明
,

极为珍贵
。

充满神话色

彩的云天
、

碧海
、

北京城池以及那吁战孽龙的

封面设计
,

引人遐想
。

这些图照是全书中心论

题重要的形象资料
。

突破性的研究成就
,

是该书的第三个突出

的特点
,

也是最主要的一个特点
。

据作者《自

序》说
,

在其孩提时代就被刘伯温的传说所吸

引
,

以后在从事历史研究的过程中
,

曾对元刘

秉忠和明刘伯温事迹进行过专门的研究
,

而在

80 年代见到陈高华《元大都》一书中的两条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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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要的材料后
,

促使他完成了
“

刘伯温与哪叱

城
”

的撰写
。

他是主要 以历史学家的眼光来进

行 民俗学传说故事考察研究的
,

因此挖掘得深

广
、

论述得细
,

澳大利亚著名中国小说研究家

柳存仁在为该书写的(序》中赞扬说
: “

他这部

书的写法
,

是打破了传统的史学书的樊篱
,

而

为它注人了新的活生生的养料的
,

那就是说
,

它是用了史学的架构
,

去发掘民俗学
、

人类学

和社会学的新园地的
。 ”

我们知道
,

最早以史学

家眼光研究民间传说的是二三十年代的顾领

刚对孟姜女传说的卓有成效的研究
, “

他把二

千多年来的文献记录和遍布全国各地的各种

民间传说
、

文学
、

艺术材料
,

整理出历史和地理

两个系统
,

作出了杰出的成绩
。 ”

(《孟姜女故事

研究集》
,

上海古籍出版社 19 8 4 年版 )陈学霖

先生此书
,

是史学家研究民间传说的又一部成

功之作
,

并且具有其 自己的特色
:
其一

,

他在历

史探幽中主要靠 自己多方面努力搜集的资料

(包括外文资料 ) ; 其二
,

以大量珍贵的形象图

照资料醒人眼 目 ;其三
,

实地拍摄
,

今昔对照
,

形象感
、

历史感
、

系统感强 ;其四
,

融历史
、

文学

读物为一体
, “

作者研究刘伯温的传说经年
,

钩

稽史籍文集
、

释典
、

及小说笔记资料
,

把故事的

来龙去脉追索剖析
,

以浅白的文字将学术考证

呈献于读者
。

本书不但为历史与民俗研究开

辟蹊径
,

亦为文化大众提供一部奇趣的通俗历

史读物
” 。

总之
,

这是一部具有开拓性的高水平的学

术专著
,

是对民俗学
、

历史学
、

俗文学
、

美学
、

民

间文学多学科综合研究的一大贡献
。

我想
,

从

张显(荤下曲》和长谷真逸 (农 田徐话》所提供

的文字材料来看
,

关于刘秉忠修建元大都那吃

城的传说在元末已相当流行
。

元灭明兴
,

一位

更加神奇的人物和更加辉煌的都城
,

在人们的

心中高高树起
,

与前此的相关传说混融一体并

淹没取代了前者
,

显得极为绚丽多彩
、

引人人

胜
。

这不能不说是人民群众在文艺上创作天

才的展示
,

既表现了他们对英雄人物的敬仰
、

风物的钟情
、

反映了他们的爱憎和对美好生活

的向往
,

也洋溢着他们纯朴的审美情趣
。

陈著对于此专题所作出的贡献
,

意义是重

大的
:
(一 )解决了北京著名传说中一个故事群

体形成的原因
,

是地方风物传说研究中的一大

突破
,

在很大程度上具有示范意义 ;( 二 )启示

人们
,

在学术研究方面要有坚定 的决心
、

锲而

不舍的努力和精品意识 ; (三 )是进行爱 国主

义
、

乡土及美学教育的好教材 ;看了这些动人

的故事
、

关于北京城建置沿革精美 的形象图

照
,

谁不觉得是享受了一顿丰盛的精神美餐
、

不感到作为一个炎黄子孙而骄傲自豪呢 !

北京是著名中外的古都
,

民俗文化极为丰

富多彩
,

数以千万计的民间传说
、

故事便是其

中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
。

传说
,

是根据不同程

度的历史或其他客观事物的成份
,

揉进许多虚

构甚至幻想的东西而形成的 ;不管这些东西是

否符合当时的历史和客观真实
,

只要能突出故

事的中心思想就被拿来为创作者所用
,

因此修

建明北京城时早 已死了几十年的刘伯温和神

话人物那叱都可以出现在北京建城的传说里
,

这就是传说所固有的箭垛式人物形成的特征
。

自 50 年代到现在
,

已发表和 出版了许多民间

文学工作者搜集整理的北京传说故事
, “

北京

民间故事集成
”

也在编纂中 ; 希望借陈学霖先

生此专著的开拓
,

能加深我们对北京这笔民族

文化遗产研究的力度
,

以有利于学术事业的发

展
、

精神文明的建设和满足广大读者
、

旅游者

的需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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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俗文学学会副会

长兼秘书长
、

中国民俗学会副理事长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