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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历史价值之一：物质载体的价值

1.1　都城的创建

1.1.1　自然条件

哈剌和林遗址位于今蒙古国乌兰巴托西南220千米的

前杭爱省北流的鄂尔浑河右岸平原上。《元史》卷五十八

《地理一》记载：“和宁路，始名和林，以西有哈剌和林

河，因以名城。”[1]哈剌和林城西部有哈剌和林河，由此

而得名。哈剌和林城位于平原地带，除城东外，哈剌和林

城外其他三面都有可供耕种的平原。城址西邻杭爱山脉且

濒临鄂尔浑河。鄂尔浑河支流众多，河谷地带延伸得非常

广阔，所以该地区土壤肥沃、水草丰美。杭爱山脉地区出

产花岗石、矿铁、煤炭、森林等丰富的自然资源[2]。这些

资源不仅可以用来制造武器，还为城市提供了必备的建筑

材料。正是因为这些优良的自然条件，鄂尔浑河流域向来

是匈奴、鲜卑、柔然、突厥等北方少数民族活跃的地区。

哈剌和林城正处于这一地区，蒙古统治者将自己的都城建

在了这里，优越的自然条件可谓一大重要原因。

1.1.2　社会条件

蒙古族是游牧民族。能让一个游牧民族的统治集团定

居下来，建立自己所属的都城，除了当地固有的自然条件

外，还与当时的社会条件密不可分。

“太宗六年甲午，灭金，得中原州郡”[3]，蒙古族的

统治版图进一步扩大。并且在“七年乙未，下诏籍民，自

燕京、顺天等三十六路，户八十七万三千七百八十一，口

四百七十五万四千九百七十五”，说明在太宗统治初期蒙

古帝国的辖境以及人口数量都有很大增长。因为蒙古族版

图的扩大以及人口的增加，为了更好地管理，需要建立相

对稳定的政权机构。而哈剌和林城位于蒙古帝国的中部地

区，地理位置优越，在成吉思汗时期已经得到建造与发…

展，在这个地区建立都城自然是一个好的选择。

1.2　都城的规划布局

哈剌和林城及其内部宫殿建筑有汉族与北方草原民族

两种建筑风格。哈剌和林城分为两个部分：外城与宫城。

外城平面为不规则形，四面城墙各有一门，城内

建筑多位于南部。南北城垣长约1500米，东西城垣宽

580～1120米[4]。宫城也就是窝阔台时期兴建的万安宫，

平面呈不规则的方形，长约255米，宽220～255米，保存

状况较差，为黄土版筑而成。宫殿周围有一座方形院落遗

址，院落四周有围墙环绕，这个围墙的长、宽明显小于宫

城的围墙。哈剌和林城的这种双重城垣特征体现了其吸收

了汉唐以来传统都城的防御模式，但如此不规则的城墙形

状与走向却是北方游牧民族的建筑特征[5]。不仅仅是围墙

的形状，其他方面也可看出游牧民族自身的建筑风格。

《马可·波罗纪行》载，哈剌和林“城周围环以土

墙，辟四门。东门售粟及种种谷食，然其数不多。西门售

绵羊及山羊，南门售牛及车，北门售马”。从中可以看出

哈剌和林城已经形成了较为固定的牲畜贸易市场，而粮食

作物较少，这是北方游牧民族经济以及生活方式在都城规

划上的体现。在哈剌和林万安宫建筑群中，万安宫周围

环绕着四座圆形台基。根据文献记载推断，万安宫周围的

四座圆形建筑应是大汗兄弟、诸子和宗王的住宅[6]。圆形

台基是搭建蒙古包的基台。游牧民族虽然接受了定居的方

式，但是其在都城的规划上还是有着明显的民族特色。因

此，哈剌和林城虽吸收了汉唐以来双重城墙的防御模式，

但仍是游牧文化的集大成之建筑。

2　历史价值之二：社会政治的价值——都城

的地位变迁

2.1　成吉思汗时代

成吉思汗统治期间，为了稳定政权以及扩大版图，

经常与外敌作战。哈剌和林城在成吉思汗统治时期修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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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哈剌和林所在地有较为丰富的

