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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商周以前的先民如何称呼燕山以南的这

片今天被称为“北京”的地区，已不可详考。

不过，根据《礼记》与《史记》的记载，早在商朝

时期，在今日的北京市区内的今白云观以西、

会城门东南一带，就存在着一个名叫“蓟”的

方国，这个“蓟国”可能是传说中的上古贤王

尧帝或黄帝的后代。由于存在的时代过于玄

远，“蓟国”的事迹基本上都没有留传下来，就

连它的灭亡时间，也因为邻居“燕国”历史的

缺乏而不能确定，只知道“蓟国”大概是在春

秋前期（公元前 7 世纪）被燕国所灭。

燕国在灭蓟国之前，一直以今日的北京

市房山区琉璃河一带为都，现有北京市西周燕

都遗址博物馆对公众开放并展出相关文物。

燕国大概在灭了蓟国之后，迁都到蓟城。直到

燕国灭亡，蓟城虽然并不总是燕国的都城，却

始终是燕国的第一大都会与军事重镇，成了燕

国的代表，所以蓟城也被当时及后世的人们称

为“燕”，这便是日后“燕京”之称的来历。

需要注意的一点是：我们所熟知的“燕

国 ”，其 实 在 先 秦 时 期 一 直 被 写 作“ 妟 ”

（yàn）或“ 匽 ”，直 到 秦 汉 时 期 才 被 改 写 作

“燕”。所以，不仅西周燕都所在地在商代与

西周时期会被写作“妟”，东周时的蓟城也会

因为燕都的关系而被称为“妟”。所以说，在

先 秦 时 期 ，北 京 地 区 有 两 个 曾 用 名“ 蓟 ”与

“妟（匽）”，这两个曾用名只是在后代史书上

被写成了“蓟”与“燕”。

那么，“蓟”与“妟”又是什么含义呢？由于

现存史料的稀少，我们并不能确定两个字用在

这两地究竟有什么含义。只能大概知晓，“蓟”

与“妟”是两个古国所在地的地名，两个商周古

国都是因为当地叫这样的名字（蓟丘、妟山），

才把自己的国号称为“蓟”与“妟”的。

其时惟周 其名曰蓟：
先秦燕国时代的蓟与燕（妟）

北京曾经有过多少个名字？

1949年9月，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正式将“北平”改名为“北京”，并以北京为

