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世界文化遗产：天坛 PDF转换可能丢失图片或格式，建议阅

读原文

https://www.100test.com/kao_ti2020/234/2021_2022__E4_B8_96_E

7_95_8C_E6_96_87_E5_c34_234834.htm ●批准时间：1998年11

月 ●遗产种类：文化遗产 ●世界遗产委员会评价： 天坛建于

公元15世纪上半叶，座落在皇家园林当中，四周古松环抱，

是保存完好的坛庙建筑群，无论在整体布局还是单一建筑上

，都反映出天地之间的关系，而这一关系在中国古代宇宙观

中占据着核心位置。同时，这些建筑还体现出帝王将相在这

一关系中所起的独特作用。● 概况： 天坛位于北京市崇文区

永定门内大街东侧，是明、清两代帝王祭天祈谷、夏至祈雨

、冬至祭雪的圣地。 天坛始建于明永乐十八年(1920年)，名

天地坛。嘉靖九年(1530年)因立四郊分祀制度，于嘉靖十三

年(1534年)改称天坛。清乾隆、光绪帝重修改建后，才形成现

在天坛公园的格局。 天坛占地272万平方米，整个面积比紫禁

城还大些，有两重垣墙，形成内外坛，坛墙南方北圆，象征

天圆地方。圜丘坛在南，祈谷坛在北，二坛同在一条南北轴

线上，中间有墙相隔。圜丘坛内主要建筑有圜丘坛、皇穹宇

等，祈谷坛内主要建筑有祈年殿、皇乾殿、祈年门等。 天坛

的主要建筑均位于内坛，从南到北排列在一条直线上。全部

宫殿、坛基都朝南成圆形，以象征天。整个布局和建筑结构

，都具有独特的风格。祈年殿是皇帝祈祷五谷丰登的场所，

是一座三重檐的圆形大殿，高38米，直径32.72米，蓝色琉璃

瓦顶，全砖木结构，没有大梁长檩，全靠28根木柱和36根枋

桷支撑，在建筑的造型上具有高度 的艺术价值。皇穹宇是存

放圜丘祭祀神牌位的地方，单檐攒尖蓝色琉璃瓦顶，外面有



一道圆形磨砖对缝的围墙，是著名的“回音壁”，声音沿着

光滑的围墙内弧传递，在壁的一端轻声细语，另一端能够清

楚听到。圜丘坛是皇帝在冬至日祭天的场所，三层，每层四

面均有九级台阶，又按古天文学说，铺成一定数额的石板，

台周围以汉白玉石栏。此外坛内还建有斋宫(皇帝祭天前三日

进行斋戒的地方)和宰牲亭、神乐署等附属建筑。 据史料记载

，有正式祭祀天地的活动，可追溯到公元前两千年，尚处于

奴隶制社会的夏朝。中国古代帝王自称“天子”，他们对天

地非常崇敬。历史上的每一个皇帝都把祭祀天地当成一项非

常重要的政治活动。而祭祀建 筑在帝王的都城建设中具有举

足轻重的地位，必集中人力、物力、财力，以最高的技术水

平，最完美的艺术去建造。在封建社会后期营建的天坛，是

中国众多祭祀建筑中最具代表性的作品。天坛不仅是中国古

建筑中的明珠，也是世界建筑史上的瑰宝。 在明朝初年，天

与地原是合并一起祭祀，南北的郊坛都一样，设祭的地方名

叫大祀殿，是方形十一间的建筑物。明朝嘉靖九年(1530年)改

为天地分祀，在天坛建圜丘坛，专用来祭天，另在北郊建方

泽坛祭地，原来合祀天地的大祀殿，逐渐废而不用。嘉靖十

九年(1540年)，又将原大祀殿改为大享殿，圆形建筑从此开始

。 清廷入关后，一切仍按明朝旧制。乾隆时期，国力富强，

天坛也大兴工程。乾隆十二年(1747年)，皇帝决定将天坛内外

墙垣重建，改土墙为城砖包砌，中部到顶部包砌两层城砖。

内坛墙的墙顶宽度缩减为营造四尺八寸，不用檐柱，成为没

有廊柱的悬檐走廊。经过改建的天坛内外坛墙，更加厚重，

周延十余里，成为极壮丽的景观。天坛的主要建筑祈年殿、

皇穹宇、圜丘等也均在此时改建，并一直留存至今。 圜丘坛



又称祭天台、拜天台、祭台，是一座露天的三层圆形石坛，

为皇帝冬至祭天的地方，始建于明嘉靖九年(1530年)，清乾隆

十四年(1749年)扩建。坛周长534米，坛高5.2米，分上、中、

下三层，各层栏板望柱及台阶数目均用阳数(又称"天数"，即

九的倍数)，符"九五"之尊。坛面用艾叶青石砌就。坛面除中

心石是圆形外，外围各圈均为扇面形，数目也是阳数。每层

都有汉白玉栏板望柱，均为9的倍数。上屋栏板72块，中