矿产资源，可以用来生产大量的军需兵器。从考古资料来

看，在成吉思汗统治时期，哈剌和林地区就是生产武器和

其他装备的中心[7]，是为成吉思汗的大军提供装备的工匠

（如冶炼工、铸炮工）的集聚地。可以说，哈剌和林城在

这个时期就是一个军事补给站，其政治地位还并不突出。

2.2　窝阔台时代

窝阔台汗统治期间，定都于哈剌和林，该城成为了强

大的蒙古帝国的王庭。窝阔台汗在位期间，在哈剌和林城

大兴土木的情况得到了考古证实：“在时代为13世纪中叶

的文化层中我们发现了一座规模宏大的建筑残迹。”窝阔

台在哈剌和林城大兴土木，将其建造为都城，还有一个重

要的原因：成吉思汗统治时期，在战争中掠夺了大量的汉

人工匠和技师。

在窝阔台汗统治时期，哈剌和林城成为王庭的所在

地。拉施特对此有如下描述：“可汗使它成为极美好的皇

宫。接着它又下令，命他的兄弟、儿子以及他身边的其他

宗王们，都在宫殿的四周建立华丽的住宅。”[8]由此更加

证实了哈剌和林成为蒙古帝国的中心地位是在窝阔台时代

建立的。不但在此建立了都城，更加强了通信与防御。

窝阔台时代，哈剌和林城不但政治地位得到提高，经

济上也有较大的发展。这期间采取了很多行政管理的举措

来增加国库的收入，其中一项主要的来源是商业税。这说

明在这一时期商业得到了空前的发展，哈剌和林城也由此

成为最重要的商业中心。在哈剌和林的文化层中发现了大

量的钱币，而且在其遗物中出土的有铜镜、银器、瓷器和

丝织品[9]。这些都证实了哈剌和林城在当时不仅是重要的

政治中心，也是最大的工商业中心。

2.3　忽必烈时代

蒙哥继位后，他的京城就设立在哈剌和林境内。及至

忽必烈时代，他于1260年在开平称帝。开平是忽必烈按

照自己的意愿修建的一座城市，远离哈剌和林城。并且在

至元九年（1272）迁都大都，也就是现今的北京。哈剌

和林城从此失去了都城的政治地位，仅仅作为岭北行省的

治所而存在。关于忽必烈迁都的原因，主要有两个方面：

一是在忽必烈攻打阿里不哥这场战役中，忽必烈采用各种

方式对于阿里不哥所在的王庭（哈剌和林）进行围攻，对

哈剌和林城内的基础设施都是有所破坏的。虽然战争最后

以忽必烈的胜利告终，但阿里不哥已经在哈剌和林地区宣

告即位，再将此作为首都，有一种“名不正、言不顺”的

感觉，故忽必烈选择迁都。二是因为哈剌和林地区虽然有

优越的地理优势，但其已不适应忽必烈称霸世界的宏伟志

向。忽必烈迁都是为了更大的野心，做好称霸世界的准

备。

哈剌和林城在忽必烈时代虽丧失了首都的地位，但

仍然作为一个重要的中心城市。其再次遭到破坏是在铁穆

耳（忽必烈之孙）与杜瓦王子的战争中，杜瓦王子洗劫了

哈剌和林城。而随着明军攻入蒙古草原，毁坏了哈剌和林

城，这座蒙古帝国的首都就只存在于人们的记忆之中了。

3　总结

哈剌和林城作为蒙古帝国的首座首都，在游牧民族的

历史上具有开创性的意义。其建立、繁荣与衰落都不是偶

然的，而是历史选择的结果。作为文化遗产，哈剌和林城

本身承载了许多历史信息，其呈现出的是浓郁的草原游牧

文明特点，是游牧到定居跨越出的第一步。哈剌和林城的

地位变化并不仅仅是一座都城的由盛到衰，而是蒙古帝国

的奋斗与扩张史。因为稳定政权而建立，又因为征服世界

的野心而衰落，哈剌和林城反映的是不同统治者不同的政

治主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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