新中国的首都。从此之后，“北京”这个曾经在历史上往往被用做“多都制”之京号的名称，方才彻底

转化为一个地名。

地名的演变,能够反映出相应“地方”的历史文化进程，是我们回顾特定地区通史的绝佳视角。

首都北京作为一个自燕国分封以来便在战略上雄踞北方的重要城市，相继使用过许多名字：蓟、燕、

广阳、幽州、范阳、幽都、析津、蓟北、南京、燕京、燕山、永安、大兴、大都、北平、顺天、宛平、北京。在这

些名字背后，我们可以追溯到古都北京源远流长的历史脉络…… □ 据《北京晚报》

永安大兴 北方平定：
辽金以来北京地名的变迁

公元 938 年，唐宋之交，幽州蓟县被后晋石敬瑭

“打包”成“燕云十六州”割让给了契丹人的辽国，辽国

在接收了幽州蓟县城后，便立刻变更了地名，改“幽

州”为“幽都府”，改“蓟县”为“蓟北县”，并以幽都府为

辽五京之一的“南京”。公元1012年，由于南京幽都府

在天文分野上处于“析木之津”的位置，所以又改称南

京幽都府为“燕京析津府”，改“蓟北县”为“析津县”。

那么“幽都”“蓟北”“析津”“南京”便是今北京市区一

带在辽代的四个曾用名。

金灭辽后，金军根据“海上之盟”的约定，将析津

府掳掠一番后归还给了北宋。宋徽宗为了体现自己

终于实现了祖辈们收复燕云十六州的夙愿，便在公元

1123 年把“析津府”改称为“燕山府”。两年后的公元

1125年，宋金反目，金军攻占“燕山府”，并且又把地名

改回了“析津府”这个称呼。公元1153年，海陵王完颜

亮成为金朝国主，并在当年便改“析津府”为“中都永

安府”，次年改为“大兴府”，并改“析津县”为“大兴

县”，将“宛平县”与“大兴县”一道设置为金中都的附

郭县，并在公元 1157 年正式将金国国都迁到了“中都

大兴府”。

公元1215年，蒙古攻克金中都大兴府，并废毁该

城，直到忽必烈建立元朝前后方才兴建了大都城，并

以大都为元朝帝都所在，从公元 1267 年到公元 1294

年，大都的营造持续了将近三十年，方才完工，就在大

都营造中的 1284 年，忽必烈才将“大兴府”改制为“大

都路”，正式确立了元大都的行政建制。

元末明初的公元1368年，明军主帅徐达、常遇春

率军攻克大都，朱元璋取“北方平定”之义，改大都为

“北平”。公元1380 年，燕王朱棣就藩，正式入驻北平

城，并在洪武年间与辽、宁、谷、代、晋、秦、庆、肃等王

一道负责节制北部边境各军。随着朱棣通过靖难之

役迈上皇帝宝座，北平城的地位也随之升高，于靖难

之役成功后的公元1403年，立刻被改名为“顺天府”，

与“应天府”并尊，并最终在公元1421年正式成为大明

王朝的京师所在。

自公元1403年起，到辛亥革命成功后，五百多年

的时间里，今北京地区在府级一直被称为“顺天府”，

在县级则有“大兴县”与“宛平县”两县并置，分管六九

城内的东西两部分与附属的城郊地区。需要注意的

是，“北京”在明清时期并不是一个官方以行政区划名

称的方式认可的地名，而是一个明朝官方的颁布的

“京号”及民间习称，在正式的文书上，相关地名还是

要称为“顺天府”的。

辛亥革命以后，北洋政府治下的 1914 年到 1928

年间，“顺天府”改称为“京兆地方”，随着北伐战争的

开始与张学良的改旗易帜，奉系军阀所控制的京兆地

方改归南京国民政府管辖。京兆地方因为不再是民

国政府的首都，便被南京国民政府改称为“北平”，大

兴县与宛平县的县衙也是在 1928 年从北平城内撤出

的，两县从此便从附郭县降格成郊县。

“北京”之名正式以一个地名的身份“落户”今日

的北京地区，其实是在新中国成立前夕的 1949 年 9

月。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于 1949

年9月27日正式将“北平”改名为“北京”，并以“北京”

为新中国的首都。从此之后，“北京”这个曾经在历史

上往往被用作“多都制”之京号的名称，方才彻底转化

为一个地名。

秦朝在全国范围内正式推行郡县制，秦灭

燕后（公元前 222 年）在燕国故都蓟城设置了蓟

县，直到被辽国改为蓟北县（公元 938 年）之前，

“蓟”作为一个位于今日北京市区的县级地名，

存续了整整 1160 年。秦朝的蓟县为广阳郡治

所在，两汉魏晋时期则先后是广阳郡治、广阳

国都、燕国国都。广阳郡辖下还有一个广阳

县，位于今北京市房山区广阳村，北齐以后这

处广阳县整体并入了蓟县，所以汉魏时人往往

称呼广阳县为“小广阳”，那么“大广阳”自然便

是郡治所在的蓟县城了。

“幽州”本来是一个涵盖整个幽燕地区与

辽河流域的地区名称，并不像蓟、燕一样在一

开始仅仅局限于一个地点。不过，幽州在汉代

逐渐以蓟县作为州刺史或州牧的治所，汉代人

也有以州名称呼州治所在的习惯，所以“幽州”

之名便逐渐开始指代汉代蓟县所在的今北京市

区。魏晋南北朝时期局势动荡，后因军事需要

而大量设置了“州刺史”，“州”数量大幅增加，

“州”的辖境也便逐渐与郡相同。到了隋唐时

期，“幽州”便完全成为一个以今日北京市区为

州城所在的地名。而且，由于隋唐时期对于地

名与行政区划经常在“州”与“郡”之间摇摆，所

以幽州也偶尔会被改称为“范阳郡”，“安史之

乱”发动者安禄山曾经担任过的“范阳节度使”

便是幽州被叫做“范阳郡”时所授予的使职。

随着安史之乱的平息，唐朝比较忌惮“范阳”这

个名号，便再也没有使用“范阳郡”与“范阳节

度使”之名，而是一直沿用“幽州”了。所以，

“幽州”与“范阳”便分别是北京城的第四、第五

个曾用名。

那么，广阳、幽州与范阳都是怎么来的

呢？“广阳”二字私以为可能与古代地名选用的

基本规律——“山南水北为阳”有关，广阳之地

应当是处于“广水之北”所致，至于这条“广水”

在哪里，由于幽燕地区的水道已然不是两千年

前的模样，所以很难确知，但广水故道应当在

房山区广阳村附近。另外，秦国之所以用“广

阳”而不用“燕”作为这片燕都故地的郡名，应

该也有淡化当地燕国认同的用意在里面。

“幽州”之“幽”就比较简单了，由于北方寒

冷，在古人看来是“幽冥”之地，所以便选用了

一个“幽”字来称呼这片土地。至于“范阳”，则

与“广阳”同理，也是“山南水北为阳”这个命名

规律在起作用，“范阳”是指范水之北的一片地

方，这个地方最初在今日的河北省定兴县附

近，范水可能就是今日的固城镇鸡爪河。“范

阳”作为一个古代地名，要分两个层次看，在郡

名层次，“范阳郡”最终是落脚到了今北京地区

的幽州蓟县城，但在县名层面，则存在一个范

阳县，先后以今日的定兴县、涞水县、涿州市为

县治所在，这一点也与广阳很像，虽然在郡名

层级被蓟县借了过去用，但县名层级则依旧在

其地名的源地存在。

广水以北 幽寒之地：
汉唐时期的广阳、幽州与范阳

堇鼎，北京市房山区琉璃河遗址出土，鼎腹内壁

铸有铭文，记载燕侯派大臣“堇”去宗周（今陕西省长

安县西北）看望太保的事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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