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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冬奥会的举办，“太子

城”被更多人所知晓。京张高铁

有太子城站，张家口奥运村建

在太子城，冬奥会张家口赛区

的颁奖广场就设在太子城高铁

站正对面的太子城冰雪小镇站

前广场。

前几年在张家口崇礼，当

时那里还是一片工地。建造过

程中，工人挖出一些文物，经全

面测绘、勘探与发掘，证实为埋

藏多年的太子城。

奥运选地现古城

太子城遗址是一座城堡，

平 面 为 长 方 形 ，南 北 长 约

417.53 米，东西宽约 343.05 米。

东西南三面城墙残存有地下基

址，南墙墙体宽 2 米，残高 0.3

至 0.5 米。三面墙体外均有壕

沟，南面宽约5米，北墙基址被

河流破坏无存。墙内外两侧包

砖，内有木柱，墙芯部分为石块

与黄土填筑。

城堡设有南门、西门，门外

均有瓮城。西门内有南北两组

院落。院内西北角有一眼井。城

内主街道基本呈 T 字形分布，

东西向大街的南北两侧有大量

建筑基址，较为集中，城内共发

现建筑基址28座。

遗址出土文物以各类泥质

建筑构件为主，有灰陶胎的筒

板瓦、龙凤形脊饰、迦陵频伽

等。另有部分绿釉筒板瓦、脊饰

等；有木结构建筑上的铺首、门

钉、鎏金铜片等铜铁构件。除建

筑构件外，还有部分白釉印花、

刻花碗盘，粉青釉盒、碗，黑釉

鸡腿瓶等瓷器残片。另有两件

铜鎏金的小龙头饰件等。

考古人员在文物上发现了

文字。建筑构件的素面条砖上

有“内”“宫”“官”等字，部分螭

吻上刻“七尺五地”“四尺五地”

“天字三尺”等字样。白釉瓷器

中发现十几件印摩羯纹碗盘，

底有“尚食局”款识。

“尚食局”是自北朝以来多

数王朝宫廷内专掌“供御膳馐

品尝之事”的机构。龙凤形脊

饰、釉色建材有规制限定，不能

随意使用，这表明太子城遗址

具有皇家性质。而“宫”字刻写

在砖上是在金元时期，因此，此

处遗址应为金元时期建筑。

太子城遗址出土的建筑构件

“太子城”究竟是谁的行宫？
城堡选地有讲究

崇礼位于河北省西北部，为游牧民族和农

耕民族的结合部，历史上兵家纷争。太子城是通

往北方的古道之一，还有农耕与游牧间的商贸

往来。

太子城形制极好，四面环山，南北各有一河

流自东向西绕城而过。背后有山，环水相绕，依

山傍水，前有照，后有靠。

金元两朝时，皇帝每年要去草原避暑。出驾行

途之中休息之地称为驻夏，即捺钵，也写为纳钵，

大意为皇家渔猎车驾行幸之所，或可称为行宫。元

仁宗爱育黎拔力八达每年也要去避暑。延庆的香

水园，俗名东花园，现在称为下花园村，为“纳钵之

所止”，一片花园美景，并无军事防御建筑。承德避

暑山庄是行宫，多皇宫建筑，却无城堡。

太子城是驻夏之地，建造特殊，不仅建起城

堡，还在城墙内外包砖。元代以前建造的城堡均

为黄土夯筑，即使元代的大都城也不例外。若太

子城墙全部包砖，造价极高，也格外坚固。皇帝远

行驻跸，城堡孤悬在外，当然要注意安全，不能有

失。太子城门还建有瓮城，可以驻下兵马，防御作

战，围歼来敌。金代北方有蒙古等逐渐强大起来

的部落的威胁，因此修建城堡具有战略意义。

历经战争的摧毁，自然的风化，渐成废墟的

城池掩埋在地下。明朝初期，这里来了山西移

民，应是军屯或民屯，此后留下落户。据《崇礼县

志》载，村民不知有城。或许泥土中挖出了瓷片

碎瓦，或许过往行人带来历史传闻，如此等等，

封尘的历史终究遮掩不住，透露出了皇家城池

的些许信息，村里流传开了太子的故事。

太子故事流传久

当地流传的故事有诸多版本。有传太子城

为秦代太子扶苏修筑，一下把故事推到秦始皇

的年代。还有辽代耶律倍太子的说法。崇礼曾是

辽国统治辖区。《辽史》记载：辽道宗在滦河上游

太子山打猎并平叛皇太叔重元与其子谋反事。

并记：重元埋在太子山北。滦河畔边的太子山附

近有行宫，还有辽帝后妃的墓地。又有：道宗每

岁先幸黑山，拜圣宗、兴宗陵，赏金莲……暇曰

游猎,七月中旬乃去，并有“会辽主猎于滦河之

太子山”。辽道宗驻夏是常态，虽然在滦河流域，

却反映出此地与辽代相关。

元朝皇帝忽必烈嫡长子孛儿只斤·真金也

被册封为太子，有可能到太子城驻跸。元代实行

两都制，太子城在大都去上都的途中，当时的庆

宁宫建成仅五十年左右，地处幽僻的深山区，确

实是清暑的好地方。真金优柔寡断，不愿被禅位

牵连，有大把的时间去读书和游猎。

以上太子的故事涉及到多个朝代。有些故

事属于妄传，不可以信。有多部史志记载：“旧

时相传城为秦筑，以居太子扶苏者，又云按橹

上隐现太子城匾额，均属诞妄不可信”。而从另

一面证实了太子城的故事之多，流传年代之

远。 （据《北京晚报》）

史书载有泰和宫

研究历史，金章宗曾到过此地。《金史》记载，“泰和二年春”，

金章宗“将幸长乐川”。大臣李愈极力劝阻：“方今戍卒贫弱，百姓

骚然，三叉尤近北陲，恒防外患。兼闻泰和宫在两山间，地形狭

隘，雨潦遄集，固不若北宫池台之胜，优游闲适也。”金章宗不听

劝阻。“夏四月，愈复谏曰：北部侵我旧疆千有余里，不谋雪耻，复

欲北幸，一旦不警，臣恐丞相……等不足恃也。况皇嗣未立，岂可

远事逸游哉。”但是，金章宗不听谏言，还是去了位于长乐川的泰

和宫。

史书中提到“近北陲”的“三叉”，即三叉口。太子城所在的位

置，正是三叉口地形：向西通往崇礼县城；东南通往今赤城县龙关

镇；东北通往老虎沟、新墩坑一带。

三叉口，属于龙门县地界，即今赤城县，位于太子城东南18公

里。金朝初年，龙门县隶属于弘州。明昌三年（1192），弘州龙门县

划归宣德州。金章宗使用过“明昌”“承安”“泰和”三个年号。年号

改元“泰和”时，三叉口行宫刚好告竣，因名“泰和宫”。泰和二年

（1202），泰和宫改名庆宁宫。史载：“甲子，更泰和宫曰庆宁，长乐

川曰云龙”，有祈求平安之意。

金章宗的前五个儿子都在三岁前夭折，他把泰和宫改为庆宁

宫、把庆宁宫所在的长乐川改为云龙川，含有深意。

泰和二年（1202）与五年（1205），金章宗曾驻夏泰和宫。这与太

子城的时代、性质、位置、规模、等级高度契合。考古队最终确定，

太子城为金代的泰和宫。2019 年 10 月 7 日，太子城遗址被国务院

公布为第八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太子城遗址陈列馆（下）、太子城

冰雪小镇（上左）和高铁太子城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