层108块，下层180块，合360周天度数。古人认为九是阳数之

极，表示至高至大，皇帝是天子，也至高至大，所以整个圜

丘坛都采用九的倍 数来表示天子的权威。圜丘坛有外方内圆

两重矮墙，象征着天圆地方。圜丘坛的附属建筑有皇穹宇及

其配庑、神库、宰牲亭、三库(祭器库、乐器库、棕荐库)等

。 站在圜丘坛最上层中央的圆石上面虽小声说话，却显得十

分洪亮。因此每当皇帝在这里祭天，其洪亮声音，就如同上

天神谕一般，加上祭礼时那庄严的气氛，更具神秘效果。这

是因为坛面光滑，声波得以快速地向四面八方传播，碰到周

围的石栏，反射回来，与原声汇合，则音量加倍。 皇穹宇位

于圜丘坛以北，是存放祭祀神牌的处所。始建于明嘉靖九

年(1530年)，初名泰神殿，嘉靖十七年(1538年)改称皇穹宇。

为重檐圆攒尖顶建筑。清乾隆十七年(1752年)重建，改为鎏金

宝顶单檐蓝瓦圆攒尖顶。有东西配庑各5间。其正殿及东西庑

共围于一平整光滑的圆墙之内，人们在墙的不同位置面墙说

话，站在远处墙边的人，能十分清晰地听到，此为回音壁。

皇穹宇台阶下，有三块石板，即回音石：在靠台阶的第一块

石板上站立，击掌，可以听到一声回声，站在第二块石板上

击一掌，可以听到两声回声，站在第三块石板上击一掌，可



以听到三声回声。 丹陛桥：圜丘坛、皇穹宇、祈谷坛是中轴

线上三个主要建筑，连接这三座主建筑的是一长长的贯通南

北的台基，叫丹陛桥，又叫神道或海墁大道。它长360米，

宽29.4米，南端高1米，由南向北逐渐升至3米，象征着此道与

天宫相接，皇帝由南至北步步升天。丹陛桥中间是神道，左

边是御道，右边是王道。皇帝走御道，王公大臣走王道，神

走神道。桥下有东西向隧道，是祭祀前将牲畜送去屠宰的洞

口。 天坛的主体建筑是祈年殿，始建于明永乐十八年(1420

年)。每年皇帝都在这里举行祭天仪式，祈祷风调雨顺、五谷

丰登。祈年殿呈圆形，直径32米，祈年殿高38米，是一座有

鎏金宝顶的三重檐的圆形大殿，殿檐颜色深蓝，是用蓝色琉

璃瓦铺砌的，因为天是蓝色的，以此来象征天。 它在建筑上

出色之处是，祈年殿用28根楠木大柱和36块互相衔接的榜、

桷，支撑着三层连体的殿檐。这些大柱有不同的象征意义：

中央四柱叫通天柱，代表四季；中层十二根金柱，代表十二

个月；外层十二根檐柱，代表十二时辰；中外层相加二十四

根代表二十四节气；三层相加二十八根，代表二十八星宿；

加柱顶八根童柱，代表三十六天罡；宝顶下雷公柱，代表皇

帝一统天下。其附属建筑有皇乾殿、祈年门、神库、神厨、

宰牲亭、燔柴炉、瘗坎、具服台、走牲路及72间长廊等。长

廊南面的广场上有七星石，石上镂刻山形云纹图案，是明嘉

靖时放置的镇石。 这座大殿坐落在面积达5900多平方米的圆

形汉白玉台基上，台基分3层，高6米，每层都有雕花的汉白

玉栏杆。这个台基与大殿是不可分的艺术整体。当游人跨出

祈年殿的大门，往南望去，只见那条笔直的甬道，往南伸去

，一路上门廊重重，越远越小，极目无尽，有一种从天上下



来的感觉。难怪一位法国的建筑专家在游览了天坛之后说：

摩天大厦比祈年殿高得多，但却没有祈年殿那种高大与深邃

的意境，达不到祈年殿的艺术高度。这座大殿在1889年(清光

绪十五年)被雷击起火焚毁，据说，当时殿的大柱是用沉香木

做的，燃烧时，清香的气味，数里之外都可以闻到。翌年，

皇帝召集群臣商量重建祈年殿。因找不到图样，掌管国家建

筑事务的工部便把曾经参加过祈所殿修缮事务的工匠们召集

来，让他们根据记忆、口述制成图样，再施工建造。因此，

现在的祈年殿是清代光绪年间的建筑，但是，基本建筑形式

、结构，还保留着明代的样子。 斋宫：位于天坛西天门南，

是皇帝行祭礼斋戒处。外围有两重御沟，外沟内岸四周有回

廊163间。宫面东，正殿5间，为无梁殿式供券砖石结构。正

殿月台上有斋戒铜人亭和时辰牌位亭，殿后有寝殿5间，东北

隅有一座钟楼，内悬永乐年制太和钟一口。 100Test 下载频道

开通，各类考试题目直接下载。详细请访问 www.100test.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